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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应大连理工大学何熙文教授之约，为他的《探究京剧之美》做序，心中忐忑了许久：除了生平第一次
为人写序外，还因为我对京剧理论了解的程度有限。
但缘于友情以及何教授的人品令我难以推却，所以决定动笔，不再犹豫。
用了两天的时间看完了整个书稿，不禁感慨万千。
一位几十年从事计算机智能控制教学与研究的教授，在接触京剧不过四年的时间里，在已迈过古稀门
槛之后，仍然有千里之心，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高度，以中华儿女的炽热情怀和使命感，义无反顾
地踏上了把京剧艺术带人大学校园这条艰辛之路。
这怎不叫人感动。
三年来何教授不仅在本校连续开设了“京剧魅力”讲座十几场，并请专业团体、名家名票来校献艺，
与学生互动，竞神奇般地将一本9章47节、从京剧的起源到今天的发展的作品呈现在大家面前，这是我
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记得余光中先生说过：“天下的一切都是忙出来的，唯独文化是闲出来的。
”是的，因为文化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确是与宁静和孤独相关。
现时代太多的人沉醉在吟诗作画、说古道今、咬文嚼字、附庸风雅的所谓“高雅文化”之中，不愿再
听到别的声音。
正是怕京剧这个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丢掉，也正是为了大学校园里再多一种声音
，2009年他带头成立由本校教职员工以及大学生组成的“大连理工大学京剧社”，并多次参加市里、
校园内举办的各种演出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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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记得余光中先生说过：“天下的一切都是忙出来的，唯独文化是闲出来的。
”是的，因为文化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确是与宁静和孤独相关。
现时代太多的人沉醉在吟诗作画、说古道今、咬文嚼字、附庸风雅的所谓“高雅文化”之中，不愿再
听到别的声音。
正是怕京剧这个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丢掉，也正是为了大学校园里再多一种声音
，2009年他带头成立由本校教职员工以及大学生组成的“大连理工大学京剧社”，并多次参加市里、
校园内举办的各种演出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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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京剧形成以前，戏曲分为“雅部”和“花部”：“雅部”指的是昆曲，意为高雅艺术；“花部”也称
为“乱弹”，指的是除昆曲之外的其他戏曲品种，当然也包括徽、汉两调的皮黄腔，意为非高雅艺术
。
皇宫内外的人已经听厌了昆曲，对初来的徽调和汉调（即西皮和二黄）这些“乡间野调”感到很新颖
，很喜欢，加上京音化，逐渐形成了所谓“湖广音，中州讽，，的京剧。
应该理性地认识和分析京剧形成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作用。
京剧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几乎所有地方戏曲的各种优秀元素，当然也包括昆曲，所以才说京剧是集大成
的艺术。
没有任何其他艺术品种可与之媲美。
从这一点来说，京剧形成的最主要因素是人民群众（也包括演艺群体在内）集体的智慧，皇帝也好，
盐商也罢，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京剧在民间唱红了，反过来又影响了皇宫，到了清同治、光绪年间，皇帝常常召名角进宫唱戏，京剧
鼻祖程长庚、梅巧玲等就时常进宫。
这个时候京剧得到了皇家的赞赏与肯定。
慈禧是个大戏迷，也很懂行，当时被称为“伶界大王”的谭鑫培就经常给慈禧唱戏，唱好了一次赏银
十两。
宫廷行为对京剧的发展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1911年，清政府灭亡，京剧却逐渐进入到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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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到底怎样欣赏京剧艺术？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我们对京剧都算不得内行，但是也不能总是看热闹。
京剧艺术与国外的交响乐一样，带有严肃、永恒的性质，它不像流行音乐或小品，热闹一时。
所以，欣赏京剧艺术必须先打好一定的基础，沉下心来，理性地去品味和欣赏，才能逐渐有所积淀，
有所感悟，有所提高，才能够真正理解中国京剧的博大精深。
要想欣赏京剧艺术，没有一定的底蕴是不成的。
首先要积累一定的历史知识；要有一定的中华诗词文化的修养；要了解基本的京剧入门知识，包括京
剧的起源，京剧的行当，京剧的音乐、声腔板式，京剧的程式特性，京剧的服装化装，京剧的剧目，
京剧的舞台道具，京剧的流派特点等。
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去看戏或听唱段，就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京剧艺术的确是博大精深。
一个人也不大可能全方位地欣赏京剧艺术。
不同的人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去欣赏京剧的某一个方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比如有的人喜欢这一流派，有的人却喜欢另一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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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探究京剧之美》由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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