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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吉祥画与传说 

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吉祥”可谓人 

们熟知且十分喜爱的字眼，它往往喻示 

着人们 良好的祈求、美好的憧憬和善良 

的祝福，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幸福。因此， 

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吉祥为主体的词 

句、对联等尤为丰富。但是最为突出的 

还是各种 图形 、标志的吉祥图案。 

吉祥图案作为我 国历史文化传统 

中的一种文艺表现形式，与人们的生 

活、习俗以及文化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 

关联。它的起源可以追朔到原始社会的 

部落图腾以及 当时一些器皿上的装饰 

性图案。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一些装 

饰性的图形逐步完善，构成具有某种寓 

意的标志或象征，产生相应固定的表现 

形式，这便出现 了吉祥图案。 

唐三彩 ，C】一1y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经济上繁荣兴盛，文化艺术上群芳争艳， 

唐三彩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一种彩陶工 

艺品，它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 

有生活气息而著称。 

唐 三彩 的制作 工 艺十分 复杂。 首 

先要将 开采来 的矿土经过 挑选 、舂 捣 、 

淘洗 、沉 淀 、晾干后 。用模 具 作成 胎入 

窑烧制 。 

釉烧出来以后，有的人物需要再开 

脸 ，所谓的开脸就是人物的头部仿古产 

火把节 

火把节是彝族、白族、纳西族、拉祜 

族、哈尼族、普米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 

彝族、纳西族、基诺族在农历 6月 2O 

日举行，白族在 6月 25举行，拉祜族 

在 6月 20举行，节期为 2—3天。 彝 

族认为过火把节是要长出的谷穗像火 

把一样粗壮，后人以此祭火驱家中、田 

中鬼邪，以保人畜平安。节庆期间，各族 

男女青年点燃松木制成的火把，到村寨 

田间活动 ，边走边把松香撒 向火把 照天 

祈年，除秽求吉；或唱歌、跳舞、赛马、斗 

牛、摔跤；或举行盛大的篝火晚会，彻夜 

狂欢。现在，人们还利用集会欢聚之机， 

进行社交或情人相会，并在节 日开展商 

贸活动。 

北京皮影 

皮影戏是中国的一门古老传统艺术， 

老北京人都叫它“驴皮影”。千百年来，这 

门古老的艺术，伴随着祖祖辈辈的先人 

们，度过了许多欢乐的时光。皮影不仅属 

于傀儡艺术，还是一种地道的工艺品。它 

是用驴、马、骡皮，经过选料、雕刻、上色、 

缝缀、涂漆等几道工序做成的。皮影制作 

考究，工艺精湛，表演起来生趣盎然，活灵 

活现。 

皮影艺术给北京的文艺舞台增添了 

古色古香的品味，它深受北京人，特别是 

老人和小朋友的喜爱。北京皮影继承了西 

派皮影艺术的特色，善演神话、武打和寓 

言剧，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有几十出，都 

以唱腔委婉、表演细腻而著称。皮影不仅 

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外国朋友也挺着迷。 

很多精美的皮影人被国外博物馆收藏。目 

前，古老的皮影艺术正焕发着青春的活 

力，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把人们带入 

一 个完美的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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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是不上釉的，它要经过画眉、点唇、画 中国姓氏的由来 遮住双脚，称为“扫地旗袍”。原先能遮 
头发。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一件唐三彩 住手腕的旗袍袖子缩短至肘部。以后 

的产品就算完成了。 在上古三代
， 姓和氏不是一码事。 袖长越来越短，缩至肩下两寸，l936； 

唐三彩的造型丰富多彩，一般可以 氏是从姓那 儿派生出来
。

从汉代开始， 年后几乎无袖。 

分为动物、生活用具和人物三大类，而其 姓氏混而为
一

。 现代我们中111人的姓， 
中尤以动物居多。 大部分是从几千年前代代相传下来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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