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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民艺理论性的研究，还
是传统工艺的再造，都不可避免地
产生生活与自然、生活与历史、生活
与艺术的融合。寒来暑往，春生、夏
长、秋收、冬藏，人们依据自然节律、
依循“二十四节气”生产生活，也企
盼着一年四季岁岁平安。

民众手工造物常常以精妙的巧
思，构想出淳朴祥和的多彩生活。对
中国人来说，春节是最为隆重的传统
节日，大年三十要张贴年画，除旧布
新，祈福四季平安，贴上剪纸窗花寓意
着生活的红火美好。门神原为“护门
之神”，春联和门笺则抒发着人们迎接
春天到来的喜悦心情。

祈福纳祥的心愿，是民艺造物的
情感基础，无论选取何种物材，民艺
造物都善于格物尽性。为孩子们做
虎头鞋、虎头帽，张贴“神虎镇宅”年
画，是为了祈求全家的平安和吉利。
镇宅禳灾、纳吉求福，挂泥塑虎头既
示庆贺，亦寓神护之意。虎将、虎士、
虎虎生气、虎头虎脑……人们崇虎、

尊虎、爱虎，常以“虎”来表达赞美，鼓
舞人心。

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传统的文
化生态正经历着不断地重塑与建构。
民艺一方面不断地适应新的时代诉
求，围绕民众的生活、物用、情感、
观念进行自我改进；另一方面，在现
代生活追求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也逐
渐形成了对于传统工艺文化的价值认
同，形成了民艺的新的文化生态。在
实践层面，“新民艺”概念的构建，
正在以传统工艺与当下生活的崭新视
角，创造民生日用与生活的真谛。正
如杭间教授在《设计的善意》一书的

“手工艺的‘新美学’释义”中分析
手工艺与生活日常的关系时所言：

“手工艺的新美学，不是传统美学的
发展，也不是一种新的风格，更不是
一种新的样式，而是回故乡的路上。”
当代民生生活中的思乡情怀，成为传
统文化中潜藏的古老智慧。民生中的

“真善美”，也成为新民艺表达的智慧
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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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的神话故事告诉我们，女娲用黄土塑造
生命，生命与土地紧密相连。对故土的眷恋始终根
植在人们的情感深处，故土之情形成乡音、乡亲、
乡里。人们用“土物”沟通着情感，用心生成手工艺
的温度，也串联起对传统手工造物的共同记忆。

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展出的“民艺地生
活——中国民艺研究方法展”，从生活的角度研
究民艺的跨学科性，强调民艺是“生活的艺术”，
旨在通过梳理民艺的研究方法，让民艺回归中国
人的日常生活。

传统工艺以得心应手的
“工”，创造着日用之道的
“艺”。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群
总馆长杭间教授在著作《原
乡·设计》的“‘移风易俗’后
的中国民艺之路”一文中写
道：“今天的许多人对民艺的
喜欢，是鉴于当代社会复杂
状态对于朴素和单纯的一种
怀念和肯定。”用心生成手工
艺需要继承和发扬，以“活”
的生活姿态落地生根，并转
换成当下的生活需要。也因
时代变迁，民艺之情代代相
传并不断与当下融合，从而
成为我们血脉的一部分。

传统工艺与人们的日常
生活不可分割。一批中国学
者从史学、美学、哲学、考古
学、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等
不同角度挖掘、解析与整理
传统工艺和民族艺术，把“工
艺美术”“传统工艺”“装饰”

“图案与实用”“民艺”等概念
与生活相结合，对中国民艺
进行了系统研究，综合呈现

出中国民艺的研究方法。
如中国民艺学科开拓者

之一的张道一教授，提倡民间
手工艺学科的建构性思考，并
建立了对于“汉画”“民间美术
字”“女红”等民众日用的研
究。还有一批用心记录日用
之“艺”的学者，从《美哉汉字》
《中国年画史》《手艺的思想》
等民艺学理论著作出发，积极
探索实用艺术与日用之美。

于1971年创刊的《汉声
杂志》，囊括了衣食住行、年
节习俗、生产劳动、聚落建
筑、戏剧舞蹈、装饰摆件等众
多与民众生活相关的手工
艺，如《惠山泥人》《手打中国
结》《陕北年俗》《郎庄面花》
等。其中，《女红》展现了女
性轧棉、纺线、织布、刺绣等
穿针引线的日用之“艺”，在
生活日常当中，传递着慈母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的关爱和暖意。民间美术情
感之美与令人神往的意象世
界营构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

“真善美”的生活本义。

探寻，生活日用之“艺”

民艺是民族之魂，它不仅是乡土
与文化研究之事，而且关乎我们未来
的生活。人们寄情于物，在蒙学读物
《幼学琼林》中道出“物”的意义：“然
奇技似无益于人，而百艺则有济于
用”。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
中，传统工艺如何回归当代生活？如
何发掘中国传统智慧，活化民族手工
艺术？溯源传统工艺的土壤，会发现
乡土文化是传统工艺的发端。

做木工的、画青白瓷的、打铁的、
烧陶的、做雨伞的、画风筝的……不
同地域的风土人情，成为传统工艺的
继承者们重新认识和发掘造物的源
泉。设计师团队对传统工艺的新解
读，已成为当下“民艺再造”的一股新
兴力量。他们以手工艺设计的形式，
将中国传统工艺思想融于现代造物
之中，一股传统手工艺回归当下生活
的热潮逐渐显现。

在杭州，传统民用剪刀是张小泉
的起家产品，包括“信花、山郎、五虎、
圆头、长头”五款，钢铁合用，刚柔并
济。铁艺手工艺人千锤百炼的锻打

成型，使铁器化作刀口锋利，开闭自
如的艺术品，剪刀铁艺涅槃重生。在
湖北聚集的一批手工艺人，打制出符
合现代人审美及使用习惯的鼎罐和
铁锅，锅底厚实，受热均匀，散热慢，
经久耐用，人称“中华好铁锅”。

曾经的江浙，有着“家家都有制
伞匠，户户都会编伞线”的佳话，文人
雅士亦会在伞篷上油前于伞面上题
诗作画，以遣风雅情怀。传统工艺油
纸伞包含有纸伞、油伞、蝙式伞等，后
形成今天的大众用伞。在泸州、宣城
等地，传统工艺油纸伞不再沉寂无
声，而是就地取材，寄情于家乡的诗
情画意。

潍坊又称鸢都，潍坊风筝兴于明
初，盛于清代乾隆年间，伴随着年画
的发展而壮大。受杨家埠木版年画
的影响，人们利用每年春天印制年画
的空余时间，用印年画的纸张、颜料
绘制出各种图案，扎制成风筝。城市
化进程中，大量传统工艺在民众生活
中得到保护，在为民众带来审美愉悦
的同时，实现着文化的传承。

新民艺，民生“真善美”

再造，发现民艺之美

抽冰猴儿

一种冰上游戏。冰猴儿，木制
圆形，一般拳头大小，上平下尖，中
间有一圈凹刻，尖端处嵌一铁珠。
玩时，将小鞭的鞭绳绕在凹刻处，放
在冰上一甩，冰猴儿飞转，再用鞭子
不断抽打，冰猴儿不断地飞转。有
的在平面粘贴五颜六色的图案纸，
转起来令人眼花缭乱。

踢口袋

女童用六块碎花布缝制成小布
袋，内装半下碎米杂粮，俗称“口
袋”。其玩法和踢毽子相似。近年
来，此游戏活动逐渐减少。

踢毽子

起源于汉代、盛行于南北朝和隋
唐，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是
深受青少年喜爱的一种体育活动。

踢毽子的场地比较简单，在室
内、室外均可进行，不受限制，只要
平坦即可活动。踢毽子的基本动作
主要有盘、拐、磕、蹦四种。盘，即用
脚内侧交踢，俗称“盘毽子”;拐，即
用肢外侧反踢，俗称“打拐拐脚”;
磕，用膝盖将毽子向上弹起;蹦，用
脚尖踢毽。除此外，还有“压、打、
跪、踩、掏”等其他踢法。

踢毽子比赛有单人赛与集体
赛。单人赛以每人踢毽的次数多少
判定胜负;集体赛按个人技术高低
分组，以总踢次数多少判定输赢。
技艺高超者可连踢数千次而毽不落
地。另有一种团踢，即一群人共踢
一毽。一人拾毽，一人踢键、踢出
后，众人抢接。

嘎拉哈游戏

嘎拉哈就是动物的拐踝骨，嘎
拉哈是少数民族语音译。作为一种
传统民间文体游戏，其玩法较多。
一是弹嘎拉哈。先将嘎拉哈按人数
均分，按规则以食指弹之。弹者将
大家出的嘎拉哈撒出，选任意一子
为“头”，向另一个面纹相同的子儿
弹击，命中即赢回;不中或碰到其他

子儿以及弹错、拣错或无对可弹时，
则轮到下一人重新撒、弹，弹完最后
一对者为胜。二是歘嘎拉哈，参加
者多为少女、少妇。有歘单、歘双、
单裹、双裹等名目。歘嘎拉哈时，扔
出码头(铜钱串或小布口袋)，快速
抓住面纹相同的子儿后，再接住码
头。歘错或接不住，则由下一人接
着欻。以抓得多者为赢。还有掷嘎
拉哈、捉嘎拉哈、猜嘎拉哈等玩法。

跳格子

一般为女孩子的游戏，参加者
二人以上，或多人编组。在场地上
按规定画出若干方格，游戏者将内
置米粒或细沙石的小布口袋放第一
格中，单腿跳动，将小布袋依序踢进
其他方格，踢错或未动为输，换下家
或另一组来跳踢，最先将小布袋踢
入顶格者为胜。

跳皮筋

一般为女孩子的游戏，参加者三
人以上。首先由两人将系成套型的
皮筋套在脚脖上，拉开适当距离，称
为抻筋。另外的游戏者依次或单人
或编组到皮筋上按规矩跳动，大家边
跳边念诵一些流行的童谣。一首童
谣未完时跳者绊筋或踩筋，下来替换
抻筋者，重新开始。如果跳者跳完了
一首童谣，皮筋高度由踝骨升至膝
盖，跳第二首童谣，如此反复，皮筋一
次次升高，直至高过头顶(双手高
举)。以能跳完最高的皮筋者为胜。

翻绳花

这是一种利用细绳子或线操作
的游戏，只需灵巧的手指，就可翻转
出许多花样，通常是女孩子之间流
行的游戏。具体用一根绳子结成绳
套，一人以手指编成一种花样，另一
人用手指接过来，翻成另一种花样，
相互交替编翻，直到一方不能再编
翻下去为止。

这个游戏最大的乐趣在于翻出
新花样，而且都有名称，比如“面条”

“老牛槽”“乱线穗”等，用以展现各
自的聪明才智。

（白城市文联供稿）

民

间

游

戏

Ｂ 白城记忆

极
富
乡
土
气
息
的
虎
头
帽

绘
有
花
卉
、祥
云
等
吉
祥
图
案
的
工
艺
油
纸
伞

吉
祥
喜
庆
的
传
统
民
间
剪
纸
图
案

以
节
令
植
物
插
画
作
装
饰
的
半
月
历

年
画
﹃
威
震
八
荒
﹄

栩
栩
如
生
的
虎
年
灯
笼


































































闲者多庸，劳者多能。欲扛
大活、长大才、担大任，还得勤劳
作，多付出心血和汗水。这是一
条亘古不变的道理。

清人徐荣《劝民》诗有云：
“闲也过一日，劳也过一日。不
见闲人精力长，但见劳人筋骨
实。”这首诗告诉我们，没见过清
闲安逸的人精力增长，只见勤劳
干事的人筋骨壮实。诗的道理
很浅显，“闲则心乱，百病丛生；
忙则心静，百病平息。”“劳动之
于提高才能的关系，就像食物之
于人体的关系”。“劳”与“不劳”

“多劳”和“少劳”，是影响一个人
能力强弱和作为大小的关键因
素。欲成大事业者，尤需心无旁
骛，勤于耕耘。只有让自己忙起
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提升自
己，才能经风雨、壮筋骨，可堪大
用、建功立业。

汗水书写传奇，拼搏成就梦
想，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不
结“千层茧”，难长“冲天翅”；历
得风霜傲，才闻扑鼻香。不怕劳
作，多些辛苦付出，才能身强力
壮、高歌猛进，成为劲草真金，成
就出彩人生。自古英雄多磨难，
从来纨绔少伟男。正如孟子所
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
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宋代陆游写有《苦笋》一诗，
也表达了“劳人多磨炼、宜成才”
的深意。诗中写道：“藜藿盘中
忽眼明，骈头脱襁白玉婴。极知
耿介种性别，苦节乃与生俱生。
我见魏徴殊媚妩，约束儿童勿多
取。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霄
战风雨。”事实证明，人才不是轻
易就能培养出来的，必须放手让
他们接受历练、经受锻炼。那些
安闲、懒惰、恶劳之人，经受不住
风雨磨砺，自然壮实不了筋骨，
也长不成参天大树。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细数
古今“风流人物”，无不是生于磨
难、勤于劳作之人。舜发于畎
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
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
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
举于市……这些人的成长经历
表明，底层的砥砺、艰苦的劳作、
丰富的实践，能够使人精神、意
志和能力得到全方位淬火，进而
丰富见识、丰厚底蕴，脱颖而出、
有所作为。如果一味贪图安逸，
怕苦怕累怕担当，不仅身体虚弱
不堪，还可能一事无成。

劳动创造成绩，劳人风采无
限。虎年年初上演的几场体育
盛事同样告诉我们，没有顽强拼
搏，就没有一次次逆风翻盘；没
有一遍遍咬牙坚持，也不可能笑
到最后。中国短道速滑队运动
员在北京冬奥会混合团体 2000
米接力赛中不畏强手、团结一
心，勇夺桂冠。他们的荣誉，是
艰苦训练得来的。正如队员范
可新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我们
每天都是拼的状态，大家下冰嗓
子里都带血的。”还有不久前，中
国女足战胜韩国队，夺得亚洲杯
冠军。她们的成功，是靠敢于拼
搏、永不放弃得来的。体育健儿
们的故事生动诠释：哪有什么一
战成名，其实都是百炼成钢。唯
有不辞辛苦、不怕艰难，日日劳
作、长期训练，才能战胜对手，赢
得胜利。

四时相催不肯迟，脚踏实地
不停歇。奋进在新的征程上，无论
是强身健体，还是成就事业，都需
要精进不止，甘当“劳人”。躺平不
可取，躺赢不可能，任何成长进步
都须远离安闲、舒适、懒惰。新的
一年，当知重负重、苦干实干，以
虎虎生威的雄风、生龙活虎的干
劲、气吞万里如虎的精神，勇于担
苦、担难、担重、担险，补足新的

“钙质”，创造新的佳绩。

但见劳人筋骨实
●桑林峰

我看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