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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评秦腔》

内容概要

《品评秦腔》实际上是一项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文化进一步发掘保护的最有价值和现实意
义的文化奠基工程。选题方案提出后，先后经过太白文艺出版社、陕西出版集团、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逐级遴选和论证，上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省委宣传部经过专家评审，将其列入“2009年陕西省重
大文化精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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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评秦腔》

书籍目录

一、关爱秦腔
　(一)领导与秦腔
 　毛泽东与秦腔艺术
 　毛泽东与民众剧团
 　彭德怀同志为《穷人恨)一剧
 　给民众剧团的信
 　贺老总和群众剧团
 　习仲勋的秦腔情缘
 　振兴秦腔利国益民——纪念西安易俗社建社八十周年
　(二)名人谈秦腔
 　吕南仲和鲁迅
 　易俗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
 　秦腔
 　西北戏曲访问小记
 　附录：周扬致程砚秋先生的一封信
 　与西安戏曲界谈艺
 　谈秦腔几个传统剧目的表演
 　三大秦班进北京
 　看同州梆子
 　秦腔不得了呀!
 　要把生活摸得熱熟的
 　还是要戏曲化
 　祝贺与联想
 　戏问
二、记忆秦腔
　(一)秦腔名家
 为戏曲界辟一新纪元的天才——纪念魏长生逝世一百八十周年
 值得推崇和学习的戏剧艺术家——纪念封至模诞辰一百周年
　(二)重大活动
 在参加全国首届戏曲汇演的日子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表彰陕
 西省振兴秦腔汇报团的决定
 群星汇聚金城 观众大饱眼福——记首届五市秦腔名家交流演出
 跨越时空的历史索寻——陕西省庆祝建国55周年暨纪念
 振兴秦腔20周年优秀剧(节)目展演综述
　　⋯⋯
三、理论秦腔
四、评说秦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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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评秦腔》

章节摘录

版权页：秦腔以其特有的地域风格和“古调独弹”的艺术魅力，卓立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林，为广大人
民群众所喜爱。“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盛行于明，广播于清，几经衍变
，蔚为大观”。（王绍猷《秦腔记闻》）从地域上讲，秦腔发源、形成于陕甘（古秦地）一带，生长
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的广大地区。秦腔的“娘家”在古长安。太史公日：“长安，故咸
阳也。”（《水经注》）正因为陕西西安（古长安）曾是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都城所在地，并
且中国戏曲之完备得力于唐代“梨园”的兴盛，所以，以秦腔艺术为代表的陕西戏曲又具有全国的意
义。明末清初，秦腔一度成为戏坛盟主。清乾隆年间，秦腔艺人魏长生先后3次进京演出，轰动京城
，“使京腔旧本置之高阁。一时歌楼观者如堵”。（清人吴太初《燕兰小谱》）秦腔在京城扎了根，
与当时的“徽班”长期同台献艺。秦腔“婆家”遍天下，流播于四川、江苏、浙江、内蒙古、山西、
河北、河南、山东、西藏、云南、贵州、福建等地。新中国成立后，秦腔作为一种要继承发展的传统
艺术形式，被纳入党和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建设的工作内容。古老的秦腔焕发了青春。陕西秦腔院团
多次进京演出，并在全国部分地区巡回演出。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贺龙、
彭真、陈毅、李先念、习仲勋、邓颖超、王震、薄一波、杨成武、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
见和鼓励。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专家田汉、欧阳予倩、曹禺、马少波和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等纷
纷发表文章，赞誉秦腔为“老树红花”，给予秦腔艺术高度评价。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备受广大民众
欢迎。秦腔在全国各地因此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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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评秦腔》

编辑推荐

《品评秦腔》：中国秦腔文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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