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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万曙同志把他研究明清戏曲的论文结集为《明清戏曲论稿》，要我写篇序言，师生之情，我不能推却
。
我和万曙同志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熟悉。
记得是1985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举办古典戏曲讲习班，我应邀去讲了《马致远的生平及其创作》，
那时，万曙同志正在安徽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也来班上听课，并问学于我，就此认识。
此后，我们见面虽少，但我经常读到他发表的论文，他写的关于沈璩的考证和论王国维“戏曲意境”
说的文章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96年，他考到南京大学，跟我攻读博士学位，我对他的了解更深了。
他醉心于学问，3年读博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认真充电”，所完成的博士论文《明代戏曲评
点研究》，论列精审，颇得好评。
1999年6月毕业以后，他回到安徽大学，立即受命筹建了徽学研究中心。
他担任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共7年时间，组织了多个重大研究课题，主持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不
仅打响了“徽字牌”，也推动了地方学的研究。
2006年，他调任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又积极开展学科建设，在古典文学学科方面，他抓住“三
曹”、“桐城派”和他自己用力的戏曲小说这三大重点，力求形成安徽大学的研究特色。
所以这些年来，万曙同志实际上担当了一个学术组织者的角色，他有责任心，愿意为学校和团队作奉
献；他以诚待人，谦逊好学，在同仁中口碑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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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集子共29论，是他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明清戏曲的论文汇编。
尽管我对万曙同志的治学情况比较熟悉，但这些论文有的我读过，有的尚未读过。
现在，作者把它们汇集在一起，不仅让我更全面地了解到他对明清戏曲做了哪些研究，也让我感觉到
他对明清戏曲研究很有广度和深度。
作者将它们分为“曲家考论”、“曲史求证”、“曲论探胜”三编，表明这些论文各有侧重点。
但在我看来，每篇论文都有作者的独特之见，或者在材料上有新的发现，或者在观点上提出自己新的
思考。
这里，难以对每篇论文一一作出评价，仅就本书总体的学术价值谈点自己的看法。
     明清戏曲的历史长达700多年，其内容之丰富，是任何学者都不能尽究的。
每个学者也只能根据自己的学术旨趣和积累，开发其中的一些问题。
万曙同志的这些论文在选题上大体有两类：一是有关明清戏曲的名家名作和若干重要问题的探讨，例
如对沈璟的重新评价，对李渔戏剧理论体系的总结，对《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思想和
艺术的评论，以及对明代戏曲流派、明代戏曲评点、明清时期戏曲本体观的演变诸问题的梳理等，都
丰富了对明清戏曲文学、戏曲理论、戏曲发展史的认识。
二是有关安徽戏曲作家作品以及戏曲文化的研究，因为作者身处安徽，有着乡邦感情和地理优势，所
以，对朱权、郑之珍、汪道昆、梅鼎祚、汪廷讷、方成培等安徽籍的戏曲作家，均有考论，对青阳腔
、“滚调”、明清徽州的演剧活动，以及明清两代的包公戏，也都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论述，丰富了
这些论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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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万曙（1962～），安徽潜山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教授。
曾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中文
系主任。
兼任中国明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文学学会副会长、安徽省徽学学
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地域历史文化研究，出版专著《沈璟评传》、《包公故事源流考述》、
《元曲：自然的乐章》、《明代戏曲评点研究》、《徽州戏曲》等，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
、《文艺研究》、《戏曲研究》、《文献》等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
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全国高校古委会课题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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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上编　曲家考论　论朱权的戏曲创作与理论贡献　　　　　　　沈璟三考　　　　　　　　　　　
　　　　“场上之曲”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重评沈璟的戏曲理论及创作　　　槃薖硕人徐奋鹏与
《伯喈定本》　　　　　　《祁门清溪郑氏家乘》所见郑之珍生平资料　郑之珍与目连戏剧文化　　
　　　　　　　亦文亦武的汪道昆　　论梅鼎祚的早期戏曲创作　—一兼论明中叶“骈绮派”戏曲的
价值　　　　《环翠堂乐府》与晚明文学精神　　　　　　　　　　　《牡丹亭》艺术美新探　　　
　　　　　　　　　　　　沈自徵《渔阳三弄》简说　　　　　　　　　　　　　　主题的分裂与时
代感的统一    ——《长生殿》新论　　　　　　　　　　　　　　《桃花扇》：封建社会末世的丧钟
　　　　　　　　　《雷峰塔》的梨园本与方成培改本　　　中编　曲史求证  》　明代戏曲无流派
论　　　　　　　　　　　　　　　晚明皖南戏曲家群体综论　　　　　　　　　　　　　关于青阳
腔的形成问题　　　　　　　　　　　　　　“滚调”与中国戏曲体式的嬗变　　　　　　　　　　
　明清两代包公戏略论　　　　　　　　　　　　　　　《认金梳》、《剔目记》与明代包公戏　　
　　　　　　　《徽郡风化将颓宜禁说》所见徽班资料　　　　　　　　明清两代徽州的演剧活动及
其与区域文化的互动关系下编　曲论探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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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曲家考论论朱权的戏曲创作与理论贡献对朱权的研究，学术界已经有一些成果。
但是，研究者们的侧重点并不相同，得出的认识也必然存在差异。
例如，朱权的戏曲理论成就向为研究者们十分关注，但他的戏曲创作却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即便是
其戏曲理论，被经常提出讨论的也只是“乐府体式”、“古今群英乐府格式”两项，而且因为朱权将
关汉卿视为“可上可下之才”，他的理论成就还常常被看做有“阶级偏见”而打上一个大折扣。
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朱权的创作道路，试对朱权的戏曲创作和理论作一探讨，期望得到同
行学人的指正。
朱权在《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中，分列了“国朝三十三本”，著录了王子一、刘兑、谷子敬等
明初杂剧作家的杂剧名目，其中在他本人——丹丘先生的名下，著录了十二种杂剧名目：瑶天笙鹤 白
日飞升 独步大罗 辩三教 九合诸侯 私奔相如 豫章三害肃清瀚海 勘妒妇 烟花判 杨埃复落娼 客窗夜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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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29篇论文，是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陆续撰写的关于明清戏曲研究的心得。
最早的一篇是1986年12月发表在《戏曲研究》第=十一辑上的《沈璟三考》，最近的一篇是发表在《文
艺研究》2007年第10期上的《明代戏曲评点：批评话语的转换》，前后跨度21年。
回想起这些论文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一幕幕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这里对它们大略作些回顾和交代。
1983年，我于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上本系的硕士研究生，师从李汉秋先生攻读元明清文学，毕
业论文的选题是《沈碌的戏曲理论及其创作》。
两篇研究沈璟的文章，都是我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
《沈璟三考》既是我的第一篇习作，写作过程和以后的事也充满趣味。
为了完成硕士论文，我先后到北京、上海、杭州的图书馆查阅资料，但所得有限。
最后，我到了沈璟的家乡吴江县的图书馆。
在那里，我发现了几条新材料：一是在沈碌的弟弟沈瓒所编的《近事丛残》中读到了两条关于沈璟辞
官归里后参与家乡活动的记录；二是在乾隆年间的《吴江县志》里找到了一篇沈碌撰写的《吴江县重
修儒学记》；三是在清代殷增编的《松陵诗徵前编》中找到沈璟一首诗，又在清周铭辑《松陵绝妙词
选》中找到沈璟四首词。
这些材料，为以往所未见，所以我将它们整理后写成《沈璟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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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清戏曲论稿》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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