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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草根》

内容概要

《鉴别草根》对当前对民间文化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与案头整理，提出一种便捷、科学、标准化的分类
法，从而使我们的文化遗产变得井然有序。即从张道一先生的“二法”入手，对多级分类的方法等进
行了详细的阐述。《鉴别草根》的的理论为民艺学的建设和民间文化的田野普查、整理和保护做出了
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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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草根》

书籍目录

一次成果硕大的研究（代序）—冯骥才理论要支持田野—冯骥才民间美术的二分法—张道一关于民间
美术分类的一点浅见—薄松年中国民间美术造型分类—左汉中中国民间美术分类研究刍议—张铝论民
间美术的本真与分类—向云驹我国民艺和民博的民间美术分类—曹振峰作为非物质文化的民间美术分
类—乔晓光从艺术学视角看民间美术分类—潘鲁生赵屹贵州民间美术遗产分类初探—余未人民间艺术
的综合性研究问题—邓欤民间美术应一分门别类—张仲《陕西民间艺术大纲》中的民间美术分类问题
—贾允常中国民间美术分类研讨会发言纪要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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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草根》

章节摘录

从先秦至汉魏隋唐，年画处于早期阶段。年画的功能主要是辟邪，门神成为主要形式。从神荼、郁垒
到钟馗的出现，逐渐完成从怪异到世俗形象的转化。宋、元、明年画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增添了纳福
成分，年画突破了单纯神像的格式，涌现出表现美好生活的内容。生产方式上引进了雕版印刷技术，
加速了年画在民间的普及。但手绘年画仍占一定比重，新年节令画作为商品走上了市场。明末至清是
民间年画的繁荣期。明代中后期商业手工业的长足发展，清代前期一百多年的长治久安，农村经济的
恢复和发展，为年画形成了巨大的市场，俗文化（小说、民间地方戏曲）的发展和年画相互促进。水
印套色技术的成熟为年画生产提供了技术条件。题材大大扩充，形式丰富多样，成为民间年画大普及
大繁荣的黄金时代。清代道成以后至近现代是民间年画衰落期，及近现代年画的产生期。西方列强的
入侵，导致农村经济破产，战火连绵不断，民间年画受到重创。杨柳青、桃花坞等南北两大生产中心
迅速衰退，木版年画已很少有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创作。与此同时，由于现代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印刷技
术的传入，在上海、天津等城市出现了石版年画和胶版年画的印制。它继承了民间年画的喜庆的因素
，吸收西洋擦笔水彩画法，更多的表现城市市民的文化趣味，形成近现代的新兴年画品种，随着政治
形势的发展还出现了表现革命内容的新年画。民间木版年画大约开始于宋代，当时开封、杭州、成都
、平阳等工商业发达和雕版印刷集中的地区，已经将年画发展为雕印生产。明代后期至清代前中期，
在全国各地形成众多的木版年画生产中心。最有代表性的当推“南桃北柳”，即南方的苏州桃花坞和
北方的天津附近的杨柳青，形成南北两大体系。杨柳青半印半画，明丽细腻，题材广泛，继承着宋画
风格。桃花坞年画有手绘及木版水印两种，后来主要发展了版刻印刷，线刻明快，色彩柔丽，和江南
书籍版画有一定渊源关系。其它如陕西凤翔之古朴，河南朱仙镇之刚健；山西晋南及河北武强之粗犷
，各有千秋。四川绵竹显示出独特的蜀文化性格。福建漳州、泉州年画影响到台湾及东南亚地区，显
示出独特的南方风貌。每个地区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生活环境，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审美爱好，
在形式题材上各有特色。因而习惯上以产地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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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草根》

后记

编完（《鉴别草根～中国民间美术分类研究》，隔窗眺望天津大学青年湖，碧波澄澈，水乌翔集，心
底里泛起一层层喜悦--专家学者们的辛勤耕耘，通力合作，填补了国内学术研究的一项空白；天津大
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大楼落成不到1。0天，就向学术界贡献出这样一份学术精品；该书的出版，
必将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为民间美术分类、整理、研究提供切
实可行的操作规范。感谢各位专家放下手头的工作，出席会议，提交高水平的论文和发表精彩的演讲
。感谢《人民日报》记者许涿先生为本书提供了七十余幅精美的照片，这些都是他多年潜心于民问美
术摄影的得心之作，为本书大大增色。感谢著名收藏家李寸松先生慨然允诺将其精美藏品的照片公诸
于世，让我们分享欣赏的快乐。感谢蒋艳女士为本书设计的精美的书衣。感谢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此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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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草根》

编辑推荐

本书对当前对民间文化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与案头整理，提出一种便捷、科学、标准化的分类法，从而
使我们的文化遗产变得井然有序。即从张道一先生的“二法”入手，对多级分类的方法等进行了详细
的阐述。本书的的理论为民艺学的建设和民间文化的田野普查、整理和保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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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草根》

精彩短评

1、民间美术的表现技法质朴无华,喜欢就是喜欢
2、系统性强  好书
3、学术类研究的著作，很不错的书。
4、真好看的书啊
5、很好的总结，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
6、工具书，教你方法
7、分类很全。
8、民间美术，或者以民间美术面目存在的事物，其中就有传统文化的真实遗存，是极可宝贵的。探
求之、收罗之、鉴别之、梳理之，是汲取、继承和发扬传统精髓的基础。向冯骥才先生致敬！
9、很实用 很好 上课用的教材
10、书的内容很专业细致!书籍的包装设计也非常好！我很喜欢！大概的浏览了一下内容，很丰富！
11、不错，专业，真实！把民间美术的状况做了一个学术上的分类和研究，在目前应该是少见的一本
好书。是论文集的方式成书的，我觉得只适合搞研究的学者类读者。
12、书中主要是针对民间美术的分类的介绍，作者邀请了几个民间研究大师，一起探讨民间美术的分
类。全都是大师，很有启发，学民间的童鞋一定要买的喔
13、有点看不动
可能是我现在心情不在这种事上面。。
14、冯骥才一直在推动民间美术整理、研究。主持的系列相关出版物当属此类作品中的精品。
15、分类算比较详细的，内容也比较丰富。参考用的资料书~
16、这本书非常好，从中收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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