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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戏曲文物丛林间跋涉 
安奋伟 崔海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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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文明（中）给学生示范清理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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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文明（右）陪同著名慈善家田家炳先生参观戏曲博物馆。 

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车文明教授，20 多年静心治学，深入田野调查，潜心撰写论文，尽心培养人才……他曾重新认

台—— 

间，我们驱车驶入山西师范大学。走进戏曲文物研究所，一座古色古香、翘檐斗拱的仿古戏台，首先映入眼帘。戏

研究人员独具匠心地设计，变成了古戏台造型。离戏台不远，就是海内外颇富盛名的山西师大戏曲博物馆。经过几

物馆如今已辟有 5个展室，藏有从晋南发掘搬迁来的金代乐舞砖雕墓 2座，碑刻实物 5通，戏曲碑刻拓片 3000 余张

元戏曲砖雕 200 多方，元代戏台模型 4座，神庙剧场模型 1座，大型傩戏场景雕塑 2铺，戏班道具、服饰、乐器及

120 多种等。从博物馆出来，我们在该所所长办公室见到了车文明教授。温文尔雅的车教授正在案头忙碌。环顾四

碑刻拓片资料盒和照片胶卷收藏盒以及各种各样的专业书籍。几杯清香的新茶给来访的我们沏好后，车教授讲起了

结缘历程。我们在静心聆听中深切感悟到了他那份对戏曲文物溶入血脉的热爱和痴迷。 

着自己最热爱的工作” 

个农家子弟，在朔州山阴一个小村当过小学民办教师。1984 年，考入了雁北师专，大二时因成绩突出，被选拔到山

毕业后就留在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工作。我是十分幸运的，从事着自己最热爱的工作。”车教授简单地介绍着

究领域车教授却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人。 

上有许多耀眼的光环：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大人文学院博士后、全国 100 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中国

者、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等。他所在的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被同行称为

学派”。这里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一个戏剧戏曲学博士学位授予点，2009 年又被人社部批准为艺术学博士后科研

第四个 “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被授予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

表彰的单位，他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得到了国家和社会认可。 

究所是全国唯一一家以戏曲文物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机构。20 多年的建设，走出了一条田野调查、文物考古、古籍整

研究道路，成为文物、文献、民俗资料结合起来，集教学、科研、博物馆、学术集刊四位一体的专业研究机构。是

与戏曲民俗重要的研究基地，每年都有国内外专家学者来访问考察。”车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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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粹、世界艺术宝库中的奇葩。戏曲文物，指与戏曲相关的有价值的历史遗存。山西是中国戏曲的重要发源

冠。依托这一优势，上世纪 80 年代初，山西师大就创建了戏曲文物研究所。自此，历任领导都非常关注支持这里的

对戏曲文物研究所的每项工作都十分关注，在项目建设、经费划拨、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 

能够发展得这么快，经过了几代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在黄竹三、杨太康、冯俊杰等老师的带领下，研究所

起自己的老师来，车教授充满了敬意和感恩。而他个人在戏曲文物研究的过程中，又经历过怎样的磨砺？ 

台的研究屡屡震惊业界 

光下，各式各样的古戏台照片把人带到了远古时代。那些建造于元、明、清不同朝代的戏台，或残破或完好、或简

代戏曲的演变进程。在山西师大戏曲博物馆欣赏着数千幅古戏台照片，耳边仿佛响起了婉转的唱腔、喧闹的锣鼓。

造年代和结构等，边告诉我们：“戏台是戏曲文物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从进入戏曲文物研究所起，就从未停止过到

址的工作。” 

物研究工作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除了完成课堂教学、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外，最重要的工作是进行田野调查，就

荒郊野外考察散落各地的文物遗存，为研究提供依据。”车文明教授说，“我每项研究成果的取得，都建立在亲

上。” 

的“五一”节期间，车教授依然照常放弃休假，带着自己的两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去沁水，在中条山深处又考证了

有路了。他们徒步走了五六里山路，路上长满了荆棘，3个人被刺扎得脸上手上都是伤。好在因为地处深山，考察的

是处元代戏台遗址，石柱和台基都在，石柱上还有题记。1996 年他曾在这里考察过，当时因为还有其他考古任务匆

收获不小。 

余年锲而不舍的田野调查，车教授所收集拍摄到的古戏台资料及照片，在同行中首屈一指，他有关古戏台的研究成果

望村曾有一座古戏台，民国时期梁思成通过照片鉴定其为元代戏台。车教授通过许多文献上其他学者的调查报告发

重新考证，结果认定这座古戏台应为明代正德年间建筑，属于仿元戏台。至于一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古迹，被

多太多了。车教授幽默地说：“我闲暇喜好饮点酒。每次亲自发现挖掘收集了最具研究价值的文物，并让其得到保

不知酒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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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雕塑、碑刻、戏画、抄（刻）本、舞台题记等等。1988 年毕业留校后，车文明在黄竹三、杨太康、冯俊杰等

地背着行囊、带上工具，到有古戏台、戏曲碑刻、戏曲壁画的偏远农村实地考察。许多珍贵的民间戏曲留存于老艺

文明常常深入乡村采访这些老人，一字一句地记录，听不懂的方言，就请教当地的文化人，在民间发掘曾经鲜活生

节，安徽池州召开傩文化研讨会。正月初二车文明赶到那里。开会之余，他每天都到当地农村调研，还跟着搞表演

泥泞的小路上，他满脚满腿都是污泥。演傩戏的日子也是当地祭神的日子，因为开会，唱戏时间比传统节日提前了

了人，车教授也差点受了伤…… 

的田野调查，车文明获取了戏曲文物研究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进行田野调查用过的笔记本近 20 本、记录有三

片胶卷有 270 多个，存放成数码照片达 100G；他自己亲手制作的碑文拓片也有上千张。另外，还收集了许多戏曲砖

乐器等。 

专著 4 部 

职攻读硕士学位后，1997 年，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师从齐森华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置身于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

无暇欣赏黄浦江畔的美景，又无心四处兼职挣钱。虽然与妻子分居两地，经济上并不宽裕，也常有一些诸如讲课、

但车文明一概拒绝了。一有空闲，就泡在图书馆里，孜孜不倦地阅读思索，不论寒暑。他说，读博期间去的最多的

从学校到图书馆骑车大概要一个半小时。一到休息日，他就起个大早往上海图书馆赶，到那里刚到开馆时间，进去

门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后来和管理人员都成了朋友。“每次进入古籍部，看到一排排泛黄的线装书，嗅着古书散发

片书香之中，真是莫大的享受。”车教授说。 

调查积累的丰富资料，加上博览群书、引经据典的佐证，博士毕业时，车文明一篇 50 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二十世

究》，新见迭出、言之凿凿，被答辩委员会评价为“高水平的优秀博士论文”，荣获 2002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

言文学专业全国唯一一个名额。 

版的个人专著已有 4部。由黄竹三、冯俊杰教授主编的 《六十种曲评注》中，他个人编著了《义侠记评注》《灌园

获“第十三届全国图书奖”。眼下，他的新作《中国现在古戏台调查研究》一书也即将出版。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是一门交叉学科，需要培养懂得考古学、古建筑学等学科的复合型人才，车文明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尽心打造团

员甚感幸运。在教学工作中，车文明十分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他的研究生张金玉说：“为了提高我们的阅读

外为我们加《元曲选外编》《盛明杂剧》的校注课程，让我们为一折一折的戏曲作品作注，加强基本功的训练。车

查时，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测量、拓碑、拍照，整个考察过程特别认真。他对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我

徒。2009 年，车教授所带的研究生在参与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时，在襄汾赵雄发现，当地的一种花腔鼓戏，应该

在《中华戏曲》第 40 辑发表）。当学生们兴奋地把新的发现用电话告诉车教授时，他觉得比自己当年发现新文物还

文物研究所的发展，他们与国际间的交流也日益增多。现已与美国密西根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日本早稻田

木浦大学、台湾大学等国内外几十个专业学术团体建立起了长期交流与合作关系。黄竹三教授说，每有外出交流学

所里的其他同志。所里的其他同志说，车所长对自己发表的戏曲文物方面的论文、自费考察江浙一带收集的戏曲文

供大家使用。他为研究所乃至整个戏曲文物研究事业的无私奉献，有目共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