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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戏剧的雅俗源流》

前言

　　“雅”与“俗”之间的矛盾与和谐是构成中国戏曲形成和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只是在中国古代
，戏曲艺术处在整个文学结构的边缘——至少在通常观念上如此，直到清代中叶花部兴起后，在戏曲
内部的“雅”、“俗”分化才真正完成，而整个戏曲艺术在中国文艺格局中的边缘位置并无实质性的
改变。虽然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言“文变染乎世隋，兴废系乎时序”是不易的规律，但在中国
古代的文艺格局中，以诗歌和史传为代表的正统的文艺形式和文化类别具备了强烈的、对其他边缘文
艺形式或同化或抑制的功能。一种艺术样式、一种理论思想，甚至一种思维方式的产生，在某种程度
上都是通过对正统的、乃至“雅”文化的依附中来求得自身的发展和提高，并在此期间通过与正统文
化的磨合与妥协形成相对稳定的自身系统。可以说，首先是歌诗传统，其次是史传传统，它们共同制
约着中国虚构叙事文学尤其中国戏剧的发展，这也正是本书的主线。本书欲将“叙述动的文艺变迁”
作为中心课题，主要的考察对象是构成中国戏剧各因素的雅俗变迁以及影响这一变迁的主要文化环境
——不但要注意到这些戏剧要素的各自存在，更主要的是思考它们的合力如何促进了中国戏剧的发展
。本书在体例设计中既注重个别的剧作家、作品的分析，又着眼于整体的综合考察，力图在两者互相
依存的基础上，做到以整体的综合考察为重心；力图运用个别经典剧作来寻机探索更具普遍性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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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戏剧的雅俗源流》

内容概要

《宋元戏剧的雅俗源流》在体例设计中既注重个别的剧作家、作品的分析，又着眼于整体的综合考察
，力图在两者互相依存的基础上，做到以整体的综合考察为重心；力图运用个别经典剧作来寻机探索
更具普遍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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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小梅  生于1973年，内蒙古乌兰察布人，汉族。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96年毕业于内
蒙古民族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戏曲美学专
业，获戏剧戏曲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基础部任教中国戏曲史课程。2000—2003年就读于中国艺术研
究院戏曲研究所戏曲批评专业，2003年获戏剧戏曲学博士学位。2005～2008年在北京师范人学艺术传
媒学院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2006年获准北京市科研面上项目《古典戏曲经典剧目传播研究》的独立
申请立项；2008年作为主要参与者的《中国戏曲艺术思想史》获准北京市精品教材建设科研立项
；2010年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了北京市科研面上项目《京剧演出市场的历史及现状调查报告与分析》
。2006年被列入北京市教委“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2007年获得“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
，2009年获“第六届北京市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三等奖”。迄今公开发表和出版学术论文、论著35万
字。 
    研究领域：戏曲史论、戏剧美学、戏剧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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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导论第一章  南北剧系的同源异流  第一节  优戏一脉的宋杂剧  第二节  宋代南戏的草根形态  第三
节  北曲杂剧之“雅”质第二章  雅俗迁移与曲牌联套体的确立  第一节  歌诗传统下的“诗性”继承  第
二节  雅俗迁移与戏曲体式的形成序列第三章  北曲杂剧的两大彪军——关汉卿、马致远的雅俗倾向  第
一节  宋元以降的娱乐时尚与关汉卿的文化人格  第二节  关汉卿剧曲的本色内涵  第三节  马致远的乐府
文化人格  第四节  马致远杂剧美学的“逸笔”品格第四章  北曲剧曲的艺术创新和美学特质  第一节  北
曲剧曲的作家流派  第二节  北曲剧曲的历史创新  第三节  北曲剧曲的美学特质  第四节  北曲剧曲与宾
白的关系第五章  元人三记的雅俗趋向和历史影响——《西厢记》、《琵琶记》、《拜月亭记》  第一
节  《西厢记》的篇幅意义与色泽气骨  第二节  《琵琶记》的剧以载道与雅俗转捩(上)  第三节  《琵琶
记》的剧以载道与雅俗转捩(下)  第四节  《拜月亭记》的叙事成就与南曲特质第六章  中国戏剧观念的
曲折进程——雅俗纷扰中的戏剧本体自觉  第一节  中国叙事文学的纯审美意识  第二节  元代戏剧意识
的初步自觉  第三节  中国戏剧本体观念的觉醒  第四节  “诗”本位向“剧”本位的迁移余论附录一  理
学的“穷理尽性”与杜丽娘的游园惊梦——对汤显祖“以情格理”的再理解附录二  王国维“戏曲意
境说”之辨析——读《宋元戏曲史》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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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戏剧的雅俗源流》

章节摘录

　　以歌舞娱神的风俗由来已久，只不过在戏曲还未产生的上古时代，全由巫觋担任这一工作罢了，
所以《尚书》有言：“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①我国古代的礼乐具有宗教性的成分
是毋庸讳言的，但春秋以来，中国主流文化已日益明显地呈现出由天道转到人道的倾向。以孔子儒家
为代表的古代知识分子所持之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而不是走向
天道——这也是数千年来中国封建时代文化的主流。不过与黄河流域不同，长江流域始终处于楚文化
的氛围之内。楚文化敬巫风重祭祀的传统在民间一直都具有深厚的积淀，正如清代陈宏谋的《培远堂
偶存稿.文檄》卷四十五所载：“江南媚神信鬼，锢蔽甚深，每称神诞，灯彩演剧⋯⋯今日某神出游，
明日某庙胜会，男女奔赴，数十百里之内，人人若狂。”“乡间演戏，皆为酬神邀福起见”；“演戏
敬神，为世俗之通例”。②这一传统在南方相对于主流的儒家文化一直处于一种潜在的顽强的对峙地
位。　　据史载，魏晋六朝时期，南朝的最后一个小朝廷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又好厌魅之术，假鬼
道以惑后主，置淫祀于宫中，聚诸妖巫使之鼓舞”③。唐时，“瓯粤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祠”④
；宋时此风亦盛。但是唐宋以来，中原的主流文化对此采取了强烈的干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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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戏剧的雅俗源流》

精彩短评

1、对宋元戏剧文化的全面思考与分析，专著不少，但此书依然有其独特的方面，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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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是一本学术专著，重点探讨元代戏剧发展的历程。中国文学自古以诗歌、散文为正统，主流
文人对于叙事，大体是蔑视的，然而元代这一切却突然发生了改变，杂剧、南曲勃兴，市井文学的崛
起，大大突破了传统文学的样式与格局。在元以前，从没有一个时代，能将如此多的白话融入创作之
中，也从没有一个时代，能如此关注故事与叙述本身。如果说此前的中国文学以案头欣赏为主，是士
大夫的玩物的话，那么元代文学则是鲜活的，它需要有舞台实践经验，不看表演，仅看文字，是很难
领略元曲的曼妙。无怪乎王国维先生称，元代的文学是“活的文学”。因为在元代，文学不再是陈设
品，它不再被完美所束缚，而是要融入我们的人生。然而，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呢？在元以前，我们已有数千年崇尚优雅的审美传统，为何突然转向本色、活力了呢？中国文化历来
以北方为中心，南曲初期以浅陋、低俗著称，可为什么它能后来居上，甚至彻底压倒了风光无限的杂
剧，使后者渐成绝响？本书深入浅出，引证扎实，前几章立论颇多创见，读后令人眼界大开，但到作
家论的部分，略为艰深、平淡。对于喜欢文学史的读者，本书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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