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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间美术是人民群众创作的，以美化环境、丰富民间风俗活动为目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流行
的美术。
从历史上看，是相对于宫廷美术、文人士大夫美术而言的，从现代来看，则是相对于专业美术而言的
。
它的创造者基本上是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人民。
它在各族人民中产生、流传、发展是我国民族艺术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民间美术存在于人民的日
常生活、节庆活动、祭祀活动，很自然地反映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和美的观念，强烈地体现着民族
性和地方性。
它的创作和流传方式是集体的既有传统性又有变异性；它就地取材，因材施艺；它与宗教、风俗有着
密切的联系，但它不是迷信品；它在艺术创作上集壮美和朴素美于一体，常为专业美术家们所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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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柳编相传明代已有生产。
柳条剥皮后，表面光滑、色泽新润、既柔软又坚实，是民间手工艺人编织柳巴斗、柳提篮、柳簸箕等
生产、生活用品的材料。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外经济贸易的拓展，柳编在继承传统技术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并形成了颇
具规模的柳编行业。
柳编制品造型美观、款式齐全、图案新颖。
近年来，柳编行业的手工艺人充分发挥才智，精心编制，形成了编、系、砌、穿、缠等一整套独特的
编制技术。
在颜色上，力求色泽和谐，赏心悦目：在款式上，做到实用与欣赏兼备。
　　藤编利用山藤编织的各种器皿和家具。
主要产地广东，见于江门、中山、佛山等地。
历史悠久，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载：“大抵岭南藤类至多，货于天下。
其织作藤器者，十家而二。
”腾冲与缅甸接壤的边境一带原始老林里，盛产一种质地坚韧、身条极长的藤本植物--藤条，其外皮
色泽光润，手感平滑，弹性极佳，似蔑而非蔑，故称藤蔑，是一种上好的天然编织材料。
腾冲人用此编制的藤椅、藤箱等日常用具工艺精巧，品种多样，经久耐用，古往今来深受消费者喜爱
。
　　参阅古籍，藤编这一地方特产不仅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用具，而且还是一种奇特的生产乃至战争器
材。
《三国志》有关于“藤甲军”的记载，所谓“藤甲”即用藤条编织的战衣，“渡江不沉，经水不湿，
刀箭皆不能人”。
往昔边境的明光、界头、古永一带的许多道路逢江遇河之处，均沿用古代的藤桥。
这种以藤条牵引编制的便桥状如网槽，风雨飘摇而历久不朽，人行其上，晃晃悠悠，坐桥似的。
也许是因为藤条在腾冲的大量利用，古代腾冲的地名用字也以“藤越”、“藤川”等较为多见，并有
因“盛产藤条得名”的记载，那“藤”字直到明末清初才雅化并规范为“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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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民间美术》由杜云生和王军利编著，为“中国民俗风情丛书”之一。
中国民间美术种类繁多，寓意深刻，文化内涵深厚，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美术种类，是我国传统文化精
髓之一，是组成各民族美术传统的重要因素，本书就向广大读者介绍了年画、剪纸、农民画、玉雕、
木(根)雕、景泰蓝、端砚、仙居花灯等民间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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