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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宋元戏文，一些明人是不大看得起的，任其散佚。
到了清朝，简直不大有人知道这个剧种了。
在辛亥（一九一一）革命前后，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考》、姚华先生《菉漪室曲话》相继问世，重
新提到湮晦已久的戏文，开辟了以乾嘉学者治经史之法治曲的道路；而吴梅先生更以戏曲一科搬上了
大学讲座；过去鄙薄戏曲为小道之风，扫除净尽，这对后来的影响很大。
就戏文而说，他们收获虽不甚多，然筚路篮缕之功，不可泯没。
我留意宋元戏文，始于一九二四年。
直至一九三四年，《宋元南戏百一录》（《燕京学报》专号之几）才出版，时间虽长，收获甚少，很
觉惭愧。
所可喜者，赵景深先生之《宋元戏文本事》也于是年出版，深感吾道不孤，有了共同研究的伴侣。
次年，北京忽然发现了一部《九宫正始》，骤然增加了一大批戏文的新资料。
陆侃如、冯沅君两先生据此写了一部《南戏拾遗》，于一九三六年出版。
此抗战前的研究情况，偏重于辑佚工作。
解放以来，在党的文化政策指导下，我的认识有所提高；而且罕见的书大量出版，给研究工作以极大
的方便。
首先，我觉得过去对戏文的辑佚工作，有总结一下的必要，于是在一九五六年，出版了《宋元戏文辑
佚》；接着，把五种保持真面目的戏文加以校注，在一九六五年，出版了《元本琵琶记校注》，今年
完成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只有成化本《白兔记》尚在编写中；而这部《戏文概论》，则企
图将戏文作一个比较全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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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钱南扬（1899--1987），名绍箕，字南扬，以字行，浙江平湖人。
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中文科，师从许之衡、钱玄同、刘毓盘、吴梅等著名学者。
1925年大学毕业后，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与学术研究，曾先后任教于宁波省立四中、临海省立六中、
杭州省立一中、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湖州师范学校、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等；1959年起，任南
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钱先生专研我国民间文学、民俗学、戏曲史，尤其在南戏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成就卓著，深受海内
外学人的瞩目与推重。
    我们此次出版钱南扬先生的著作，除收有《谜史》、《宋元戏文辑佚》、《戏文概论》、《永乐大
典戏文三种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南柯梦记校注》等专著外，另将钱先生的散篇论文汇辑
为《汉上宦文存》，单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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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卫，而廛井环匝，为一方雄镇；今仅有空城，民居寥寥矣。
今不如昔，不但弋阳，海盐未尝不如此。
我们固不应根据清代情况，去衡量它们的过去。
第三章戏文以前的古剧我国戏剧萌芽很早，一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如晋之优施，楚之优孟。
这里远的不谈，姑从唐朝谈起。
我们晓得在阶级社会里，一定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文化，戏剧当然不能例外。
戏剧到了唐朝，已经相当进步，这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果实。
惟历来文人，以戏剧为小道；尤其是对民间戏剧，更因其俚俗，不屑加以记载。
使后来研究者，感到一鳞半爪，文献无征。
即如唐朝民间戏剧的情况，就知道得很少，《唐会要》卷三十四《杂录》云：其年（开元二年、七一
四）十月六日敕：散乐巡村，特宜禁断。
如有犯者，并容止主人及村正，决三十，所由官附考奏；其散乐人仍递送本贯，入重役。
又《论乐》载开元二年八月七日，曾下敕禁女乐，云：“伤风害政，莫斯为甚。
既违令式，尤宜禁断。
”“可见当时确有散乐，在村坊间巡回演唱；而且还有女演员参与其间。
至于在都市演唱，供市民阶层娱乐的散乐，则有固定的戏场。
惟当时所演，一定有百戏杂技参杂其间，分工不会象后世那样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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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戏文概论·谜史》：钱南扬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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