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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的创造
——

以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的竹根雕为题材

日 菅 丰著 陈志勤译

摘要 对于非物质文化 ， 在研究和政策的层面上 ，
是以遗产 （ 这种形式作为保护的对象来对待的 。 但是 ， 在

很多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正在消失的现代 ，
另一方面却又有很多非物质文化被创造出来 。 非物质文化是经历了

漫长的岁 月而生成的 ， 而且 ， 即使在现在也仍然在不断地创造着 。 非物质文化是不断地被人类创造出来的文化 ，

我们不仅要从保护的侧面进行理解 ’ 同时 ’ 也必须要从创造的侧面来进行理解 。 本文以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的竹

根雕为题材
，
以此探讨其两千年的根艺的历史是由现在的人们建构起来的 ， 并作为新的

“

传统
”

性的非物质文

化被发明出来的文化创造的动态过程 。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
根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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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文化的发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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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 ， 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
一

、 非物质文化的创造 的确认 、 立档 、 研究 、 保存 、 保护 、 宣传 、 弘扬 、

传承 （ 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 ） 和振兴
”

，

直到现在 ， 从研究上和政策上来说 ， 非物质文 如以 明确概括的方式来表达的话 ， 它具有保护或持

化是 以
“

遗产 （

”

这个形式作为被保护的 续正面临消失或衰退危机的已有的非物质文化的职

对象来进行认识和处理的 。 年通过的 《保护非 责 。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 （ 但是 ， 在很多的传承性的非物质文化正在消失

当然就是主张这 的现代 ， 另
一

方面却又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被创造

种
“

保护
”

之事例 。 《公约》 规定的
“

保护 （ 出来 ， 对于这
一

现象和事实我们是不能够忽视的 。

具体的说 ，

“ ‘

保护
’

指确保非物质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漫长的岁 月 中生成起来的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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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
非物质文化即使在现在还在被创造着 。 非物质 盆栽等花鸟鱼虫文化以及山水文化那样的 、 中国 的

文化遗产是不断地由人类新创造出来的事物 ， 对此 ， 其他的
“

美
”

的文化相通的 。

仅仅是从保护这
一

侧面来看待是片面的 ， 同时 ， 我 根艺 ， 被说成是具有
“

悠久的历史
”

的一种艺

们也必须从创造这一个侧面来加 以理解 。 术 ， 是从遥远的古代就被中 国人所喜好的
“

传统艺

在非物质文化的创造的情境之中 ， 传统性是常 术
”

。 伴随着根艺的发展 ， 出版了大量有关根艺的入

常被加以利用的 。 所谓悠久的历史性和独特的 民族 门指南用的概论性书籍 ， 其中有很多都特别强调了

性 、 稀有性这些传统的价值 ， 当某种文化被这样 根艺的
“

悠久的历史
”

。 例如 ， 在内容最为丰富而且
“

认识
”

的时候 ， 在这种文化之中 ， 很容易被赋予作 较具体系化 的 《中 国根艺 （修订版 》 （ 马驷骥 、 张

为
“

遗产
”

的权威 ， 附加之本来的物质性的价值 ，
二滨

，
中 ， 作为一般性的认识介绍了根艺在

就生成了其认识的价值 。 也就是说 ， 非物质文化遗
“

原始社会
”

已有萌芽 ， 是在
“

原始人
”

的劳动中

产存在着通过人类之手被新创造出来的事实 。 并且 ， 产生出来的艺术 ， 并且 ， 把战 国时代的
“

壁邪
”

和

在现在 ， 有很多人他们 自 己都正在参与这样的文化
“

角形器
”

作为 实 际能够看到 的最初 的根 艺作 品

创造 。 （马驷骥 、 张二滨 ， ：

“

壁邪
”

是

年湖北荆州博物馆在整理江陵县马 山
一

号楚墓时发

二
、 被创造的非物质文化及其历史

——根艺的发现 现的 ， 根据国家文物部门的鉴定认为是公元前

年之间形成的文物 ， 具有虎头龙身 ， 在 四足 中

在中 国 ， 有
一

种雕刻树木的根而成的独特的美 还雕刻着蛇 、 雀 、 蛙 、 蝉等图 案。 在
“

壁邪
”

被发

术类型。 它和普通的雕刻不
一样 ， 只限定

“

根
”

作 掘以后 ， 湖北荆州铁路考古队又从湖北省荆州市十

为雕刻的素材 ， 这
一点是与其他的雕刻有 区别的 。 里铺镇王场村包山墓地包山 二号楚墓 ， 发现了 公元

就是说 ， 它虽然被包括在称为雕刻的一般性美术类 前三百年战国时代的
“

角形器
”

， 是一件与古代传

型之中 ， 而同时 ， 只是这种根的雕刻也成其为
一个 说中 出现的龙的角很相似的文物 。

独立的美术类型 。 现在的一般认为是 ， 在
“

壁邪
”

和
“

角形器
”

中 国的
“

根的雕刻
”

，

一

般的称为
“

根雕
”

， 这两件文物中 ， 反映了古代的
“

根艺作家
”

们对根

也被称为
“

树根造型
”

、

“

树根艺术
”

、

“

根雕艺术
”

艺创作的鲜明的思想感情 。 而且 ， 作为 中国古代劳

等 。 而且 ， 近些年 以来 ， 因 为关注于它 的艺术性 ， 动人民创作的根艺作品 ， 这两件文物被看成是
“

证

又以
“

根的 艺术
”

的略称 ，
被表达为

“

根艺
”

。 明
”

其事 实 的 作 品 （ 马 驷 骥 、 张 二滨 ，

“

根艺
”

这样的表达与
“

根雕
”

相比 ， 在一般人中似 。 有关根艺 的最早资料的这些见解 ， 实际上是

乎还没有得到认知 ， 但在根雕创作者之间大多采用 很多根艺入门书籍中
“

异 口 同声
”

所叙述的一段历
“

根艺
”

这个称谓 。 在
“

根艺
”

这个表达方式被逐 史 ， 可以说作为根艺 的最初历史已经在根艺的世界

渐地大量采用的进程 中 ， 与其文化的发展史有着很 中成为定论 。

大的关系 。 关于根艺的始原 ，
依据考古资料的

“

证实
”

可

虽然在中国
“

根艺
”

这个词汇并没有那么的脍 以追溯到遥远的 年以前 ， 而对于 以后的 变迁 ，

炙人 口
， 但是对于根的雕刻本身 ， 如果仔细观察 ，

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史资料进行了
“

证实
”

。 比如 ，

可以发现在中 国 的宾馆 、 餐厅 、 旅游古镇等等无处 从较早来说 ， 在 《 曲阜县志》 中有孔子的家族曾利

不在 。 根雕就是利用根这种材质 ， 在无损 自 然的姿 用楷木 自然弯 曲的形态制作 了拐杖的记载
，
这被认

样 、 质感的前提下进行加工 ， 并对其实施造型的雕 为是在西汉时期就有根艺存在的佐证 。 还有 ， 在很

刻的一种类型 。 也可 以说 ， 就是对各种各样的根的 多根艺入门书籍中都频繁引 用 了南北朝时代 《南齐

自然形态实施艺术的 、 工艺的处理的一种艺术样式 。 书 》 的记载 ， 内容是齐高祖赠予 隐士僧绍竹根
“

如

这种艺术样式是经过两种方式的
“

加工
”

而成立起 意
”

的事情 ， 也被认为是根艺历史的一部分 。 在 以

来的艺术 ： 把 自然的形象
“

仿佛
”

成为其他事物的 后的宋代 ， 《太平广记》 中记载了利用荆树根创作狮
“

认知性加工
”

， 和根据创意得来的
“

仿佛
”

去接近 子形的木枕
——

“

荆根枕
”

赠送华岳庙的故事
，

以

那种形象的
“

物理性加工
”

。 而在这一点上 ， 是与如 此作为当时的根艺已经在大众之间博得名声的印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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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还有以 文献 以外的绘画 、 现存文物 、 古代家具 现在 ， 说起这个地区的竹根雕 ， 当地的很多竹

等为参考证物 ， 描绘出 了作为经历了二千几百年 的 根雕创作者们几乎人人都会强调它 的传统性 。 而且

悠久岁 月 、 连续不断地被继承下来的 中 国的
“

传统 在一些旅游指南等资料中 ， 在介绍当地的地方名特

文化
”

根 艺 的 历 史 （ 马 驷 骥 、 张 二 滨 ， 产如 海产品 、 茶叶 、 蜜柑象山 红 、 刺绣衫的 同 时 ，

。 竹根雕也被列为介绍的对象 。 作为 当地的特产 、 名

为了进
一

步证明根艺所具有 的悠久 的历史 ， 在 产的竹根雕 ， 在 当地的旅游资料中 附有类似 以下句

很多有关的书籍当 中 ，
还使用了

“

在根艺中凝聚了 子的解说 ：

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粹
”

、

“

体现 了 中 国艺术 的
‘

本

质
’ ”

之类的语句 。 对于基本上依据 自然造型进行创
急

作的这种根艺的
“

本质
”

， 大多使用 了各种各样的熟
’

货语来迪 彳 表现 …
；

例如像
“

三分人工 ，
七分天成

”

这样的形容 ，

说明了竹根雕的作品観 自 然 的造型 已经决定了 七 ；

成 ，
而人力的加工 只不过只有三成而 已 。 这样的艺

术创作的方法 ，
还作为人与 自 然

一体化的过程进行

认识 ， 被表现为
“

天人合一
”

、

“

与天 同创
”

。 如果

是依照 自然流畅的造型并加 以发挥的方法 ，

一

般就

以
“

因材施艺
”

来形容 。 对于这些竹根雕所反映 出

来的风格 ，
也被认为是如

“

变废为宝
”

、

“

化腐朽为 竹根艺

神奇
”

、

“

形神兼备 ，
以神为主

”

、

“

妙在似与不似之

间
”

那样 ， 在其中承袭了 丰富的 中国 的古典艺术思
“

象山是中 国 民 间艺术之乡 ， 竹根雕历史悠久 ，

想 。 而类似这样的通过熟语套语来表现的传统的美 ， 既保留 了 民族特色 、 传统风格 ， 又充满时代气息
”

不仅仅在入门指南类 的书籍中 ，
也成为很多根艺制 （ 浙江省象山县旅游局 ， ： 。

作者们异 口 同声必说的定型句子了 。 在这里 ， 对象山竹根雕的悠久的历史以 及所具

对根艺 的悠久历史以 及文化本质 的这些解读 ， 有的
“

民族特色
”

和
“

传统风格
”

进行 了强调 。 很

是在中 国的根艺文化得到发展的过程之中而生成的 。 明显 ， 象山竹根雕作为这个地方的传统 ， 是有意识

对于这
一点 ， 从以 下介绍 的有关竹的根艺的状况之 地被表现出来的 。

中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 。 然而 ， 竹根雕的这个传统性 ， 并不是因 为在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 脉脉相承而获得的 ， 应该说它是在

三 、 竹根艺的诞生
——

非物质文化的创造过程 短暂的时期 内 才获取的 。 如果彻底考察它的历史 ，

我们可以理解这个
“

传统
”

， 其实是在这仅仅二十

在浙江省宁波市象 山县 ， 盛行利用竹材的根进 几年的时间 内才形成起来的
“

传统
”

。

行根雕创作 即竹根雕 ， 并 已经成为这个地方的
一

种 与 中国的其他
一些地区一样 ， 在 当地曾经有

一

特色产品 。 在浙江省 的其他地区如宁海 、 奉化 、 安 些制作家具的地方上的
“

木匠 （

“

竹匠
”

）

”

他们

吉等地 ， 也有用竹根雕刻成竹根雕的 ， 但现在 的创 以制作生活实用器物作 为生计 。 但是 ， 就其技术而

作中心在宁波 的象 山
，
而且它不仅是在浙江省 ，

即 言 ， 并不是作为一门
“

艺术
”

而具备体系化的事物 。

使是在中 国也 占据着中心的地位 。 正因为此 ，

一

九九 以改革开放为契机 ， 在这些
“

木匠
”

当 中涌现出 了

六年象山县被文化部命名为
“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

。 现 像张德和 、 郑宝根这样好奇 心旺盛充满 向上心的优

在 ， 竹根雕在象山已经产业化 ， 形成了
一

个工艺产业 ， 秀人才 ，
以他们为 中心力量 ， 在把 自 己 的技术向新

与此同时 ，
因为

一部分优秀创作者的努力使之提高到了 的工艺发展提髙方面作出 了努力 。 他们从 年代

工艺美术的地位 ， 也成为 了一种地方的传统的 民间艺 开始 ， 在进行了各种各样反复多次的试验的基础上 ，

术。 孕育出 了一种新 的技法 ， 创造 了适宜于当地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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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 ， 并且 ， 成功地把这个技术和艺术理念在 术
”

。 其意思是 ： 根艺虽然在原始社会中 已经初具萌

当地的
“

木匠
”

中推而广之 。 归功于此 ， 象山成为 芽 ， 但因为文化大革命而衰退 ，
且又在改革开放 以

了 中国首屈
一指 的竹根雕的制作生产地 。 同时 ，

也 后得到复活和隆盛 （ 马驷骥 ， ； 马驷骥 、 张

让这些创作者作为中 国竹根雕的代表性作者扬名 国 二滨 ， 。 在这里 ， 非常明确地表示了根艺

内外 。 这个艺术种类 ， 是在现代社会被创造 出来的事实 。

但是 ， 象山竹根雕的发展并不仅仅是来 自 当地 根艺被认为是具有
“

悠久的历史
”

，
上文已经提到过

人民的努力而实现的 。 像这样的地方民 间艺术的创 在大量的入门指南书籍中也都特别强调这个
“

历史

造活动 ， 因为与在
“

中央
”

（ 北京 ） 展开的把根雕 的悠久
”

， 并且 ， 把战国时期的
“

壁邪
”

和
“

角形

作为一种艺术的活动的互动 ， 才进一步地把地方的 器
”

等
“

考古遗物
”

作为始原的证明 ，
还 以大量的

竹根雕发展提高到 了竹根艺的境界 。 竹根雕的创作 文献类型以及其他绘画 、 文物 、 古代家具等作为参

者们跨越象山 、 浙江 ， 进而与中国各地 、 特别是处 考 ， 极力描绘出其经历二千几百年的漫长历史 。

于中心地位的北京的创作者 、 艺术家们建立 了互相 然而 ， 如果我们冷静地来看待事物 的话 ， 事实

交流的网络 。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交流网络给象山竹 上
“

壁邪
”

和
“

角形器
”

都只不过是考古遗物而

根雕带来了很大的影 响 ， 并渐渐成为地方上竹根雕 已 。 毫无把它们作为根艺前期作品 的根据 ，
其结果

发展的
一

种动力 。 是跨越不了推测 以及阐释的这个阶段的 。 依据文献

从 年代初期开始 ， 在北京因为有很多根雕 以及其他的史料的
“

历史
”

的
“

证实
”

也是同样 ，

爱好者们的努力 ， 积极地推进了把
“

根的雕刻
”

即 全然没有把用根制作的器物可以 用来作为根艺的依
“

根雕
”

进行提高和发展 ， 使之成为
“

根的艺术
”

据 。 而且 ， 就是从
“

根艺
”

这个称谓以及其艺术门

即
“

根艺
”

的
“

三步走计划
”

。 根雕爱好者们设立 类本身 ， 也是近几年产生 出来的这个事实来考虑的

了
“

学会 ， 依靠美术届著名人士的指导 ， 在接受 话 ， 说其没有根据也是当然之事了 。 现在被解读出

政府部门的支援和帮助的同时 ， 使
“

根雕
”

转化成 来的根艺的历史 ， 只不过是把既存的文物以及事物

为听起来似乎具有更高水平的髙层次艺术
——

“

根 在根艺这个新的艺术门类之中进行再配置而 已 。 可

艺
”

。 而且 ， 这种艺术被进一步推而广之 ， 在分散于 以说这就是对根艺 的历史的建构 。 表 明作为
一

门艺

全国各地的根雕以及根雕创作者的逐渐整合而成长 术具有数千年正统历史的这些解读 、 言说 ， 是在
一

的过程中 ， 在地方上创造的民间美术被赋予了作为 九八 年代以后的根艺创造活动过程中 ， 被战略性

中国美术 根艺之一部分的正统性 。 但是 ， 反过来 地生成出来的 。

在另
一个方面 ， 因为地方上的民间美术被纳人到 了 根据很多根雕美术志 、 根雕人门指南书等资料 ，

根艺这个范畴之中 ， 对于
“

中央
”

来说 ， 也就获得 根艺的历史被认为是跨越二千几百年的时光 ， 直到

了把地方的民间美术进行整合的权威 。 这样的结果 ，
今天还在连续不断地被继承着的 中 国 的

“

传统文

使地方与
“

中央
”

这两者之间结成了不可分的相互 化
”

。 当然 ， 根的雕刻本身 自古 以来就存在 ， 其历史

关系 ， 并作为
一个整体共同得到了发展 。 可谓悠长久远 。 但是 ， 把它认识成为一种艺术 ， 作

在
“

根的雕刻
”

作为艺术被确 立的
“

中央
”

集 为一种确定而独立的艺术类型在 中国 的传统艺术之

权化 、 组织化 、 权威化 、 制度化的过程中 ，

“

根雕
”

中 占据地位 ， 如果从这一方面来进行思考的话 ，

“

根

这个称呼被改称为
“

根艺
”

， 而
“

根艺
”

这个新称 艺
”

这个表达其本身应该是一个较新的概念 。

谓也获得了社会的正统性 ，
逐渐为很多根雕创作者 竹根雕 ， 可以说是因为跨越

“

中 央
”

与地方之

们所广泛使用 。 在这样的根艺创造活动 中 ， 与根雕 间的多样化的行为相关者们复杂而能动的相互作用 ，

以及根艺相关的人们在过去的时代中寻求与根艺相 而被创造出来并得到发展的 。 并且 ， 围绕着作为艺

关联的美 ， 并以此作为实证的根据 ， 继而创造出 了 术的
“

美
”

， 它的市场经济化以及观光化这些改革
一

个具有体系化的根艺的历史 。 开放以后出现的社会状况的变化 ， 使其作为商品的

根艺被形容成为是
一

门
“

年轻而又古老的艺
“

美
”

也得到 了确立 ， 同 时 ， 因为这种
“

美
”

的流

① 译注 ： 日 文原文的
“

中央
”

’ 在本文中可理解为在北京的或政府 、 国家的有关的人员力量。



民闾文化论坛 非物质文化的创造

通路径以及它的消费者的 出 现 ， 又进一步地加速了 如果我们要思考的是在现代社会中 的文化的状态时 ，

竹根雕的发展 。

“

民俗文化的利用 （

“

已是不可

避免 ，

“

民俗文化的发明 （

”

也

四 、 对非物质文化创造的评价 并不
一

定是能够被否定的事物 。 于是 ， 为了什么为

了谁应该怎样来利用 、 应用 以及创造非物质文化 ，

以前的民俗学 ， 对于这样的非物质文化的创造 这些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

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 不 ，
也许可以说比之更甚 ， 现在 ， 被我们所关注的并承认其价值的非物质

甚至反而是以否定的态度看待这样的创造的 。 比如 ， 文化遗产也是曾经被创造出来的事物 。 它是因 为人

曾经对美国近代民俗学 的发展竭尽全力 的 类而生成出来的人为的产物 。 而且
， 即使在现代社

等 ， 这样的在历史过程中被创造出来 会之中非物质文化也是在持续不断地产生 出来 ，
而

的 民 俗进 行观察之后 ， 也许就 会反 感地称其为 对于这个产生的过程 ， 是我们民俗学研究者必须进

伪民俗
”

卩巴
！ 但是

，
这

一

步加以关注的 。 这样来说 ， 我们应该认为不仅仅

样的思考方法 ， 是对在 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之中 是保存 、 保护非物质文化 ， 以及进一步地以宣传 、

所特有的
“

变化的特性
”

② 的无视 ， 并体现了怀抱 弘扬和振兴为宗 旨的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 ，

“

存在着可称为
‘

真正
’

的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 也正是产生某种新的非物质文化的一个过程。

而这才是有价值的
”

这种幻想的本质主义的民俗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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