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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昆剧发展史》编著者胡忌、刘致中。

胡忌、刘致中二位先生合著的《昆剧发展史》1989初版，此书一经问世即为经典，为治戏曲史者的必
备之书，而此书自初版之后再未重印，后来之学者常叹一书难求。
《昆剧发展史》以十分丰富的资料铺展其篇章，这里既有大量新开掘的资料，也有对人们所熟知的旧
有资料的深耕细作。
由此扩展了昆剧历史的视野，提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新看法。
有鉴于昆剧这个剧种在整个戏剧史中所占的比重之大，一部昆剧史几乎可相当于半部中国戏剧史，《
昆剧发展史》一书在中国戏剧史研究中的价值与地位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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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天启、崇祯时期，昆剧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南北两京和江南地区。
在江南地区，昆剧的演出盛况空前，昆剧的创作为数惊人。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除了上述昆剧产生于这一地区和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繁荣等原因外，还有明
末农民大起义和东北满洲贵族发动侵明战争的原因。
　　明代后期，由于大地主阶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和对农民剥削的加强，明代中期以来社会经济发展
所取得的果实，为皇室和大地主集团所吞噬，广大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社会矛盾激化。
天启七年，陕北饥民在王二的率领下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接着高迎祥等人纷纷领导群众起义，张献忠也在延安起兵。
后来成为明末农民起义杰出领袖的李自成，也投入农民起义的洪流。
这次农民起义规模大，经历的时间长，陕西、四川、河南、河北、湖北、安徽等地区都是农民起义军
同官兵搏斗的战场，而江南大部分地区却相对稳定。
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上述陕西等地区的地主富室、学士文人，纷纷逃亡到江南地区，特别
是南京苏州等地。
　　另一方面，明代后期的民族矛盾也很尖锐。
万历末期，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大举侵明，明朝对辽东的统治开始动摇。
天启七年，崇祯二年皇太极先后出兵攻明，直迫北京。
当明末农民起义军胜利进军时，皇太极于崇祯九年改国号为清，企图灭明。
在这种形势之下，辽东地区的地主富室，有一部分人也避居江南。
　　辽东地区满洲贵族发动侵明战争，江南地区是地主富室的避难所；中原广大地区是农民起义军驰
骋之地，江南地区成了地主富室的避风港。
这些地主富室南来时，都携有大量财富。
他们移居江南以后，继续过着他们奢侈的享乐生活，昆剧也就成为他们之中不少人声色之娱的主要内
容。
这是促成天启、崇祯年间江南地区昆剧空前繁盛的另一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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