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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民俗审美》

前言

《文艺民俗学文库》在华东师范大学985社科规划《汉语与中国文化国际推广》子项目资助下面世了。
文艺民俗学，英文名Folklore in Literature，是经过学界众多专家权威认可的一门中文类新学科。1987年
列入林骧华、朱立元等主编的《文艺新学科新方法手册》。1999年该条目被收入新版《辞海》。本文
库选择“文艺民俗学”作为研究领域，是为了能在当代全球化浪潮中，用现代意识、多元化文化眼光
、交叉学科理念，对一国固有文艺和本土文化的关系进行更全面深入的学理及应用的研究，从而认清
文化多元化语境下中国文艺的本色，以便进一步更扎实和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多元文
化的发现和传承是当代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文化的多元化是指各民
族大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依旧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和精神特质，并在全球化中汲取营养，实现自身的创
新与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包括文艺的发展，从来都是依附在该国家和民族固有的精神文化的
基础上实现的。因此不同的文艺总是有相对应的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基础。由此而言，文艺是文化的产
物和结晶，文艺本身也是多元文化的显现与展演。中国文化的国际推广，就是适应了包括中国文艺在
内的这一全球多元文化传播的需求。民俗作为传承性生活方式，是一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层，也是多元
文化中特定民族的精神基因。它是一国文学艺术形成的基石，奠定和规范着一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和流
向。在文艺民俗学的视野中，文艺是民俗文化孕育的花朵，是民俗文化的一种展现，人世间，任何一
种文艺，都深深镌刻有它所依托的精神与心灵的纹章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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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民俗审美》

内容概要

《中国文艺民俗审美》主要讲述了：文艺民俗学研究民俗文化对一般文艺发展的影响和相互的关系，
兼容民间文艺学研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内涵。其辐射面，还渗透到影视、戏剧、音乐、娱
乐及旅游、建筑、饮食等文化与生活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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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民俗审美》

作者简介

朱希祥，男，浙江诸暨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艺学和教育学。出版专著
《中西美学比较》（获1999年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中西旅游文化审美比较》、《文
化产业发展与文化市场管理》、《当代文化的哲学阐释》等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和各类文章200余篇
。获上海市高校教学成果三等奖和宝钢优秀教师奖。主持完成教育部“九五”专项任务项目和全国教
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等多个项目。李晓华，女，土家族，重庆万州人。文学硕士，重庆三峡学院
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王国维研究、文艺美学。主持教育部“十五”规划重点课题《
德育审美化课程结构理论与实践研究》一级子课题《写作审美化教育研究》、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
革重点项目《高校写作课程群实践教学及评价机制联动研究》、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项目《古镇历史
文化旅游资源整合研究——以万州区罗田镇为例》等多项科研项目；在《中国比较文学》、《求索》
、《文汇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参编《实用写作学新编》等多部著作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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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民俗审美》

书籍目录

前言绪论 提炼与凝聚民族文化的精神与精粹——中国文艺民俗审美研究的学理与实践意义一、新的立
足层面与视角二、相关研究简析三、中国文艺民俗审美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四、文艺美学引入民俗
概念的学理和实践意义第一章  中国文艺民俗审美研究的基础理论第一节 文艺审美活动与民俗活动发
生、发展的理性比较一、审美发生理论探究的基本问题和途径离不开民俗和民俗活动二、文艺习俗与
生活习俗同时对民俗起作用三、风俗、风雅都是美，风俗美可达致风雅美四、美的本质和民俗本质的
一致性五、民俗形态直接导致艺术起源和审美发生第二节 文艺审美和民俗活动的对象与形态的融合和
同构一、文艺审美和民俗活动对象和形态确立的主客体的统一性二、文艺审美和民俗活动对象的超个
体与超功利的共同性三、文艺审美和民俗在语言形态上的共通性四、文艺审美和民俗活动在心理、心
态上的相似性第三节 艺术表现民族精神中的民俗功能第二章 文艺民俗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第一节 日常
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的焦点透视一、民俗审美既顾及传统又面向当代二、民俗审美的多层次
三、民俗视野扩大了民众的阶层范畴四、民俗生活拓展“日常生活”的文化时空第二节 庸常生活表现
的小说民俗审美第三节 文艺民俗审美中的人物形象一、人物代表的时代倾向和历史潮流二、习俗在形
成英雄人物性格中的地位三、“中间人物”的民俗审美特征与价值第四节 体现人自身生产的性俚俗的
文艺审美第五节 城市民俗事象的文艺审美一、城市广场的民众活动二、城市叫卖声的审美意味三、锅
碗瓢盆交响曲四、城市时尚的表现五、城市民俗电影的审美六、时新的已成和未成的城市民俗事象审
美第三章 中国文艺类型中的民俗审美第一节 “诗中有俗”与“俗中有歌”的审美特征第二节源自民
间、行于民间的中国小说民俗审美特征一、中 国小说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是民众的集体创作二、中
国小说不受外国影响的本土化特征三、中国小说非常注意受众的审美情感与趣味第三节 不断从民间和
民俗中汲取美的营养的中国戏曲第四节 凝聚民间审美情趣的中国美术一、民间工艺和美术奠定中国民
俗审美的基础二、民俗生活衍生出美术形态三、中国民俗精神构成工艺和美术的文化特色第五节 活在
山沟水边的中国音乐与舞蹈第六节 游艺竞技民俗的文艺审美第七节 “风俗画”的审美特征一、风俗
画的本义与延伸义二、风俗画所体现的“五常之性”和“水土风气”三、中西风俗画的审美特质比较
四、中西风俗画的材料载体和表现技法比较五、小说的“风俗画”审美第八节 从“狐假虎威”看民间
故事的机智思维与民俗审美一、故事的民族民俗民间文艺意味二、融为一体的内容机智与形式机智三
、机智故事具有现代思维特征四、机智故事的文艺民俗审美意义五、民族文化的善“假”、巧“假”
艺术第四章 文学艺术家及作品的中国民俗审美研究第一节 赵树理“文摊”小说的民俗美一、“文摊
”小说中的民俗精神二、民俗事象对赵树理创作的影响三、“文摊”小说的构建之美四、赵树理的现
实与浪漫第二节 沈从文乡土文学的民俗意象与社会理想的审美建构一、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审美意象二
、个性心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三、沈从文对湘西社会理想的审美建构第三节 赛珍珠中国题材作品的民
俗叙事和民俗审美一、民俗叙事与民俗精神二、中国民俗叙事的当代意义三、中国的本质精神的美四
、中国有形物质的审美五、中国民众心意仰崇所体现的美六、中西民俗审美文化的比较第四节 洋溢着
“人间烟火气”的视觉美——丰子恺艺术创作与理论中的民俗意味一、民俗文艺作为“视觉的粮食”
的启蒙意义二、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创作实践三、得益于国外的文艺民俗审美观念与思想四、风俗
画所寓的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本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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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民俗审美》

章节摘录

正因以上这些缘故，在文艺创作和欣赏、审美的过程中，会出现如邵荃麟所说的，一些配角性的中间
人物，如梁三、亭面糊等比主角给人印象更深，写得更好。同样道理，赵树理小说中的“糊涂涂”、
“铁算盘”、“常有理”（“三里湾”）、“小腿疼”、“吃不饱”（“锻炼锻炼”）等人物，其个
性、生动性、趣味性甚至教育性，也往往是正面人物所不及的。而这些人物，光是名字，就让人浮想
联翩，忍俊不禁，这是因为充分地利用了起外号这一简洁形象，入木三分的民俗语形态。有意思的是
，前几年某大学中文系在讨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时，中外学生一致提出，其中三仙姑这个人物
写得最好，给入印象最深，最值得同情。这恐怕连赵树理本人都始料未及，不能完全理解，因为他是
将三仙姑作为反面人物和配角来处理的。他写道：“刘家峧有两个神仙，⋯⋯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
。⋯⋯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如今⋯⋯三仙
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
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
”①很明显，作者的笔调是讽刺、调侃、批判性的，但因揭示了中国农村的一些民俗事象，如求仙、
扮神、鞋绣花、裤镶边等崇信与衣饰习俗，当时就给人印象深刻，人物生动亲近（虽因旧俗较多，难
以从理智上认同与接受）。而在当今，受美、爱情之时尚习俗正深入人心，西方的认为年轻人可凭天
生丽质、年纪大了要靠化妆修容的审美观念，以及任何年龄的人都有求美求爱的权利的理念，也正形
成一种新的习俗（主要在城市），虽也是良莠夹杂，但既成习俗，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能激起人们
的思想动荡，从而有了对三仙姑的新评价，有了对传统的理论的新解释。这些较全面而彻底地融入了
当时当地的民俗生活之中，又用艺术形式充分地表现了有关的民俗，在当时和当今，都会受到读者的
欢迎，其难以估量的审美魅力，会使作品成为艺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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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民俗审美》

编辑推荐

《中国文艺民俗审美》：将文艺与民俗学融合在一起，作为研究与实践的崭新领域，是为了能在当代
全球化浪潮中，用现代意识、多元化文化眼光、交义学科理念，对一国固有文艺和本士文化的关系进
行更全面深入的学理及应用的研究，从而认清文化多元化语境下中国文艺的本色，以便进一步史扎实
和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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