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影岁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光影岁华》

13位ISBN编号：9787540677381

10位ISBN编号：7540677384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

作者：邓琪瑛

页数：15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光影岁华》

前言

文化遗产由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
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是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精神、民族情感和审美理想的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保持中华文明的延续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华文
明成为世界几大文明中唯一绵延至今从未间断的文明，中华民族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功不可没。非
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基因，凝结着民族的智慧，连结着民族的情感，保护好非物
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有利于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有利于维护世
界文化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是促进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共同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我国正处于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关
键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在价值观念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是全体社会成
员加强沟通和增进情感的桥梁，是广大群众共同的精神纽带，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我们
的精神家园，就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粤深厚的人文历史底
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种类之繁多、形式之多样，在中国和世界都是少有的
，目前有74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182个项目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独特的方式抚慰着人们的心灵，一首粤剧曲调，能勾起无数广东人对家乡的思念
和牵挂；一段生龙活虎的“醒狮舞”，可令世界各地的广东人对故乡魂牵梦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有
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共同书写出南粤文明的壮丽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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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岁华》

内容概要

《光影岁华:陆丰皮影戏》有三个特点：一是突出知识性。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以及特殊技艺的介绍，
对于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技艺、形态、历史演变、艺术价值等给予全面介绍。二是呈现立
体性。全方位、多视角地介绍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三是体现通俗性。深刻而直观地记录时代
的变迁，记录民间丰富的生活，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富有艺术表现力，给读者以文化审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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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岁华》

作者简介

邓琪瑛，女，福建省沙县人，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2008年从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博士专业毕业。曾
任中学教师，目前担任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著有《海峡两岸潮州影系研究》
一书，并发表论文《满族三仙女神话中所呈现的功能意义》、《“鄂伦春”考》、《音乐智慧与国文
教学——以“歌唱方式”带动围文教学》、《影戏与巫术及佛教关系三题——
以陆丰影戏为个案》、《台湾皮影戏“阿万师传说”的另一种思考》、《台湾“皮猴”与佛教》、《
台湾影戏剧本所反映出来的俗民信仰》、《台湾校园儿童纸影戏的开拓与推广》、《2008年度儿童文
化理论研究述评》、《南台湾儿童影戏的校园传承模式研究》、《关于戏曲进入中小学校园活动的可
行性探索》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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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岁华》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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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岁华》

章节摘录

插图：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有一种说法，称皮影戏最早出现在两于年前的西汉，又称羊皮戏，俗称“
人头戏”、“影子戏”、“灯影戏”、“土影戏”，有的地区叫“皮猴戏”、“纸影戏”。据说孕育
于黄土高原的陕西，而唐、宋时代在山西、河南迅速发展成熟，虽然当时中国的戏曲表演还在雏形，
但影戏已能表演完整、生动的三国故事了。影戏在清代的河北达到一个灿烂的高峰。皮影是采用皮革
为材料制成的，以牛皮和驴皮为佳 丰要使朋红、黄、青、绿、黑等五种纯色的透明颜料上色？由于这
些特殊的材质，使得皮影人物及道具在背投光照射下投影到布幕上的影子，显得晶莹华丽，别具美感
。不少地方戏曲剧种鄙足从皮影戏中派生出来的，都以皮影为尊：据说，中围皮影艺术从元代起，就
通过海陆两路交通，相继传人了波斯（伊朗）、阿拉伯、土耳其、暹罗（泰国）、缅甸、马来群岛、
日本以及英、法、德、意、俄等亚欧各国。18世纪的歌德和20世纪的卓别林等人，都对巾国的皮影戏
艺术给予高度评价。而皮影戏所用的幕影演出道理，以及表演艺术手段，对近代电影的发明和现代电
影美术片也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堪称“电影始祖”、如今，世界许多博物馆都有收藏中国的皮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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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岁华》

编辑推荐

《光影岁华:陆丰皮影戏》：挖掘文化瑰宝，凝聚奇思妙想，洞察社会幽微，守护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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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岁华》

精彩短评

1、生活在广东，没有理由不多知道点广东的文化。
2、哇哦~~朋友琪瑛的书。。值得推荐。。
3、需要阅读，需要了解
4、“由于皮影戏是⋯⋯最早的剧种，开天辟地以来就有，大戏是它的晚辈，而且，人们觉得，皮影
虽然人是假的，但戏是真的；而大戏演员人是真的，戏却是假的，所以，以前如果皮影戏与大戏同时
演出，大戏不能先开演；人们也深信，神庙中的神明喜欢的是皮影戏，而不是大戏或电影⋯⋯”“影
戏演师往往具备多项才艺及各种民俗技能。他们既是善于雕刻的工艺师，也是十指灵活的弄影者。此
外，演师本人及其家世，也多带有特殊的行业背景，例如精通风水、中草药等。有的后来成为地理师
，有的会替人收惊、安魂，职能与‘巫师’相类。”“把演戏作为一种‘申禁’的手段，是清代社会
相当普遍的做法。这一类非官方性质的告示禁令，大都以地方街庄或家族祠堂为个别单位，然后再透
过‘演戏申禁’的方式传递给民众，具有相当强大的约束力和执行力。”

Page 8



《光影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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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