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4058

道情皮影志



环县道情皮影志编纂委员会编

甘肃文化出版社



环县道情皮影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 任：章志兼

副主任：李元考

赵连印

王镇海

丁晓峰

王宏德

中共环县县委书记

环县人大常委台主任

环县人民政府县长

政协环县委员套主席

中共环县县委副书记

中共环县县委副书记

中共环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环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政协环县委员会副主席

环县县委办主任

环县政府办主任

环县财政局局长

环县文化局局长

环县发改局局长

环县教育局局长

环县档襄局局长

环县道情皮影志编辑部成员
主 编康秀林

副主编许世同 张 东 薛 亮

编 辑(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生亮 王立洲 邓廷斌 白压田 杜清湘

张 勇 张玉卿 周爱军道金平

资料采访(以姓氏笔划为序)

朱巧凤(女)李 锋 樊九霄

艺人代表(以姓名笔划为序)

史呈林耿怀玉

摄 影(以姓氏笔划为序)

邓廷斌 张 勇 李 锋郑志林道金平

宪
?j

通洲平霞哲年林涛霄善玲

运耀环玉又万保

俊兴晓梁张梁王马郑杨杨耿张卢

口贝委



环县道情皮影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 任：章志兼

副主任：李元考

赵连印

王镇海

丁晓峰

王宏德

中共环县县委书记

环县人大常委台主任

环县人民政府县长

政协环县委员套主席

中共环县县委副书记

中共环县县委副书记

中共环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环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政协环县委员会副主席

环县县委办主任

环县政府办主任

环县财政局局长

环县文化局局长

环县发改局局长

环县教育局局长

环县档襄局局长

环县道情皮影志编辑部成员
主 编康秀林

副主编许世同 张 东 薛 亮

编 辑(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生亮 王立洲 邓廷斌 白压田 杜清湘

张 勇 张玉卿 周爱军道金平

资料采访(以姓氏笔划为序)

朱巧凤(女)李 锋 樊九霄

艺人代表(以姓名笔划为序)

史呈林耿怀玉

摄 影(以姓氏笔划为序)

邓廷斌 张 勇 李 锋郑志林道金平

宪
?j

通洲平霞哲年林涛霄善玲

运耀环玉又万保

俊兴晓梁张梁王马郑杨杨耿张卢

口贝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马
易

群
勉

千
园

良

影
●■

●尹
。’'P

厌事鬈
间善
、? ，，

乏也．

喜花情

妻孳妻
啄中共”求省委副f5圯2 S两林 什肃省副省长李膺为f1：县道情皮影题州

为目：址道情皮影题词

陵

疆

高
礅
盈
伯

蓼
。}，其II r 91候补委拍 庆阳f仃委

姑选、F为环：it-J直情皮影逝l川

猿
智

飧

惦
叶
家
㈤

庆阳市人f屯政府mK弭钳个

为环县通情发彤逝嗣



傍／轰

"肃省文化厅厅长马少青

为环县道情应影题词

巾闰民旗民阐文化保护1．程同家q

t12,原主任刘茜为环县道情皮影题词

中央美院教授靳之林

为环县道情皮影题词



西北民蕨大学教授郝苏民

为环县道情皮影题词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祁庆富

为环县道情皮影题词

文冬
蜜



一部全面记载和介绍

——《环县道情皮影志》，

于问世了。它的问世，填补

志书在这方面的空白，实在

道情，源于古代道观音

说，舜弹五弦琴，歌《南风



制礼作乐，使艺术与政治制度、道德规范挂钩。孔子则将由音

乐、舞蹈、歌诗三位一体的乐教置于礼教之上，即他所说的“立

于礼、成于乐”，其后苟子的《乐论》、西汉刘向的《乐记》、

北宋陈踢撰写的《乐书》等，进一步论述了艺术在政治、伦理、

社会等诸方面的功能。

环县民间文化古老悠久，丰厚灿烂，特别是道情皮影作为农

耕文化的典型艺术形态，道教文化的民间流传，黄河流域、黄土

高原上保留最完整的原生态艺术群体，不仅是环县文化的象征，

也是西北文化的象征，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环县道情皮影艺术集中华皮影之大成，撷当地道情曲艺之精

华，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以其悠扬激越的道情唱腔、精雕细

刻的皮影造型、传统灵活的演出道具和神奇高超的表演技巧，成

为黄土高原人民倾诉感情、劝善惩恶、丰富生活、娱神娱人的民

间艺术形式，也成为中华民俗文化园地里的一朵奇葩。环县道情

皮影曾多次赴京汇演、出国巡演，被外国友人誉为“来自东方魔

术般的艺术’’o

在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在中国由农耕文化向工

业文化的转型过程中，民间文化遗产受到大海退潮般的冲击，许

多地区的皮影艺术在现代传媒的冲击下已濒临消失。但环县的许

多乡村至今仍在演出道情皮影戏，现有的50多个戏班，300余位

民间艺人，围绕着民俗活动生存和发展，并活跃于农村的田间地

头及农舍炕头。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启动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这对保护、传承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重大意义。全球经

济一体化、文化本土化是目前世界可持续发展中一个共识。人类

文化的发展不是单一化的，今天的现代化仍不能以单一的经济发

展模式取代人类文化的丰富性。文化的价值不以经济的发达或贫



序

穷而确立。每一种文化的存在都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价值和意

义。鉴于这个认识，中共环县县委和环县人民政府把道情皮影作

为环县和西北的文化标志予以重点保护。环县道情皮影被文化部

列为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后，县上很快成立了试点工

作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担任组长，县上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和主

管领导担任副组长，抽调20名事业干部组成普查组，全面深入

地开展道情皮影的田野普查工作，基本摸清了环县道情皮影的

“家底"o并在普查组基础上成立了专门机构——环县道情皮影

保护中心，下设4个专业工作室(道情音乐研究室、皮影艺术研

究室、道情剧目研究室、档案资料室)o继而又经县人大常委会

讨论制定了《环县道情皮影保护传承暂行规定》，于2005年7

月正式实施，为道情皮影的保护传承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o

《环县道情皮影志》是为环县道情皮影艺术正本清源、树碑

立传的专业志书，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了环县道情皮

影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集思想性、知识性、科学性、资料性、

可读性为一体的民间文化专著，内容翔实，体例完备，结构严

谨。它既凝聚着编纂者的心血和智慧，也与领导、专家的正确指

导和群众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因此，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历史文化从来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越是古老丰厚的历史文

化，鱼目混珠的情形就越会突出，环县道情皮影也不例外。这就

需要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既做到保持历

史真实，又不良莠俱收；既增强趣味性，又不猎奇好陋；既突出

本土文化，又不偏狭迷古。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先

进文化只能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我相信，这部志

书不仅对宣传环县、提高环县的知名度大有裨益，而且对建设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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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进一步开拓创业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民族的灵魂和赖以生存的基础，文化产业将是21

途的产业之一，并将成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

年5月2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公布第一批国

遗产名录的通知》，环县道情皮影正式进入国家

化遗产保护名录，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

重视和精心呵护。十一五期间，我们将积极争取

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把不断做大、

为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内容，使其成

的支柱产业和宣传环县的靓丽名片。

妄盎，轰参磊萎鑫藿章志兼环县道情皮影志编委会主任 一。。¨’

2006年8月



凡 例

鳓

一、本志上限尽量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除大事记延至2006

年6月底外，其余均断止2005年12月底。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环县道情皮影的历史

与现状。

三、本志的体例以纪、志为主，兼用传、表、图等多种形



式。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o

．四、本志的编排方法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纵横结合，

以横为主。即以专业为章，以项目为节，通体作横向安排，专章

按事物发展变化的时序纵向记述o
’

五、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当今健在的著名

艺人在“名人简介"中将其事迹予以录之。

六、本志的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般采用阿拉伯数

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

则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用汉字；夏历和中华

民国以前历史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公元纪年的年、月、日

用阿拉伯数字，且在年代前省去“公元"二字。

七、本志所涉及的计量单位，凡表示长度、重量的一般采用

公制；援引历史资料中的度量单位，一般按原单位计算。

八、本志由章、‘节组成，全志共八章二十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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