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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生活于文化之中，正像人离不开空气一样。《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无论汉语“文化”一词是否由此而来，这段话至少说明，我们的祖先向来对文化的重
要性有十分清楚和极其深刻的理解。文化确乎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根本标志。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是文化的动物。　　从文化本身来说，
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可以粗略地、也是相对地划分为两大分流，即所谓上层文化（或称高
层文化、雅文化、精致文化⋯⋯）和下层文化（或称基层文化、底层文化、低层文化、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化.因为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民间文
化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文化，因为它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口碑之中。民间文化还是整
个社会文化的基础，并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上层文化往往是对民间文化选择、改造和精致化的结果
。　　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中最富色彩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人类创造的一切艺术中，生
命最活跃，涉及最广泛。它以古朴纯真的艺术手段，反映着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理想和追求。它的
无数珍品，是当之无愧的美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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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秦宫的铜人与铺首　　秦代，中国建筑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史记·秦始皇本纪》
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大兴土木，“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
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又筑阿房宫，其规模空前。《
秦始皇本纪》记载：“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土可以
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
，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又建造信宫、甘泉前殿等等，“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
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　　秦咸阳宫出土文物中，已有
青铜铺首，多作兽头衔一铜环形式，钉在门的中缝两边门扇上。造型为虎头变形，双目圆睁，铸纹流
畅，是精品。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反秦力量再起，曾收天下兵器，聚之
咸阳。销毁后铸成十二铜人，各重二十四万斤，置于秦宫门前。《汉书·五行志》记载：“二十六年
，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之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从秦宫门前
立铜人的故事得悉，其时已有以兵器铸神人守卫宫门的雕铸门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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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人从在胎中孕育直到死去，甚至到死去很久很久，都始终处于民俗的环境中；民俗就像空气
一样是人们须叟不能离开的。对于民众社会来说民俗又是沟通情感的组带，是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
范行为的准绳是维系群体的团结的黏合剂，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

Page 8



《门神》

精彩短评

1、其他都还不错，里边介绍的门神对组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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