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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由我来代课，讲授中国戏曲史。
在开讲之前，先谈一下学习这们课程所需要注意的事项。
　　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与研究，应该从实际八手。
所以，学习中国戏曲，第一就是要尽可能多看中国戏，看了才能知道中国戏是什么。
中国戏曲形成的历史很长，也很复杂，远古以来各代艺术文化的积累，再加上元、明、清文人的创作
以及艺人们的努力等，才构成了剧目众多、内容丰富、形式精彩的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可看的非常多，值得看的也非常多。
本科目课堂时间有限，不能介绍很多剧种和剧目，希望学习者要尽可能地找机会多看中国戏。
不能只知道某种形式的存在，不知道其内容，这样，恐怕是不能了解中国戏曲的。
　　此外，在学习之前，还要强调的是：学习的方法是学习者必须要明确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里讲的方法，主要指对中国戏曲史主要构成的看法，这是一个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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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文章来自作者长年的艺术实践经历，内容有介绍样板戏的创作、纪念音乐大师们的文章、对语
言与音乐关系的探讨，还有戏曲研究与调杏一、中日音乐的比较、音律宫调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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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散文乐话　　话忆当年　　一、我到了中央乐团　　大概是1969年初，我到了中央乐团。
　　一辆大卡车从北京西城鲍家街的中央音乐学院出发，车上有音乐学院的杜鸣心、施万春、王燕樵
等几个人。
车开到了宣武区自新路的中国戏曲学校，接上我，一直拉到了和平里的中央乐团。
杜鸣心他们是去参加修改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创作组，我则是进了修改交响音乐《沙家浜》的创作
组，从那之后，我就一直在中央乐团的创作组工作，也和样板戏有了关系，一直在那里待了十年。
　　“文革”一结束，中国戏曲学校和中央乐团交涉，强烈希望我能回去教课。
但是，我没能被叫回去。
原来，中央乐团拿出了调我们的批文，上面是周恩来总理的亲笔批示。
这样一来，戏校不能坚持，没有办法了。
我在中央乐团一直待到1979年的年底，才离开那里，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音乐研究所。
　　我这个中国戏曲音乐出身的人，为什么能到中央乐团呢？
话说起来就要长一些，得从钢琴伴唱《红灯记》（以下文中均称“钢伴”）来说起了。
　　二、关于“钢伴”创作的介绍　　对“钢伴”，我以为比较好说。
可是，动笔前一看，才知道有不少人写了，殷承宗本人也说过了多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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