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腰鼓-中国国粹艺术读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腰鼓-中国国粹艺术读本>>

13位ISBN编号：9787505957848

10位ISBN编号：7505957848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时间：文联

作者：梁泉//高思远|主编:白庚胜

页数：13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腰鼓-中国国粹艺术读本>>

前言

21世纪，人类文明跨入一个全新的时空。
不管是否愿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被这个时空一网打尽；无论是否承认，每
一种文化传统，每一种文化元素，甚至每一种文化基因都面临着决定性的选择。
因为，凭借科学技术原创而生发的文化创新正在超强提速，伴随全球一体化而弥散的文化消费令人眩
目。
当此考验，开放的中国生机焕然，不仅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且重
视和谐文化的建设，既立足于本土、传统、民族，又面向世界、现代、未来，弘扬中华文化，共享人
类文明，致力于推动和谐世界的进程，引起全球性的关注。
在实现社会转型，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后工业化等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没有惊慌失措，我们没有麻
木不仁，我们更没有放弃责任，而是登高望远，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精心部署实施，解决了观念、
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困难，进行了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转型、创新、开发等实践
，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协调了文化生产关系，实现了文化转型，确保了国家文化安全，参与了当代世
界多元文化的创造与共享。
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便是我国始自20世纪80年代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对中华文化遗产
所进行的保护行动。
由于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文化艺术界的坚守与躬行，全民族的积极参与，至今，我们已经建立起文
化遗产保护的领导体制，制定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全面规划，采取了包括国际保护、国家保护、民间保
护、教育保护、法律保护、学术保护、产业保护在内的一系列举措，实施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
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开展了对文化遗产杰出传承
人的命名，建立了国家遗产日制度，公布了一批国家文化遗产目录，申报成功了数十个世界遗产项目
，加速了文化遗产立法的步伐。
由此所引发的文化盛事不可胜数，但见孔子学院大大方方走向世界。
满足了各国人民揭示“中国奇迹”的语言需求；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文化讲古深受欢迎，对华人
社会的历史传统“充电”及增强文化认同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传统节日的恢复如雨后春笋
，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日趋丰富；整理国故正在拓展其广度与挖掘其深度，使儒学的第四次重振雄风
渐成可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与利用，多元一体的精神家园多姿多彩；与世界各
国的文化交流不断加强，中华文明日益显现出“和谐万邦”的魅力。
这一切，昭示了这样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化前景：一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新已经悄然开始，一个以大繁
荣、大发展为标志的文化建设新高潮正在兴起，一场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正式开启。
越过高山，跨过险滩，蓦然回首积淀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慨叹先人的惊人智慧、伟大创造、博大
胸怀。
保护遗产，反思历史，我们终于发现它们并非是前进的障碍、发展的负担，反而是精神的支撑、知识
的宝藏，更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不竭资源与永久动力。
展望未来，拥抱世界，我们确信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标志，也是中国与世界互相理解的唯一桥
梁。
我们与它相伴始终。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历时两年创意出版了这套“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丛书。
其目的是向国人、尤其是青少年传承我们民族艺术创造的结晶，也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精粹。
对于这项工作，中国文联极为重视，不仅给予资金支持，而且孙家正主席、胡振民副主席亲任编委会
主任具体指导；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关心具体表现在为其特批立项，并保障出版书号；中国文联出版
社将之确定为精品工程，力求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李舒东、宋建民、奚耀华、朱辉军、
王利明等领导及张海君主任等堪称鞠躬尽瘁，编辑和作者们不计名利和精益求精的态度更是令我感动
。
庚胜不才，却参与和见证了世纪之交启动中华文明复兴及其遗产保护的全部过程，还非常荣幸地担任
这套“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丛书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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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非我的能力与地位所及，却是我不可推辞的使命。
我所期待的是：通过这套丛书，中国的国粹艺术能为广大读者所认识、珍爱、传承，中国的文化遗产
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保护、利用，中国的精神财富能为全人类所共有、共赏、共享。
如果因为这套丛书的问世而使国人更加自尊、自信、自爱、自立、自强，我将感到十分欣慰；如果由
于这套丛书的存在使世界了解中国更加客观、全面、理性、准确、人文，我将感到非常愉悦。
21世纪，人类文明跨入一个全新的时空。
这个时空不排斥古老，它秉持“推陈出新”。
这个时空不拒绝外来文明，亦主张“中为洋用”。
要么，御新时空如神骏；要么，被新时空所异化、吞没。
是为序。
2007年12月30日(作者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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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最初的军事工具演化为如今的表演艺术，又从中国民间表演舞蹈——秧歌中脱颖而出，腰鼓最
终形成独树一帜的鼓舞合一的形式。
腰鼓蕴含着中华民族质朴、敦厚、乐观的民族性格以及中华文化所特有的审美意趣，可谓中华鼓舞的
典范之一。
　　在自古至今的千鼓万舞中，腰鼓可谓是众人皆知，家喻户晓的鼓类乐器。
腰鼓舞也在中华大地响彻千年之久并深受各族人民喜爱，尤其是今日广传盛名的安塞腰鼓更是被冠以
“神州第一鼓”的美誉。
该书将众多的故事、传说和史料巧妙结合，娓娓道来，为广大读者带来中国腰鼓文化发展的点点滴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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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传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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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的腰鼓是由鼓繁衍的一种类别与形式，溯其源头，与鼓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的鼓文化博大精深，宋代吴淑在《事类赋》卷十一中著录的《鼓赋》，对中国古代的鼓文化做了
介绍，大致意思是这样的：鼓是运动着的，它蕴含着阳气而动，就像那咚咚的鼍鼓，由盲人在每年春
分和惊蛰的时候应时敲响。
聆听那咚咚的敲鼓声，宛如将士们征讨敌人、保卫田祖。
古时候耆国祭祀时，当鼓槌敲过禽章的鼓面时，声音震惊了远在雷门的天鹅，使建康的白鹭也闻声飞
走。
那鼓的外形是头部大，而腹部纤细，有八个面和四个足，造型非常奇特，有的像博局，有的像麝脐。
如若敲击鼓比较小的一面，大的一面也会随之响起，虽然鼓是悬在西面，应和之声却好似由东而来。
据说鼓早在上古时的黄帝、少昊时期就开始制作使用了。
虽然说没有五声，但也可敲上一敲。
商周的王侯们把鼓摆放在特殊位置，不仅将它悬挂起来，还把它放在楼车之上，供王公大臣们挥洒自
如地敲响。
据说善辩之人敲起鼓，能让人们听见后敢于进谏，因此，鼓有着警民的作用。
鼓声好似山中石头巨响，就像野外雷震的声音，天下百姓听了安居乐业，认为这是神在庇佑。
《鼓赋》是先人对鼓的赞美，文中从鼓的起源到鼓的功能，记录了中国鼓文化的各种事象，也让我们
了解了古人对中国鼓文化的种种见解。
那么，鼓究竟成于何时？
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由于时间的久远，使我们根本无法触摸那个混沌的年代，世间流传的种种神话与传说更使鼓的起源蒙
上了神秘的色彩。
一种较为科学的说法是：鼓的发明是受天雷的启发。
在人类尚属蒙昧的时代，生活经验和思维能力不足以掌握天地律变的动态，一切自然现象在人们的心
中都不得其解。
身外世界是如此神秘、混沌和难以捉摸，因此，原始人类会对雷电、洪水、地震等自然现象产生恐惧
心理。
雷是一种有着巨大威力的自然现象，伴其而来的也往往是闪电、雷击、火灾、狂风暴雨、山崩地裂，
它们在原始人类的心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慌。
在那个时代，雷声大作之时，各种飞禽走兽四处奔逃，人类也同动物一样因为受到惊吓而四处躲藏。
这种生存经验使他们对雷的威力惊惧不已，认为雷具有攻击能力。
因此，在人类因为资源而争斗或被野兽围攻的时候，他们多么希望雷是站在自己一方，帮助自己击退
敌人。
久而久之，人们对雷产生了敬畏的心理，于是在原始巫术盛行的时期，就出现了模仿雷的声音来攻击
敌人的巫术。
这种巫术最初可能是由人的声音来模仿雷鸣，之后才由鼓来模仿雷声。
(1)初识“雷神”古时候关于雷神的记载有很多，其中对其外貌的描写占大多数。
《山海经·海内东经》中对雷神有这样的描写：雷泽这个地方住着雷神。
他的模样是龙身人头，每当他拍打腹部的时候i就是正在打雷。
另据《论衡·雷虚篇》记载：雷神是一个高大威猛宛如力士一样的人，也有人称他为雷公。
他的左手拿着连鼓，右手拿鼓槌，好像随时准备敲打一样。
人们听到的隆隆雷声，就是雷公将连鼓相叩击的声音。
关于雷与鼓的传说，当代《中国民间诸神》一书的编者认为：“古代神话中的鼓与雷是一体的，后来
则雷鼓仅成为一种工具，另有雷神执掌之。
”了解了从古到今关于“雷神与鼓”的描述，使我们得到这样一种认识：由于原始人类不能认识阴电
、阳电相击产生雷电的道理，因此在他们的想象中，雷的声音就是雷神拍打肚皮所发出的巨大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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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的出现虽然是受雷的启示，但在古代神话传说中，似乎是对雷的想象出自鼓。
自鼓出现之后，初民们反倒认为雷神打雷是在拍打肚皮，以肚皮作鼓；或是雷公打雷是在以槌击连鼓
。
人类最初的记载往往是从这些神话与传说中开始的。
这些神话传说在现代人看来都是荒诞不经的，然而对初民来说，却是合理的解释。
(2)雷神击鼓驱邪疫古代中国许多民族都有雷神与鼓的传说，这些传说大多与驱邪逐疫有关。
在瑶族，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传说在遥远的古代，有一对双胞胎，他们刚刚出生，就父母双亡，兄弟二人全靠好心的村民们抚养成
人。
在八岁时，兄弟俩就在瑶王的家里当童工。
瑶王看这对孤儿可怜，就没有安排他们干重活儿，只是每天让兄弟俩去河边捡鹅蛋石回来铺路用。
兄弟俩很感恩，十分孝敬瑶王和村里长辈，每次出门去干活从不偷懒。
他们的孝心深深感动了龙母。
一天，龙母化身成一位慈祥的老阿妈来到河边，她将捡石头的兄弟俩带到了一个山脚下，只见龙母一
挥衣袖，高高的悬崖和陡峭的石壁顿时变成了金晃晃的龙门。
龙母带着兄弟俩步入龙门，走进一座宫殿，宫内金碧辉煌，金光四射。
进入龙宫后，龙母将兄弟二人视如己出，让他们吃得好、穿得好，如慈母一般对待。
可是幸福的生活并不能让兄弟二人忘记曾经疼爱他们的瑶王和村民，他们越来越想念家乡。
龙母为了挽留他们，搬来一面大鼓，此鼓乃是玉皇大帝在一万八千年前遗失在海里的。
龙母从早到晚不停地敲，鼓声十分动听，让兄弟二人舍不得离开。
然而，鼓声传到天宫，被玉皇大帝听到，派四个金差前去讨回。
四个金差奉旨来到龙宫取鼓，可就是搬不动。
玉帝又派一万八千名金差来搬鼓，鼓依然纹丝不动。
龙母对金差们说：“这鼓是我捡到的，贪心的人是搬不动的。
这里能搬动鼓的人只有这两个小孩儿，让玉帝下旨允许他们上天庭吧。
”金差们没办法，只好让这对兄弟帮忙，把鼓搬到天宫。
在兄弟俩将大鼓带到天宫后，玉帝命他们掌管雷，监视人间恶行。
从此之后，兄弟俩在天上只要看到人间有人作恶，就挥槌打鼓，以雷电来惩治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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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小书即将出版，在此，笔者由衷地感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甘肃卷、河南卷、湖北卷、山
东卷、山西卷、天津卷、陕西卷、新疆卷提供的素材，还有金娟、王吉库、海化、涂达远、彭彩凤、
明辉、杨霞、吕良、陈绘芳、刘双录、张文华、刘振、刘牧雁、李煜等为本书所提供的图片。
正是这些珍贵的资料和图片使本书增添了不少活力，也为读者带来了生动的形象。
梁泉、高思远于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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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趣味浓郁的经典故事，全面展现国粹艺术悠久亘长的发展轨迹赏融悦目，生动反映光辉灿烂的国粹艺
术图片，立体凸显中华五千年民族艺术的非凡成果。
《腰鼓》是让青年学子轻松愉快地走进国粹艺术大门的普及读本。
一本让每个家庭了解国粹文化与营造艺术氛围的首选图书一部具有多重便捷实用的检索功能的中国国
粹艺术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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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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