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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戏剧是人类艺术百花园中的奇葩。
    诗歌以文字表意，音乐以旋律说话，美术用线条达情，雕塑依造型传神，建筑靠空间发言。
这五大艺术均为人所缔造，但却相对独立于人群。
    作为综合性、完型化、以人体为媒介、以人群为对象的艺术，戏剧艺术经历了由合到分、由分到合
乃至又分又合的过程。
    最初的戏剧艺术只是简陋的合成艺术。
在世界三大古典戏剧中，公元前5世纪达到高度繁荣的希腊戏剧，拥有人数众多的歌队和有限的演员
，伴随着酒糟、亚麻布的装扮和夸张定型的舞蹈。
但这些简陋演出形态并不妨碍其山呼海啸的演出效果，激情磅礴的悲剧诗篇一旦借助于直观直听的现
场表演，便足以掀起千万群众心灵的波涛。
    作者既从宏观角度论述了中华戏曲的发展脉络、演剧及创作理论等，又从微观角度详细描述戏曲中
的重要文体－－序跋以及中华戏曲的各种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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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柏梁，1958年生。
湖北天门人。
文学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戏剧影视学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比较文学博士生导师。
著有“红尘悲音”系列《世界古典非剧史》、《世界近代悲剧史》、《中国悲百文学史》、《中国悲
剧美学史》；“史海文澜”生活费列：《戏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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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节  以悲为美的时代风尚 就总体趋向来说，可以划分几个大的历史阶段来考察以悲为美
的时代风尚。
从战国末期到西汉结束的三百多年中，可看成是以悲为美的萌芽时期；从东汉经三国的近三百年中，
可视为以悲为美的发达时期；从两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的七百年间，可视之为以悲为美的恬淡时期。
宋以后，以悲为美的时代风尚时有消长起伏，但由于文艺作品样式的增多，使得人们主要从具体作品
来认识其悲剧内涵。
尽管这时较好的艺术作品也常常是悲剧性十分浓烈，但作为一种总的时代风尚和审美标志，以悲为美
已失去其主导意义，从而悄然与其他种种因素在一起，铸造出时代风尚的不同层次和审美变化的复杂
结构。
 在以悲为美的萌芽时期和发达时期，人们通常认为，悲的艺术作品就是美的；在恬淡时期中，人们一
般认为美的作品一定是悲的。
前者重在创作主体，后者重在欣赏主体，这都是要加以说明的。
 一、以悲为美的萌芽时期（约公元前350年—公元25年） 战国末期以屈原、韩非子为代表，西汉末年
以扬雄为代表，标志着本时期的起止。
 东周时代的风云人物孔、墨、孟、庄、荀五大思想家，尽管对悲哀原则有不同的认识，但在节哀止悲
这一点上大体一致。
《诗》无论是季札观乐时就已确定，还是经过了孔子的删正整理，从整体上看，具备乐而不淫、哀而
不伤的风格；从题材上看，拥有广泛多样的种类。
最为人所熟知的“关关雎鸠”①和“昔我往矣，扬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②等名篇名句，丝
毫不亚于写挽歌的《黄鸟》和怨不平的《硕鼠》篇。
从季札到子产，愈来愈明显地体现出以和为美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孑L孟时代便表现为“中庸”的哲
学美学精神。
 首先从创作上突破和则美、和则贵的律条的，是南方诗人屈原。
 楚国无论在文化传统和情感表现上，显然都自成体系，具备冲破北方思想学术体系中的某些信条的可
能。
《离骚》以其强烈的悲怨精神，突现出了不谐和美的风貌。
在这首抒情诗中，屈原自比为美人香草，向往以自己的“内美”去致楚国的“美政”。
但楚王对群小的盲从，注定要使美人零落而遭流放，美政天折而国势飘摇。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④美的被毁灭的必然性，引起了诗人极大的悲哀和怨悱，终于使一首《离骚》诗变成了一部牢骚经
。
屈原是怀着以美致悲又以悲为美的心情自沉，藉以捍卫自己人格的坚定完善以及大美不被玷污的高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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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随园文库:中华戏曲文化学》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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