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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俗造物作为人类物质文化的重要体现，源头幽远，内涵丰富，需要我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加以关
注。它们不仅是民俗学和艺术学的研究对象，也为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科技史学、心
理学、宗教学、文艺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物证。作者认为，民俗造物的意义生成基
础在于其功用、存在、思维和价值四个层面，而民俗造物在这四个层面中各自呈现意义，同时彼此间
又紧密联系；作者提出了这样的论断，“民俗造物的功能揭示出人们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认识的深
化程度。人们既通过民俗造物发挥改造物质世界的功效”。作者指出，民俗造物作为工具，别无选择
地成为技术的物质载体，负载技术价值。造物的功能和形式之演变，线性地反映出技术变革的轨迹。
民众作为工具的使用者，将技术的思索和实践，最终物化在民俗造物活动中。物质性工具价值可以超
民俗文化观念达到人类的普遍性目的，而精神性工具价值的实现则往往建立在买卖双方共通的民俗文
化意识基础上。因而，民俗造物的商品价值，非独意味着经济利益的获得，更具有民族文化认同的深
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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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波，毕业于东南大学，先后获得设计学硕士学位和艺术学理论博士学位-后在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博
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济南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设计学学术带头人。全国
艺术学学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目前主要从
事艺术史论、设计史论和民俗艺术学等方向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教育部人
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项，主持江苏省博士后科研基金项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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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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