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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代戏曲专题》自2002年8月出版以来，重印了十几次，说明这是一部受使用者欢迎的教材。
4年多过去了，教育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了使这部教材有更广泛的适应性，我们作了一次较大的
修订。
——修订的目的，是为了使本教材既适用于高等院校中文系专业教学和其他专业的选修课程，同时也
可以用于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教学，以及其他社会教育机构，如老年大学的教学
。
——保持原教材知识结构不变，这种结构既能梳理出中国古代戏曲发展演变的脉络，又具有开放性和
伸缩性，可以用于36学时的选修课程教学，也可以用于54学时，甚至72学时的专题课程教学。
——统一了全书的叙述体例和行文风格。
——史论部分的论析更为详细：增写相关知识点，扩大了知识面；增加注释条文，补充了相关参考资
料和原始文献；每一章之后特别增补了“参考书目”，为学习者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路径。
——作品选部分，调整了作品篇目，对篇后释文做了修改和增补，并重新校对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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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教材基础上，综合多年
的教学实践，全面修订而成的高等院校教材。
    全书分史论与作品选两部分。
史论部分点、线、面相结合，条理清晰地勾画出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线索与轮廓，着重对历代名作进
行评析，简明扼要，时出新意，其中对戏曲史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的介绍，明确精当。
作品选精心选取历代名剧名出，与史论部分相补充，使读者在掌握系统知识的同时，获得生动而切实
的感性认识。
修订版在保持原教材知识结构不变前提下，史论部分，论析更为详细：增写相关知识点，扩大知识面
；增加注释条文，补充了相关参考资料和原始文献等内容；同时每一章之后特别增补了“参考书目”
，为学习者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路径。
作品选部分，调整了作品篇目，对篇后释文做了修改和增补，并重新校对了原文。
　　本书适用于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及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教学，也适合其他各
类自学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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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燕瑾（1939—），河北省辛集市人。
1964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
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戏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著有《中国戏剧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戏曲史论集》、《西厢记》（校注）、《西厢记浅
说》、《新选元曲三百首》等，主编有《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10卷12册）、《中国古代小
说专题》、《中国古代戏曲专题》、《古本戏曲剧目提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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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中国戏剧的起源与形成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戏剧胚胎　第二节 汉唐时期的戏剧雏形　第
三节 宋金时期戏曲的成熟第二章 元杂剧概述　第一节 元杂剧的繁荣　第二节 元杂剧的形式　第三节 
元杂剧的分期和分类第三章 杂剧班头关汉卿　第一节 关汉卿的生平与著作　第二节 悲剧典范《窦娥
冤》　第三节 关汉卿杂剧的艺术成就第四章 天下夺魁《西厢记》　第一节 《西厢记》的作者与故事
渊源　第二节 《西厢记》的人物与主题　第三节 《西厢记》的艺术成就第五章 元杂剧其他作家作品
　第一节 历史剧《汉宫秋》、《赵氏孤儿》　第二节 婚姻恋爱剧《墙头马上》、《潇湘夜雨》、《
倩女离魂》　第三节 公案剧与英雄传奇剧《陈州粜米》、《李逵负荆》第六章 南戏与《琵琶记》　
第一节 南戏的源流　第二节 高明的《琵琶记》　第三节 四大南戏第七章 明代戏曲概述　第一节 明代
戏曲的种类、特征与发展演变　第二节 明代杂剧　第三节 明代传奇第八章 明中叶三大传奇　第一节 
借绿林以吐气的反权奸戏《宝剑记》　第二节 爱情加兴亡的历史剧《浣纱记》　第三节 当代政治时
事剧《呜凤记》第九章 汤显祖与临川派　第一节 汤显祖的生平、著作与思想　第二节 以情反理的《
牡丹亭》　第三节 汤显祖的其他剧作　第四节 临川派其他剧作家第十章 沈璟与吴江派　第一节 沈璟
的生平与著作　第二节 沈璟的戏曲创作　第三节 沈璟的曲学理论及“汤、沈之争”　第四节 吴江派
其他剧作家第十一章 清代戏曲概述　第一节 清代社会与文化　第二节 清代戏曲的分期及发展趋势　
第三节 清代前期剧作家　第四节 清中叶昆曲的衰落与地方戏的兴起第十二章 李玉、李渔等由明入清
剧作家　第一节 苏州派剧作家中的翘楚——李玉　第二节 苏州派其他剧作家　第三节 李渔的戏曲理
论与著作第十三章 洪昇与《长生殿》　第一节 洪昇的生平与创作　第二节 李杨故事的文人诠释与《
长生殿》的创作过程　第三节 《长生殿》的主题意蕴　第四节 《长生殿》的艺术成就第十四章 孔尚
任与《桃花扇》　第一节 孔尚任的生平与创作　第二节 《桃花扇》的主题意蕴　第三节 《桃花扇》
的艺术成就第十五章 近代戏曲　第一节 传奇、杂剧的嬗变　第二节 地方戏及京剧的发展作品选　窦
娥冤（关汉卿）　望江亭（关汉卿）　　第三折　单刀会（关汉卿）　　第四折　西厢记（王实甫）
　　第三本 第二折　　第四本 第二折　　第四本 第三折　汉宫秋（马致远）　　第三折　岳阳楼（
马致远）　　第一折　赵氏孤儿（纪君祥）　　第二折　　第三折　梧桐雨（白朴）　　第四折　墙
头马上（白朴）　　第二折　潇湘夜雨（杨显之）　　第三折　李逵负荆（康进之）　倩女离魂（郑
光祖）　　第二折　琵琶记（高明）　　第二十出　宝剑记（李开先）　　第三十七出　浣纱记（梁
辰鱼）　　第四十五出　中山狼院本（王九思）　四声猿（徐渭）　　狂鼓史渔阳三弄　歌代啸（徐
渭）　牡丹亭（汤显祖）　　第七出 闺塾　　第十出 惊梦　　第十二出 寻梦　博笑记（沈璟）　　
第五出 乜县丞竟日昏眠（上）　　第六出 乜县丞竟日昏眠（下）　玉簪记（高濂）　　第十六出 弦
里传情　　第二十三出 秋江哭别　娇红记（孟称舜）　　第四十五出 泣舟　燕子笺（阮大铖）　　
第三十八出 奸遁　清忠谱（李玉）　　第二十二折 毁祠　千忠戮（李玉）　　第十一出 惨睹　十五
贯（朱皬）　　第十八出 廉访　风筝误（李渔）　　第二十八出 逼婚　长生殿（洪昇）　　第二十
二出 密誓　　第二十四出 惊变　桃花扇（孔尚任）　　第七出 却奁　　续四十出 余韵　雷峰塔（方
成培）　　第二十六出 断桥　打渔杀家（无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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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节 元杂剧的分期和分类 一、元杂剧的分期 根据元杂剧发展变化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者
有不同的时段划分。
较具代表性的有三分法和二分法两种。
最早提出三分法的是王国维。
根据钟嗣成《录鬼簿》所录“前辈已死”、“方今已亡”与“方今”三类曲家的区别，他在《宋元戏
曲史》中把元杂剧创作切分为三期：蒙古时代（自元太宗取中原以后，到元世祖至元一统之初）、一
统时代（自前至元到后至元间）、至正时代（元代末期）。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主张二分法，1949年以来二分法更为通行，以元成宗大德末年（1300）
为界，把元杂剧划为前后两期。
前期作家都是北方人，创作活动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以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著名
作家为代表，这是元杂剧发展的最辉煌时期。
后期从大德末到元末明初，是杂剧走向衰微的时代。
其创作中心已转移到南方的杭州，作家多为南方人，或是流寓南方的北方人。
较有名气者有郑光祖、乔吉、宫大用等。
其作品的思想与艺术水平都不逮前期作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科举制度的恢复分散了文人的注意
力，二是杂剧四折一楔子与一角主唱的形式日趋僵化，尤其是在南戏先进形式的对比下，更暴露出它
的落后性。
这种二分法既能够清楚地展示出元杂剧由盛而衰的历史线索，又简便易记，故为多数戏曲史及文学史
著作采用。
我们认为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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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戏曲专题(第2版)》是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中国古代戏曲专题》修订版。
作者综合多年的教学实践，全面修订而成。
《中国古代戏曲专题(第2版)》适用于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及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
教学，也适合其他各类自学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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