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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舜华 女，1971年生，江西广昌人。1993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史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
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后于复旦大学古籍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现执教于广州大
学中文系。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与文献，曾发表《“小说”与“演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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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名字错了，应该是：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页面字体挺大，看着还算舒服。
2、啧⋯⋯读得好辛苦TvT
3、她的课&她的考试⋯⋯全班永远的怨念⋯⋯和师范班一帮好朋友一起做那40道题目还是很难忘的⋯
⋯
4、在制度上，作者把设立教坊司作为明初演剧得以贯彻政府意图的保证，而把宣德时期的禁官妓视
为“明初以教坊司为核心，集权于帝王一身的演剧制度从此开始了全方位的衰落”的标志，正统时期
的释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和正德时钟鼓司的炽盛则被阐释为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化上
，作者重视士大夫的“师道”精神，并且认为“正统以来，朱元璋所建立的一元化的君主制度逐渐失
范，以三杨为首的内阁渐趋制度化，随之而来的，士大夫的师道精神开始复苏。而这一复苏的文学领
域的重要表征就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并有王阳明、康海、王廷相等人积极参与的以颠覆官方台
阁体为职志的复古运动。⋯⋯如果说，李梦阳力介复古，正是师道精神在诗文领域的勃发，那么，康
海以曲发愤，不过是这一精神在戏曲领域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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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這本書無疑是對中國古典戲曲的研究中最深入的作品之一。作者顯然不甘心將戲曲視為簡單的文
學作品，或者簡單地認同所謂俗文學、主情思潮興起這樣的常規論斷。作者的核心考慮在於文人如何
利用戲曲實現自己的禮樂擔當。因而作者考察的是明代前中期，當前戲曲研究的熱點之前的時代。作
者認為這個時代——從朱元璋到李開先，是一個禮樂教化理想的一次實驗。朱元璋通過重建教坊司規
範禮樂制度，用以實施治國理想；文人則試圖通過禮樂（戲曲）而為帝王師。所以作者第一部份討論
“制度”，具體而言就是討論教坊、樂戶制度的發展歷史。作者稱明代是一個特殊時代，教坊司從娛
樂機構一躍成為禮樂教化的機構，自上而下成為朱元璋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途徑。同時朱元璋重戲曲
的文辭，而放棄了通過改革音樂進行教化的嘗試。第二部份以演劇為名，實則勾勒了另一種戲劇史敘
述。這種敘述是以戲曲教化為核心的，洪武至正統，山下均以禮樂治國為任，而正統以後則禮崩樂壞
，主要標誌是教坊司飛馳，樂戶不再系統承擔教化的任務。同時，俗樂大興，家班堂會演出興起，開
始了我們通常所謂的戲曲繁榮時代。與此同時，一批文人力圖復古，在鄉約中禁絕戲曲演出；另一些
文人則通過戲曲抒發文人不得志的情懷。始自康海，終於李開先。最後一部份通過考察散步明初曲選
和旦色內涵的演變將戲曲文本與演出背景聯繫起來。作者的意圖非常宏大，以文人士大夫為綱要，涉
及制度史——教坊司；思想史——丘睿、王陽明等人的禮樂教化等思想；戲曲文學史、演出史等等。
作者回答了戲曲與禮樂教化的關係這個縱貫歷史的問題。由於作者強烈的主觀意圖，禮樂教化成為全
書的核心，作者關注的也主要是精英文人。出於禮樂教化，無論是推崇還是禁毀戲曲，似乎文人都是
看到了戲曲的巨大意義而為。全書涉及了非常多的話題，作者顯然花費了巨大的心力閱讀爬梳。很多
話題，如鄉村演劇的具體內容與政府教化的關係等等，可以進一步討論。另外，清代的情況與明初有
何聯繫，也可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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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的笔记-绪言p22

        2.�明初的演剧主要是建立在里社制度智商的乡村祭祀演剧，或称地缘演剧，故呈现出与元代相近的
朴拙风貌；从演剧内容来看，随着宗法势力在地缘集团中的加强，则处于由英雄冤魂祭祀演剧向孝妇
贤女冤魂祭祀过度的阶段；从版本来看，则属于文字素朴，思想尚未受过多宗法思想浸染的古本系统
。此后⋯⋯这一古本系统逐渐向两个方向分化，一种是有关忠孝贞节的观念有所加强，或者是叙述抒
情走向程式化，曲辞也逐渐雅化，即以昆腔为主的今本系统；另一种却是更近人情，曲辞也大多保持
了民间的通俗本色，即青阳腔、弋阳腔等徽本系统。而在明代嘉靖年间，还出现了一种由古本向今本
过度的中介本，主要由福建书商刊行。
这一段信息太多，需要厘清的几点有：
1. 明初里社即为里甲，但这种制度以地缘为基础，且在整个的实行过程中并没有完成朱元璋对其稳定
的、单一而奴性地复制统一牢固的基层组织的社会理想（卜正民《纵乐的困惑》p13）
2.宗法强调血缘性，而血缘向地缘的渗透及在地缘上的加强，或许是一种极其自然的社会发展现象。
3.古本、今本、徽本以及过度的福建（建阳）刊本属于版本系统，昆腔、青阳腔、弋阳腔属于唱腔系
统⋯⋯文本和台上演剧是怎样产生一一对应的关系的呢⋯⋯曲牌曲律？

2、《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的笔记-绪言p6

        只有重返古人的礼乐关怀，重构古人自身的理论系统，始能真正把握文学史之变迁，并重新审视
今人所云“近世精神”发展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实源于“官方”、“文人”、“民间”三种因素的
消长，而“礼乐”恰恰是联系三者的最佳途径⋯⋯
以前读的时候只注意到“礼乐”之于古代理论之重要性，反而忽略了“官方”、“文人”和“民间”
三者的分类和关系。
余英时说，“文人”不属于阶级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阶级，因此并不具备自身阶级利益（大意好像是这
样？），李老师单独列为一类，确为中肯。然然，“文人”又是“官方”行政命令下达和执行的核心
，是“民间”信息交往搜集以及生活的活生生的角色之一，似乎很难将“文人”从官方和民间两种因
素当中分离出来才是⋯⋯

3、《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的笔记-绪言

        1. 唐诗、宋词，到元北曲（乐府），再到明南曲，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样一种声辞统
系的叙述，它所依据的并不是各文体实际发生的次序，而是各文体进入礼乐文化系统，或者说被尊体
与被雅化的先后次序按说现代人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是不是只说到元代？）为唐诗宋
词元曲明清小说？也挺有意思，小说果然是现代文学才被尊体，然而依然与广大人民产生深厚的友情
，到了当代更是如此，以我大网络为例！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诗词从创作角度来看至
上世纪三十年代而死，总共有两千多年了吧？那我大小说绝对可以再战一万年啊！（如果人类文明还
在延续的话⋯⋯）

2. 一般来说，某一时期现实中的乐教失范刺激了士大夫重新作乐的渴望，其方式有二，或者是重振以
前已经被承认的雅乐体系，所谓“复古”；或者是对现有流行泛滥的俗乐作精神上的提升，使之雅化
（往往也自称为复古）
括号里的解说曾经在一瞬间萌到我了⋯⋯
一个“自称”再结合整个中国社会史上“士大夫”的形象，一个活脱脱傲娇二缺受的形象立于纸上好
吗！！！

3.礼失而求诸野。自弘治以来，文人士大夫开始在地方积极重建礼乐秩序，复古乐思潮迅速流播，同
时在戏曲创作及实践上也出现了复古思潮——明中期戏曲的复兴首先是以复古的面目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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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儿好像没什么好玩儿的呀当时怎么勾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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