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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文章    伴随着新世纪的开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走过了十几个年头。
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健康发
展的良好局面。
    首先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初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社会的广泛参与下，在各级文化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机制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来，并已发展为比较健
全的四级名录保护体系和传承人保护制度。
在进行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的基础上，国务院已公布了三批共12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文化部公布了三批148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各省、市、自治区也公布了省级保护名录项目8566项，代表性传承人9564名。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从十多年前的单个的项目性保护，走上了整体性保护、科学保护和依
法保护阶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和保护的意义越来越被人们所普遍认知和理解，人们越来越珍视优秀传统
文化，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注程度、参与热情越来越高，全社会已经逐步形成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
保障。
围绕着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规章制度
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现在，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了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方法和方针、原则逐步完善和确立。
在总结保护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逐渐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恒定性和活态流变性的
基本衍变规律。
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既不是使它凝固不变，也不是人为地使之突
变，而是要让它按照自身的规律去自然衍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遵循其本体规律。
近些年来，我们提出的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多种针对不同类型项日实施的保护原
则与方法，在保护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
同时，在准确认识、总结和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特征的基础上，确立了保护工作的十六字方针：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确立了保护工作的原则：“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保护方针和原则的确立，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是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机构队伍基本建立。
截至2011年，不包括地方财政资金投入，仅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14.3876亿元
；2012年，中央财政转移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增长至6.2298亿元。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成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叶l心，16个省、市、自治区文化厅（局）
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和队伍基本建立。
    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
近十年来，北京和全圉各地陆续举办了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及保护成果展，对于社会公众
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意义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近两三年来，主要的展演活动如2009年文化部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
展”，2010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巧夺天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名工艺美术大师技艺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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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师徒同台展演”，2012年年初文化部等部
门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等都引起轰动，增强了公众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和参与意识。
    六是国际合作和交流不断加强。
2004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第一批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
我国在四川成都成功举办了三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
截至2011年11月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总数达36项，成为世界上人
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2012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培训中心在中国（北京）正式成立，
这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
    在充分肯定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然
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继乏人、生存濒危的境况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仍
存在传承人年老体弱，人走歌息、人亡艺绝的现象；在保护工作中，重开发、轻保护、轻传承的问题
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度开发、盲目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现象仍有发生；一些地方对保护工作
认识不到位，保护工作不落实的情况依然存在。
因此，我们应该头脑清醒，思想明确，进一步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认真
研究解决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真抓实干，从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扎实、深
入的开展。
    最近，文化部主要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规划的实施及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国家
级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情况，以及保护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三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督促检查，以便找准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调整。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把各项保护措施落到实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就会越做越好。
    在概要回顾总结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情况和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一个
问题，那就是我们保护工作的基础，或者说我们科学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规律，不断取得
保护工作成绩的基础是什么，我想，首要的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科学认知。
今天，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整体性保护的情况下，更需要继续对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进行认
真、科学的梳理和分析，进一步探究它的文化渊源，揭示它的价值，总结它的存在形态和演变历程，
以及研究如何在把握本质规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保护。
这样的调查、分析和梳理，可以充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精粹性及其杰出的文化、艺术、历史和科学价值，由此引导人们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
及其保护工作，逐步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自觉，关注、重视或主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中来。
正是基于此，我们组织专家学者或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者编撰出版了这套“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200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也曾邀我主持编撰一套“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迄今已出版二十多本。
这次经作者重新修订后纳入现在这套丛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其项（书）目的选择，则是根据
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确定，每个项目独立成书，分批出版。
第一辑收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项，内容涉及传统音乐、传统戏曲、传统工艺、传统技艺等
多个领域。
它们形式各异，但都以其厚重的历史、鲜明的特征在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中留下了鲜明的烙印，并长
久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精神特质乃至生活方式；如同一朵朵奇葩，千姿百态、绚丽斑斓，与
其他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悠久博大、辉煌壮丽。
    这套丛书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都是该项目研究的专家学者或项目的传承人，其中不少作者是项目
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
他们根据自己多年的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本着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精神，详尽梳理每一个项目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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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源和沿革流变、分布区域和存续状况，细致描述它们的呈现形态，包括风格流派、技艺特征及其代
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作品，并对其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价值进行深入的阐发。
这套丛书力图以学术的权威性、叙述的准确性和可读性成为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优秀读物，它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中国渎者认识和了解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也为世界人民认识和了解
中国文化打开一扇窗口。
    是为序。
    201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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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安顺地戏》不仅有助于读者认识与接近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
产，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而且必将激励当代人通过对这些民族文化遗产的认识与保护，将中国的优
秀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紧密连接起来，开创中华民族更为灿烂的未来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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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三下河东》之“三女归宋”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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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 安顺屯堡和屯堡人 第三节 安顺屯堡人与屯堡文化 “屯堡”一词最早出现在
清朝咸丰元年（1851）纂修的《安顺府志》上，载“郡民皆寄籍，唯寄籍有先后。
其可考据者，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
当时之官，如汪可、费寿、陈彬、郑琪作四正，领十二操屯军安插之类，散处屯堡各乡。
家口随之至黔”。
这段史料记载了朱明皇帝为实现大明江山一统，将征南军队和填南民众移驻贵州黔中的史实。
 正如上文所述，贵州的开发始于明代。
自春秋战国至唐宋，安顺一带主要是以布依、苗、仡佬、彝等各民族组成的部落、方国臣服于中央统
治。
朱元璋为打击元末势力实施两次调北征南后，仍时有民族反抗的烽火燃起，严重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
。
军事镇压难以制服各部落、方国，朱元璋不得不采纳大臣的意见，施以征剿与安抚相结合的策略，除
设卫置官外，在全面推行屯田制的同时，将军队的大部分以军籍世袭的形式留驻，“家属随之至黔”
。
按三比七的比例，三成军队驻扎城镇，以军事行动为主；七成军队屯驻农村，战时为兵，平时务农。
总旗每人领种田地24亩，小旗每人领种20亩，屯军每人领种18亩，并发给耕牛、种子、农具，就地立
寨安居。
不久，又以“调北填南”的举措，从中原、江南等省强行征调大批农民、工匠、役夫、商贩、罪犯等
迁来黔中，同样发给帑银、农具、土地、种子、耕地等，以三年不纳税的优惠政策，就地聚族而居。
如此，屯军与移民一起，形成了军屯军堡、民屯民堡、商屯商堡，构成安顺一带数百座独特的汉族村
寨——安顺屯堡，并与周边的少数民族部落杂居相处，成为“军堡鸣笳近，蛮夷荷戟多”（明人杨慎
诗）的奇特景象。
生活在这一社会区域的人，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特殊的生活环境、特别的民风习俗、特有的艺术文
化，加之他们所居住的村寨又都是以带军事性质的屯、堡、官、哨、所、卡、旗等命名，如詹家屯、
白旗堡等，故此“迨制既废，不复能再以军字呼此种人，唯其住居地名未改，于是遂以其住居名而名
之屯堡人”（《安平县志·民生志》，安平即今之平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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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第一次看地戏表演，还是在稚童之时，那时叫“跳神”。
安顺地方风俗，大年初二要到祖坟上去祭奠拜年。
每年这一天，父亲就要带着我们几兄弟回老家大山村的祖屋住上几天。
记得是1947年回老家祭祖，一住就是五天。
新鲜感使我和乡下家门哥成天玩在一起，上山爬树，下田捉虫。
听说邻村接了平坝天龙的来“跳神”，我缠着家门哥带我去看。
到了那里，人山人海根本无法挤进去。
还是比我大好几岁的家门哥用“扛马马肩”的方式，让我看了个痛快。
那些戴着“鬼脸壳”的人唱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只觉得打得热闹，好玩。
过了一会儿，两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小孩，也戴着小面具跳出来，咿咿呀呀地边唱边手拿小木刀比比
划划，那稚嫩清脆的童声，那灵活腾挪的身段，给我留下至今仍清晰的记忆。
    20世纪80年代，我在安顺地区文联工作。
1989年，安顺县（安顺市县合并前）举办首届地戏比赛，我以兼任地区剧协主席的身份参加了评委工
作。
这是我第二次看地戏演出。
这一次就大饱眼福了，不仅看到了几十个戏队的精湛表演，与很多戏友交上了朋友；更以一种对地戏
潜意识的喜欢，与地戏结下了不解之缘。
接下来，无数次地陪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韩国、日本等外国友人和北京、上海、中国台湾
的专家学者到过蔡官、詹家屯、九溪、麒麟屯、头铺、张官、周官、双堡等数十个村寨采风看地戏。
特别是环境戏剧学家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谢克纳、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诚、台湾“清华大学”教授
王秋桂、韩国假面艺术馆馆长柳济仁等世界知名人士一而再地来安顺采风作地戏调查，更深深触动了
我，也使我对这一家乡“土特产”从无知到略知，从一知半解到略知一二。
后来，又相继率领詹家屯地戏队参加上海国际舞美艺术节，到过台湾作一个月的文化交流演出。
触动颇深的是在上海戏剧学院演出后，我与《贵州日报》记者罗马一起拜访了学院院长、著名戏剧大
师黄贻钧先生，他的一席话对我有很大震动。
他认为“看了安顺地戏，中国的戏剧史应该重新写”，“安顺地戏可以说是中国戏剧的历史博物馆”
。
大师的如此评价，可见安顺地戏在中国戏剧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安顺地戏毕竟是农民的艺术，它的粗犷与简约，它的古朴与土俗，过去总不为商贾市民所青睐、文
人雅士所侧目，以一种自生自灭的形态留存在屯堡村落中。
我在与地戏和与地戏相关的人和事接触中，不断萌动着要把安顺地戏以文字资料的形式记载下来的心
愿。
也就从文联到文化局工作的阶段，有意识地收集了有关地戏的各种资料。
虽然也写过几篇研究文章，但总未能系统、完整地介绍安顺地戏。
2001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在完成了《安顺老房子》、《贵州图像人类学视野中的——安顺屯堡》
、《屯堡文化研究与开发》几本书的编著出版后，便着手《安顺地戏》一书的编著，此书后纳入“非
物质文化遗产丛书”计划，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心愿终可了结。
    2011年9月末的一天，我正忙于《安顺地戏本集》（共21部地戏谱书，约三百万字，将由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出版）的编校收尾工作时，接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编辑来电，告之《安顺地戏》一书
将由该社重新出版，请我务必于10月15日交稿。
有鉴于时间紧迫，原书中所留下的遗憾，本可借此机会给予弥补，但也只能就某些章节小作适当增删
了。
此次增加的署名图片，填补了原书的某些不足，借此对提供图片者表示衷心感谢。
    安顺地戏曾经辉煌过数百年，屯堡人所经营固守的这块文化孤岛，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今后怎样
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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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这一代人把它记载了下来，让人们知道在中国文化长河中总还有这么一朵浪花吧！
    2008年3月15日    2011年10月10日修改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安顺地戏-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编辑推荐

　　伴随着新世纪的开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走过了十几个年头。
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健康发
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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