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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川剧》介绍了川剧的有关内容。
作为我国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工作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专门成立了相关的研究与职
能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各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基于这一背景，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各地专家学者撰写了这套具有权威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其中既包括已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昆曲、古琴、木卡姆等项目，也包括更多同样有着悠
久历史、独特风貌、表现形态、美学或工艺上的主要特点、历史，以及目前有着代表性的主要伟人，
同时也简要介绍了当地政府为继承与保护这一文化遗产所做的工作和未来的计划。
它不仅有助于读者认识与接近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而且必将激励当代人
通过这些民族文化遗产的认识与保护，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开创中华民
族更为灿烂的未来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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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梨园奇葩第一节　川剧生成的地理条件与人文环境大约在清代的康雍年间，一个以高
腔为标志性声腔的地方剧种，随着四川人口和文化结构的变化，在巴蜀大地上应运而生，并逐步融昆
腔、胡琴、弹戏及灯调于一体，覆盖四川、重庆全境及云南、贵州、湖北部分地区。
这个剧种、就是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川剧。
数百年间，　一剧种承中华戏曲之传统，融巴蜀艺术之精华，自成一格，以南北一体、五腔兼备、文
野交融、雅俗共赏的文化特征，成为中华梨园中一枝别具异彩的艺术奇葩。
川剧这种文化特征和艺术魅力的形成，与它生成和发展的特殊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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