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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丛书》总体设计37卷，每卷介绍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单卷版面字数约26万字，各类图片约200幅。
每卷按章节体例编排，以《丛书》设计框架为基础，选择“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资料，向读者提供
经过科学整理的内容，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介绍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强调学术性与
资料性统一、可读性与美观性统一、系统性与检索性统一、知识性与新颖性统一。
《丛书》在编辑上力求做到“内容精彩，文字精练，图片精美，装帧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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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祁剧进人广西之前，弋阳、昆、梆子、徽调等重要声腔在广西的流行不但在观众
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而且培养了这几种声腔的艺人，像“桂剧分阶段形成论”虽不能证实在祁剧进
入广西之前，在广西流行的弋阳、昆、梆子、徽调等声腔形成桂剧或桂剧某一声腔，但强调这些腔调
对桂剧形成产生影响是对的，这些声腔的影响加上祁剧（皮黄）的主要作用促成桂剧的形成。
 可见，祁剧进入广西的作用和徽班进京的作用是相似的，是促成桂剧形成的最关键因素。
祁剧在清乾隆年间进入桂林就是桂剧形成的开端，从桂剧最早的“秀”字科班创办者刘德清家《刘氏
族谱》记载，桂剧的形成最迟在清嘉庆年问。
 再从祁剧与桂剧艺术上的内在关系看，这两个剧种在声腔、剧目、行当、舞台表演艺术、后台管理和
班规、艺人传艺和班社、科班情况等方面都有相同的部分： 声腔基本相同 祁剧与桂剧均有高、昆、
弹、吹、杂腔小调等声腔（祁剧的弹、吹未分开）。
弹腔均称为南北路，南路为二黄，北路为西皮；弹腔均有反调，南路反调叫“阴皮”，北路反调叫“
背弓”；南路中的四平调均称“弋板”（祁剧又称南路为“二板”，称四平为“一板”，也许是“弋
板”的转音）；吹腔均有“安春”和三、五、七句半（即南锣）两种，“安春”在一般剧种中称安庆
调等，唯独祁剧与桂剧称之为“安春”；唱腔中均有吊板，俗称“吊句子”；两剧种均无高拨子。
祁剧与桂剧在声腔方面的不同之处仅仅是桂剧南路中有慢三眼，祁剧中则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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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广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桂剧》作者坚持确凿史料和作家作品并重的指导原则，收录精
典剧目40出，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以既通俗又专业的笔调，唤醒这个古老的生命，赋予其灵性，使其
灵动地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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