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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部包含美术、音乐、戏曲、舞蹈、曲艺等主要艺术门类的综合性的大型艺术通史。
全书按照中国历史发展顺序列卷，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宣统三年（公元1191年），共14卷，本卷为
第十卷明代卷上编，以大量翔实的图像、文献资料为基础，讲述明代表演艺术的演化发展，包括戏曲
、曲艺(说唱)、音乐、舞蹈诸门类。
本书对20世纪各艺术门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总结和集成，对21世纪艺术史研究具有很大启发，集
合了学术性、文献性、审美性和实用性四大价值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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