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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戏曲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范围的拓展和戏曲文物的大量发现，为宋金杂剧的研究提供
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宋金杂剧概论》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戏曲文物为中心，辅以历代文字史料，力图用社会学、经
济学、市场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民俗学的方法，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上多侧面、立体化地勾画出
宋金杂剧的面貌，使后来者减少在宋金杂剧研究上的搔首与盘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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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至于腰棚，应是在神楼定型为最佳观众看席后才出现的，是神楼的仿造物。
它按照戏台、神楼的位置关系，充分利用剧场空间，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条件较好的看席。
　　将前述山西临汾魏村三王庙剧场格局、山西临县克虎镇戏台及神楼、山西临汾东羊村后土庙剧场
及从杂剧《蓝采和》、散曲《庄家不识勾栏》等史料记载中得到的剧场的格局联系起来看，便会得到
中国古代剧场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　　（1）在中国古代两种主要剧场形式中，最先成熟定型的是
神庙剧场；为满足不同地域、不同经济状况、不同职业观众的娱乐需要，神庙剧场在成熟定型的同时
向神庙之外的其他娱乐场所扩散、演化，戏曲呈现出既娱神又娱人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乐舞、百戏、戏曲既娱神又娱人，双重功能无法分割，只不过各个时期的侧重点不同而
已。
早期以娱神为主，同时也埋下了娱人的种子——即使人们全心全意地把乐舞、百戏、戏曲献给神灵观
看，实际上也是娱神娱人同时存在的——为什么向神灵奉献这种伎艺而不奉献其他伎艺，为什么奉献
这一节目而不奉献其他节目，都是以人的好恶为标准、经过人来选择，而不是神选择的。
选择的过程就是认识、比较、欣赏、娱乐的过程，娱神的演出，恰恰是先娱人后才娱神的——四面观
的露台明显地要为更多的观众提供观看的条件，神庙剧场中的戏曲活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神为幌子
，以人为主体。
之所以造成以神为主的原因，是因为尽管人们在神之先取得娱乐，但这时人的自娱意识还不强，他们
是为神而选择，而不是为自己。
娱神是主流，娱人是潜流。
到娱人为主时，娱人成为主流，娱神则变成潜流——勾栏剧场挪用神庙剧场格局，商业性勾栏中却有
从娱神剧场中带来的“神楼”，神的影子一直笼罩着勾栏剧场。
乐舞、百戏、戏曲双重功能自始至终纠缠在一起，反映了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贯穿着的一个重
要主题——神人合一，天人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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