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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昆曲历史悠久，传统深厚，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
四五百年来，曾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剧目，其中许多剧目至今还常在舞台上演出，不仅丰富了中国人
民的文化生活，而且越来越为世界人民所喜爱。
所以，昆曲不仅是中国的艺术瑰宝，而且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代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5月18日首次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昆曲名列榜首，
这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
　　作为一种历经数百年的古老剧种，中国昆曲在它的发展演变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黄金时期，也有
过多次的危机与衰落，可以说是历尽兴衰沧桑。
特别是在战乱年代，昆曲甚至数度沦于消亡的边缘。
但昆曲之所以能度过种种危难，一直流传于今。
一方面依靠艺术家的艰勤努力，世代传承；另一方面也依靠广大观众的精心呵护，其中包括许多有识
之士和有心人的支持与扶植。
历史已经证明，只要有演员在，有观众在，戏剧是不会消亡的。
可见，人决定艺术的命运。
人才，是决定艺术兴衰起伏的根本。
　　在昆曲的早期历史上，培养人才常常是在家班之中，主人、教师对家优的身授言教是主要的教学
方式。
至20世纪20年代，则有昆剧传习所横空出世，这是社会力量对濒临危亡的中华文化的抢救。
昆剧传习所培养出来的几十名“传”字辈艺人，成了20世纪昆曲艺术的“国宝”。
同时，在一些著名的大学中，有一些昆曲社在活动，使昆曲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始终拥有知音者。
由于有了这样的薪火相传，才使我们的昆曲越过了百年乱局，才有可能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出
戏救活一个剧种”的佳话。
　　时至今日，春回大地，昆曲事业的春天也降临于世间。
抢救、保护和扶持昆曲已成了全国上下的共同心愿。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昆曲真正遇到了自清代乾隆朝以来两百多年中最好的发展机缘。
环视昆曲界，五十年前由老一辈昆曲家，特别是“传”字辈艺术家亲手调教出来的像上海“昆大班”
这样的一代昆曲演员，都已有了非凡的艺术人生，已成长为昆曲事业的顶梁柱。
现在他们都将走上培养新一代的教育岗位，肩负起培养昆曲人才的历史重任。
　　目前昆曲界依然面临后继乏人的人才危机，培养昆曲事业的接班人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
我们一方面要立即选拔优秀的青少年，开班授艺，培养艺术人才；另一方面要尽快把昆曲的普及教育
深入到大中小学的课堂，培养千千万万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公民和观众。
同时，我们应着手整理研究昆曲人才培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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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昆曲精编剧目典藏（第13卷）》（原名《昆曲精编教材300种》）是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
为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遗产而进行的一项重大艺术工程，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教育高地整体规划中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共分20卷每卷15种。
其结构框架分别为基础剧目、行当特色剧目、必学常演剧目和挖掘整理的剧目，具有系统性、示范性
、实用性等特点。
它既是每一位从事昆曲艺术的学生及剧团专业工作者所必备的教材，也是古典艺术爱好者及昆曲艺术
爱好者们的良师益友。
传统昆曲艺术中的精华及其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将由此而让我们充分地领略和品味。
　　本套丛书由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生、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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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九歌——相传为夏禹时代的庙堂乐曲，内容都是施政的要旨；一说为天帝乐名。
后亦泛指各种乐章。
⑥六舞——周代用于祭祀的六个乐舞。
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即：《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hu）》
、《大武》。
前四个属文舞，后两个属武舞。
历代相沿不改，一直被奉为雅舞的最高典范。
　　阳台——传说中的台名。
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
梦见一妇人，日：‘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
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
’王因幸之。
去而辞日：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蛆，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后因称男女欢会的处所。
下旬的“暮雨”亦是此意。
“韶华人禁围⋯⋯前旬暮雨飞”一诗，由作者改写自唐玄宗所作《首夏花萼楼观群臣宴宁王山亭回楼
下，又申之以赏乐赋诗》，原有十二句，见《全唐诗））。
　　朕——原为秦代之前古人自称之词。
从秦始皇二十六年起定为皇帝的自称之词，沿用至清代。
　　天宝——唐玄宗的年号。
初为“先天”（712-713），中为“开元”（713-741），最后改为“天宝”（742-756）。
　　潜邸（di）——指皇帝即位前所居的府第。
　　⑥人缵（zuan）皇图——入宫即位，成为皇帝。
缵：继承。
皇图：皇家的舆图，即皇家的基业。
　　“委姚、宋于朝堂”句——任用姚崇、宋璟二人担任宰相。
姚崇历任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宰相，勤于政事，颇多政绩，成“开元之治”。
后荐宋璟代自，史称“姚宋”。
宋璟为武则天所重，睿宗时为宰相，革除前弊，选拔人才。
后继姚崇居相位，宽赋役，省刑罚，使百官称职。
　　从谏如流——接受直言规劝，像流水从高处顺流而下。
比喻能够倾听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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