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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新雷

温宝麟先生和我结缘，始于２０００年夏秋之交，他好学不
倦，从西北飞到东南，来南京大学中文系跟我进修了两个学
期。回首前尘，我还记得他问学金陵的往事。他原计划是来
进修“红学”的，因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父祖辈世居金
陵，我曾写过曹雪芹江南家世的考证文章，所以他不远千里
而来，听我讲解“《红楼梦》研究”和“金陵十二钗”的课题，课
后实地考察曹家在金陵遗留的史迹，从而把东南文脉带回西
北。但有趣的是，当他得知我指导的博士生主攻方向是戏剧
戏曲学以后，他又给自己增加了额外任务，要求同时进修“曲
学”。他坚毅沉着，学风踏实，做到了“兼治红学曲学两不
误”。更为有趣的是，他本来从小就喜爱家乡的地方戏秦腔，
自“文革”以来，已有三十多年与戏曲绝了缘，却不料到南京
后跟着我看戏唱戏，竟勾起了他童年时代的戏趣，重新拨亮
了他爱好戏曲的心田火苗。我搞戏曲史的旨趣是遵循吾师
陈中凡先生的教导，为继承并发扬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优良
传统，认知戏曲是综合艺术，务必使理论联系实际，一定要结
合舞台演唱来进行教研活动。因此，宝麟先生听我开讲《中
国戏曲史论》的博士生课程以后，我便带他多次到江苏省昆
剧院和演员打交道，观摩了《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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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精彩纷呈的昆曲折子戏的演出，促使他复活了少儿时期
萌生的戏曲细胞，把阳春白雪般的昆曲与乡土气息的秦腔进
行了比较研究，造就了他回甘肃后在天水师院创建戏曲史学
科门类的机缘。现今，他主持着甘肃省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
学，作为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简明中国戏曲史》书稿业已
完成，在即将出版之际，我乐意为之作序。

可以看出，二十万言的《简明中国戏曲史》是宝麟先生经
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和刻苦钻研的必然结果。当我看到这部
书稿以后，我为他取得这样好的新成果而欢欣鼓舞。此书资
讯丰赡而又言简意赅，内涵深广而又迭显重点。我认为，本
书在五个层面上体现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学术特色。

第一，立足实情，注重实用。这是一部立足于实际的授
课情况而写出的实用型教材，对“史”的演进轨迹描述清晰，
要言不烦，能保证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在５４个课时内窥
知中国戏曲发展的全程步履，建立起对曲史的系统概念。如
书中第一章第二节对“两个戏剧圈”（南曲、北曲）及三大体式
（宋元南戏、金元杂剧、明清传奇）的考释，简明扼要，图文并
茂。又如第六章阐述雅部昆曲与花部地方戏的舞台竞争局
面，除了讲明京剧的形成问题以外，特别结合甘肃地区乡土
文化的实际情况，钩稽了秦腔的源流，使本地区的读者倍感
亲切。

第二，作者具有独特的宏观纵览视角，能将头绪纷繁的
曲史流程理清脉络，独具识见。如第一章第一节考述戏曲的
起源，以唐代《教坊记》中的《踏摇娘》来举证，指出这幕来自
民间的歌舞戏“为具有艺术创造潜质与表演欲望者提供了丰
富的艺术想像与表演夸张的空间”，戏中男扮女妆忸捏作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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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中国戏曲男旦角色的萌芽，后世戏曲男旦能长久地占据
舞台中心地位，其源盖出于此。这是作者的独得之见，言之
有据，言之成理。又如第三、四章论述南戏发展为传奇，指出
其音乐上均属南曲系统，而在戏剧文体上则有演变有更新，
这就把史的线索勾勒清楚了。

第三，除了宏观的把握外，书中也有微观的辨析。如第
二章第三节对《西厢记·长亭送别》【端正好】的文本曲辞赏
析，揭示了北曲以景写情、融情入景的创作特点，显示了女主
角崔莺莺情感外露的离愁别恨；第四章第三节对《牡丹亭·
游园惊梦》【皂罗袍】的曲文赏析，指出南曲婉转缠绵，唱出了
旦角杜丽娘呼唤个性解放的心声。这样的评介十分贴切，深
中肯綮。又如第六章第五节对京剧界“四大名旦”的论述，指
出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帮扶其成功的幕后推手：梅兰芳
背后有齐如山，程砚秋背后有罗瘿公，尚小云背后有爱新觉
罗·溥绪，荀慧生背后有陈墨香等。这些由优秀文化人组成
的主创团队，既能编撰新的剧本，又能开展富有创意的剧评
工作，没有他们就没有四大名旦的灿烂光华。书中这样深层
次的剖析，极为精到，鞭辟入里。

第四，贯通古今，面对现实。本书的论列从古典戏曲的
风尘中一路走下来，却能面对戏曲曾经发生危机的现状，并
能从戏曲的低谷中走出来，把近几年来戏曲振兴的新信息融
入书中，为演艺界和观众群对传承发扬民族戏曲增强了自信
力。如第四章第三节评论“《牡丹亭》的巨大影响”时，介绍了

２００１年５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国的昆曲艺术是“人
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这给濒危的剧种无疑是注入了新的
活力。书中还介绍小说家白先勇与苏州昆剧院亲密合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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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雅俗共赏的青春版《牡丹亭》。此剧除了继承传统，保持
曲辞和唱腔的原汁原味外，为了使昆曲的古典美学与现代剧
场接轨，在舞台装置、服饰道具、灯光布景等方面有所创新，
从而在海峡两岸的巡回演出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该剧
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大名校巡演
时，青年学子们争相观看，啧啧称奇。２００６年９月，昆剧青
春版《牡丹亭》走上国际舞台，到美国演出１２场，２００８年６月
又到英国伦敦和希腊雅典巡演，受到欧美观众的热烈欢迎。
书中联系这一现实盛况，为读者打开了眼界，用事实说明昆
曲这古老的东方戏剧也是属于全人类的。

第五，书后附录了具有代表性的戏曲作品选辑。如元曲
选录了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等折子片断，
南戏选录了高明《琵琶记》中的两出，明清传奇选录了汤显祖
《牡丹亭》、洪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的折子戏，在“点”
上深入透视，在“面”上铺展配套，以期在“史”的框架下做到
“点”与“面”的结合，为读者接触名家名著提供方便。一册在
手，剧作就活现在眼前了。

以上是我对本书的读后感，写出来和读者相互切磋。我
祝贺这部《简明中国戏曲史》的出版，也祝愿作者在教学研究
中更上层楼，取得更大的成绩！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写于南京大学文学院　　

４ 简明中国戏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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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是吮吸着戏曲艺术的汁液长大的。
渭河在天水境内冲击出一个接一个的河谷盆地，呈串珠

状散布在上下游。其中最大的河谷盆地三阳川、新阳镇一带
是渭河流域出了名的文化之乡。幼年时，河谷盆地内的各
村社都有自己的戏班子，生旦净丑各色行当自成体系，丝竹
鼓板文武场面一应俱全，其中最强盛的两个戏班子肯定分属
于两个最大的村庄。年节期间在冒着嘶嘶声的汽灯照耀下，
草台戏班在各自的地盘搭台对唱，公鸡斗架似的比试各自的
舞台实力，浓浓的火药味给村社的年节平添了期盼已久的新
奇和刺激，农人将终年内敛的争强好胜的血性悉数押在年节
舞台上，借由村社戏班的秦腔演出来比试优劣，就地斗高争
胜，一决雌雄。由此而囤仇积怨，世世代代难解难化，时或还
会加剧激化，发生械斗。解放前两村曾因此而架起“狗娃炮”
隔着野狐沟开仗对打，老辈人至今记忆犹新。本土两村世代
有通结秦晋的传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与对方村庄或近或远
的联姻关系，但每年从正月敲响秦腔锣鼓开始，亲戚间就自
动停止了走访……这种乡土文化传统说明，精神变物质物质
变精神的生存过程中，民间舞台戏曲的艺术形式早已超越了
它消闲娱乐的基本功能，村社草台戏班的演出被约定俗成为
农业文明中我强你弱的形象代表，富裕、强盛、名望、面子、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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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地位……全被披挂到社戏秦腔的演出水平上，并早已内
化为乡民们的集体无意识。

我幼年成长在这种乡土文化中，血液里融灌了高浓度的
戏曲艺术成分，完全是不自觉的。“活在世上，先看戏上”的
民谚，会在无意中引导着我接受舞台戏曲的思想与艺术，并
自觉将戏曲内容作为价值观最初形成时的参照和借鉴。《烙
碗记》《对银杯》《三滴血》《二进宫》《周仁回府》《赵氏孤儿》
《闯宫抱斗》《苏武牧羊》《金沙滩》《宝莲灯》《下河东》《串龙
珠》《八棉衣》《打金枝》《火焰驹》《铡美案》《斩单童》《斩秦英》
《小姑贤》《拾玉镯》《柜中缘》《杀狗劝妻》《打柴劝弟》……这
些常年观看把玩烂熟于心、且曾与小伙伴自顾扮演游戏的众
多戏目，将丰富的历史掌故、人文常识全部化成了眼前活生
生的舞台实情实景，它萌育了我人文历史学科的胚芽，奠定
了我人文历史学识的基础，戏文上常驻心头的历史事件人文
掌故有待于我日后于史册文献中将其一一印证查实。更有
戏文曲词蕴含的诗情理趣及秦人声腔欢音苦音泾渭有别的
板腔特征等艺术元素，在不知不觉中激旺了我固有的音乐天
赋，导引着我在大俗大雅辩证统一中对诗情诗韵的不懈追
求。如生旦深情的走板行腔，深婉悠扬得如同风行水上；净
角冲天的吼喊，独具一种孔武凛然，是何等的高亢激昂原始
豪放！“呼喊一声绑帐外……”毛净这一声“外”须跑腔冒调，
在翻高原腔１１度左右的高度，假嗓在天地之外的茫茫地界
极不和谐地飘吊徜徉良久良久，再准确找着原腔音位款款回
归———这与将登上断头台的剧情场景是何等的切情切境。
据说北洋军阀时期，秦腔艺人“一声雷”被一队“兵爷”捉住，
面临被摁倒在砧子上行将砍头的遭遇，与其亡命荒原无声无

２ 简明中国戏曲史



息丢了头，不如放胆喊求一声，下意识脱口窜出的一句“呼喊
一声绑帐外……”声调竟然不听使唤，杀气森人的现场早把
灵魂吓出了窍，腔调随着北邙游魂跑求到了茫茫生死边界。
“一声雷”传奇遭遇所引发的这跑腔冒调的一声“外”，自此不
胫而走，盛传天下，成了独具奇特魅力的秦腔经典唱腔，正
是：

“一声雷”亡命冒怪腔，
《斩单童》奇缘得绝唱。
我敢说全国３００余剧种，没有任何一个剧种能将《斩单

童》演唱得如此酣畅尽兴！那种冲天的豪气、逼人的霸气、杀
身成仁的义气，以及原始的悲壮沧桑是苍天特地留给秦腔
的！至于此事结局，当然是这一声“绑帐外”投了“兵爷”老
总的戏缘，“一声雷”捡回了命，提升了日后秦腔舞台上《斩单
童》的艺术形象。苍天特地赋予秦腔的还有“滚白”，这是一
种在乐队模拟唱腔中，演员似在唱，实在说，哭中有诉、诉中
含哭的口语化的唱腔，歌者声泪俱下，听者心弦震颤，头皮发
麻：

“我叫叫一声娘啊……我难见面的娘，娘……啊！自古
常言讲的却好，生时事之以礼，死后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娘
生不能养，死而不能葬，葬不能祭，我难见面的娘，娘啊……

看在其间，娘啊……你儿岂为大孝乎？羊羔跪乳，乌鸦反
哺，牛有舐犊之意……我难舍难见的娘，娘啊……你儿不能
亲身养活了……唉！兄弟呀，我叫叫一声兄弟呀，兄弟呀，

为兄临行之前对你怎样讲说，你伯娘她乃年迈之人，你嫂嫂
乃是红颜少妇，兄弟呀，说是你看得好，她婆媳竟都被你看
死了……罢了，母亲！老娘，啊我难见面的老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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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朱春登挽着白纱承着重服的灵前“滚白”，泣血的哭
诉，往往引得全场观众唏嘘不已。草台戏班的行腔走板、曲
词剧情，不仅为我播下了声腔音韵的艺术种子和人文历史的
学识胚芽，她那“尽表天下事，感悟人间情”的艺术张力更为
我提供了直观的人生价值参照系数：雕以正貌的公忠良善者
让人钦敬有加，希冀日后择善而从，见贤思齐；刻以丑形的邪
恶奸佞之流则让人痛恨鄙夷，察邪思改，以致扪心反省，引以
为戒。戏曲艺术善恶忠奸壁垒分明的脸谱化艺术模式，能够
准确地引导人们自觉参照的巨大教化作用，观此即知一斑。
至于《小姑贤》《拾玉镯》《柜中缘》《杀狗劝妻》这些表现市井
细民家长里短的折子戏，浓郁的生活气息缩短了剧情与观众
的心理距离，现实针对性和道德教化力度由此更显强大。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初，自由市场开放了，市面上有了书画摊，能买
到戏本子，于是，舞台演出实景与戏曲文本可以两相对照同
时看，更能深入领悟戏文曲理，真真妙趣无穷。

具有人性改良意义的戏曲教化环境很快就遭到“文化大
革命”狂飙的彻底荡涤。随着８本样板戏占领了所有的舞
台，我辈便渐次疏远、淡忘、甚至有意麻木、背叛了和戏曲艺
术的血肉关系。即便恢复高考后有了上学的机会，中国文学
史课堂上，匡扶先生、乔先之先生讲授宋元杂剧、明清传奇，
也未能复苏我对戏曲原有的感情。毕业后漫长的教书工作
中，更与戏曲形同路人。这期间，戏曲曾在乡村有过几年的
中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由昆曲、豫剧脚本新移
植上演的秦腔《十五贯》、《卷席筒》等，都有过万人空巷的戏
曲文化效应，古老的秦腔剧种又恢复了她原有的鼎盛景况。
偶尔回乡听儿时同伴说，我们庄的戏箱新添置了几顶盔、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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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靠，几领蟒袍；从前的小旦凌敬武，“喉喉病”缠身十余年，
气都拽不上来，乍遇重演古装戏的时运，兴奋之余摒弃当年
小旦角色而执意改演小生，挣扎着扮起《三滴血》中的周天
佑，一曲“祖籍陕西韩城县”直唱得乡民悲戚动容，获得满场
喝彩，几场下来，缠身的顽疾竟然都被赶跑了，成为一时奇
闻；正旦金宝年近７０，心痒难支，蠢蠢欲动将返舞台，被４０岁
的儿子断然挡驾；当年的“包公”杨大净却并不理五个分家另
过的儿子的阻拦，自顾在有生之年喊他一嗓子；铁匠狗巴有
着《水浒》里鲁达的身板，当年居然唱的是青衣，一双铺天盖
地的黑手弯折成兰花指，口咧得奇大，唱得极其认真，只是未
曾勒紧的假嗓不时露出粗壮的尾音，就像猪八戒在通天河变
的那个肥大狼抗的童女“一秤金”，随时都有穿帮露馅的危
险，狗巴的青衣尽管有阴差阳错式的滑稽可笑，但却颇有戏
缘人缘，深得乡民认同，故而能长期在“青衣”行当行走，离了
他戏还没法唱。“此时”年已早过花甲，对重返舞台仍有些心
动，儿子直感奇耻大辱临门，丢不起这份人！便不容分说，随
手将一大碗糁饭照准老子硕大的头颅扣去，满脸滴挂着苞谷
面稠浆和着血滴的老子嗣后再也不提唱戏事。那儿子诨名
“钢蛋子”，儿时同我上过一年级，这掷地有声果绝有效的阻
绝正是他的本色做派……当时听着这些戏曲艺人近闻，我也
毫不动容，漠然麻木之情溢于言表。这真是背叛哪，对给予
我充实文化底养的戏曲艺术的背叛！直到２０００年访学于六
朝故都，师从南京大学吴新雷教授系统学习“中国戏曲史
论”，才算接续上了我与戏曲的情感连线，心田喜爱戏曲的火
苗这才被重新拨亮。屈指算来，从１９６４年停演传统戏曲至
“此”，已３６年矣，世态沧桑，恍若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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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新雷先生在当代学术界成果卓著，声名赫赫。先生一
生立足金陵故土，占尽文化地脉之利的同时，又纵览四海，逸
情天下，于孜孜苦读、考察、舌耕、笔耘中，拨冗见精，去伪存
真，以厚积深藏的学养当时已有《两宋文学史》、《曹雪芹江南
家世丛考》、《〈红楼梦〉导读》、《中国戏曲史论》等煌煌百万言
的著述建树，以等身的著作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中国古
典戏曲史、红学、昆剧学等学科领域里执耳扛鼎的地位，在学
界高山仰止，令后辈心仪敬服。

进入新世纪以来，先生啸立于７０岁的人生高程，以博学
慎言厚积薄发的一贯学风，放眼平生钟情的众多学科门类，
应保护文化遗产的时代呼唤，将研究重心聚焦于昆曲艺术。
面对昆曲艺术，吴先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思辨犹精，笔锋
愈健，行列而来的学术硕果令人欣喜不已，令人震惊不已。
作为南京大学百年校庆献礼的重点成果之一，３００万字的吴
新雷主编《中国昆剧辞典》，是先生积１０年不寻常的苦功所
得，于２００２年５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吴先生主编的
《中国昆曲艺术》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专著《二十世纪前期昆曲研究》于２００５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修订版于２００９年１月由黑龙
江教育出版社重印出版；《吴新雷昆曲论集》于２００９年１月
由台湾出版社出版。丰硕成果的集中面世，是先生厚积深存
的学养激光式地在闪烁，大家见到的是耀眼的光华，却并不
察究光华背后是终身的学养厚积和不辍的劳作；丰硕成果的
集中面世，更是先生信守“桃李不言”人生哲理的必然回馈！
它用不争的事实证明着吴先生青云之志不坠，生命之树常青
的良好人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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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８月底的南京仍似一座巨大的蒸笼，闷热难禁。
学期伊始的宿舍房间尚在尘垢飞舞中打扫收拾，吴先生前来
探望，令人猝不及防。蓬头素面衣着邋遢，不存丝毫修饰的
长者，居然就是我平生心仪的大腕学者！自呼其名自我介绍
的率真坦诚，顿时消解了我的局促慌乱，惊讶之余亲近平易
感油然顿生。“平民教授”的判断就在那一刻生了根，从此，
如同家常长者的真挚自然感便贯穿了我访学的始终。吴中
母语夹杂着南京味的口语，叫西北佬听来很是费劲。听吴先
生授课，一半心神在收集语音符号，另一半需审辨神情来印
证听记不齐全的语言信号，以求准确逮住先生的思绪文理。
直觉先生学殖深厚，立论精审，气沉法严，时或视野阔展平畴
千里，举重若轻，表里互现之中，复杂而深邃的戏曲史难有定
论的疑点在不经意间已洞然于心。如引证魏良辅《南词引
正》的阐述，一破昆曲始于明中叶的传统定论，以翔实的证据
甄别裁定了昆曲应起始于元末顾坚，将昆曲的源头提早了

２００年，如今，此观点总被学术界奉为最新定论，频频引述于
各种新版的“文学史”“戏曲史”，殊不知，此“定论”肇始于吴
新雷先生多年前缜密严谨的考证。授业解惑过程中，先生总
会款按板眼，动情吟唱昆曲片段，来创设戏曲史课程的特殊
情境。满掌拍下为“板”，食指轻扣作“眼”，一板一眼强弱有
致方可称有板有眼，每到此时，七八位博士生纷纷盯紧曲谱
效颦摹唱，尽力从唱曲中体验曲词意境。满课堂兴致盎然，
趣味良多。我曾讲过多年的《西厢》《牡丹》，又惯识得横行旋
律谱，还能识得纵行总谱，至此才真正静心把玩了配上曲谱
的“碧云天”“袅晴丝”是怎样的缠绵曲致，风韵毕现。别种场
合无法体验的佳境妙趣至今犹能回味品玩。吴先生是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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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人，属于徐渭《南词叙录》所说“流丽悠远”的昆曲的发
祥地吴中，他那一挫一顿一扬一抑毫厘不爽的曲理资质，自
然是正宗的昆曲脉传了。他现在担任中国昆曲研究会的副
会长，中国古代戏曲学会顾问，是国内昆曲研究界挂帅执麾
之人。当时恰值昆曲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让
世界准确了解昆曲，吴新雷先生出来为“百戏之祖”立典定
义，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中国戏曲史论”课，除课堂教授自汉唐百戏、参军戏以
来直至宋元杂剧、明清传奇系统的戏曲史内容外，吴先生以
他在江东戏曲界巨大的声望与影响，经常联系一些剧场演出
或彩排带我们前去免费观摩。一年多的时间里，观看了江苏
昆剧院在南京江南剧院演出的《桃花扇》，在大行宫会堂演出
的《牡丹亭》选场，上海京剧院在南京紫金大剧院演出的《贞
观盛事》等等十几场高级别的戏曲演出，聆听了数场戴英禄、
尚长荣、关怀、周世琮、张弘、石小梅等京昆泰斗名家的讲座
交流，开了眼界，长了见识，提升了对曲理戏境的再认识。尤
其是在朝天宫观看江苏昆剧院青年演员的传统折子戏的几
场汇报演出，感觉更为美妙：古色古香略带幽暗的红柱素台
下，是只能坐三四十人的小小剧场，大异于灯光布景装饰下
流光溢彩的现代剧场。来到这里，恍若走过了时间隧道，来
到了明清时期的昆曲戏苑，庄重幽雅的环境，是演出昆曲最
理想的场所，在这里观看传统昆曲折子戏《风筝误·前亲》
《幽闺记·踏伞》《燕子笺·狗洞》等，似在临境体验明清时期
的生活场景，最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风情韵味。一次课罢，
吴先生又给我们依次发票，我多要了一张，满足了同宿舍福
建学人的多次请求，按时赶到“南京实验剧场”，落座，静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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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开场。这是经由吴先生做策划顾问的宁、扬、沪三地曲友
纪念昆曲家甘贡三先生诞辰１１０周年的折子戏演出。第一
折《天官赐福》，各路方神飘然登场，舞台上祥云缭绕花团锦
簇，正看得热闹，福建学人突然小声说：你看你们“老板！”果
然，身着团花蓝锦袍，花白长髯飘逸半胸的“禄星”就是我的
“老板”，只见他执定云帚，立稳方步，神态沉毅安详，扮相清
隽飘洒，表演不文不火，大有道骨仙风。此前，吴先生未曾透
露半点他要上台的信息，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我及至台下看
到此情时，喜极中简直惊诧莫名。泰斗级的大学者，游弋学
海指点江山，执掌教坛挥斥风云的同时，却又坦然置身于曲
坛戏社，尽兴舒展他超群的表演艺术禀赋，其身份才艺的多
元嬗变，真真令人惊讶欣喜、钦佩敬服不已。吴先生粉墨冠
带的剧照及那帧留有先生密字手书详细介绍昆曲家甘熙《白
下琐言》及“九十九间半”遗迹的戏目单，至今还伴留身边，它
会不时引发当年诸多的南京回忆。

孔子云：“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
弟也。”秉承传统君子风范的吴先生，更像一面镜子，反照出
了我焦躁尚性、难容异见的脾性弱点，我猛然发现了我下笔
为文时目空一切锋芒毕露的妄庸轻狂，是多么的狰狞可鄙！
原来“文革”时大字报的胎记还顽固地潜藏在我的意识深处！
吴先生的人品促使我有意识地自觉摒除这些人格毒素，朝着
秉持公心、宽厚安详的长者气度学步跟随；吴先生的文风，启
示我瞄准语态中和笑纳百川却理据确凿观点分明的大家文
风悉心修炼。

承师训于“津逮楼”（南京昆曲社活动地点），观昆剧于
“明伦堂”（江宁府学，现江苏昆剧院所在地），南京大学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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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先生“中国戏曲史论”课堂理论和剧场实践紧密结合的教
学过程，成了我访学期间嵌满艺术珠玑的记忆天幕，是我一
生中纳聚艺术珍宝最为充盈，学术眼界最为开阔，收益最为
丰厚的美好时段，此生不可能再得，我将永远珍藏它。它重
新点燃了我幼年痴情戏曲的火苗，引导我的教学与科研朝着
戏曲史开始转向，真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哪！

返回天水后，我开设了“中国戏曲史”课程，开始是中文
系本科三年级的选修课，随后是开给戏剧影视系的专业课。
面对或太深、或太专、或体例不合的多种“戏曲史”教材，如李
修生等编《中国分体文学史 戏曲卷》、廖奔著《中国戏曲史》、
钮骠主编《中国戏曲史教程———中国艺术教育大系》等，急需
编写一部适合我院戏剧影视专业教学实情的教材。鉴此，笔
者在前期负责编写过《中国戏剧经典作品赏析》、《中国戏曲
史》、《中国戏曲剧种学》、《中国戏曲史论》等多门相关课程的
教学大纲、考试大纲的基础上，依托当年吴先生详备的“中国
戏曲史论”教学大纲脉络线路，着眼于戏剧影视专业学生文
化知识偏低的实情，着手编写了２０万字的《简明中国戏曲
史》教材，经两轮课堂教学实践的检验和进一步熔冶完善，于
是便有了这本《简明中国戏曲史》，算是在８年后对吴先生当
年悉心教诲的一份迟到的回馈，也是对自己幼年就已根植的
戏曲情结做了一个集中的总结。

教学实情决定了本书的编撰宗旨须是删其繁，撮其要，
提纲挈领，突出“简明”之特色。以宏观纵览的视角，将头绪
繁复，流派纷呈，作家众多，作品富赡庞杂，优伶艺人大多无
征的中国戏曲发展流程，删繁就简，爬梳整合，确立了以元杂
剧、明清传奇两段黄金时段为主体，以《西厢记》《牡丹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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