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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我们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由多民族结合丽成

的人口众多的画家。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表

业、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发费

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文物古

迹，在科技上有许多重要的创造发明。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将近 4000 年。从秦、汉时起，中

国就是统一的雪家。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分裂是变态的，商统

一是正常的。这表现在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统一的范噩越来

越大，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中国是一个拥有近 1000

万平方公里的伟大自家。

中国是国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窜。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

都反对井来的民族压迫，为维护民族团结，祖雷的统一、进

步，做出过重大贡献。程在，中嚣境内 56 个民族和衷共济，

中华民族巍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栋。

中国人民的爱盟主义藉神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动员

和鼓舞中国人民臣结奋斗的光辉旗棋，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

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情感广

泛渗透于哲学思想、道德规程、行为准则、心理素捷、社会现

念、文化传统、价值取向之中。医爱国主义商集合了民族凝聚

力，焕发了全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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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震的不同阶段、不同

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

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开震爱雷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爱嚣主义传统，对于撮奋民族精

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团结全国各族人员，自力更生，难苦创

业，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共自理想商奋斗，具有十分重要

的珑实意义。

爱嚣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爱雷主

义教育实施绢要》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毒少年要

抓好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能秀传统文化教育。遵照这一指示，

辽海出版社组织编写了大型丛书《中华文化百科》。这套丛书

分为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科技、综合 6 卷，共 100 册，

每册 10 万字左右。参如写作的，有年逾花甲的教授，也有风

华正茂的博士、研士，是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读者对象

主要是大学和中学学生及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各界人士。因

此，内容力求深入洗出，远俗易懂，立足于知识性和可读住，

兼摆到理论性和学术性。在写作过程中，除了依据原始资料

外，又极牧、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爱嚣主义是培养"自有"新人的基本要求。对此，要普遍

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搏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出题《中华文化百科》就是富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的一种形式。这套丛书，可~帮助他的了解中国的悠

久历史，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挺不挠的发展历程，了解

各族人民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了解先辈们崇高的民族精

神、民族气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了解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了解过去，有助于理解现在，展望未来。我们努力使这套

丛书成为广大青少年喜闻乐兔的读物，感染熏陶，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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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培养爱国主义感情，提高爱国主义的思

想和觉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现、价值班，增强民

族自尊岳和自豪感，同时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

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华

文化，是新世纪的伟大工程。我们全体编者、作者有幸能为这

一工程尽微薄之力，感到无上的光荣和无比的快慰。工作中的

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得到各界人士的指教，以便再题时改

正。

编者

200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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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中国戏曲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臻的明珠，她历史

悠久，源远捷长。自公元十一世纪正式形成迄今，已发展成遍

布全国各地的三百多个剧种，拥有上万个副吕，为人员群众所

喜南乐见，是人民群众主要的娱乐形式之一。

中嚣戏曲也以她鲜费的民族特征，在世界剧坛上占有重要

的地位，与古希腊悲喜裂、邱度梵黯并称为世界三大吉剧系统

之一。直至今天，仍以越强有的艺术勉力，为许多井国观众所

喜爱。

本书将对中国戏曲的发展历史及其研究情况作一篱晤的介

绍。



一、中国戏曲的发展历程

1.申E戏曲的孕育

中国戏曲是一门融合了多种艺术门类的综合住艺术，因

此，它的起菁、和形成过程也就是它所结合的各种艺术因素不新

发展和逐步融合的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歌舞有科目黯言语、

动作这两大类艺术，中国戏曲也就是在这两大类艺术的产生与

发展到及相互交戴和故事性的加强这一发展过程中逐步孕育商

或曲。

歌舞艺术的产生及其发展:歌舞艺术是组成中国戏曲的最

重要的艺术菌素，其起摞也最旱。据《山海经}庆载，、歌舞始

于上吉舜的得代，"帝俊〈舜)有子八人，始为歌舞飞其实歌

舞艺术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产生了。原始人在劳动时，为了梅

同动作，减轻疲劳租梧互交涯，常常按照一定的节插唱歌，这

就产生了最早、最原始的歌唱艺术，如《淮南子·道应￥I1>载:

"今夫举大术者，前呼邪诗，后亦应之。此举重功力之歌也。"

在上古社会，歌舞所表现的内容与先民的劳动有关，如《吴越

春秋》记载有一苔《弹词汇相传为黄帝时期所作，词云:"断

竹，续f仁飞土，运究〈肉) 0 "歌唱的是狞猎活动，大意是说

砍断竹子二做成弯弓，弹出混丸，追逐野兽。上吉舞疆的形体

动作也是对劳动动作的模仿，如《尚书·舜典》载"予击石指

石，百兽帝舞。"这是模结持猪的一种舞蹈。《吕民春秋，吉乐



篇》也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1973 年在我国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村的一座马家窑类型的

基葬中，出土了一件内壁绘有舞蹈图案的彩陶盆。据测定其年

代为 5(削至 58∞年前(新石器时代)即相当于传说中的炎帝

到黄帝时期①。陶盆内壁上部绘有三组相同的舞蹈图案，每组

五人，服饰相同，相互牵着手，头饰与尾饰摆向一致，表明在

按着一定的节奏在舞蹈。从舞者有头饰和尾饰来看，歌舞所表

现的是狞猎活动。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 "舞"字写作

"肉"、"典"、"爽"像一个人两只手上各拿着一条牛尾，翩然

起舞的样子，这正与《吕氏春秋》上所载的"葛天氏之乐"中

"三人操牛尾"而歌舞的情景相合。

在上古时期，歌舞艺术与宗教仪式、图腾崇拜有着密切的

联系。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现象无法认

识和控制，以为在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主宰一切，因

此，人们或以歌舞的形式向神灵表示析求或感谢，或以歌舞表

达对氏族图腾和祖先的崇拜。如"葛天氏之乐"中所唱的八阕

歌"一曰《载民)，二目《玄鸟)，三日《遂草木)，四曰《奋

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日《依地德)，八

日《总禽兽之极}o" 葛天氏是传说中的一个远古氏族，从这八

支歌的歌名来看，具有祭祀天地、图腾崇拜的性质，如《载

盼、《敬天常》、《依地德》是祭祀天地， <遂草木》、《奋五

谷》、，总禽兽之极》是析求草木茂盛，五谷丰收，禽兽繁多。

《玄鸟》是表示对图腾黑色的鸟的崇拜。又如《礼记·郊特牲》

载:"伊曹氏始为蜡( chèl 或 zhèl) 。蜡者，索也;岁十二月，

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其《蜡辞》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墨，

① 见金维诺《舞黯纹陶盆与原始乐舞)， <文物)， 197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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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伊番民也是远吉的一个民族，每年

十二月要举行蜡祭，祭祀对唱一首歌，歌词大章是祈求风渭南

j顷，灾害不生，作物丰收。高主持祭的人叫"巫"，是沟通人

和鬼神这间的使者，在祭祀时，也巫自神祝告，请求神的指

示。巫在向神视告时，便是以歌舞影式来提告的，如《说文·

巫部》云"巫，祝也。女能事无形，Itl舞蜂神者也。象人两

袖舞形。"正因为如此，最旱的"巫"字与"舞"字为同一个

字。由上可见，上古歌舞既反映了人类劳动的情形，同时也反

映了人类对神灵、祖先、图腾的崇拜，具有按摩的宗教色彰。

在西周与春秩战嚣时辈革，跑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

提高，一方菌，歌舞艺术的表演形式有了很大的进步与提高，

另一方亩，歌舞所反映的内容及其功用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当砖无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阁，祭祀歌舞仍十分盛行，然而与原

始社会的祭扭歌舞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一是故事性加强，二

是娱人的成分增加。在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整理前代漳

传下来的歌舞，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宫廷雄乐体系，用于郊店祭

祀和朝会典礼。如著名的《云门大卷上《咸泡上《大韶》、《大

夏》、《大费上《大武}等六部乐舞就是在这时整理商成的。这

六部乐舞虽用于祭祀天地出)11及祖先，但乐舞所反映的内容都

是歌颂民族领裆和提隶主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而不是对神灵

或嚣腾的崇拜。其中《云门大卷上《成泡上{大韶》、《大夏》、

《大攫》分JiU歌领黄帝、尧、舜、禹、菇等五个民族领袖的功

绩， (大武》是歌颂周武王伐纣的功绩。《史记·乐书》对《大

武》的演出情形作了记载，曰: "总干丽山立，武王之事也;

发扬蹈厉，太公主志也;武乱皆坐，题召之志击。且夫武，始

商北出，再成商灭商，三成市商，四成市图是疆，五成商分

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握之丽囚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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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于中国也。分夹黯进，事早济也。久立于援，以待诸侯之至

也J 从记载来看，这是一个群舞，舞蹈者手持干嚣，不断抱

变换队形与舞摇动作，以表示不同的内容。舞蹈一开始，可以

说是一个序舞，表示武王代纣前的准备。一人拴武王手持干

盾，威严地站立在舞台上，~示武王与诸侯盟会代纣，等候诸

侯的到来。一人始太公望<<发扬蹈厉"即一边挥动干盾，一

边猛烈顿足，二人分别拾周公、召公，表示武王伐纣有太公望

与周公、召公的辅助。序舞之后，蟹正式表演武王伐封的情

形，分为六个段落:第一段是舞蹈者列队自北商出，向离迸

发。第二段是灭离。第三段是灭离后，继续南进，袭击淮夷。

第吕段是平定南方的疆界。第五段是伐封功成，分茅列土，周

公封于陕之左，召公封于挟之右。第六段舞队重新聚集在一

起，表示对武王的拥护。中间一舞者拾演武王，挥动干盾，四

下击刺，以示武王之威达于中国:然后舞队又分头商进，以示

代纣事业获得了成费，最后列队而立，表示天下平定，等待诸

侯来朝。显然，这样的歌舞表演己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故其

功能并非只是娱神，也产生了娱人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吴国

公子季札看了《大韶》、《大夏》、《大雪》、《大武》等乐舞的表

演后，赞美不己。①孔子看了《大韶》的演出后，竟然三月不

知肉睐。②

春秋战雷时期，楚雷南方民间祭祀鬼神的风俗很为盛行，

在禁扭时，出巫表演歌舞以娱祷。楚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屈

原劳作的《九歌》本是楚国民间祭祀砖的用的一套乐歌，虽然

已经屈原作了如工与提高，但仍保持着原来的面貌。如《楚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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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句·九歌序》云: "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苦楚国南部

之邑，提溜之间，其结信鬼丽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

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 f，军优苦毒，愁患沸郁。出觅结人祭

起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艇，因作《丸歌》之曲。" (丸歌》

共自十一支乐曲翠戚，其中《东皇太一》是用于对群神之苦天

神的祭祀， (云中君>m于对云掉的祭祀， (翻君》与《据夫

人》分别用于对韶水男神与女神的祭祀， (大司命》与《少司

命》分别用于对主寿夭、子嗣能男神与女神的祭祀， {东君》

是祭袒太阳神， {河信》与《出鬼》分另才是禁祀男性的同神与

女姓的出神， (匮菇》是祭起辞立烈士，最后的 HL魂》是祭

扫结束时群巫合唱。从内容上来看，这些乐歌所描写的都是神

灵，然市已是人住了的鬼神，贼予了他的人类既具有的感情，

如《云中君》、《少司命》表达了男神向女神的爱慕之情， {湘

君》与《翔夫人》表达了男女漏水之神缠绵悻憾的爱恋之情和

期而不至的哀婉。西此，这些歌舞虽是用于祭捏鬼神，但宗教

的成分已不银浓犀，其娱人的功用大为增强，王克众所看到的只

是最借神的名义，表演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之情，显得十分亲

切，便从中得到娱乐。再从这些歌词所描写的情形来看，表演

形式丰富多彩，有强舞、群舞，有伴舞，有独唱、对唱、合

唱，舞姿千变万铭，场西宏大。这样的歌舞表演显然已与土古

社会的娱神歌舞有了很大的进步，正嚣为如此，近代著名学者

王国维认为这种歌舞对后世戏曲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谓

其"浴兰陈芳，华衣若英，衣服之丽也;缓节安歌，学瑟浩

倡，歌舞之盛也;乘风载云之词，生到新知之靖、荒淫之意

也。是则灵(巫〉之为职，或僵霆以象持，或婆裳以乐神，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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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①

除了祭祀礼仪歌舞外，在周王朝与各诸侯国的宫廷中也有

专门供贵族享用的娱乐性歌舞。这类娱乐性歌舞由于多用于宴

享，故又称燕乐。如《左传·文公四年》载"苦诸侯朝正王，

主宴乐之。"燕乐所用的歌舞，有的出自乐工的创作，而大量

的则采自民间，自西周初期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及各

诸侯国都实行了采风制度，派人到民间搜集民间歌舞，一方面

想通过采风来了解民意，知得失，自考正;另一方面，将民间

歌舞采集到宫廷中来，充实燕乐的内容。《诗经》中的"国风"

类诗篇，大多采自各地民间，因此，从这些诗篇中，也可以看

到当时民间娱乐性歌舞盛行的情形。如《诗经·陈风·宛丘》描

写了陈国的百姓在宛丘城下击鼓奏乐，手执莺羽，载歌载舞的

欢乐场面，所谓"坎击其鼓，宛丘之下，元冬元夏，值其莺

羽"，便是当时歌舞的情形。又如《诗经·陈风·东门之柑》云:

"东门之粉，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婆其下。谷旦于差，南

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婆。谷旦于差，南方惊:不绩其

麻，市也婆婆。谷旦于逝，越以雨里迈;视尔如蔽，贻我握椒。"

诗中描绘的是陈国青年男女在一起载歌载舞的情形，男子停止

了劳作，女子不绩其麻，汇集到一起，一边舞蹈，一边倾吐着

恋情，赠送定情之物。这些歌舞纯是用以娱人的，如《吕氏春

秋·孟春记》载:"靡曼蜡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日

伐性之斧。"又《礼记·乐记》载魏文侯"昕郑、卫之音则不知

倦"。先秦歌舞娱乐功能的加强和表演形式的进步，这对后世

戏曲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先秦以后，娱乐性歌舞艺术便成

为主要的歌舞形式，而且歌舞所表现的内容以及形式都有了很

① 《宋元戏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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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进步，逐步向综合性戏曲演进。

秦统一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第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

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秦在统一全国以后，把各诸侯国的歌舞

及其他表演艺术都汇集到了京城，为汉代的歌舞等表演艺术的

兴盛奠定了基础。

秦王朝的统治只维持了 15 年，便被农民起义推翻，汉王

朝代之而起。西汉初年，封建统治者接受了秦王朝覆灭的教

训，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百姓在频受战乱之后，获得了

暂时的安定，社会生产力很快得到了恢复与提高，封建经济出

现了繁荣的景象，这也给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西汉

初朝廷还设立了管理歌舞的机构即乐府，由著名的音乐家李延

年担任协律都尉，主持乐府。乐府不仅"制音度曲"，而且还

专门搜集歌舞，征调各种民间表演技艺。如《汉书·礼乐志》

载;"武帝立乐府，采诗夜颂，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

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侍赋，略论律

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另外，仅武帝时通西域，

征匈奴，与西域各国在文化上也有了交流，西域的歌舞也流人

内地，因此，在汉代出现了百戏盛行的局面。汉代的歌舞与前

代的歌舞相比，规模较大，形式渐趋复杂。如在汉代流行的

《相和大曲)，这是一种大型的歌舞，其结构分为三部分，第一

部分是引子，称作"艳"，多为器乐演奏，有的也可歌唱，节

奏歌缓;第二部分是大曲的主体，包括多段歌曲，称作"解"

节奏较快;第三部分是舞曲的高潮和结尾部分，节奏急促奔

放，故称"趋"或"乱"。大曲的这种结构形式，对后世戏曲

歌舞用于剧中人的抒情、刻画人物的心理变化有很大的影响。

汉代歌舞的表演场面也十分宏大，如东叹著名文学家张衡在

《西京赋》中描写了一个"总会仙倡"的歌舞表演，场面十分

7 



壮观"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先是拾

演成豹、黑、龙、虎等巨兽的演员上场舞蹈， "戏豹舞黑"，

"白虎鼓瑟，苍龙吹魔"。接着扮演娥皇、女英、洪崖等神仙的

演员上场歌舞"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委蛇;洪崖立而指

庵，被毛羽之橄丽。"在表演时，还有舞台效果"度曲未终，

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靠靠。复陆重阁，转石成雷，哥哥哥E

激而增响，磅磕象乎天威。"显然，这样的歌舞表演较之先秦

的歌舞其内容与形式都更为丰富，也更接近戏曲。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的时代，战争频繁，给

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样的社会环境，显然是不利

于歌舞艺术的发展的，然而在这一时期里，歌舞艺术还是有了

一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里，汉族地区流行的歌舞主要是清商

乐，这是民间歌舞的总称，如在曹魏时代，宫廷乐舞多为清商

乐，当时在宫中设置了清商署，任命情商令，管理清商乐。西

晋时，宫延中仍保留着清商署，由著名音乐家苟勘主持，因

此，清商乐在西晋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晋灭亡后，皇族

司马睿逃到南方，建立了东晋王朝，随着政权的南移，统治者

也将原有的清商乐带到了南方。清商乐到了南方后，便吸收了

南方流传的一些民间歌舞，其中主要是吴歌与西曲两大类，吴

歌是指流行于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民间歌舞，西曲是指长江中

游荆楚地区流行的民间歌舞。由于吴歌、西曲的曲调宛转动

昕，舞姿细腻优美，因此，从东晋到宋、齐、梁、陈各朝，清

商乐中的吴歌、西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些直接采自民间. • 

有的则根据民间原有的曲调填以新词加以表演，如《自主生舞》

本是吴地民间歌舞，梁武帝时，沈约曾奉旨作《春白纠》、《夏

白纠》、《秋白纠》、《冬白如》、《夜白纠》等五章。又如《乌夜

啼》本为西曲中的舞曲，刘宋时临川王刘义庆据此填以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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