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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资源与产业”文库·中华文化与产业系列：民间美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勾勒民间美
术的丰富形态与民俗根源的基础上，从转向创意产业的当代民间美术典型案例入手，分析了民间美术
向产业化转变需要依赖的文化资源、消费心理和相关的产业支持，以及保障当代民间美术可持续发展
的各种必要的措施和要素，描述并分析社会转型背景下民间美术向文化创意产业转换的时代进程与发
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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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的‘文化自觉’”；出版专著《器型、纹饰与晚明社会生活以景德镇瓷器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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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出版专著《作为“审美判断”的意境》；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当代绘画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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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婚礼仪式中的民间美术　　婚姻谓之人生大事，也是人生中最为重要、讲究、复杂的礼仪
。
贯穿婚礼的民间美术品也是各式各样，缤纷满目，荟萃一时。
中国传统的汉族婚礼，一般按照周代流传下来的六个程序，即“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
请期、亲迎。
在这之前，情侣之间还可互送一些定情信物。
女子送给男子的一般是亲手精心制作且能显示自己才能的绣制品，如绣帕、鞋垫、荷包、烟袋、兜肚
、腰带、手工鞋等。
待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按照六礼来筹备婚礼了。
　　纳采为通过媒人男方向女方提亲。
古时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媒人在婚姻的缔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桩被人认可的婚礼，媒人是必不可少的。
纳采是要携带礼物的。
　　如果女方认可男方的提亲并收下礼物，接下来就是问名。
问名就是把双方的生辰八字写在一张红纸上，请人推算八字是否相合，主要的依据是民间流传的《九
宫八卦合婚图》。
　　第三步是纳吉。
双方如果八字相合，则男方就会给女方发“龙凤贴”，又名“庚帖”“年名贴”。
这种帖子为红纸制成并印有“龙凤呈祥”或一龙一凤并配八仙等吉祥图案。
纳吉也就意味着订婚，不能随便更改。
　　第四步为纳征。
也就是男方给女方家送彩礼，所送之物依各地风俗与家庭贫富而定，一般为钱财、器物、首饰衣物和
食品。
　　请期为第五礼。
即男方选定良辰吉日，并告知女方并征求意见。
日期一般为双数，而且男方会再次送给女方礼物，一般为首饰、冠服、绸缎等。
女家如果同意所订婚期则答赠礼物。
双方所赠之礼均雇杂役为之，招摇过市，炫耀予人。
至近代，如果女家富贵，则回赠之礼往往为金台面、银台面，为镀金或纯银制成的全套餐具。
日子确定后，双方即开始准备最为关键、最为隆重的迎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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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肖丰、陈晓娟、李会编著的《民间美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勾勒民间美术的丰富形态与民俗根源的基
础上，从创意产业化的当代民间美术的典型案例入手，分析了民间美术向产业化转变需要依赖的文化
资源、消费心理和相关的产业支持，以及保障当代民间美术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必要的措施和要素，描
述和分析了产业化背景下民间美术的发展状态与走势，对民间美术向文化创意产业转换的这一时代进
程进行了文化根源与发展形态的理论梳理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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