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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成绩卓著，人所共睹，但若以一门完整学科的标准来衡量，

百年中国戏剧学存在的问题亦复不少。直至今日，中国戏剧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学科边界尚未

完全明确，因而关于中国戏剧起源、本质特征等根本性问题的探讨便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历

史性研究在各类研究中成就最为突出，但戏剧史料史实的挖掘、搜集，还远未达到网罗殆尽

这一步，史料史实的排比和利用方面更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中国戏剧学建立之关键在理论

研究，站在民族戏剧自身的立场上，建立一套合于其自身实际的理论体系，这是当代中国戏

剧学人最为迫切、也最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关键词：中国戏剧学术史戏剧史剧种声腔  

  中国民族戏剧的研究，若从20世纪初王国维的元曲研究算起，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发表、1917年吴梅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在北京大学教授戏曲，

都是影响20世纪中国戏剧学学术史的大事。在此后十余年间，《戏杂志》、《戏剧月刊》、

《戏剧丛刊》等戏剧专刊相继涌现。1931年北平国剧学会成立，1932年大型戏剧专刊《剧学

月刊》创刊，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民族戏剧的研究在国内已渐成风气。1949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中国戏曲研究院等专门研究机构的出现，说明中国戏剧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得到

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近百年来，数代学人，薪火传递，中国戏剧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

绩，但若以一门完整的学科的标准来衡量，百年中国戏剧学存在的问题亦复不少。  

  考量一门学科是否已成熟，一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看这一学科的研究对

象是否已基本确定。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果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范围一直处于变

动状态，缺少相对的稳定性，这至少说明这门学科还是不规范、不成熟的；二是看与研究对

象相关的基本历史现象和事实的蒐集、梳理情况，历史资料的广泛汇集与辨析既是研究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他研究工作得以展开的根基和前提；三是看与研究对象相对应的一

套概念范畴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是否已建立，这是判断这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最主要

标志。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反思百年中国戏剧学存在的一些问题，所见未

敢称是，祈请方家教正。  

                   一、中国戏剧学的学科边界  

  中国戏剧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可以说是中国戏剧作为一门学科的根本性问题，这实

际上也是在追问中国戏剧是什么，其内涵和外延为何？自1908年王国维《戏曲考原》的发表

直至今日，学术界似仍未形成共识。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中国戏剧”其指义可以是发生

在中国本土之上的现存的或曾经存在的具有扮演性质的戏剧形态和现象，其外延可以包括先

秦即已存在的、与祭祀礼仪密切相关的“傩（戏）”、稍具表演性质的俳优调笑和民间歌

舞、两汉以来混杂于“百戏”中的角抵戏、唐宋时的各种“戏弄”以及宋元以来各种形态的

戏剧（如杂剧、传奇以及傩、目连戏、木偶戏、皮影戏、歌舞小戏等）。从严格的意义说上

说，中国戏剧其指义应当是可与世界其他民族显著不同的、最具我华夏民族特色的一类戏

剧。  

  近百年来，学者们在“中国戏剧”这一概念上的分歧，可以从两方面来分说，一是中国

戏剧的历史上限为何？是起自先秦还是起自宋元？二是假如我们认为中国戏剧形成于宋元，

那么是否宋元以来中国本土上发生的各种戏剧现象都应包括在“中国戏剧”之内？各种分歧

在20世纪最早问世的戏剧史著作《宋元戏曲史》（1913）中即已存在。如王国维《宋元戏曲

史》既有所谓“真正之戏剧”或“纯粹之戏曲”之类的区分，但他也常常在较宽泛的意义上

论说中国“戏剧”，如《宋元戏曲史》第一章题为“上古至五代之戏剧”，王国维在本章中

叙述了三代“八腊之礼”、战国楚越巫风、汉代俳优、角抵之戏以及唐五代的歌舞戏、滑稽

戏。《宋元戏曲史》最末一章“余论”，王氏对中国戏剧的演进做总结时说：  



  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

渐借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元杂剧出而体制遂

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1］（P.108）  

  《宋元戏曲史》以后，卢前《中国戏剧概论》（1934）、周贻白《中国戏剧史略》

（1936）、徐慕云《中国戏剧史》（1938）、董每戡《中国戏剧简史》（1949）等戏剧史类

著作皆自先秦述起，这客观上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戏剧其外延是包括宋元之前的各种

形态的所谓“戏剧”的。戏剧史的撰写如此，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著亦如是。如三十年代影响

甚大的戏剧专刊《剧学月刊》，该刊自1932年1月创刊至1936年6月终刊，曾先后发表过许多

很有影响的文章，但《剧学月刊》的论文从“话题”看，却颇为驳杂，如邵茗生《汉魏六朝

之散乐百戏》、佟晶心《中国影戏考》等文皆曾在该刊发表，“中国戏剧”的上限在当时似

无明确界定。  

  如果说“中国戏剧”是起自上古还是起于宋元，学者们意见不一，那么宋元之后的各类

戏剧形态是否皆应在“中国戏剧”的讨论范围之内呢？诸家的意见也未见统一。《宋元戏曲

史》主要以元人杂剧、南戏为讨论对象，时限止于宋元。吴梅《中国戏曲概论》（1926）分

节述及的有“元人杂剧”、“元人散曲”、“明人杂剧”、“明人传奇”、“明人散曲”、

“清人杂剧”、“清人传奇”、“清人散曲”等。清中叶后，乱弹戏大兴，而书中仅寥寥数

语道及：“光宣之季，黄冈俗讴，风靡天下，内廷法曲，弃若土苴，民间声歌，亦尚乱弹，

上下成风，如引狂药，才士按词，几成绝响，风会所趋，安论正始？”［2］（P.166）吴梅

《中国戏曲概论》以后的戏剧史论著，皆废弃其有关元明清散曲的讨论，而将清代乱弹戏纳

为论述对象。而值得注意的是，卢前《中国戏剧概论》、徐慕云《中国戏剧史》等论著则同

时将近代受西方戏剧影响而产生的“话剧”也列为考察和论述的对象。凡此种种，都说明二

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戏剧”研究虽已成为专门之学，但其研究对象尚未完全明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种戏曲工作会议的召开、戏曲研究机构的成立以及

各种戏曲汇演的举行，使得“戏曲”作为“中国戏剧”的通称获得了体制上的保障，而戏剧

研究的范围也逐渐锁定在宋元以后的、以杂剧、传奇和各种地方戏为代表的各种戏剧。发生

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关于戏剧起源的大讨论，从某种意义上更促成了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统

一。引发这场戏剧起源大讨论的是著名学者任半塘先生，任先生在五十年代中期先后发表了

《唐戏述要》（《文学遗产增刊》第1辑，1955）、《戏曲、戏弄与戏象》（《戏剧论丛》第

1辑，1957）等论文，完成煌煌巨著《唐戏弄》（作家出版社，1958）；他认为汉唐古剧都应

该算“真戏剧”，故力主破除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对“真戏剧”的定义：“王史‘真戏剧

必与戏曲相表里’之结论，务当取消，以容纳古话剧。”［3］（P.1012、1013）。任半塘先

生的观点引起较大的争议，周贻白、文众、黄芝刚、李啸仓、欧阳予倩、王季思、张庚等先

后撰文发表他们对戏剧起源的意见［4］，如文众反驳任半塘的观点时说：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确定真正戏剧形成于宋代，以南戏为主要标帜，因为它在艺术形式

上是完备的，从而可以毫无愧色的负担起戏剧艺术反映生活的任务。但为什么要把标准定得

这样高呢？……我们这里谈的不是谈的一般的戏剧概念，而是从戏剧史的角度来谈中国戏剧

形成于什么时期，和怎样才算‘真戏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则必须以能代表中国戏

剧之最高成就者为‘真戏剧’。［5］  

  在戏剧起源的讨论中，各家意见虽不尽一致，但中国戏剧形成于宋元最终成为主流性观

点，宋元以后的戏剧也因此成为研究者一般认同的“中国戏剧”的讨论范围。同时，由于宋

代以前的各种戏剧文献资料，仅“优孟衣冠”、“东海黄公”、“兰陵王”、“踏摇娘”等

相对有限的几种，建构“汉唐戏剧史”实际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而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成

为讨论热点的目连戏、傩（戏）等各种形态的“戏剧”，在五六十年代的学术环境中，因涉

嫌“封建迷信”，所以也不可能有真正深入的研究。  

  综上所述，与民国时期相比，1949年以后“中国戏剧”的讨论范围从总体而言呈现缩小

的趋势，但也有扩张的一面，这主要表现为建国前不被重视的各种民间歌舞小戏，如流传各

地的采茶戏、灯戏、道情、秧歌、二人转等，也被纳为戏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十年代末以来，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戏剧”又有所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研究领域在

总体上再次呈现“扩张”的趋势，中国戏剧学的学科边界不断被打破。“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此时成为学人共识，学术空气日渐活跃，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宗教学、文物

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相继侵入，“泛戏剧”、“大戏剧”观念大为流行，学者竞以方法

“多元”、学科“交叉”相标榜。傩（戏）、目连戏以及少数民族戏剧的学术会议相继召

开，相关这一方面的学术论文、论著数目增长迅速。与宗教祭祀密切相关的傩（戏）、目连

戏等各种“仪式性戏剧”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渐成研究“热点”[1]。在这一过程中，傩戏为中

国戏剧的“活化石”、目连戏为“戏曲之母”，也成为某些研究者的结论。《中国大百科全

书》“戏曲卷”所收317种“剧种”中，有许多即为“仪式性戏剧”，如藏戏、上党锣鼓杂

戏、贵州地戏、南通僮子戏等。凡此种种，造成的客观结果是“中国戏剧”最终成为内涵极

其宽泛的、也无所不包的大杂烩。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中国戏剧”之起源、中国戏剧之特征等方面的探讨，在学术界

也始终难以达成共识。笔者以为，中国戏剧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建立，首先须对“中国戏

剧”这一概念做严格界定。如“国画”、“中医”等称谓一样，“中国戏剧”亦不妨径直称

“国剧”，但其指义应严格限定为与世界其他民族显著不同的、最具我华夏民族特色的一类

戏剧，在笔者看来，这主要是指在表现形式上以脚色制表演为核心的、包括南戏、传奇、杂

剧和近代大多数地方戏在内的一类戏剧，而傩戏、目连戏等各种“仪式性戏剧”和傀儡戏、

皮影戏、歌舞小戏等各种“民间戏剧”，皆应排除在“中国戏剧”这一概念之外。这并非意

味着，“仪式性戏剧”或“民间戏剧”没有多少研究价值，恰恰相反，此类戏剧在今日尤其

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我们借此可以对我们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历

史（而非以帝王士大夫为主体的历史），有更深切的了解。就研究者个人而言，对“仪式性

戏剧”或“民间戏剧”有更多了解也很有必要，但没有必要把它们到推举到一种不适宜的高

度，过分夸大其在戏剧史上的意义，以致使之混同于最具我华夏民族特色的“中国戏剧”。  



                           二、历史性研究的成就与问题  

  研究对象一旦确定，作为研究工作的第二步的将主要是围绕此对象进行的各种史料史实

的搜集、辨析和归纳，凡此皆可称为历史性研究。就中国戏剧学这门学科而言，“历史性研

究”即主要借助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考据、目录、版本、校勘、辑佚等——察考中国戏剧

的发生演变、戏剧作家的生平事实、戏剧作品的存亡同异等基本史实，其根本目标在于勾勒

出中国戏剧历史的基本面貌。百年中国戏剧研究之所以引人瞩目，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数辈学

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中国戏剧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研究大家，也

无不以史著闻名，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1913）、孙楷第《元曲家考略》（1953）、冯

沅君《古剧说汇》（1956）、周贻白《中国戏剧史》（1953）、任半塘《唐戏弄》

（1958）、钱南扬《戏文概论》（1981）、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1981）等人们

耳熟能详的著作，皆属历史性著作。  

  中国戏剧学的建立固然需要理性思考和理论提升，但我们应当明确：详实、精确、可靠

的史料史实是理论抽象的基础，必须给予充分重视。戏剧作为综合艺术，其史料史实的搜集

也较一般的文史研究为繁杂，除一般作家、作品方面的史料史实外，举凡戏台、戏衣、乐

器、砌末、脸谱、曲谱、身段谱、锣鼓谱、剧照等亦应列入搜求之列。戏剧一行，向为“小

道”、“贱业”，“正人君子”多不屑载录，故史料搜求不易。戏剧作家多名不见经传，戏

剧剧本多为艺人私下传抄或口耳相授，所以作家、作品方面的史料最易风流云散。戏剧场上

演唱赖人以传，人去则其音容举之亦往往随之而亡。凡此种种，皆给戏剧史料的觅求造成极

大困难。  

  二十世纪前期，王国维、孙楷第、赵景深、钱南扬等学者在杂剧、传奇作家生平事实考

辨方面，成绩斐然，刘世珩、董康、吴梅、任二北、卢前、郑振铎等学者在文人剧作的搜

集、整理方面，功劳显著；齐如山、张次溪、徐凌霄、杜颖陶、翁偶虹、傅惜华等在近代戏

剧史料的搜求、汇集方面，嘉惠良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戏改”工作中，在京剧和各种

地方戏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过程中，许多濒临失传的传统戏得被记录、整理，规模宏大的

《中国地方戏曲集成》自1958年至1963年陆续出版，包括121个地方剧种的368个剧目，共722

万字。各种地方戏传统剧目的挖掘、搜集和整理出版，为近代地方戏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文

献基础，这是过去单纯依靠研究者个人的力量所无法做到的。大型的《古本戏曲丛刊》亦在

郑振铎先生主持下陆续出版，一些过去被收藏家视为珍本秘籍的剧本成为一般研究者的易得

之物。与此同时，大量戏曲文物和有关戏剧演出、班社等方面的史料及老艺人回忆录也得到

汇集和整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等大型科研

项目的启动，在史料史实搜集方面起了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编纂过程中，大量史料史

实得到搜集、挖掘和整理，尽管这些工作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大多未能摆脱“群众运动”的

遗风，但动员的人员之多、涉及的范围之广都是今日一般专业研究人员根本无法比拟的。  

  历史性研究在百年中国戏剧学中成就最著，此勿庸置疑，但也有不少缺憾。在史料史实

的收集、运用方面，前辈和当代学者虽已做了许多可敬的工作，但还远未到网罗殆尽这一

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传统的研究思路和检索方法，各种分散的资料还没有

被充分利用；二是有些类型的史料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亟待研究者的开发、利用。  

  戏剧史料史实以保存于历代文人笔记小说中的为最集中，民国时陈乃乾编《曲苑》、任

二北编《新曲苑》、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和解放后中国戏曲研究院所编《中国古

典戏曲论著集成》等皆是从笔记小说中钩辑史料，收获颇丰，但远未穷尽。而笔记小说之外

的其他与戏剧相关的各种古籍，如诗文、书信、序跋、题记、公私文件、日记、行记、游

记、传记、奏章、神道碑、墓志铭、竹枝词、歌谣、谚语等，因资料极其分散，此类古籍的

利用率还相对较低。又如地方志，国内现存各种地方志8000种，绝大多数篡修于明清及民国

时期。尽管这些方志在追述历史及引用其他史料时往往错误百出，但常常保存了不见于其他

书籍的曲家传记史料，赵景深、张增元、邓长风等学者曾利用这些资料撰写成《方志著录元

明清曲家传略》、《明清戏曲家考略》等论著，但仍有待持续性研究。各种地方志有关戏剧

风俗或戏剧演出方面的史料也大体是可靠的，也较为珍贵，但大多尚未被钩沉辑录。  

  从史料史实搜集的类别而言，有关剧作家、演员、剧本方面的史料易受人关注，过去也

有不少积累工作，而文物、戏衣、乐器、脸谱、曲谱、身段谱、锣鼓谱、剧照等与戏剧舞台

演出相关的史料史实则注意不够，这在近代地方戏研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人力、物

力、技术等各方面的原因，过去舞台演出方面史料史实的搜集、整理工作大多是很粗糙的，

也不够系统、全面，有待于更进一步的工作。时至今日，抢救、整理京、昆及各种地方戏老

艺人的音像资料的任务已极为紧迫。只有搜集到第一手的档案文书、照片、音像和实物，他

日准确复原历史才有可能。  

  历史性研究除了史料史实的搜求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史料的排比、辨析和利用。历史学

一般的研究方法，如考据、目录、版本、校勘、辑佚等，对戏剧学也大多适用，但具体使用

时又需灵活通达。百年中国戏剧学，各种戏剧通史、断代史、剧种史、声腔史等史著纷出，

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许多史著都有以“历史”淹没、替代、甚至割裂“文艺”的倾向。如

现在学术界习惯称指的“宋元南戏”、“元杂剧”、“明清传奇”、“清代戏曲史”等概

念，都是将“历史年代”与“文艺类别”相联系（“汉赋”、“唐诗”、“宋词”、“元

曲”），确有方便实用处，但任何一种文类的产生消亡毕竟不可能与历史朝代的更替同步，

将对“历史”的考量置于“文类”之上的思维惯性（而不是恰恰相反）[2]，必然影响着我们

对这种“文艺”的深入性理解。对中国戏剧的研究而言，这方面的问题可能更加突出。如现

存的“南戏”剧本大多成于众手，如中国古史一样，是“层累地造成的”，宋、元、明、清

乃至近现代的因素可能会同时反映在同一戏文中，我们应当如何判定其时代归属？花费相当

多的气力去考证其作者问题或“祖本”原貌是否值得？我们常称“荆、刘、拜、杀”为元代

“四大南戏”，这是否有很大的问题？王国维在考订现存“元杂剧”剧本时，断然将臧懋循

《元曲选》编入的元末明初贾仲明等人所作六种杂剧排除于“元杂剧”之外，是否必要？  

  历史研究常常不自觉会过于强调历史事件背后因果律的决定性力量，过于强调历史进程

中连续性的一面，所以在长时间段的历史描述中可能都不同程度上带有“进化论”的色彩，



这一点在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般认为中国戏剧形成于宋元，乃是因为中

国戏剧自身“不断走向成熟”的结果，而突变的、偶然性的因素是否也应当在考虑在内？元

剧被传奇取代、雅部败于花部，如果一定要寻出背后的因果律，（只是站在得胜者的立场

上）认为后者有前者所不具备的“艺术优势”，也似乎失诸客观。因果律只有在一定的时间

段内才是适用有效的，在长时间段的事物描述中，因果律未必总是起决定性作用。对中国戏

剧史的研究而言，如何对各种偶然性事件的作用做出合理估价，可能是研究者们必须认真思

考的问题。  

  总之，由于中国戏剧乃一门特殊的文艺门类，通用于一般经史研究的历史学研究方法，

未必都“套”得上，故具体使用时必须小心谨慎，以免方枘圆凿。  

                         三、中国戏剧学建立之关键  

  历史性研究之外，中国戏剧研究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戏剧理论研究，主要是从戏剧艺术

的角度，总结中国戏剧艺术的构成要素、主要类别、本质特征及其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既

谓之“理论研究”，其对历史性研究就必然具有制约性，理论认识和观念约定了我们进入历

史考查时的思维路径，也限定了我们对具体史料史实的取舍和估价，可以摆脱理论支配的

“纯粹的”历史研究可以说是不存在的。所以，假如说历史性研究为中国戏剧学建立的根基

和前提，理论研究则是中国戏剧学建立的关键。  

  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格局主要是在五十年代中后期确立起来的，

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亦始自此时，张庚等前辈学者做了许多可敬的开创性工作。但与历史

性研究的辉煌成就相比，二十世纪的戏剧理论研究则相对薄弱,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从客观

的学术环境来看，由于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干预，针对具体文本进行的思想文化方面的

解读与批评，五十年代以来成为文学艺术（包括民族戏剧）研究的重头戏。因为历史性研究

常不免有“繁琐考据”的倾向,纯理论研究则有“形式主义”的嫌疑，所以在“古为今用”、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一类的舆论引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政治学、社会学

等角度阐释文本的文本批评，有充分的理由一枝独秀。在1956年规模空前的《琵琶记》讨论

会和1958年关汉卿研究热潮中，使人们当时兴奋不已的话题主要是“思想倾向”、“主题思

想”、“人物形象”或“时代精神”，至于戏文结构或宫调曲牌等艺术形式研究则很少被顾

及。在理论研究不被重视的情况下，中国戏剧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合理建构自然是极其困难

的。八十年代以来的学术环境虽然远胜五十年代,理论探讨的空气也相对活跃,但从根本而言,

仍未能摆脱五十年代理论框架的约束,所以百年中国戏剧学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至今仍极为突

出。  

  理论研究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工作是建立严谨科学的概念范畴，就此而言，我们存

在的问题最多。五十年代戏剧理论建设中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范畴是“剧种”，近五十年来

的戏剧研究也大多是在“剧种”论的框架内进行的。“剧种”一语，最早出现在1951年5月5

日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又称五?五指示）。5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最早对“剧种”概念做尝试性解释：“戏曲类种极为丰富多彩，全

国大小剧种约有百种左右，各种地方戏都带有各地方的语言、音乐和风俗的特点”［6］。此

后，随着“戏改”工作在全国的全面展开，“剧种”一语也得到迅速的推广和普及，直至

《中国大百科全书》（1983）“戏曲卷”的317个“剧种”、《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

（1995）的335个“剧种”。如果像过去一样，“剧种”数量之多被认为是民族戏剧“丰富多

彩”和国家文化事业繁荣昌盛的主要标志，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的“剧种”

被发现和被发明。  

  与“剧种”密切相关的概念范畴是“声腔”。近五十年来，有关“声腔”的文著难以计

数，学术会议也频繁召开。《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对“剧种”的界定谓“根据各地

方言语音、音乐曲调的异同以及流布地区的不同而形成的各种中国戏曲艺术品种的统称”

［7］（P.587），所谓“各地方言语音、音乐曲调”主要是就“声腔”而言的。按照“剧

种”论，一种“声腔”即是一个“剧种”，所以“声腔”实际上是“剧种”划分的最主要依

据。任何科学分类，其分类标准必须是始终统一的，但事实上，“剧种”却没有严格按“声

腔”的标准进行类分：（一）同一剧种，可能包括各各不同的“声腔”，如京剧中有皮黄、

昆曲、吹腔等“声腔”，而“两下锅”或“风搅雪”的现象在各“剧种”中是极其普遍的；

（二）同一“声腔”，又被命名为各不相同的“剧种”，如“昆山腔”这个大“剧种”，又

包括“北昆”、“南昆”、“湘昆”、“浙昆”、“永昆”等许多小“剧种”；（三）同一

“声腔”、同一班社、同一群演员，却被不同地方命名为不同的“剧种”，如流行于鲁、

豫、皖、苏四省交界处的梆子戏，分别被称为“枣梆”、“河南梆子”、“淮北梆子”、

“江苏梆子”；（四）各地的傩、目连戏和民间歌舞小戏也纷纷打着“声腔”的旗帜，成为

中国戏剧的“剧种”。  

  对事物进行分类，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性认识。“剧种”论是否有助于我们

在整体上理解“中国戏剧”？解放后我们发现、创造了数百个“剧种”，作为整体的“中国

戏剧”到被分到哪里去了？“剧种”论自身存在的矛盾以及客观上造成的许多混乱，使我们

不能不反思：“剧种”论有没有问题？“剧种”作为戏剧分类，对政府行政管理而言是易于

操作的，但这种分类是否符合中国戏剧的实际？“声腔”反映在场上即是“唱”，而“唱、

念、做、打”仅仅是民族戏剧的艺术表现，作为艺术表现手段的“唱”或“声腔”能否作为

民族戏剧根本特征的标志？按照这种思路，话剧的根本特征岂不是“说话”？中国民族戏剧

今日通称为“戏曲”，是否会容易导致理论认识的误解？理解事物的本质特征关键在把握其

总体结构，而不能从“形而下”的组成材料方面着眼，如同考察楼房（结构）不能仅着眼于

砖石一样，然而我们为什么常常习惯于这种“形而下”的思维模式？  

  假如说“剧种”、“声腔”这一对概念范畴的提出，带有明显的“传统色彩”，有很多

客观的历史因素，而“情节结构”、“矛盾冲突”、“人物形象”以及“悲剧”、“喜剧”

等理论范畴的介入和流行，则带有强烈的“现代”色彩或“西洋”色彩。  

  中国古人并没有为今人传留下现成的概念范畴或理论体系，《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所收的古典戏曲“论著”与今人所谓“论著”其实有相当大的距离，《集成》所收四十八种



“论著”都仅仅是今人理解前人戏剧观念、勾勒戏剧历史时可供采集的“原始资料”，将其

直接视为“理论著作”都可能是有问题的。20世纪前期的中国戏剧研究距离真正的“理论研

究”也相当遥远，五十年代的中国戏剧学人在尝试民族戏剧学的建构时确实是“一穷二

白”。在这种情况下，借鉴西方戏剧（包括中国话剧）的理论资源，特别是斯坦尼拉夫斯基

的表导演理论，都可以说都是极其自然的。而引人注意的是，五十年代参与民族戏剧研究

的、特别是充任民族戏剧理论代言人的戏剧理论家们，绝大多数都是话剧出身，如田汉、张

庚、欧阳予倩、焦菊隐、周贻白等，这样五十年代中国戏剧学的建构从一开始即带有明显的

“西化”色彩，这一点在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科室的设置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自1951年4月，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中，中国戏曲研究院（1980年后

改称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民族戏剧理论研究中也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其机构设置和决策部

署也直接影响着后来中国戏剧学的构建。1954年12月，中国戏曲研究院开始下设研究室，研

究室下设戏曲剧目研究组、戏曲表演研究组、戏曲音乐研究组、戏曲美术研究组、戏曲史研

究组和图书资料组。此后，中国戏曲研究院主要成为专门进行戏曲史和戏曲现状研究的研究

单位。1956年9月，经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批准，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下设的六个研究组

重新改组为四室两组，即戏曲剧目研究室、戏曲史研究室、戏曲音乐研究室、戏曲表演导演

研究组、戏曲舞台美术研究组、资料室［8］。  

  现代学术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学科类别的划分，戏曲研究院各研究科室的设置，无疑带有

明显的“现代学术”的色彩，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民族戏剧的认识及研究思路。如果

说戏曲音乐研究室的设立带有显著的“传统”色彩，戏曲表演导演研究组和戏曲舞台美术研

究组的设立则有明显的“现代”色彩或“西洋”色彩。新中国成立后，在话剧理论，特别是

斯坦尼拉夫斯基戏剧理论的影响下，导演制在国内大小国营剧团逐步确立。从中国戏曲研究

院“戏曲表演”、“戏曲导演”、“戏曲舞台美术”三个研究科室的设置，我们不难体会到

话剧或西方戏剧观念对民族戏剧研究中的渗透和影响。五十年代中后期，各地也相继地成立

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相应的下属机构，这样相对完善系统的研究系统，使得五十年代民族戏剧

研究方面的一些基本观念和思路在某种意义上使得获得体制性的保障，直至八十年代也未有

明显改变。  

  陈寅恪先生有“同情”之说，即认为研究者应当尽可能使自己与古人处于“同一境

界”，对古人之学说有“了解之同情”，然后解读或阐释才可能不至于远离本义。中国戏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