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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秦腔以其特有的地域风格和“古调独弹”的艺术魅力，卓立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林，为广大人民群
众所喜爱。
从地域上讲，秦腔发源、形成于陕甘（古秦地）一带，生长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的广大
地区。
秦腔的“娘家”在古长安。
正因为陕西西安（古长安）曾是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都城所在地，并且中国戏曲之完备得力于
唐代“梨园”的兴盛，所以，以秦腔艺术为代表的陕西戏曲又具有全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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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秦腔概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第一章 秦腔的历史与起源第二章 秦腔的艺术特点门第三章 秦
腔的班社门中编 秦腔的起伏曲折（1949-1982）第一章 秦腔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949-1957）（一）“改戏、改人、改制”的民主改革（二）秦腔的改革（三）1952年全国戏曲观摩
演出陕西代表团情况（四）“抗美援朝”时期的秦腔（五）1956年陕西省戏曲观摩大会第二章 秦腔在
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5）（一）1958年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第一
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二）1958年秦腔晋京演出（三）1959年秦腔参加国庆10周年献礼（四）“三大
秦班”下江南（五）最早的两部秦腔艺术影片《火焰驹》《三滴血》（六）陕西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演
出大会第三章 秦腔在“**********”时期（1966-1976）第四章 秦腔在新时期（1977-1982）第五章 秦腔
小专题（一）秦腔演绎周总理--《西安事变》（二）习仲勋的秦腔缘（三）秦腔艺术在台湾（四
）1949-1982午间秦腔录音、录像、电视与电影下编 改革开放中的陕西秦腔第一章 秦腔的组织建设（
一）陕西省振兴秦腔指导委员会成立（二）秦腔申遗与传承保护（三）建立秦腔博物馆第二章 秦腔的
学术活动门（一）陕西省秦腔艺术发展战略学术讨论会门（二）新世纪戏剧观念暨秦腔艺术理论研讨
会门（三）中国秦腔高层论坛门（四）西北地方戏曲发展论坛门（五）秦腔花脸声腔学术研讨会第三
章 秦腔的人才培养（一）陕西省文化厅与西北大学联合举办编剧大专班（二）选派专业人员赴高等艺
术院校进修深造（三）戏曲艺术的希望工程（四）陕西高校秦腔戏曲班（五）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演员
训练班（六）陕西秦腔演员历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获得者第四章 秦腔的重大活动（一）陕西省
振兴秦腔实验剧团汇报演出（二）振兴秦腔工作全面开展（三）振兴秦腔音乐会（四）振兴秦腔演出
团****汇报（五）纪念陕西省振兴秦腔10周年系列活动（六）首届中国秦腔艺术节（七）纪念陕西振
兴秦腔20周年系列活动（八）中青年演员的专场演出⋯⋯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秦腔百年>>

章节摘录

　　第三，搞好重点剧团的建设。
对已确定的省戏曲研究院秦腔团、西安易俗社、宝鸡人民剧团、成阳人民剧团、渭南地区秦剧团等五
个重点实验剧团，应尽快健全领导班子，整顿队伍、充实力量，为秦腔改革和重点剧目的排练做好一
切准备。
在建国35周年之际，要求以上各团都要拿出一台质量较高的献礼剧目。
尤其是省戏曲研究院秦腔团和西安易俗社，在秦腔改革上应当先行一步。
委员会办公室在近期内要尽快召开重点剧团会议，明确任务，落实各团建设规划。
　　第四，加强艺术教育，办好戏曲学校。
出作品、出人才，是振兴秦腔的重要标志。
省文化文物厅以及各地、市文化主管部门，要把培养秦腔艺术人才、办好各级戏校，当做一项战略任
务去抓。
　　7月份，拟举办一次秦腔青年演员调演，以便发现人才，重点培养。
　　第五，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要经常协调各专业领导小组，以及各有关方面的关系。
做好全省范围内由点到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动态，交流信息，及时总结新鲜经验，研究出现的问
题。
　　李若冰最后强调，振兴秦腔，是我省人民的一件大事，省委和省政府十分重视。
最近，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批示：“应即着手扎扎实实的振兴工作，避免铺张、空泛的活动。
”我们要切实按照省委领导的批示精神，真正把振兴秦腔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脚踏实地，扎扎实
实把这项事业做好。
　　会上，副省长白纪年也作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搞好秦腔改革，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他说，*改革，究竟是过头了，还是改得不够？
在过去，我们做了一些改革，有人就说“秦腔不姓秦了”“破坏了秦腔风格”。
他认为不是“过了头”，而是改得不够，是落后了。
他说：改革要抓重点，一个是剧本，一个是音乐。
特别是音乐唱腔。
外地人说我们“唱戏和吵架分不开”，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音乐唱腔上，要首先突破，要悦耳动听，使人爱听爱看，要狠下工夫。
我们要解放思想，敢于吸收其他剧种的长处，为我所用。
　　在培养人才问题上，白纪年指出，既要抓当前，又要抓长远。
我们既要办中等艺术专科学校，还要创造条件办高等艺术院校。
要培养和提高秦腔演员的政治素质和艺术素质。
现在培养学生，不能停留在过去那种“大戏子教小戏子”的水平上，要用科学方法教学生。
不仅要开艺术课，还要系统地开文化课、理论课，数理化都要学。
在舞台上，要大力扶植新生力量，老演员要为青年创造条件，培养青年是老演员的光荣职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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