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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国家、民族创造了绚丽多姿、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成了各自的传统
文化和文化传统，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千姿百态、异彩纷呈。
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为当代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出现了困境。
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已经成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方面。
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存和发展我们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使之有效地参与到当代社会发展进程
之中，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汹涌澎湃的现代化大潮中，重视抢救和保护传统文化，尤其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民族民间文
化艺术，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和重要的任务。
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各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损毁和加速消失，这会像许多物
种灭绝影响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影响文化生态的平衡，而且还将束缚人类思想的创造性，制约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及社会的全面进步。
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既是对各民族文化之根的追溯，也是保持文化发展延续性的前提，同时也为
现在与未来的文化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
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本土文化，倡导文化多样性，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促进
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防止盲目的、急功近利的、破坏性的开发，已成为许多国
家的共识。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愿意与各国交流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探寻国际合作的方式，
促使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不断推进。
传统文化的保护，既包括物质形态的传统文化，也包括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文化。
目前，关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协作机制和国内立法已经比较完备，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
面，有专门国内法的国家还很少，国际间的合作也还很不够。
值得赞赏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充分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并且已经
开始努力推动世界性的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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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之一，全书共分5个章节，主要对正字戏的基础知识作了介绍，具体
内容包括正字戏渊源与概况、正字戏声腔与伴乐、正字戏传统剧目、正字戏表演特色、正字戏著名演
员。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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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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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因为2007年“文化遗产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珍稀剧种展演
”，催生了这本书。
如今，耗时一年多撰写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正字戏》一书即将付梓，真是感慨万千。
首先要说的是感谢。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国家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本丛书的主编王文章先生的重视和关怀，得到了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汕尾、陆丰两级党政和
广东潮剧（正字戏、白字戏、西秦戏）改革与发展基金会的高度关注，得到了广东省艺术研究所、陆
丰市委宣传部、海丰县档案馆、陆丰市档案馆、碣石玄武山管委会的大力支持。
在此，谨表深深谢意！
编写本书不少同志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使我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首先感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郑长铃副主任对我的信任，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周向潮先生、
张彦能先生对我的支持。
本书初稿文字部分的打字由郑木恭负责，所用的图片资料，早期由陈鹏飞帮助拍摄了一部分，大部分
图片由黄贤嘉、李燕圣下乡拍摄。
在音乐唱腔方面，前期得到潮剧音乐研究员郑志伟的启发；在音乐资料方面得到正字戏剧团作曲秦钦
、司鼓林炳焕等人的帮助；在寻觅正字戏老前辈艺人的资料等方面，郑守治给予帮助。
他们的帮助和支持都是无私的。
在这里，我深深道声谢谢。
本书内容涉及较全面，从正字戏的历史渊源、声腔与伴乐、传统剧目考略、各行当演变与表演特点，
到机构、演出习俗，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正字戏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笔者均深入走访在世艺人，搜集
正字戏历代名伶宗师存留资料，研读古曲残本和馆藏史料，认真考证，着笔谨慎，力求准确、全面。
但由于笔者学识有限，加之编写时间仓促，难免有纰缪，衷心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写本书，谨向为正字戏事业付出辛勤与努力的历代艺术家、先辈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编写本书，只为让世人对这个600多年来偏隅粤东一带的南戏遗响一一正字戏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从而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心。
编写本书，为感谢那些长期以来关心、帮助、支持正字戏事业发展的各界热心人士。
编写本书，为激励那些为正字戏的传承与发展而默默耕耘着的人们，更期盼着正字戏这朵艺术百花园
中的奇葩能够越开越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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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正字戏》：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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