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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戏是我国戏曲的最早成熟形式，但由于年代久远，鲜有文人参与和资料散佚

等先天性的因素，今人对南戏的研究受到了诸多限制。福建莆仙戏作为我国早期南

戏的一支，历史悠久，拥有五千多个传统剧目、八千多册古抄本，素有宋元南戏

“活化石”、南戏“遗响”之美称，刘念兹先生更是把它誉为“迄今收藏世界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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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最丰富的一个图书馆和博物馆。”1[1]它与梨园戏同为福建南戏的代表剧

种，但较之梨园戏，莆仙戏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力度均嫌不足。令人欣喜的是，福建

省艺术研究所马建华同志的学术专著《莆仙戏与宋元南戏、明清传奇》（中国戏剧

出版社 2004 年 6 月版）适时地出版了，这正是研究领域迫切需要的一部全面系统

地深入研究莆仙戏的力作。该书将莆仙戏置于中原文化南移和中国戏曲发展史的宏

大背景中，来确定其历史地位和文化艺术价值，是对莆仙戏进行系统研究的一个突

破。细阅此书，颇多启悟，兹不揣鄙陋，勉为评析之。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这部著作充分地体现了创新精神。作者以其敏锐的学术

眼光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在占有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结合文献学、文艺

学、人类学、语言学、宗教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旗帜鲜明

地提出自己的论点，多有创见，并且以严谨审慎的考论使这种创新建立在坚实可靠

的学术基础上。通观全书，发现其在以下几方面显示出新的跃进。 

首先，作者一改传统戏曲史研究主要注目于文人戏曲的“单视角”取向，将视

点投向莆仙戏，对莆仙戏与文人戏曲的差异进行历史的还原研究和比较的文化阐

释，旨在建立一种兼顾文人戏曲与民间戏曲的“双视角”的崭新的戏曲史观。该书

通过仔细辨别莆仙戏与明代南戏、明清传奇大量相关剧目，在关键情节、人物形

象、主题内容、结构安排、场次调整、情节增删、出数多寡、曲牌用量、雅俗语言

的运用、抒情与叙事的比重，甚至某一细节等方面的不同，以凸现民间戏曲与文人

戏曲在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识上的差异，新见迭出。如莆仙戏《勾践》的结局是让范

蠡与西施，由入道成仙——养闲到老，而不同于传奇《浣纱记》的泛湖归隐和《倒

浣纱》的沉西施于湖，作者认为这是一种质朴善良的民间道德观的表现，是对女人

亡国论的否定，代表了民间世俗文化的价值取向。又如只有九出的莆仙戏《牡丹

亭》删掉了长达五十五出的汤显祖《牡丹亭》中以抒情为主的场次，如《惊梦》、

《寻梦》等，只基本保留了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主要情节，书中

强调指出，这种删改是地方文化观念及民间审美观念选择的结果，表现了民间戏曲

偏重于“事”的情节审美趣味。此外，该书还通过莆仙戏与苏州派传奇、李渔戏曲

在重视舞台演出、精简剧本结构、增强情节趣味、加重叙事成分、崇尚以俗为美等

方面共同特征的阐释，揭示了清初戏曲回归民间、贴近民间的历史走向，而这种选

                         

[1] 刘念兹《南戏新证》，第 89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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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结果就是文人戏曲与民间戏曲的合流——清中叶花部的兴起，文人戏曲向民间

戏曲的靠拢最终使传奇体制消解，而民间戏曲却存活至今，并由此启示人们，对戏

曲的研究，不能只注目于案头剧本，而应重点研究至今仍然存活的剧种及其民间演

出本。 

其次，肯定了民间抄本资料对于南戏研究具有文献学上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和作

用。书中通过抄本与刊本的详细对比，论证了抄本与刊刻本的“变与不变”都是相

对的，力图恢复早期南戏的某些原貌，从而将早期南戏“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文献

研究，导向“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民间活态的艺术探讨。如把莆仙戏《目连救母》

和郑之珍《目连救母劝善记》以及其他民间诸本相比，通过莆本的“有情目连”形

象、傅相一家的佛教归属、刘贾形象悭贪性格，与郑本等的“无情目连”形象、傅

相一家的道教归属、刘贾形象的欺骗性格等的仔细对比，以及莆本中大量佛教术语

及其时代特征的考察，充分说明了莆仙戏目连故事系承唐变文衍变而来，比郑本

《目连救母劝善记》更接近宋元期间目连戏的原貌。其中，对莆仙目连戏与《血盆

经》密切关系的详细考证，具有填补空白的独特学术意义。又如莆仙戏《王魁与桂

英》、《敫桂英》都保留了桂英活捉王魁的关键情节，与宋代有关王魁故事的笔记

小说基本相似；而明传奇《焚香记》则以王魁不负桂英的大团圆来结局，与南戏原

貌相去甚远。通过两者的比较，该书认为莆本王魁故事更凸现早期南戏的原貌。最

终，通过诸如此类的抄本与刊刻本的一系列的对比，作者得出结论：莆仙戏的珍贵

抄本，对于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戏曲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三，该书对莆仙戏所用莆仙方言的研究拓展了戏曲史研究的道路。莆仙方言

于宋初从闽南方言中分化出来，由古闽越语、吴楚语、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层层积

淀而成。莆仙方言在学界有“超广韵的口中文物”之称，正是这种“超广韵”的莆

仙方言，使得莆仙戏回荡着宋元南戏的“遗响”。书中通过莆仙戏用韵的入声独

用、平上去入四声混押，以及杂韵混押的大量例证，有力地论证了周德清《中原音

韵》所说的早期南戏皆用闽浙之音，即用福建、浙江的方言来演唱，而非中原音

韵。由此，作者遂纠正了以《中原音韵》来批评宋元南戏不合音律的错误做法。书

中还认为闽浙之音可谓上击音韵与中古音韵的“交响曲”，而莆仙戏至今仍保留着

古音，所以可以说莆仙戏是宋元南戏和中古音韵的“双遗响”。作者还详细地比较

了闽音与浙音的异同，指出二者的区别在于莆仙戏保留了上古音韵的某些特征。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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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该书由对莆仙戏方言的研究，进而就学界争议不定的南戏与传奇的界定问题，

提出了新的标准，即应从剧本产生的年代、剧本体制和音韵三方面综合判断。 

其四，在研究方法上，本书运用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文献文物互相佐证的

“三重证据法”，并从宗教、民俗、历史、文化、文学、美学、艺术、音乐、语言

等方面进行立体交叉的阐述，力戒单纯依靠文本或文物的片面性，故能使书中的见

解具有坚实的基础，言之有据，论不虚发。如对目连戏所体现的灵魂与地狱信仰的

研究，书中广泛联系到 1995 年 10 月莆田凤山寺出土的北宋淳化三年（992 年）的

“无量寿佛宝塔碑”体现的佛顶尊胜信仰、莆田南山广化寺东侧的释伽文佛塔上的

超度铭文和佛塔上目连与狗的浮雕、民俗中转藏（莆仙方言又称“牵塔”）的佛教

仪式、《血盆经》超度妇女的宗教仪式、唐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中关于目连

在佛塔前超度母亲的文献记载等相关内容，相互印证，补缺释疑。又如对莆仙戏

《似道被贬》的研究，作者采用“瞻前顾后”的方法，来推论其产生的年代。“瞻

前”，即追溯故事情节的来源，《似道被贬》的细节大都可在《宋史》和宋人周密

《齐东野语》、宋末元初人蒋子正《山房随笔》中得到印证；“顾后”，即检索后

代同类情节的记载是否有类似的情况，《似道被贬》中贾似道的死法与明人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余》、冯梦龙《古今小说·木棉庵郑虎臣报冤》等文献所记相异。由

此基本推论出《似道被贬》保持了宋元南戏的某些原貌。书中对莆仙戏与宋元南

戏、明清传奇相关剧目之差异的比较，都是从文本细节入手，并力求以文献资料佐

证之。 

    这部著作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叙述平实、学风端正；尤其是考证、辨析

与研究的功力，深厚扎实且别开生面。本书是著者对莆仙戏和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重

要贡献，与前之吴捷秋先生的专著《梨园戏艺术史论》相互辉映，对研究宋元南

戏、明清传奇有着甚佳的参考价值。 

 

刘  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研究员 

陈建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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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2005 年 5 月 12 日）：“马建华通过莆仙戏与中国南戏、明清传

奇的比较，客观地描述出莆仙戏在戏曲史上的地位及文化、艺术特色，总结出民间

戏曲与文人戏曲文化观念及审美观念的差异。为此他克服了研究地方戏曲的诸如方

言、俗字、别字、错字、古字、残缺；所传戏文作者无年代；抄本流传戏的变化；

学界尚未对民间戏曲与文人戏曲作系统比较；方法上无所依傍等困难。终于完成了

这本 59 万字，分为 10 大章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研究价值、工具性质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