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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瑞霞，祖籍湖北红安，1952年7月出生于武汉。湖北师范学院教授、湖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北
师范学院首批硕士研究生导师。1965年至1968年就读于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1968年底至1970年随学校
同学下乡到湖北潜江劳动。1970年至1979年招工到长江葛洲坝工程局工作。1979年考入湖北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1983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从事高等教育工作近三十年，先后为汉语言文学专
业本科生与研究生开设了《文学概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名著选讲》
、《选讲》等课程。科研方向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现己在《戏剧》、《戏曲艺术》、《江汉论坛
》、《武汉大学学报》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六十多篇。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文化艺术思维
论》。学术论文《李渔声律观评析》2004年获中国第七届艺术节王国维戏曲论文二等奖。全部科研成
果均为独撰。现为湖北师学院本科教学督导、研究生教学督导、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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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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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戏曲审美特征的理论阐释
  第四节 本书理论建构的简述
第一章  戏曲音乐结构论
  第一节 戏曲音乐的“曲牌联套”体与“板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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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戏曲声律的形式“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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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戏曲品格的“本色”论的内涵
第六章  戏曲理论的生成与诸艺术理论的关系
  第一节 戏曲抒情理论与抒情艺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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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就平上去三音之中，抽出入声字另为一声，私置案头，亦可暂备南词之用”。在坚持作南
曲仍然要遵循《中原音韵》的同时，主张把已派入三声的人声特别拈出备用，而不必一一凛遵《中原
音韵》的曲韵。 这里，重点谈谈王骥德关于“韵”的理论。王骥德曾对戏曲用韵的现状作了如下的描
述：“韵书之夥也，作辞赋骚选则用古韵，⋯⋯作曲，则用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古乐府悉係古韵
，宋词尚沿用诗韵，入金未能尽变，至元人谱曲，用韵始严”。从北曲到南曲，要求曲的创作“恪守
词韵，，是古代曲论的一个基本规范。王骥德的“曲禁四十条”首先要禁的对象也在“韵”的领域。
包括“重韵”、“借韵”、“犯韵”、“犯声”、“平头”、“合脚”、“闭口叠用”、“韵脚多以
入代平”、“叠用双声”、“叠用叠韵”、“开闭口韵同押”等。针对曲界多有人主张“作曲，则用
元周德清《中原音韵》”的观点，王骥德对周氏所创立的韵系体制进行了以下四点辨析批评：一是十
九韵谱以二字作韵目，无章可循。“非真有析于五声七音之旨”。二是有“合之不经者”，即合中又
有不规范处，如“平声如肱、轰、兄、崩、烹、盲、弘、鹏，旧属庚、青、蒸三韵，而今两收东锺韵
中”。至于“鱼模一韵”，《正韵》早已“离之为二”。而在周氏所制的十九韵谱中还处在混而不分
的状态之中。三是十九韵谱的制作“其功不在于合而在于分”，这里所谓“分”，即是分韵为十九韵
目，所收之字分属于十九韵目之名下。“分之中犹有未尽然者”，如“江阳之于邦王，齐微之于归回
，鱼居之于模吴，真亲之于文门，先天之于鹃元，试细呼之，殊自迳庭，皆所宜更析”，即分类还过
于粗略而不尽精细。四是指出十九韵谱以“阴字属下平，阳字属上平。”更属谬误。在对《中原音韵
》进行上述辨析批评的基础上，王骥德认为，作南曲如果悉遵《中原音韵》，则“歌龙为驴东切，歌
玉为御，歌绿为虑，歌宅为柴，歌落为潦，歌握为杳，听者不啻群起而唾矣！”为此，强调“南曲之
必用南韵也，犹北曲之必用北韵也”。 综上所述，王骥德与周德清的戏曲声律的“字格”规范，虽其
研究领域大体一致，其理论观点亦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所持的看法确有很大的不
同。如在用“字”的规范上，“作词十法”所谓“字能通天下之语”，指的是“乐府语、经史语、天
下通语”，这个范围显然要比“曲禁四十条”宽泛得多。在用“韵”的规范上，南北之韵也各不相同
。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平仄”理论层面，周德清提出北音“入派三声”之论，
王骥德则提出南音有“平、上、去、人四声”的观点；在“阴阳”理论层面，周德清主张北曲“平声
分阴、阳”，王骥德则主张南曲“平、上、去、人均分阴、阳”；在“韵”的理论层面，周德清坚持
北曲用“十九韵谱”。

Pa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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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与批评》是关于中国古代戏曲艺术批评实践与理论的研究。本着对传统艺术的研
究，实际上也是对可能生成的潜艺术范型或正在生成的新艺术范型的探讨的指导思想，在忠实于戏曲
批评实践与理论的历史本真的同时，以艾布拉姆斯的“世界”、“作者”、“作品”、“读者”等“
四要素”的当代理论为契机，从戏曲的音乐结构、剧情结构、代言体的创作与表演、戏曲的互动接受
、戏曲的艺术品格以及戏曲理论的生成与诸艺术理论的关系等方面，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进行了较为
系统的梳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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