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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元杂剧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宗丰厚遗产，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加以接受：可以改编演
出，使其活在舞台或者荧屏、银幕上，供广大观众欣赏；可以作为文学作品，供广大读者阅读品味；
可以从学理层面进行研究，深入探讨与其有关的种种问题，诸如发展历史问题、艺术成就问题以及理
论批评问题等等。
实际上，在中国的戏曲理论批评研究中，元杂剧的批评无疑是一个热点，研究者众多而且成果相当丰
富。
审视元杂剧理论批评的研究成果，大约有几类：一类是文学史和戏曲史中论及的元杂剧批评，主要配
合元杂剧发展史的描述来讲述其理论。
一类是数量众多的戏曲批评史著作，均将元杂剧理论作为其中重要的部分加以阐释，多少不等地涉及
了古代元杂剧批评，学术体系严谨而富理性思辨色彩，但均以整个的古代戏曲批评作为自己的研究对
象，元杂剧的批评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有时未及全面展开。
一类是专门的元杂剧批评著作，妙见迭出，深入地论述了元代元杂剧的批评，而对元杂剧批评发展的
整体脉络尚可进一步梳理。
上述研究著作的理论研究价值很高，但因研究宗旨和重点不同，因此对于元杂剧批评的研究尚有很大
的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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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上、中、下三编。
上编主要从“元杂剧批评史的梳理”角度介绍与展开了元杂剧批评发展的脉络；中编从“批评的主体
”这一角度重点分析了元杂剧批评的特色，包括批评主体、批评观点和批评范式等；下编从“批评的
观点”出发，依次阐述了“戏剧”观念的批评和“曲”观念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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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建华，男，1972年生，山东泰安人。
2002年干山东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于华东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泰山学院文学院。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戏曲和中国曲艺。
先后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中国典籍与文化》、《东岳论丛》、《中华戏曲》及《艺术百家》
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共计二十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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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社会思潮尤其王学对此时杂剧批评产生重大影响王阳明心学于此时最为兴盛。
王阳明宣扬“良心”、“致良知”，王艮提倡“百姓日用即道”，李贽则标榜“童心说”，而陈确提
出更具冲击力的理论“人欲即天理”，冲击了传统的“存天理、灭人欲”。
文学界对此响应甚烈，公安派“性灵”说最具典型性，传统的文学内容和体式不再高高在上，而世俗
化的小说和戏曲得到极高的认可与标榜。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精神的领导者多为南方人，而此时包括元杂剧在内的戏剧批评也主要是
在南方展开的。
王学影响较明代中期更大。
（一）在批评中提高了元杂剧的社会地位最为典型者，金圣叹直接将《西厢记》称为《第六才子书西
厢记》。
李渔在《闲情偶寄》对此有所解读：施耐庵之《水浒》、王实甫之《西厢》，世人尽作戏文、小说看
。
金圣叹特标其名日《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
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
噫！
知言哉！
李渔可谓金圣叹的知音，他深知金圣叹与他本人一样，都是在标举一种被人“小视”了的文艺种类。
对小说、戏曲应有地位的呼吁，自明嘉靖时的一些著名批评家如徐渭、李贽等开始至此已有一百多年
了。
这种呼吁声逐渐汇成一种文艺思潮，成为晚明清初文艺批评的一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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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以《元杂剧批评史论》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更是一件让我诚惶诚恐的事情
。
因为在中国戏曲的研究中，元杂剧的批评研究最为密集，集中了最多的才识之士，出现的成果也最多
。
在某种意义上说，元杂剧的批评研究接近一个禁区。
面对庞杂的资料如何梳理？
如何写出自己的新意？
如何建立自己批评的框架？
应该说，在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充满了恐慌和焦灼。
现在看着自己的产品，仍然充满了踟蹰、迷茫和犹豫。
不管如何，这个论文见证了自己的一个时代，作为自己前进的一步脚印结结实实留在了曾经走过的路
上。
现在把它拿出来，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得到同行学友的批评，从而让自己真正的迅速成熟起来。
写作历时一年有余，其中发生了很多事情，都已淡漠，惟赵老师的谆谆教诲依然在眼前。
确定题目的时候，赵老师为我再三斟酌、几番推敲。
赵老师两次审阅我的初稿，每当我把审阅后的稿子拿回来后总是大吃一惊。
每一页上都被赵老师细细修订，修改符号瞒眼都是。
大到一个观点的表述，小到引文的错误、符号的不规范等无不顾及到。
我心中的感激和惭愧、内疚一起翻滚、缭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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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元杂剧批评史论》由齐鲁书社上。
元杂剧批评分为“杂剧盛行期的批评”和“传奇盛行期的批评”元杂剧批评的主体包括文人、统治层
和大众元杂剧批评的核心是戏剧观念、曲观念和文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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