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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人类文明跨入一个全新的时空。
不管是否愿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被这个时空一网打尽；无论是否承认，每
一种文化传统，每一种文化元素，甚至每一种文化基因都面临着决定性的选择。
因为，凭借科学技术原创而生发的文化创新正在超强提速，伴随全球一体化而弥散的文化消费令人眩
目。
当此考验，开放的中国生机焕然，不仅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且重
视和谐文化的建设，既立足于本土、传统、民族，又面向世界、现代、未来，弘扬中华文化，共享人
类文明，致力于推动和谐世界的进程，引起全球性的关注。
在实现社会转型，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后工业化等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没有惊慌失措，我们没有麻
木不仁，我们更没有放弃责任，而是登高望远，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精心部署实施，解决了观念、
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困难，进行了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转型、创新、开发等实践
，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协调了文化生产关系，实现了文化转型，确保了国家文化安全，参与了当代世
界多元文化的创造与共享。
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便是我国始自20世纪80年代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对中华文化遗产
所进行的保护行动。
由于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文化艺术界的坚守与躬行，全民族的积极参与，至今，我们已经建立起文
化遗产保护的领导体制，制定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全面规划，采取了包括国际保护、国家保护、民间保
护、教育保护、法律保护、学术保护、产业保护在内的一系列举措，实施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
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开展了对文化遗产杰出传承
人的命名，建立了国家遗产日制度，公布了一批国家文化遗产目录，申报成功了数十个世界遗产项目
，加速了文化遗产立法的步伐。
由此所引发的文化盛事不可胜数，但见孔子学院大大方方走向世界，满足了各国人民揭示“中国奇迹
”的语言需求；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文化讲古深受欢迎，对华人社会的历史传统“充电”及增强
文化认同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传统节日的恢复如雨后春笋，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日趋丰富
；整理国故正在拓展其广度与挖掘其深度，使儒学的第四次重振雄风渐成可能。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秧歌>>

内容概要

　　在民间，老百姓对秧歌有个生动的概括，那就是“锣鼓鞭炮，红火热闹，旗罗伞扇，花里胡哨”
。
如果把秧歌看做简单易学的“玩意儿”那可就错了。
秧歌的形式除了在地面上舞蹈，还有把丈把高的木跷缚在人的腿上，不仅要完成行走，还有跳跃、翻
筋斗、跨越障碍等高难动作，这大概也是千百年来秧歌能够得到百姓喜爱的魅力所在吧。
　　有人曾说汉族是不爱歌舞的民族，可当我们真正走入民间去感受形式各样的秧歌时，就会被它们
的多彩而感动，身体里所传达的对于历史、文化和生命的表达又如何说睨汉族不爱歌舞呢？
只是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太少。
由此，作者将在这本小书中通过众多的故事和图片带我们走入秧歌的海洋，去重新发现和认识这一具
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汉族歌舞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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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皇城文化与京津秧歌自从14世纪明代君主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之后，京津一带文化中心
的位置也就确立了，这里的文化既有皇家气派，也有市井俚俗的独特韵味，正是所谓“北京城。
天津卫”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使得京津这地的皇城文化得以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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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们在中国的版图上粗疏地把各地秧歌挑拣出来加以说明的时候，时常面临取舍的难题，实在有太
多的内容值得让人们去认识。
也许有人会说，秧歌年年都跳，都是些老东西不新鲜了。
其实这样说只是看到了生活的表象，许多隐藏在秧歌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并不被外人所知。
在过去的岁月里，当我们的生活还紧紧和大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提醒着我
们一年四季中天地物候的细微变化。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些变化所带给人们的对于生命的体验和感悟都深深地影响着观
察这个世界的眼睛和心灵，也直接产生了与此相关的文化和观念。
秧歌作为表达文化和观念的身体符号，极有力地印证着农耕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它们不是标新立异
的各种学说，而是对几千年前中国人已经定型的哲学理念的延伸，一种终极地接近永恒的天人合一的
规律。
老百姓们就是在一年中适合的时间、用适合的工具、唱着适合自己心情的歌曲、跳着适合自己身体的
舞步，在自己生活中装扮历史故事里的人物。
也可以这样说，在历史人物的装扮里释放着真实的自己，算是对一年中的辛苦耕作的犒劳，这种精神
上的供给和满足大概是现在住在都市里、淹没在影音和网络世界中的人所难以体会的。
每到一个地域，秧歌既有自己独特的风貌，也会有与其他地域相似的特点，这种现象其实不仅仅是秧
歌才有。
虽然我们经常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来表述风俗的多变和多样，但在历史的进程里，终究会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使一种风俗在不同的地域出现。
比如东北的汉族秧歌就是因为历史上的移民而使中原的文化得到传播，还有西北一些省份因为战争的
原因使原籍在中原的兵士将家乡的秧歌带到了那里。
所以我们在追溯秧歌故事的时候会和历史上的许多点点滴滴不期而遇，这样一种收获比枯燥地记住历
史知识来得更为生动鲜活。
当然，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秧歌里有很多被演绎了的经典，往往它们和民间故事传说混杂在
一起，就像茶馆里说书先生挥扇之间制造出来的千军万马的景象，搀杂着小时候听书的记忆奔涌着就
来了。
那样一份酣畅淋漓的文化体验，但凡经历过单纯的理想年代的人都会有共鸣震颤在内心深处。
我们当然还要回到身体本身，秧歌正是通过这样的媒介在诉说着种种情怀。
对于汉族这个惯于用文字语言表达的民族，一旦有了什么念想付诸于身体行为，那将是猛烈而持久的
一场呐喊。
所以，重新提起秧歌，重新认识秧歌，意义不在于知识的重提，而是重新寻找泥土的芳香。
胡晶莹、刘晓真2007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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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秧歌》为“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之一。
《秧歌》通过众多的故事和图片带我们走入秧歌的海洋，去重新发现和认识这一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
汉族歌舞艺术。
趣味浓郁的经典故事，全面展现国粹艺术悠久亘长的发展轨迹。
赏心悦目，生动反映光辉灿烂的国粹艺术图片，立体凸显中华五千年民族艺术的非凡成果。
一部让青年学子轻松愉快地走进国粹艺术大门的普及读本。
一部让每个家庭了解国粹文化与营造艺术氛围的首选图书。
一部具有多重便捷实用的检索功能的中国国粹艺术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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