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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史论丛书·民族文化文库：云南民族戏剧论》不仅在方法上突出了文献与实地考察，书斋
与田野作业并重的研究方法；并且将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方法运用到戏剧研究中来。
与传统相比较而言，别创“路头”，在观点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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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刀安仁并不满足全盘接受滇戏，提出了滇戏傣族化的主张，不仅在唱腔、乐器等方面作革新，而
且在内容上也作了修改补充，使其更符合傣族人民的心理和欣赏习惯。
　　他们演出的第一个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剧目是《相勐》，是根据同名长诗改编的。
　　刀安仁自小十分任性，老土司刀盈廷曾经请来滇剧艺人教戏。
罗猴子班专教男角，玉林班教女角。
刀安仁学到一些演戏的技艺后，便把小伙伴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儿童傣剧班。
他们不满足于演汉族的剧目，决定选择傣族民间故事《阿暖相勐》来演出。
傣族的绝大部分文学遗产，通过叙事长诗的形式，用经书保存了下来。
仅阿暖故事就有550多部。
剧情梗概是这样的：　　勐干波扎王子，英勇的相勐，经过艰苦的斗争，统一了大森林里101个国家。
期间，描写了阿暖相勐与美丽的公主朗展布间纯真的爱情。
　　刀安仁自己就是“小混相”（即小土司），大家让他演相勐王子，其他角色也很快分配下来，可
是女主角朗展布却难以决定。
刀安仁便请姐姐朗相弄扮演，并教她演戏。
　　《阿暖相勐》于光绪十一年（1886年）进行了首次演出，十分轰动。
由于朗相弄扮相很美，唱得也好，角色与她的身份又十分相似，演出后，便得到了“活朗展布”的美
称。
《阿暖相勐》演出成功后，为了保留和传播这个剧目，刀安仁号召傣族知识分子动笔编剧。
由于社会的支持，曾产生了一批剧作，如《粉妆楼》、《火龙传》、《秦书画》等。
甚至同一题材也会出现不同的剧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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