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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图在传统美学的大视野中，将以往学者已经谈得相当充分的一些观点与命题，诸如“本色”、
“文采”论，“场上”、“案头”论，“花部”、“雅部”论等，借凭素朴美和华丽美这两种基本的
美学范畴在更高的层面上加以勾连、贯通和整合，将其全面的打通、贯穿起来，尽可能宏阔而切实地
揭示出中国戏曲的艺术风格在千百年的行进历程中所体现和蕴含着的审美规律。

本书所获得的基本结论是：素朴美与华丽美是古典戏曲的两种普遍而典型的美学风格类型，在戏曲理
论和创作实践中都有深刻而全面的体现。
戏曲的素朴美、华丽美及其种种具体的不同面貌，是戏曲艺术大美品格的形象显现，是戏曲艺术在广
大的时空中对美的本质的全面展开，它绵延于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适宜的文化生态和广袤的社会土
壤，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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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刚，男，1968年8月生，宁夏隆德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0年、2000年、200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
在宁夏师范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在《光明日报》、《文艺研究》、《中华戏曲》、《宁夏社会科学》、《内蒙古社会科学》、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宁夏大学学报》等发表《论牡丹亭的多重意蕴》、《论美的第三种形态》、《清代戏曲审美风格理
论初探》、《戏曲的经典化形式：折子戏》等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和参与各类科研项目8项，著有《
文艺美学探索》、《艺术教育新视野》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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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写作缘起
 一 中国戏曲史和戏曲美学研究大略
 二　选题的基本考虑
 三　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第一章　论美的两种重要形态
 第一节　素朴美与华丽美概说
 一 从两种被忽视的审美形态——素朴美与华丽美说起
 二 素朴美与华丽美的审美特征和美学价值
 三 素朴美实现的主要形式
 四 华丽美实现的主要形式
 第二节 中国美学史上的素朴美与华丽美思想
 一 中国美学史上的素朴美思想
 二 中国美学史上的华丽美思想
 第三节 中国文学史上的素朴美传统
 一 古朴本色的歌
 二 自然真率的汉乐府民歌与文人诗
 三 创造素朴美之至境的诗人：陶渊明
 四 唐代的素朴美作品
 五 时代性的素朴美潮流：宋代审美风尚与文学格调
 六 素朴美的新葩：元代散曲的本色派
 七 古典素朴美的尾声：明清诗文
 第四节　中国文学史上的华丽美传统
 一 华丽美的先声
 二 华丽美的典型形态：巨丽的汉赋
 三 魏晋南北朝：华丽美大兴的文学时代
 四 唐宋文学的华丽美风格
 五 元明清：华丽美的消长与新变
 第五节　作为整合戏曲美学风格研究的一对基本范畴：素朴美与华丽美
第二章　元代戏曲：素朴美与华丽美的滥觞
 第一节　绿杨红杏第一春：元代戏曲之勃兴
 一 蛰伏于民间的戏文
 二 一代文学的代表：杂剧
 第二节 “红尘紫陌寻东道”：元代戏曲审美风格理论
 一 元代曲学家的戏曲风格理论
 二 元杂剧美学风格之现代阐释
　第三节　娥眉淡扫：元代戏曲素朴美的表现
 一 元杂剧素朴美的典范：关汉卿的杂剧
 二 关汉卿的同道及其创作
 三 有别于关汉卿的素朴美作家作品
 四 其他素朴美风格的作家作品
第三章 明代戏曲：素朴美与华丽美的发展和融通
第四章 清代戏曲：素朴美与华丽美的嬗替和新变
第五章　元明清戏曲美学风格嬗变综论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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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典雅　　“雅部”之“雅”除了文雅、雅致，还有一项不可忽视，即“雅部”剧作意蕴的
深奥，再由深奥而走向典雅。
　　与深奥相对的是浅显。
在明清戏曲史上，能提到的作家大多为著名的戏曲作家。
而在明清文学史上，提到的剧本文字差不多都是文士之作。
这些著名戏曲作家的代表作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寄托了作者的命意，表现了作者的文采，作者思想的
高度和作品的成就往往在其代表作中得到体现。
而这些是花部戏曲很少具备的。
于是，像汤显祖的《牡丹亭》、《南柯记》、《邯郸梦》，梁辰鱼的《浣纱记》，徐复祚的《红梨记
》，袁于令的《西楼记》，吴炳的《疗妬羹》，直至洪昇、孔尚任的《长生殿》、《桃花扇》，在明
清戏曲史上或显或隐都占有各自的一席之地。
以《牡丹亭》为例，其意蕴极为丰富：首先是通过杜丽娘、柳梦梅性爱的觉醒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在
此基础上礼赞美好爱情；并蕴含了作家个人深沉的自况意味；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又凸现出道德的、宗
教的意识。
①这样意蕴深奥的大戏，“花部”是不予理睬的。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明末清初，属于昆山腔的戏并非一味的“雅”，有不少昆曲走着通俗与浅显的道路。
它们的目标是雅俗共赏，或“离雅就俗”。
如苏州派作家的作品，就是面向大众，注意通俗的，李玉的代表作《清忠谱》、《昊天塔》、《万里
缘》、《-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都“以雅兼俗”风行于剧坛。
苏州派作家作品在“雅俗共赏”方面的效果相当显著，几乎左右了当时昆曲舞台的风貌。
直到百数十年后，这些作家作品的许多折子戏仍被收罗在唱曲家奉为首选的《纳书楹曲谱》与看戏必
备的《缀白裘》里。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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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占有的资料相当丰富，爬梳也很精细，又注意据事实发议论，故而得到的一些结论与判断，既体
现出作者的新见，又有较强的说服力。
论文框架合理，资料丰富且运用得当，论点的提出与论证有创见且能自圆其说。
另外，从表述到各章节标题的拟定，都很讲究文采与文字的精工，给人以较深刻的印象。
　　——陈大康　　　　这一研究工作的创新意义在于：把以往戏曲理论界有关“本色”与“文采”
、“花部”与“雅部”、“虚”与“实”等理论与实践的认识都纳入素朴与华丽两大审美形态的认识
之中，从而扩大了中国古代戏曲的审美范畴，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纠正了以往注重“本色”而轻视
“文采”的偏见，对中国古代戏曲美学体系的建构具有建设性意义，是一篇比较优秀的博士论文。
　　——宁稼雨　　　　论文的探讨范围广，时间跨度大，然所论却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材料翔
实，论证充分，思路清晰，许多方面体现了独到的见解。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指导下，还注意将对元明清戏曲美学风格的研究，
尽量使之成为对中国戏曲思想史的一种阐述，体现出作者具有很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在写作上也体现出严谨的学风，行文流畅，表述准确，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
　　——陈广宏　　　　论文体制宏大，思路开阔，主要从素朴美与华丽美两种基本的审美形态人手
，考察元明清戏曲美学风格的演变轨迹，显示出一种广阔与综合的研究视野与方法。
　　——郑利华　　　　论文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戏曲作品与戏曲表演的结合比较紧密。
写作符合学术论文的规范和要求，表述清晰，逻辑性较强。
　　——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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