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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昆曲百问》作者陈益围绕昆曲发展的历史，设问百题，并非仅为解疑释惑，而是在深入浅出中将史
学的厚重、文学的情味、哲学的思辨融于一体，引人思索。
读完《昆曲百问》，对昆曲何以成为百戏之祖、何以成为全人类的艺术遗产，相信读者会有清楚的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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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苏州市作家协会散文分会副会长。
现任昆山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总监。
著有长篇小说《天吃相》、《收拾起》、《漂移的古镇》、散文集《我的先祖是蚩尤》、《十八双鞋
》、《欲望漫思录》、《水巷里的浮雕》、《如花似玉的江南》、《寻梦六百年》等四十五种，作品
曾多次在国内各类评奖中获奖，收入教材和多种作品选集，并在海外译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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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老郎庙是昆曲界供奉祖师爷的地方，同时也作为戏班聚会议事的场所。
据顾禄《清嘉禄》卷七《青龙戏》记载，苏州“老郎庙，梨园总局也。
凡隶乐籍者，必先署名于老郎庙。
庙属织造府所辖，以南府供奉需人，必由织造府选取故也”。
　　老郎庙里供奉的老郎神，即昆曲界的崇拜偶像、行业保护神，究竟指的是谁，历来有不同的说法
。
明代，梨园业曾将清源师也就是二郎神，供奉为戏神、祖师。
二郎神指的是谁，也是说法不一。
有的说是毗沙门天王、李冰或者其子李二郎，也有的说是《封神演义》中的杨戬。
到了清代，供奉老郎神愈加兴盛。
不仅在老郎庙，一些戏园的后台也设有老郎神像或牌位。
演员进后台，先要向神位拱手，称为“参驾”；临出场时再拱手，称为“辞驾”；下场进后台时又拱
手“谢驾”。
　　但昆曲界一般认为老郎神是唐明皇。
唐明皇多才多艺，尤其酷爱音乐，曾亲自作曲让梨园演奏，不愧梨园鼻祖。
耐人寻味的是不少老郎庙在唐明皇身边，还供奉黄番绰的塑像。
苏州镇抚司前的伶人公所，祀演剧界梨园诸神，拊神中也列有黄番绰等人（见顾震涛《吴门表隐》卷
九）。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且从“梨园”这个名词说起。
梨园，位于长安大明宫内，早先不过是皇家禁苑中与枣园、桑园、桃园、樱桃园并存的一个果园。
园中设有离宫别殿、酒亭球场等，供帝后、皇戚、贵臣宴饮游乐。
后来经唐玄宗李隆基的倡导，梨园逐渐成为“梨园子弟”演习歌舞戏曲的场所，成为一座集音乐、舞
蹈、戏曲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学院”。
李隆基亲自担任梨园的崔公（相当于如今的院长）。
梨园渐渐与戏曲艺术联在一起，终于成为戏剧组织和艺人的代名词。
当年，李隆基为梨园搞过创作，还经常让翰林学士或有名的文人（包括诗人贺知章、李白等）为梨园
编写过节目。
而宫廷谐星黄番绰，与琵琶圣手雷海星、善于舞剑的公孙大娘、善击羯鼓而歌的李龟年及善演参军戏
的张野狐，都是名倾一时的梨园人物。
　　魏良辅的《南词引正》，道明了昆山腔的来历：“腔有数样，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
、海盐、余姚、杭州、弋阳⋯⋯惟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番绰所传。
⋯⋯”在昆曲史中黄番绰的名字无法忽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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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益编著的《昆曲百问》围绕昆曲设置百问，分《曲史钩沉》、《曲人访迹》、《曲坛考戏》、《曲
海寻韵》四部分，深入浅出地介绍昆曲的历史、典故、艺术特色等，将史学的厚重、文学的情味、哲
学的思辨融于一体。
内容翔实，插图精美，可读性强。
阅读此书，可使读者可对百戏之祖"昆曲"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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