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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初，社会公众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度、参与保护的热情，以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有力推进，成为中国文化界乃至中国社会的重要事件。
从大多数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内涵不知所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
，人们普遍对它的具象呈现形态有了一定的认知，并支持或主动参与保护工作，说明人们在现代化进
程的背景下，已经看到，由于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作为传统社会生存环境下人们生活
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急剧消失的现实，而这种现实，一定会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前景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因之，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时代性的课题应当怎样正确解答，人们的答案并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的根源，主要是源自推动经济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成单纯的经济资源，在保护的名义下扭曲其本质特性过度开发，如把民族民间的
原生态歌舞改变为肤浅时尚的刻板表演服务于旅游场所，或把传统手工技艺视作不具经济潜力的项目
而任其式微，等等。
近年来，我们还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在城市特别是农村建设中，以新的建筑或新的环境形态将承载某个
特定区域人们世代相传文化技艺的物质载体（如某些文化空间）彻底改变。
这种不能正确把握和处理社会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系的情况，已经并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带来伤害。
我们应该正视并改变这种现象。
毫无疑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正确的保护不是使它凝固和停止发展。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
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保证其按照自身内在规律去自然衍变，在自然的
衍变中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相并行，我们既不要人为地去中断它自然衍变的进程，也不要人为地去
使它突变。
我想，这应是保护工作最根本的意义，也是保护工作最艰难、最核心的用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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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自然衍变发展中呈现的形态是丰富多样的，这决定了我们采取的保护方式也应是多
样的。
但对于传统手工技艺类的项目，采取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应当是一种恰当的方式。
这种方式，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这些技艺的持有者将自己本身的技艺作为一种生产
和生活的手段，既可以因此而获得劳动的报酬，也可以因此而使技艺传承，并在自己的作品与使用者
的对应中，使技艺的继续与创新具有激发创造智慧的基础。
这套“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记录了这些传承人技艺传承的历程，他们的技艺如何精湛
，以及他们对技艺的思考；展现了他们如何以生产性保护的方式，使这些不同的技艺在传统的浸润中
也融入了新的艺术元素，并得到人们的喜爱，而他们也因此具有了持续传承的经济基础。

　　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科技快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民族、地
区和人口被纳入到世界变化的总体格局之中。
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是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的。
而保护各个民族具有独特创造个性和蓬勃生命活力的民间艺术，是人类文化多样性形态不成为博物馆
化和标本式存在表象，而永具生生不息生命力的重要保证。
我想，读者会从“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中体会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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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更生：所以，你不能说你妈妈不是艺人。
喻湘涟：我妈知道你们夸她，她高兴死了，哈哈。
王连海：可是您的外祖父怎么会把这个手艺传给女儿呢？
喻湘涟：没有传给女儿。
外祖父传给我妈妈的只是简单的技艺，画画、印坯是会的，但是要搞创作是不会的。
我曾外祖父会捏泥人，我祖父也会捏泥人，但是我妈不会捏泥人。
我捏泥人的技艺一部分来自外祖父，一部分来自蒋子贤。
像我们家画的泥人都是一贯到底，画猫也是一贯到底。
我们家泥人分5个品种，我外婆画小麻雀，一天能画300多个呢！
王连海：印好的坯子放在露天里，不十白淋雨吗？
喻湘涟：不怕，坯子都放在祠堂里，太阳晒不着，雨淋不着。
我们家是种田的，没有祠堂。
我们家隔壁是蒋家的祠堂，我们就把泥人胚子放在那里。
我的外祖父家开了一个小店，他是一面做泥人一面卖。
我们家是三开间的房子，祖上传下来的，是曾祖父传下来的，两面是橱柜，样品放在里面，作品放在
下面，连画带卖都在里面的。
中间有一个空间是学生住，是干活的工作台；一个空间住的是我的外祖父；我妈跟我自己的外婆住在
另一边。
我外婆也做泥人。
我外婆的父亲是丁阿金的嫡亲兄弟。
我师傅蒋子贤有三个师傅，一个师傅是我曾外祖父蒋三元；第二个师傅叫杜金福；第三个呢，就是丁
阿金，是他干爹爹。
他又是周阿生的孙女婿。
为什么蒋子贤的作品那么好呢？
好多人的东西都在他脑子里呢！
后来我研究出来，我的师傅蒋子贤是神似丁阿金的，他是丁阿金的味道多些，周阿生的味道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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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何以选定喻湘涟和王南仙为口述人这本书所以选定喻湘涟和王南仙作为口述人，理由有三：首先
，她们是传统惠山泥人在当今的代表性人物。
只有这两人还坚守着传统的阵地，为海内外艺术界所瞩目。
惠山地区制作泥人的艺术家还有，但是，自觉坚持传统特色的人却很少。
在惠山泥人江河日下的今天，还能见到传统意味浓郁的手捏戏文，实属可贵。
其次，喻湘涟和王南仙的艺术创作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而稳定的风格。
在当今，她们的风格最接近传统泥人的样式，审美功能也与传统泥人一脉相承。
清末民初，惠山地区流传着“要佛像寻阿生，要戏文找阿金”的谚语，这句话反映了丁阿金与周阿生
在惠山泥人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现在，有理由相信，喻湘涟和王南仙在惠山泥人历史上的地位，已经与当年的丁阿金和周阿生相等同
，她们是惠山泥人杰出的传承人。
再次，喻王两人掌握着精湛的彩塑技艺。
喻湘涟专攻捏坯，王南仙专攻彩绘，二人默契配合，相得益彰。
她们从老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技艺已经得到了充分发挥。
出于这些理由，将《手捏戏文》的视点聚焦于喻湘涟和王南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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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手捏戏文:惠山泥人世家喻湘涟王南仙口述史》：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众人口述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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