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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农时密切结合的节日
5．君君臣臣、上级下级
11．知音、知心、知己
（二）交往中的可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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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眉与画眉
（二）缺少理性的“孩子”作品
二、大地艺术
1．凤凰与龙——图腾统一说
九、结交、通讯、馈赠——见得着的心意
一、家族的形成、结构及民俗传承
（六）为了美
（七）文身——一种刑罚
3．美目
2．美须
四、讳莫如深的春宫画
第三章 家族及村落美术民俗
（二）村落的职能
一、文身与文面
（一）文身——使我与图腾相似
（二）性吸引
（八）以文身表明心志
2．妆面
（二）家族的民俗传承
2．亲族联合体村
（三）村落的标志
4．拴马桩、上马石
（九）现代文身之盛行
（三）美发、美须
（一）小孩子的作品
2．家徽、家号与斋名
1．山标
3．田标
第四章 人体美术及图片性教育
（五）求吉辟邪
二、美容与美发
（二）神秘性
二、村落的结构、职能与标志
一、信仰与信仰习俗
（三）封锁性与保守性
（二）月
二、图腾与祖灵信仰——超越时空的形象
3．现代巫术的特点
（三）符、咒、数——抽象的概念与具象的思索
5．照壁
第五章　涂抹艺术与大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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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石
2．虎
（二）植物崇拜
2．葫芦
4．染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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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仰的是与非
（二）宗教信仰的是与非
3．玄武
5．鱼
5．萨满世界及巫之美术品
（二）形体的美化
一、涂抹艺术——原始创作心理
第二篇
第一章　信仰民俗概论
一、对大自然的崇拜
（三）地
（四）星
吉祥如意——信仰美术民俗
（一）动物崇拜
1．鬼的概念
5．救鬼的菩萨
四、民间诸神——木版画的福星
1．太上老君
11．厕神
二、信仰民俗的内容与分类
（四）多样性
（一）科学与迷信
3．数
2．门神
13．湘江女神
17．无位真人
三、信仰民俗的特征
（五）多重性
（一）天与太阳
1．桃
3．莲
（一）鬼与鬼国形态
2．鬼灵种种
（一）功利性
五、信仰的虚与实——不容忽视的领域
1．什么是巫与巫术
2．咒
5．武圣人
6．嘛呢轮
7．旌与旄
4．犬、犬戎、盘瓠
4．水陆画
3．背光
5．五彩幢
13．匾额
（一）钟
四、修行器（法器之三）——赋予工艺品以特殊价值
（三）祖灵崇拜
（二）巫、巫术、萨满与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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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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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药王
8．海神
3．幢
三、鬼、巫、符、咒、数——看得见的神秘
14．茶神
2．法轮与鹿
1．须弥座
（六）冬千（大喇叭）
（三）数珠
（二）仙人
3．鬼国结构
2．巫术在中国的意义及沿革
4．巫及巫术的可视形象
3．财神
9．木匠和建筑业祖师
16．弥勒佛
一、佛教的“空”与“有”
6．傩与傩堂戏面具——庄严的诙谐
（一）外庄严
9．风铃
（二）内庄严
8．唐卡
12．酥油灯
（四）灵官、太岁诸神
（一）历代民间名人成神名单（部分）
（二）民间神马
7．蚕神
15．十六尊者与十八罗汉之差额
第三章　佛教美术民俗
二、庄严具（法器之一）——崇奉心理的物化
7．帘幔、斗帐
10．梨园神
11．香案
二、岩画的地理环境
（三）谁的传人
12．潮神、涛神
1．狮子
6．宝盖
三、响器（法器之二）——有声音、有形象、有寓意
（二）鼓
二、真人与仙人
三、岩画的创作动机
4．复合动物
第四章　道教美术民俗——多神的国度，本土的形象
一、多神的道教
（一）三清
先民族谱——岩画视觉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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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父权社会
5．经幡
8．宝鼎
9．堆绣
10．五供
14．拜垫
（三）法螺
（四）木鱼
2．龛
（五）铃与杵
（七）其他符号
民间神像与民俗版画 王树村著
4．五彩幡
一、岩画的产生时限
（二）西王母时代
（一）钵
（二）锡杖
（五）人体中也有神
（二）四御
（一）真人
第三篇
四、先民族谱——没有文字的历史
（五）祈祷生育和祈祷母乳
五、贺兰山岩画的艺术价值与美学价值
（三）博大、古朴与稚拙美
（三）诸神
（一）先民、首领、巫及巫术
（六）祈祷六畜兴旺
（一）检验艺术的标准
（二）岩画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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