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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自古就是以群落为单元的，而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内涵及其历史传承。
虽然有些群落处在社会最底层，不为主流社会所认可，但他们仍按自身的方式存在着发展着，并绵延
几千年，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成为中华五千年历史的丰富的文化补充。
正所谓“高处不胜寒，低处纳百川”，其中的文化令人玩味反思。
目前在我国图书市场还没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群落”文化丛书，因而，根据其特点我们提出了一个全
新的概念，即社会群落文化。
旨在从文化的视角全新解读古代社会群落文化内涵，并力图填补我国非主流文化的空白。
中国人群的划分，最早是从商周开始的，士农工商的定位一直延续了数千年，这是社会人群的主流。
但在此之外，还有许多以其他职业为生的群体，他们也许人数不多，但对社会的影响却是极大的。
其中有些群落，如侠客，以除暴安良为己任，是社会的稳定因素；而像流氓土匪这种群落则增加了社
会的混乱和动荡。
伶楼艺人在旧时代大多饱含辛酸，身世之悲令人一掬同情之泪；而在今天，他们却成为社会文化的代
言人，成为人们追捧的艺术家。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了解过去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都是必要的。
社会人物虽然形形色色，但万变不离其宗，了解过去，也是为了知道今天，预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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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文明古国创造的人类伟大文明，唯独华夏文明独存。
其他的文明都衰落、消失了。
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华夏文明中由于有群落生态的光辉，得以使这一文明延续下来，确是毋庸否认
的。
《古代社会群落文化丛书》将中国古代群落生态看做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道德力量。
是华夏文明的奇葩。
研究中国文明史如果忽视中国古代群落生态。
是极其不应该的。
现在，西方人都承认了我们古代的群落生态，为什么我们自己还要忽视，不站出来进行全面研究。
以弥补这一疏忽呢？
    本丛书通过对中国古代群落生态作为具象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寻找其与现代生态伦理文明的转化机
制，对其当代价值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考察。
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以唯物史观作指导，既多方面揭示，又重点突出；既纵向考察，又横向比较。
将研究对象始终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的大背景之中，以便古为今用，促进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和生
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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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优伶是“优”和“伶”的合称，在中国古代，指称那些以音乐、舞蹈、歌唱、调笑嘲弄、百戏
杂技和戏曲表演等为职业的人。
以“优”作为一种职业名称，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确定。
那何谓“优”呢?“优，调戏也。
”“优者，戏名也，⋯⋯戏为可笑之语，而令人只笑也。
”显见，所谓“优”，其本义是一种调笑戏弄的行为，延伸之，则专门从事此种行为的人亦称之为“
优”。
“伶”是由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乐官伶伦而得名，这是一位传说中的大音乐家，相传黄帝曾命其制音律
。
所以后人便把专门演奏音乐的一类艺人称为“伶人”，或者称为“伶优”。
优伶这一名称在中国古代也有明显的演化，大约在先秦时期，“优”与“伶”还未连缀成一词，两者
是有区别的，“优”一般分为“俳优”和“倡优”，“俳优”是指以诙谐嘲弄供人取乐的一类艺人，
“倡优”是专指歌舞、奏乐一类艺人；而“伶”是专指演奏音乐的艺人。
汉之后、宋之前，“优”和“伶”常常并称，成了对歌舞、音乐和百戏滑稽为业的艺人的统称。
宋以后，随着戏曲艺术的逐渐成熟，并在表演艺术中独霸地位的渐次生成，“优伶”就主要指称戏曲
演员了。
因而广义的优伶是中国古代演员的总称，狭义的优伶则是中国古代戏曲演员的专称。
以表演艺术为其职业的这一类人在中国古代并不仅仅以“优伶”称谓，但优伶确实是中国古代指称演
员影响最大、运用最广的一个名称。
除“优伶”外，历代称谓名目繁多，大致有“优人”、“伶人”、“乐人”、“伶官”、“倡优”、
“散乐”、“行院”、“子弟”、“路歧人”等等。
优伶溯源优伶是奴隶制的产物，是作为统治者的娱乐工具而产生的。
原始社会，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还无力供养也不会产生专事娱乐的优伶队伍。
优伶作为一个职业团体，要在物质生活相对充盈、精神生活逐步需要之时才会产生。
然而优伶的形成也并非是无本之木，繁荣兴盛的原始歌舞为优伶的产生起到了孕育和催生作用。
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在共同的生活和劳动中，常常以歌唱和舞蹈来表达自身的情感与欲望，并以
此求得娱乐和休息；他们在与天地自然和氏族间的斗争中，不断地丰富着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并以歌
舞的形式表现他们感知中的世界。
在古代典籍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原始歌舞是丰富多彩的，有对先民自身生活和劳动的模仿，有男
女相悦之情的抒发，也有对氏族间战争的表现，更有许多是对天地自然不可逆知的仰慕和敬畏。
原始歌舞所表现的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作为优伶远祖的伢歌舞者是集体性的、非专业化的。
一次狩猎的成功，一场斗争的胜利，一种男女求偶的冲动，一种对天帝的敬畏，先人们都可以任情感
的需要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人们无须在此时审视其形式的完美与否，掂量其情感的适度与否，一
切都任之于自然，化之于自然。
这虽然是艺术表现的蒙昧与原始状态，但其境界却是令人神往的，更是后世的优伶所难于想象的。
与这种集体性、非专业化相一致，原始歌舞除了虚幻的神灵和不可知的天地自然外，其观赏者同样也
是集体性的，有的是用以自娱的。
歌舞艺术并不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集团，而歌舞者同样也是这集团中的一员，没有尊卑之分，更
无贵贱之别。
作为优伶艺术的源头，原始歌舞开启了中国古代表演的一扇自由之门。
然而，随着奴隶社会的到来，这扇自由之门也随之关闭了，中国古代职业化的优伶被永远地拒之于门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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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优伶》：人类社会自古就是以群落为单元的，而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内涵及羹历史
传承。
虽然有些群落为社会的最底层，不为主流社会所认可，但他们仍按自身的方式存在着、发展着，并绵
延几千年。
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并使其成为中华五千年历史的丰富和文化补充。
正所谓。
高处不胜寒。
低处纳百川一，其中的文化意蕴令人玩味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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