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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名称是关于民俗文物的，其内容

也大致如此。明眼人会看出，本书的内容

是由两部分构成：前面的部分是关于民俗

文物暨民间物质文化理论的探索，后面的

部分则是关于民俗文物工作实践的讨论。

必须说明的是，无论是理论的探索，还是实

践的讨论，我们在当代所进行的民俗文物

乃至民间物质文化的抢救、征集、研究、保

护、展示的工作，都是在前人工作的经验、

教训和成绩的基础之上展开的，由于历史

的原因，除了工作的名目不一、程度不同之

外，以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为核心的工

作性质和工作对象则是一脉相承的，其历

史至少已经有了一百年，这已经为大量的

文献资料所证明。

本书的副标题是“民间物质文化研

究”，似乎是更符合本书内容的名称。当

然，这只是依据我个人的工作经历和经验

的想法。

基于某种原因，我在学校教了几年书

后，于 1992 年岁末调入南京博物院民族

部，在魏采平、屠思华等老同志的引领下，

与马久喜、孙华先诸同事一道，主要从事民

族民俗文物的调查、征集、研究和展览的工

作。当时的南京博物院尚能感觉到蔡元

培、傅斯年和曾昭燏等前辈营造的学术传

统和文化氛围之影响，而南京博物院的民

族部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

部门，凌纯声、芮逸夫、李霖灿、谭旦冏和马

长寿、陈克猷、梁白泉、宋伯胤、吴有常诸位

先生均在这个部门工作过，并且在不同时

期组织实施了多项专题研究，留下了许多

在学术界有着重大影响的成果，也征集了

许多种类的民族民俗文物。在这样的一个

专业部门工作、学习，是可以做点事情和思

考一些问题的。

轰轰烈烈的南京博物院 60 周年庆典

（1993年4月26日）过去不久，一位法国友

好人士来到南京博物院，他的中文名字叫

杜泽林，与中国有着多年的文化交流合作

关系，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此行的目的想

请我们帮他征集一些中国民众的用品，也

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俗文物，准备在欧洲举

办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展览。他曾经与中

国的多家博物馆谈过，但都未能如愿，经国

家有关部门的介绍，他来到了南京。在看

过《长江下游五千年文明展览》之后，经过

短暂而深入的交谈，我们觉得彼此的理念

相近，很快就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几个月

后的冬日，他再次来到南京进行工作访问，

除了必备的资料，他还带来了厚厚的一叠

照片，是他在三十多年来在中国收集的一

些民俗文物以及少量在欧洲举办的关于中

国的展览的摄影资料。他拿着照片告诉

我，这一类的民俗文物他已经收集了约十

四万件，如果我的研究在资料方面有问题

的话，他乐意提供方便。他是真诚的，说话

让人感动。然而，作为中国的专业工作者，

除了感动之外，还感到脸红。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各地的

基本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南京

博物院民族部的一个基层工作点——江苏

省苏州市吴县胜浦乡前戴村，因城市建设

的需要而不复存在，对苏南农村进行了十

多年的微观民俗调查也随之告一段落。此

后，经过多方面的调研、会商，在1994年成

立南京博物院民俗研究所时确定的主要工

作任务为：以汉民族的民俗文物为主要工

作对象，以民俗文物的征集、保护、研究、展

示为日常工作。在当时，对“民俗文物”的

认识是朴素的，也没有明确的概念和标准，

征集的民俗文物多偏重于民间艺术品方

面，即就是征集生产工具或生活器具等物，

也多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进行考虑的。当

然，这样的审美的角度之标准，既适用于器

物的装饰，也适用于器物本身的造型。比

之只承认器物的装饰才具有审美的意义之

说，可以算是略有进步。

自1993年开始，曾先后对陇东地区的

民间美术品、皖南的民间生活用品、宁波地

区的民居装饰及其雕刻艺术品和生活用

品、湘西民间生活用品、湘南民间木雕、陕

西石刻艺术以及贵州、云南等地的民族服

饰用品等的民俗文物进行了系统地调查、

征集和研究。在此工作实践过程中，逐步

解决了一系列相关的理论问题，形成了对

民俗文物暨民间物质文化的总体认识，即：

民俗文物是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

的民间生活文化中的物质文化遗存和精神

文化的物化遗存。1999 年建成开放的南

京博物院艺术馆中的民俗艺术陈列，将民

俗文物按“服装首饰”、“生活用品”、“生产

工具”、“娱乐道具”、“祭祀用品”、“节令装

饰”、“儿童玩具”和“民居构件”的类别展

出，便是在民俗文物分类研究的基础上进

行的一次尝试。

（全文有删节）

五代荆浩《笔法记》曰：“墨者，高低晕

淡，品物浅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笔。”以此

品物，进而获品物后的“美术”之功。“美术”

在黄宾虹系统中，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文、琴、棋、书、画、印等共通之领域，约指

具备一定技艺且上达道体的范畴，《美术丛

书》即此体例。“美”之为美，在技与道的互

通，《庄子》曰：“道，进乎技矣。”道体超越于

技术之上，且不离于技。诚如中国传统学

问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

前”。此即石涛所谓“太古无法，太仆不散，

太仆一散，而法立矣”的一画之功。这便是

中国文化中道与技融通的“美术”观念，亦

山水美的终极所指。

中国山水画对美的传递，往往是建立

在观物得美，并以笔墨品咂现象界一切实

相的基础之上，是人与笔、人与物、笔与物

互证之动态乐园。“品物”是人对现象界的

觉受与观照，和在此基础上以技会道的品

咂过程。此“品物”落实于“绘事”，则往往

有着“绘”或者“写”的内在规律，并在规律

内产生超越规律的闪光点。此即山水画本

质所在。研究此门学问，既需援经典以论，

又需超此以直指山水画之为画的本身。画

的学问往往是画本身之事，亦须巡画以

解。因此，研究者须以画与心的关系直面

问题，并做出理性的、深入的，并带有玄思

的推理与判断。

基于此，本书以“品物浅深——山水画

笔墨与画者心性初探”为题，对山水画进行

思维，并作出对山水画成画心路历程的研

究。研究过程中涉及具体画法问题尽量直

观论说，须引画论的尽力做到论与法相结

合。一言以蔽之，即尽量以画说画。本书

第一部分总说；第二部分绍述先贤，请诸君

共同巡礼自董其昌以来晚明至清代画者之

大义；第三部分起自笔者之研究生教学中

的图说，且对于李可染先生、姜宝林先生的

研究而各存一文以为附录。本书之写作，

皆以笔者研习山水画之心得逐步推出，思

索、受教、教学之余，青灯照壁，执笔以成

文。欲令文以达意，于笔墨、心性间开出一

片天地，前后历时两载，有一气呵成之文

章，有渐次编纂之史料、故实与前人经验，

亦有授课讲义之整理。文章体式尚有不

同，而表辞达意，皆以探析山水画本质为主

旨，以笔墨、心性浅思为线索，以传递内美、

发乎性灵为标的。“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愿此书能给大家一点提示或带来些许快

乐，以达引玉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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