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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华国粹》

前言

2001年，泰山出版社编纂、出版一部千万言的大书：《中华名人轶事》。当时我应邀撰一序言，认为
这部书“为我们提供了开发我国丰富史学资源的经验，使学术资料性与普及可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也可以说是新世纪初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次有意义的探讨”。我觉得，这也可以用来评估这部《阅
读中华国粹》，作充分肯定。且这部《阅读中华国粹》，种数100种，字数近2000万字，不仅数量已超
过《中华名人轶事》，且囊括古今，泛揽百科，不仅有相当的学术资料含量，而且有吸引人的艺术创
作风味，确可以说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即国粹的经典之作。    国粹者，民族文化之精髓也。    中华民
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依靠勤劳的素质和智慧的力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从文学到艺术，从技艺
到科学，创造出数不尽的文明成果。国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示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渊源以及
技艺发展轨迹，这些都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梁启超在1902年写给黄遵宪的信中就直接使用了“国粹
”这一概念，其观点在于“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当时国粹派
的代表人物黄节在写于1902年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中写道：“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
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里，也提出了“用国粹激动种性”的问题。    1905年《
国粹学报》在上海的创刊第一次将“国粹”的概念带入了大众的视野。当时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为应对西方文化输入的影响，他们高扬起
“国学”旗帜：“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
奴。奴于外族之专制谓之国奴，奴于东西之学，亦何得而非奴也。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于是
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章太炎：《国粹学报发刊词》)    经历了一
个多世纪的艰难跋涉，中华民族经历着一次伟大的历史复兴，中国崛起于世界之林，随着经济的发展
强大，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    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学已是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学。特
别是当前新世纪，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更有大的发展，我们就更有需要全面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
精华，加以宣扬和传播，以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予以重新认知和用心守护。    因此，这套图
书的出版恰逢其时。    我觉得，这套书有四大特色：    第一，这套书是在当下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
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重视学术资料性，约请各领域专家学者撰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煌煌百种
全面系统阐释中华国粹。同时，每一种书都有深入探索，在“历史——文化”的综合视野下，又对各
时代人们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作具体探讨。它既是一部记录中华国粹经典、普及中华文明的读物，
又是一部兼具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中华文化典藏之作，可以说是学术性与普及性结合。这当能使我们现
代年轻一代，认识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感受中华国粹之独特魅力，进而弘扬中华文化，激发爱国主
义热情。    第二，注意对文化作历史性的线索梳理，探索不同时代特色和社会风貌，又沟通古今，着
重联系现实，吸收当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鲜知识，形成更为独到的研究视野与观念。其中不少
书，历史记述，多从先秦两汉开始，直至20世纪，这确为古为今用提供值得思索的文本，可以说是通
过对各项国粹的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总结规律，并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发展策略。    第三，既有
历史发展梳理，又注意地域文化研索。这套书，好多种都具体描述地方特色，如《木雕》一书，既统
述木雕艺术的发展历程(自商周至明清)，又分列江浙地区、闽台地区、广东地区，及徽州、湘南、山
东曲阜、云南剑川，以及少数民族的木雕艺术特色。又如《饮食文化》，分述中国八大菜系，即鲁菜
、川菜、粤菜、闽菜、苏菜、浙菜、湘菜、徽菜。记述中注意与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相结合，确能引
起人们的乡思之情。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整体，但它是由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所组成和融汇而
成。不同地区的文化各具不同的色彩，这就使得我们整个中华文化多姿多彩。展示地区文化的特点，
无疑将把我们的文化史研究引向深入。同时，不少书还探讨好几种国粹品种对国外的影响，这也很值
得注意。中华文明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已经形成一种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形象，现在这套书
所述，对中外文化交流提供十分吸引人的佳例。    第四，这套书，每一本都配有图，可以说是图文并
茂，极有吸引力。同时文字流畅，饶有情趣，特别是在品赏山水、田园，及领略各种戏曲、说唱等艺
术品种时，真是“使笔如画”，使读者徜徉了美不胜收的艺术境地，阅读者当会一身轻松，得到知识
增进、审美真切的愉悦。    时代呼唤文化，文化凝聚力量。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社会
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建设。我们当遵照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力发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我们希望这套国粹经
典阐释，不仅促进青少年阅读，同时还能服务于当前文化的开启奋进新程。铸就辉煌前景。    2011
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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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依靠勤劳的素质和智慧的力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从文学到艺术，
从技艺到科学，创造出数不尽的文明成果。国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示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渊
源以及技艺发展轨迹，这些都是民族智慧的结晶。《阅读中华国粹》丛书囊括占今，泛揽百科，不仅
有相当的学术资料含量，而且有吸引人的艺术创作风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颜培金编著的
这本《青少年应该知道的木偶戏》就是其中一册。
    《青少年应该知道的木偶戏》共分七章，内容包括：中国木偶戏概说，中国木偶戏艺术特色，八闽
地区木偶戏，岭南地区木偶戏，西南地区木偶戏，北方地区木偶戏，江渐地区木偶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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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木偶戏概说  第一节  木偶戏的起源    一、我国最早的木偶    二、木偶戏与古代巫术活动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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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术  第二节  莆田莆仙木偶戏    一、简要描述    二、历史源流    三、艺术特色    四、传承价值  第三
节  泉州提线木偶戏    一、简要描述    二、历史源流    三、艺术特色    四、传承价值  第四节  晋江布袋
木偶戏    一、简要描述    二、历史源流    三、艺术特色    四、发展现状  第五节  漳州布袋木偶戏    一、
简要描述    二、历史源流    三、艺术特色    四、传承价值  第六节  台湾布袋木偶戏的发展    一、战前时
期    二、金光布袋戏时期    三、无线电视布袋戏时期第四章  岭南地区木偶戏  第一节  粤西杖头木偶戏  
 一、简要概述    二、单人杖头木偶戏    三、中型杖头木偶戏    四、大型杖头木偶戏    五、高州木偶戏    
六、杖头木偶戏的现当代发展  第二节  海南杖头傀儡戏    一、历史源流    二、艺术特色    三、临高人偶
戏  第三节  广东提线木偶戏    一、历史源流    二、艺术特色    三、五华提线木偶戏  第四节  潮州铁枝木
偶戏    一、简要描述    二、历史源流    三、艺术特色    四、发展现状第五章  西南地区木偶戏  第一节  
川北大木偶戏    一、简要描述    二、历史源流    三、艺术特色    四、传承意义  第二节  石阡木偶戏    一
、简要描述    二、历史源流    三、艺术特色    四、传承价值    五、发展现状  第三节  邵阳布袋戏    一、
简要描述    二、历史源流    三、艺术特色    四、传承价值  第四节  邵东木偶戏    一、简要描述    二、邵
东木偶的基本结构    三、邵东木偶的操纵方法    四、表演剧目和唱腔音乐    五、传承意义第六章  北方
地区木偶戏  第一节  合阳提线木偶戏    一、简要描述    二、历史源流    三、代表人物    四、艺术特色    
五、发展现状  第二节  辽西木偶戏    一、简要描述    二、艺术特色    三、表演特点    四、发展现状  第
三节  北方其他地方木偶戏    一、山西孝义木偶戏    二、甘肃永登木偶戏    三、甘肃张掖木偶戏    四、
河南新蔡扁担戏第七章  江渐地区木偶戏  第一节  泰顺药发木偶戏    一、简要描述    二、艺术特色    三
、制作艺人    四、发展现状  第二节  平阳木偶戏    一、简要描述    二、历史发展    三、演出形式    四、
艺术特色    五、著名艺人  第三节  定海布袋木偶戏    一、简要描述    二、艺术特色    三、历史传承  第
四节  江苏地区木偶戏    一、泰兴杖头木偶戏    二、扬州木偶戏    三、卸甲布袋木偶戏    四、兴化提线
木偶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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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说唐明皇“游月宫”时，羡慕天上仙乐。命乐师按其旋律谱成《霓裳羽衣曲》，因排练演奏时缺少
一名吹箫的乐官。正在愁眉不展，忽有乐官奏禀，闽中莆田有一名精通韵律、能歌善舞的神童雷海青
，无论任何乐器他都能奏出美妙的音乐，不管什么曲谱他都一看就会演奏，就立刻派人日夜兼程，南
下寻访，宣召雷海青人宫，殿试取用。雷海青应召赴考，一举中了探花，皇后亲自为他簪花。海青拿
起玉箫，当殿吹起悠扬悦耳、优美动听的《霓裳羽衣曲》。满朝文武百官和乐师名优们听了。拍手喝
彩，齐声叫绝：唐明皇当即恩赐雷海青状元及第，并封他为翰林院大学士，钦赐御酒饮宴奖赏。    雷
海青为人豪爽，忠心耿耿，又才华横溢，唐明皇十分器重，任命他为掌管宫廷歌舞的伶官和梨园戏剧
的教官。他精研戏曲，通晓乐理；身居大唐乐府著名乐师，依然不耻下问，对音乐歌舞精益求精，把
莆、仙各地流行的十音、八乐、大鼓吹和俚歌、山里诗等等民间音乐、曲艺节目引进了宫廷，又在宫
中专攻琵琶弹奏，终成名震天下的一代琵琶高手。    唐天宝十四年秋，节度使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叛变
，占洛阳，人潼关，攻陷长安城，逼走唐明皇，把雷海青以及教坊梨园子弟和宫廷乐官三百余人都掳
进洛阳城，在凝碧池设宴庆功，令雷海青和众乐官弹奏琵琶宫乐，叫宫娥妃嫔歌舞助兴，以显示他的
威风。雷海青手抱琵琶，义愤填膺，与梨园旧人相对黯泣，久久不肯动手演奏，又痛斥安禄山之罪恶
，安禄山恼羞成怒，喝令手下用刀剜雷海青的嘴唇，雷海青仍骂不绝口，安禄山急令将其舌头割掉。
雷海青口含鲜血，忍着剧痛，拼尽全力将手中琵琶对准安禄山的头部掷去！安禄山当殿受辱，气急败
坏，立命刀斧手把雷海青绑到戏马殿前处死！顷刻之间，乌云密布，大雨倾盆。时为唐天宝十四年八
月廿三日(也有一些传说记载雷海青能文能武，安史之乱时奉旨领兵征战，最后战死沙场)。    安史之
乱平定以后，唐玄宗从四川避难归来，获悉了雷海青忠贞不屈的悲壮事迹，颁旨追赠他为“唐忠烈乐
官”、“天下梨园都总管”：唐肃宗时又加封为“太常寺卿”，受万民祀拜。传说，郭子仪率兵收复
长安都城时，与顽敌浴血战斗中，雷海青带领天兵天将，在空中助战，一举歼灭贼寇，夺回唐室江山
。南宋末年端宗皇帝被元兵追赶，从海道逃往莆田途中，突遇风暴袭击；万分危急之际，雷海青在天
上显圣，带神兵解难，海面风浪立时平静，君臣得以安然脱险：端宗惊魂稍定后，翘首仰望，但见云
端上有天兵、天将，帅旗上镶绣个“露”字，因“雨”头被云雾遮蔽了，只隐约露出下边的三个“田
”字，于是颁诏天下。大塑金身，赐名“田公元帅”，四时香火供祭。    田公元帅有文身、武身之别
，武身为立式，红脸红袍，头顶打两条辫子，嘴上画一只螃蟹，两旁有风火二童，一佩弓，一执鹰。
前有“灵牙将军”，狗头人身，手执令旗。文身为坐式，金面金身，头戴“金圣冠”。目前供奉田公
元帅的庙比较出名的是：位于莆田市荔城区拱辰村头亭的瑞云祖庙，内有《志德碑》记载了莆仙戏史
以及艺人生活等：位于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石狮村的凤来宫，又称元帅宫、馆后宫，凤来宫原保存有
两通皆为“辛未年”的碑刻，碑的额题分别为“玉封都察院忠烈元帅田谕”、“玉封探花府忠烈元帅
田谕”，内容均记载唐乐工雷海青忠烈和安史之乱事，及当地繁盛的行傩、巡游等民俗活动。另外，
还有位于南安市罗东镇坑口村坑口宫、福州文藻山下的元帅庙、闽东的三沙元帅宫等，坑口是传说中
田公元帅的出生地，坑口宫的分灵宫庙遍布闽南。    五、月皇的传说    传说月皇原是春秋战国时期楚
庄王的一个老臣。有一次，月皇受命于楚庄王，领着戏班到民间演出，因也想登台演戏，但又碍于自
己是朝廷重臣。怕人耻笑，就用木头制作成偶像，穿上衣服。挑出来让人观看。因发明了木偶戏，月
皇成了这一行的祖师爷。    P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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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的木偶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品种繁多，技艺精湛，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少年儿童的
喜爱。如今木偶戏已从民间走向专业化，造型也更具现代气息。由颜培金编著的这本《青少年应该知
道的木偶戏》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带领广大青少年去认识、了解木偶戏文化。全书共分七章，内容
包括：中国木偶戏概说，中国木偶戏艺术特色，八闽地区木偶戏，岭南地区木偶戏，西南地区木偶戏
，北方地区木偶戏，江渐地区木偶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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