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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人类文明跨入一个全新的时空。
不管是否愿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被这个时空一网打尽；无论是否承认，每
一种文化传统，每一种文化元素，甚至每一种文化基因都面临着决定性的选择。
因为，凭借科学技术原创而生发的文化创新正在超强提速，伴随全球一体化而弥散的文化消费令人眩
目。
当此考验，开放的中国生机焕然，不仅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且重
视和谐文化的建设，既立足于本土、传统、民族，叉面向世界、现代、未来，弘扬中华文化，共享人
类文明，致力干推动和谐世界的进程，引起全球性的关注。
在实现社会转型，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后工业化等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没有惊慌失措，我们没有麻
木不仁，我们更没有放弃责任，而是登高望远，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精心部署实施，解决了观念、
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困难，进行了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转型、创新、开发等实践
，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协调了文化生产关系，实现了文化转型，确保了国家文化安全，参与了当代世
界多元文化的创造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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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历史、流派、名家名品等角度入手介绍风筝，突出风筝作为一项民俗活动的艺术美，同时
又注重介绍各种技术要求，具有较强的欣赏价值和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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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史述篇一、史述篇1.风筝的起源——木鸢说（1）风筝的起源（一）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俗活动，
风筝起源于中国。
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说到风筝在中国的起源，就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风筝起源于何时，历来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意见认为，风筝起源于先秦时代的木鸢或木鹊。
清代的大文学家曹雪芹就在他的《南鹞北鸢考工志》中说：观夫史籍所载，风鸢之由来久矣，可征者
实寡，非所详也。
惟墨子作木鸢，三年而飞之说，或无疑焉。
盖将用之负人载物，超险阻而飞达，越川泽而空递，所以辅舆马之不能，补舟楫之不逮者也。
揆其初衷，殆欲利人，非以助暴。
夫子非攻，故其法卒无所传。
曹雪芹认为风筝起源于“木鸢”，“由来久矣”。
只是史料记载很少，我们已无法确切知道。
春秋时期的墨子（前468一前376）“作木鸢”是最早的准确记载。
有学者认为，在早于墨子的《诗经》中，《小雅？
四月》即有“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小雅？
小宛》即有“宛彼鸣鸠，翰飞戾天”等诗句，它们可能是对木鸢的描绘。
关于“墨子作木鸢”，《韩非子？
外储说上》是这样记载的：“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
”墨子花了三年的时间制成的木鸢，只飞了一天就失败了，公输班所制的“木鹊”却飞了三天以上的
时间。
这或许多少有些夸张的意思。
《墨子？
鲁问》中说：“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
”公输班以为自己制作的木鹊可谓“至巧”，而墨子则认为“不如为车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
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原因在于“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公输班制作木鹊“以窥宋城”，这是墨子所不喜欢的。
墨子主张制作的器物有利于人，而不是相反。
这与他的“非攻”思想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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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筝》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趣味浓郁的经典故事，全面展现国粹艺术悠久亘长的发展轨迹赏心悦目，生动反映光辉灿烂的国粹艺
术图片，立体凸显中华五千年民族艺术的非凡成果。
一部让青年学子轻松愉快地走进国粹艺术大门的普及读本一部让每个家庭了解国粹文化与营造艺术氛
围的首选图书一部具有多重便捷实用的检索功能的中国国粹艺术百科全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