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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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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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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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而又简明地讲述了面具产生及发展演变的历史，全书随文配图一百五十余幅，感性而又直观
地阐述了面具由起源于远古先民之生活需要，以至发展为娱乐及欣赏艺术的历史过程，此书图文并茂
，既是一本通俗易懂的普及性读物，又是具有相当艺术研究价值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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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为“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之一。
本书全面而又简明地讲述了面具产生及发展演变的历史，全书随文配图一百五十余幅，感性而又直观
地阐述了面具由起源于远古先民之生活需要，以至发展为娱乐及欣赏艺术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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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巫师傩及其面具    （3）军傩及其面具    （4）亚傩戏及其面具  2、当代的藏面具    （1）著名寺庙
“羌姆”选例    （2）藏戏“八大剧目”简介  3、当代的乐舞民俗面具    （1）广西融水苗族“芒蒿舞
”及其面具    （2）广西瑶族“度戒”及其面具    （3）四川白马藏人“跳曹盖”及其面具    （4）山西
寿阳“耍鬼”及其面具    （5）流传于全国各地的镇宅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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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繁荣篇（960年-1949年）3.藏戏及藏戏面具藏戏指流传于藏族地区的一种宗教面具戏，除了
西藏之外，青海、甘肃、四川等省的藏族聚居地都有流传。
由于各地藏区历史、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差异，使藏戏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研究者将其分为6个剧
种，即：德格戏、白面具戏、蓝面具戏、昌都戏、安多戏、木雅戏和嘉戎戏。
其中白面具藏戏最古老，蓝面具藏戏最成熟。
（1）藏戏的形成和发展西藏自古就是歌舞的海洋，早在公元前2世纪藏王德晓勒时代，歌舞便十分盛
行；到丫7世纪至8世纪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时代，民间歌舞百艺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史载在桑耶寺的落成典礼上，臣民们进行了“卓”、“鲁”、“鲜”等娱乐活动。
“卓”是鼓舞，表演者戴白山羊皮面具；“鲁”是歌唱；“鲜”是类似哑剧的舞蹈。
11世纪前后，西藏的歌舞、说唱、杂技等已发展成为一种综合艺术，初步具备了戏剧的因素。
这一时期民间说唱艺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像《格萨尔王传》这样的长篇英雄史诗。
西藏民间说唱艺人的表演手段十分丰富，他们将说、念、吟、诵、唱、舞等结合起来，演说各种史诗
、寓言、佛经故事和民间传说，有的表演者还佩戴白山羊皮面具。
这种以叙述故事为主的说唱艺术，对藏戏的产生无疑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滥觞于8世纪的寺院面具舞蹈“羌姆”，此时已日趋发展成熟。
“羌姆”，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过民间歌舞百艺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了民间的歌舞百艺。
宗教艺术和世俗艺术的互相碰撞、渗透、融合，为藏戏的孕育、萌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4世纪前后，藏戏产生的条件已经具备。
被西藏人民称为“铁桥喇嘛”的唐东杰布，对藏戏的产生起了助产的作用。
唐东杰布生活于14世纪末至15世纪末，他是一个具有艺术才能的高僧，又是一个桥梁专家。
他立志在西藏各条江河上修建桥梁，造福众生，为了筹集经费，走遍雪山草地到处化缘；但经过三年
努力，收效甚微。
后来他发现信徒中有聪明美貌、能歌善舞的七姐妹，遂将她们召来组成戏班，自编自导演出以佛教故
事和民间传说为题材的歌舞戏以募集修桥资金。
人们把这种戏剧称为“阿吉拉姆”，意为仙女大姐。
这就是藏戏的雏形。
藏戏的出现是西藏历史、宗教、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唐东杰布个人所起的作用亦不容低估。
为了纪念这位藏戏的开山祖师，藏戏演出场地都供有唐东杰布的画像或塑像，演员上场前必须对之顶
礼膜拜，祈祷保佑演出成功。
唐东杰布时代藏戏尚很稚拙，后来经过很多民间艺人的加工和充实，加上达赖五世的重视和扶持，
到17世纪，才初步形成一套以唱为主，唱、诵、舞、表、白、技、艺相结合的表演程式，并涌现出一
批职业性的戏班。
早期的藏戏因戴着白山羊皮面具演出，因此被称为“白面具藏戏”或“白面具派”。
白面具藏戏无论表演、唱腔，还是面具、道具都比较简单粗陋，因此对它进行改革便成为势所必然。
改革开始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到18世纪正式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蓝面具藏戏”，又称“蓝面
具派”。
蓝面具藏戏因猎人、渔夫出场时佩戴蓝面具而得名，其表演、唱腔、面具、道具都比白面具藏戏丰富
、成熟，因此逐渐取代了白面具藏戏的地位，成为藏戏中影响最大，流布最广的剧种。
在白面具藏戏和蓝面具藏戏的影响下，青海、四川、甘肃的藏族聚居地以及西藏的局部地区，先后形
成了德格戏、昌都戏、安多戏、木雅戏和嘉戎戏，它们既具有藏戏的一般特征，又具有自己特异的风
采，皆统属于藏戏系统。
（2）藏戏面具简介藏戏演出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温巴顿”，系开场的序幕，由戴面具
的“温巴”（猎人或渔夫）和“拉姆”（仙女）、“甲鲁”（长老，可充任国王或王子）十余人出场
，表演为观众祛邪纳吉的歌舞和祭仪。
“温巴”所戴面具有白、蓝两色，戴白面具者为白面具派，戴蓝面具者为蓝面具派；第二部分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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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正戏演出。
藏戏剧目约有二三十个，其面具角色较多，各剧目一般均可通用，出现了类似戏曲角色行当的类型化
倾向。
但主角通常都不戴面具；第三部分是“扎西”，系演出的结尾和告别仪式，用歌舞向观众致谢、祝福
并募捐。
在“扎西”中亦有“温巴”面具出现。
藏戏面具按其功用和造型，大致可分为四个大的类别：第一类为：“温巴”面具。
“温巴”面具贯穿于全部演出之中，但主要用于开场的序幕。
在序幕中出场的“温巴”4至8人不等，所戴面具皆一个式样。
白面具派的“温巴”面具以专门驯养的白山羊之皮制作，早期全部为白色，后来亦有制成黄色的。
面具四周用很长的山羊毛装饰，形象原始而古朴。
蓝面具派的“温巴”面具以纸板和多层纱布粘合，上面裱以精美的蓝底花锻，系用宝瓶、妙莲、金轮
、海螺、宝伞、金鱼、同心结、胜利幡8种吉祥图案构成；头顶有一箭头状的饰物，上绣兴旺之宝“
喷焰末尼”图案；额头饰以太阳、月亮，象征日月同辉；两颊和下颌缀有用山羊毛制作的白胡须。
整个面具制作精致，色彩绚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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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具》：中国国粹艺术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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