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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戏曲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艺术。
它的唱词是诗词的变体；故事情节大多取材于小说；宾白与散文或骈文相近。
至于歌唱、表演、化妆、道具等无不具有音乐、舞蹈、美术的性质。
从事创作和研究它的人没有多种多样的知识，不了解制曲、谱曲、度曲、演曲的客观规律，要想创作
出案头场上俱工的剧本，或把这门学问阐发得尽善尽美，那是不大可能的。
在我国戏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戏曲大家。
有的以制曲见长，有的以曲论见长，有的以曲史见长，有的以谱曲见长，有的以演曲或唱曲见长，有
的以藏曲或校曲见长。
集二三特长于一身的大家已屈指可数，集四五特长于一身的大家更为罕见。
然而在昆剧衰落的清末民初却出现了一位集制曲、论曲、曲史、藏曲、校曲、谱曲、唱曲于一身的戏
曲大师。
他，就是本书研究的对象吴梅先生。
吴梅（1884～1939），字瞿安，一字灵搞，晚号霜崖，别署膣庵、癯鑫、崖叟、逋飞、呆道人等。
祖籍江苏长洲。
他一生主要从事于戏曲创作、研究和教学工作，同时在戏曲的其他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制曲方面，他一生共创作了十四个剧本，为当时人们最推崇的一位传奇杂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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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把吴梅这位戏曲大师介绍给读者，让人们了解他一生的思想状况和在戏曲创作、理论研究、
教学等各方面的突出贡献，以恢复他在戏曲史上的地位，并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笔者力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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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卫民，生于1936年，河南省西平县人。
1962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
主攻古今戏剧文学及理论40余年，先后任北方昆曲剧院文化教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
1993年获政府特殊津贴。
编校有《吴梅全集》(获国家出版总署颁发的国家图书奖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追加奖)，著有
《吴梅评传》(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优秀成果奖)、《古今戏曲论》、《中华文明史话·戏曲
史话》等，编著有《吴梅和他的世界》，合作编著有《中国历代曲论释评》、《吴梅》、《清风亭下
梧桐雨·中国古典戏曲卷》，编选有《中国早期话剧选》、《吴梅戏曲论文集》等。
发表有关古今戏曲、近现代话剧、古代诗歌小说等文章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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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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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热情  四、开封之行与修蒲林巷新居  五、南京上海任教  六、北京大学任教  七、东南大学任教与广
州之行  八、爱国热情重新燃起  九、避寇内地第二章  戏曲创作  一、辛亥革命前的剧作——《风洞山
》、《袁大化杀贼》与《轩亭秋》  二、辛亥革命后的剧作——《镜因记》、《落茵记》与《双泪碑
》  三、自选自编的代表性剧作《霜崖三剧》——《湘真阁》、《无价宝》与《惆怅爨》  四、关于《
绿窗怨记》、《东海记》与《白团扇》第三章  曲律研究  一、奠定曲之成学的《顾曲麈谈》与《曲学
通论》  二、填写南北曲的工具书《南北词简谱》  三、曲律研究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第四章  曲史研究
 一、总揽全局的《中国戏曲概论》  二、篇幅众多的戏曲序跋  三、《元剧研究》与《曲海目疏证》  
四、《霜崖曲话》及其他曲话两种第五章  藏曲校曲与谱曲唱曲  一、藏曲与校曲  二、谱曲与唱曲第六
章  诗词散曲创作  一、编年言志的《霜崖诗录》  二、吐哀乐于寸心的《霜崖词录》  三、异峰突起的
《霜崖曲录》第七章  《词学通论》与《辽金元文学史》  一、律论与史论并重的《词学通论》  二、开
拓新领域的《辽金元文学史》第八章  一代师表桃李满天下  一、终身执教专心致志  二、传授昆曲不遗
余力附录一  吴梅年谱(修订稿)附录二  吴梅源流谱系附录三  吴梅研究资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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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的曾祖父名钟骏，字崧甫，号晴舫。
1832年（道光十二年）状元及第，人翰林院。
曾任湖南乡试正主考官，两次任浙江学督，官至礼部侍郎。
他为官清正，颇得当时人们的称颂。
门下学生中最显赫的有何绍基和“翰林四谏”之一的黄体芳等。
他也是道咸年间八股文大作手，著作有十五种之多.可惜大多没有流传下来。
现在能看到的有为梁章钜作的《制艺丛话·跋》和《集韵考证·序》等一些零星篇章和数首诗而已。
钟骏去世的时候，正在福建学政任上.年不满六十。
他有两个孩子：长子名清彦，字小舫；次子名清蔚，字幼舫。
清彦乡试中举，荫承父亲的爵禄，官至刑部员外郎，卒年四十二岁。
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国楠，字晴孙；次子国梁，字崧孙；三子国桦，字通孙；吴梅的父亲为四子国榛
，字声孙。
国榛生于1865年，自幼聪慧，智力过人，诗词、文赋、戏曲无不精通。
十七岁乡试，名列第七，颇得钟骏公的喜爱。
可惜天不假年，竟在1886年仅二十二岁时便去世了：吴国’榛生前作有《尚桐堂骈文笺注》、《文选
李善注所引书目考》、《冯梦亭义山诗笺纠谬》及《甓勤斋诗集》、《续西厢》等。
吴梅曾费尽心机想把这些著作收集起来刻板问世，但是仅找到八股文数篇及《甓勤斋诗》残稿十几页
，因数量太少，没能刻板.现在连这些文字恐怕也很难找到了。
当时的吴家是苏州煊赫有名的大户，但是吴梅诞生之前就已经衰落了。
破败原因有两个：一是太平天国攻打苏州时房屋遭到焚烧，家庭全部财物付之一炬：二是钟骏公突然
死于学政任上，而荫承其官的清彦又过早地离开人世。
经过这两次重大变故以后，吴家便一蹶不振。
吴梅三岁的时候，父亲也去世了，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他们没有经济来源，过着朝不保夕的穷苦生活。
为了求得一餐，母亲不得不把父亲生前读的书拿去换饼。
这一切对刚刚有点记忆能力的吴梅来说无疑是模糊的，而母亲的悲伤和自己的饥寒却在幼小的心灵上
刻下深深的印痕。
“三岁丁孤露.不知饥与寒。
母亲勤抚育，四序无笑颜。
”这是多么心酸的回忆啊！
郁郁寡欢的母亲带着孱弱幼小的儿子度过了五个春秋，聪明的吴梅深得远房叔祖吴长祥的喜爱。
长祥看他们母子二人生活艰苦，便主动和吴梅的亲祖母商量，让吴梅做自己的嗣孙子。
祖母喜出望外，自然承允。
（吴梅的父亲原本是吉云公嗣子，母亲是嗣儿媳妇。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曲学大成 后世师表：吴梅评传>>

编辑推荐

《曲学大成 后世师表:吴梅评传》：中国京昆艺术家评传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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