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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文化概论》

内容概要

本书以“戏曲文化的特殊道路”、“古典戏的审美形态”、“戏曲文化的精神物质”等三篇八章的结
构，研讨了古典戏曲的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全书史论交融、论述精当，反映了作者的深厚功底和严谨
学风，也体现出作者的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
这本专著以比较方法贯串始终，各篇都是中国戏曲文化与西方戏剧文化的比较中展开，从不同戏剧文
化现象的对照，到产生它们的不同哲学和美学观念、不同文化和主会背景、不同生产方式的揭示，实
际上也是一部比较文化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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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传寅，1946年出生湖北省阳新县，1965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70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作武
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主要著作有：《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中国戏曲文化概论》和数十篇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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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戏曲文化的近源　　从戏曲文化的近源看，其“血统”的多元性更是一目了然。戏曲既不是
单纯由某个国家“输入”的，也不是单由某一种文化特质直接“转化”而生，而是由多种文化特质熔
铸而成的。　　从汉唐至两宋，是戏曲文化创生的关键时期，戏曲文化的诸种要素在“母腹”中凝聚
融汇、生长躁动，历时一千多年终于成熟而降生。诸多文化特质共同孕育创生了戏曲文化，它们构成
戏曲文化的多元“血统”。诚然，就这些“血统”与戏曲文化本体的关系而言，它们既存在时间上的
差别，譬如，汉代百戏与宋金杂剧就相隔一千多年，后者对戏曲文化本体的影响显然大于前者；还有
“亲疏”程度和所占比重的差异——戏曲文化本体虽然由多种文化特质熔铸而成，但就它们在戏曲文
化本体中所占有的位置、份量，以及它们在戏曲文化孕育创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看，它们又并不是
完全相等的。这就好比一块合金钢，其中各种金属的份量以及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一样。譬如，宋杂
剧、金院本、诸宫调以及当时盛行的小说、讲史、影戏、傀儡戏都对北杂剧的创生有影响，但它们所
起的作用并不相同。又譬如，民间表演艺术、宫廷优戏、外来乐舞、宗教仪式都对戏曲的创生有不可
忽视的影响，但民间“血统”显然是“主血统”，这一“血统”对戏曲文化本体的创生有至关重要的
意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将它们一并视为戏曲文化的近源。这是因为，即使相隔千余年的汉代百戏
①与宋金杂剧，面貌虽有不同，但都不是成熟形态的戏曲剧目，都没有超出“雏形戏剧”的范围，故
舍其异而取其同。多元“血统”所起的作用和所占比重尽管有种种差别，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作为多元
“血统”中的一元。当然，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戏曲文化“血统”的多元性，避免把戏曲文化的源头看
得过于单一；但另一方面又要分清多元“血统”的主次，避免将其等量齐观。　　根据以上理解，戏
曲文化的多元“血统”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民间社火　　用这样一个名目来概括戏曲文化
的民间“血统”，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若细加推敲，用这一名目其实并不准确。汉代的民间乐舞、
杂戏称作“百戏”。“百”者，多也，可见其包容丰富。隋唐前后又称“散乐”，大约是因其散在村
野，非宫廷所统辖之故。《隋书·音乐志下》载：“及大业二年，突厥染千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
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宋代以降，“百戏”、“散乐”之名虽仍有使用，但并不经常。民间杂耍、
鼓乐、杂戏统称“社火”。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
生日》条记述北宋都城汴梁神保观庆祝灌口二郎神诞辰之盛况说：“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最
为繁盛。庙在万胜门外一里许，敕赐神保观。⋯⋯天晓，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
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超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诨
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牌棒
、道术之类，色色有之。”这里“社火”与“百戏”之名并用，其所指则完全相同。我国南方也将民
间杂戏称作“社火”。南宋诗人范成大《石湖诗集》卷二三《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诗，
写其家乡苏州元宵节演出歌舞杂戏之情形：“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呈。”诗人自注日：“民间鼓乐
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明清以至近代仍以“社火”称民间杂耍、杂戏，“百戏”
、“散乐”之名渐泯。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记扬州立春歌舞杂戏说：“立春前一日，太守迎
春于城东蕃蟹观，令官妓扮社火：春梦婆一，春姐二，春吏一，皂隶二，春官一。”　　综观上述可
知，“社火”是民间节日迎神赛社所扮演的各种杂耍、杂戏的总称，有时也可以用来泛指民间平时所
扮演的歌舞杂戏。我们姑且把“社火”当作不同时代民间表演艺术的总称，以之概括戏曲文化的民间
“血统”。　　我国古代民间表演艺术很早就开创了表演故事的传统，戏曲文化史上的第一个“具体
而微”的“剧目”便来自民间“社火”。相传为汉代人刘歆所撰的笔记小说《西京杂记》卷三记述了
西汉一广为流传的角抵戏节目《东海黄公》：“余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海
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赢惫，
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
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这个初始形态的“剧目”来自民间，是陕西关中一
带的劳动人民创作的，西汉初已在京城上演，东汉时仍盛行不衰。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就曾亲眼目
睹了《东海黄公》作为“总会仙倡”中的一个节目在西京上演的情形。《西京赋》写道：　　华嵌峨
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
声清畅而蟥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截}面。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
阁，转石成雷。磷砺激而增响，磅磕象乎天威。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
蛊，于是不售。　　这里不仅有化妆、穿关、道具，而且有人虎搏斗的舞蹈化动作；不仅有代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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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表演，而且有事先设定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情景。它既不同于宫廷俳优的即兴逗乐，也不同于一般
角抵戏的角力争胜。它标志着戏剧美的诸因素已开始凝聚升华，标志着一种初始形态的戏剧美的诞生
。总之，《东海黄公》对于戏曲的创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堪称戏曲文化创生起源历程中的第一个
“里程碑”。　　戏曲文化创生起源历程中的第二个“里程碑”是隋唐之际的歌舞戏节目《踏谣娘》
，它亦来自民间“社火”。《旧唐书．音乐志二》载；“《踏摇娘》，生于隋末。隋末河内有人貌恶
而嗜酒，常自号郎中，醉归必殴其妻。其妻美色善歌，为怨苦之辞。河朔演其曲而被之弦管，因写其
夫之容，妻悲诉每摇顿其身，故号《踏摇娘》。”河朔为黄河以北地区，河内为今河南省沁阳县。可
见，《踏摇娘》是中原人民对当地生活现象的艺术概括。它与《东海黄公》相比，文学因素、音乐因
素和舞蹈因素均大大增强，同时又继承了角抵戏二人“搏斗”的传统，而且演员由二人增至三人，丰
富了戏剧冲突，增强了戏剧性。唐崔令钦《教坊记》载：“北齐有人姓苏，毙鼻，实不仕，而自号为
郎中，嗜饮酗酒，每醉辄殴其妻。妻衔悲，诉于邻里。时人弄之。丈夫著妇人衣，徐行入场。行歌，
每一叠，傍人齐声和之云：‘踏谣和来，踏谣娘苦和来!，以其且步且歌，故谓之‘踏谣’；以其称冤
，故言苦。及其夫至，则作殴斗之状，以为笑乐。今则妇人为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调
弄又加典库，全失旧旨。或呼为‘谈容娘，，又非。”①这个节目深受人民群众喜爱，长期在民间演
出，引起古代史学家、诗人的热情关注。唐代诗人常非月《咏谈容娘》诗生动地描绘它的演出盛况：
“举手整花钿，翻身舞锦筵。马围行处匝，人簇看场圆。歌要齐声和，情教细语传。不知心大小，容
得许多怜。”这里不再是口里念念有词的“粤祝”，而是有了个性化的对话和热烈深情的歌唱，不只
是二人作“殴斗之状”，而且还有一名“典库”调弄其间；不仅有弦管伴奏，还有旁人的帮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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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沈达人　　郑传寅教授的《中国戏曲文化概论》以“戏曲文化的特殊道路”、“古典戏曲
的审美形态”、“戏曲文化的精神特质”等三篇八章的结构，研讨了古典戏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全
书史论交融、论述精当，反映了作者的深厚功底和严谨学风，也体现出作者的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
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产生种种感受，总想转告给更多读者。　　这本专著以比较方法贯串始终
，各篇都在中国戏曲文化与西方戏剧文化的比较中展开，从不同戏剧文化现象的对照，到产生它们的
不同哲学和美学观念、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同生产方式的揭示，实际上也是一部比较文化的研究
成果。只是全书的比较没有采取平行展开的方式，而是围绕古典戏曲这一中心，在比较中多侧面、深
层次地探索了它的规律和特点。专论古典喜剧的一章突出体现了这种方式的优长。经过比较，中国古
典喜剧的特点得到充分阐明。作者指出，中国古典喜剧的特点是“美刺得兼”、“喜以悲反”，这当
然是有史实和理论根据的结论。尤其令人高兴的是，这样的结果又由若干深刻的见解所充实。比如认
为西方古典喜剧侧重对主人公的“蠢行”进行讽刺，并以此来恢复道德、法律的正义。这构成讽刺喜
剧。我国古典喜剧则更多赞颂主人公善良正直、幽默机智的品性，肯定人类为实现心灵的真纯愿望所
进行的斗争。这在讽刺喜剧以外，又构成大量歌颂喜剧。这些歌颂喜剧即使以出身高贵的人物为主人
公，也不是表现高贵出身给了他们高贵品质，而是描写他们的叛逆行为同体现这一高贵出身的封建家
长、封建教养所构成的尖锐冲突。再如强调西方古典喜剧一般不涉及不可调和的重大　　社会矛盾，
中国古典喜剧一反此道，往往以重大的悲剧性社会矛盾为基础，从悲剧性的社会矛盾中提炼喜剧冲突
，因而提高了喜剧的品位，也造成了一种“寓哭泣于歌笑”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喜剧美。这些见解为大
量剧作所印证，是对创作实践所蕴涵规律的理论升华。每读至此，总令我兴奋不已。　　敢于论辩是
学者的一个优点，然而在论辩中见水平、见深度，并非所有敢于论辩的学者都能做到。《中国戏曲文
化概论》向种种旧说，乃至某些成说挑战，具有鲜明的论辨色彩；而且通过反复论辩，显示了对戏曲
研究中留存的一系列问题的认识深度。戏曲勃兴于元代的原因，是学术界感兴趣的一个课题，从明代
到今天，不断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作者把它们归纳为元以曲取士、元初废科举、城市经济繁荣、元
代文化政策宽松、舞台艺术高度综合诸说，然后一一辩难，并以很大篇幅指出城市经济繁荣这一被不
少学者认同的说法的自相矛盾、不足以徵诸史实的弱点。进而申述了自己的看法：其一，文化的平民
化进程为元曲繁荣铺平了道路；其二，社会剧烈震荡所带来的文化效应为元曲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精神
环境。这两点涉及历史、社会、文化变迁的广泛背景，我以为是有说服力的。比如论及汉儒文化在元
代一度受挫而引起的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作者提出，金元之际，人生价值观念由重视立德、立功、
立言到重视一己之生活的变化，有利于以人生为意象的戏剧的繁荣。同时，由于价值观念的变化，文
人从艺成为时代风尚，就像元代梨园的代表人物关汉卿所说的：“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
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从而元代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所
写的贵族子弟延寿马为了爱情，弃绝家庭、功名，投身戏班，流浪卖艺，也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
情了。总之，作者认为社会需要是潜在动力，是文化创造的能源，社会需要一种月，公孙卿日：“仙
人可见，而上（指武帝）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纤。这些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因为通过论辨，作者
对元代戏剧繁荣的原因做出了有深度的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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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学养深厚,是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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