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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显与重构-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当下》

内容概要

传统民族民间工艺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形式，也是地方性知识、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在现代化进程中
，传统民族民间工艺遭际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境遇，面临复杂的传承与发展。《再显与重构:传统民族民
间工艺的当下性》运用“基础与维度、问题与视域、境遇与变迁、再显与重构、功利与意愿、疏离与
亲近、同质与异质、复制与定制”八组十六个中心概念，从不同角度审视传统民族民间工艺在全球化
与市场经济作用下其传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传统民族民间工艺在其生存环境
、形式、审美、功能、意义、规模化和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现状与发展态势。《再显与重构——传统民
族民间工艺的当下性》虽以云南西北大理、丽江地区的传统民族民间工艺为基本研究对象，涉及多种
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传统民族民间工艺形式，但其研究涉及的相关现实和理论问题却具有普遍意义，
是全球化时代地方和民族文化共同遭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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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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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出生，云南鹤庆人，汉族，教授、博士。198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6
年任教于云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从事外国文学、基础写作、形式逻辑、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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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在地消费群体在当下的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消费主体中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世俗文化生活的复兴，传统的节庆活动、婚丧嫁娶、民族社区文化活动、
宗教文化活动逐渐恢复，与之相应的各种传统日常生活用具、宗教节庆器物的市场有所发展。随着民
族文化的自觉，大理、丽江、迪庆地区的不少少数民族在建筑、服饰和日常生活用品方面又开始使用
传统的民族工艺产品。部分银铜器、扎染、面塑、陶器、木雕等传统民族民间工艺品在生产、生活、
宗教文化活动中的意义和功能又开始显现。在地民族对传统民族民间工艺产品的消费实质上是对其文
化意义和功能的消费。 第二，藏区消费群体主要指的是西藏、四川、青海等地区的藏民族地区的消费
群体。这个消费群体不包括滇西北地区的迪庆藏族自治州。20世纪90年代，鹤庆新华村的工匠艺人成
规模地进入西藏、四川和青海的藏族居住区，为藏族地区制作、加工、生产银铜器和日常生活、宗教
文化用品，藏区的消费群体成了滇西北地区传统民族民间工艺消费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边界
的突破使消费主体发生了嬗变，在大理白族地区的民族工艺产品中，大量出现了具有鲜明藏民族文化
色彩的工艺品，包括大量的宗教法器，如转经筒，法号、宝鼎等，剑川、丽江等地的木雕产品，包括
隔扇窗、木雕、木刻画产品中也出现了带有明显藏传佛教题材的造型、符号、图案、色彩。藏区消费
群体对意义和功能的消费促成了滇西北地区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符号和意义的变化。消费群体的嬗变、
增加不仅使滇西北地区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种类、形式得以增加，其文化符号和文化意义也不断得到
丰富。 第三，近10年来，大量外来游客成为滇西北地区民族工艺的重要消费群体。这部分消费群体甚
至成了滇西北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主要消费者。这些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环境，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族工艺非常感兴趣的滇西北文化的“他者”，他
们对滇西北民族文化带有自己的“先见”，出于体验、欣赏异文化的目的，甚至是出于对异文化的猎
奇，把滇西北地区传统民族民间工艺作为异文化进行消费。在消费过程中，他们受自己文化、生活、
审美的影响，通过传统民族民间工艺领会和认知到的只是表层的东西，很难真正领会滇西北地区民族
文化的要义。大多数消费者将自己都市文化、外来文化和个体文化的消费倾向带人传统民族民间工艺
的消费之中。不同国别、文化、民族、背景、层次、年龄的消费群体对民族工艺的种类、形式、色彩
、品质等都有不同的消费需求。其中大多数外来旅游消费者关注的仅仅是滇西北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
纪念意义，而不是传统民族民间工艺背后的文化意义。从某种程度上看，民族工艺甚至仅仅只是文化
旅游的一种纪念记号。这个部分消费群体直接、间接地引领着当下滇西北地区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走
向，也是导致目前传统民族民间工艺品和旅游工艺品界限日趋模糊，传统民族民间工艺品文化符号、
意义拼贴现象凸显，种类、形式迅速繁杂的原因。 此外，政府、企业也参与到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消
费之中，他们通过订制，将自己的意愿、功利渗透到一定的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形式之中。这些由政
府、企业订购的传统民族民间工艺品作为地方政府、机构大量的迎来送往所需的具有地方性文化信息
的礼品，在政府、企业的礼品消费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构成对意义和符号的消费
，仅仅只是一个购买过程，但是这个购买过程也是传统民族民间工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是传统
民族民间工艺在生产、制作、意义、功能和销售、传播过程中的一种现代延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
和相应机构的“消费”一方面强化了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滇西北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企业也将权力资本和利益资本注入传统民族民间工艺，增加了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内涵、
功能，刺激了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产业化发展。 传统民族民间工艺不是单一的精神产品，也不像纯粹
的文学艺术是以个体的艺术个性、视野、知识、文化和审美趣味创作出来的纯粹精神性产品。传统民
族民间工艺的集体性、地域性、变异性，尤其和当下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性”，决定了民族工艺必
然受制于消费者结构以及不同消费群体和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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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再显与重构: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当下性》旨在整体推出云南社科优秀成果，打造社科品牌和学术精
品，进一步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推动“两强一堡”战略目标的实施。《再显与重构:传统
民族民间工艺的当下性》为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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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符合我的兴趣，给力
2、全球与地方关系是个很好玩的话题。作者认为实用与地方性有关，而艺术则基本上是普遍性的。
然而，作者也意识到艺术又是极具个人性的。有些结论太宏观，案例本身尚不足以支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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