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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一

自序一

我的祖籍是山东蓬莱，幼年、少年在东北沈阳度过的，后来
到北京上高中；8·15日本投降，读大学又回到沈阳———国立东北
大学文法学院政治系，怀着一个瑰丽的梦想，想当外交家。1949
年北京解放，也就在这一年我在已经搬迁到北京的东北大学毕
业。由于我出身不好，作外交官的梦想破灭了。我自幼酷爱音
乐，青少年受到较多西方音乐的熏陶，在沈阳读书期间向一位
“白俄”（据说是前苏联著名小提琴家“老”奥伊斯托拉赫的同
学） 学过几年小提琴。就凭这一点爱好兴趣，想在这一方面寻找
出路。1949年秋，刚刚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招生，戏剧与音乐接
近，便怀着极大的勇气报考了。主考老师是著名演员刁光覃 、方
琯德，考题是做小品“扑蝴蝶”，记得我只是在考场上胡乱摸了
一阵子，便昏头昏脑地败下阵来。这是一辈子第一次体验到的什
么叫羞惭、灰心失望。过半个月， 《人民日报》 发表了录取名
单，不承想鄙人的大名竟在榜上，那真是喜出望外。不承想这一
生从此便走上了文艺之路。

普通科一年多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主要课程有斯坦尼斯拉
夫斯基表演理论、文艺理论、芭蕾舞等，教员则有戴爱莲、光未
然等名家。还组织普通科学员对外演出———文化列车，沿北
京———山海关铁路线慰问各站铁路员工。演出节目有《好军属》、
《光荣之家》、《夫妻识字》、《红布条》 （乔东君作曲） 等小歌
剧。肖晴是声乐指导，郭亮是乐队指挥，我是小提琴手兼乐队队
长。毕业演出是多幕话剧，歌颂学生运动的题材《民主青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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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何治安导演。我扮演的是一个“只读书不看路”的“老夫
子”。这一次演出使我终生难忘。老夫子是个三流角色，有三场
戏，台词不过二十句，就这二十句台词弄得我天天睡不着觉。在
正式演出那一天，还是在一场戏中忘了词儿。那是露天演出，只
见黑压压的一片脑袋都在看着我出丑；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晾在
那儿，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在这万般无奈之际，扮演学生
领袖、解放前在话剧舞台已颇有名气的“小生”、舞台经验丰富
的张瞳（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饰刘书友的那位） 临时加了
一段舞台动作，他不慌不忙拿着水杯走到我的身边的暖瓶倒水，
在我的耳边吹了一句词儿，这真不亚于救命一样，我立刻活了。
总算没砸，把这一场戏对付下来。回到后台，满身是汗，暗自下
了一个确切的结论，演员可不是好当的，我绝对不是做演员的
料！

一年多的学习生活瞬间过去了。我们在宿舍里等待分配，一
百多位同学一批批分配走了，奔向全国四面八方。最后只剩下祝
肇年、梁颢和我，据说是留下我们“当教授”的。1951年 3月上
旬的一天早上，教育处一位干事通知我教务处领导找我谈话。这
位领导对我说：我们从香港请回来一位戏曲史专家，是“戏剧活
辞典”，组织派你跟他学习，不要辜负组织的期望，云云。这位
戏剧史专家、“戏剧活辞典”就是周贻白先生。
先生的住处，在学院一条街的对面，当时叫“22号”的院落

里，最后一排南房中间的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小屋。左边邻居是舞
台美术系主任刘露的家，右边是歌剧系主任马可的家，左右邻居
俱是名家，真可以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就在这间
小屋子里和先生第一次见面。记得当时先生穿的是一件古铜色的
中式短棉袄，十分精神。他以略带沙哑的湖南口音简单地问了我
的年龄、家庭状况、学历、爱好等等，我一一如实回答：家庭出
身旧官僚，在大学学的是国际政治，没看过几出京戏，爱好西洋
音乐，学过几年小提琴。听过这些，先生会感到让这块料学习中
国戏曲是很难造就的。他沉默片刻，而后问我：“国文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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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幼年时家里请过一位老先生，是清代末科举人，上学之余，
每天晚上学习两小时古文。从 《幼学琼林》 学起， 《史记》、
《左传》、 《论语》、 《孟子》、 《古文观止》、 《唐诗三百首》、
《诗韵合璧》等，前后学习三年多，直到老先生病故。先生点头，
说：“这还好。今后要多看戏，多读一些古代剧本。”随手拿过
一张纸条，给我写了两部书的书名：一部是臧懋循编的 《元曲
选》，一部是毛晋编的《六十种曲》，而后说：“这两部书都要通
读，不怕不懂，不懂就来问我，学问，学问，不懂就问。”这次
谈话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是我的心情却很沉重，暗自叫
苦，难道这一辈子就和自己毫无兴趣的“旧戏”、故纸堆打交道
了？但那时服从分配、服从祖国的需要，是铁的纪律，就算是刀
山火海也得往前冲，是不容迟疑的。我就是这样和戏曲结了缘，
一晃一个花甲子过去了。

我学习戏曲，就像一个对戏曲完全懵懂的小学生起步的，感
谢那时给我的良好学习条件。那时戏曲史教研组刚刚成立，成员
有南京国立剧专合并来的戏曲史专家刘静沅教授、吴梅的弟子南
北曲研究家王芷章两位先生。他们是不坐班的，只有我一个人坐
班终日看书。先生不时过来看看。一日，先生拿来一张鲜鱼口大
众剧场的观摩证，3排 5号，是常年免费有固定座位的观摩证。
于是每天看戏便成为我必须完成的学习任务。那时的大众剧场，
是演出阵容很强大的太平剧社坐场的剧场，主要演员有谭富英、
裘盛戎、李多奎、陈永玲、梁小鸾等名角儿。《铡美案》、《将
相和》、《姚期》、《钓金龟》等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先生要求
的是看过的戏都要写观摩笔记：“哪怕是几行字，要练习善于提
出问题。”过一些时日先生要过来查看观摩笔记。我提出的问题
也渐渐由浅入深，如剧本本事来源、行当问题、上下场问题，等
等，先生都给予一一耐心地解答。随着对戏曲知识的增多，对戏
曲的兴趣也逐渐增长。现在想来，先生那时是有步骤地对我进行
启蒙。1952年，我有幸看到了全国第一次戏曲汇演的几乎全部节
目，五彩缤纷、灿烂夺目的戏曲艺术，增强了我学习、研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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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的信心。
上世纪 50年代，是戏曲艺术的春天。由于党和政府对戏曲

的重视，出现了一个戏曲繁盛的时代。在旧社会极其严酷恶劣的
社会环境中，顽强生存下来的一批身怀绝技的戏曲艺术家，在新
社会的阳光哺育下，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京剧四大名旦、周信
芳、盖叫天、厉慧良，越剧范瑞娟、傅全香，豫剧常香玉，河北
梆子银达子、金宝环、王玉罄、桂剧尹羲、川剧周企何、阳友
鹤，湘剧彭俐侬，汉剧陈伯华等优秀艺术家，我有幸看到了他们
的演出，他们的唱做念打，他们在舞台上创造的诗情画意，给我
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些令人仰望的璀璨巨星，后来一颗颗
地陨落了，这不能不令人唏嘘感叹。
先生和我也曾一度调离中央戏剧学院。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

院系大调整，学院取消歌剧系，成为单一的话剧学院，张庚副院
长带领歌剧系全体干部加上周先生和我，到戏曲研究院工作。先
生和我被分配到东城金鱼胡同旁原青年会旧址的中国戏曲研究院
编辑处和资料室。编辑处主任是马少波副院长兼任的。副主任叫
王颉竹。成员有景孤血、范钧宏、吕瑞明等二十余名编剧人员。
分配我的工作叫学习干事，是专门掌管政治学习的。资料室的负
责人是与先生情谊甚深的杜颖陶先生。在这里除了每天早晨照例
参加政治学习外，没有任何其它任务，每天在资料室看书。在这
里除周先生外，我又多了一位老师，杜颖陶先生。他学识渊博，
操一口标准的京腔，说话慢条斯理。凡有关戏曲、小说问题，他
都能对答如流。大约这样过了近半年的时间，突然接到文化部通
知，调先生和我回戏剧学院教书。

先生与友人相会大都带着我，那时先生经常接触的友人有杜
颖陶、欧阳予倩、田汉、黄芝冈、阿英、王瑶卿等诸位先生。他
们大都是友情聚会或学术交往。聆听他们的谈话，使我增长很多
知识。

我有幸和周贻白先生，参加了 1956年夏季盛大的新中国成
立后首次全国《琵琶记》学术讨论会，面识了许多著名学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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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北京大学的浦江清、王瑶；武汉大学的程千帆，以及俞平
伯、赵景深、董每戡、王季思诸位先生。会上还认识了青年学者
徐朔芳、陈多、李希凡。我作了发言，收录在会后辑录的《琵琶
记讨论会文集》。

1956年之前，运动虽多，但是教研组内的“业务学习”和教
学工作一直比较正规，比如周先生给我们讲过《董西厢》，每周
两个上午。我和后来的几位青年教员配合先生的教学，在先生的
指导下编写戏曲史辅导教材，选择讲授戏曲史时常用的史料、典
故、费解的名词、主要戏曲作家的生平、主要戏曲作品的故事梗
概等，用最浅显的文字给予介绍或解释。这本《戏曲史学习参考
资料》曾经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通过编写这本教材，我们自身
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0世纪 50年代有一场反对“大人物”压制“小人物”的运
动，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全国高校普遍存在青年教员“批
判”老教师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青年教师和老教师的关系不
可能是很正常的。戏剧学院也不例外。但总体情况没有影响先生
对我们的传、帮、带。周贻白先生经常讲，任何事情没有不劳而
获的，学术研究首先要学会干“粗活”，抄一遍胜过读十遍；要
收集、查阅第一手资料；要有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我想这正是
先生治学的基本方法。这些话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2012年 5月 20日于北京红庙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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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二

自序一，说的是我与戏曲史论结缘、入道的历程。在这里再
想说一说编这本书的一些想法。

“文革”前在中央戏剧学院教书，主要是编写教材，偶尔也
写点东西，现在看来这些东西已毫无收录价值。第一篇就是那时
高等院校普遍存在青年教师批判老教师的邪风，在这股邪风下，
我们也写过一篇“批判”周贻白先生的《清除胡适反动资产阶级
思想对戏曲史研究的影响》的文章；相继还写过“批判”任二北
的文章，叫做《也谈戏弄、戏象》，和戏曲研究院李啸仓等同志
“商榷”的文章，叫做《我们的分歧在哪里》，等等，都是我和祝
肇年合写的“棒”气十足的文字。这些都只能作为一种历史的负
面遗迹来看了。

当然“文革”前也不是没有写一点有用的东西，譬如戏曲史
的辅助教材、到福建调查南戏的调查报告《南音质疑》、《北京
志·戏剧篇》，这些只有打印稿而没有出版的东西，现在已经无法
找到了。只有街头剧活报剧《洋货迷》、散文《漫谈南音》还可
以找到。前者是 1958年“大跃进”时，在“赶美超英”口号下，
北京市委组织全市高等院校，街头活报剧汇演，我写的剧本，由
表导演系学生排练演出的。此剧获得好评，稿件被 《中国青年
报》 要走发表。散文 《漫谈南音》，是 1962 年冬季调查南戏的
“副产品”，发表在 1963年 6月 3日《光明日报》第 3版。但这
些不是本文集所要收录的。

我从事戏曲研究工作六十余年，戏曲始终没能使我着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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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那些震耳欲聋的音乐伴奏、舞台灯光暗得使演员的面部化妆
变得青紫、舞台布满了高高矮矮的台子等等的所谓的“改革”、
“创新”，而往日舞台上那种凝练、简洁、明快和诗情画意很难再
看到了，更使我对戏曲舞台产生距离。但是戏曲作为一座宽厚硕
大的文化历史丰碑，却使我震撼不已！它有着那么久远又粗又长
的根，它容纳了那么多传统艺术中的美的元素；山陬海隅都可以
听到锣鼓声响，庙台集市都有戏曲演出，广泛地渗透在人们风俗
习惯、日常生活中；它传播的广泛性和与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密
切联系，是任何一种艺术形态无法比拟的。这使我更加关注这一
历史文化现象，它是何以形成是这样的，这是我的心结所在。在
这样一个巨大文化课题面前，深感自己才疏学浅，力不从心，每
踏进一步都是十分艰难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的研究课题
总的方向是戏曲理论史；着重摸索研究的有几个重点，这就是
《西厢记》、金圣叹、王国维以及戏曲生成的文化背景、戏曲音
乐、戏曲表演体系问题。在这类文章中也只能挑选自己认为尚有
点开拓性的，或有点新意、文字尚看得过去的，收录在册。

这样，应景的文章不收，见仁见智的戏评不收，缺少新意的
文章不收，最后就剩下这些文章了。从这些文章中基本上可以看
出，我在这个庞大、复杂、深邃的文化课题上，踉踉跄跄所走过
的探索之路。这些文章或许能为后来的学人的治学，起到一点铺
垫的作用，就是我最大期望了。

写这些文章的思路，刘小梅同志撰写的《勇于开拓 探求务
尽》的文章，已有陈述，在她的笔下有不少溢美之词，但基本情
况属实。它作为附录已收在这本文集里了。

文集的题目叫《漫漫求索》，取自屈原诗句：“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它似乎能够比较贴切地表述我写这些文
章时徘徊、摸索的情状。

2012年 5月 20日于北京红庙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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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谱简 !!!!!!!!!!!!!!!!!!!!论 （179）
“国剧运动”及其理论建 !!!!!!!!!!!!!设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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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艺术与传统诗歌绘 !!!!!!!!!画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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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笺注解证 !!!!!!!!!!!!!!!本 （272）
金批西厢诸刊本纪 !!!!!!!!!!!!!!!略 （287）
金批西厢的底本问 !!!!!!!!!!!!!!!题 （302）
金圣叹删改西厢记的得 !!!!!!!!!!!!!失 （315）
金批西厢的美学思 !!!!!!!!!!!!!!!想 （330）
金圣叹论《西厢记》的写作技 !!!!!!!!!!法 （348）
金圣叹著述 !!!!!!!!!!!!!!!!!!考 （360）
南戏《西厢记》简 !!!!!!!!!!!!!!!论 （382）

序言·前言类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前 !!!!!!!!!!言 （387）
《西厢记集解》前 !!!!!!!!!!!!!!!!言 （404）
《戏曲理论史述要》自 !!!!!!!!!!!!!!序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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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词 （544）

003



戏曲史科学的奠基人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读后

戏曲艺术自宋元形成以来，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一
个是元杂剧的黄金时代，一个是传奇的繁盛时期。到了清中叶
以后，地方戏曲如同葳蕤繁生的山花，在全国各地开放了。在
长期封建社会里，戏曲艺术和人民群众的精神联系，是其它任
何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但它的命运也恰似山花野草，在封建
社会的瑟瑟秋风中饱受摧残，不少剧种自生自灭，许多宝贵的
戏剧文化遗产湮没佚失了。明清以来，一些具有进步思想倾向
的文人，如徐文长、王骥德、焦循等人，对元杂剧、宋元南戏
的艺术成就，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但是从整体上看，在清末
民初的文史学者王国维先生之前，还没有人认真、全面地研究
元杂剧的发展历史，并对其艺术成就给予足够的评价。王国维
先生独具慧眼，他看到了元杂剧的巨大的艺术魅力，认为“託
体稍卑，两朝志史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的元杂剧，“优足
以当一代之文学”。他感慨昔人“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
者”。于是他用近五年的时间 （从 1908 年到 1912 年），专心致
力于元杂剧、宋元南戏历史的研究，最后写出了《宋元戏曲史》
（原名 《宋元戏曲考》） 一书，添补了中国文化史中这一空白，
开辟了一门崭新的学术领域。

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县人。生于
清光绪三年（1877年）。他生长的时期，正是西方列强打破中国
封建闭关自守的大门，“西学”大量流入中国，清王朝日趋衰亡
的前后。王国维在他青年时代就接触了西方文化，曾用相当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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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自谓：“研究哲
学始于辛壬（1901年至 1902年） 之间，……自癸卯（1903年）
夏至甲辰（1904年） 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
（见《静安文集》“自序”） 叔本华悲观、颓废的唯心主义哲学思
想，给予王国维以很深的影响。他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说：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源生于不足，
不足之状态，痛苦是也。……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
苦痛与倦厌之间也。”在政治上他是个保皇派，“五四”运动之
后，还接受废帝溥仪的“宣召”，任南书房行走，并且大事推崇
“黄老之术”，寻求解脱之道。然而前进的历史潮流是无法背逆
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王国维政治上思想上的苦恼与日俱增，在
1927年自溺于颐和园昆明湖。

从世界观方面看，王国维是一位唯心主义者，他的历史观点
和美学思想必然受到唯心主义的制约，这给他的文史研究工作带
来很大的局限性。然而作者在《宋元戏曲史》一书中贯串的实事
求是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方法，却使该书具有很高的科学性。该书
脱稿于 1912年，距今已近 70年了。但是他的许多论断，在今天
看来依然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该书虽然是止于元代的断代
史，但就王国维从事的开创性工作以及该书达到的成就，说王国
维是戏曲史科学的奠基人，并不过誉。不仅他的研究成果值得我
们继承，他那严肃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也有许多地方值得我
们学习和借鉴。

一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一书中，第一次正面地回答了戏曲
艺术的起源和形成问题。

戏曲艺术来自哪里？作者紧紧把握戏曲艺术“必合言语、动
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这一特点，在浩瀚的史籍中悠游驰骋，把
笔锋一直审延到古远，对形成戏曲艺术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详尽的
考察，从古优、巫觋，春秋时代的优孟衣冠，汉唐的歌舞百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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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稽戏，到宋金杂剧院本，各种乐曲、说唱文学、小说、傀儡
戏、影戏等，逐一考证它们的来源、内容、表现形式和艺术特
点，作者用发展的眼光，从各种艺术门类的联系中，探求它们由
简及繁，趋向于“真戏剧”的发展过程。

作者十分留意表演这一因素，当他详细地探讨了唐代歌舞
戏、滑稽戏之后，着重指出：“二者之关纽，实在参军一戏。”
因为六朝时代出现的参军戏，还仅仅是一个演出节目，至唐中叶
以后，参军戏已演化为一种演出形式了。“所谓参军者，不必演
出石耽或周延，凡一切假官，皆谓之参军，……由是参军一色，
为脚色之主，与其相对者，谓之苍鹘”。作者所说的“关纽”，即
指参军和苍鹘已开创了脚色的先声。作者探讨宋金杂剧、院本
时，又着重指出杂剧、院本中的副净、副末和净、末，即由参
军、苍鹘演化而来；由于表现生活内容的扩大，在杂剧、院本中
已增添了末泥、装孤、装旦一类脚色。作者细致地分析了脚色的
增设、演化，以及脚色艺术职能、地位的变化过程，使人们清楚
地看到，戏曲艺术的脚色是在净、末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完备起来
的。作者揭示这一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中国戏曲艺术独特的
表演体系，正是建立在脚色、行当基础之上的；元杂剧和宋元南
戏已初具完备的脚色规模，正是戏曲艺术形成的重要标帜之一。

作者还注视了带有故事情节的表演，因为“表演故事”是戏
曲艺术的基本特征。作者探讨汉唐以来的歌舞戏时，特别指出
《踏摇娘》、《兰陵王》这两个节目，已经把歌舞和故事表演结合
起来了，“此二者，有歌有舞，以演一故事，而以前虽有歌舞，
未用之演故事，虽演故事，未尝合以歌舞，不可谓俳优戏之创例
也”。从这里，作者看到了最早的戏曲雏形。作者探讨宋金杂剧、
院本时，看到杂剧、院本中已有大量表演故事的节目，由此推断
宋金两代已经可能有“纯演故事之剧”，只是由于作者没有掌握
确凿的实据，未作邃断。作者还列专章探讨宋代“说话”、傀儡
戏、影戏对戏曲艺术的影响，因为在作者看来：“宋之滑稽戏，
虽託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故事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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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变为演事实之戏剧，则当时之小说，实有力焉。”作者着重
指出宋代“说话”和六朝以来“小说”的不同之处：宋代“说
话”，是在瓦市勾栏中演出的民间伎艺，题材十分广泛，是以
“讲演”方式直接面对观众的，而六朝以来的“小说”，只是文人
的“著述”。作者指出，宋代的“说话”虽然是“叙述体”，但是
宋元以来的戏剧题材，“多取于此，其结构亦多依仿为之，所以
资戏剧发达者不少。”这种论断已为宋元以来的戏剧题材所证实。

“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作者从这种看法出发，对唐
宋以来的“乐曲”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详细地考证了唐宋大曲、
缠令、缠达、唱赚、诸宫调等歌舞、演唱、说唱音乐的内容和演
出形式，指出它们为后来的戏曲艺术提供了“形式及材料”。作
者在论述元杂剧的“渊源”时，具体地论证了元杂剧音乐和唐宋
“乐曲”的关系，作者核对元杂剧的曲牌，“出于大曲者十一”，
“出于唐宋词者七十有五”，“出于诸宫调各曲者二十有八”。还
指出《陈搏高卧》、《冤家债主》、《张千杀妻》等剧的音乐，运
用“滚绣球”、“倘秀才”两只曲子“迎互循环”演唱，就是沿
用宋“缠达”的曲体。这样核对考证虽不免挂一漏万，却使我们
具体地看到了元杂剧音乐和唐宋“乐曲”的继承发展关系。

作者就是这样从各种艺术广泛的发展联系中，使我们看到了
戏曲艺术是经过怎样漫长的孕育过程，又是在怎样深厚的艺术土
壤上形成的。

作者在探讨戏曲艺术形成问题时，注意了汉唐以来外族音乐
舞蹈对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作者断然否认戏曲艺
术来自西域之说：“至于戏剧，则除拨头一戏，自西域入中国
外，别无所闻。辽金之杂剧院本，与唐宋之杂剧结构全同，吾宁
谓辽金之剧皆自宋往，而宋之杂剧不自辽金来，较可信也。至元
剧结构之成为创见，然创之者实为汉人，而大抵用古剧之材料，
与古剧之形式，不可谓之外国输入也。”毋庸赘述，作者这种看
法是有充分论据的。作者还否认戏曲艺术是由某种单一的艺术形
成发展而来的：“我国戏曲，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分为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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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戏、滑稽戏二种：宋滑稽戏尤盛，又渐籍歌舞以缘饰故事，于
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体
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这段
话，可以看作是作者对戏曲艺术起源和形成问题的结语。

戏曲艺术形成的年代问题，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
人认为汉唐歌舞戏，如“踏摇娘”、“兰陵王”、“樊哙排闼”、
“拨头”就是“真戏剧”了。由此把戏曲艺术形成的时间，提到
汉唐；也有人认为唐宋的滑稽戏已是“真戏剧”了，由此把戏曲
艺术形成时间，定为唐宋。分歧的症结在于什么是“真戏剧”。
作者没有给“真戏剧”下一个全面的定义，但从作者的论述中可
以看到，作者观念中的“真戏剧”，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
“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二、是以人来扮演人物的
“代言体”。三、有自由表现生活的能力。四、表现形式要有相对
的稳定性。在作者看来，汉唐以来的歌舞戏，还不是“纯正之戏
剧”，因为“顾其事至简，与其谓之戏，不若谓之舞也”。至于唐
宋以来的滑稽戏，作者肯定了唐代滑稽戏已见脚色之端倪，肯定
了宋滑稽戏的“进步”，“其中脚色较为著明，而布置已稍为复
杂，然不能被以歌舞，其去真戏剧尚远”。从作者的观点看来，
只有元杂剧和宋元南戏具备了“真戏剧”的条件，它们是“必合
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的综合艺术；是以人来扮演人物
的代言体；具备了自由表现生活的能力；它们的表现形式，不仅
是“百余年间无敢逾越者”，已为戏曲艺术奠定了基本表现形式。
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新的材料，能够推翻王国维先生的看法。

二

历史分期问题，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恰当、
确切的分期，便于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艺术史的分期，有
它的特殊问题，既要按照艺术本身发展的不同特点划分历史阶
段，又要联系产生它的土壤———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特点。因为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都深深地根植在它的土壤之上，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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