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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术学与设计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是山东省教学改革立项重点研究项目——“艺术设计类专业应
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及教材建设研究”内容之一，也是落实教育部“创新型应用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实验
区”的具体举措之一，该教材的规划和落实经历四年多的时间，其中《民艺学概论》、《西方现代设
计艺术史》、《设计素描》、《品牌形象设计》、《广告摄影》、《景观设计》、《网页艺术设计》
是山东省精品课程所用教材，《民艺学概论》、《西方现代设计艺术史》还曾获山东省优秀教材一等
奖，《中国工艺美术史》获得山东省优秀教材二等奖，与这些教材相关的课程是艺术设计学、艺术设
计等国家特色专业，以及工业设计等山东省品牌专业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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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鲁生，艺术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设计艺术院院长。
兼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高等学
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院
委。
中央联系的高级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全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
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高等学校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等奖励。
 唐家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艺术学博士，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山东省美协副主席。
出版专著《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等二十余部，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山东省泰山文
艺一、二、三等奖，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二、三等奖等。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省社科规划项目等十余项，艺术作品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铜奖2项、全
国体育美展优秀奖等，入选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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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节民艺的传承传播环境 一、家庭模式的技艺传授 家庭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
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从野蛮时代的群婚杂居到文明时代一夫一妻制的进步标志。
一部家族史、家庭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内容之一。
从摩尔根《古代社会》对家庭溉念及发展的阐述，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家庭发
展原理的精辟论述，都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对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摄取能力的基础之上及占
有和分配的关系诸条件之上的，这些条件的成熟是由低能阶段逐步组成家庭的完善过程。
可见，家庭的诞生除生命欲求、种群繁衍的主体动力之外，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客观缘由，即社会组
织的进化对家庭的促进作用。
在人类对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的占有过程中，需要依靠更为完善进步的社会形式作为保障。
当然，人类自身的进化，必然地促进了社会组织形式的进化和完善，所以说，社会组织结构与家庭的
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及民间艺术进行研究时，就不可忽视对中国的家庭形态、模式、风俗
及发展作进一步的探究，以认识和了解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与之相适应的民间艺术的发展史。
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与中国家庭的组成结构有着一种血缘关系，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家庭，按摩尔根的观点来解释，“它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
低阶段向较高阶段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
中国家庭的历史演变也是符合这一发展规律的。
中国家庭的组织形式和家庭分化同西方文明古国虽有共性，但又有区别，从东西方家庭的早期分化可
见一斑。
奴隶社会的古希腊、罗马靠近地中海与爱琴海地区，由于当时的水陆交通便利，商业和手工业在当时
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一些专门从事手工业和海上贸易的人，同时也利用这一条件
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形成了工商奴隶主阶层。
他们同显贵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但手工技术已在工商交流中得到传授和应用，为以后的自由式经济开
了先河。
在雅典，权力大小和社会等级也按财产多少划分，对于奴隶可以自由地买卖交易，技术的交流也带有
开放性。
古代同时期的罗马图里维阿也进行过类似的变革，这种社会形态和家庭关系，便突破了氏族公社的单
纯以血缘为唯一人身依附的关系。
正如恩格斯所说：“旧的血缘亲族集团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
”但中国家庭在同时期显现的这种特征就不甚明显，因为在氏族社会时期的生产工具制度与使用是以
集体管理为主，氏族首领的作用与以后发展起来的家长制有着血缘关系。
  社会私有制或家庭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男子家长制确立的过
程。
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作为首领或酋长的男性家长，便将剩余产品据为己有，家族其他成员或战俘则
一无所有，于是贫富自然加剧，并形成了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层。
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被奴隶主所占有，没有商品的交流和自然流通，这样，中国氏族公社的血缘关系被
严重损伤之后，奴隶主便延续氏族制的统治方式。
不过在氏族转化为农村公社的过程中，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便由从氏族分化而来的带有血缘关系的家
庭来维持，这也是阶级产生之后，家长制一直支配国家命运和个体家庭发展的原因所在。
封建社会这种以家庭划分的血缘关系一直在中国沿袭了两干多年。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艺学概论>>

编辑推荐

《美术学与设计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民艺学概论》是山东工艺美院及中央工艺美院等院校的指定专业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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