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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创建和谐社会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
度上予以重视。
依据我国“十一五”发展规划，国家文化部拟在全国设立十个文化生态保护区。
2007年“世界文化遗产日”国家文化部正式向福建省人民政府授牌，建立闽南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
作为设在福建的第一批、第一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其意义非同凡响。
　　民间美术作为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生态的重要表现形式。
对它的研究，有可能引申出对社会历史文化更为广阔、更为深刻问题的思考。
这正是因为民间美术总与百姓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相关联，与民众的生活习俗、民间信仰、审美情趣相
依附，它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社会的民生、民情。
因此，它成为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社会文化心理的反映。
　　从田野调查中发现，闽台两地仍有大量的传统民间美术遗存，为数不少的传承人仍在从业。
一方面，闽台两地多姿多彩的民间美术形态，使课题的研究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传承人的口述历史
，为我们了解历史真相、弥补史料不足提供了依据。
正是在此情形下，对海峡两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行之有效的保护与传承措
施，应该说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含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对闽台民间美术的研究发端于上个世纪上半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美术种类的普查和介绍阶段。
这个时期的成果主要体现在高等学校的社团组织和个人的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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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福建地区（尤其是泉州、漳州、厦门等地）与海峡对岸的台湾汉族居住区作为重点考察的地域
范围。
福建和台湾，由于地理环境、生活习俗、民间信仰、血缘宗亲等因素而形成稳定的文化一体关系。
本书即在此特定区域内对民间美术的发生与发展进行综合考察，按民间美术分类的方法展开比较研究
。
首先，对民间美术的题材内容、施作技艺、工匠身份、材质选用等进行逐一比对、分析；其次，通过
对区域性民间：美术的．田野调查，结合史料、文献记载的佐证，研究民间美术传承人的传承谱系、
传承人口诀和技艺特点，并采集民间美术的行会行例习俗的范例，探讨福建与台湾地区民间美术生产
的运作机制与模式；力求以宏观的视野考量民间美术的整体脉络，探其源流，同时又从微观的视角对
鲜活的个案加以剖析，求其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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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豫闽，福建漳州人。
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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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闽台民间美术的文化意涵　　第一节　闽台民间美术的渊源　　一　远古先民的成器造
物观　　据考古发掘，早在旧石器时代（约数十万年至1万年前），福建先民就开始打造形制简单的
工具，用以生产和生活。
这些以石核、石锤、石片等加工打造过的刮削器、砍砸器，为原始先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便利，而运
用简单磨制技术加工的骨角器的出现，则表明工艺制作技术相应提高，它与先民的生活质量提高是相
辅相成的。
　　到了新石器时期（约1万年至4000年前），闽江下游、东海之滨的古福州湾沿岸或附近海岛上，先
民近水而居，采用渔、猎、采集、捕捞的生活方式。
当时的福建先民已掌握了原始的制陶技术。
制器时，采用抹光和在外坯上通施红衣以及拍打、压印、刻画等装饰手法，其中，以麻点纹、绳纹、
篮纹、贝齿纹、戳点纹、方格纹、圆圈纹、彩绘纹最为典型，亦最有特色。
先民们已经懂得修饰器物之表面，规整造型，体现了美观与实用融为一体的成器造物之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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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闽台民间美术》从田野调查中发现，闽台两地仍有大量的传统民间美术遗存，为数不少的传承
人仍在从业。
一方面，闽台两地多姿多彩的民间美术形态，使课题的研究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传承人的口述历史
，为我们了解历史真相、弥补史料不足提供了依据。
正是在此情形下，对海峡两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行之有效的保护与传承措
施，应该说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含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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