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第八届中国古代戏曲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忠元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第七辑） 

- 

     

          旧学商量加邃密 

          ——第八届中国古代戏曲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 年 8 月 8-11 日，有中国戏曲学会、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省文化厅、甘肃省文联主办，兰州城市学院中国古代小说戏剧

研究所、文学院承办的“第八届中国古代戏曲学术研讨会”在兰州

城市学院举行，来自全国部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学者近 70 人

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 60 篇。与会学者就中国古代戏

曲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 

   基于新材料新视角基础上的作家及文本研究 

    作家作品研究是古代戏剧研究的传统，也是本次会议的亮

点。在会议发言和提交的论文中，许多学者运用新的视点、方法或

者对古代戏剧、戏曲作品新独、细读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史学

的、美学的批评，提出了一些新考或者新说。 

   重庆师范大学谢真元在《<长生殿>与<诺桑王子>思想内涵之

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清代传奇《长生殿》与藏戏《诺桑王子》两个

歌颂帝妃之恋的经典文本，探讨了藏、汉民族在婚姻爱情观念上的

共性与特性。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杨玲的

论文及发言从接受史的角度探讨了徐渭的杂剧《四声猿·雌木兰》

在木兰故事流传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认为徐渭的贡献只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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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木兰的姓氏，完成了从诗歌到戏剧的转变，奠定了“木兰

剧”的雏形，突出了女性社会地位，从而使木兰故事广为流传。山

西师范大学戏研所王星荣的文章及发言认为《琵琶记》不但能使人

感受到浓厚的孝道伦理印记，而且还能从中探寻到春秋战国至宋元

时期孝道伦理的演变轨迹。作者以第四出《蔡公逼试》为中心，研

究了剧作所反映的孝道伦理，并据此发现了作者意图和实际创作的

矛盾。山西大学田同旭、田意可的发言及文章从明太祖对《琵琶

记》的肯定与赞赏中得到启示，联系蒙元统治中原将近百年，造成

中原传统文化遭受空前劫难而长期断裂，结合明太祖为“尽复中国

之旧”发动的一场大规模的中原传统文化复古运动，对《琵琶记》

进行了重新思考评价，认为《琵琶记》所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迎

合了朱元璋“恢复中华，立刚陈纪”的政治需要。是关于《琵琶

记》主题论争新说法。河南大学文学张进德发言及论文分析了《四

声猿》四部戏曲作品主题的粗浅之论，认为这些作品都有作者现实

境遇或隐或显的寄托，作者个性不得伸展、备受压抑的现实遭遇的

折射，以及渴望个性得到充分舒展的理想诉求；徐渭是通过《四声

猿》“自吊”自己被扼杀的个性，表达对舒张自我的热诚祈盼。哈

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关四平的论文以三国戏为中心，从审美层面

切入，观照关汉卿处理历史人物虚实问题的美学原则，讨论了关汉

卿历史剧的审美价值。澳门大学谭美玲提交的论文则以明代吴炳的

五部传奇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作品蕴含的作者的女性意识和婚姻观

念，得出作者“对于爱情与婚姻自有一套看法”的结论。黑龙江大

学杜桂萍的论文以清初无锡作家嵇永仁的《续离骚》（杂剧）、

《双报应》（传奇）两部戏曲作品基础，从作品中分析了一个封建

末世的仁人志士复杂的内心情愫，认为其作品为他的生命选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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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动的注解。兰州城市学院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的宋运娜通

过细读《琵琶记》文本，结合作者高明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认

为主人公蔡伯喈的生活经历反馈了作者自己的心路历程，《琵琶

记》是试图为自己“写心”之作。山西师范大学戏研所硕士研究生

郭志斌的论文分析了汤显祖的“言情说”内涵的丰富性，其“言

情”说与“教化”论又辨证地统一在一起，客观上提高了戏曲的文

学地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成元提交的论文分析了《西厢记》

的恋爱心理描写，认为王实甫在恋爱心理描写不仅增强了作品描写

男女恋爱心理的艺术魅力，而且丰富了中国古代戏曲艺术辩证法的

美学思想。上海戏剧学院刘庆的论文从错认、误会手法的运用，贯

穿人物和事件的设置，不同类型场子的构造以及结局的安排等方面

对石巢四种传奇的情节技巧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讨论。海南师范大学

胡小成的论文则以马致远今存七种的杂剧作品为依托，论述了马致

远杂剧的文人化特征，还同时分析了文人化为杂剧逐渐脱离市井土

壤、脱离表演舞台， 终走向衰落埋下了隐患。中国戏曲学院刘小

梅的文章在广泛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对以马致远为代表的戏剧文化现

象作一种立体的考察，认为马致远的杂剧属于金元杂剧中的“逸

品”，它们在思想内容上受到当时的显教全真教的影响，在艺术精

神上更与宋元以来的文人画存在着惊人的契合，进而显示出浓烈的

士大夫文化的特征。这种艺术精神显现在具体作品中，构成了马致

远杂剧“逸笔草草”的美学品格。陕西师范大学潘晓玲、赵望秦、

张焕玲在《马致远<汉宫秋>与咏史诗》一文中分析了《汉宫秋》一

剧中咏史诗的三种类型，认为咏史诗的创作技巧、创作思路对《汉

宫秋》的创作有一定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汉宫秋》可被视为

以剧之框架写就的长篇咏史诗。扬州大学文学院许建中的发言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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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重新认识了《牡丹亭》的剧情结构与思想表达之间的关系，认为

正是借助于折叠式结构的便利条件，《牡丹亭》得以跨越时空、沟

通幽明，表演了如此曲折委婉的爱情故事，形成了浓郁的浪漫风

格，有效地体现了创作主旨，保证了剧情内在的完整统一。连云港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夏冉、许卫全的论文研究了近代剧作家刘清韵戏

曲创作的温婉又敏锐的女性特质。华侨大学文学院马华祥考论了嘉

靖重刊本《风月锦囊》（简称“锦本”）弋阳腔传奇《伯皆》生之

表演，对“生”的表演整部戏中的情感作了认真总结，得出“锦

本”生之表演处处含愁，愁成了生表演时的主要心理要素和表情要

素的结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阙真认为《牡丹亭》将戏曲与诗歌

融合无痕，其中集唐诗之丰繁，显汤显祖之多识博学；集唐诗之雅

丽，明汤显祖之文学主张；集唐诗之巧用，呈汤显祖之横溢才华。

   戏曲形成、创作与批评的外部研究 

   对戏曲体制、文本的形成与传播、戏曲批评的研究也是本次会

议集中讨论的热点。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齐裕焜在通读了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全元

戏曲》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收获，并将新见提出，这就是在小说

《水浒传》成书的过程中吸收了传说、说话、杂剧的成果，“水浒

戏的贡献不可磨杀”，为小说与戏曲共同生长的规律又增添了新的

论证。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涂秀虹认为说话和戏曲对三国故事的发

展起了重要作用，其论文以《三国志平话》为参照，探讨元代三国

戏与“说三分”之间的关系。两篇文章理一分殊，可以互参发明。

四川大学丁淑梅的发言及论文则涉足争议不休的宋杂剧剧本撰作问

题，从禁限乐语、俳优词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乐语、俳优词的性质

及其撰作者的身份，认为文人参与乐语、俳优词的撰作透露了宋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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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剧本编撰的要件信息，而官方的文化管制与文人参写的矛盾尴尬

心态，造成了剧本撰作禁忌、撰演离合及存录空白，延缓了宋杂剧

编撰的职业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程华平以古代戏曲编年为论述

对象，从戏曲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辨析等方面，总结了戏曲编年的

撰写原则。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宋常立在《北曲的民间音乐文化渊

源》一文中探讨了“金元时期流行于北方的杂剧与散曲所用的音

乐”——北曲的渊源，详尽论述了北曲与民间音乐体制、与民间曲

调以及北曲音乐与民间语言的关系，认为由民间音乐体制、民间曲

调等共同构成的民间音乐文化孕育了北曲。中国戏曲学院徐龙飞提

交的论文分析了中国戏曲发展史上跨文体继承现象，认为晚明清初

才子佳人戏曲不但影响了才子佳人题材的话本小说，更是才子佳人

章回小说的真正母体。中国戏曲学院王永恩的论文和发言从话本小

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传奇《雷峰塔》到京剧《白蛇传》，考

察了白蛇故事演变中主体的演变，认为白蛇故事主题的演变既无法

与前代完全割裂，同时又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和创作者的烙印。南京

师范大学文陆林的论文则根据家藏年谱、剧作抄本等珍贵资料，并

参考各家馆藏其剧作刻本、抄本及所撰诗集、方志等史料，对作者

生卒、字号、剧作本事、创作时间地点、版本异同等相关文学史实

给予考析，以求有助于清初戏曲家龙燮剧作内容的研究及其戏剧创

作进展的体认。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杜改俊的论文和发言分析了元

杂剧作者在创作、游离生活中显现的自觉的传播意识，视点独特。

南京大学吴新雷《<紫钗记>昆曲演唱史略》一文及发言考述了明清

之际《紫钗记》的演唱情况，经清代叶堂订立的《纳书楹紫钗记全

谱》而复活的情况，《紫钗记》折子戏《折柳阳关》的流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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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柳阳关》的台本形态以及 2001 年来的新情况，是一部《紫钗

记》昆曲演唱的小史。集美大学文学院王人恩的论文从杨掌生《京

尘杂录》记录的“红楼戏”创作、演出的记述，以及他对“红楼

戏”创作、演出的评价等珍贵资料，认为杨掌生及其《京尘杂录》

于研究红学发展史、尤其是研究“红楼戏”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

值。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的姜丽华《从<琵

琶记>“不可入弦索”到乐府称名管窥明代戏曲观念》一文借助在

《琵琶记》的接受研究中“不可入弦索”与乐府称名两组话语，研

究了其反映出来的明代戏曲观念的变化。淮海工学院文学院的伏涤

修的论文分析了金圣叹评点《西厢记》取得的成就，指出其评点的

不足并列举了主要表现。陕西师范大学刘军华通过努力考证出明清

戏剧家 26 人，并通过吸取文本中女扮男装等情节，透视了明清女

性作家戏曲之社会性别错位现象。以上研究可以看作外部研究。 

   基于戏曲体制视野上的戏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季鸿在名为《杂剧元代分折论》的论文

中，研究了元杂剧的体制形式，认为分折是元杂剧的一种楷范样

式，尽管分折元刊本杂剧尚未发现，但分折是一种客观存在，则依

然应予肯定；又从《元刊杂剧三十种》透露的文化信息中，得出

“不分折方式，是元杂剧的另种存在方式”的结论。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邹蓉在题为《从元杂剧元明刊本科诨之比较看明代戏曲的发

展》的论文中，通过元杂剧的元代刊本《古今杂剧》与明代刊本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臧懋循的《元曲选》中相同的六种杂

剧中的科诨比较，认为明刊元杂剧显得更成熟、更规范、更富于喜

剧效果，得出明人的戏曲观念较元人已有很大的进步”的结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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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杜海军从现存刊刻 早的元杂剧选本《元刊杂剧

三十种》考察中看出元杂剧分折以及题目正名等使用的不规范，还

有受诸宫调形式的影响等体制的原貌特征。可见元杂剧的体制问题

在本次会议上得到不约而同的重视。中央戏剧学院麻国钧认为在中

国戏曲发展史上，行进的演出艺术，包括队舞、队戏、走会等等，

对传统戏剧的影响甚至制约，是多方面的。在丰赡资料的基础上经

过详细的辨析，他认为现今舞台上司空见惯的“龙套”，实际上是

唐、宋、元不同演出艺术形态中惯常使用的队舞之变，这一变化的

过程，是逐步简化，进而程式化的过程。东南大学徐子方的论文则

认为明前期宫廷剧场完善了元杂剧舞台表演程式方面尚存在的诸多

不足，是“北杂剧舞台艺术之集大成”。明前期宫廷剧场的舞台体

制将金元以来的北杂剧演出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形成了规范

化的整体艺术气势，中国戏曲程式化得以初步完成。陇南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中文系关薇从场景布置与情节的关系来研究《西厢记》。

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石麟从《窦娥冤》第三折出发来谈关汉卿剧作

的“直观性”，认为作者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营造舞台气氛。河

南大学文学院张大新、杨蕾从戏曲的脸谱入手，考察了从驱傩面具

到涂面装扮，由昆山雅调到花部诸腔，脸谱在色彩上的崇尚与禁忌

不断累积和演化，认为戏曲脸谱中对色彩的崇尚与禁忌不仅为戏曲

艺术蒙上了神秘的宗教色彩，而且也呈现出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信

仰与审美趣尚。 

   少数民族剧作家及地方剧种、曲种研究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赵延花的论文及发言从抢婚故

事与英雄故事紧密结合、塑造智慧和勇敢的女性形象、描写了龙马

的形象及其故事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蒙古族民间文学对于蒙古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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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濡染和影响，发掘了杂剧研究和《西游

记》研究中被忽视了的因素。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马冀

也对元末明初 多产、 重要的剧作家、蒙古族第一位戏剧家——

杨景贤进行了研究，认为研究杨景贤及其作品不但对蒙古族文学

史、中国戏曲史和小说史具有重要意义。其代表作杂剧《西游记》

对小说《西游记》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在戏剧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

多有创新。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张正学的论文通过众多材料的辨

析，发现鼓子词是只唱不说的，对一些学术著作中关于“鼓子词与

话本都是有说有唱的说唱文学”说法进行了辨析。闽江学院中文系

邹自振则著文对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福州方言剧——闽剧

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兰州城市学院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张彦丽

提交给会议的两篇论文中，对兰州鼓子进行了田野调查和现象学描

述，并对兰州鼓子表演中的审美情趣与传承进行了探讨和分析。陕

西师范大学高益荣的论文及发言则饱含深情对振兴秦腔的进行思

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诸多措施。 

   20 世纪戏剧资料、学人经验、戏剧存在现状的研究与分析 

   中山大学中文系戚世隽的论文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剧本的

搜集、研究的历史作了疏理，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认为只

要转换研究视角，对古代剧本形态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

中国戏剧史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李占鹏的论

文及发言总结了 20 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主体价值与核心意义各自

的五个方面，认为全面考察它们的主体价值，具体分析它们的核心

意义，对深入了解和准确认识 20 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状况、范

畴、性质以及中国戏曲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都具有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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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引功能和难以替代的实证作用。南京大学文学院苗怀明所提交的

《殷勤做学问  诲人不知倦——赵景深和他的戏曲研究》一文是

本次会议收到的唯一的戏曲学人研究的文章，对戏曲研究者的启示

意义不言而喻。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吴敢的发言及论文在简单介绍

“尾声”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以富瞻材料综论了近代学人吴梅、

郑骞、王守泰三位先生关于“尾声”研究的情况。上海戏剧学院李

伟《欧阳予倩与二十世纪中国戏曲改革》一文探讨了欧阳予倩对二

十世纪戏剧改革贡献，兰州城市学院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的李

晓梅提交了《卢前“短剧”研究》的论文。以上论文均对 20 世纪

剧作家或者学者的戏剧经验进行总结。此外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戏剧

戏曲学 2008 级硕士研究生张蕾和孟文玉，提交了《陕西宝鸡市新

声剧团演员生存状态调查报告》以及《凤阳花鼓的历史和现状调查

报告》，以亲历性的调查说明了戏曲尤其是地方剧种及演出团体的

生存状况。针对此状况，武汉大学艺术学系邹元江在其发言中探讨

了地方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问题，认为中国戏曲，尤其

是地方戏正是“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遗产的高度集中”的表演艺

术，显出惊采绝艳的地域风情。“地域风情”正是通过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观念所强调的“文化空间”，即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的“文化场所”而呈现出来的，而这种强调“活的文化”、活的整

体的呈现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核心。 

   此外，集美大学文学院苏涵在发言中深入分析签占与戏曲的结

缘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认为戏曲的娱神感应与签占的求神灵验，

共同进行着对观赏者与求询者的征服。签占中的签头诗大多与宋元

戏曲相关，它们是戏曲在民间传播的另一种证明。作者从签占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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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戏曲传播的蛛丝马迹，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该文的意义更

在于开掘了寻找戏曲资料的新途路。 

这次会议学术成果丰硕，体现了当前中国古代戏曲研究的新特点、

新动向、新面貌，一言以蔽之，“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

沉”（宋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本次会议还出现了一些新面

孔，研究者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队伍年轻化，呈现了中国古代

戏曲研究后继有人的新气

象。                      

      （兰州城市学院朱忠元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