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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变迁与地方小戏生态环境的重构〔∗〕

○ 张　 靖
(铜陵学院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ꎬ 安徽　 铜陵　 ２４４０６１)

〔摘　 要〕我国地方小戏生成于农耕文化ꎬ其表演也具有浓郁的农耕文化属性ꎮ 改

革开放后ꎬ市场经济和现代流行文化造成的传统农业社区虚空、农村公共文化事业衰

败、地方民间戏团消亡等境况使得地方小戏面临消亡威胁ꎻ随着“十一五”开始的新农村

建设的深入开展ꎬ农民收入逐渐提高ꎬ新型农业社区正在形成ꎬ农村戏曲文化需求依然

旺盛ꎻ要重新构筑地方小戏的生态环境ꎬ需要政府、农村基层组织及地方戏曲剧团和从

业者从构建戏曲长期发展机制ꎬ营建农村戏曲文化公共空间ꎬ推广戏曲文化和创作新曲

目三方面入手ꎬ进行长期、系统的努力ꎮ
〔关键词〕地方小戏ꎻ农村社区ꎻ变迁ꎻ生态环境ꎻ重构

受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民俗、民间艺术等方面的影响ꎬ中国的主流戏曲衍生

出许多地方剧种ꎬ而这些建立在乡村农耕文化上的地方小戏ꎬ在“乡土社会”生
活中曾经是最重要的精神食粮ꎬ并一度呈现出“千姿百态、徇烂多彩”的局面ꎮ
然而ꎬ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影响ꎬ农村自然村落正逐

渐消失ꎬ其所承载的乡村农耕文化也随之式微ꎬ作为来源于乡村农耕文化的地方

小戏〔１〕也开始面临着消亡的危险ꎬ同时现代流行文化也正加速了这一进程ꎮ 鉴

于这种状况ꎬ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ꎬ大部分民间地方小戏相继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ꎬ保护和传承地方小戏成为艺术理论学者的研究重点ꎬ如周善美〔２〕、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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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３〕、李天义〔４〕、邱林〔５〕等分别针对保护和传承文南词、庐剧、莆仙戏和南阳鼓

词等地方小戏做出了相关研究ꎮ 但是这种“学院式”的研究并不能真正起到保

护的作用ꎬ况且这些研究提出的保护传承方法多侧重于对地方小戏本体的改造、
宣传和保护上ꎬ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地方小戏生存、发展的困境ꎮ 地方小戏来源

于地方乡村社会ꎬ其生存发展的市场也在农村ꎬ其濒于消亡也是因为农村社区和

农村文化的衰落ꎬ要使地方小戏重现辉煌ꎬ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地方小戏生存发

展环境的重构上ꎮ 职是之故ꎬ在现代农村社区已经逐渐形成的状态下ꎬ如何藉此

趋势构建地方小戏的生态环境ꎬ应当成为解决地方小戏的路径选择ꎬ并希望引起

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ꎮ

一、农耕文化与地方小戏的根和源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ꎬ自古以来就以农立国ꎬ以农为本ꎮ 在古代生产力

低下的情况下ꎬ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决定了农业靠天收ꎬ因此ꎬ向上天、大自然祈

求风调雨顺便成了上至庙堂下至百姓的基本愿望ꎮ 而古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崇

拜ꎬ产生了神话、信仰、禁忌、巫术、祭祀等一系列的原生态民俗ꎬ〔６〕 这一系列原

生态民俗即是我国农耕文化的雏形体现ꎮ 原生态民俗的外在表现巫术、祭祀等

活动最初的目的为“娱神”ꎬ表达崇拜敬畏之心和祈求美好的愿望ꎬ其中“巫”作
为活动的主角ꎬ通音律、习歌舞、能扮演ꎬ〔７〕起到了与“神”沟通的作用ꎬ如在祈雨

的“舞雩” 〔８〕中ꎬ“巫”通过一系列动作表演打雷、闪电和下雨ꎬ模仿雨神下雨的情

景ꎬ从而感动神灵ꎬ达到降雨的目的ꎮ 在固定场所(祠、庙)、固定时间(岁末年初

等)因为祈福还愿举行的这些祭祀活动ꎬ其表现内容和形式已经具备我国戏曲

艺术发生的影子ꎮ
随着社会的发展ꎬ社会分工的逐渐细化ꎬ祭祀仪式中的歌舞表演技艺则由俳

优继承下来ꎮ “巫觋的技艺”在“由原始部落到集权帝国”的社会转变中“下降为

古代的俳优”ꎬ“这些俳优有留在宫廷者ꎬ亦有流落到民间的”ꎬ“流落民间的种类

更多:有做傀儡戏的ꎬ影戏的ꎬ有驱傩的ꎬ有说书的ꎬ有卖唱的ꎬ有玩旧戏的”ꎬ“专
门上表演的正是舞、唱、做、念、打等也是今日中国戏剧的主要构成因素”ꎮ〔９〕 俳

优的出现ꎬ标志着歌舞表演由单纯的“娱神”功能转变为“娱人”功能ꎬ成为专职

艺人的俳优无论是诗、歌、舞等单项艺术的表现技巧还是对歌舞的编排审美都逐

渐成熟ꎬ来源于原始先民祭祀歌舞的戏剧ꎬ随着奴隶时代俳优阶层对歌舞艺术的

推动ꎬ在先秦时代初步形成ꎬ〔１０〕为我国戏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ꎮ 至汉唐歌舞戏、
宋杂剧等阶段ꎬ传统的民歌如号子、山歌、田歌等在南方地区逐渐流行ꎬ这些民歌

带有典型的农耕文化特色ꎬ其最初的演唱目的是为了劳动时的提气打劲和节庆

时的抒发情感(婚丧嫁娶)ꎬ同时也为了农闲时的娱乐〔１１〕ꎮ 在南北宋过渡时期ꎬ
南方地区的民歌与宋杂剧等融合ꎬ形成了非常质朴的民间戏曲———南戏ꎮ〔１２〕 南

戏诸腔中的昆山腔因其典雅精致而受文人士大夫喜爱ꎬ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的昆

曲ꎬ与之对应的秦腔、梆子、柳腔、罗罗腔等地方戏曲相互交融、传播ꎬ这其中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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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二黄与秦腔、昆曲、高腔等融合ꎬ最终于清中晚期形成京剧ꎮ
形成于农耕文化中的农业民俗传统为地方小戏的发展提供了沃土ꎬ由先秦

时期的民间祭祀演变而成的社火、庙会、节庆灯会等民俗活动得到古人的重视ꎬ
这些民俗活动受重视的原因包括原始信仰、农事等ꎬ〔１３〕如我国民间的中元节、腊
月二十四灶君升天节等与鬼神信仰有关ꎬ清明、冬至等与拜祭祖先有关ꎬ而农历

的二十四节气对于农耕播种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ꎮ 另外ꎬ正如孔子评价乡民

借蜡祭狂欢所言:“百日之劳ꎬ一日之乐一张一弛ꎬ文武之道也”ꎬ〔１４〕 农业生

产“耕九余三、忙九闲三”的特点使得古人对农闲时的娱乐调节特别重视ꎬ这些

娱乐调节活动多安排在节日、节气时分ꎬ即社火、庙会、灯会等民俗活动ꎬ并且ꎬ农
业社区内的婚嫁、乔迁、做寿等喜庆活动同样需要地方小戏表达情感ꎮ 此外ꎬ对
农业影响重大的水旱天灾对地方小戏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ꎬ当遇到水旱灾害

导致农业欠收ꎬ农民生活难以维持时ꎬ由于这些地方小戏曲目表演相对较简单ꎬ
故许多底层农民以此来卖艺糊口ꎬ客观上促成了地方小戏的流传ꎬ如流行于鄂、
皖、赣、豫、陕等省的花鼓戏、采茶戏等诸多小戏ꎬ便是因为湖北沔阳、黄梅、郧阳、
安徽凤阳一带经常发生水旱灾害ꎬ使得这一带的黄梅调、沔阳调、凤阳调经逃荒

灾民传播并与当地的歌舞融合而成的ꎮ〔１５〕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予以理解:其一ꎬ
源于农村的地方小戏ꎬ其演出剧目多是根据农村生活、民间传说和地方民歌编

演ꎬ其演出内容、程序依赖于农耕文化的民俗传统和生活习俗(新年庙会、婚丧

嫁娶等)ꎬ如衡州花鼓戏中体现地域风俗和生活习性的«磨豆腐»«打铁»等剧目ꎬ
多在嫁娶活动中表演的«喜盈门»等剧目ꎬ而«四仙姑»等多在庙会中演出ꎮ 表演

剧目同样也反映和提倡农耕社会朴素的宗法伦理和道德观念ꎬ如皖南花鼓戏中

提倡勤俭耕织的«假报喜» «一家勤»等ꎻ不满封建婚姻ꎬ追求美好爱情的«打补

丁»«扫花堂»等ꎻ批评忘恩负义、嫌贫爱富的«荞麦记»«双插柳»等ꎮ 其二ꎬ地方

小戏的舞蹈动作有许多从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提炼出来的ꎬ如凤阳花鼓灯中

的簸簸箕、端针匾、单挎篮、手搭荫蓬、扑蝶、割麦花、踏车步等ꎬ皖南花鼓戏中的

推竹帘、放竹帘、卷帘、摸“刘海”、摸耳坠、拔鞋、推车、划船、挑担等其实就是对

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直接模仿ꎬ用来表现演出故事的细节ꎮ 另外ꎬ地方小戏多

采用锣鼓等打击乐器作为伴奏乐器也与花鼓戏的生存环境———农耕社会有莫大

关系ꎬ因为地方小戏最初的演出场地为晒场、寺庙、宗祠戏台等非封闭环境ꎬ声音

嘈杂ꎬ需要打击乐器控制节奏ꎬ同时ꎬ唱腔还要洪亮ꎬ才能保证演出效果ꎮ

二、乡村文化变迁与地方小戏生存的困境和危机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看去ꎬ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ꎬ〔１６〕

从历史上看ꎬ以农立国的ꎬ以农为本、重农轻商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核心理

念ꎬ〔１７〕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界构成的基层社区衍生出了

独特的农耕文化ꎬ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使得农民的活动被土地所囿住ꎬ人与人相

熟相知ꎬ形成了封闭的“熟人”社会ꎬ“乡土社会从熟悉到信任”ꎬ〔１８〕 最终形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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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治”文化为主导的地方社会ꎬ农民生产、生活依赖于传统的宗族组织ꎮ 改革

开放后ꎬ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城市化的推进ꎬ原有的城乡二

元结构变得松动ꎬ封闭的乡村农耕文化逐渐被打破ꎬ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带来了城

乡间的大规模农民流动ꎬ不但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经济结构ꎬ同时受市场文化和功

利性思维的冲击ꎬ农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彻底发生了改变ꎬ传统

的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宗法伦理道德和封闭性的乡村文化基本瓦解ꎮ 从当前

农村发展现状看ꎬ农村社区老幼留守、青壮年出门打工已成为常态ꎬ虽然农民的

物质生活得到了显著提高ꎬ但市场经济功利性思维冲击了农民传统的思想观念ꎬ
传统的农村“礼治”文化走向衰落ꎬ农民的宗法伦理意识日渐式微ꎬ物质生活的

富足和精神文化的空虚造成了黄、赌、毒沉渣泛起ꎬ麻将、扑克文化盛行ꎬ逢年过

节尤盛ꎬ同时ꎬ西方宗教和农村邪教乘虚而入ꎬ逐渐占领当前的农村文化市场ꎮ
农村作为地方小戏生存发展基础ꎬ在改革开放后已完全改变了其原来的面

貌ꎮ 整体社会大环境的改变ꎬ不仅制约了地方小戏的发展ꎻ农村的“非农村化”
已经使地方小戏的消失成为一个近在眼前的现实ꎮ 地方小戏的生存环境逐步恶

化ꎬ已陷入发展困境ꎬ面临消亡的危机ꎮ 具体表现为:
第一ꎬ农村社区虚空化ꎬ传统乡村文化消解ꎮ 改革开放后ꎬ工业化发展使得

城市在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相较于农村优势明显ꎬ同时ꎬ城乡二

元结构体制的松动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走向城市提供了条件ꎬ农村社区只留下

儿童和老人ꎬ农业生产的主力从青壮年变为农村留守老人ꎬ而年轻一代农村外出

务工人员受城市生活环境的影响ꎬ回乡务农的意愿也大大降低ꎬ造成了农村社区

虚空化ꎬ传统村落逐渐消失ꎬ其承载的传统乡村文化也趋于消解ꎬ而现代城市文

化的侵入也加速了这种消解ꎬ依托于传统乡土文化的地方小戏失去了生存发展

的土壤ꎮ
第二ꎬ演出市场缩小ꎬ受众萎缩ꎮ ８０ 年代中后期ꎬ电视进入了普通老百姓的

家庭ꎬ农民文化娱乐方式家庭化ꎬ〔１９〕戏曲高台演出远离了农民的娱乐生活ꎬ虽然

原来露天放映的戏曲电影能够通过电视进行广泛的传播ꎬ但也仅限于黄梅戏、豫
剧、越调等大戏ꎮ 特别是文艺体制改革使得原来事业单位性质的地方戏曲团体

人员萎缩ꎬ许多人只能通过私营演出谋生ꎬ导致演出费用增高ꎬ私人邀请戏曲演

出也逐渐淡出农民的娱乐生活ꎮ 同时ꎬ受西方流行文化、快餐消费的影响ꎬ轻视

民族艺术的心态在年轻一代迅速蔓延ꎬ多种因素造成了地方小戏市场在缩小、受
众在萎缩ꎮ

第三ꎬ人才流失ꎬ传承断代ꎮ 传统曲目的创作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ꎬ
随着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ꎬ特别是改革开放后ꎬ传统曲目对现代

社会的吸引力大大降低ꎮ 而由于市场萎缩、戏曲行业生存艰难ꎬ从业者的创作积

极性也大不如前ꎮ 由于需求市场和受众的萎缩ꎬ导致票房锐减、演员收益低ꎬ许
多人因此退出了戏曲表演行业ꎬ另谋出路ꎮ 戏曲人才大量流失ꎬ使得地方小戏的

传承难以为继ꎬ随着老一辈表演艺人的逝去ꎬ传统的唱腔舞蹈表演技巧也随之失

—０５１—

学术界 ２０１６. ６学人论语



传ꎮ 即使偶尔出现地方小戏新曲目ꎬ其创作是以获奖为目标ꎬ往往呈现“领导是

观众ꎬ专家是评委ꎬ获奖是目的ꎬ仓库是归宿”的尴尬局面ꎬ〔２０〕戏曲创作脱离了普

通百姓ꎬ忽略了普通受众的欣赏需求ꎮ
文化体制改革后ꎬ文化事业的发展虽然已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ꎬ但基层农村

社区文化事业仍有很大的困难ꎬ基本上一直处于“停滞”状态ꎮ 虽然偶有“文化

下乡”等活动ꎬ但这种“暂时性”的文化消费难以形成长效机制ꎮ 在这样的农村

文化建设背景下ꎬ地方小戏失去了生存发展的承载体ꎬ地方小戏的衰落成为一种

必然ꎮ

三、“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小戏生态环境的构建

快速的市场经济、现代传媒形式和社会流动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样式ꎬ造成了

农民的精神贫困ꎬ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有着强大的内在需求ꎮ〔２１〕 虽然传统地方

小戏遭遇市场缩小、传承断代等生存发展危机ꎬ但其在农民文化生活中仍然有一

定的市场ꎮ 根据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全国 １０ 个省市 ２５ 个村

庄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５１. ６％的老年农民(６１ 岁及以上)、３５. ９％ 的中年农民

(３６ － ６０ 岁)和 １０. ５％的青年农民(１８ － ３５ 岁)仍然喜欢看戏曲ꎬ〔２２〕说明地方戏

曲仍有相当的潜在消费群体ꎬ而河南卫视«梨园春»、安徽卫视«相约花戏楼»等
戏曲栏目的高收视率也同样证明地方戏曲广阔的市场需求ꎬ这种需求背景也说

明地方小戏仍有良好的群众基础ꎬ仍然有一定的发展空间ꎮ 特别是ꎬ党的十六届

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目标ꎬ经过 １０ 年的努力ꎬ新农村建设

取得了显著成效ꎬ新型农业社区正在形成ꎮ 一方面农村社区居住环境得到了显

著改善ꎬ“十二五”期间ꎬ全国 ３０％的农村开展了规划建设试点ꎬ出现了一批基础

设施完善、村容环境优美的新农村ꎻ另一方面ꎬ以农村文化建设为核心的新农村

“软件”得到重视ꎬ全国建制村基本完成了村级文化娱乐场所的建设ꎬ相继出台

相关政策予以保障ꎬ并在«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

出“对具有一定市场前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生产性保护”ꎬ要在“中央、
省、市三级设立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ꎬ保证一定数量的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用于

乡镇和村文化建设”ꎬ“支持演艺团体深入基层和农村演出”ꎮ 可以说ꎬ随着新农

村建设的深入开展ꎬ我国农民收入正逐步提高ꎬ新型的农业社区也正在形成ꎬ地
方小戏重现辉煌的沃土正在重新生成ꎮ

传统的乡土村落虽然已经消失ꎬ地方小戏的传承也在孤独中慢慢地走向消

失的地平线ꎬ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文化就可以被遗忘ꎮ 守住先辈留下来的这些

文化瑰宝ꎬ就是留住了根和魂ꎮ 在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ꎬ乡村文化的保护和建

设已取得共识ꎬ并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ꎬ陷入发展困境和生存危机的地方小戏或

许可以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ꎮ 怎样才能让曾经“万人空巷”的地方

小戏不至于成为绝响ꎬ让古老戏曲文化重新焕发勃勃生机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其

存在的条件ꎬ致力于构建适合其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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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ꎬ东部地区由于其经济方面的优势ꎬ当地的地方小戏传承与发展已较早

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ꎬ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ꎬ可以说当地地方小戏的生态环

境已在逐渐形成ꎮ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桐乡“花鼓戏”的发展与保护ꎮ 浙江桐乡

市为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ꎬ每年有百场的文化下乡惠民演出ꎬ并且还依托旅

游优势ꎬ建立起了乌镇戏剧节ꎮ 桐乡花鼓戏利用各种时机ꎬ依托多种形式ꎬ重新

登上了现代戏曲舞台ꎻ而在基层农村ꎬ作为“桐乡花鼓戏”特色村的马鸣村ꎬ结合

上级政府政策力量和自身行政力量ꎬ设立了用于培养传承者的“桐乡花鼓戏”专
项培育基金ꎻ另外ꎬ在政府支持下ꎬ桐乡市也成立了包括乌镇景区表演队、桐乡文

化艺术中心戏曲队和马鸣村花鼓戏表演队等专业和民间戏曲团队ꎬ常年在乌镇

景区、香客众多的马鸣庙和文化下乡活动演出ꎬ同时ꎬ这些戏曲社团还创作了十

余部反映现代生活的剧目ꎬ为推广和发展“桐乡花鼓戏”做出了巨大贡献ꎮ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ꎬ“地方小戏”虽然面临着困境ꎬ若措施、

方法、政策等得当ꎬ也会大有作为ꎮ 在当前农村建设发展的背景下ꎬ根据地方艺

术发展的理论和规律ꎬ结合别人较为成功的经验ꎬ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ꎬ着力构建适合于“地方小戏”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ꎮ
第一ꎬ利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契机ꎬ构建社区地方戏曲文化公共空间ꎮ 利用

文化建设专项资金ꎬ在农村社区建设承担群众性戏曲演艺活动的广场、会堂、戏
台、舞台等公共文化空间ꎬ为农民提供观看、参与地方小戏演艺活动的平台ꎬ平台

应是开放性的、公共性的ꎬ应积极吸引农民参与演艺活动ꎮ 同时ꎬ为避免“重基

础建设、轻使用管理”的现象出现ꎬ使公共文化空间沦为面子工程ꎬ应配套平台

运营资金ꎮ 建国后的历史经验表明ꎬ只有在政府采购或基层农村组织集资采购

的前提下ꎬ戏曲事业才能真正扎根于乡土中ꎬ因此ꎬ国家文化财政专项资金应当

担负起戏曲市场的购买方ꎬ同时ꎬ农村基层组织也应重新拾起发展农村公共文化

事业的职能ꎬ采购戏曲演出ꎬ为繁荣农村戏曲文化服务ꎮ
第二ꎬ建立政府投资为主导ꎬ社会、个人投资为辅助ꎬ市场效益为补充的长效

机制ꎮ 按照国家“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规定ꎬ中央、省、市等各级政府要不

断加大对戏曲文化事业的投资ꎬ以经济发展的成果对戏曲文化事业进行反哺ꎬ采
取有效措施切实扶持各种乡村戏曲团体ꎬ以形成一个良好的支持传统戏曲的社

会氛围ꎮ 采用税费减免的方式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戏曲文化事业进行投资ꎬ
与政府投资三方合力构建戏曲良性发展机制ꎬ同时ꎬ戏曲文化事业是一个长投

资、延产出的过程ꎬ其文化产出不能以金钱来衡量ꎬ戏曲文化事业的发展机制不

应以经济效益为主ꎬ因此ꎬ这种发展机制应是一种长效机制ꎬ对戏曲文化事业的

投资输血应是长期的ꎮ
第三ꎬ结合新农村发展新形势ꎬ推广戏曲文化ꎬ提升地方小戏的创作能力ꎬ着

力立足于农村ꎬ创作反映新农村、新农民、新生活、新风尚的新曲目ꎮ 各地方戏曲

团体应积极参与到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去ꎬ将戏曲带到农村社区ꎬ推广戏曲文化ꎬ
同时ꎬ为满足现代农民的戏曲需求ꎬ应结合新农村建设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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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新曲目ꎬ这些曲目应贴近当代新农民的日常生活ꎬ适合农村文化发展需求ꎮ 地

方各级政府应鼓励新曲目的创作ꎬ如对农民喜闻乐见的新曲目进行奖励ꎬ以提高

戏曲剧团的创作积极性ꎮ
地方小戏起源于农耕文化ꎬ依托于乡村社会ꎮ 虽然改革开放后农村社区虚

空和西方流行文化冲击对地方小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ꎬ地方小戏也有趋于消亡

的趋势ꎮ 但是新世纪以来ꎬ文化保护的热潮让地方小戏日益受到重视ꎬ许多措施

和政策纷纷出台ꎬ尤其是随着新农村社区的形成和农村文化发展政策的支持ꎬ地
方小戏迎来了复苏的契机ꎮ 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ꎬ保持农业文化的持续发

展ꎬ为地方小戏的生存、发展甚至壮大提供了保障ꎮ 当然ꎬ我们也应看到地方小

戏的保护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ꎬ需要国家、基层和个人三个层次的共

同努力ꎮ 国家和地方政府是政策制定者ꎬ农村基层组织是戏曲文化发展空间的

具体构建者和管理者ꎬ戏曲从业者和戏曲剧团是地方小戏的直接执行者ꎬ三者相

互配合ꎬ形成合力ꎬ才能保证地方小戏的发展ꎮ

注释:
〔１〕地方小戏是指民间歌舞、说唱艺术借鉴这些地方戏曲的唱腔和表演艺术形成了形式简单、唱腔简

洁明快、表演生动活泼、曲目贴近民间生活的新的戏曲样式ꎬ表演曲目多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内容ꎬ而较

少涉及到宫廷、历史等“大戏”ꎮ
〔２〕周善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南词”的保护与传承研究»ꎬ«艺术百家»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ꎮ
〔３〕何峰:«关于庐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对策的探索»ꎬ«民族艺术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ꎮ
〔４〕李天义、余雅燊:«论莆仙戏的艺术价值及其保护传承»ꎬ«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年

第 ３ 期ꎮ
〔５〕邱林:«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中的南阳鼓词保护与传承»ꎬ«中国音乐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ꎮ
〔６〕〔７〕〔１０〕鲍文锋:«古代戏曲民俗与中国戏剧的渊源»ꎬ«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

年第 ３ 期ꎮ
〔８〕马保春、朱光华:«郑州商城出土骨刻文与中国古代的“舞雩”祈雨之祀»ꎬ«中原文物»２０１２ 年第３ 期ꎮ
〔９〕唐文标:«中国古代戏剧史»ꎬ中国戏剧出版社(翻印)ꎬ１９８５ 年ꎮ
〔１１〕杨匡民:«论传统民间歌曲歌种的形成及分类»ꎬ«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１９８８ 年第 １ 期ꎮ
〔１２〕吴新苗:«戏曲文化»ꎬ中国经济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ꎮ
〔１３〕郑传寅:«节日民俗与古代戏曲文化的传播»ꎬ«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ꎮ
〔１４〕王肃:«注‹孔子家语›»ꎬ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０ 年ꎮ
〔１５〕刘正维:«论打锣腔系统»ꎬ«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ꎮ
〔１６〕〔１８〕费孝通:«乡土中国»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ꎮ
〔１７〕加芬芬、吴晓燕:«农村社区文化:变迁与重构»ꎬ«天府新论»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ꎮ
〔１９〕张世勇:«电视下乡:农民文化娱乐方式的家庭化»ꎬ«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年

第 ６ 期ꎮ
〔２０〕焦福民:«论文化发展与戏曲传播格局之变»ꎬ«齐鲁学刊»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ꎮ
〔２１〕郑风田、刘璐琳:«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文化:现状、问题与对策»ꎬ«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ꎮ
〔２２〕宋丽娜:«乡村社会变迁中的代沟问题———以电视为切入点»ꎬ«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ꎮ 〔责任编辑:黎　 虹〕

—３５１—

乡村社会变迁与地方小戏生态环境的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