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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余勇博士以其即将出版洋洋三十余万言的《明清时期粤剧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一书来索序，我确实
有点为难，因我不懂粤剧。
蛰居粤海20余年，连粤语都没有学会，遑论粤剧。
然我又无法推诿，因余勇是我的博士生，该书之原稿为余勇的博士论文又是由我指导完成。
因此，不写几句话是无论如何也讲不过去的。
研究戏剧史很难，研究粤剧史则恐怕更难，资料难求矣。
星星点点，不成体系，且有郢书燕说，齐东野语之作，几乎无官方档案、正史政书之权威记录，因此
，要完成一部符合学术规范且言之有据的戏剧史研究著作确非易事。
我也读过一两部有关“粤剧历史”研究的著作，其大多为自话自说，极少征引，很难说是严格的学术
著作。
鉴于这一点，对于我这个粤剧外行来说，故对余勇的唯一要求即是一定要按照历史学的规范完成博士
论文，无征不信，言必有据。
极广泛地搜寻一切可以利用的中外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早期粤剧史研究。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余勇出色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
当他将其数十万言的博士论文初稿本交给我时，我不敢相信此书竞出自一位从未经过历史学基础训练
的学者之手。
全书结构严谨，层次清晰，论证细密，征引繁富，注释规整，且行文老道，一看就知是一熟悉粤剧内
情之行家。
除了给他增补几条史料和作少许技术修整外，几无需我多置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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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戏剧史很难，研究粤剧史则恐怕更难，资料难求矣。
星星点点，不成体系，且有郢书燕说，齐东野语之作，几乎无官方档案、正史政书之权威记录，因此
，要完成一部符合学术规范且言之有据的戏剧史研究著作确非易事。
我也读过一两部有关“粤剧历史”研究的著作，其大多为自话自说，极少征引，很难说是严格的学术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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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勇，博士，现任广州红豆粤剧团团长、广东省戏剧家协会理事、广州市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广东
省繁荣粤剧基金会理事、广州市粤剧基金副理事长、广州市批评家协会副主席等。
工作期间先后发表《略论妥欢睦尔》、《元杂剧与元代文人心态》、《欧洲粤剧活动见闻》、《从春
班演出看粤剧改革的紧迫性》、《佛教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孔荀君子观比较》、《浅
谈元杂剧》、《粤剧源流初探》、《浅谈粤剧精品与市场》、《清中后期粤剧在澳港地区的传播和发
展》等数十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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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绪论一 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及意义二 国内外粤剧史研究概况三 本课题的研究框架、资料来源及创
新第一章 早期广东民间文艺第一节 早期广东民间的歌舞第二节 早期岭南民间歌谣第三节 明清广府说
唱艺术一、木鱼歌二、龙舟歌三、南音四、粤讴第二章 粤剧的起源及形成第一节 粤剧的起源一、早
期外省戏曲声腔的传人二、本地戏曲的兴起及其原因第二节 粤剧的形成一、粤剧形成的社会背景二、
本地班的出现与琼花会馆的建立是粤剧形成的重要标志三、粤剧形成的基础第三章 粤剧的曲折发展第
一节 外江戏班与本地戏班一、外省戏班云集广东及外江梨园会馆的建立二、外江戏班与本地戏班的关
系第二节 李文茂起义及影响一、李文茂起义二、粤剧艺人参加农民革命的原因三、李文茂起义失败后
的广东舞台第三节 八和会馆与粤剧戏班一、八和会馆的建立二、粤剧的红船三、粤剧的戏班第四节 
粤剧的演出场地及剧神一、明清时期粤剧的演出场地二、晚清粤剧戏院的管理三、梨园子弟之供奉第
四章 明清时期粤剧的剧目、剧作家及演员第一节 明清时期粤剧的剧目与剧作家一、明清时期粤剧的
剧目二、明清时期粤剧剧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第二节 粤剧的演员一、粤剧的角色二、明清时期粤剧演员
及其代表作品第五章 明清时期粤剧唱腔音乐的形成和演变第一节 粤剧最初底子是高腔第二节 清代中
叶至道光年间粤剧以唱梆子为主第三节 道光以后二黄的吸收和粤剧向皮黄戏的转化第四节 同治以后
小曲和说唱的吸收一、小曲的吸收二、说唱的吸收第五节 由“戏棚官话”过渡到粤语方言第六节 粤
剧的“棚面第六章 粤剧在境内外的传播第一节 粤剧在旧上海第二节 粤剧在澳港第三节 粤剧在东南亚
第四节 粤剧在美洲结语主要征引及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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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胡振《广东戏剧史》。
该书主要集中在早期粤剧演员的研究上，虽对明清时期的粤剧有所涉及，但均属较简单的介绍。
（七）日本学者田仲一成《中国的宗族与戏剧》。
该书虽然搜集了一大批田野调查资料，但田野调查资料的取样均来自20世纪50年代，其中对宗教与戏
剧关系的诠释虽然对我们理解明清时期粤剧的形成与发展有帮助，但毕竟时间相隔太久远。
三本课题的研究框架、资料来源及创新（一）本课题的研究框架本课题对粤剧的研究是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侧重于明清时期粤剧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时间界定为辛亥革命以前。
全书共分七个部分：1.绪论。
主要讲述该课题研究的意义、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课题的研究框架、资料来源和创新。
2.早期广东民间的戏曲活动。
论述了我国戏曲的发展历程，主要研究早期广东民间的戏曲活动和近代广府说唱艺术：木鱼歌、龙舟
歌、南音和粤讴。
3.粤剧的起源及形成。
本章用大量的史料论证了粤剧的起源与形成、粤剧产生的社会背景，论证了本地班的出现和琼花会馆
的建立是粤剧形成的重要标志。
4.粤剧的曲折发展。
用大量的史料论证了清代外省戏班与本地戏班，分析了李文茂起义及其失败后对广东舞台的影响，介
绍了粤剧旧时的红船、戏班和八和会馆，研究了粤剧的演出场地、粤剧艺人的供奉、晚清粤剧戏院的
出现和管理等。
重点研究了明末清初粤剧的曲折发展情况。
5.明清时期粤剧的剧目、剧作家及演员。
本章分析了早期粤剧的剧目，介绍了早期粤剧的剧作家，分析了剧本的题材。
介绍了早期粤剧演员及其代表作品。
6.明清时期粤剧唱腔音乐的形成和演变。
本章研究了外省其他剧种对粤剧唱腔形成的影响，分析了粤剧唱腔的演变过程，介绍了粤剧唱腔的形
成、特色和粤剧的棚面等。
7.清末粤剧在境内外的传播。
本章首先介绍了粤剧在旧上海等地的传演情况，其次分析了粤剧在澳港的发展，最后对粤剧在东南亚
和美洲的传播情况作了一个较全面的回顾。
（二）本课题资料来源有关明清粤剧史的资料十分琐碎，大都散见在明清方志、笔记小说、日记游记
、报刊宗谱之中，而正史中很少有记载，即使出现零星的资料，也是一些禁文、习俗或反面报道。
这是由于在封建社会，粤剧艺人地位低下，被列为下九流，过去有“学艺不成器”之俗，就连家族祭
祖的资格也没有，因此很少有文人儒士及修撰正史的官府去关注粤剧艺人，去记载他们的活动。
本文资料是从散见在明清时期广东各地方志的风俗习惯记载、文人笔记及当时的一些到中国传教、旅
游的外国人士的文章、日记等中一条一条的收集起来的。
概言之，来源有五。
1.清及民国时期的方志。
在清代、民国时期修撰的方志和乡土志中有零散地方戏剧资料，从中考微揭抉，可获不少有价值的早
期粤剧资料。
如广州、番禺、顺德、香山、东莞、肇庆、三水、佛山、南海、新会、乐昌、增城、梅州、惠州、花
县、新安、连州、潮州、韶关、南雄等地的资料。
2.明清文集与笔记。
明清文集笔记中，藏存不少戏剧资料，如王士祯的《渔洋先生精华录》，王植的《崇德堂集》，张维
屏的《张南山集》，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杨懋建的《梦华琐簿》，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杨恩
寿的《坦园日记》，俞洵庆的《荷廊笔记》，程含章的《岭南集》、《续岭南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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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文文献。
明清以后不少西方人来到中国，西方的天主教与基督教传教士记录了他们认为十分新奇的事情，其中
也有不少的戏剧资料。
如《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美国多米尼克?士风?立著的《晚清华洋录》
，日本田仲一成著的《中国祭祀演剧研究》、《中国的宗族与戏剧》等中则保存了中国家族祭祀中的
戏剧史料。
4.档案报刊。
本文还在明清档案及晚清海内外报刊中发现不少粤剧资料。
如报纸《中国丛报》、《镜海日报》、《申报》、《岭南日报》、《赏奇画报》、《广报》、《华宇
日报》、新加坡《叻报》等。
5.后人的回忆录及记录下来的口述资料。
有些资料是后人的研究成果和粤剧老艺人的回顾（包括粤剧艺人的口述及后人研究、整理的文章），
如：麦啸霞的《广东戏剧史略》、欧阳予倩《谈粤剧》、陈非侬《粤剧六十年》、赖伯疆的《粤剧史
》和《广东戏剧简史》、黎键编录的《香港口述粤剧史》、冼玉清的《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莫如
成撰写的有关粤剧论文、谢醒伯的回忆及粤剧老艺人们的口述整理等。
同时也利用本人在粤剧团工作的便利条件，广泛接触了粤剧艺人（包括境内外的粤剧从业者和爱好者
），从他们那里获得第一手资料，又由于经常带剧团到珠江三角洲及世界各地演出，自己有亲身感受
，掌握了第一手材料。
（三）本课题的创新之处1.本课题以详实的史料论证了粤剧起源于外省戏曲声腔的流人，广东本地艺
人把外省戏曲声腔融进本地的歌谣小曲。
关于粤剧的起源问题，前人研究者大多承认粤剧的起源与外省戏曲声腔流人关系密切。
麦啸霞在《广东戏剧史略》中说：“粤剧承昆弋之轨范兼汉徽秦川之精辟，剧本多由昆弋皮黄脱胎润
饰而定。
”赖伯疆在《粤剧史》里说：“嘉靖、隆庆年间，弋阳腔已为广东的戏班所运用。
昆腔、秦腔在明中叶也流行于广东。
”“早期粤剧是受外来的弋阳腔、昆腔、秦腔和广东本地的土戏唱腔，以及来自北方而流行于广东民
间的‘俗乐’、‘胡乐’等多种声腔的影响。
”欧阳予倩在《谈粤剧》一文中也谈到了弋阳腔、昆腔、徽班、汉剧等外省戏曲声腔流人广东及对粤
剧的影响。
陈非依在《粤剧六十年》里说：弋阳腔传人广东、传人粤剧，对粤剧的影响颇为深远。
粤剧的大锣大鼓，便是弋阳腔的遗响，粤剧的大腔唱法就是弋阳腔的唱法。
昆曲对粤剧的影响非常深远，它除了给粤剧带来非常多的有名剧目，还带给粤剧很多曲牌等。
但他们都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史料挖掘，比如外省戏曲声腔是如何传人广东，是怎样影响粤剧，有
什么史料可以证明等等，他们基本上采取一笔代过，本课题在提出粤剧起源于外省戏曲声腔的流人时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大量的史料予以证明，许多史料都是首次使用，这是本文关于粤剧起源
的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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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历史的探索和对文章的修改，可以说是永无止境。
但是当我在键盘上敲完最后一个字符时，我还是长长舒了一口气。
博士毕业后，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把这部不甚成熟的书稿付梓出版。
此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发现的史料，修改了某些文字。
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要感谢我的博士导师汤开建教授，汤教授于2004年9月，开始指导我的博士毕
业论文，汤教授知识渊博，他的治学精神和取得的成果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我，为了丰富我的毕业论
文，他多次利用到北京、香港、澳门等地出差的机会，帮我查找、复印资料。
在博士论文修改过程中，我五易其稿，汤教授为我每一次的修改都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汤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真心实意地爱护学生和助人为乐的品格，将永远地刻印在我的心中。
在此，谨向汤开建教授表达衷心的谢意。
我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王延武教授，他对该书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感谢广州市文化局、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的领导和同事们，他们热情的鼓励和支助促使我抓紧一切
业余时间完成书稿。
由于时间紧，史料零散，加之本人的史学功底尚浅，文章肯定存在一些错误。
文中的语句尚需推敲，材料尚需补充，因时间关系暂且住笔，留待以后再做深入研究。
本文从选题立意到谋篇布局都凝聚着导师、各位粤剧专家及同仁们的无数心血。
如果说拙文还有一些可取之处的话，那完全是导师和各位专家悉心指导的结果。
至于文中存在的疏漏，则因本人资质愚钝、史学功底尚浅所致，恳请各位专家及粤剧爱好者提出批评
建议以兹修改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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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清时期粤剧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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