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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黔中屯堡：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综合采取文学、史学、文献学、社会学、统计学等相关
学科的研究方法，书面文本分析与口传文学收集并重，将文献史籍检索和田野调查相结合，对屯堡区
流行的各种民间文学、文化活动进行尽可能完整的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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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伟华，江苏无锡人，1954年生。
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南京大学戏剧学博土。
现任贵州师范大学教授，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副院长。
硕士生导师、兼职博士生导师，省管专家。
主持两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戏剧艺术》等刊物发
表论文数十篇。
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贵州省哲社优秀成果一等奖、贵州省政府文艺理论一等奖。
获“全国优秀教师”、“贵州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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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屯堡花灯的演出服装根据剧情需要而定，常用的是男角长衫，女旦花袄、围腰，老旦
沙帕以及红辣椒耳坠等。
表演时手不离扇与帕，讲究扇帕技巧。
演出时且唱且舞，即使道白时也是手舞足蹈。
舞蹈步式主要有：二步半、边鱼戏水、碎米步、大步行、风摆柳等。
扇帕技巧和身段功夫有：怀扇、腰扇、风扇、折扇、翻扇、花扇、捏扇、旁扇、二人交扇，及月望郎
、犀牛望月、背靠背、黄莺展翅、枯竹盘根、太公钓鱼、雪花盖顶、懒龙翻身、耗子伸腿、膝上栽花
等动作。
屯堡花灯歌舞的演出，不择场地，堂屋、院坝均可，常以户为单位演唱。
所用伴奏乐器，新中国成立前一般用大筒二胡两把，间用笛子，打击乐器有锣、钹、小锣、堂鼓、边
鼓、板等，现今演出，二胡多用南胡、京胡合奏。
演唱时先由二胡起耍板，而后打出台锣鼓。
男角出场说韵白、唱出台，男女角对白；女角唱出台，男女对舞、对白，共唱一曲花灯调，在收场锣
鼓中结束。
花灯剧的传统唱腔较为简单，基本唱腔即花灯歌舞中的男女出台调。
由于拖腔、速度、高低的少许变化，又分为老生腔、皇生（包括正生腔）腔、小生腔、小旦腔、老旦
腔、花脸腔、三花腔等。
此外，还有山坡羊、哀子、苦板、路调、阴调腔等几种腔调。
这些曲调，是屯堡花灯在多年的成长过程中，吸取了当地大量的山歌和江南民间小调，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曲调，比如《欢板》、《高腔》、《男悲调》、《行程》、《哭板》等。
除此之外，江西汉族民歌在屯堡花灯的曲调中有重大的影响，比如江西汉族民歌《十送红军》、《采
茶谣》与屯堡花灯《十绣》、《英台调》，从曲调和旋律上都能看到两者的共同关系，足见屯堡花灯
对外省艺术形式的借鉴程度。
屯堡花灯的早期形态过于单一，大都是地灯中的歌舞灯，屯堡人“玩花灯”，一般村寨有灯无戏，有
戏无灯。
后来有了发展，就靠唱腔、道白和舞蹈来表达。
曲调悠长委婉，丰富多彩，有叙事、抒情和悲喜等多种调式。
在花灯歌舞的基础上，屯堡艺人们吸收村坊故事和民间传说，加上曲折动人的情节，有了叙事的性质
，逐步演变成现代的花灯戏剧雏形。
少数灯班开始有了灯夹戏的演出形式，如安顺何绍寨演出的《客官打采》、《刘三妹挑水》等生活小
戏，这些生活小戏完全由民间花灯艺人创作，有着纯朴自然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但要成为
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花灯戏，显得粗俗简单了些。
直到清末民初，近代话剧活动的兴起，加上现代戏剧走进民间演出，灯夹戏得到了戏曲专家和文化人
的加工制作，才形成一种地方戏曲形式。
在流行过程中，因受当地方言、民歌、习俗等影响而形成不同的演唱和表演风格。
近代以来，贵州花灯剧广泛流行于贵州的乡镇农村，深受各族群众欢迎，常在春节或其他节日演出。
他们自发形成戏班，半艺半农，忙时务农，其余时间均以从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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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黔中屯堡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由齐鲁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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