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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潜沉传统戏曲文本和浮醉清曲戏台虽然性质不同，但一样带来无与伦比的心灵慰藉。
我是先喜爱戏曲文学，然后才慢慢学会看戏的。
戏曲文本研究对我来说有无穷无尽的魅力。
当初选择明代成化、嘉靖和万历前期的戏曲作品作研究，全因好胜之心。
念大学时修读明清戏曲，《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固然深得我心，但《伍伦全备》、《
跃鲤记》、《冯京三元记》、《香囊记》这些比较陌生的家庭伦理和道德教化剧作却教我看到中国传
统戏曲一种别样面貌。
我对传统戏曲如何透过故事、角色和调动关目来讲伦理、说道德很感兴趣。
十多年来不离不弃探讨的正是这个“教化”题目。
传统文学有兴、观、群、怨的力量和作用。
中国戏剧在最初发展时期，主要用科诨演绎故事。
这个时期的戏剧形态和传统知识分子心目中“载道”的文学形式还有很远的距离。
早期戏剧重视身体和口述语言之表现力量，给观众带来的是直接的官能感受。
俳优用戏剧化手法放歌低泣、嘻笑怒骂，又或手舞足蹈、搬耍武术，目的主要为吸引观众注意。
当观众眼前一亮、心神俱入时，故事中的讽喻内容、励志思想或借古鉴今的微旨，便容易留在他们心
中。
因此当戏剧在民间用适者生存的方式流播时，只靠提供娱乐是不可能破茧而出的，更遑论有后来元明
时期的成熟和繁盛。
传统土戏发展成为高台戏曲和独特的抒情叙事类型，地方土腔之间自然的汰弱留强、曲家往腔调精处
的细致推磨和南北音乐的调和合套是艺术形态上不可或缺的必需条件。
但是，传统戏曲生命若只在悦入耳目、迷醉声色的层次，则于古典文学的巨流中说来，仅是一堆泡沫
而已。
然而我们今日不会视传统戏曲为文学史上的浮光掠影，关键是戏曲有文学生命和精神。
其支柱之一乃是古典文学中个体情感和群体风化交融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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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化剧”指的是有教世化民内涵的戏曲。
从表过方法说来，若用人物角色的伦常关系以收教化目的的作品，可称之为“伦理教化剧”。
若用特定关目以彰显庄严的道德境界，可名之为“道德教化剧”。
　　本书以道德伦常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教化剧在明代社会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上层官僚文人社
会藉以互相标榜，意气相得；底层的贩夫走卒亦从中娱乐耳目，聊受熏陶，它作为一种道德教令的宣
传体，在达到了它的教化作用的同时，也透露了当时社会对忠孝节义的标举和当时人们在忠孝节义这
面旗帜下的生存状态。
本书作者在研读了《跃鲤记》、《义烈记》、《玉玦记》、《四美记》等众多教化剧之后，以《伍伦
全备》、《断发记》、《酒家佣》为主要探讨对象，说明了社会中对道德伦常的要求已经凝成了一种
绝对道德，并展示了各种忠义形象包括烈女与商贾的道德形象的教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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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徒秀英，1963年生，广东开平人。
香港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博士。
现任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讲授古典文学课程，从事中国传统戏曲文学研究。
     
　　出版专著有《戏曲论题探究》（台湾，2008），并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学报期刊发表有多
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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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化·中国戏曲的道德伦理中国戏曲与传统教化中国文化的教化传统，不但肯定道德良知化育生机，
助长人格，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良心自觉，洞烛生命本质，肩负起成己成人的责任。
有传统知识分子，学有所成，希望把一己的智慧和学识，跟同时存养天地间的黎民百姓共享。
他们很自然地发展出因仁民爱物而教民化民的道德精神来。
处身宦业的，有借助政治权力之方便，利用制度教育人民。
济身人海的，有用山川城廓之人文与自然环境，兴办私学，亲身立教。
也有终生民间的读书人，寄语于文学。
我们不难察觉，传统艺术除了在形式上表演“美”外，在主题上也蕴含“劝善”、“教化”的精神。
传统文化的教化精神，如何渗透、表现在传统戏曲艺术之中，俾使传统戏曲在表现“美”格之余，还
烘照出中国文化的道德精神来。
这是本章的题旨。
中国的道德与教化传统中国文化精神之要义及继往开来的方法，见诸前哲时贤之研究，可谓硕果累累
。
牟宗三指出儒家的学问是道德意识的觉醒，“诚体”是创造性的本体。
他认为孟子讲的“良知”能够使天成其天、地成其地，在宋明时期能够与孟子思想接壤的是陆九渊
（1139—1193）和王阳明（1472—1529）。
因此牟宗三说：“就真正的道德意识说，陆王是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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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代教化剧群观》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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