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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羌族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曾为中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仍具有丰富的物质文化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界应对羌族文化投入应有的关注。
特别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之后，羌族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亟待全社会加大对羌族文化研
究和保护的力度。
基于这种现状，《羌族造物艺术研究》（作者：张犇）力图对羌族造物艺术的特征和文化内涵进行一
次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羌族造物艺术研究》从羌族的自然、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对羌族造物艺术进行分析。
羌族的造物艺术文化内涵丰厚，造物观淳朴，不仅体现出了不同历史时期羌族社会的发展特征，还是
地理环境、原始宗教崇拜：民族审美和民族风俗等的综合产物。
对羌族造物艺术的研究和探讨，有助于人们了解羌族造物艺术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价值，特别是对震后
羌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具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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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犇  男，1971年9月生，安徽合肥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后，苏州大学设计艺术学博士，于2011
年1月至2012年1月赴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系访学。
现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美术系主任，硕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
民主促进会、中华文化学院“紧急保护羌族文化遗产专家调研组”委员，中国工艺美术与学会理论委
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江苏分会会员。
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各一项，参与文化部、教
育部、校级科研项目数项，曾先后在《装饰》、《美术观察》、《艺术百家》、《民族艺术研究》、
《国际博物馆》、《民间文化论坛》等各类国家核心期刊和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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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界定第二章  羌族源流和宗教特征史略  一、羌族历史简述    (一)古羌族的出现及与中原地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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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缕的开拓精神  二，受自然环境制约的羌族民居格局    (一)羌族村落选址特点    (二)因地制宜的建筑
方式  三、羌族聚落生态系统的体系与功能    (一)一体化传统建筑样式的体系与功能    (二)羌族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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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改造第五章  羌族造物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  一、羌族多元宗教观对造物艺术的影响    (一)对图
腾崇拜的物化设计    (二)室内陈设中的设计  二、多样性造物思想在羌族社会生活中的体现    (一)具有
地域特色的生活设施和器具设计    (二)绚丽多彩的羌族服饰第六章  羌族造物艺术保护与发展探讨  一、
对羌族文化适应性特征的归纳  二、对羌族造物艺术特点的剖析  三、对震后羌族造物艺术保护的思考  
四、对震后羌族造物艺术发展走向的展望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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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曾经为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至今仍拥有非常丰富的物质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张犇编著的《羌族造物艺术研究》力图对羌族造物艺术的特征和文化内涵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和
分析。
全书共六章节，内容包括绪论、文化生态与造物艺术、羌族造物艺术的自然生态、羌族造物艺术的经
济土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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