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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字戏研究》

前言

2005年，我们承担了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岭南濒危剧种研究”，其研究对象
具体指粤东地区的白字戏、正字戏、西秦戏、广东汉剧。这些剧种大都面临生存窘境：分布地域狭窄
、观众人数下降、剧班数量骤减。其中正字戏处于重度濒危状态，据2006年统计，共有正字戏剧团26
个，除一个县级尉团外，其余皆为民间草台班，随时有解散的可能。西秦戏更是极度濒危。2006年们
进行调查时，尚有三个剧团，至2007年，一个曾经上京获过奖的剧轩因为团长和一名主要演员的去世
，导致剧团解散，目前仅存两个剧团。①如今三年已经过去，课题组的詹双晖、刘红娟、陈志勇、刘
怀堂四位博士在康保成老师的指导下均已交出他们的具体研究成果，本丛书即为这些成果的汇编。课
题虽已完成，但由此引发的思考却超越了剧种的地域限制而具有普遍性：一个濒临灭绝的剧种还具有
研究的价值吗？换言之，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濒危剧种？濒危剧种是通过怎样的路径保持其生命力的？
对濒危剧种的研究使我们发现，“濒危”其实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某种文化生态的脆弱，而且显示了某
种文化存在的顽强性。这种顽强性表现在大多数类似的文化都已消逝，而处在“濒危”状态者却依然
硕果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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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字戏研究》

内容概要

《正字戏研究》内容简介：“正字戏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岭南濒危
剧种研究——以正字戏、白字戏、西秦戏为个案”这一大项目下的子项目，我的博士论文《正字戏研
究》就是这一子项目的研究成果。《正字戏研究》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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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字戏研究》

书籍目录

为什么要研究濒危剧种?(代序)
第一章 正字戏形成的社会背景
第一节 海陆丰行政区域的变迁
第二节 海陆丰的民系与移民
第三节 海陆丰商贸活动及意义
一、商贸活动
二、商贸活动的意义
第二章 正字戏的渊源与形成述略
第一节 正字戏的渊源与形成概述
第二节 正字戏的名角
第三章 正字戏与诸声腔的关系
第一节 正字戏与弋阳腔的关系
第二节 正字戏与海盐腔的关系
第三节 正字戏与青阳腔的关系
一、声腔上的关系
二、滚调上的关系
三、剧目内容上的关系
第四节 正字戏与昆腔的关系
一、声腔上的关系
二、伴奏上的关系
第四章 正字戏的音乐
第一节 正字戏音乐概述
第二节 正字戏的曲牌
一、曲牌存佚及来源
二、曲牌构成
三、提纲戏的吹打牌子、作用与乐器构成
第三节 正字戏的音乐特征
一、曲戏音乐特征
二、昆曲音乐特征
第四节 正字戏的三公曲
第五节 正字戏的乐队
一、乐器与乐队构成
二、乐队伴奏
第五章 正字戏的剧目与剧本
第一节 正字戏剧目概述
第二节 正字戏的文戏剧目与剧本
一、文戏剧目的存佚
二、文戏剧本的形态
三、文戏剧本的文学特征
四、文戏剧本的主旨
五、文戏剧本与南戏、明清传奇的关系
六、十二真本戏与三十六单头
第三节 正字戏的武戏剧目与剧本
一、武戏剧目的存佚
二、武戏剧本的产生
三、武戏剧本的形态及特征
四、武戏剧本与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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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字戏研究》

第四节 正字戏文戏与武戏数量差异的原因
第六章 正字戏的舞台艺术
第一节 正字戏舞台艺术概述
第二节 正字戏的舞台表演
一、正字戏的帮腔与滚调
二、文戏表演特征
三、武戏表演特征
第三节 正字戏的行当
一、正字戏的行当
三、正字戏行当与兄弟剧种的关系
第四节 正字戏的道具
一、概述
二、布马
第五节 正字戏的头盔
一、概述
二、正字戏头盔特征及其制作工艺与程序
第六节 正字戏的脸谱
一、正字戏脸谱的分类
二、正字戏脸谱的色彩与人物的性格
三、正字戏脸谱的勾画特征
四、正字戏脸谱与弋、青、昆诸剧种脸谱的关系
五、正字戏脸谱与西秦戏、潮剧等粤东剧种脸谱的比较
第七章 正字戏戏班与演戏理事会
第一节 正字戏戏班的组织与经营
一、正字戏戏班的历史回顾
二、正字戏戏班的组织和经营
三、正字戏戏班习俗
第二节 演戏理事会
一、演戏理事会的构成及职责
二、演戏理事会与戏班
第一节 正字戏与海陆丰戏俗
一、一般戏俗
二、特殊戏俗
第二节 正字戏与海陆丰民俗
一、诸神崇拜：海陆丰剧目的民俗解读
二、祀神演剧：敬神心理的多重折射
馀论：正字戏的现状与保护
一、正字戏的现状
二、正字戏的保护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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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字戏研究》

章节摘录

插图：海岸线长，可以船舶与外地往来。①这种往来在西汉就有记载。西汉时南越反叛，东越王率兵
从楼船将军击吕嘉，兵至揭阳而止。隋代的朝请大夫张镇周率兵征伐流求，出发地为义安郡。隋朝的
义安郡包括现在的闽南和粤东，可见当时两地已有港口供船舶停靠。潮州港在宋代以前是潮汕地区最
重要的商贸港口。其出海主要通道有韩江的支流古潮州溪和古彩塘溪。前者可北通揭阳，南达潮阳；
后者可上达潮州，下通大海。到宋代，这两条航道废弃，以东溪作为潮州港的出海航道，并在其下游
兴起了一个新的港口凤岭港。该港是宋代重要港口，规模相当大，也相当繁荣。东陇、樟林港在韩江
北溪出海口，是一港先后之异称。旗岭港为韩江最北的汉道出海口，与东陇港相同。《潮州府志》云
：“旗岭港距城十五里，南洋大洲港之北，自韩江发源而来。凡往来客舟，多泊于此。”②樟林港建
埠于明天启三年，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后海船往来渐多，到乾隆年间，该港逐步繁荣。嘉庆年间，旗
岭成为潮汕最发达的商贸港口。浮浔港是东陇港的外港，位于柘林湾，四面屏蔽，无风涛之患，为商
船停泊之所；而柘林湾处于闽粤交界，是海舶由闽人粤的门户。因此，从明代到清代咸丰以前，东陇
（樟林）港都是潮汕地区的主要海港。庵埠港在韩江西溪下游的河道分汊梅溪河西侧。大约在明代后
期，该港就有海上贸易活动，清代顺治年间，该港有海关之设。到乾隆十四年，该港极为繁荣，吴越
八闽的商船停泊，如蜂屯蚁聚。实际上，潮汕古代的港口很多。就明代而言，有柘林港、庵埠港、南
港等27个港口。尽管这些港口有些是军港或渔港，但足见当时海上交通的便利。优良的港口，为潮汕
商人与外省商人的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今举几例以见之。闽人来粤经商，文献多有记载。明
万历二十一年，广东巡按御史王有功曾禁止闽商前来籴米：“闽商白艚至广，辄多籴米以私各岛。牙
户利其重赀，相与为奸，米价辄腾。有功治商，逐艚，民乃定。”③揭阳港为明清两代最大的粮食出
口贸易港，雍正初年在揭阳港征收“落地税”，为他县所无，“而揭独有之。始于明季闽省海船进港
市米而设”。④可见，在明代福建商人就已前来潮汕进行米贸易，且比较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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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字戏研究》

后记

“正字戏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岭南濒危剧种研究——以正字戏、白
字戏、西秦戏为个案”这一大项目下的子项目，我的博士论文《正字戏研究》就是这一子项目的研究
成果。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成的。从博士论文的写作、完成、通过答辩再到本书的出版
，完全得益于恩师黄天骥教授和康保成教授三年的教诲。读博士的三年，两位导师悉心指导，不仅传
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给了我研究正字戏的勇气，树立了我的信心。只要我学业上有问题，两
位导师无论多忙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为我分析症结，寻求解决的办法。黄天骥师渊博的学识、敏锐
的思维、深入浅出的表达，康保成师深厚的学养、待人的坦诚、学术的无私，无不使我大受裨益。正
是有了两位恩师的悉心指导，我才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论文初稿完成后，两位导师又不辞劳苦地一
遍又一遍地批阅几十万字的底稿，每一次批阅后，两位导师都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到论文送审前，
已经数易其稿。这期间两位导师的辛苦可想而知。两位恩师的教诲，我将铭记终生。本书还吸收了学
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诸位专家的意见。专家们指出了我的博士论文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本书的进一步完善，也得益于这些专家的大力指导。在此，谨向这些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是
：管林教授、孙立教授、黄仕忠教授、刘晓明教授和宋俊华教授。本书的出版还得益于中山大学出版
社诸位老师的帮助，他们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很多幕后工作。我尤其要感谢出版社的裴大泉老师，他为
本书的编校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看着他寄来的校稿上红红的校改笔迹，我非常感动。诸位老师，你们
辛苦了！饮水思源是良训。本书的出版亦有曾经给我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的功劳。单位有：中山大
学图书馆、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广东省海丰县档案局、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
艺术研究所、江西省弋阳县弋阳腔剧团、江西省赣剧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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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正字戏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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