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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京剧基础知识为平台，介绍了京剧历史的形成、发展以及在不同时期的状况。
另外，结合具体的京剧剧目，还介绍了一些京剧艺术的基本特征，如京剧艺术的综合化、程式化和虚
拟性特征；京剧行当的形成及各行当的特点；京剧脸谱的美学原理、画法与分类，以及京剧服装的美
学意蕴和分类等有关京剧本体的一些内容。
通过阅读本书，能帮助青年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京剧知识和表演技能，培养他们对京剧艺术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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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京剧走向世界的历史回顾梅兰芳京剧大师的艺术地位是在20世纪初期确立的。
他在唱、念、做、舞、化妆、服饰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创新，使古老的中国戏曲在歌、舞、剧三方
面得以完美结合并形成了梅派艺术的独创风格。
尤其是他把青衣、花旦、刀马旦等旦角各行的唱腔和表演全面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大丰富了旦角
唱腔的优美旋律和细腻表演，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风采的艺术流派。
梅兰芳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引起国外文化机构和有识之士的重视，纷纷对其发出访问邀请。
1919年初，应日本著名文学家龙居濑三的邀请，梅兰芳赴日本访问演出，后又于1924和1956年两次东
渡，均受到日本各界热烈友好的欢迎，特别是文化艺术界人士对他的表演反应强烈，将之视为难得的
珍品。
正如当初龙居濑三所期待的那样：“如果梅到日本来演出一次，则日本之美人都成灰土了。
”20世纪30年代，梅兰芳先生又先后赴美国和苏联演出，仍然获得极大的成功和崇高的荣誉，让外国
人了解了中国文化的璀璨，为传播京剧艺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京剧作为文化“使节”，先后到世界各国演出，备受欢迎和赞誉。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京剧在世界艺术舞台上更加活跃，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上海京剧院等全国许多京剧院团相继出国演出。
仅以中国京剧院为例，该院自1955年建院以来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出访演出足迹遍布亚洲、欧
洲、美洲、非洲、澳洲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外国观众通过观赏京剧艺术，增进了对神秘的东方艺术的了解和喜爱，从而增进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
友谊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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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2005年3月至今，本人在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和天津工业大学讲授“京剧欣赏”选修课。
这本《京剧知识与欣赏》，就是以这些年总结出来的教学讲义为基础而编写的。
本书大纲由蔡瑞鸿与刘华龙共同拟定，内容由多人编写完成。
第1讲，刘华龙编。
第2讲、第3讲、第4讲、第5讲，崔德华编。
第6讲、第7讲、第8讲，蔡瑞鸿编。
第9章，郑国民编。
最后由刘华龙审定。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承蒙天津市振兴京剧基金会唐寅春、戚广成老师和天津市泰达图书馆喻光耀老师
的支持，特别是天津城市建设学院芦茜老师对本书的内容及文字进行了润色和修正；书的封面及文中
插图由蔡静老师设计，在此一并深致谢忱！
编写此书，参考了许多前辈的研究成果，谨此说明并致谢意，不一一列举。
由于编者的水平所限，书中疏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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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京剧知识与欣赏》：普通高校公共艺术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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