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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如汹涌大潮，势不可挡。
对任何一个裹挟其中的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都是一柄双刃剑。
利矣，弊矣；是矣，非矣？
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我们从中获得什么时，也同时丧失着什么。
全球化伴随着现代化、城镇化、趋同化，传统化、乡土化、民族化就必然要面对濒危、瓦解、崩溃。
几乎与此同时，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为此进行抗争。
文化，也以一种顽强的特立独行的方式，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发出了多样性、本土化的呼喊。
时代向一代文化人发出了强劲的挑战，一个无比巨大的文化难题摆在我们面前，等着去破解和应对。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文明古国，中国是泱泱文化大国，中国是发展中的正在大步迈向现代化的国家，中
国是正在改革开放中急速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国家，中国的悠久的农业文明、乡土文化和民族文
化正全线濒危，全面告急。
我们不能坐视不管，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为此倡导、发起和主持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我们坚定地认为，中国各族人民创造的有千万年历史传承的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俗文化是中国文
化和文明的有机组成，是可以与经史子集、经典遗址遗迹相提并论的伟大的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中
无形的、非物质的、口头的、民间的、活态的另一半。
民间文化遗产面临消亡中最严峻的问题在于，它是生活的、大众的、世俗的文化，又是代代口耳相传
、口传心授的文化，如果创造它的人们缺乏文化自觉，传承它的青少年对它无所用心，它的濒危就绝
无回天之力。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在根本上是一次文化行动，这个行动的终极目的是要唤醒民
众对自己拥有和传承的民间文化的自识、自觉、自爱、自重；要在青少年中普及民间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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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具是原始文化艺术的遗存，它的稚拙、粗野、夸张、变形、怪诞、滑稽、幽默、神圣、狞厉，蕴涵
着的深奥的美学风格与精神，令人叹为观止、啧啧称奇。
    本书所介绍和选编的的面具形态仅是一个侧面而已。
为了展示面具文化的发展历程。
我们以萨满面具、傩面具、戏曲脸谱这样一个序列进行编排。
本书的出版，本身就是中国民协开展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影响的产物，书中我们特别展
示了吉林学者对萨满面具和神话的抢救与发现，其他面具的介绍也侧重于地方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
民协会员所正在进行的研究、传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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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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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地戏具有汉文化的深厚传统，但又“活化石”化了，凝固了、停滞了、原地踏步了六百多年。
所以带有浓郁的乡风野趣，但又不失儒雅，其面具风格典雅、华贵、富丽的遗风犹存，依稀可见。
傩堂（坛）戏源于原始巫舞，多用于驱鬼逐疫的祭仪，现在民间多作为“还愿”、“庆寿”等祭奉仪
式。
傩堂戏既描绘神话传说，也表现劳动生活及民间故事。
演出时演员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余人。
演出分全堂和半堂：全堂十五天，半堂七天。
演唱时有帮腔，用锣鼓等乐器来烘托气氛。
傩堂戏早先多为二十四位傩神的面具，现在发展到百余种面具，分生、旦、净、丑等角色。
戏分正戏、插戏两部分。
正戏有《开洞》、《开路将军》、《唐氏太婆》、《押兵先师》、《开山猛将》、《粱山土地》、《
钟馗斩鬼》等；插戏有《王大娘补缸》、《傻二赶狗》、《安安送米》等戏出。
其中一部分剧目是从其他地方剧种移植入傩戏中的。
贵州安顺地戏是一种有着六百余年历史的民间戏剧。
源头也是古老的傩仪，它生于江南（明代弋阳腔主要流行地），长在西南（以贵州安顺为中心）。
据载，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出兵南征云南，曾在安顺建城屯兵。
南征军队屯集的地区，俗称“屯堡”。
正是屯堡人将地戏带人安顺地区。
六百多年来，屯堡人顽强地保存了地戏，地戏也成为远离故园的屯堡人互相依存、彼此聚合的精神纽
带。
时至今日，安顺地戏依然保留早期傩剧的艺术特征：一人领唱，众人帮和，伴奏乐器仅一锣一鼓而无
弦索，弋阳腔古韵犹存。
民间习称地戏为跳神或“跳神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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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是的，贝多芬的乐曲是可宝贵的，达·芬奇的绘画是很伟大的。
我们不当轻视罗丹的雕像，不应忽略莎士比亚的戏曲，以及杜甫、但丁的诗歌。
这，我们一点没有异议。
但是，谁能说，因此便可以蔑视一切民间无名氏的文学艺术？
　　——钟敬文一个民族的特征最直接地由它的民间文化表现出来，全球化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就
是要重新认识本民族的民间文化。
我们一定要让中国的民间文化在人类的未来大放光彩。
——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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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间面具》：中国结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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