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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间文艺学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进入21世纪以来，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与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同时
也成为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
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部分构成的。
由历史上的文物古迹和现代物质文化创新而构成的物质文化，是读者大众所熟悉的。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哪些文化形态呢？
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下达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42号)作了如下阐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
、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17日举行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胪
列了五项内容：“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
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归纳起来，简单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以民众(一定群体)口传心授的方式而代代相传、绵
延不绝的文化。
在民众中流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绵延不绝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以文字为载体的“精英文化”(或日“主流文化”，或旧称“上层文化”，或西方
文化人类学称的“大传统”)相对举的广大老百姓所传承和流传的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对国际还是对我国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术语。
最早出现在上面提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一国际文件中，引进我国
只有区区几年的时间。
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
前，我国学界和官方一直沿用“民间文化”(或“民族民间文化”)这一本土的术语。
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好，“民间文化”也好，在范围和内涵上大体是一样的，我国之所以要
改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代替“民间文化”，只是为了与国际对话的需要和方便，即通常所说的“
与国际接轨”。
顺便要说的是，译名的确定是一件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一个译名一旦确定之后可能影响
到实际工作的开展。
有学者对“遗产”二字的翻译存有异议，他们指出，英文里的Heritage，可以译为“遗产”，也可以译
为“传承”和“传递”，而译为“传承”也许可能更接近原意，因为非物质文化或民间文化是活态的
、流动的、变化的，而不是僵死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基因库”，是民族认同、维系、凝聚、绵延的基本因素。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暴力的或和平的，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断流了、湮没了、消失了，那就意
味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甚至这个民族本身，或被同化了，或被灭亡了，或被打散了，最终变成了人类
的记忆。
这样的事情，在中外历史上不乏先例。
以我国而论，我们至今还不大清楚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先民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江流域良
渚文化先民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岷江流域三星堆先民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比这些文
化晚得多的一些消逝了的民族、族群或邦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样子。
诸如，显赫一时的齐国文化、越国文化的文物遗存多有发现，而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样子，
都湮没无闻了。
又如，被明王朝军队剿灭、驱赶而隐匿和融人边远地区和族群中的焚人，除了在川南的珙县留下的数
量有限的岩壁画和悬棺葬外，这个民族(或族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连同这个民族或族群本身一起，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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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的急速步伐，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
式和思维方式，摧毁着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使那些地处边远的、封闭的地区和民族，也不
例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延续，处在急剧衰微的趋势之中。
世界各国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的代表人物，率先呼吁保护自己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1972年玻利维亚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建议制定保护民间创作法案以来，许多国家的政府和
学者日益认识到对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经过三十多年来的酝酿、宣传、研讨、磋商，世界各国政界和学界对世界“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
展理念和民族文化自觉的认识大为提高，特别是世界进入文化引领的时代，美国学者提出的文化是国
家“软实力”的概念被广泛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已经成为21世纪一个世界性的文化
潮流。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我国，不仅是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因素，也是中华文化复兴
、东方文化复兴的不可或缺的方面。
 在我国，自“五四”以降，民间文化的保护和调查记录工作，一向是由学术界、文化界的一些人士在
做，但由于时局、思潮、人事等方面的原因，时断时续，时起时伏，其调查所得的资料，除了前中央
研究院的资料保存在台湾、解放区的一些资料保存在中央音乐学院外，其他大量调查资料尽皆流散无
存了。
建国以来，由于体制、分工等原因，民间文化的调查与保护，主要是由社会团体、研究机构和高等院
校相关系科做的，虽然做了大量艰苦的调查采录工作，但由于各自为战，政治运动频仍，前后领导人
缺乏一以贯之的学科理念以及科学管理等原因，所得资料流散严重。
真正由政府出面保护民间文化，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55至1956年为了民族识别由国家民委组织
专家进行的民族调查；第二次，是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有关协会进行的“十大文艺集成志书
”的调查编纂工作。
这些工作为21世纪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支持下，启动了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2004年4月8日文化部、财政部颁发《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以及配套文件《中
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批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成为缔约国之后，2005年3)~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
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从此改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众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文化，对其进行保护，可能采取多种方式，但不论采取
何种方式，其最终目的，是使其在创造和享受这种文化的老百姓中间得到继续传承和发展延续，至于
有些因时代变迁、生存条件改变等原因而不能继续传承和发展的项目，则应收集记录起来编辑成书籍
，制成光碟、录像片、录音带等，或以收藏与陈列于博物馆的方式，使其以“第二生命”继续传播。
对于至今仍葆有传承生命活力，或虽然呈现程度不一的衰微趋势而仍能通过保护措施被激活的项目，
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其保护工作纳入国家体制、在国家干预和管理下进行有效保护，
无疑是一项重要措施。
 在短短的几年间，我国已陆续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初步建立起国家级、省市级、
区县级三级(有的地方是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认定了国家级和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名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国发[2006]18号《通知》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计有五百一十八项；国发[2008]19号
《通知》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计有五百一十项。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计有一百四十七项。
两批三个名录加起来，共计一千一百七十五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十个大类：(1)民间文学类，共计八十九项
；(2)传统音乐(民间音乐)类，共计一百五十六项；(3)传统舞蹈(民间舞蹈)类，共计一百零九项；(4)传
统戏剧类，共计一百七十一项；(5)曲艺类，共计一百一十一项；(6)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杂技与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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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类，共计五十九项；(7)传统美术(民间美术)类，共计一百一十二项；(8)传统技艺(传统手工技艺)类
，共计二百一十项；(9)传统医药类，共计二十二项；(10)民俗类，共计一百三十六项。
“非遗”名录的申报和评审工作，还会继续做下去，以期建立起一套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
，作为“非遗”保护工作的基础。
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是“非遗”保护的核心，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
2007年、2008年分两批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计有七百七十七名入选名
录。
这项工作也会继续下去。
  温家宝总理用民族“文象”和“文脉”来指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正在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文脉”——我们民族
的根脉，保护和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已在上起各级领导和官员、下至普通百姓中有了初步的认识，而这种初步的认识
，是提高官员和百姓全民“文化自觉”的起点。
谁都晓得，一个没有或缺乏“文化自觉”的民族是多么的可悲! 通过各种方式对以往“不登大雅之堂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宣传、阐释、解读、弘扬，是落在各级政府、社会团体、文化界、出版界、
媒体人、学术界肩上的时代重任。
以编纂出版适合于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非遗”书籍，不啻是对其进行保护的有效方式之一，
而且也是对中华文化进行积累的有效工作。
古吴轩出版社策划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文藏典》，其宗旨就是以第一批国家级名录和分类为依
据，“选取最具代表性和表现力的项目作图文展开，全景式地反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古往今来之概
貌”。
希望这套丛书尽可能熔知识性、学术性、可读性、欣赏性于一炉，既满足当代读者了解“非遗”的阅
读需求，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把21世纪之初流传于中国老百姓中间的“非遗”的概貌传达给后世。
这就是我们编纂这套丛书的初衷。
要向读者说明的是，本丛书的写作，是以第一批国家级名录所载项目为依据的，而申报评审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是一个递进的、积累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一次完成的，第一批国家名录中所载项目
，是在各地各单位申报的基础上评审认定的，而不是由专家在全面权衡的基础上提名而认定的，故而
与相关学科的构架相较，则显然留下了若干空白(第二批名录的公布，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些补充
和完善)，这些项目的空白在本丛书中也就只好暂付阙如，或稍作提及而不作展开。
 经过一年多的组稿、撰著、选图、编辑，这套由十部书稿组成的“图文藏典”，就要付梓了，在此，
向各位作者朋友表示谢意，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热诚的指教和批评。
 2009年3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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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说唱艺术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面。
本书对部分说唱种种形成的历史，曲目、书目状况，艺人从艺经历及传承作了简要的记述。
目的是想通过这些内容的记述，向读者说明说唱艺术的“艺”，从来都是保留在艺人的身上，并通过
他们擅长说唱的曲目或书目具体地展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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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源莉  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副所长，长期担任国家重大艺术科研项目《中国曲艺志》总编辑部主
任一职，主持全国曲艺志的编纂。
因在完成《中国曲艺志》编审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1997年、2001年两次荣获文化部颁发的“文艺集
成志书编审成果”一等奖。
 
    参与了《说唱艺术简史》、《中国曲艺史》、《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中国曲艺通史》的撰
写。
《说唱艺术简史》荣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曲艺学会1995年颁发的全国曲艺理论研究优秀科研成果
专著一等奖。
发表论文有：《试论曲艺音乐的形式美》、《论口传心授》、《文化氛围与艺术创造》、《清代曲艺
——雅与俗的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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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绪论  第一节  源远流长——从古至今的流变  第二节  “装龙扮虎我自己”——说唱艺术的本体特
征  第三节  多元并存——说唱艺术的生存状态第一章  历代兴亡征战事  悲欢离合儿女情  第一节  苏州
评弹  第二节  苏州评话  第三节  苏州弹词  第四节  苏州评弹的行会组织第二章  讲论只凭三寸舌  称平天
下浅和深  第一节  扬州评话  第二节  福州评话第三章  弦鼓齐鸣歌声脆  谈情论理匡民心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木板大鼓  第三节  陕北说书  第四节  西河大鼓  第五节  传承与创新第四章  轻歌曼曲衢巷乐  琴
筝清曲庄稼耍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扬州清曲  第三节  天津时调  第四节  山东琴书  第五节  高潮与低谷
，不变的是人心第五章草  房庙会大车店  “包头”丑角二人转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历史沿革  第三节  
艺人与流派  第四节  二人转的艺术定位与现状第六章  渔鼓道情三弦书  简板坠弦成新曲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河南坠子的历史沿革  第三节  名家与流派  第四节  河南坠子现象第七章南  粤木鱼龙舟歌  讲古
论今李小龙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龙舟歌的历史沿革  第三节  从《龙舟一曲唱小龙》看龙舟歌现状第
八章  诗歌颂唱口述史  话说远古至如今  第一节  蒙古族的乌力格尔  第二节  达斡尔族的乌钦  第三节  傣
族的章哈结语后记附录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曲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曲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曲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曲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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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说唱(曲艺)作为民族、民间艺术的一个门类，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
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中国说唱是一种以叙述为特征的讲唱故事的艺术，如果给它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与戏曲的“以歌舞演
故事”相类，称它为“以说唱讲故事”。
随着时代的演变，一些曲种消亡了，一些曲种又产生了，而前者在以说唱讲故事过程中创造的各种艺
术表现手段，则在后者发展的过程中又得到发扬光大。
今天我们欣赏到的说唱艺术中，尤其是一些地方大曲种，它们的历史可能只能追溯到清代的乾隆年间
，但它们本身所承载的表演技艺，却是唐宋以来说唱艺术表演技艺的积淀。
为此，说唱艺术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面。
第一节源远流长——从古至今的流变说唱艺术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可以从它的艺术形态寻到它的根。
说唱艺术大体上可分为三种艺术表现形态：以说为主的、以唱为主的、边唱边舞的。
它们大体上都是以第三人称讲唱故事。
“说”是用本民族语言讲源自本民族的传说故事，“唱”的曲调以及伴奏的乐器也源自本民族的民歌
和民间乐器，而“舞”更是源自本民族流行的舞蹈。
因此可以说，尽管我国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并非同步，但是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民间
传说、音乐、舞蹈，它们的发展繁荣，也就孕育了本民族或本地区的说唱艺术。
相对这些艺术来说，说唱产生于其后，正是因为有前者的发达，才能有说唱艺术的产生。
但是，“说”、“唱”与“舞蹈”的综合还不一定就是说唱艺术，任何一种艺术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的
、相对固定的艺术表现形态，如说书一般是说书人坐于书桌后手持醒木击案说讲；大鼓一般是演员一
手持板一手持鼓楗击鼓演唱，另有乐队伴奏；二人转则是一丑一旦边唱边舞，同时以丑诙谐、幽默的
表演与说口取悦观众。
只有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表现形态，我们才能断定它是何种说唱艺术。
我们研究说唱艺术形成发展的历史，则可从说唱的“以说唱讲故事”的特征开始。
说唱的“说”，作为一种艺术的表现手段，不是一般的说话，而是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对普通的说
话进行加工、提炼和规范，形成以口语为中心的表演程式，这里的“说”已进人艺术层面，已具有吸
引听众的各种手段。
“唱”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它也不是一般的歌唱，而是在为叙述故事而歌唱的过程中，对听众熟
悉的曲调做加工、提炼和规范，以形成便于“唱”故事的音乐程式。
那么，故事又从何而来呢?“说”的故事，一般源于各民族的民间传说，从神话到历史，进而发展到生
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唱”的故事，其内容也与前者相关，但还有一种因素，即叙事体民歌及叙事
诗的发达，“唱”故事的说唱艺术是在叙事体民歌与叙事诗发达后产生的。
为此，中国汉族说唱的源可追溯到远古的神话，如《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
夸父逐日》等。
叙事体民歌在古代民歌集《诗经》中已经出现，而较早的叙事诗则首推战国时期的《成相篇》。
至汉朝，乐府民歌最大的特征是它的叙事性，代表性名篇如《孔雀东南飞》已有了完整的故事情节。
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的代表性作品则有《木兰辞》。
至今，苏州弹词、北京单弦牌子曲等曲种，仍在演绎着花木兰替父从军和焦仲卿妻刘兰芝思夫殉节等
故事。
而汉代史传文学的发展，从《史记》到《汉书》再到《三国志》，为后世说唱文学的发展也提供了重
要依据。
这一切为中国说唱艺术在唐代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唐代形成的说唱主要有俗讲、转变和说话等。
宋代，是古代说唱的繁盛期，主要曲种有说话、唱赚、鼓子词、诸宫调、陶真、涯词、合生、商谜、
小唱等。
其中，说话在北宋后成为民间艺人讲故事的专称，至南宋，又发展出小说、说公案、说经、讲史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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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金元时期，主要曲种有诸宫调、散曲、说话、词话、货郎儿，其中的说话与宋代不同之处是不以小
说为最兴，而以讲史为最兴。
现存讲史话本有《全相平话五种》，说话已有了新的称谓“平话”。
人明，主要曲种有宋代陶真演变而成的弹词；承元代传统的词话；承唐代变文、俗讲衍变而成的宣卷
；承唐宋元传统流行的散曲、小唱而形成的俗曲(时兴小曲)；承佛曲传统演变而成的莲花落；承道歌
传统演变而成的渔鼓道情等。
而说话技艺则以平话、评话、说书等不同称谓的变化显示着它的发展脉络，明末又兴起了一种由词话
演变而来的称鼓词的技艺。
人清，说唱的发展不同了，尤其是从清中叶起，随着各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成了方言说唱
艺术的兴起，说唱艺术开始呈类别地在全国得到迅速的发展。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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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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