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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民间礼馍艺术》

内容概要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民间礼馍，是在礼仪庆典、岁时节日民俗生活中用面粉特意加工、装饰过的食
品。人的一生中要经历诞生礼、满月、百日、周岁、成年礼、婚礼、寿礼、葬礼等，礼仪习俗中的礼
馍便在这岁时节令中漫漫形成。馍有食用与观赏之分，白事的礼馍一般是供观赏，其它礼仪的礼馍以
食用为主。食用的礼馍保持了面粉的质地美；绵颖憨实，其本身就具朴素的原始美。捏制时信手随意
；一团柔软的面泥任由作者统来扭去，看似扭曲了形，而意识却没有扭曲。简练概括；自由洒脱，往
往提出神气活现的艺术效果，也透出几分作者的灵秀。观赏的礼馍，重在敷色、彩绘、彩纸装饰，追
求精细美观。捏礼馍的作者为主理一日三餐的农家妇女，节日习俗中的礼馍就自然地唱了主角。《山
西民间礼馍艺术》比较全面的介绍了这一民间礼馍蕴藏着浓厚的地方风士人情。这些单纯、朴素、抽
象、丰富多彩的民间礼馍，是研究民族文化、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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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民俗与民俗艺术曹振峰    民俗艺术，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依附于各种民俗活动之中。民俗艺术中的造
型艺术，是有型的，可视的艺术形式，是民俗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民俗艺术包括民族的绘画、剪纸
、印刷、刺绣、染织、服饰、建筑、陶瓷、器皿、工艺、玩具、雕塑、演艺造型、宗教图形、礼仪活
动和祭祀活动的装饰等等，它能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审美观念，并构成民族特征和气质。它贯穿于
各种岁时节日和民族节日中，贯穿于人生礼仪的生俗、婚俗、寿俗、丧俗中，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 
  民俗(造型)艺术又称为“民族民间艺术”或“民间美术”、“民间工艺”，统称“民艺”。    民俗(造
型)艺术，又是民族文化艺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早在原始氏族社会的晚
期，我们的祖先便能烧制日用陶器，绘制彩陶和岩画，还雕琢玉器，运用兽骨和蚌壳进行审美装饰，
或用于原始巫术活动。当时的人类处于生产力低下，思想蒙昧时期，没有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划分，故
这种原始艺术是原始部族内共享的文化创造。随着生产力不断地发展，社会形态也出现了新的变革，
民俗活动逐渐增多，民俗艺术也随之丰富发展起来。    当社会出现了阶级和国家，社会分化出居于上
层的统治者和处于下层的被统治者，民俗艺术便出现了两条发展的轨迹。一条是为宫廷、贵族、官僚
服务的宮廷艺术，文人艺术；一条是为奴隶、平民、普通劳动者服务的民间民俗艺术。两种艺术都属
于民族文化，而宮廷艺术的制作者均来自民间，文人艺术从民间吸取营养。    由于服务对象的不同，
审美要求的不同，制做费用的悬殊，两种艺术的风格、形式和规模便有很大区別。两种艺术既相互排
斥，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是民间的民俗艺术——即民族民间艺术；鲁迅先生称
之为“劳动者的艺术”。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民间的民俗艺术多种多样，异彩纷呈，美不胜
收。诸民族中又有很多的分支，每个分支的艺术风格和形式都不相同。占人口多数的汉民族，因为居
住的地域不同，环境和条件的差异，艺术的气质、风格、品类和形式上也有很大的差别。    民俗艺术
是世代传承的艺术，历经数千年的沧桑变化，朝代的更迭，依然保留着悠久的民族文化特征和艺术形
式，有的可与商、周时代的艺术相印证，有的可与汉、唐时代的艺术相印证，最晚也可上溯几百年，
有的技艺可以上溯千余年之久。由此说明我国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是文化没有中断的国家，这是
十分罕见的。所以有人称民间的民俗艺术是“本源艺术”，“母亲艺术”，有的造型还被誉为“活着
的化石”。总之，它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已引起世界人民的瞩目。    民间的民俗艺术主要是劳动人民
为了自身生活的需要，亲手制作美化自己的生活和环境，丰富节日活动和人生礼仪习俗，祈望吉祥聿
福、家庭昌盛，寄托对未来的希望和向往，虽有的是民间艺人和作坊制作，在城乡销售，为劳动人民
服务，仍属于民间的民俗艺术，具有民族的传统特征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艺术风
格质朴、纯真、强烈、绚丽，变化奇妙。同时，它不是僵化的，而是发展的有勃勃生命力的艺术。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別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民间的民俗艺术事业得到飞速的发展，不但改变了旧社
会被贬低的地位，而且跻身于艺术的殿堂，进入各种传媒领域，还走出国门进行国际文化交流。有很
多民间艺术家被授予“民间美术大师”，“民间艺术家”荣誉称号。民俗艺术的研究也成绩卓著，不
但揭示出它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还进入了学科层次的研究，涉及到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民
俗学、哲学、美学、人类文化学等领域。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曾倡导“乡土文化”和“社区文化”，
是保护各个民族文化特性的重要的措施。随着经济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审美观念的变化，外
来文化的传人和冲击，我国面临着文化的转型，很多传之久远的民族民间艺术有丧失的可能。    保护
、继承、发展民间民俗艺术的任务很紧迫，因为它是民族的文化，对激发爱国热忱，增强民族的自尊
心自豪慼和民族凝聚力，发展社会主义新美术、新工艺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祝我国的民间民俗艺术
永葆青春，更加繁荣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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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朋友,你知道什么是礼馍吗?在山西,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灿烂多姿的面
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民间礼馍,是山西面食文化中非常有地方特色,具有独特文化内涵和审美价
值的一种面食艺术形式.本书所收录的关于礼馍的详实生动的图文资料,顶会让你对这一古老而又年轻
的民俗艺术形式有一个比较全面,直观的了解和认识，同时这本书也不失为一件极富生活气息和趣味的
民间文化艺术收藏品.

Page 6



《山西民间礼馍艺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