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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戏的前世今生》

内容概要

《老戏的前世今生》结合当下的全球化背景下国人的生存状况和时尚话题，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和分析
，使这些传统老戏焕发出崭新的内涵和风采，懂戏曲的内行可以看出其中的曲折和堂奥，不懂戏曲的
外行读者也可读出其中亘古不变、历久弥新的不变道理，从而对老戏这一至今仍保持着自己妖娆旖旎
的容颜和心灵的美丽事物有一番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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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朱买臣的故事富有教育意义 贫贱夫妻的经济学 风尘的想象与写真 什么时候才能容忍妓女横行 
美人计的成本和风险 西湖山水还依旧 “人鬼情未了”的中国版本 杨四郎的伦理底线 昭君怨，文姬恨 
从关羽到关老爷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谁是最可爱的人 螟蛉有子，蜾赢负之 我们都应该怕“尚方宝剑
” 什么人能当县官 六案孔目与技术官僚治国 天网恢恢，疏而⋯⋯ 暴行与正义 没赖场，赖和尚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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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时有惊喜，整本未免有凑书之嫌
2、为啥就这几个故事呢
3、戏如人生，看这本书有时候就像照镜子。
4、　　翻过作者的其他著作，觉得是个挺聪明的人，就是文章有点轻佻，也有火气。至于他的学问
，不敢多评价。
　　这个书做的挺漂亮。
5、戏如人生
6、视角很新颖
7、该怎么说呢，也许是我不懂戏吧，以为是部介绍老戏实实在在前世今生的书，比如早先的本子了
，谁唱的呀，谁唱的不错呀，有些啥变化呀，曲子用的啥呀，哪儿来的呀⋯⋯就介绍几出就行。也不
是不好，和我期待的不一样，作者在里边儿太明显了，我更喜欢读克制一点儿的，也许真正懂戏的人
会喜欢？
8、《杨四郎的伦理底线》写得确实好。
9、这不是一本关于戏剧专业方面的书，而更像是一本关于戏剧读书笔记，用现代人的眼光解读古代
的戏剧，视点新颖，语言有趣味，读起来轻松。我是偶然看到这本书，买来后接连三天一口气看完，
感觉很好！
10、内行说的些外行话。
11、傅老师的思想，好吧，确实让我眼前一亮，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无论是用当代人的思想，
还是那个时代的人的观念，都是片面的，重要的是用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价值观来评判
12、对于我这个喜欢瞎打听的年轻人来说，是本不错的书。老戏，于我最少是过去文化的精华，值得
去研究、去琢磨。这本书作者的文笔稍显淡薄，观点也有些陈旧，不过，对于不了解老戏的人，还是
值得学习的。
13、傅老师的书，文字很通俗，甚至很现代很口语。这本书与其说是在写戏，不如说是在写当代社会
。
14、　　虽然一点也不懂戏，但我喜欢这本书。
　　
　　它有两个特点：语言风趣、敢说真话。 
　　
　　　　语言风趣多体现在评男女关系的戏，比如写朱买臣和楚昭公的那两篇，把夫妻关系换算成某
种利益考量，有些煞风景，却也真实。
　　 
　　　　敢说真话则篇篇可见，哪怕有些只是只言片语，但一看就知道作者用了力气在里面，比如几
乎每篇都有对现代人按照意识形态“狂妄”改戏的批评。 
　　
　　　　最喜欢《杨四郎的伦理底线》一文，文章提出评价历史人物所应依据的标准——超越政治国
家利益之上的普世道德，十分大胆！ 
　　
　　　　将个人的或团体的利益与道德区分开是很容易的，但要将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从道德中剥离
开来却不是那么简单。作者借《四郎探母》来讨论这个问题着眼点非常好。“《四郎探母》的男主角
杨四郎在道德上很不完美，从汉族的立场上看也很不爱国。但是杨四郎的行为却仍然符合中华民族历
史进程中普通百姓所认可的基本的伦理道德框架，而且，民众正是通过这个故事的叙述以及流传，建
构起民族冲突的特定语境下对人基本的道德要求，而在这一框架中，“义”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
强化。”
　　
　　老百姓的集体判断力真是不简单，杨四郎的内心冲突和复杂性被他们朴素地理解着、喜爱着。这
本书成功地向我这个戏盲推销了《四郎探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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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后记中说，本书除了观戏心得，还有一点“思想文化方面的努力”——发抉包容在其中的
中国文化传统特有的情感表现、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并且探讨它们对于人生的积极价值。难能可贵
的是，作者在做这种努力的同时，不仅扎于传统，更融入了现代思想。如《我们都应该怕“尚方宝剑
”》一文，作者从人心大快的大团圆式的尚方宝剑斩恶戏中，觉出了普通百姓脖颈上的飕飕凉意——
“尚方宝剑用来砍老百姓的脑袋时一样犀利或者更犀利”。由此谈出“尚方宝剑这种东西，本身就具
备了超越任何法律制度的权限，它生来就是让手握它的人为所欲为的，它意味着一种不需要任何程序
并且没有任何制衡的超体制的法律处置权。”而更危险的是，尚方宝剑的这种不合理性被美化成“老
百姓的救星”。
　　
　　什么样的社会里，人们期待尚方宝剑？
　　
　　时至今日，我们仍欣赏总理为农民工讨薪的故事，希望将冤屈上达天听。即便在陕西汉中杀狗这
件事中，也有人说，某某在陕西出访，他是否知道这件事。
　　
　　正常渠道堵塞，诉求无处解决，才会激发出人们跨越式的幻想。可是，你怎么能指望你就是那个
幸运的农民工？
　　
　　敢说真话，并且把真话说得美好而有道理，此书值得一读。
　　
15、跟傅先生其他书，如《草根的力量》《20世纪中国戏剧导论》等学术著作不同，是一本随笔，用
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的眼光去看老戏，还是挺能受益。
16、因为这本书购于《伶人往事》这后，所以感觉上没有前者给我更多的触动吧。
17、别一种视角，说的都是真话。可以和戏曲史参照着读，会生发出许多属于自己的体会与感悟。
18、我的书
19、原本以为是介绍戏曲，是讲解戏曲的知识的，结果却是个人对某几个戏曲片段的种种感想。所以
很失望，因为购买的出发点与书有偏差。所以难免不满意此书。
20、既谈历史掌故，亦不忘现实关切——是关于老戏的杂文
21、对传统戏的现代诠释 ~很多很有启发性~
22、写的布局很不错，剖析的很到位
23、从另一个方面剖析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把孔雀的屁股露给人们看.
24、简直是戏曲评论杂文界的王小波。减一星是因为对不看戏的观众来说，读本书的乐趣会少一星。
25、对《四郎探母》解读尤其印象深刻
26、这本书是我接触傅瑾的第一部作品，感觉非常清新，后来再去看他的那些理论书籍就会觉得更容
易接受一些。
27、傅先生渊博幽默一针见血呀～
28、教授写作，有学究气，还应该更轻松点。
29、先是在《博览群书》的专栏里看到傅先生的文章。后来收辑成这本书。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
。观点和语言都很畅快淋漓。不过，后面有一两篇是很久之前的文章，功力相差甚远，或许不收入更
好。
30、具备一定的可读性
31、读之前以为会是戏曲知识的普及，讲讲老戏今生的传承后改变，结果却是“老戏新说”，老故事
的现代化解读，社会、理想、经济、婚姻⋯⋯
32、很悲劇地發現因為看過的劇實在是太少了，所以閱讀的時候大都云里霧裡。作者文風很有自己的
性格，深刻且苛刻。
33、再展开一些就好了，最好配上光盘
34、很不错的书。本来买这本书纯属偶然，不过阅读之后，发现真不错。不论是否喜欢戏曲的人，都
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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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虽然一点也不懂戏，但我喜欢这本书。它有两个特点：语言风趣、敢说真话。 　　语言风趣多体
现在评男女关系的戏，比如写朱买臣和楚昭公的那两篇，把夫妻关系换算成某种利益考量，有些煞风
景，却也真实。　　敢说真话则篇篇可见，哪怕有些只是只言片语，但一看就知道作者用了力气在里
面，比如几乎每篇都有对现代人按照意识形态“狂妄”改戏的批评。 　　最喜欢《杨四郎的伦理底线
》一文，文章提出评价历史人物所应依据的标准——超越政治国家利益之上的普世道德，十分大胆！ 
　　将个人的或团体的利益与道德区分开是很容易的，但要将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从道德中剥离开来
却不是那么简单。作者借《四郎探母》来讨论这个问题着眼点非常好。“《四郎探母》的男主角杨四
郎在道德上很不完美，从汉族的立场上看也很不爱国。但是杨四郎的行为却仍然符合中华民族历史进
程中普通百姓所认可的基本的伦理道德框架，而且，民众正是通过这个故事的叙述以及流传，建构起
民族冲突的特定语境下对人基本的道德要求，而在这一框架中，“义”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强化
。”老百姓的集体判断力真是不简单，杨四郎的内心冲突和复杂性被他们朴素地理解着、喜爱着。这
本书成功地向我这个戏盲推销了《四郎探母》。作者在后记中说，本书除了观戏心得，还有一点“思
想文化方面的努力”——发抉包容在其中的中国文化传统特有的情感表现、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并
且探讨它们对于人生的积极价值。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做这种努力的同时，不仅扎于传统，更融入
了现代思想。如《我们都应该怕“尚方宝剑”》一文，作者从人心大快的大团圆式的尚方宝剑斩恶戏
中，觉出了普通百姓脖颈上的飕飕凉意——“尚方宝剑用来砍老百姓的脑袋时一样犀利或者更犀利”
。由此谈出“尚方宝剑这种东西，本身就具备了超越任何法律制度的权限，它生来就是让手握它的人
为所欲为的，它意味着一种不需要任何程序并且没有任何制衡的超体制的法律处置权。”而更危险的
是，尚方宝剑的这种不合理性被美化成“老百姓的救星”。什么样的社会里，人们期待尚方宝剑？时
至今日，我们仍欣赏总理为农民工讨薪的故事，希望将冤屈上达天听。即便在陕西汉中杀狗这件事中
，也有人说，某某在陕西出访，他是否知道这件事。正常渠道堵塞，诉求无处解决，才会激发出人们
跨越式的幻想。可是，你怎么能指望你就是那个幸运的农民工？敢说真话，并且把真话说得美好而有
道理，此书值得一读。
2、翻过作者的其他著作，觉得是个挺聪明的人，就是文章有点轻佻，也有火气。至于他的学问，不
敢多评价。这个书做的挺漂亮。
3、从第一篇的标题《如何让朱买臣的故事富有教育意义》开始我就已经挑眉了。《烂柯山》我看过
痴梦一折，当时就为崔氏打抱不平：她跟朱买臣捱穷二十年算是仁至义尽，编剧居然要她投水自尽，
真真直男癌。但如论如何，戏台上这样演，我就这样看，而这本书又令我重新认识我看过的戏。傅教
授关于朱买臣的文指出了一点：为了烘托朱买臣的形象，剧本里刘氏/崔氏/赵氏被一再地贬成卑劣小
妇人。而她并不是孤例。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文学）效果就对真实的人生歪曲贬谪，拿笔的人有什
么权利这样做？然而戏台上遍布这样的例子，比如我现在正在为即将要看的桃花扇做背景阅读，翻开
了顾诚先生的《南明史》（好吧，其实是它在手边压很久了⋯⋯），读着读着，都不知道要以什么样
的心情看桃花扇了。桃花扇里的史可法和马士英是一忠一奸的典型对立角色。如果没有这部戏，大概
没有几个人知道马士英（连同阮大铖）的名字；但就因为有了这部戏，马士英被钉在了千古耻辱柱上
。放回历史环境里，顾诚先生用史家严厉的眼光一一指正：马士英贪是贪，最终并没有降清，史可法
清是清，却是个误国的清官。东林党人为一己私怨攻讦政见不同者，片面拔高史可法，不但误了当时
，也影响了后世人对马、阮之流的看法。至于后来欧阳予倩为了烘托李香君就朝侯方域下手的故事咱
就不说了，难得一堆直男癌戏中有个拔高女性角色的例子，哪里好说啥呢？总之一句话：拿笔的人得
罪不得。再回到朱买臣的故事中来。数代文人加工后的剧本虽然成功烘托了朱买臣的形象，但历经时
光的大浪淘沙，当今的舞台上崔氏才是更加光彩照人的那一个。如今舞台上逼休演出的概率比痴梦要
低得多，痴梦的戏份尽是崔氏的，朱买臣顶多马前泼水时露个脸，我甚至根本没认真看朱买臣，都盯
着崔氏了。所以，大概尽管写剧本的人有他们的小心思，看戏的民众却用朴素的同理心作出了他们的
选择。于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戏台上的这些大义凛然往往避不开背后某些阴暗的角度。倘若《白罗衫
》能有第五折，我定要把它逆过来。徐继祖诘父杀父是早已打定的主意，自己父亲做甚营生怎会不知
？对自己身世起疑心怎么没有？一朝功名得手，便怕他过去的劣迹毁了自己今日的荣华。和苏老夫人
、苏夫人一席话是找到了由头，那状也不是死里逃生的苏云所递，而是徐继祖借他之名所写，既避开
亲告之罪（除个别大逆罪外，古代法律中子告父罪是要反被连坐的），除掉徐能之余更可以成为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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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之子、博得“大义灭亲”之名，真是一举N得呵呵呵呵呵（我这人想法怎么这么阴暗啊⋯⋯）。
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期待到时去看钱振荣钱叔的桃花扇，钱叔又美又贵气，演贵公子最合适了。
4、从QQ上读了若干章节，今天去大图借了纸质书，一边在登山机上运动一边读了一半，嗯，是很好
的书，但我还是只能把它定义为散文或者文学评论类，至少不是学术类的文章作者的眼光是独道的，
讲出的很多道理也是发人深省的，比如朱买臣的妻子是不是就一定值得批判，为什么对妓女和书生的
爱情情有独钟等等，不过很难说分析是严谨或全面的，当然，这也不是我们的要求我愿意继续读傅谨
先生的其他文章~~呵呵，像闪电一样的观点，已经足够，分析之类，可以暂且忽略，因为我也不是那
么严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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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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