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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处我国西南的四川省，不仅人口资源丰富，而且还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民族大省。
在这个历史悠久、土地肥沃、景色秀美的地方，生活着藏、彝、羌、土家、苗、回、蒙古、满等14个
世居少数民族和近40个散居的少数民族。
这里的藏族人口仅次于我国西藏；彝族人口略少于云南省：而族史悠久、古老纯朴的羌民族，几千年
来则聚居于川西北高原和川北地区的北川县、平武县，至今仍沿袭着故有之族称，实为四川乃至中国
民族史之独有。
四川的少数民族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兄弟民族一样，勤劳、勇敢、质朴、富于创造，而且才艺出众，能
歌善舞。
有他们生活的地方，无论是山林牧场，还是村寨院落，处处都是歌的海洋、舞的广场。
在戏剧方面。
各具特色的民族戏剧，遍布康藏雪域高原和金沙江、岷江及川江、乌江、酉水两旁。
仅以藏戏为例，四川藏区在继承发扬西藏藏戏精髓的同时。
还繁衍出了名目繁多，颇具四川藏区艺术特色的戏剧剧种，并在我国民族戏剧之林中独树一帜，享誉
剧坛。
如1985年巴塘业余藏戏团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戏曲会演中演出的藏戏《郎莎姑娘》，被文化部誉为“
雪山红牡丹”。
1984，年红原业余藏戏团演出的《牟尼赞普》一剧，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戏剧录像调演“孔雀奖”。
该剧汉字文学剧本于1985年亦获得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剧本“银奖”的荣誉。
除此，土家族戏剧“土戏”和具有戏剧“活化石”之称的傩戏、酉阳阳戏、傩愿戏和有羌戏之称的羌
族“释比戏”，也在四川土家族、苗族及羌族地区繁衍发展。
四川彝族地区虽无“彝剧”的戏剧样式存在，但彝族古老习俗中的富有戏剧性的抢亲、迎亲、婚嫁仪
式和神秘的丧葬礼仪以及彝族斑斓多彩的生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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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处我国西南的四川省，不仅人口资源丰富，而且还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民族大省。
在这个历史悠久、土地肥沃、景色秀美的地方，生活着藏、彝、羌、土家、苗、回、蒙古、满等14个
世居少数民族和近40个散居的少数民族。
这里的藏族人口仅次于我国西藏；彝族人口略少于云南省：而族史悠久、古老纯朴的羌民族，几千年
来则聚居于川西北高原和川北地区的北川县、平武县，至今仍沿袭着故有之族称，实为四川乃至中国
民族史之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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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福昌，笔名严肃，浙江绍兴人。
1963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后供职于四川省文化厅行政部门。
长期从事文艺写作和文化学研究，为一级编剧、研究员。
已出版、《茅庐集》《论剧集》《小说集》《剧作集》等八部著作。
现任中国演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主席。
副主编简介：于一，原名俞毅，上海人。
20世纪50年代初就读于中华戏剧专科学校，后参加西南文工团。
1952年毕业于西南人民艺术学院戏剧系专科。
曾任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四川省五七艺校教师、导演、教务主任和四川省文化厅艺术处副处长、四川
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主要著作有《中国戏曲志·四川卷》《川剧志》《四川藏戏》《四川傩戏》（撰稿、副主编）《古傩
神韵》《巴蜀傩戏》《梓潼阳戏》《芦山庆坛》等，另有近百篇川剧、目连戏和傩文化、傩戏学论文
发表于各类报刊。
因主持编撰《中国戏曲志》成果突出，1989年被文化部国家民委评为“修志先进工作者”，1997年获
“文艺集成志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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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活跃在雪域高原上的康巴藏戏一、康巴藏戏的形成与发展二、康巴藏戏的艺术特色三、康巴藏
戏演出习俗的传承与发展附录康巴藏戏剧团简介第二章 从神山里走出来的嘉绒藏戏一、古老辉煌的嘉
绒藏戏二、丰富多彩的演出剧目三、古朴奇特的表演艺术四、浑厚质朴的戏剧音乐五、独具特色的演
出习俗六、嘉绒藏戏的艺人与戏班附录一嘉绒藏戏调查报告附录二嘉绒藏戏调查散记附录三嘉绒藏戏
座谈会附录四在马尔康县党坝乡嘎南村对嘉绒藏戏的情况调查附录五嘉绒藏戏戏班、剧目和节庆活动
日期表附录六关于嘉绒藏戏的两篇论文第三章 宗庙寺院里诞生的德格藏戏一、德格藏戏的诞生二、别
具一格的演剧艺术三、寺庙色彩浓郁的藏戏音乐四、政教合一的演出习俗第四章 奔驰在草原马背上的
安多藏戏一、安多藏戏的起源和流布二、丰富多彩的演出剧目三、独具特色的表演艺术四、斑斓多姿
的音乐艺术五、风格独特的舞台艺术六、别致多样的演出习俗第五章 原始古朴的羌族释比戏一、古老
别致的释比戏二、释比戏的演剧艺术三、释比戏渊源初探第六章 土家族的戏剧明珠：土戏一、土戏的
命名和民族属性二、土戏的戏班和演出习俗三、土戏的艺术特色四、土戏民族属性溯源、附录土戏十
四代师承关系年表第七章 神奇朴拙的面具戏剧：酉阳阳戏一、面具阳戏的来历二、特殊的表演形式三
、阳戏面具的保管和使用四、祈吉除秽的演出剧目五、独具个性的阳戏音乐六、面具阳戏的演出习俗
七、酉阳面具阳戏溯源第八章 四川少数民族民俗文化选萃一、白马藏族的民俗风情二、土家族图腾信
仰崇拜和丧葬习俗三、苗家婚丧习俗选例四、彝族“灵姆”仪式及“送双灵”的丧葬习俗五、羌族民
俗与释比文化附录一四川少数民族戏剧剧本选附录二有关四川少数民族戏剧历史资料选载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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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康巴藏戏的形成与发展地处川西高原，雪山重叠、峡谷纵横，汹涌澎湃、川流不息的金沙
江、雅砻江、大渡河从雪山高原和深山峡谷中自北向南奔流直泻而下。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神秘奇特、美丽雄伟的康藏高原。
在这块高山入云、白雪皑皑，河流纵横交错，且地貌奇特、景色秀美、牛羊丰茂、人气兴旺的雪域高
原上，世代居住着一支勤劳勇敢、生机盎然的藏族“康巴人”。
康巴人勤劳质朴，强壮剽悍，能歌善舞，智慧聪敏，他们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地耕耘着这块古老又充
满生机的土地。
康巴地区，不但资源丰盛，人杰地灵，而且在历史上曾为抵御外强，推翻万恶的农奴制度，统一国家
民族。
以及和平解放西藏，作出过英勇无私的奉献。
对这支古老并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人们历来敬仰尊重，并誉称康巴男子为“康巴汉子”，名扬
四海。
四川的康巴地区，历来就是藏民族的组成部分。
古时，藏区有卫、藏、康三个区域的划分，也有按藏族语言的差异划分为卫藏、安多、康巴等三大方
言区。
康巴地区含今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及云南部分藏区。
康巴地区不但有“香格里拉”、“跑马山”等奇美的景色，且人勤地沃，牛羊遍野，人民能歌善舞，
文化底蕴十分深厚。
号称世界最长的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即出于此。
除此，康区人民富有艺术才能，能歌善舞，著名的康巴锅庄、弦子、踢踏舞、曲艺说唱等广泛流传。
其中尤以藏戏师祖唐忠吉布创建的藏戏，最为康区人民所喜爱，并得到很好的继承发展，在康区各地
，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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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从事四川戏剧工作已几十年。
但对全省各少数民族有没有戏剧，有多少个戏剧剧种却不甚了解。
1983年，国家开展一项艺术科研重点项目——修撰《中国戏曲志》，并明文规定，以省、市、自治区
为单位各立一卷以反映当地戏曲历史与现状。
为贯彻国家这项亘古未有的修志任务，四川省成立了以省文化厅厅长杜天文为主任委员，省民族事务
委员会主任孙自强、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李累、省川剧艺术研究院院长席明真和省文化厅副厅长郝超、
严福昌为副主任委员的《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编委会，并下设编辑部以主持修志日常工作（我任副
主编兼编辑部主任）。
各市、地、州宣传文化部门亦成立相应的编修机构，抽调专人开展修志工作。
为弄清四川戏曲的历史与现状，在省内，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戏曲普查工作，其中亦重点调查研究
了四川少数民族的戏剧状况。
少数民族戏剧调查工作，得到了省民委领导和各地民族宗教委和宣传文化工作部门的重视和大力支持
，戏曲志编辑部和省民委领导还于1984年、1986年多次召开藏戏研讨会，邀请阿坝、甘孜两州的文化
主管部门、省民族研究所和部分藏学研究者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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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四川少数民族戏剧》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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