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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文化遗产（第二辑）》

内容概要

《东吴文化遗产(第2辑)》由苏州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出版。《东吴文化遗产》第一辑有宏观
的议论，也有关于手工艺的田野调查报告，还有昆曲、评弹方面的历史研究成果和人物访谈，体裁则
没有限制，并配了部分图片。这样虽然显得有点杂，但内容比较丰富，研究不同文化门类的专家和各
行各业的读者或者会更有兴趣。事实上也是如此。从对第一辑有较大兴趣的读者反映来看，内容丰富
、体裁多样是可取的。所以，编者在编第二辑时，保留了原有的各个栏目，其中的部分论文是2007
年11月在苏州召开的第一届“东吴论坛”上的发言稿，“东吴论坛”征集的论文也将优先在《东吴文
化遗产(第2辑)》上发表。在配图上，编者在第二辑同样遵照作者的意图予以保留，以便使读者对文章
的内容有直观的了解。

Page 2



《东吴文化遗产（第二辑）》

书籍目录

前言【会议综述】  交流与对话：大文化视野下的多学科交融与汇通——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东
吴论坛”评述【非物质文化论坛】  传统物质文化研究与现代设计艺术——赵克理《顺天造物》序  关
于手工艺非物质文化空间的思考  文化生态区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中国红水河民族文化
生态保护区建设为例  民间传说保护之理论思考  日本的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人间国宝)制度——以
传统工艺保护为中心  什么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种借助于道家认识论的观照  文化生态保护区可
行吗?  城市建设与文化生态保护的思考——以泉州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为例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本生态与衍生态  试谈苏州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思路  从外国人眼中寻找失落的家园——谈文化遗产研
究中的国外资料【民俗钩沉】  “观乐”与“挂剑”——春秋吴季札的艺术观与道德操守  无锡刺绣的
传承及精微绣的艺术特点  参天化育的历史物语——20世纪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现代启示  敦煌道教写
经及文字书法问题【江南文化】  苏州古典园林的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的价值  昔日亦辉煌——“苏式
”文化与“苏式”艺术  苏绣历史研究中的一个误点——从《乾隆吴县志》的记载说起  松下横琴待鹤
归——古琴与苏州园林  苏式糕点艺术设计与苏州民俗文化【评弹研究】  晚清以来苏州书场内听客的
“感官体验”  把评弹介绍给大学生——在苏州大学开设评弹鉴赏课重要一步——我的流派唱腔创新
【昆曲研究】  关于“中国昆曲学”的思考  盛开在闺阁中的“牡丹”——明末清初江南闺阁女性《牡
丹亭》阅读接受简论  传承：保护与发展昆剧艺术的重中之重————2008年夏苏州市昆剧艺术传承汇
报演出  对剧诗的一种超越——从上昆三十周年团庆剧目《血手记》说起  近百年昆曲在大学传播的范
式初探【手工艺遗产】  彩衣堂建筑彩画记录方法研究  唐代的特种工艺镜  夹缬技艺的历史与现状【田
野手记】  户牖春幡——朱仙镇门神散记  解析羌族建筑的文化内涵  苏州水乡妇女服饰与屯堡妇女服饰
【书评】  古今融通、中西交汇的服饰画卷——《文明的轮回——中国服饰文化的历程》评介  史的脉
络  理的探索——《文明的轮回——中国服饰文化的历程》读后  文化视野中的中国服饰演进【人物访
谈】  弹词名家金丽生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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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文化遗产（第二辑）》

章节摘录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代设计艺术可以看作是传统的造物艺术之延续。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东西南
北，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在人类社会的初期，我们的祖先为了自身的生存，在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时
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在这样的经验和智慧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尤
其是在对自然事物的物理的认识方面，有着独到和深入的见解，为后来的造物艺术之发展，打下了良
好的知识基础。而后，不同时期的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适应着不同时期的物质和环境的条
件，创造了各式各样的能够满足自己社会生活需要的物品。其中的经典的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过
各种途径（传世的、出土的）流传下来，与各个时代的历史文献互为补充，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人
的造物文化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造物艺术的历史及其遗存是非常
值得研究的。中国人的造物活动由来已久，大致可以追溯到一百多万年以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而进行着极为简单的生产活动。在这样的简单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因认识和环
境条件的限制，当人的自身力量所不能及时，在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行为的启示下，人们凭着直觉直接
选取自然界原有的物品进行着有目的的利用，维持着极为简单的生产和生活。在如此简单却又漫长的
生产生活进程中，人们发现自然界可资利用的物品是很多的，于是他们也就这样做了。长期以来，人
们通过这样的利用累积起经验，又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并在这长期而又曲折的过程中发明了与
之相关的工艺技术，从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基本满足了生产生活的需求，近代以来出土的旧石器时
期的大量实物就是证明。当然，早先的人们并不只是利用石器以及陶器，他们也有可能利用竹、木、
籐以及皮革、兽骨等的天然物品来为生活服务，只是这些物品的材质多为有机物，能够有效保存的时
间不太长，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资料是非常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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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文化遗产（第二辑）》

编辑推荐

《东吴文化遗产(第2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Page 5



《东吴文化遗产（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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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