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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间（套装共2册）》

内容概要

《当代·民间(套装2册)》包括了《潘鲁生民艺文献》、《潘鲁生当代艺术》，在当代中国，做精彩的
当代艺术谈何容易。背负着伟大而沉重的艺术传统，怀揣着创新的信念与使命，在继承与借鉴之间顾
盼，在旧文人情怀和新文化理念之间徘徊。当代的中国艺术家一旦立志寻找一种称得上独特的“言语
”方式，就必须具备格外的勇气、才华、力量、积淀和对艺术的情结。任何时代新生艺术的成长，都
一定伴随着对“过去样式”的扬弃，守住传统艺术的“形”是很重要的，但是留住传统艺术的“基因
”，让它们的神韵成为今日的生机才是更重要的。真正有生命的艺术每次出现的面目也许不同，但其
本质长存。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民间美术就是这种有生命力的传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
美术在今天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就是因为社会各界认识到这份遗产的存在、活化乃至新生，都事关
文化薪火的传续与今日精神家园的建设。看到一些艺术遗产的晚境和危况，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抢救
、整理和保护的队伍，还有一些人以学者兼艺术家的身份，努力将这些宝贵的基因进入我们的当代艺
术，实现民族传统艺术进入当代文化的轮回，使它们的精神得以重生。在我所了解的中国当代艺术家
之中，潘鲁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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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间（套装共2册）》

作者简介

潘鲁生，1962年11月生，汉族1996年获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学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教授中
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山东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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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德艺双馨中青年艺术家潘鲁生论著《中国
汉字图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0年《论中国民间美术》，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0年《中国
民间美术工艺学》，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中国民俗剪纸图集》，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2年
《山东曹县戏曲纸扎艺术》，重庆出版社，1995年《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神像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年《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供品卷》，山东教育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5年《纸扎制作技法》，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4年《年画》，合著，上海美术出版社，1996
年《民艺学论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8年《中国龙纹图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
《中国吉祥剪纸图集》，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汉字装饰》，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
中国凤纹图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0年《中国民间美术学导论》，合著，黑龙江美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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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间（套装共2册）》

书籍目录

《当代·民间(套装2册)(潘鲁生民艺文献)》目录：第一部分民间文化生态保护一、提出“民间文化生
态”理念1．民艺与民间文化民艺与传统民间文化濒临灭绝传统民间文化具有生态性2．“民间文化生
态”理念文化生态是对社会现代化的反思民间文化生态研究“人一物-自然”的和谐关系保护传统民间
文化生态3．保护民间文化生态具有现实意义民间文化蕴含民族精神构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桥梁
二、民间文化生态保护计划1．田野调查是民间文化生态保护的基础田野调查的意义与方法田野调查
成果2．“民艺博物馆”是民间文化生态保护的形式征集藏品提供研究举办展览传播民艺建立档案深
化研究开展教育传承手艺5．开发农村文化产业是民间文化生态保护的深化开发农村文化产业的意义
农村文化产业研究4．民间艺术传刁是民间文化生态保护的延伸民间艺术传习的四个层面民间艺术传
习研究三、“民间文化生态保护”的社会传播1．传播方式及内容2．传播个案(节选)策划民俗文化电
视片《大过年》东方之子：潘鲁生——留住民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访谈天地人和：潘鲁生
访谈——香港凤凰卫视“天地人和”访谈建立海外网站，传播中国文化第二部分 田野调查乡村采风一
、田野调查个案(山东平度、东昌府年画)1．项目介绍2．调查程序前期准备联络人调查人员调查工具
及设备调查内容(节选)调查日志(节选)二、田野调查报告1．田野调查报告总目(1997-2007·节选)2．田
野调查报告个案调查报告1-山东织花布(节选)调查报告2-莱州面花(节选)调查报告3-陕北窗格格(节选)
调查报告4-莱芜独轮车(节选)调查报告5-章丘木犁(节选)三、田野调查年表(1983-2007·节选)第三部分 
创建民主博物馆《当代·民间(套装2册)(潘鲁生当代艺术)》目录：1 大家序言冯骥才 潘鲁生艺术展前
言范迪安 取用与创造——简论潘鲁生的绘画艺术温琴佐．桑弗潘鲁生的诗意刘大为 邓福星 周韶华 杭
间 许平陈池瑜 顾黎明 朱铭 杨松林 唐家路23 彩墨意象鲁班线·天地 灵动 鲁班线·方寸鲁班线·规矩 
鲁班线·角度 鲁班线·格子鲁班线·平衡 太空遐想 命脉1命脉2命脉3 涌动 紫气 瑟语 听泉1 听泉2吉祥
·太空1 吉祥·太空2 彩墨新疆·桑海彩墨新疆·律动 彩墨新疆·春韵彩墨新疆-秋语 彩墨新疆·绿影
彩墨新疆·赤壁 彩墨新疆·金秋吐鲁番彩墨新疆·赤焰 彩墨新疆·摇曳 彩墨新疆·天山雪彩墨新疆
·异域西游 彩墨新疆·亿年梦幻彩墨新疆·阿尔泰的图腾 彩墨新疆·瞬间雅丹彩墨新疆·白桦情歌
彩墨新疆·耸立的白杨彩墨新疆·疆土永存 彩墨新疆·八月飞雪彩墨新疆·昆仑听海 彩墨新疆·伊
犁之梦彩墨新疆·克孜尔印象 彩墨新疆·交河故城瑞典印象·D大调·雪 瑞典印象·北极雪1瑞典印
象·北极雪2 瑞典印象·北极雪3瑞典印象·天际云间 瑞典印象·红房子瑞典印象·大学的曙光 瑞典
印象·遥望斯德哥尔摩瑞典印象．诺贝尔颁奖的地方 瑞典印象·永恒的十字83 民间元素财源茂盛 人
才兴旺 吉庆祥瑞 富贵平安福佑众生 和气致祥 新韶如意 一团和气天官赐福 天中集瑞 仁德仁义 出将入
相和合如意 天地增辉 百福骈臻 千祥云集凤凰来仪 福虎镇宅 万福来朝 百世其昌长宜子孙 万代流传 风
调雨顺 五谷丰登满门增福 喜气满堂 纳福迎祥 招财进宝大象无形专家评论刘大为根植民间融入当代—
—读潘鲁生彩墨系列作品邓福星厚土奇葩——潘鲁生绘画作品读解周韶华潘鲁生的当代意义杭间精神
的转换——我看潘鲁生的绘画作品许平深根扎沃土笔墨自有情陈池瑜民艺传承与视觉文化创新——潘
鲁生艺术活动的当代文化意义顾黎明简之阐释——再读潘鲁生近作朱铭 当代民艺的定格——潘鲁生素
描杨松林民间艺术——“一切艺术的母亲”——有感于潘鲁生的治学与艺术探索唐家路读《当代艺术
与民艺文献展》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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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间（套装共2册）》

章节摘录

插图：所以我有理由认为，人们可以因为他一个清醒的、有思想、有个性的、学者型的艺术家而感到
庆幸。他有条件推助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他无疑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参照，成为将要进
入当代艺术领域的年轻画家的杰出榜样。尽管潘鲁生的作品传承了中国绘画传统，我认为，他的作品
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以康定斯基为开端，之后杰克逊-波洛克为代表的鲜明的抒情抽象派的特点。当然，
优秀的艺术家都有艰难而复杂的艺术之旅，需要专注和学习，康定斯基正是在苦行僧般的专注中度过
一生的历程，陪伴杰克逊·波洛克陷入毁灭的也是充满波折的历程。我认为，潘鲁生的表现能力一方
面接近康定斯基式的追求，这种追求表现在让人联想起自然和精神力量的蕴涵在人类灵魂中的符号的
极端性，同时又充满了波洛克的表现感知，特别是符号的强大的自然和精神的力量。在波洛克的创作
中，符号在并非偶然的突发形式中找到了自然的升华，能带领我们去领略一个更高层次的，更美好的
诗意世界。潘鲁生作品的感召力让观赏者无法无动于衷，它使观众完全投身于他的符号的漩涡，投身
于他的色彩的幻境，使他的作品成为一种国际性的作品，一种能够被任何地方的欣赏者读懂的作品。
所以说，他的作品不止是一个民族艺术符号，而且是一种生动的、通用的、现实的、国际性的艺术语
言，这种语言揭示了一个共同的探索性的、可以在任何地方被识别出来的创作过程中的情感。他的作
品是和材料的短兵相接，不是对效果和漂亮形象的追求，而是完全沉浸在一种原始的创作冲动中，抽
象与具象互相联系和碰撞，形成一种完全的、带有深刻诗意的追忆性的融合。潘鲁生诗意地生活在他
作品的梦幻世界里，这个世界疆域广阔，在这个世界里，交织着光和影的线条，交织着紧密和疏远；
突然的亮光和幽深的黑暗，追求和遐思，将他带入一片神奇的领地，他用自己内心的光明，用自己内
省而有洞察力的目光去照亮这片领地。他的作品和他的生存状态无法分割开来，他的作品已成为他看
待生活方式和他对文化探索的组成部分，就像康定斯基写过的那样：“真正的艺术品神秘地、谜一样
地被艺术家创作出来。当脱离艺术家之后，艺术品具有了自己的人格，成为一个独立的物品，有着自
己精神呼吸和自己具象的生命，成为生存的一种形式。它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不是一个没有区别的
精神的存在，而是和每个人一样有积极的创作能量。它活着，配合着精神生活的创造。”潘鲁生的艺
术追求接近这种思想，他的作品拥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正是因为这种自主性，它不服从预定的框架和
规范，而是按自己的独立道路前行，不担心形式和外在，用最彻底的自由表达去追寻能表现大干世界
的诗意般灵感的源泉。潘鲁生的艺术创作之路同样向我们证明了康定斯基的论述：”不在于（总是偶
然的）外形是否被重现，而是艺术家需要这种形式；同样，不因为在自然界中的存在而使用一种色彩
，使用一种色彩是因为作品需要它。艺术家不是可以，而是应该使用他需要的形式。不需要解剖学和
相似性，也不需要拒绝解剖，而是艺术家在选择自己的表达方式时，应该拥有不受限制的自由。”潘
鲁生的作品正是回应了康定斯基很好地表达出的这些审美的、哲学的理论，因为他的创作首先是一种
精神行为，其中艺术家的伦理空间至关重要，并占据突出地位。所以在他探索事物核心、探索整个艺
术史的过程中，在他持续的、长期的、艰苦的创作过程中，将形式、色彩、符号和幻象运用到极致，
成为对真理本质的不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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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民间(套装2册)》是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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