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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瑰宝，中
国戏曲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魅
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表现和传
承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载 体 。
梆 子 戏 是 中 国 戏 曲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出版一套以中国梆子为主要内
容的图书，有益于展示梆子剧种的
历史发展和艺术特色，扩大梆子剧
种的影响力和受众数量，增加大众
对戏曲的了解和喜爱，增强民族自
豪感，坚定文化自信。

“中国梆子”丛书由河北教育出版
社与中国戏剧出版社合作出版，共计6
卷，包括历史卷、剧目卷、音乐卷、
传承卷、表演卷、舞美卷，从6个角度
对中国梆子进行了全景式展现，打破
了原有的剧种和地域的界限，并辅以
微观的解读，从各剧种个性特色中发
现、总结和归纳梆子剧种的共性特
征，展示梆子源流，再现梆子艺术的
地缘特征及发展演变进程，对梆子剧
种所辐射的戏曲文化圈进行总体性提
炼，进一步开拓了戏曲文化研究视
野，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梆子剧种系
统理论研究方面的空白，对丰富中国
戏剧研究资料，梆子剧种的传承、发
展和传播均有积极意义。本套丛书先
后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
版规划、2020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项目、河北省委宣传部 2020 年度优秀
选题、第九届“我最喜爱的河北十佳
图书”，荣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图书奖，社会效益突出；丛书出版
后，联合编著者、业内专家及广大读
者先后举办了图书首发式、出版座谈
会、图书围读会、捐赠图书等多种活
动，获得广泛好评。

本套丛书致力于雅俗共赏，以
深厚的理论为支撑，以较强的

可读性为传播手段，书中
配以大量的戏曲图片资

料，并融合数字
升级，购买

了纪

录片《中国梆子》的使用权，在丛书中
加入与文本匹配的纪录片视频资源，引
导读者进行深度增值阅读，带给读者
图文及声色的美好体验。各册具体内
容如下：

历史卷：梆子腔是中国戏曲四大声
腔系统之一。梆子腔诞生以后，以陕西
为中心，向外广为流播，形成了以山陕

梆子为代表的东部据点和以秦

腔为代表的西部据点。该卷以地域文化
为背景，阐述了主要梆子剧种的形成发
展历史，逐一叙述梆子声腔系统的艺术
渊源与发展、流播现状，向读者介绍这
一板腔体声腔体系的艺术全貌。

剧目卷：中国梆子腔剧种流传地域
广，剧目繁多，题材广泛，千百年来，
梆子腔以其内容的悲壮激昂和声腔的慷
慨壮烈传播着中国社会的价值观，

成为进行道德教化和传统文化熏陶的通
俗教材，让观众感知到历史的沧桑、人
情的冷暖和人心的向背，进而给观众以
信心和生活的力量。该卷从不同的题材
角度介绍了各地梆子腔的经典剧目，以
及在近现代历史、社会、文化、艺术等
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梆子腔剧目的继承与
创新。

音乐卷：梆子腔音乐以其高亢、激
越、悲壮、粗犷的风格而著称，其音乐
的乡土性语言构成了梆子腔系统各剧种
的典型特性音调。由于地域文化的差
异，南北梆子腔也呈现出很大的不
同。该卷从调式、板式、唱词、伴奏
等方面介绍了梆子腔音乐的特点，分析
了地方语言与梆子腔音乐的特性音调关
系，比较了南北梆子的唱腔和伴奏，并
阐述了梆子腔音乐在发展过程中融入的
现代性特征。

传承卷：传承在梆子腔剧种发展中
具有重要地位，该卷从梆子剧种的传承
脉络、传承媒介、传承主体等角度介绍
了梆子声腔剧种的传承历史及特点、
传承情况及方式，介绍了主要剧种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并从梆子戏
传承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出发，对梆子剧
种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机遇与复兴进行
了思考。

表演卷：该卷介绍梆子表演的起
源、发展和变化，介绍各路剧种的表演
艺术，阐述梆子表演如何鲜明地表现出
地方语言、民俗、文化等风土人情；介
绍各表演流派如何将中国地方戏剧的美
学精神通过各自唱念做打的形式呈现在
舞台上，并强烈反映出中国的社会风貌
和人文情怀。

舞美卷：该卷介绍了梆子戏舞台美
术的起源及不同梆子剧种舞台美术的发
展情况，结合舞台美术人物造型的化
妆、服饰，景物造型的置景、道具、灯
光等内容，从文化学、美学、历史学、
艺术学等角度对这些内容进行分析研
究，揭示其艺术本质特征，探索其
舞台呈现规律。

“中国梆子”：打开梆子戏研究新路径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杨平

认为，丛书的研究脉络非常清晰，

引用史料非常扎实，既有宏观观

照，又有微观解读，虽是学术书，

但很有可读性。

中国戏剧家协会秘书长崔伟认

为，丛书对梆子的历史、艺术特色

等进行了学术性的梳理，建立了一

个以梆子为主的中国戏曲的基因

库。每本书提供的信息量是巨大

的，它开掘的角度更是新颖，给人

打开一个认识中国戏曲、认识中国

梆子的新路径。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研究员、中

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育德认为，梆

子文献资料非常匮乏，研究难度

很大，众说纷纭，头绪很多。这

套书对中国梆子进行了系统梳

理，把梆子的门道讲给广大读

者，不仅有学术高度，可读性

也很强。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

所长王安奎说：“‘中国梆子’以

深厚的理论为支撑，用严谨的学术

态度全面、系统、科学地呈现出梆

子剧种的历史和现状，一定程度上

填补了梆子剧种系统理论研究方面

的空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丛书

作者秉持着尊重前贤和当代学者研

究成果的观念，对不同学术观点进

行梳理，对不同意见都给予了充分

尊重。”

丛书的作者之一、中国传媒大

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赵娟说：“对

我来说，写作的过程是跟戏曲前辈

的时空对话，也是接受教育、感悟

传统民间戏曲之魅力的过程。写作

的时候一直告诫自己，不能写成词

条，要有感情、有温度。”

■专家评议

“中国梆子”丛书由刘祯担任主编，刘祯是梅兰芳纪念馆馆长、

二级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

会长，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出版多部戏曲专著，承担多项国家

社科艺术重大课题，被文化和旅游部授予“昆曲优秀理论研究人员”，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中国梆子”主编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