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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地域性特征在民俗艺术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民俗艺术地域性符号的研究，

掌握其形成的条件和规律，有助于民俗艺术的发展。方法 分析民俗艺术符号的形成条件和特征，

得出地域性文化在民俗艺术中的重要性。结论 对地域性民俗艺术符号特征的研究，有利于民俗艺

术的传承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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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Protection in Regional Folk Art Symbols 

ZHONG Lei, JIANG Yu-ye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play a major role in the folk art research.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art 

symbols, mastering the condition and law of their formation can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art. It discusses the 

major role of regional culture in folk art based on analyzing the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folk art symbol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al folk art symbols benefits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folk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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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植根于民间的艺术形态，民俗艺术有

着自身独特的构成要素和构成形式。这种构成要素

和构成形式往往与地域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地

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

积淀和乡土语境，这些构成了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民

俗艺术。 

1  民俗艺术的提出和发展 

1.1  民俗艺术的由来和确定 

陶思炎总结了民俗艺术的发展有 3 个阶段：探

索时期、理论独立期和确立时期。第 1 个阶段，民

俗艺术还属于民俗学的范畴，理论相对简单，不够

系统，经常与民间艺术，民族艺术相混淆。第 2 个

阶段，学者们已经开始将民俗艺术进行单独研究，

摆脱了民俗学的框架。第 3 个阶段是确认民俗艺术

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研究上倾向于艺术学。 

1.2  民俗艺术的概念 

要了解什么是民俗艺术，首先要明白民俗艺术

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区别于民间艺术和民俗艺术，

具有本身的构成要素和构成形式。陶思炎指出了民

俗艺术来源于民俗生活，是民俗生活中的艺术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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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表现，是具有传承性的一种艺术现象，又指

其能融入传统民俗中的民间艺术部分[1]。 

2  民俗艺术地域性研究的重要性 

地域性研究在民俗艺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主要体现在每个地域间存在着经济、政治、文

化等差异，这些差异使得地域间的民俗艺术具有自

己独特的艺术气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

种民俗文化相互交融又独具特色。从我国少数民族

的分布就能看出地域性差异的存在，这些差异表现

在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和生产习惯等方面。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出现了多个朝代，这些

朝代经历了分割、合并、再分割、再合并。由于各

民族的文化得到了充分的融合和交流，因此我国的

民俗艺术是共性与个性并存。由此可见，民俗艺术

作为一种艺术体现形式，具有地域性特征。 

综上所述，研究民俗艺术的地域性特征，对于

民俗艺术的整理和归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研

究可以发现民俗艺术地域性的一般规律，对今后民

俗艺术的发展和保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3  地域性民俗艺术符号的形成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符号，

这些符号有着不同的意义，来提示人们该如何行事。

每一个符号都有着自己的语言，这些语言代表着某

种事物或者某个特定含义。比如，当人们看见箭头

符号时，就会沿着箭头符号所指方向行走。这些符

号是长期使用中形成的，是约定俗成的，具有象征

和警示的作用。 

符号的形成具有诸多因素，尤其是地域特色的

符号，这些符号的出现和产生更具代表性和象征性，

往往人们看见这个符号就联系到这个地域。 

3.1  自然因素的影响 

地域性的产生依附于自然环境的生成，不同的

自然环境给人们的感受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感受

经过人们的反馈，形成了特定的符号，这种符号就

是地域性符号。 

自然孕育着万事万物，人们与自然有着天生的

亲密感。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已经从自然界找到灵

感，可以从一些器物上，看到人们对于鬼神的崇拜

和信仰。自然界对于地域性符号的影响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表面影响，这种影响较为直接，人们可以

从这些地域符号直接了解到当地的民俗艺术；另一

方面是深层影响，这一层面的影响往往反映在民俗

艺术地域性符号的心理反馈和审美反馈。无论是表

面影响还是深层影响都是自然界提供的外部环境，

它不能直接形成符号，而是通过人们对其的理解和

感受，达到共性心理后加以创造出来的，因此，民

俗艺术地域性符号的产生中人文因素也占有重要地

位。 

3.2  人文因素的影响 

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劳作中积累了许多智慧的

结晶，同时也拥有了更多的情感表达。人们需要通

过一个载体将这些智慧的结晶和情感表达出来，即

民俗艺术。 

我国幅员辽阔，环境各异，风俗也不尽相同，

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地域性符号。例如，开封朱仙镇

木板年画相对比较粗狂带有乡土味，形象夸张，头

大身小，讲究对称，构图饱满，极具北方特色。苏

州桃花坞木板年画具有江南特色，具有江南文化中

的精巧。元明两代的戏曲文化和传奇等为桃花坞木

板年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技艺方面受文人书画

艺术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年画风格。杨家埠木版

年画是按照农民的思想要求进行创作的，反映了农

民的信仰、审美、生活等方面内容。风格古朴、鲜

明，常常用于节日庆祝，反映出农民最美好的愿景。 

众所周知，天津杨柳青年画誉满京畿。在古代，

杨柳青属于南北运河重镇，经济往来频繁，南北文

化在此交融，这对杨柳青年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另外，清代的天津也是文化中心，社会较为繁杂，

既有皇家贵族文化，又有市井文化，因此杨柳青木

板年画题材比较多元化，既有北方的味道，又有南

方的风格，消费人群也比较普遍。各地木板年画邮

票见图 1（文中图片均摘自百度图片）。 

地域性符号不仅凝结着某一地域或者某一地

域人的心理和审美，而且也有民俗艺术的共性和个

性。地域中存在的历史文化、生活习俗、生产方式

以及地理风貌等会给予这个区域不同的风貌，人们

的意识、心理、好恶和人文情怀都会留下地域性的

烙印。这是由于人们的主观情感与外界客观事物相

交融的结果，即“自然人化”的结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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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地木板年画邮票 

Fig.1 Around wood paintings stamps 

3.3  社会因素的影响 

民俗艺术地域性符号的产生与社会因素也存在

一定的关系。地域性符号的产生和发展，与地区经济

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在相对经济发达的地区，民俗文

化的普及和重视程度比较高，能与现代社会更好接轨，

具有创新性，受到现代人的喜爱。而相对落后的地

区，民俗艺术品相对比较原始，粗犷，保存完整。

这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会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民俗

艺术过于商业化，另一种是民俗艺术不被接受，因

此，社会因素对地域性符号的影响有好有坏[3]。 

随着社会的发展，地域性符号也必将走向发展

之路，怎样在发展的过程中保留最原始的精华，同

时融入时代特征，是研究民俗艺术的重要内容。 

4  地域性民俗艺术符号特征 

4.1  寄予性特征 

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仅创造了财富，而

且在精神层面也有宝贵的发展。人们通过各种形式

将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感所发表达出来，有物质的，

也有非物质的。这些凝聚民众心血的民俗现象，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民俗艺术[4]。 

这些民俗艺术绝大多数反映了民众的心理需

求和依赖，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对理想的追逐，

对信念的坚持。这种心理诉求总结成一种寄予性。

例如，在我国“蝙蝠纹”常常代表“福气与福运”。还

有一些非物质化的寄托，比如，一些地方性的戏曲

或者小调，这些朗朗上口的小调基本上是当地民众

随口传唱的，内容多与生活息息相关，表达一种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或者是对丰收的喜悦之情。这样的

民间艺术形态寄予了民众对自然本身的尊重，也凸

显了地域间文化的多样性[5]。 

4.2  象征性特征 

之所以将象征性归为民俗艺术符号特征的范

畴，是因为民俗艺术中的许多技艺、语言、娱乐、

艺术品等都具有象征性的表达。 

象征性与寄予性不同，寄予性多是民众对美好

事物的依托和希望，是对美的抒发和展望，而象征

性特征是民众情感更实际的表现。这种情感表现可

以是正面的抒发，也可以是负面的讽刺。例如，在

日本的传统剧目中有“能剧”和“狂言”，这两种传统

剧目在情感表现上有很大的区别。“能剧”主要是传

统的日本戏剧，表达较为正统，是以日本传统文学

作品为脚本，从演员用的面具上就能体现。“狂言”

表现的是一种讽刺的喜剧精神，戏剧中演员用的面

具表情夸张，具有一定的讽刺效果。“能剧”面具见

图 2，“狂言”面具见图 3。  

          

    

 这种民俗艺术符号象征性的特征，不仅将情感形

态化，具象化，而且充分地体现了民俗艺术的深层寓

意，在民众与民俗艺术表达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6]。 

4.3  传承性特征 

民俗艺术符号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传承性特

征，它是民俗艺术价值的体现。保护和传承是目前

人们对民俗艺术理解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特征。民俗

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民俗艺术符号，这种符号

化的表现更加直观，但是民俗艺术的传承是需要经

过一代代延续下来的[7]。 

目前，国内的民俗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形式还较为

严峻，不少地区的民俗艺术已经出现残缺甚至是失传，

虽然国家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民俗艺术进行保

护，也有不少民间组织和个人加入保护传承的行列，

但是提高全民的传承保护意识才是解决之道[8]。 

图 3  “狂言”面具
Fig.3 "Kyogen" masks

图 2 “能剧”面具 

Fig.2 "Noh" m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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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俗艺术的传承保护 

5.1  取精去粕 

不是所有的民俗艺术都是精华，其中也存在着

一些陋习，应该抓住这一关键点，才能将传承保护

工作做好。要对民俗艺术进行鉴别和分析，只有深

入研究，对民俗艺术的产生与发展进行归纳整理，

得出一般规律，才能行之有效地对其进行传承保护。 

5.2  政治倾斜 

政府应该率先出台一些政策，尤其是一些民俗

艺术即将出现或者已经出现残缺或失传的地区。加

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

可以采取捐献等方式对民俗艺术进行传承保护。另

外，政府可以加强与民间组织和个人的交流，自上

而下地对民俗艺术进行保护。 

5.3  媒体引导 

在数字化大背景的时代，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

传统纸媒在信息交流上的局限，以更快更多更全面

的视角进行信息交互，可以通过这种媒体平台对大

众进行民俗艺术的知识普及，让民众清晰地了解民

俗艺术的产生条件、发展规律和传承的重要性，使

得大众能够自觉自发地提高对民俗艺术的认知，从

而加入到传承和保护民俗艺术的队伍中[9]。 

5.4  形成产业 

民俗艺术具有地域性特征，每个地区的民俗艺

术符号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

情况进行保护性的开发，将这个地区的民俗艺术形

成产业链，推向人们的公共视野。吸引人们旅游观

光，也可以在条件允许下，对游人进行一些民俗艺

术的辅导，让人们对当地民俗艺术有更深刻的体验。 

5.5  创新设计 

目前，在一些省市，为了吸引游客潮，当地的

政府或者企业会针对性地开展一些设计比赛，这些

比赛内容主要以当地旅游产品为核心，既突出当地

旅游特色，又可以刺激旅游业。可以将这种模式引

进到民俗艺术的传承保护中，吸引大批在校或者社

会人士对民俗艺术的关注度，同时还能对民俗艺术

进行一些优质的创新。这样不仅扩大了关注人群，

而且还能将传承保护提高到新的高度[10]。 

6  结语 

地域性民俗艺术符号作为一种反映民众的生

产生活状态和心理活动的现象，它蕴含着一个地区，

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的智慧结晶，是民众生活

现状最真实的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民俗艺术扮

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情

感诉求，凝聚成独具特色的符号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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