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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杂剧选》

内容概要

《元人杂剧选》的十六本杂剧，约可分五个种类，即：一、反映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的悲剧。二、正
面描写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英雄人物的喜剧。三、反映人情世态和社会现实生活的喜剧。四、神话和
民间传说的爱情喜剧。五、历史悲剧。
本书为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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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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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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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杂剧选》

精彩书评

1、阅读是一个二度想象的过程。《元人杂剧选》的阅读过程颇为愉快。作为叙事文学的另一种表现
形态，杂剧和中国古小说有许多的不同之处。但又因为杂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侧重于表演，剧本
并不是最重要的，所以作为案头文学的元杂剧，自然比不上小说详细完备，也使得元杂剧，就总体而
言，在文学成就上不及唐诗宋词，也不及后来的明清小说。我依然看到古典叙事文学想象力的匮乏。
对母题的因裘，以及戏剧冲突的平庸化，大量抒情性唱词的填充，使元杂剧在很多时候呈现“曲”而
不是“剧”的特点。《元人杂剧选》里的许多篇目在艺术上是相当粗糙的，人物形象也较含糊，不具
有强烈的个性特征。也许，杂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本身就比不上后来的南戏，小说等，因为它的草创
、也因为它是一个发展中并最终被取代的艺术形式？用典是古典文学的旧习气。曲词用典也有它的特
点，多用熟典，且种类不多，许多典故并不贴切。可见一些剧本创作者的文化水平并不太高。也就是
说，元杂剧基本是民间文艺，和传统士大夫的诗词创作，乃至后来的拟话本、竹枝词都有相当的区别
。文学史常将戏剧分为喜剧、悲剧、正剧等等一大堆。作为粗略的概略，有它的意义在。但返回作品
本身，这种划分便有生硬之嫌。《元人杂剧选》里大多数的曲目具有喜剧因素，这是由于元曲语言诙
谐生动，情节错落有致的原因。然而元曲的一些语言，如果不看注解就很难理解。虽然元杂剧的口语
化特征很明显。但几百年间口语的演变程度远远超过书面语言，所以现在阅读起来困难颇大。荒谬的
是，文学史经常说《三言》中的一些小说赞美商人，体现了明代资本主义在萌芽的社会特点。那元杂
剧如《东堂老劝破家子弟》中对财富的歌颂又说明了什么呢？许多研究者就作品论作品，至多联系当
时的社会现实再发挥一下，却总忘了作纵的更开阔视野的比较研究。而我想，什么时候再读一下《元
曲选》，才比较放心。因为我总觉得顾学颉先生的选注是服膺于一定的政治观念。不是说有政治观念
不好，而是说不应该交其放在第一位。首先考虑的永远应当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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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杂剧选》

章节试读

1、《元人杂剧选》的笔记-第180页

        明·郎瑛《七修类稿》十六：“吴俗，甃大石为池，穹幕以砖，后为巨釜，令与池通，辘轳引水
，穴壁而储焉。一人专执炊，池水相吞，遂成沸汤，名曰混堂，榜其门曰香水。男子纳一钱于主人，
皆得入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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