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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研究和编写中国戏曲史的工作，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经历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正式主持编写现在这部《中国戏曲通史》，大致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用将近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全书的编写工作，并于一九六三年
开始付排。
由于林彪、“四人帮”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破坏，这部戏曲史在当时未能出版，并因此被搁置
十多年之久。
第二阶段，一九七八年春到一九七九年底，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我们才能重新对这部稿子做了
程度不同的修订，并把书名正式定为《中国戏曲通史》。
　　本书是一部我国古代戏曲历史的专著，从戏曲的起源与形成起，到清代的地方戏勃兴止，大致结
束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的鸦片战争前后。
全书共四编：第一编，戏曲的起源与形成；第二编，北杂剧与南戏；第三编，昆山腔与弋阳诸腔戏；
第四编，清代地方戏。
　　本书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我国古代戏曲剧种、戏曲文学和戏曲舞台艺术发展的情况较全
面地介绍给读者；并且试图通过古代戏曲与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探索一些戏曲发展
的规律，为今天的戏曲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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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清代地方戏的表演（上）——多种脚色体制的全面发展 　　　第五节 清代地方戏的表演（下
）——综合性表演形式的进一步戏剧化 　　　第六节 清代地方戏的舞台美术 　　　第七节 宫廷戏曲
的舞台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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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戏曲通史：上第一编 戏曲的起源与形成 第一章 戏曲的起源 第一节 古代歌舞与古优中国戏曲的起
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
原始时代当然没有戏曲，但是在原始时代却已存在歌舞了。
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
《尚书·舜典》上说：“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
不是的，这只不过是一群原始的猎人披着各种兽皮在跳舞罢了。
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奏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
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
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
《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
质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辂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
”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
传说当然不尽可靠，比方说：“像上帝玉磬之音”，“致舞百兽”等，都是把古代生活的图景神话化
了。
但这幅图景中的真实情况却也被保存了几分。
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
”），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置缶而鼓之”）、石器（“拊石击石”）发出声响，去恐吓野兽，于是
野兽们就狼奔豕突地逃走（“致舞百兽”）而终于落网了。
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
造了狩猎舞。
这时所谓“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
。
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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