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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傅谨先生写了一本很了不起的书《戏班》，嘱我写序。
傅谨是我的老朋友，加上写的是我的老家浙江台州的事情，所以尽管我不是戏剧方面的专家，还是欣
然答应了下来。
说起戏剧艺术，人们（尤其是大城市中的青年人）常常会联想起博物馆文化甚至濒危物种。
博物馆文化是一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失去联系的文化。
如果说艺术的根最终还是要扎在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中，那么至少在许多人看来，中国戏剧艺术即使
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成为博物馆文化，至少也是一种正在博物馆化的文化。
君不见现代青年所热衷的早已经是流行歌曲、蹦迪、另类小说之类新生且常常西化的文化与艺术，于
传统戏剧只是“听说过”而已。
但是戏剧的所谓“衰落”或许只是发生在城市中的现象，而且也是一个未必具有所谓“必然性”的现
象。
农村并不尽然。
在城市中，戏剧的衰落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的。
在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过程中，所有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越是具有中国
特色的文化艺术类型就越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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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持续八年对台州民间减班进行田野调查与研究的力作。
它从，一个戏剧理论家的独特视角。
详尽而细致地描述了台州戏班的历史与现状、内部构成、演职员的生活方式、经济运作方式，以及它
特有的演出剧目与演出形式，客观剖析台州戏班的存在方式与内在构成，由此揭示了它拥用的顽强生
命力的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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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谨，中国戏曲学院特聘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所所长。
1956年出生，199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浙江艺术研究所、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中国戏剧与美学的研究及教学工作。
出版《戏曲美学》、《感性美学》、《中国戏剧艺术论》、《新中国戏剧史（1949-2000）》、《温岭
戏班》等著作多部，在《文艺研究》等学术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倡导“国剧本位”的戏剧理论，现致力于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民间戏剧研究，以及濒临失传的戏剧
的研究、传承和保护工作。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戏班>>

书籍目录

引言　方法与缘起第一章　历史与现状  第一节　历史和语境　第二节　戏班的数量与布局  第三节  活
动季节与场所  第四节　文化部门的管理第二章　戏班的构成与生活  第一节　戏班规模  第二节　班主
 第三节　戏班里的生活  第四节　演职员的来源及流动第三章　戏班的经济运作　第一节　戏路与戏
价　第二节　放戏和写戏　第三节　演职员的收入与开支第四章　表演形式与演出剧目　第一节　戏
单　第二节　路头戏　第三节　剧本戏　第四节　附加的剧、节目后记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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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果我们暂时将戏班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基础放下不谈，仅仅着眼于戏班本身内在结构的合理性
，那我们就不难发现，台州戏班也像中国所有地区的戏班一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首先，中国戏剧一直是在高度商业化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不仅在都市的勾栏瓦舍有营业性的演出，
而且在乡村，演出活动的商业运作方式虽然与都市有所不同，然而就戏班创办者的目的，以及戏班的
内部结构这些特定角度看，它始终是营业性的、以赢利为目的的表演团体。
戏剧艺术本身具有的多重功能，使得以文人化的、非赢利的方式介入戏剧创作与演出的行为，也具有
它的合理性。
不过，这种文人化的、非赢利的创作与演出必定带有客串的、兴之所至的性质，而且，这种创作与演
出的个人化特征，决定了它与一般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之间，很难建立稳固和持久的联系。
因此，一般民众对戏剧欣赏的需求，只能通过商业化的途径，以市场化手段引导一部分人兴办经常性
地从事戏剧演出的戏班实现。
只要民众对戏剧存在经常性的持久兴趣，营业性的戏班就会出现，而且必然应运而生。
其次，戏班始终是不断流动着的，从宋元时期艺人们常自称为“冲州撞府”的“路歧”看，中国戏剧
最早的演艺人员就是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流动演出的。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载《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有“路歧歧路两悠悠，不到天涯未肯休”句，
元代杂剧《蓝采和》说在演出的戏班“是一火村路歧”①，都说明了这种流动演出现象的普遍性。
清代官府规定戏园不准自办戏班，戏班不准自办戏园，则从法律上保证了在日益都市化的背景下戏班
继续以流动性的方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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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岁月荏苒，《草根的力量》出版已经八年。
八年里，这部书让我结识了很多同行，同时也为我带来了很多荣誉。
写完这部书之后，我还应邀为多家杂志写过有关这一课题的文章，并且数次重新回到台州，继续我的
研究。
但所有后来的努力，似乎都不如这部书里所写的内容那么鲜活。
这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著作。
由于初版印数太少，我不得不经常听那些苦于买不到本书的读者朋友抱怨。
听着，我有些歉疚，但是也有些得意。
其间有数家出版社希望重印再版，但是我迟迟没有同意。
我想这样一部纯学术的著作，重版的机会并不多，我不求其他，只希望有好的营销，不是为了自己的
收入，而是为了让更多人更便捷地读到它。
直到北京大学出版社提出再版的意愿，我相信这次的选择是正确的。
所以我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感谢策划编辑王炜烨先生。
抱歉，只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做些修订。
出版社希望改个书名，对我而言，改成《戏班》，或许更加醒目，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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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戏班》：原名《草根的力量》荣获“中国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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