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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与苦闷的变奏》

前言

　　桂民是我带的第三届硕士研究生。他刚进校不久就赶上我遇到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身心皆受到
极大的损伤。桂民和他的同窗好友陆林不是势利之人，不仅不嫌弃我，而且细心地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这番让我永难忘怀的情谊，奠定了我们二十多年来亦师亦友的深厚感情基础。　　1986年我的身体
有所恢复，就接受了天津古籍出版社、教育出版社的稿约，这就是后来小有影响的《元杂剧研究概述
》和《明代戏剧研究概述》两书的写作和先后出版。实事求是地说，这两部书应属陆林与桂民的研究
成果，我这个参与者只是做了一些边边沿沿的工作。在两书序言的结尾部分，我曾郑重地申言：我只
是在最后进行了审定加工和必要的修改、补充，又写了两篇万言长序，如此而已。　　平心而论，这
两部被纳入“学术指南”的概述式的写作，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尝试性的练习，不过我却从中发现
陆林与桂民都能各自发挥其学识之优长。比如在编排上，何为大端，从何着笔，皆显示出作者颇费斟
酌的章法布局能力。从两书构架来说，作为概述，必须是资料与评论相结合，叙写方式又必须是夹叙
夹议的，至于附录的索引更需花大力气去搜集、编排、核校，应当说这是很琐碎的工作。但是书成以
后，我认为两位研究生辨析问题的眼力、国学的功底、评骘的客观与深度都让我非常满意。有些章节
，我还发现他们那种探寻文本真诠的严谨学风，以及开拓出前人未发的新意和修正前人某些疏漏的思
维勇气。写作的全过程无疑是很艰苦的，但我们三个人合作得很愉快。两书的先后出版在学术上又使
我们感受到对话交流、切磋琢磨、互补长短、分享成果、合作治学的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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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与苦闷的变奏》

内容概要

《浪漫与苦闷的变奏:先秦至元代神仙戏曲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古代先秦至元代这一历史时期内神仙戏
曲的萌生、演进、形成和发展完善过程，并对其间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神仙戏曲创作进行相应的分析
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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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桂民，1957年生，山东人。现为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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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说来遗憾，宝玉此番游历仙境所受到的待遇显然不如前人。随手拈起几个中国早期到访过仙境的
人物所流传下来的故事看看，《竹书纪年》载有周穆王“西征昆仑”造访西王母的经历，那位雍容华
贵的上界女仙首领感念人间君主的一片虔诚，欲挽留他长住昆仑逍遥快活，无奈穆王人世使命未了，
实不得已只好与西王母依依道别。王母临别相送不死之药，并殷殷赠言：山陵耸立云端，你由山川阻
隔的遥远东方而来，委实不易。愿你长生不老，能再相会。《汉武帝内传》的描述则更为形象而传神
：武帝的酷好仙术感动了上界，于是神仙们特意安排了一次西王母与他见面的机会。届时但见王母乘
着紫云之辇，驾着九色斑龙，在数千名骑着龙虎、麒麟，或乘着白鹤及华丽马车的仙人簇拥下翩然而
至。五十名侍立辇旁的保镖个个高大威武，陪伴身边的妙龄仙女则显得容眸流盼，神姿清发。高贵的
西王母身着黄金褡祸，肩披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梳着太华高髻，戴一顶太真晨婴之冠，文
彩鲜明，光仪淑穆，更兼天姿掩蔼，容颜绝世，把个原本也属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都看呆了。西王母令
仙女捧出瑶池特产蟠桃七只招待武帝，武帝一经品尝，顿觉鲜美异常，余味无穷，言语之间，悄然将
三枚桃核藏入袖中，欲日后在帝苑种植，以长饱口福。王母见状掩嘴而笑日：三千年一熟的仙果，哪
里是人世间所能长出来的！　　既然仙境是如此美好，仙人的生活又是如此招人迷恋，我们也就不难
理解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人何以对神仙思想一直情有独钟，为什么从帝王将相、王公
贵族到平民布衣，乃至于贩夫走卒，莫不视得道成仙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并由此衍化成为一种以
重今世享乐为特点、以长生不老为基本主题的本土宗教信仰——神仙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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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感觉戛然而止是怎么回事。。。

Page 7



《浪漫与苦闷的变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