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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独家材料，独立证明，一部原创性学术专著。
积三十余年之功，全面搜集并拍摄出土的宋元磁州窑器物上的词曲作品，共辑考牌调46调，作品64首
，不止可补正《全金元词》《全元散曲》等词曲总集文献库存，而且填充了元曲迷失在市井民间阶段
的空白环节。
运用“二重证据法”，在探讨并破解有关元曲基本知识如元曲起源之迷、带过曲之迷、套数倒计数之
迷等学术难题的同时，也提出并实证了不少新的更为尖锐突出的根本问题。如南北曲发生期的互渗、
《张协状元》的编剧时代等等，为元剧先熟论的确证奠定了基础。
经历严苛的证伪检验，在与“南戏先熟论”派的激烈辩驳与竞争中胜出，把元曲研究提升到现代科学
的理论水平，在学术方法论方面具有昭示当下与垂范后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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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栋（1954-）男，河北南宫市人， 1982年（一九七七级）河北师范学院毕业留校任教，从事元曲学研
究，1993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河北师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学术带头人、元曲研究所长、中
国散曲研究会副会长。著有《中国散曲学史研究》（1997年国家优秀博士论文，入选高校文科博士文
库，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国古代戏曲专题》（教育部组织编写通用高校本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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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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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附录掐得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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