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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b]2008年国粹（京剧）文化（文物）研究发展报告 内容介绍：[/b]

　　京剧在中国戏曲中形成较晚,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清代乾隆年间“四大徽班”

进京为乾隆皇帝贺寿,当时,皮黄腔风靡京城,后来,留京徽班艺人与来自湖北的汉剧艺人合作,相

互影响,并接受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式。又吸收了一些地方剧种、民间曲调,

通过不断地交流、融合各剧种的优点,逐渐形成相当完整的艺术风格和表演体系。

　　京剧艺术之美。京剧具有综合性、虚拟性和程式性。京剧就是京剧, 它是独特的,不同于

芭蕾,不同于小品,不同于歌剧,不同于好莱坞电影。很多人不喜欢京剧, 除了认为那是老人的艺

术的偏见外,大部分是由于没有发觉京剧之美。京剧的美是耐人寻味的,唱念做打武,是经过了

无数前辈的提炼的艺术。我们也许不知道脸谱的颜色说明什么,不知道青衣为什么要这般发声,

不知道怎样是上马,怎样是开门的动作。可一旦了解了这些,看京剧的时候就有了关注的焦点,

也开始评头论足了。京剧是国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很有必要补一下民族文化的课。

　　京剧的危机是民族文化感的危机,但并不是很多人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京剧爱好者

、工作者,他们没有放弃努力,他们一直在积聚力量,他们的成绩我们看到了,很多学生都看到了

。2008年京剧进入中小学的课堂也对让我们对国粹京剧的未来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京剧是中

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它蕴涵着丰富的文学、音乐、舞蹈、美

术、历史以及社会学方面的知识，把京剧作为音乐教育的一部分，纳入国家课程体系，说明

了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是站在提高软实力的高度上推进课改，这对传播传统文化更加有

利。

　　本研究报告依据中国戏曲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京剧网、中国戏曲网、中国文化部、国家

信息中心和国家统计局等权威管道数据，同时采用中心大量产业数据库以及我们对中国京剧

文化所进行的市场调查大量资料，对中国京剧文化的发展趋势给予了细致和审慎的预测论证

。在报告的成稿过程中得到业内专家、领导耐心的指导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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