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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皮影的研究价值是多方面的，从大的方面来说，它对研究中国的历史、戏剧、美术、民间文学、民俗
以及宗教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从具体的方面来说，它对研究中国的传统建筑、家具与室内陈设、服
饰、生活用品、兵器以及交通工具。
也提供了非常丰富、形象的资料；作为一门艺术，其文化内涵是相当丰富和深邃的。
皮影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肯定，更有待于人们从不同的
学科和角度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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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中国影戏的请戏习俗（上）第一节 影戏与民间庙会庙会是一种围绕着神庙而进行的集
体活动，其实质在于群体性的祭祀，常通过歌舞、牺牲供奉等礼仪行为来实现人神相通的目的。
庙会的生成，与人类的原始信仰密切相关，是原始信仰的表现，是原始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
。
中国是个多神的国家，上至日月星辰，下至山川河流，大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小到个人衣食住行，
甚而茅房马厩，百姓无不以为冥冥之中有某种超自然力的力量在掌控着它，无不有一个神灵在支配着
它。
这也就是英国著名的古典人类学家泰勒（EdwardTylor，1832-1917）所说的“万物有灵”。
泰勒指出，“万物有灵观构成了处在人类最低阶段的部族的特点”，这些“灵”在原始人看来，是“
不死”的，也具有强大的神力，而且“神灵和人是相通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引起神灵的高兴或不
悦”，所以由此而产生了各种信奉、崇拜。
泰勒说：万物有灵观的理论分解为两个主要的信条，它们构成一个完整学说的各部分。
其中的第一条，包括着各个生物的灵魂，这灵魂在肉体死亡或消亡之后能够继续存在。
另一条则包括这各个精灵本身，上升到威力强大的诸神系列。
神灵被认为影响或控制着物质世界的现象和人的今生和来世的生活，并且认为神灵和人是相通的，人
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引起神灵的高兴或不悦，于是对他们存在的信仰就或早或晚自然地甚至可以说不可
避免地导致对他们的实际崇拜或希望得到他们的怜悯。
这样一来，充分发展起来的万物有灵观就包括了信奉灵魂和未来的生活，信奉主管神和附属神，这些
信奉在实践中转为某种实际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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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博士生毕业论文的修改稿。
2004年9月，我有幸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师从康保成教授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参加了导师主持的教育部
重大课题《我国皮影戏的历史与现状》，并主持了其子项目《中国影戏与民俗研究》的工作。
论文的撰写得到了保成师的悉心指导，导师团的黄天骥教授、欧阳光教授也一直关注论文的完成，从
选题到开题，从预答辩到答辩，在论文框架构思、观点的提炼、论述等方面倾注了他们的心血。
书稿的修改还得到了中山大学的叶春生教授和麻国庆教授、山西师范大学的黄竹三教授、广州大学的
刘晓明教授、黑龙江大学的薛瑞兆教授等人的指点。
2004年9月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中国影戏与民俗的研究，并以之为个案思考中国戏曲与民俗的关系，迄
今已有20多篇相关论文在各种刊物发表。
在此，感谢《中华戏曲》、《中国非物质文化》、《民族艺术》、《艺术百家》、《中南民族大学学
报》、《衡阳师范学院学报》、《船山学刊》、《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重庆大学学报》、《
重庆工学院学报》、《皖西学院学报》、《渭南师范学院学报》、《中国道教》、《华南农业大学学
报》（社科版）、《嘉兴学院学报》等刊物给予了我发表研究心得的阵地。
本书出版之前，我已完成了《灯影里舞动的精灵——中国皮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中国民俗丛书：影戏》（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两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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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影戏与民俗》是中国皮影戏的历史与现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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