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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悲情嘛簧灯影人生:以敬家班为个案的环县道情皮影戏研究》除绪论与结论之外，共分五章。
第一章介绍当地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寻找环县道情皮影生存的时空、文史背景，同时也交代笔者的
书写立场；第二章从敬家班传承谱系、戏箱演化与表演变迁三个方面，回溯敬家班百家历史，管窥环
县道情皮影发展脉络；第三章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剖析戏班的静态内部结构与动态运作规律，以考
察戏班表演与社会风俗的互动关系；第四章从敬家班各位艺人的习艺史中，全面展示环县道情皮影戏
自我繁殖的过程、方法与特征；第五章通过庙会中不同类型剧目的实录与分析，剖析其音乐、戏曲形
态特征，阐释文化内涵与音乐形态的融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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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虎，1972年出生于甘肃省康县，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理事，中国音乐教育
学会奥尔夫专业委员会会员，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曾在《儿童音乐》、《小演奏家》、《人民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研究》、《人类
学评论》、《大音：音乐学宗教学人类学之间的对话》等刊物发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音乐教育等相
关内容论文二十余篇，参编专著三部。
主持、参与文化部“十一五”重点课题（2007）、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规划课题
（2008）、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2009、2012）、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1）、上海市张
江高科数字出版基金课题（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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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环县道情皮影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一环县道情皮影研究分期 二相关成果主要议题与存在问
题 第二节研究思路与戏班选择 一研究思路 二戏班选择 第一章地理文化背景与田野考察叙事 第一节地
理文化背景 一地理地貌 二文化背景 第二节我的田野考察 一跟随敬家班走进庙会 二扑入城市的环县道
情皮影 三在敬家庄采访的日子 本章小结 第二章百年敬家班 第一节艺人谱系 一五辈血亲 二五代艺人 
三谱系特征 第二节表演变迁 一剧目演变 二乐器变化 第三节箱具变化 一戏箱 二其他戏具 本章小结：
民间戏班历史书写的可能性 第三章攒人、台口和账份：戏班运作 第一节戏班组建 一戏班的组织结构
与分工 二“攒人”：组建戏班 第二节演出台口 一“写约”、“约书”与“耽了” 二台口 第三节戏班
经济 一会钱、戏钱与“账份” 二戏班经济变迁与意义 本章小结：戏班运作的三维机制 第四章跟班学
艺：戏班传承 第一节收徒要求与从艺选择 一收徒要求 二从艺选择 第二节传承过程 一“干梆子”入门 
二场面学习 三“前台”学习 第三节传承特点 一“全凭熏” 二节奏第一 三“官片子” 四竞争机制：“
缺口” 五“坐前台”与“转一围” 本章小结：戏班传承的启示 第五章神戏、《过关》戏和本戏：戏
班表演 第一节剧目分类 第二节表演特征与分析 一神戏表演特征与分析 二《过关》戏表演特征与分析 
三本戏表演特征与分析 第三节“腰戏” 一何为“腰戏” 二为何“腰戏” 三“腰戏”的内容与方法 四
腰戏的意义 本章小结 结语 附录一环县道情皮影戏主要地方术语 附录二敬廷孝敬登琨2007年与2008年
台口 参引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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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前季子一般从正月初三开始出门唱戏，一直持续到五月端午前后，演出时间两月左
右。
这“一撂子”跨时基本在春、夏季，节气基本处于立春到芒种之间，是三个演出季中持续时间最长，
台口累积也最多的时期，但演出场次密度不高。
敬廷孝戏班两年间前季子演出平均天数占全年演出总天数的50％，台口数占全年总台口数的46％，平
均每天唱戏1.2台，敬登琨戏班这组数据分别为60％、56％、1.1台。
虽然这一演出季包括庙会唱戏、城里唱戏及家堂戏三类，但三类的时间有别：春节是所有戏班进城唱
戏最为集中的时间，一般自正月初七左右（县城各单位开始上班）开始，持续至正月二十左右。
此后至本季结束前，庙会、家堂唱戏渐多。
 六七月是指自农历六月二十左右开始演唱，至七月底结束，持续时间四十天左右。
这“一撂子”正值盛夏，节气处于大暑与处暑之间，跨时最短，台15最为连续，是大多数戏班最乐意
表演的季节。
从台口类型看，基本以庙会台口贯穿始终，即使偶遇一两天没有台口，一般都会寻找较近的“愿戏”
，以保证戏班天天唱戏。
如前表中敬廷孝2007年七月初九在合道杨柳咀本来是两天的庙会，但当年庙会没过，就在当地与合道
乡唱了两晚“愿戏”。
所以，这一阶段的台口密度最高。
敬廷孝戏班两年间六七月平均演出天数占全年演出总天数的34％，台15数占全年总台口数的40％，平
均每天唱戏1.5台，敬登琨戏班这组数据分别为21％、28％、1.6台。
 后季子是指自农历九月中旬左右开始，持续至冬月底左右的一个多月时间。
敬家班早年唱戏时，这“一撂子”基本在县城北部甜水乡、山城乡、罗山乡、南湫乡等地唱愿戏、平
安戏，持续时间较长，台口也多，前文所述敬喜军领箱找戏，就指这“一撂子”的演唱。
这几年，敬登琨戏班虽然还在这一带演出，但给当地各公、私单位唱戏增多，而愿戏、平安戏减少，
总体演唱时间也缩短。
敬廷孝戏班已经不再到这一带演出，仍然以县城南部一带的庙会为主，但唱戏时间已经大幅减缩。
敬廷孝戏班两年间后季子平均演出天数占全年演出总天数的16％，台口数占全年总台口数的14％，平
均每天唱戏1.1台，敬登琨戏班这组数据分别为19％、16％、1台。
 以庙会演唱为主要表演时间的环县道情皮影戏为何呈现这样较集中的台口的三个演出季？
庙会的举办时间都是根据寺庙中“老爷诞辰”日而定，那么，形成这样一种台l5演出季的时间布局，
也正符合“老爷”们的诞辰时间吗？
或者说“老爷”们的诞辰也呈现出这样一种时间布局规律吗？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悲情嘛簧灯影人生>>

编辑推荐

《悲情嘛簧灯影人生:以敬家班为个案的环县道情皮影戏研究》以环县地理文化背景与戏班历史、运作
、传承、表演为目，选择百年间艺脉未断的敬家班为主要考察对象，通过近半年的“住居式”考察，
深度访谈艺人、观众、村民、艺人亲属及政府相关人员等不同人群，搜集表演、口述史、实物、图片
、政府文件等资料，以民族志方法书写环县道情皮影历史、运作与传承的地方文化知识，以音乐学的
方法层层剖析环县道情皮影戏表演的形态特征并以解释学的方法揭示其表演与历史、运作、传承的内
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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