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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1年，泰山出版社编纂、出版一部千万言的大书：《中华名人轶事》。
当时我应邀撰一序言，认为这部书“为我们提供了开发我国丰富史学资源的经验，使学术资料性与普
及可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可以说是新世纪初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次有意义的探讨”。
我觉得，这也可以用来评估这部《阅读中华国粹》，作充分肯定。
且这部《阅读中华国粹》，种数100种，字数近2000万字，不仅数量已超过《中华名人轶事》，且囊括
古今，泛揽百科，不仅有相当的学术资料含量，而且有吸引人的艺术创作风味，确可以说是我们中华
传统文化即国粹的经典之作。
    国粹者，民族文化之精髓也。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依靠勤劳的素质和智慧的力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从文学到艺术
，从技艺到科学，创造出数不尽的文明成果。
国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示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渊源以及技艺发展轨迹，这些都是民族智慧的
结晶。
    梁启超在1902年写给黄遵宪的信中就直接使用了“国粹”这一概念，其观点在于“养成国民，当以
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
”当时国粹派的代表人物黄节在写于1902年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中写道：“夫国粹者，国家特别
之精神也。
”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里，也提出了“用国粹激动种性”的问题。
    1905年《国粹学报》在上海的创刊第一次将“国粹”的概念带入了大众的视野。
当时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
为应对西方文化输入的影响，他们高扬起“国学”旗帜：“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
；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
奴于外族之专制谓之国奴，奴于东西之学，亦何得而非奴也。
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
”(章太炎：《国粹学报发刊词》)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艰难跋涉，中华民族经历着一次伟大的历史
复兴，中国崛起于世界之林，随着经济的发展强大，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
    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学已是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学。
特别是当前新世纪，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更有大的发展，我们就更有需要全面梳理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华，加以宣扬和传播，以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予以重新认知和用心守护。
    因此，这套图书的出版恰逢其时。
    我觉得，这套书有四大特色：    第一，这套书是在当下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经
典，重视学术资料性，约请各领域专家学者撰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煌煌百种全面系统阐释中华国
粹。
同时，每一种书都有深入探索，在“历史——文化”的综合视野下，又对各时代人们的生活情趣和心
理境界作具体探讨。
它既是一部记录中华国粹经典、普及中华文明的读物，又是一部兼具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中华文化典藏
之作，可以说是学术性与普及性结合。
这当能使我们现代年轻一代，认识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感受中华国粹之独特魅力，进而弘扬中华文
化，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第二，注意对文化作历史性的线索梳理，探索不同时代特色和社会风貌，又沟通古今，着重联系现
实，吸收当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鲜知识，形成更为独到的研究视野与观念。
其中不少书，历史记述，多从先秦两汉开始，直至20世纪，这确为古为今用提供值得思索的文本，可
以说是通过对各项国粹的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总结规律，并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发展策略。
    第三，既有历史发展梳理，又注意地域文化研索。
这套书，好多种都具体描述地方特色，如《木雕》一书，既统述木雕艺术的发展历程(自商周至明清)
，又分列江浙地区、闽台地区、广东地区，及徽州、湘南、山东曲阜、云南剑川，以及少数民族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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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艺术特色。
又如《饮食文化》，分述中国八大菜系，即鲁菜、川菜、粤菜、闽菜、苏菜、浙菜、湘菜、徽菜。
记述中注意与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相结合，确能引起人们的乡思之情。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整体，但它是由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所组成和融汇而成。
不同地区的文化各具不同的色彩，这就使得我们整个中华文化多姿多彩。
展示地区文化的特点，无疑将把我们的文化史研究引向深入。
同时，不少书还探讨好几种国粹品种对国外的影响，这也很值得注意。
中华文明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已经形成一种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形象，现在这套书所述，对
中外文化交流提供十分吸引人的佳例。
    第四，这套书，每一本都配有图，可以说是图文并茂，极有吸引力。
同时文字流畅，饶有情趣，特别是在品赏山水、田园，及领略各种戏曲、说唱等艺术品种时，真是“
使笔如画”，使读者徜徉了美不胜收的艺术境地，阅读者当会一身轻松，得到知识增进、审美真切的
愉悦。
    时代呼唤文化，文化凝聚力量。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建设。
我们当遵照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我们希望这套国粹经典阐释，不仅促进青少年阅读
，同时还能服务于当前文化的开启奋进新程。
铸就辉煌前景。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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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将左权民歌带出太行山    1955年对刘改鱼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年她16岁，刚上小学六年级。
元宵节她在县城演唱了《土地还家》、《苦相思》、《逃难》、《红都炮台》、《左权将军》，之后
被县文化馆看中，她和两位当时当地的著名民歌手郝玉兰、赵三珠一同上行署所在地榆次进行选拔。
这是刘改鱼第一次离开太行山。
没有想到的是。
她又被选送到省城太原。
更没有想到的是，在省城，刘改鱼的节目再次被选中。
代表山西送往北京参加全国汇演。
    刘改鱼代表山西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业余音乐舞蹈会演，站上了当时全国最华丽的天桥剧场。
这是左权民歌第一次走上全国性的舞台，刘改鱼也一炮而红，她的照片登在了《人民日报》上，成为
左权民歌的代言人。
    当时被选中的山西歌手和节目，还有河曲的民歌手王玉秀、晋北的舞蹈《过大年》、晋东南的舞蹈
《九连灯》。
正是因为出现了刘改鱼这样的歌手，左权民歌和河曲民歌一样，成了山西民歌的一大流派。
那么刘改鱼无疑是第一个代表性人物。
并且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三、教左权民歌的“小刘先生”    因为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业余音乐舞蹈汇演而声名鹊起的刘改鱼
，被新中国的高等音乐学府看中了。
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请刘改鱼担任民歌教员，大家都叫她“小刘先生”。
刘改鱼也是边教边学，她一边教民歌，一边学乐理、视唱，还得学习普通话，上文化课，观摩讲座。
    1956—1957年。
刘改鱼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民歌教员一年。
专教左权民歌。
1980—1981年，在天津音乐学院代民歌课两学期。
此外，她在山西大学艺术系、山西省艺术学校代课，也是教左权民歌。
    除了在一些艺术院校代课外，平时慕名而来学习民歌或索取资料的也很多。
如中国音乐学院耿生廉教授、张肖虎教授和研究生肖梅，上海作曲家朱践耳，战友歌舞团作曲家生茂
、赵季平，长影歌唱家李秀文，湖南歌舞团邓海伦，中央民族乐团靳玉竹等。
刘改鱼一方面为他们提供民间音乐的资料，另一方面也辅导他们，一句句地教歌。
    多年的艺术活动。
“小刘先生”也变成了“老刘先生”，她立足左权，扎根山西，在音乐学界和广大群众中都产生了广
泛的影响。
曾被编人《中国歌坛人物》一书。
不少艺术院校至今还保留和使用她教学留下的音响资料，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数次约她去参与山西左
权民歌的访谈和演唱录音。
    当年的“小刘先生”后来又几度回到北京：2004年8月，在北京音乐堂参加“桃花红杏花白”音乐会
演出；2005年1月，参加人民大会堂“北京新春音乐会”演出：2007年1月，参加人民大会堂“再唱西
北风”演出；2007年10月，参加中国音乐学院“民歌教学学术音乐会”演出：同月，在北京民族文化
宫。
参加中国文联主办的大型系列演唱会第三场“唱得幸福落满坡”主题音乐会：2008年1月，在人民大会
堂、中国文联举办的“百花迎春”晚会上演出。
    四、“声美、情真、味足”的演唱风格    刘改鱼演唱的《桃花红杏花白》等左权民歌，以其纯朴的
气息、优美的旋律、脉脉的柔情倾倒了广大听众，成为山西民歌的精品曲目。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觉得中国民歌有了“民族唱法”以后，与“民族唱法”不一致的，统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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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不正统”、“不科学”。
有一些评论说刘改鱼太“山”了、太“土”了、太“野”了。
于是，唱了大半辈子“野”民歌的刘改鱼也动摇了，开始拿腔拿调，捏着嗓子唱。
但她感觉实在是不舒服，听众也发现似乎刘改鱼的歌声中少了些什么。
    刘改鱼心里明白：“就是缺了原来的‘味’，歌声里少了太行山的那股子泼辣劲。
”刘改鱼最大的优势就是和老艺人们学习过，唱得是原汁原味的左权民歌。
从此，她坚定了自己的演唱道路，保持了左权民歌的原汁原味，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演唱风格。
    刘改鱼源自民间，又高于民间，她善于研究，勤于思考，努力做到“声美、情真、味足”，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不仅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而且也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肯定，对她的演唱不吝美
词：“她的歌声浑厚圆润，刚柔相济，以质朴的乡音打动人心”，“像一束带着太行山泥土气息的山
丹丹，以它朴素真切的艺术力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声音清脆响亮，演唱感情真挚朴实
，刚柔兼备”，“她所总结的演唱经验，强调了保持民族地方特色的重要性，是对民族声乐和演唱好
民歌等理论方面的贡献”⋯⋯    P1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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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左权民歌曲调清丽而优美、风格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
在新时代的推动下，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正孕育着新的生机，不断散发出她独特的魅力。
由刘玉林编著的这本《青少年应该知道的左权民歌》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带领广大青少年去认识、
了解该门艺术。
全书共分八章，内容包括：山西民歌，山西左权，左权民歌的历史、分类、特色，左权抗日民歌，左
权小花戏，左权民歌那些人，左权民歌的传承与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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