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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秦腔的广泛流传对各地戏剧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山西、河北、湖北、北京、安徽、湖南、四川、云
南、贵州、广西等地的梆子声腔剧种，往往都称“秦腔”或“梆子”，并用秦腔音乐。
鲁迅就曾在追述家乡绍兴戏时认为，“明末李自成闯荡天下是带着米脂的戏班子的，戏班子中有人流
落到绍兴，于是就有了绍兴戏，故绍兴戏要比毗邻的嵊县越剧刚硬得多，实是秦腔的旁支兄弟。
”    《中国秦腔》共10章，从秦腔历史、秦腔文学、秦腔音乐、秦腔表演、秦腔舞美、秦腔班社、秦
腔理论研究和秦腔的流播与影响等方面系统介绍和研究了秦腔的历史和现状，并有珍贵的图片资料200
余幅。
　　全书共50万字，并附有彩色及黑白插图200余幅，精美大气，书中除对秦腔作为中国戏剧的一支，
与其他戏种的同与异做了充分阐述外，还以翔实的历史资料，雄辩的论证语言，对秦腔的古老以及秦
腔在京剧及其他一些地方剧种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论证。
并特别指出，秦腔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京剧的形成，发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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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八千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人民齐吼秦腔”。
事实上，这种夸张为“吼”的古老剧种，曾对中国各个剧种都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由
于秦腔在明末广泛流传所造成的，而这种广泛流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李自成等多支农民起义
军的转战南北。
《中国秦腔》揭示了秦腔流传的重要因素。
　　秦腔的历史久远，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最早可追溯到3000年前的先秦时期，以后历代流传
，李白有诗“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
但直到明代中期，这个古老剧种主要流传于西北一带。
到明末清初，秦腔突然成为戏剧盟主，向东流传到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省，而且很快就流入江
南、华南等地，拥有东、西、南、北、中5个流派。
乾隆年间，名艺人魏长生3次赴京演出秦腔，轰动京师，“使京腔旧本置之高阁，一时观者如堵”。
从此，秦腔在北京扎下了根，与当时的“徽班”长期同台演出，最终形成了现代京剧。
　　《中国秦腔》书中认为，造成秦腔在明末清初大流传的因素，除了长期秦腔艺人不断的演出，秦
商不断走向各地的贸易，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不断从陕西爆发并发展到全国的农民战争，其中尤以李自
成起义为最。
　　据记载，李自成原来就是一个“乐户”，起义后，他领导的陕西农民起义军在转战途中都把秦腔
作为自己的文化宣传工具，随军演唱，畅述乡情民意，还在军中设立了秦腔剧团。
李自成进京后，当时京师盛行昆曲，有人献于李自成，被他拒绝，而令人演唱自己熟悉的秦腔，惬意
之处，还“拍掌以和之”。
另一位起义领袖张献忠，也在战争中经常“唱戏欢饮”，有时随陕北旧俗，一唱就是几天几夜。
正是这些农民起义军的南北转战，使秦腔广泛流布，进而出现有清一代的大盛行。
正是因为秦腔的流布与农民起义军的密切关系，后人曾评述“秦声激越，多杀伐之声”。
　　秦腔的广泛流传对各地戏剧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山西、河北、湖北、北京、安徽、湖南、四川
、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梆子声腔剧种，往往都称“秦腔”或“梆子”，并用秦腔音乐。
鲁迅就曾在追述家乡绍兴戏时认为，“明末李自成闯荡天下是带着米脂的戏班子的，戏班子中有人流
落到绍兴，于是就有了绍兴戏，故绍兴戏要比毗邻的嵊县越剧刚硬得多，实是秦腔的旁支兄弟。
”　　《中国秦腔》以近50万字、200幅图片再现了秦腔的历史与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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