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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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影，世人称之为“戏剧艺术的活化石”、“活的绘画”。
中国是皮影戏的故乡，十三世纪初，蒙古大军将皮影带到中亚，从此历经五个世纪，逐步由波斯传入
埃及，再传入土耳其，最终进入欧洲，并成为现代有声电影的前驱。
关中，指中国陕西的关中地区，或称关中平原、关中盆地，其范围西起宝鸡，东至潼关，南倚秦岭，
北临“北山”，渭河纵贯其间，东西长约360公里，西窄东宽，总面积约3.9
万平方公里，包括西安、宝鸡、成阳、铜川、渭南五市及杨凌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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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碗碗腔属于板腔体，分花音、平音、哭音，其腔调融合了北曲的铜牙铁板之声和
南曲靡丽婉转之音，从而形成了既擅细腻委婉、典雅清丽，又能激昂奔放、雄健豪迈、刚柔兼济的音
乐特点，唱悲苦戏凄婉缠绵，演征战戏则激昂刚健。
华县的碗碗腔皮影戏演出常与该县的另一声腔“眉户”连在一起。
眉户属曲牌联套体，用眉户演唱皮影戏的文字记载所见不多，据曾参加过张艺谋电影《活着》中皮影
演出、华县当今最著名的老艺人、现年77岁的潘京乐讲：华县过去有专门的眉户皮影戏班，用眉户演
唱本戏、折子戏，后来只唱折子戏，他本人就唱过，当地老百姓最爱听，现在唱得少了。
今年40多岁的艺人魏金全现在还常用眉户演皮影折子戏。
眉户曲调柔腻缠绵，尾音婉转起伏，不绝如缕，极富抒情色彩。
碗碗腔的演唱也有其特别之处，类似晋南梆子，除净角、须生、老旦不用假声外，小生、正旦、小旦
多是半声粗、半声细，或者说吐字用“真声”，拖腔用“假声”（艺人称“稍子”声）。
 被称为“时调新腔”的碗碗腔是伴随着“花部”戏曲的兴起，同步发展起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李芳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李芳桂先后两次进京会考的时间，正是“花部”戏曲“点缀帝王州”的鼎盛时期，既有号称西秦第一
班子中的“双和班”，也有声震京师的“徽班”。
自古以来，曲无定调，声腔的抑扬亢坠随演员而定。
李芳桂之前的碗碗腔，其演唱形式类似于说书，曲调粗犷单调，为了更准确地表达李芳桂“十大本”
剧作的社会风情、艺术心境和生旦悲欢离合的传奇特点，经过革新创造，把过去碗碗腔中“北曲”的
武夫怒吼杀伐之声与“南曲”的柔美婉转之调融于一体，既细腻缠绵，又粗犷豪放。
创新后的“时腔新调”具有了全新的面貌：花脸武戏吐字重，杀声如雷，声裂金石；生旦爱情戏启口
轻圆，柔情似水，转腔绵细疾徐。
在月琴和铜碗碗击节的主要乐器声伴奏下，典雅飘逸，一曲三折，令人回肠荡气、神魂俱醉。
平日里的阡陌田间，常可听到百姓们吟唱着碗碗腔曲调。
 碗碗腔的音乐形式相当完备。
板式有南路慢板、北路慢板、紧板、慢紧板、滚板、闪板、尖板等；曲牌有重台、银钮丝、桂花香、
硬顶、搬皂等。
它的音乐节奏复杂，旋律起伏较大。
表现喜怒哀乐的手段非常丰富，唱腔真假声并用，男音吐字厚重，势如金断石裂；女音启口轻圆，韵
若行云流水。
它以齐全的板路、丰富的腔调，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板腔单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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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影戏有所谓三大影系和七大影系之说，三大影系指陕西影系、滦州影系、潮州影系（廉振华《中
国影子演变史话》、《民间艺术之宝》，秦振安《中国皮影戏之主流——滦州影》），七大影系指秦
晋影系、滦州影系、山东影系、杭州影系、川鄂滇影系、湘赣影系、潮州影系（江玉祥《中国影戏》
）。
到底是三系还是七系，抑或x系，各有其理，未成定说，其称谓是否贴切、归纳是否客观等，仍有较
大的探讨与研究空间。
不管哪种分法、称谓、归纳，陕西皮影或日陕西影系位居其一，是毫无疑问的。
根据作者所梳理的相关文献资料及田野考察分析，从剧种声腔的完善多样、演出形态的独特丰富、雕
刻技艺的成熟精湛，乃至在中国影戏历史与现实的渊源流变、艺术成就、流播作用、地位影响来看，
陕西影系的核心是关中皮影。
关中皮影是我国影戏最具典型性的代表之一，其成就、作用、地位、影响等为其他影系所难及。
关中皮影具有极高的民俗与艺术价值，是我国民间文化艺术的奇葩，堪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
。
遗憾的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民俗艺术瑰宝遭遇到来自诸如现代观念、现代科技、现代文化艺
术形式等方面的多重挤压，面临着其赖以生存的民间信仰、民俗风习等生存环境的消亡性改变，市场
需求日趋匮乏、经济效益持续低微、技艺传承后继乏人，以此形态继续繁荣似为幻想，勉强维持亦不
乐观，消亡之势难挡，抢救之责亦重。
近年来，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专家学者也开始关注，希冀能探索出一条行之
有效的保护之路，但从现状来看，收效甚微。
2006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6]18号），
关中皮影戏中的华阴老腔、华县皮影戏（碗碗腔）、阿官腔、弦板腔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占该批全国皮影戏总数（12种）的三分之一。
    2004年以来，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康保成教授主持教育部重大
课题项目“我国皮影戏的历史与现状”，并分为若干子项目，成为其部分博士生的毕业论文选题。
因此，本书也是我博士论文《关中影系研究》所收集梳理材料的一部分。
康师在指导我们充分梳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投人数十万，组成以其博士生为组长的陕西、河北
、东北、西南、两湖、河南、山东、江浙、闽台粤9个田野考察组，进行了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全国性田野调查。
我为陕西考察组组长，于2005年1月、7—8月，2006年2—3月先后三次（其中一次是6人同行，两次是
只身独往）赴陕西，重点对关中地区进行考察调研，受益颇多、感慨亦深、关切愈甚，现将相关文献
、考察笔记、摄影图片等资料进行梳理，拟从生存空间、剧种声腔、班社组织、演出活动、雕刻艺术
等方面对“关中皮影”予以介绍，愿能借此为保护和抢救我国这一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点绵薄之
力。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研，来自田野调查的第一手材料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在陕西进行皮影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得到了陕西省各级领导、管理者、研究者、艺人、爱好者及
朋友们的诸多帮助，在此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们是（按考察行程次序）：省政法委宋洪武书记，文化厅刘宽忍副厅长、赵登峰处长、王朝中老师
，陕西师范大学宁锐教授，省民间艺术剧院艺术办主任邓津邱、副院长梁军、原创作室主任杨飞及李
淑文、荆田华，西安工艺美术研究所民间工艺研究室主任汪天稳，渭南市皮影协会原会长蔺成江，临
渭区文体局局长兼现任会长蔺振杰、秘书长于超武、副会长杨甫勋、车怀庆，文化馆馆长孙慧兰，渭
南市文化局调研员路树军、社文科科长马辉志，华县文体局局长贾平京，华县民间艺术研究会的张更
胜、高振强，摄影师张韬，华阴市文体局局长张福强、文化馆馆长宁文英，皮影收藏、鉴定师李天社
，大荔县文体局局长姚建忠、文化馆馆长唐世德、县剧团团长何满堂，蒲城县文体局局长万少平，安
康市委秘书长邹明、安康市文化局局长吴少华、局长助理向健刚，文化馆馆长吕农、股长林松寿，剧
协主席陈济元，平利县文体局副局长黎胜勇、文化馆馆长常纪伦，汉阴县文体局股长刘杰，旬邑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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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局局长何家立、副局长江华，文化馆馆长袁彩娥，咸阳市文化局局长韩炜、副局长张跃飞、科长薛
恩光，咸阳市教育电视台副台长王良，礼泉县文体局局长刘振洲、文化馆馆长王钧剑、社文股股长曹
补充、研究者张廉、张公昀、晁生武，戏剧作家张汉，乾县文化局副局长何朝朝、股长吴俊英，文化
馆馆长齐旭峰、杨志英、刘剑琦，宝鸡市文化局刘建州老师、群艺馆副研究员赵家瑞、创作室主任韩
民生，陇县文化馆馆长杨秉权，千阳县文化馆馆长苏治国、研究者景岩，凤翔县文化馆馆长姚锐、创
作室主任鲁旭。
艺人有（按音序）：白兆武、陈光仲、陈进朝、陈艺文、陈赠礼、段满瓮、党建民、韩有芳、胡永春
、胡晓妮、姜尚文、姜建合、康福海、雷孟乾、雷文礼、李贵杰、李世杰、李存才、李富平、李明才
、李五常、李兴余、刘步瑞、刘军虎、刘亚利、刘华、刘兴文、刘正宏、刘正娃、罗贵生、吕崇德、
吕思道、吕自强、潘京乐、潘祥舜、沈继生、石景亭、王存虎、王进发、王开选、王宏喜、王云飞、
王同春、王秀玲、王振中、汪天喜、魏存才、魏金泉、魏振业、卫兴宝、肖振华、席宗虎、徐胜利、
薛宏权、薛芝芬、严必荣、颜书有、颜耀荣、颜仲之、杨森达、余海娃、张潮宝、张国正、张华洲、
张教练、张进有、张喜民、张新民、张军民、张石民、张四季、张玉平、张玉琴、张有旺、张志荣、
张志和、张转民、赵百年、赵存智。
相关朋友：高文让、高成林、李娜、李僧杖、刘凤英、孙前恩、王忠亮、王忠玉、王学民、薛飞、赵
生玉、周显明。
再次感谢上述给予我极大帮助的赵登峰处长和吴少华局长、王朝中大姐、邓津邱兄长、杨飞和姜尚文
前辈、刘建州和赵家瑞老师及王云飞、张喜民、李天社、汪天稳、姜建合等朋友。
    感谢与本人一起参与陕西田野调查组工作的孔美艳、张勇凤、杜冰、江佳伟、王子荣，他们付出了
诸多艰辛劳作，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
    如果没有恩师康保成教授的该课题项目及由此展开的全国性的皮影戏田野调查活动，没有诸多老师
、艺人、领导、朋友的鼎力帮助，本书的面世是不可能的。
写作出版过程中，承蒙康保成导师、傅瑾教授的耐心指导，黄伦生教授、黄萍副教授、李跃忠博士、
郑劭荣博士、张军博士的诸多帮助以及本书责任编辑程晓红的认真编校，本人在此致以真诚谢意。
    本书参考、借鉴、引用了多位前辈及同代人的科研成果、文献资料，特向其作者、编者致以诚挚的
谢意。
    本书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请专家多指正。
    梁志刚    2012年于广东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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