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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戏剧艺术虽然渊源可上溯到春秋战国，但要到元代前后，也就是13世纪、14世纪前后，才产生文
本比较完整、表演艺术逐渐形成体系的用南曲演唱的南戏和用北曲演唱的杂剧，因此中国戏剧史论的
发展相对地说也比较晚。
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钟嗣成的《录鬼簿》、夏庭芝的《青楼集》是初期的戏剧史论，理论性
不强，史料还是比较丰富的；到明、清两代，王骥德的《曲律》、潘之恒的《鸾啸小品》、李渔的《
闲情偶寄》这才具备戏剧理论的内容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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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星煜（1920－），江苏溧阳市人。
历任图书馆管理员、编辑等职。
主要研究明史、中国戏曲史。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戏曲研究院研究人员、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大与上海师大兼职教授
。
有关《西厢记》专著计七种，分别出版于北京、上海、台北与日本。
此外《中国戏曲史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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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腔发展史的再探索　魏良辅之生平和昆腔的发展{　关于魏良辅与(《骷髅格》、《浣纱记》的
几个问题　昆腔发展史索隐　调腔·本腔·昆腔　《上海昆剧志》的贡献与不足　上海在昆曲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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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　《慕色》婉约秀美《还魂》相形见绌——关于《牡丹亭》的反思　《牡丹亭》茶文化含蕴之探
索　“袅睛丝吹来闲庭院”考释——与夏写时教授商榷　汪廷讷所作传奇考辨　范文若的生平与《博
山堂三种》——关于《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国戏剧史》、《明人传奇总目》对　范文若错误记载
的补正　“彭天锡串戏妙天下　张岱的戏曲鉴赏与戏曲史论　《永安王宫人梨园行》考　吴炳降清后
死于痢疾考　《六十种曲》的编刻与流传——黄竹三、冯俊杰主编《六十种曲评注》序　明末书林的
戏曲选本　阿丑的讽喻艺术　明清两代的口技艺术　明清小说戏曲中的王翠翘故事清代编　陈实庵、
朱素臣生平钩沉　裘琏及其《四韵事》杂剧　《长生殿》与李白的《清平调》　黄之隽及其《唐堂乐
府》　黄图秘及其《雷峰塔传奇》　蒋士铨和他的戏剧创作　彭元瑞与乾隆年间的戏曲活动　周书及
其《鱼水缘》传奇　夏秉衡及其《秋水堂传奇》　王昙及其诗文传奇　焦循与魏长生　焦循及其《花
部农谈》　从《易余篱录》探索焦循的戏曲理论　是柳筱阁还是杨小楼?——《清官十三朝演义》与戏
曲史　汪笑侬编演剧目存佚考近代、现代编　鲁迅先生与乱弹、调腔、目连戏　揭开鲁迅五看秦腔的
疑案　欧阳予倩研究戏曲声腔的成就　胡适与元杂剧、明清传奇　胡适与京剧　黄芝冈及其汤显祖研
究　周明泰之著述与收藏　戏曲理论家赵景深教授传略　徐筱汀对京剧之贡献　徐朔方教授与汤显祖
研究　《天仙配》故事的历史地理考察　日本汉学家波多野太郎　田中谦二的师承与对晚辈的培养附
录　徐振贵《中国古代戏剧统论》序　姚品文《宁王朱权》序　冯俊杰《山西神庙剧场考》序　黄吉
士《西安高腔荟萃集》序　朱恒夫《滩簧考论》序　听蒋星煜教授讲《中国戏曲史》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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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说“冯魁富”，他有多少经济上的能耐？
用在苏卿身上究竟多少钱呢？
王哗[水仙子]《冯魁答》：“茶引糊成铲怪锹，庐山风髓三千号。
”无名氏[点绛唇]《半世着迷》：“冯员外不见机，三千茶盐落水。
”无名氏[点绛唇]《花面金刚》：“把三千茶送在平康巷，五百盐堆在章台上，十块钞卸在梨园放。
”茶引是贩茶商人向官方所领的营业执照，出钱钞的多少决定营业的规模与数量，三千茶引是规模最
大的富商所花费。
在这里并不是说真的把茶引交给了苏妈妈，而是说用的银两足够办一份大号茶引。
“三千茶”、“五百盐”、“十块钞”三者看来是等值的，之所以用“盐”比拟，因“三千茶”的花
用弄得一场空，等于盐落水中化为乌有也。
最后要说明的是冯魁之所以要上金山，并不是他有什么一览山水胜迹的闲情逸致，近人考证是去参加
茶叶买卖的集市，有此可能。
我认为《苏小卿月下贩茶船》等杂剧、散曲固然主要是写妓女、商人、士大夫之间的爱情纠葛，但对
宋元时期的茶商活动也从一个侧面作了简单的描绘。
有关双渐苏卿的杂剧、戏文、诸宫调固仅存佚曲，作为反面人物的茶商，叫作冯魁或江洪，其职业上
的特征亦少描写。
但今存南戏《张协状元》则为一完整剧本，有两处对茶文化有所反映。
第八出（丑做强人出白）：“⋯⋯贩私盐，卖私茶，是我时常道业；剥人牛，杀人犬，是我日逐营生
。
”中国古代对于民生必需的盐和茶都征收重税。
以茶税而论，有时向种植的园户收，有时向远销的商人收，有时分摊到消费者的一般老百姓，所以“
卖私茶”也成了老百姓铤而走险的一条路。
可能“卖私茶”者规模较小，成群结伙者亦较少，所以在史书、笔记中尚未发现卖私茶起家后来称霸
一方的如钱谬、张士诚等那样知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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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所收论文最早为上世纪60年代所作。
当时《文汇报》、《光明日报》均为对开一大张。
承蒙他们分别在要闻版面上刊载我研究魏良.辅《南词引正》的考证与介绍欧阳予倩对戏曲声腔的探索
，对我确是莫大的鼓励。
此外分别发表于改革开放初期之《中华文史论丛》与《社会科学战线》两刊物者较多，而上海戏剧学
院学报《戏剧研究》创刊之际，即再三向我约稿，所以三十年来我基本上保持每年或每两年投稿一篇
。
例如《（唐人勾栏图）在中国戏剧史上的意义》等等较有影响的论文都是在该刊发表的。
还有《戏曲研究》、《中华戏曲》、《华东师大学报》、《上海师大学报》、《山西师大学报》、《
河北师大学报》等高校学报亦对我关怀备至，一再为我提供宝贵篇幅，对我的研究工作当然也起了推
动的作用，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最近这两三年，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日益活跃，台湾又新成立了戏曲学院，承台湾大学资深教授曾永义
先生不弃，约我为其学报撰稿，我先后为之撰写有关《牡丹亭》论文两篇，并得到李殿魁诸教授好评
，都成为我美好的记忆。
在2002年之前的论文，我曾陆续辑成《中国戏曲钩沉》、《中国戏曲史探微》、《中国戏曲史索隐》
、《中国戏曲史拾遗》、《艺海猎奇》诸书出版，这一类偏重文献的论著，读者面不是太宽广，印数
不可能多，出版社能够接受，也是赵景深、罗竹风诸先生大力推荐才促成的。
后来始终没有再版。
而2002年以后的论文，除了有关《西厢记》、《桃花扇》这两部经典的已辑集之外，亦均未成书。
现在这本集子实际上是我六十年来研究元杂剧、明清传奇，尤其是研究关汉卿、汤显祖二位生平事迹
与戏曲创作的成果的一次展示。
期盼得到批评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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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戏曲史钩沉(套装上下册)》：我在研读诸大师古典戏曲论著时，十分崇敬他们的深厚功力与敬
业精神，为了把问题弄得更清楚更透彻，也经常用某些不常见的古籍一旁对照核实，事实证明，这种
读书方法有许多好处，不仅加强记忆，而且会有新的发现，现在把这些新的发现谈一谈首先是非常钦
佩前辈的成就，在这一前提之下，也提供点滴史料，做一定程度的补充订正，只有极少数的例证提供
了另一方面的论据，对前辈大师的论点表示了存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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