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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序

冯其庸

我最如知道勇贻白先生的名字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大约是

一九四四年末或一九四五年春。那时我在无锡当小学教膊，平

时喜欢跑阻书店看书，有一次买到的几本线装书上都有"黯白藏

书"的图章，经了解，这时周先生生活很困难，经常卖书度目。抗

战胜利后的第一年，我考入无锡国专，不久，周先生来任教，我才

第一次见到离先生，也就成了他的学生。她当时开一门吕录学

课，我选修了这门课，但他讲的吾录学，我现在一点也记不得了。

我一直没有忘记的是他待人坦率诚恳的态度在及他当时正在认

真地为中华书局写《中国戏剧史》稿子的情况。那时我与另外凡

位离学经常到他家去玩。他常常放下写作，与我们谈做学间的

事。记得是一九四七年，当时的演尉九队到无锡来，住在秦淮海

祠堂里，自汉和洪深也来了。演属队在无锡演出了《丽人行》等

窟，周先生曾向我们去看过自汉和洪深。这以后不久，我因为学

生运动的事，离开了无锡国专，到了上海，与周先生分别了。而

周先生也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与欧阳予倩一起到香港去了。

据我当时知道的点滴情况，周先生的经历是很琅苦的。他的

父亲是一个唱黯剧老生的票友，周先生从小就由他父亲训练武

功，学会了翻腾扑跌。后来他又去当过织地毯的学徒，也在文明

戏班、据费j班、京剧班演过戏，还曾参加过杂技团，搭概演出过杂

技，有过一段街头艺人的流浪生活，之后又到武昌师范大学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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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还任过一家小报的校对，当过小学教员等等。恶之，当时

他的生活毫无保障，全靠自己的挣扎。

北找以后，他在上海参加了国汉的南国电影Æ11社，以后又与

向英、夏街、张庚等人接触，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也写了

一些作品。抗战以后，他加入了上海抗 B救亡协会，后来又参加

了戏剧救亡协会的工作，困为撰写宣扬民族意识的剧本，曾受到

5军监禁。拖到无锡大概是在一九四二年，当时仍在汉奸特务

机关的监视之下。

我与周先生于一九四八年在无锡分别后，直到一九五四年

我到北京后才重新见面。他告诉我，他是于一九五0年初应欧阳

予倩和医汉的邀约，从香港回到了北京，参加中央戏剧学院筹建

工作的。在周先生不幸去世后，我还见到了当拐欧阳予倩给他的

信，信的末尾说f从此《部和》、《子夜》之歌永成绝响，代之以‘咱

的工人有力量'矣! "我还觅重i政阳予倩送给周先生的几首诗，是

解放前夕他妇同寓香港时写的，抄在下噩，以作历史的记忆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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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四绝呈姬公华裔

作品潜街理太差，提时掉禧好还家事

长沙老几由来硬，走遍江湖不信那i

-
一

活该懒问短和长，老子当场有主张￥

E 士无足如不识，<<君和))((子夜》管佳娘。

梧子横飞不)fJ埠，先生早己设重坊 g

寄情千载分前后，大J1!!摊书尽古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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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磨铁现点铅黄，击禧 1自风意气择。

毡垫何曾回自暖，错锤亦复为人忙。

择仁不为严剖泼，嫉俗翻惊恶梦长。

只有坚贞堪自傲，潮 ili 湖水意偏长。

桃花不疑庵主哼哼韵

从诗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欧阳予倩和痛先生他们的爱国热

忱和革命意气。确实当时全国的解放对毡是极大的鼓舞，她园

到北京以后，就积极地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热诚地从事戏

剧教学事业。他发璜研究中国戏曲史，早在一九三五年左右就

写成《中国戏剧史路以《中国尉场史》两书，一九三六年由商务印

书馆出版，后来叉写成了《中国戏副史》。解放议后，他一方面积

极地从事教学活动，一方面钙坚持戏曲史的研究工作。解放二

十多年来，他著有《中国戏剧史长编》、《中国戏剧史讲座》、《戏曲

演唱诠著辑释》、《明人杂剧选注》、《中国戏曲论集》等书，约三百

万字左右，在戏曲史的研究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现在出般的这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是庵先生一生最后

的一部著作。它包括了作者一生研究中国戏曲历史的重要成果

和心得。

早在一九五七年春天，周先生应中国戏剧家协会的邀请，为

有关单位的戏剧工作者讲授中国戏腾史，后来根据讲课记录，整

理成《中国戏剧史讲座》一书，由戏剧家协会出版。这是一部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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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出的通俗读物，对于普及戏曲历史科学有一定影响，担当时有

读者在《戏剧报》上提出意见，指出作者没有从政浩、经济稳黯级

分析-的角度看问题。周先生虚心地接受了意见，决定拖拉在中央

戏剧学院讲授的《大纲》毁稿，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研

究，另写讲义。一九五九年春天，学院捂住了一个编导班，他开始

用新编的《纲要》为同学讲畏，同时还不断呀取对新《纲要》的意

见，准备进一步掺攻。一九六0年秋季，他应邀到上海戏剧学豌

讲中国戏崩史，这个班的学员水平较高，除大专文科毕业生外，

大部是来自各地有实践经验的编导人员。他们代表着十六个剧

种，不仅希望知道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情况，而且要求了解地方

腾种的特色和渊漂流派。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学习要求，周先生

对原来的《纲要比再次进行政写并增添了若手新的章节。一九

六一年四耳闻，他参加了高教部召开的文科教材会议，决定由他

编写供专门学校和中等戏曲学校用的《中国戏剧史》各一部。会

后，他对《纲要》又一次重如整理，并交付打印，拟作专门学校的

教材。这就是现在出班的这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

周先生的浩学态度是严肃认真、谦虚谨慎的。本书在没有出

踉之前，他已经四易其稿了。如果周先生尚在，这次出版，为了精

益求藉，相信他运会五易其弱的。十分可贵的是他在学术思主呈

上对岳己的严格要求，力求按照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关于阶

级斗争的学说， m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斑点，对戏曲

历史现象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解释。例如关于戏割的来摞问题，作

者在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以后，毅然辈辈弃了他

原来认为戏剧来自霄廷的陈旧观点，在书中论述了劳动人民在

戏剧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注意到封建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

间的阶级斗争在戏剧领域内的反映。治学思想上的严格要求，

是作者多次易稿仍未能完全惺意的主要原因。此外，南先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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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注意调查研究，特别是书中的戏曲声腔和地方戏部捞，是他

多年调查所得，其中包括大量解放后的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

如魏良辅《甫诗引证》的发现，把昆曲的形成时间上推至元末明

初 z 叶调元《汉祟竹枝词》的发现，经周先生的研究，认为在京剧

皮、黄合演之前，早在嘉庆末年汉剧就先京腾出现了皮、黄合演

的局面〈过去多年戏剧界认为皮、黄合演是由京剧部始的〉。这样，

汉剧对京剧的影响就应重新信价。一九五六年于湖口、都昌发

现的青阳腔，使我们找到了吃陆庭的变种，对明代流行曲各种

曲集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声腔，有了进一步认识 E 对于现在各地

高瞿鹿种以及徽戏的形成，在研究上有重要意义。我们还从福

建的蒂拍戏和梨国戏及其它古老ffllJ种中找到古离戏的遗碗。还

有其它许多重要的发现，周先生都十分关心而且进仔了认真的

研究。周先生曾和汉副，)1[熙、湖屑、徽剧、委副、同外i梆子、蒲外i

梆子、西安梆子、山西梆子及其它九十个剧种的老艺人进枉了多

次座谈、调查。他把自己的研究所得，大部份都包容在本书之

内了。书中关于近代地方戏的部份，是在他以前出版的几部戏

剧史中没有写过的。总之，周先生的治学方法是注重实地调查，

反对单从古书堆里讨生活的。

当然，在这部著作中，的然会有不足之处，乃至错误。但是，

周先生在学术上努力学习和争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指导科学研究的积极精神￥虚凸听取意见、修正错误的谦逊态

度事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遗

憾的是，他今天已不可能对这部著作进有穆改了。但是该书的

成就，总该是瑕不掩瑜的。至于怎样弥补书中的不足之处，这将

是今天戏属工作者的任务了。

关于周先生对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全菌成就，应该虫戏曲工

作者和广大群众去评价。我个人感觉，他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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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史这门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是有贡献的。

在封建时代和 i日中国的戏曲，一向是被轻践和糟竭的，艺来

雕零，资料散役。要想捂戏曲整理出一个史的系统来，并亘是由

一个人猎力完成，其肇路蓝缕是可以想见的。得况周先生经济

自窘，许多珍本秘籍，全凭钞倍。就在如此珉苦的条件下，周先

生于一九四七年写作了一部三十余万字能《中国戏剧史》。这是

一部资料比较丰富、内容比较广泛的戏曲逗史。在这之前，只有

一九一五年出强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后来虽又摇续出版

了几部其它断代史，也都不是全史。可议说全史还是从周先生

开始的。固然，用今天的观点看，这距离科学的史学要求还较

远，可是在当时他把庞杂零散的戏曲史料，经过j起罗别抉，旁搜

远绍，清理出一个韧步系统来，并对戏曲史中若干重要闰题进行

了认真的考证。这对中国戏曲史这门科学的建立是有意义的，

也是个良好的开端。加上前面提到的周先生的其他一系列著作

以及其他几位戏曲史研究者的专著和论文，虽然我的今天戏曲

史科学研究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但至少可以说算是程

具规模了，这个成绩是应该包捂周先生的贡献在内的。我们今天

从事戏曲研究工作的民志，手头恙是离不开周先生的著作，就是

一个明证.

周先生的戏曲史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z 她是联系舞台演出

来讲戏曲发展的。本来戏曲是舞台艺术，但王国维以来的一些

戏曲史著作，往往只讲戏曲海章，这是不能说晓戏曲历史全貌

的。正如我们不能把戏剧只理解成为"案头瓢"一样，因为这种

比较最富有群众性的艺术形式主要还是通过舞台演出和广大群

众发生联系的。不讲舞台演出，就不可能真正进入戏剧的历史

领域来探讨它的发展规律。周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从唐宋以来

的各种戏属演出第式〈包括音乐、表演、服装、化装)，都有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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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论述。为了拚助演员了解古代戏曲演唱的方法，他出捏了《戏

曲演唱论著辑释》一书，对古籍中的疑义难字，详为剖析。这也

说畴，周先生一向是捏戏曲作为舞台艺术看蓓的，医此十分注意

舞台演出。佳的戏曲史给予我们的戏曲概念，不是躺在桌面上

的死物，市是活跃在历史长寓中的一转立体的活的艺术，使我们

能从今天的舞台演出中看到它的某种历史渊源。这是难能可贵

的。结合演出，研究戏曲历史的发展，这一特点和周先生熟悉舞

台实践是分不开的。他早年是湘剧演员， Pj岳武丑，在她六十余岁

高龄时，高兴起来还能来个属于"毯子功"的"倒毛"。他是有一

定舞台实践经验的。这为他研究戏曲史提供了侥越的条件。

周先生对戏曲1Jj史研究是有缸见的。特到是对戏曲声腔的

研究，她最早提出中国戏曲声蹬三大源流的看法〈著有专文，解

敖初期发表在《新戏曲》上，后来收在一九六0年出版的《中国戏

曲论集》内〉。也认为J中国的戏剧，在声腔上可以分为三大源

流，即琵曲、吃阳腔〈一名高腔，叉作京腔〉、梆子腔。"此说一出，

戏属界曾进行热烈探讨，当然是有争议的。有却说，应该是四大

摞流，如上皮黄系统 p有的说，应该是五大摞流，如上民间小戏系

统。可是有一个事实是肯定的，就是戏曲声涯的发展不是散乱

无章的，它是有自身的渊裙、流援、系统的。周先生的创见之可

贵处就在于他根据丰富的资料和调查研得，从声腔之间的内在

联系和它们的历史街变中间，初步清理出一个声腔系统来，从而

为探讨戏曲声监发展的规律性提供一个重要线索。

题先生研究中国戏曲史还有一个特点，鼓是他的知识广搏，

从经史诗文乃至里巷之间的风俗侄语，他都作为研究戏曲史必

备的知识，广采博访，兀兀穷年，所以他的著作总是以资料丰富

见长，他的三卷本的《中医戏剧史》使用了约两千种资料。较之

已经出版的各种或曲史专著，他引用的资料应该说是最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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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有3今天研究中国戏曲史的一个便利条件。此外，由于他能

知识广搏，他为我们解决了若干阅读古典戏曲黠作中的文字困

难。他注释的《明人杂腔:选>>，其中若干难辞、僻典，都畅然道路。

周先生对戏曲考证和戏黯文物鉴定方菌，也有一定贡献，如

他写的《南宋杂腾的舞台人物形象》一文，对两幅描绘杂剧的南

宋画页的内容鉴定，一般是没有异议的。《侯马董æ墓中五个砖

铺的研究趴《元代壁画中的元剧演出形式》诸文，也都有他自己

的强到晃静。

周先生对戏曲史研究的贡献，当然不只这些。这里只是就

本人所见，路述一二。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周先生的治学方法

还是有其弱点的。曾经听到的→种意见是 s撞的书较难懂F条理

也不够清醋。作为上层建筑的戏曲艺术，怎样结合经济基础、结

合历史上阶级斗争和经济状况来阐述戏曲历史发蔑的规律性，

作到这一点的确是困难的，也是周先生著作中存在的一个最点。

佳拥重的是探讨戏曲艺术形式的历史沿革。作为史的要求，就

显得不够了。他的若干具体论点，也还撞得离榷。程如果我们不

求全责备，那么他的成就还是很突出的，这是有吕共睹的。

对于中国戏曲史的研究，目前还仅仅是一个开头，要写出一

部或几部象样的中国戏曲史来，还有待于广大戏曲研究者的努

力，尤其是经过"四人帮纱的大破坏以后，这个工作更加珉巨了，

但也更加迫切了。为了做好这今工作，也为了继承戏曲遗产，目

前迫切需要做好传统剧目的拴救工作和对各种地方剧种的调查

工作，因为这是研究的第一步。我相信我的的戏曲研究者是能

够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的。周先生的这部逮著鸪出版，对我们

完成上述任务，应该说也是一个银大的鞭策。

一九七八年十一足十一日夜十二时于上海锦江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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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的起源及其艺术因素

中国戏剧的起涯，以往曾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z 或认为发谐、于

古代的巫现 p 或认为是从春秩时代楚盟的优孟"为孙叔敖衣冠"

开始 p或认为系翻白宫廷的乐舞;或认为系传吕西域 F 或认为系

模仿键锤百来。众说给纭，莫衷一是。其实，戏剧一项，原有综

合艺术之称，尤其是中国戏剧，对于其他姊妹艺术，如诗歌、音

乐、绘画、舞蹈、雕塑之类，更具有一种广泛的包容。其能形成一

项独立艺术部门，追本溯源，应当是以表演故事为主，逐渐地I>>

f也项艺术来丰富其表演形式，然后发展成为一种高度的综合性

的艺术。其线索国不止一条，来摞也不止一个。决不能用一项

事辑和它直接画成等号，认为其发展道路就是那么一条毫无曲

折的直线。兹为明其眉目起觅，先说以往那些看法。

中蜀戏剧起自巫现，是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的说法。 f也认

为古代的巫现是以歌舞娱乐鬼神为职业，同时，古代祭祀神鬼，

要用人来装扮或"灵保"或"尸"，作为神鬼所凭依的实体。《楚

辞》称巫为"灵"，称梓亦为"灵"，则装扮成"灵保"的亦却为巫。他

靡定"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气这一做法，就是

"后世戏剧之药芽飞按《楚辞·九歌·云中君))"灵连蜷兮既留，烂

昭昭兮未央"二句，朱嘉《楚辞集注>>f'P. "革，神所阵也，楚人名巫

为灵子?若日神之子也。连蜷，长曲程。既留，期以其服饰j吉洁，故

神位之而阵悲其身，留连之久也。汉乐歌言灵安留，亦指神面言

也。烂，无貌。昭昭，明也J据此，<<楚辞》称巫为"灵"，实系茹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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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巫身的神灵"灵子'决不等于神。同时，巫之吁革情洁清"也

不能认为即系"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如果联系实际来说，这

项习错，在解放前的湖、鄂一带地区，仍存在过那巫降神为人治

病的情事。在湖南，这种为神灵所降拔的那巫，名 13"马脚飞意

NP神灵的仆役，<<楚辞集注》释巫为"神之子"，是有根据的。换一

句话说，巫碟的装神弄鬼，和巫窥以歌舞娱乐神鬼，是截然不同

的两件事，自其本身既为神鬼所凭依，便不能再去扉歌舞娱乐神

鬼了。如果看作巫碗装扮神鬼商自歌自舞，岂不成为神鬼以歌

舞提人?比较合理的看法，应当是有专备神灵阵锥之巫，而另有

专以歌舞娱神之巫。那么，古代的巫豌既非装神扮鬼而歌舞，则

后世戏剧不当于此萌芽。其娱持者自系歌舞，并非装按人物而

作故事表演。因此，中国戏剧系发源于古代巫碗一说，显未可

信。

春秩时代，优孟扮为孙叔敖丽与楚庄王相同答一事，向来被

人认为是中虽戏剧的开端。蔚谓"优孟衣冠飞阜成为188 文学

家习用的典故。《史记·滑稽列传》载 z

位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讯

谅。... ...楚梧孙叔敖知其贤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属其子

El :"我死，汝必贫困。若往见忧孟，言我予李叔敖之子也。"居

数年，其子穷困负薪，逢佳孟，与言El : "我，孙叔敖子也。

父且死时，属我贫困往见优孟。"住孟……却为孙叔敖哀冠，

抵掌谈语。岁余，象孙挺敖，楚王及左右不能那也。庄王置

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谅，以为~、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

优孟日 s"请归与妇计之。"He---三日后，位孟复来。王臼 z

"妇言语甸1"孟 13 :"妇言慎无为，楚相不是为也。如孙叔敖

之为楚相，尽忠为束以治楚，楚王得出霸。今死，其子无立

锥之埠，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亮、叔敖，不如自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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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

据此，优孟虽然模信孙叔敖的衣寇动作而得其神缸，但其吕

的既非为着要表现孙叔敖的生平行为，或者某一时期的政治活

动，也不是规定情节而用这个人物来表达其事，换言之，他只是

模住了一个人物的语言动作，并不是故事表演J 同时，提孟这一

举动，在当时也不曾向表演故事方圈发展下去。如果说戏剧的

产生，是从模仿一个人物能语言动作市开始的，员川、JL模仿成

人，纵然没有什么艺术性 γ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不一定要有"优

孟衣冠"这一典故，才会有此看法。那么，尽管后世对于戏剧演

员一般地称作悻优或优伶，但把戏剧的产生从优孟算起，不但过

早一点，市旦也不切合实际，因为中层戏剧的形成，并不是先有

一个人物的装扮，而后由此推进到有故事情节的表演，梧反地，

却是先有故事情节，然后才装扮人物而作表演。因此，如果要拿

"优孟衣寇"这件事在中国戏剧的发展上做文章，那只是从形式

上看问题雨己o

中国戏剧的最初彭式系创自封建君主时代的宫廷中的乐

舞，这一说，是清代纳兰惶德在他所著《、犀水亭杂识》一书中提出

的对于中国戏剧来源的看法。他说f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

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住伶实始于此。"按纳兰此说，不但其

看法有待商榷，且所谓"大云之乐气实为《上云乐》之误。其费指

"作一老翁演述西域掉他变化之事"，则为《上云乐》中的歌舞

住一一《老胡文康》。其表演形式，不过装扮成一个西域老翁，带

领一班门徒和用人来装扮成凤凰、狮子、孔雀、文疆等禽喜的"彭

)L气由老翁致读窍，群起舞蹈，其间或有队舞、独舞以及禽兽彭

JL的起舞，有器乐作伴奏，也许有歌唱，可是并无故事情节，至多

是那个老胡文康系由当时传优所捞，或带面具，或化妆成白发长

眉，高鼻垂口(表演详情兑后章〉。其致词时垦己用代言口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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