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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

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从戏剧史学的角度，全面发掘清理禁毁戏剧史料，具体考察了禁毁戏剧的
历史过程、特质规律及其对中国古代戏剧发生发展、形态衍变的作用和影响。作者在关注禁毁戏剧与
中国古代戏剧史参差伴生、交错互动的关系中，结合社会学及文化研究，指出制之以礼，治之以法，
观念性禁戏与制度性禁戏相结合，是禁毁戏剧不断强化权力话语统制的关键，并联系官方文化政策的
复杂性探讨了戏曲接受、传播禁止与社会控制的影响问题。作者认为，禁毁戏剧的权力话语在不同层
面、不同程度地割裂了中国古代戏剧艺术诸要素间的内在有机联系，及戏剧艺术自然聚合的形态机制
，对戏剧艺术本体及其价值功能进行了过度筛选和抑制，在演剧活动、群体参与、剧本剧目方面阻滞
了戏剧艺术母体资源的自我更生与生态平衡，从而影响了中国古代戏剧史的发生发展进程。

Page 2



《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

作者简介

丁淑梅，女，1965年生，陕西西安人。1986年、1994年先后于陕西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学
位，2006年于华东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伊犁师范学院、烟台师范学院，现在四川大
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戏剧史。先后在《文艺研究
》、《江汉论坛》、《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中国典籍与文化》、《河北学刊》、《晋阳学刊》、
《中华戏曲》等刊物发表《书会活动、伎艺撰演与俳优之士》、《宋代弄孔子优戏的俳谐精神与优伶
惩戒》、《明清优戏的弄孔侮圣与正典禁戏》、《明代乐户禁弛与雅俗文化的互动》、《明清禁毁戏
曲对戏曲生态发展的影响》、《汤斌、田文静禁戏与清前期的赛会演剧》等多篇论文，并著有《中国
散曲文学的精神意脉》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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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

书籍目录

序
绪言
一　问题的提出及立论依据
二　关于禁毁戏剧的研究现状
三　研究的思路、设想和方法
第一章　先秦至汉魏时期：正乐、禁戏与罪优
第一节　正乐与禁新声
一　正乐与删诗
二　以乐设政与禁新声俗乐
三　以礼制乐与简置乐署
第二节　焚《诗》、《书》与禁百戏
一　一统于法与焚毁《诗>>、《书》
二　禁罢倡优奇伎、角抵百戏
三　禁罢百戏伎艺的范围和种类
四　禁罢倡优百戏的内容和题材类型
第三节　禁巫与罪优
一　禁巫
二　罪优
第二章　隋唐时期：禁断散乐戏弄、禁限装扮竞演与诛禁优伶
第一节　禁断散乐杂戏
一　禁散乐百戏
二　禁夷狄杂戏：泼胡乞寒
三　禁戏弄剧目：《麦秀两歧》、《旱税》、《刘辟责买》等
第二节　唐代弄孔子戏的妆演与逐禁
一　排比三教　嘲经谲谏
二　俳优谐谑　弄孔戏儒
三　难孔丑圣　民俗智慧
第三节　禁约装扮竞演
一　谏禁分朋竞演
二　约禁演出环境、场合、仪规
三　禁限服装道具
四　禁逐聚伙戏班
第四节　罢遣诛禁俳优伶人
一　放罢伶使乐职
二　议禁优人干政求爵、诛禁伶人
三　律禁乐人从艺习规
第三章　两宋时期：废教坊、禁民间赛祭演戏与禁南戏宋杂剧
第一节　制乐设官、禁撰优词与废罢教坊
一　制乐设官与禁乐之文治
⋯⋯
第四章　金元时期：乐人限令、罢范上作乱与禁治集场演剧
第五章　明代：戏教、戏祸于戏剧撰演之分化
第六章　清代（上）：官私禁戏、设局缴毁于地域性禁毁戏剧
第七章　清代（下）：禁毁戏剧载体与清代戏剧的生态发展
第八章　禁毁戏剧的权力话语特征与中国古代戏剧发生发展之关系
结语
附录　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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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英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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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

章节摘录

　　绪言　　中国古代戏剧，与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并称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脱胎于酒神祭祀
的古希腊戏剧和衍生于梵教仪式的印度戏剧，其血脉和源头都单一地和宗教仪式结下了不解之缘。中
国古代戏剧的形成却如百川汇海，凝聚了仪式、诗乐（歌舞）、俳优、唱叙艺术等诸多要素和养料，
走过了一个艰难孕育、缓慢发展的里程。每当回想起中国古代戏剧艺术走过的漫漫里程，脑海中经常
会浮现这样的问题：公元儿世纪出现的以曲为本位的中国戏曲，是古代戏剧自然生成的一种样态？还
是诸多社会合力致成的变异形态？若从源头上考察，中国古代戏剧史经过了怎样的变异和衍化过程？
这种形态变异与衍化过程，除了戏剧史内在的发展规律外，究竟还有哪些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
封建社会，禁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往往借助官方权力话语形成强势破坏力，带来社会政治与文化的
振荡与浩劫。那么，禁毁戏剧现象的发生与断续，与古代戏剧史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作为一种权力
话语，禁毁戏剧之于古代戏剧史的发生发展，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　问
题的提出及立论依据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从秦之焚书、隋之灭纬，到北宋篡实录、南宋禁野史、
明初删节《孟子》、清代文字狱下大规模的禁毁违碍籍运动，都是封建暴政和文化霸权的集中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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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

编辑推荐

　　本文对中国古代禁毁戏剧作了历史的考察和申论，取材繁富，梳理细致。这一项富有开创性的研
究，属于学科前沿与国内领先，本文能驾驭如此庞杂的史料，对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的历史作出描述，
这对于推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很有价值。　　——章培恒　　本文从史论的角度出发，运用社会学、
文献学、戏剧史学相结合的新方法加以勾稽，联系不同时代的文化现象和社会背景来评析具体的禁毁
事例，做到有史有论，史论结合。作者的文献功底扎实，且能以理论驾驭材料，研究思路明晰，颇有
新见和创见。　　——吴新雷　　对中国古代戏曲禁毁现象作全面系统的梳理，本论文有开创之功，
而且实绩丰厚。作者用功甚深，在史的论述与理论的思考方面亦多创发。　　——叶长海　　本文详
细梳理了历史上几个主要时期禁毁戏剧的事件、言行、手段、特质以及动因，显示了不同时代文化政
策的继承性与复杂性，对于我们了解禁毁文化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振荡与浩劫，具有重要
的认识意义。　　——孙逊　　该文选题具有开创性，有许多原创性成果，发掘了大批新的史料，具
体论述中也多新见；认为禁戏的权利话语对戏曲艺术本体及其价值、功能作了过度筛选与抑制，在不
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割裂了戏曲诸艺术因素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阻滞了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进程。
这些见解对戏曲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俞为民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中
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通过全面系统的发掘整理禁毁戏剧史料，从关注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的高度，
考察了禁毁戏剧的历史过程和特质规律，探讨了禁毁戏剧对古代戏剧发生发展、形态衍变的作用和影
响，对我们了解禁毁文化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振荡与浩劫，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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