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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纵横两个方面论述中国戏曲与中国道教之间的关系。
梳理了从汉唐到元明清、以至现代的道教戏曲历史脉络。
并从道教文学入手，通过对仙诗、仙话、神仙故事、道偈、道情、步虚词以及青词等道教艺术的描述
，揭示了道教文化与传统戏曲之间血脉相连的紧密联系，对传统戏曲的道教渊源做了有益的探索与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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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童翊汉，1929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生。
江西余江县人。
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戏剧家、作家。
曾任余江县赣剧团编导、团长、余江县文化局调研员。
发表戏曲剧本《借衣劝友》、《何乙保写状》、《过秤》、《喜相逢》、《李大嫂》；专著有《石凌
鹤传》、《龙泉山一脉》；长篇小说有《未了情》、《箫》。
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剧评、诗歌及文史资料等百余万字。
其中《贼方》获“鹃花”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
其生平收入《江西戏剧家名录》和《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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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
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
　　既然如此，那么中国戏曲也可以从此找到根柢。
从时间上来谈，道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庄、老学说，真正成于道教，才是魏晋南北朝东汉张道陵创立
五斗米道和张角创立太平道开始的。
而戏曲起于何时？
有的说是源于巫觋，有的说始于“优孟”，有的说来自傀儡。
尽管说法不一，但是决定戏曲这项艺术最基本的因素，应当是故事表演。
故事属于内容，表演属于形式。
如果按此标准去检验，真正算戏的而又有史料记载的应该是出现西汉民间的《东海黄公》。
它的故事是这样的：东海这个地方有位叫黄公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修炼法术，不论毒蛇猛兽，还是妖
魔鬼怪，只要他出面，就能制伏。
他经常佩戴着一把赤金刀，用红色绸子裹在头上，施起法术来，可以立刻兴风作浪，造成山河，制伏
一切邪恶。
但是，由于他饮酒过度，迷于女色，到了老年，气微力衰，法术渐渐不灵；最后，反被老虎所伤，以
致毙命。
尽管这是一种民间传说，但它反映了道家思想，又有一定的戏剧性，姑妄言之，它就是戏曲的发端。
　　戏曲，原有综合艺术之称，它包括诗歌、音乐、舞蹈、雕塑、绘画等多项独立艺术部门。
当然，它又是以表演故事为中心，逐渐以它项艺术来丰富自己的表演形式，然后发展成为一种高度综
合性艺术。
其线索固然不止一条，来源也不止一个，绝不能用一项事物和它直接划等号。
其实，它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多线条的，特别是道教戏曲，更加复杂。
现将其与姐妹艺术的关系，略抒己见。
　　第二节 道教舞蹈　　任何一种宗教要传播，必须有一种载体，或者手段。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
它首先利用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巫觋载歌载舞的“悦神、降神、事神”的手段来进行教义的宣传，在
斋醮仪式上常用手段之一，就是“禹步”，也就是一种舞蹈。
所谓“禹步”就是夏禹治水时，因洪水泛滥，高深莫测，有的地方有伏泉，有的地方有盘石，眼力看
不清、看不准，于是召山海之神询问。
山海之神没有明示，叫他去问海鸟。
夏禹到了南海之滨，见海鸟飞上天空，嘎嘎地鸣叫，然后接触水面或在海滩上作小心翼翼地行走，便
能使大石翻动。
他便模仿其鸣叫和行走，果能奏效，也能翻动大石，或观察到伏泉。
于是，他使之入术。
因禹制作，故称“禹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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