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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史话》

前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
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
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
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
、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
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
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
，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
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
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
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
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
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
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
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
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
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
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
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
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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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史话》

内容概要

《戏曲史话》内容简介：戏曲是中国古老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从产生之初的宋金元时期到现在，它已
经走过风风雨雨八九百个年头了。经过宋元南戏和元杂剧、明清传奇、清代地方戏三大发展阶段，如
今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不仅成为中国的国粹，而且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戏曲史话》以此为基
点，用翔实有力的材料、活泼通俗的语言将中国戏曲所走过的风雨历程为您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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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史话》

作者简介

王卫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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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史话》

章节摘录

版权页：《西厢记》的艺术成就也相当突出。首先，它打破了元杂剧每剧只限四折的体例，大部分刊
本为5本20折（其中第2本第1折后面的[正宫端正好]一套10支曲实为一折，但有的刊本标作楔子，有的
刊本标作第2折。若按一折计算，那么此本为5折，5本《西厢记》共计21折）。这样一来，故事情节就
可以充分展开，人物也可以刻画得更加细致入微。同时，每本也不限于一人独唱，如第2本第1折为崔
莺莺唱，第2折为法聪和尚唱，第3折由丫环红娘唱，第5折崔莺莺与红娘分唱；再如第5本，第1折崔莺
莺唱，第2折张珙唱，第3折红娘唱，第4折张珙、红娘、崔莺莺3人都唱，从而打破了元杂剧一人独唱
的框框，使歌唱自由多变，充分发挥每个演员的艺术才能。其次，人物形象鲜明。全剧几个主要人物
，如大胆热情而含蓄深沉的崔莺莺，诚实潇洒而风度儒雅的张珙，聪明活泼又敢作敢为的红娘，死板
顽固却狡猾虚伪的老夫人，武艺高强并见义勇为的法聪和尚等，塑造得都很成功，性格特点十分突出
，具有很高的典型性。其三，文词优美生动，情景交融，风格清新雅致。全剧文词好像一首美丽动人
的抒情诗。如第4本第3折写张珙上京赶考与崔莺莺离别：“[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
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里的碧云、西风、归雁、霜叶、黄花，都是暮秋景物
，在这些景物的描写中，渗透着主人公别离的心情和泪水。情景浑然一体，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接下
来的[滚绣球]和[叨叨令]两支，既抒情又叙事，在叙事中抒情，在抒情中叙事，把莺莺那种缠绵婉转
，难舍难离的心情描绘得既真切又动人。当时，人们都称《西厢记》为“花间美人”。的确，它开创
了古代戏曲典雅华丽派的先河，影响达数百年之久。明清以来，艺人们争先恐后地把它搬上舞台，迄
今仍长演不衰。（3）白朴。初名恒，字仁甫，一字太素，号兰谷先生。陕（音）州（今山西省河曲
县）人，生于金正大三年（1226年）。父亲自华，金哀宗时任枢密院判官（掌管军务的官员）。白朴
幼年时随父居住在金朝首都南京（今开封）。金亡时，父亲正出使南宋，幼年的白朴由父亲的好友、
著名诗人元好问抚养。元好问给予他不少教导，使他掌握了丰富的文学知识。后来，白华回到北方，
白朴又随父定居河北真定。当时的真定经济繁荣，是元杂剧盛行的地方之一，对白朴从事戏曲创作影
响极大。元世祖中统年间（1260～1264年），有人推荐他做官，被他婉言拒绝。元朝统一时，他随军
南下，遍游长江中下游。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年），参加玉京书会，与书会才人、民间艺人
接触较多。平生创作杂剧16种，现仅留存《梧桐雨》、《墙头马上》、《东墙记》3种，前两种是元剧
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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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史话》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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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史话》

精彩短评

1、小册子，内容丰富
2、书虽薄而意深
3、梳理的还算清晰但是有遗漏，点评的时候完全是初中语文的套路，“通过⋯⋯⋯抒发了⋯⋯⋯表
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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