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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泰顺位于浙南边陲，境内群峰叠嶂，峡谷幽深，激流沟壑，遍布其间，自古道路崎岖艰难。
唐代著名诗人顾况、罗隐当年路过泰顺，曾感叹这里“遥闻前村相对语，绕溪跨涧数里程”、“群山
万道，不可寻省”、“迢迢罗阳，仿若天上”。
由于行路艰难，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便成了泰顺先民独特的创造。
特别是唐、宋、明、清以来，泰顺先后建造了各式廊桥百余座，至今保存完好的有30余座。
　　“凌虚千尺架飞桥，势控长虹挂碧霄”。
泰顺廊桥一座一式，座座结构相似而又各具特色，有的如天弓倒挂，有的似新月出云，有的如蛟龙卧
波，有的似长虹饮涧，其建造之精美，气势之恢宏，令人叹为观止。
泰顺廊桥无论是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还是科学价值，在中国桥梁史上堪称一绝。
目前，在全国各地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廊桥中，泰川页占15座，为全国之最。
因此，泰顺被誉为“中国廊桥之乡”、“中国古桥梁博物馆”。
　　为弘扬廊桥文化，繁荣廊桥诗联创作，今年7～9月，由中共泰顺县委宣传部、浙江省诗词与楹联
学会联合主办，泰顺县文联承办的中国（泰顺）廊桥诗词楹联大赛已顺利结束。
这项工作得到有关领导和全国广大诗联专家和爱好者的大力支持，短短4个月征稿，就有1000多人（除
西藏、台湾、香港和澳门外）近4000首作品参赛，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的93岁。
经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评委认真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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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孙曼的实际情况，选择了田汉研究作为她的硕士论文题目。
为此，她下了很大功夫，阅读了不少有关资料。
这时，我正参加花山出版社《田汉全集》的编辑工作，接触到一些此前《田汉文集》未曾收录的文稿
，这对她的写作多少有些用处。
关于田汉，可以有说不尽的话题。
孙曼的论文，着重于其有关戏曲方面。
即使这样，限于时间和篇幅，她的阅读和研究所得，也没完全写进论文，从附录的《田汉与戏曲艺人
》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由于她的勤奋努力，这篇论文写得相当扎实，顺利地通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
　　孙曼虽然不是在专业戏剧团体工作，却一如继往地钟爱戏剧。
也许这正如她自己所说：“整个社会的浮躁，人们内心的不确定，更需要一种平静的力量，戏剧应该
可以给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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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晏，生于北京。
先后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获学士学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学专业，获硕十学位。
曾在广告公司做策划，主持过网站戏剧频道，在时尚类杂志社任执行主编。
至令已在多家报纸杂志发表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评论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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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田汉是中国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他对戏曲的认识一直比较清醒、独到，主张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是在尊重旧剧的前提下谈改革，不是一概否定，而是在创作与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有根基并切实可行的
理论体系。
这缘于田汉从小对戏曲艺术的深厚感情。
幼年时期在家乡，他最早接触到相当发展了的皮影戏、傀儡戏、花鼓戏和湘戏，他曾自述这是他接触
戏剧的起点。
民间戏剧中朴素的现实主义的东西以及浪漫主义的故事和表演，令田汉幼小的心灵十分欣动和爱慕。
他曾说：“我是如此地热爱戏剧，从幼小就感到离不开它。
”在田汉的戏曲作品和文论中，经常把戏曲、歌剧、话剧、新歌剧混同使用。
他有4个戏曲剧本涉及“歌剧”一词：京剧《雪与血》(1929年)，原题“历史歌剧”，即指历史题材京
剧；京剧《土桥之战》(1937)，1940年刊入战时出版社《战时歌剧选》；京剧《双忠记》(1942年)，由
文艺歌剧团首演，题作“新歌剧”；戏曲《珊瑚引》(1948年)，原题“歌剧”，即戏曲。
在1930年至1933年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田汉戏曲集》(1、2、4、5集)主要收录的是他前期的话剧
作品，可称为“戏曲”。
田汉1928年11月发表在上海《梨园公报》上的文章《新国剧运动第一声》中写道：“歌剧中也有新旧
，拿起我们唱的二黄戏来说，完全承袭前人的死的形式而忘记了他的活的精神，便是旧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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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曾经在2006年的博客里写过一篇《课》，回忆多年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习，有一天的课让我记忆深
刻。
上午，一位知名女教授讲创作的思想性：一个时代的存留应该是文化的存留，而社会功利一定会限制
创作思想的自由，使艺术缺乏永恒性。
在当今特殊的娱乐环境里，只能独善其身。
下午，一位知名男教授讲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
与罗振玉家大云书库50万卷书相伴，遍览蒋汝藻家三代藏书，指明学术的灵魂在于境界。
傍晚，王府花园‘大殿前的平台上，几个要好的同学没了平常课后的调侃，相对缄默。
自觉读书太少，心境浮躁，容易计较。
参看前辈学者，实在汗颜。
以后，一直以王国维的三重境界自勉。
第一境界：晏殊《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境界：欧阳修《蝶恋花》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境界：辛稼轩《青玉案》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感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的培养。
感谢前辈学者们的研究专著及研究成果。
感谢导师颜长珂先生，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均得到了先生的教诲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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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狂飙集:田汉的戏曲观与戏曲创作》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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