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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梁]作为村落生活与文化体系中的乡民艺术

──序《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

发布日期：2006-01-31  作者：刘铁梁

【打印文章】

    记得是在2003年11月，我应邀到山东青州参加了一个关于民俗学田野作业方面的研讨会，会议同时安排了到一个山村——井塘村的

调查活动。在调查之前，已经见到了由叶涛同志主持的井塘村民俗调查的出色报告。我们注意到井塘村妇女始终保持着在每一个月都在

村内举行敬神仪式的传统，她们分别结成“四季社”、“玉皇社”等，活动的地点就在某一户家庭当中。在这每月一天的“社期”之

内，她们理所当然地将家务交由男人处理，从而专心致志地举行各种敬神仪式，特别是要进行内容丰富的歌舞表演。借助于神圣宗教的

名义，她们赋予该项活动以莫大的权威性，试图获得传达某种知识的话语权力。也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村落社会的环境中，这些妇女们

在神圣空间中所上演的歌舞，构成了一种恢宏的叙事，以认识与解释人生、社会和宇宙的全部秩序。仪式过程中所表达的那些特殊知

识，是与她们的特有的表演能力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而能够充分显示出她们创造和传承村落精神文化的重要作用。在这种刻骨铭心

的聚会中，艺术与信仰、性情与才智，全都浑然一体，难解难分。 

由此我进一步意识到，艺术，尤其是老百姓的艺术，其价值一定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实现的，因而我们的研究也必须与其社

会环境的考察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曾经单纯地认为乡民艺术的主要特征是娱乐性和审美性，比如认为农民

只有在农闲的时光里才需要娱乐和表演活动，所谓“闲中扮演”。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农民的农事劳作是闲下来了，但他们

仍然在忙着进行创造，这是一种为了生活的有序与精神的完满而主动进行的文化创造。这种文化创造离不开艺术活动，这是我们对乡民

艺术予以认知的基本前提。 

《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一书的作者张士闪在艺术院校从教多年，他正是因循着这样的研究理路而展开他的乡民艺术研究的。他的

主要着眼点并不在于乡民艺术活动中艺术层面的特殊规定性，而是关注于掌握在乡民手中的艺术文本如何在乡村社会中一再被表演、重

复、传承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意义显现。比如，小章竹马为什么要请村书记来主持“出马”的仪式？井塘村妇女结社为什么要

将歌舞表演的高潮部分安排在村民午饭后的闲暇时段？洼子村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将本村的辉煌历史以及与本村有关的“文化人”编成

经典段子，以“啦呱”的形式到处讲说？这些观察与思考正是本书与以往乡民艺术研究著作的最大不同之处。我觉得本书带给我们最具

有方法论意义的启发，在于以下几点： 

 

一、乡民艺术与村落生活空间 

显然，作者是从“作为民俗现象的艺术活动”的角度来理解乡民艺术，并给予个案描述性的研究的，这在理论、方法上都具有一定

的创新性质，特别是在民俗学和艺术学之间搭起了桥梁，丰富了他一向倡导的艺术民俗学研究的理念与经验。在他看来，乡土社会与乡

民艺术，是文化语境与文化文本的关系，同时后者还是容纳有丰富历史信息、具有神圣秩序意义和情感交流价值的象征性文化载体。应

当说，这些“表演性”的民俗现象来说，还是在乡民生活中与一般日常语言既不相同却又相辅相成的特殊的交往工具，这种认识在书中

也得到一定的体现。在这样一些理解的基础上，作者力图对小章村的竹马表演和其他几个村落的民间艺术给予全面的描述。这种尝试很

有难度，但我们看到他根据大量第一手的实地调查材料，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在这几个村落当中，家族村落生活规范及其历史记忆与乡民

艺术及其传承活动的紧密关系，其中不仅有结构性的分析，也有关于变迁过程的历时性观察，因而能够较为系统地完成了一个具有示范

意义的个案研究工作。 

作者无意将本书写成没有具体人和事件的歌谣荟萃、民间故事大观，或者是秧歌小戏一类文本的琐细罗列，也无意对民间工艺技术

进行不厌其烦的介绍与赏析。作者还特意避开从芜杂的艺术文本资料中筛选例证，去分析其中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家庭观

念、爱情理想。他已经于不动声色之中超越了以往对于乡民艺术的这一传统解读模式。书中所涉及到的四个村落，作者都曾不止一次地

身临其地，做过扎扎实实的田野作业。以这些反反复复的调查为基石，毫无疑问地，这首先是一项民俗学的研究，但我相信，这同时也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艺术学的研究。由于乡民艺术的展演活动，是离不开乡土社会的具体生活环境与整体文化模式的，所以乡民艺术的意

义也就需要在这生活中去解读。因此，如果说民俗学能够对艺术学有所借鉴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对社区文化进行整体性解读

的方法，中国民俗学的新近发展已经提供了这一可能性。 

本书特别强调对于村落民俗志的描述，但这种描述不是村落内部生活形态与文化事象的简单集合，而是承担着揭示该村“文化的语



 

法”、凸显这一村落个案典型意义的重任。这样，村落民俗志在构成乡民艺术文本之语境的同时，在所描述的多种知识形态与乡民艺术

之间也构成了相互阐释的互文关系。换句话说，作者将乡民艺术视作村民的一种生活实践活动，他所关注的是乡民艺术如何在村落生活

中发生实际作用，以及如何与其它村落知识一起交织成一个相对自足的村落文化体系。 

乡民艺术是民俗文化的一种形式，而民俗文化是伴随民众实际生活的文化。为什么当我们置身于民俗场景中才会感到乡民艺术的展

演特别有味？因为乡民艺术本来就离不开现场，其意义的生成和表达都离不开实际生活。如果让井塘村的妇女们到舞台上去表演仪式歌

舞，那些本来在村落环境中由她们与观演者在文化互动中所生成的意义就无从产生，她们的情感也难以表达。不烧黄表纸，没有了香烟

袅袅所营造的神圣氛围，妇女们之间没有了日常生活中的充分交流，她们的歌舞表演如何能够保持韵味？更重要的，她们的观众就是家

人、亲友和本村村民。也就是说，只有在村落场域中，她们的表演才是有的放矢的。有的时候，包括学者、当地官员在内的外来者也可

能会前来观看，她们自然也不会拒绝，甚而感觉更加高兴。事实上，乡民艺术的表演空间一般都是开放性的，表演者和外来的观众之间

通过交流，很快就成为可以信赖的朋友，而且表演者总是能够把那些进入自己村落的外来者看作是新的观众。所以此时的艺术表演活动

仍然处于比较自然的状态，只是由于增加了外来的观众而使得她们的表演更加起劲。乡民艺术的传承人甚至认为外来者大多是“见过大

世面”的人，应该更聪明，更有水平，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初来的客人还一时不能作为合格的观众，因为他们还不熟悉村落的生活，需

要在表演活动之外与村民发生更多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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