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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剪纸民俗的文化阐释(配图本)》认为，应当从文化生态角度，将剪纸这一民间文化落脚于“自然—
—人——社会”的“整体系统”当中，对剪纸的研究应该从民间文化的整体背景来综合认识和把握，
而不应该局限于艺术审美形态。现代艺术将剪纸等民俗文化从其特定群体文化背景、生态结构中析离
出来，往往疏于对民间人的原始心灵、文化积习、群体品格等民俗精神的观照。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对
民间文化整体价值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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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贵生
1966年生于甘肃省镇原县。1989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1992年完成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进修班学
习，1998年在西北师范大学获古代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入兰州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化人类学方向
，读取博士学位。先后编著写作学方面著作两部，发表古代文化、民俗学等学科研究论文十余篇。现
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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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　剪纸习俗的宏观掠影
第一章　剪刀下，糟灵“重现”——剪纸文化溯源
一、“剪梧桐”与“剪纸”的缘起
（一）“桐叶封弟”的基本载录
（二）分析之一：桐叶封弟本为虚拟传说，并无史实之据
（三）分析之二：“削”、“剪”桐叶事象为后人附会，属传说常见现象
（四）分析之三：汉代形成“剪”桐叶之说，与其文化背景有关
二、“冥纸”与“剪纸”的内在关联
（一）冥纸的产生
（二）从冥纸到剪纸
（三）吐鲁番出土剪纸与中国剪纸源流
第二章　文化生态结构——剪纸的生存空间
一、农耕社会结构
二、地理环境结构
（一）南北地理分野形成的剪纸民俗特征：以西北黄土耕作文化圈为例
（二）东西地理分野形成的剪纸民俗特征：以干栏山地文化圈为例
三、多元民俗牛活结构
（一）剪纸的节日习俗承载：以送穷节为例
（二）剪纸的人生礼俗表征：以婚俗为例
（三）剪纸的宗教文化选择：以招魂巫术为例
第三章　女性角色扮演——一剪纸中的群体人格
一、主内模式：与生俱来的文化定位
二、妇功追求：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三、繁衍后代：女性本能的价值皈依
四、剪纸人生：民俗链上的命运之扣
第四章　人生终级意义——剪纸中的生命精神
一、生命哲学：剪纸本体的创造精神
二、生命一体化：剪纸世界中的心灵交会
（一）生命的灵性交会之一：其乐融融的异体组合
（二）生命的灵性交会之二：亦此亦彼的生命叠合
三、生命本原：剪纸民俗的精神动能
（一）男性生育之本——“蛇”
（二）人类生育母体——“葫芦”
（三）中西合璧的情爱文化载体——“莲花”
四、生命再造：人纸合一的图像“故事”
（一）库淑兰：用色彩和歌声组构的生命秩序
（二）曹佃祥、任桂兰、张林召：阴阳界上的生命灵光
（三）祁秀梅、王继汝、高凤莲、高金爱：生命最自然的流动
（四）金香莲：现代知识女性的生命奇迹
第五章　本真意识——剪纸的人类学内涵
一、本真意识与剪纸品格
二、本真意识的人类学分析
(一)“遗留”说的当代意义
(二)剪纸民俗中的原型和集体表象
三、本真意识的文化超越
(一)对原始文化意义的超越
(二)与古典人文精神的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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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真意识的心理轨迹
(一)无遮拦平面透视模式：剪纸人的“叙述语言”
(二)经验“自在”：剪纸人的心理定势
(三)“铺开”、“压扁”：剪纸的多维结构揭秘
第六章心灵之画——剪纸中的意象符号
一、剪纸符号的构形方式：意象思维
(一)剪纸意象的文化意蕴
(二)剪纸意象的生成原理
二、剪纸符号的基本构件：曲线与直线
(一)圆形构图：女性人生心理轨迹
(二)“十”字纹样：人类神秘文化象征
三、剪纸符号的主题旋律：谐音象征
(一)文化流程：文与画的契合
(二)心理机制：“同声相应”
(三)深层关联：音义和谐
(四)成型原理：四“性”文化链
第七章剪纸“语境”——燎疳习俗的跨文化分析
一、燎疳：陕甘宁风俗区一大景观
(一)民俗志中必不可少的一页
(二)田野调查显示的活文化形态
二、“疳”：令人色变的病魔
(一)“疳”为何物
(二)“燎疳”的缘起
(三)“疳娃娃”的多重身份
(四)“疳娃娃”的“本色”基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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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 文化生态结构——剪纸的生存空间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
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美国著名系统哲学家E.拉兹洛20世纪80年代在《即将来临
的人类生态学时代》一文中预告，“人类可以指望进入个更具有承受力和更公正的时代。那时，人类
生态学将起关键的作用”，“人类生态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我国文化生态学者也强调，“2l世纪人
类的选择是从传统文化走向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文化生态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新进化
论人类学家、伊利诺伊大学教授J.H.斯图尔德于1955年在《文化变迁理论》中提出的，目的在于“解
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斯图尔德特别强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
互作用和相互关系，认为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社会与环境相互影响的特殊适应过程引起的。他一方面承
认自然环境对于生物属性的人类具有不可忽视的强大的规定性，越是简单的和早期的人类社会，受环
境的影响就越直接。地形、动植物群落的不同，会使人们使用不同的技术和结成不同的社会组织；另
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社会文化的人类对于自然环境所具有的超常的认知、利用甚至改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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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剪纸民俗的文化阐释(配图本)》将民间剪纸置于文化生态中进行考察，突出体现了剪纸固有的活性
特征。资料翔实而视野开阔，将传统考据和现代批评方法有效结合，雅俗共赏，严谨而有趣，不失为
一部可点的力作。剪纸是民间生活土壤上长出的文化树，活态的民间生活传统造就了剪纸，剪纸又维
系了民间活态传统的持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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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有用的一本书，从根上阐释民间艺术的源头，非常全面。
2、通过本书，能大概了解剪纸文化的内涵与发展。不错。
3、这是我买的三本中的一本，也是感觉最一般的一本，没有太多惊喜，也没有多大的感受！
4、读过忘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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