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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戏曲》

前言

人生活于文化之中，正像人离不开空气一样。《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无论汉语“文化”一词是否由此而来，这段话至少说明，我们的祖先向来对文化的重要性
有十分清楚和极其深刻的理解。文化确乎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根本标志。人创
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是文化的动物。    从文化本身来说，相当长
一段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可以粗略地、也是相对地划分为两大分流，即所谓上层文化(或称高层文化、
雅文化、精致文化⋯⋯)和下层文化(或称基层文化、底层文化、低层文化、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是
人民群众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化，因为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民间文化同时也是最
年轻的文化，因为它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口碑之中。民间文化还是整个社会文化的
基础，并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上层文化往往是对民间文化选择、改造和精致化的结果。    民间文学
、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中最富色彩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人类创造的一切艺术中，生命最活跃，涉及
最广泛。它以古朴纯真的艺术手段，反映着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理想和追求。它的无数珍品，是当
之无愧的美的典范。没有了它，人类将失去多少童真的回忆；没有了它，人类的爱祖国、爱家乡将会
缺少多少实际可感的具体内容；没有了它，人类的欢乐、悲伤也将变得干枯而平淡；没有了它，人类
将会失掉多少生活的甘美和幽默⋯⋯    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战略举措。我们作为受到农民兄弟哺育和培养的知识界、文化界，有
义务用学来的知识回报衣我食我的广大农村的父老乡亲，这不仅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耀
。    中国民俗学会在这项重要活动中，承担有关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约50种图书的撰写工作。我们组
织了学养很高的包括大批教授、研究员在内的专家队伍，来完成此项写作任务。他们在相关领域里，
学有所长，业有专攻，所有作者都以光荣志愿者的精神，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用生动活泼的文字，把
相关的准确而丰富的知识，呈献给农民兄弟和城镇社区的读者。完成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写作编书任
务，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件值得骄傲、值得自豪的事情。    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
传统，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善、美，是中华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是祖
国同胞沟通情感的纽带。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
巨大贡献。急遽变化的时代在淘洗着传统的民间文化。在当今时代，我们尤其有必要对我们丰富淳厚
、历史悠远的民俗传统立此存照，将其中的优秀部分及其真谛展示给包括农民兄弟在内的广大民众，
使他们对中华大地、对祖国同胞、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淳厚的民俗民风怀有更深刻的眷恋、热爱和崇
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创造的非常丰富而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幸事，也是我们的历史
责任。    我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民间文化之花越开越鲜艳，为我们祖国、为我们中华民族赢得
一个永恒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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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戏曲》

内容概要

《民间戏曲》为《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之一，介绍了中国民间戏曲的有关内容，主要包括民间戏曲的
历史发展、民间戏曲的重要种类、民间戏曲的演出习俗、民间戏曲与民俗活动等内容。
一个人从在胎中孕育直到死去，甚至到死去很久很久，都始终处于民俗的环境中民俗像空气一样是人
们须臾不能离开的，对于民众社会来说民俗又是沟通情感的纽带，是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范行为的
准绳是维系群体团结的黏合剂，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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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戏曲》

作者简介

孙红侠，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戏曲。在《中国戏
剧》、《戏曲艺术》、《中国文化报》等期刊报纸上发表文章及评论十余万字。曾获中国艺术研究院
院科研之星奖、优秀博士毕业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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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戏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民间戏曲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劳动之音——民间戏曲的源头　第二节 杂剧和院本——民间戏
曲的初级形态　第三节 宋元南戏——民间戏曲的成熟阶段　第四节 花部乱弹——民间戏曲的勃兴壮
大第二章 民间戏曲的重要种类　第一节 秧歌戏　第二节 道情戏　第三节 花鼓戏　第四节 花灯戏　第
五节 采茶戏　第六节 二人台与二人转　第七节 皮影戏　第八节 木偶戏 第三章 民间戏曲的演出习俗　
第一节 戏神的崇拜　第二节 戏班的组成　第三节 演出的程序　第四节 戏班的班规　第五节 戏俗的解
读第四章 民间戏曲与民俗活动　第一节 民间戏曲与岁时节日民俗 　第二节 民间戏曲与民间宗教祭祀
民俗　第三节 民间戏曲与人生仪礼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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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戏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前面提到了明代传奇的繁盛。传奇的繁盛是与一种声腔的发展紧密相连的，这种声
腔就是昆山腔。昆山腔产生于江苏昆山，产生的初期也是村坊俚曲和市井小调，后来有一个叫魏良辅
的人对这种昆山的民间音乐进行了改造。改良之后的昆山腔形成了流丽悠远、清新绵长的独特风韵，
被形象地称为“水磨调”。使用昆山腔表演的戏曲在明代是受到整个社会从上至下的喜欢爱好的，但
是在文人不断的雅化之下，昆曲的剧本因为讲究用词和格律而变得越来越让普通的百姓难以读懂看懂
，进入清代以后昆曲就因为失去了普通观众的原因而逐渐呈现衰落的趋势。 清代中叶，各种地方戏兴
起，比起昆曲的“雅”来，这些地方戏显得杂乱而鄙俗，因而被文人鄙视地称为“花部”或者“乱弹
”。这个称谓当然是很不科学的。花部的“花”是杂乱的意思，除了鄙视的含义以外，也是在形容这
一时期的地方戏如雨后春笋一样的种类繁多。 花部戏曲和以昆曲为代表的雅部戏曲开始的第一回合的
较量是在清朝乾隆初年。江西境内的弋阳腔进入北京演出，为了适合北京观众的口味而改用北方的方
言演唱，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声腔，这种新的声腔唱腔高亢挺拔，所以被称为“高腔”，又称“京
腔”。京腔在北京的演出改变了昆曲在京城一花独秀的局面，人们争相观看，甚至最高统治者也喜欢
上了它并将其引入宫廷表演。可以说，京腔与昆腔的第一个回合打了一个平手。 花、雅的第二次交锋
也是在乾隆年间，这次是秦腔与京腔争胜。乾隆四十四年，即公元1779年，秦腔艺人魏长生进入北京
演出。魏长生擅长演出《滚楼》等花旦的做工戏，魏改革旦角的头饰，使之更为美观，加之身段优美
、表演细腻，让北京的观众大开眼界，一时间万人空巷前往看魏。朝廷见此不得不下诏禁止魏的演出
，于是魏长生被迫离开京城前往苏州演出。不管怎样，魏长生进京的演出扩大了秦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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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戏曲》

编辑推荐

《中国民俗文化丛书:民间戏曲》是由孙红侠编著，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戏曲简介，旨在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中华民俗是炎黄子孙沟通情感的纽带，是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范行为的
准绳，是维系群体团结的黏合剂，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在民俗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
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化创造、民族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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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戏曲》

精彩短评

1、知识普及性质的书
2、当当网的书，送到家门前，好。但是，书的数量和种类不如孔夫子旧书店多，请注意赶上去。
3、泛泛的谈论民俗化的戏曲,浅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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