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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昆曲在大学传播的范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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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近百年昆曲在大学传播的历程进行梳理，总结出昆曲在大学传播的范

式。即以昆曲教育为核心、以昆曲艺人大学演出为重点、以师生缔结曲社为辅助、以

学者对昆曲学的研究为基础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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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近百年昆曲传播的重镇 

 
上世纪初，大学作为高素质知识分子聚集的所在，逐渐得到昆曲传播者的重视。

在大学顾曲、拍曲、度曲、唱曲、赏曲、结社，形成蔚为大观的昆曲传播潮，绵延至

今。 

昆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它其中包含着的丰沛的情感元素、美学元素、音

乐元素与大学文化所提倡的人文素养导向、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相一致。一流大学必

须有自己的文化境界、崇高使命和精神品位。传播昆曲符合大学文化的特质，也是大

学文化发展的分内之职。昆曲在大学的传播，为大学文化注入了文化活力。昆曲是一

门综合艺术，它具有诸多构成因素，包括诗歌、音乐、舞蹈、表演、武术、杂技、化

妆、脸谱、服饰、布景等。“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落叶惊残梦，

闲步芳尘数落红。”这些优美典雅的唱词都出自昆曲。欣赏昆曲，如同徜徉于中国古

典诗词的大海中，美不胜收。优秀的人文文化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动力，人文素质

教育正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以昆曲为代表的高雅传统文化是对大学文化形态

的再塑，它通过对大学社区每个成员的文化心态、思想意识和情操品质的熏陶，进而

再塑与修铸大学文化的整体新生态。同时，加强昆曲与校园的合作，既能深化学生艺

术教育，又能丰富演员舞台表演经验，乃双赢之举。 

    自近百年昆曲在高校的传播历程可以看出：昆曲文化与大学文化交融与互渗，由

具有深厚戏曲素养的学者首开昆曲教育先河，普及昆曲文化，再由大学学者积极参

加、组织与领衔昆曲曲社，启动昆曲研究，继而带动优秀的昆曲艺人来大学演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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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学者与艺人彼此指点，艺人与学生互相切磋，学生自发组织曲社，形成积极传播昆

曲的态势。简言之，昆曲在大学传播遵循以昆曲教育为核心、以昆曲艺人大学演出为

重点、以师生缔结曲社为辅助、以学者对昆曲学的研究为基础的范式。 

 

二、大学教师从事昆曲教育 

 
吴梅先生是中国戏剧教育的先行者，也是在大学传播昆曲的先行者。他“把昆剧

作为古典文学的一个门类带进大学，把昆剧和高等教育联系了起来。”（1）P5.1917

年，吴梅先生应北京大学之聘，主讲曲学，同时执教于北京、南京等地的许多大学，

致力于词曲研究，亲自吹笛教唱昆曲。自吴梅先生开创在大学传播昆曲的传统后，大

学中的唱曲传统气脉不断。如一生钟情昆曲的北大才子陈古虞、李啸仓、张琦翔、俞

琳（曾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不遗余力推介昆曲的叶朗、楼宇烈、骆正；又如赵景

深先生在上海的大学配合戏曲史教学教唱昆曲，还与俞振飞先生合编普及教材《昆剧

曲调》，许多青年学子遵依此书、学唱昆曲；吴新雷先生也在南京大学的讲台上高唱

俞派唱腔，可谓字正腔圆……（2）P51.在此过程里，南京大学渐成大学学者传播昆曲之

重镇。陈中凡教授从1957年开始给研究生开设昆曲课，恢复吴梅的曲学传统。80年代

以降，南大中文系均开设昆曲课，恢复传唱活动。钱南扬、吴白匋、吴新雷三位教授

指导的戏曲史研究生，均以昆曲作为必修课，聘请江苏省昆剧院朱继云为曲师。（3）

P300. 

除了在课堂上教授昆曲知识和教唱昆曲外，大学还举办各类昆曲大专班、本科

班、研究生班和各种研修班。1987年，同济大学启动昆曲（剧）艺术教育，古典诗词

专家陶慕渊副教授讲授《宋词欣赏》课间，引用昆曲曲调新谱的《浣溪纱》等试为教

唱。同年秋，正式开设《昆曲欣赏》选修课，后又设《昆笛》选修班。1989年秋开设“身

段表演班”。昆曲（剧）选修课亦聘上海昆剧团的演员和曲界名家授课，先后正式聘请梁谷音和华文漪女士为兼

职教授；苏州作为昆曲的故乡，亦积极拓展昆曲教育。1989年，苏州大学中文系和苏州昆剧传习

所合作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昆剧艺朮班(本科)”，意在培养一批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昆

曲艺朮人才，共招学生二十名，首次将昆剧正式请入高等学校。同时亦积极争取申办

中国昆曲学院和文化遗产学院，有力促进昆曲教育的发展。  

 

三、大学曲社推动昆曲普及 

 
昆（剧）曲社是昆曲爱好者自发组成的唱曲组织，定期活动。白先勇在对华文漪

的访谈中说：“昆剧的文学性很高，欣赏的层面主要是知识分子，我认为在大专院校

培养观众很要紧的，是重要的一部分，应该……在院校鼓励成立昆剧社，你们可以去

指点。”（4）P24当昆曲在社会上日渐衰微之际，却在大学曲社中得以绵延。 

（一）教师组织和参加曲社 

以教师为首参加和组织的曲社以学为主，聘请昆曲教师及昆剧院名家来社教唱昆

曲，或与兄弟曲社拍曲联欢交流曲艺，编印昆曲社刊，协助大学展开昆曲讲习的教

学，并渐成风习。上世纪20—40年代间很多著名曲社都由教师组织和参加。如北京女

子文理学院教师岳莲峰成立的成乐曲社；北京大学俞平伯先生为首的昆曲社；中央大

学吴梅先生组织的紫霞曲社；浙江大学谭其骧教授参与成立的梅社，都是代表。1957

年，陈中凡教授设立南京大学昆曲社，以恢复曲学大师吴梅于30年代在中央大学传唱昆曲的优良传统，更标志教

师曲社进入新阶段。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教师组织和参加的曲社发展很快。较有名的有成

立于1986年的河海大学石城昆曲社，该社以学为主，先后聘请江苏戏剧学校昆曲教师



高慰伯、沈莹、王正来及江苏昆剧院朱继云、王亨恺等来社教唱昆曲，并不时与南京

各兄弟曲社及扬州广陵曲社拍曲联欢交流曲艺，每年均编印社刊《石城曲讯》若干

期，同时协助河海大学学生会举办“学生课余昆曲讲习班”；成立于1991年的苏州大学东

吴曲社，该社开展教唱、观摩、讲座、研讨、对外交流及组织演唱等形式多样的昆曲

活动，还为三年级的学生开设“昆曲艺术”选修课，讲授曲学知识，教唱名篇名段，组织舞台表演录像

欣赏；成立于2001年的复旦曲社，该社由中文系江巨荣教授、刘明今教授、物理系张慧英

女士发起，每周活动一次，由上昆的王君惠老师教唱拍曲，吴崇机老师教昆笛，并不

定期邀请昆剧表演艺术家来校做讲座，如蔡正仁、梁谷音等。 

（二）学生组织和参加曲社 

在教师的引导下，大学生积极参与组织曲社，充分展示了学习和传播昆曲的热

情。大学生曲社的主要活动内容为学习昆曲唱段、排演折子戏、交流观戏听曲的心得

等。上世纪20-40年代，就成立了一大批大学生曲社。如1922年成立的言乐会，邀请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学生参加，当时大学生陈竹隐（朱自清夫人）、廖

书筠、戚长城、马珏等，都经常参加曲会活动。“该会培养了大批青年学子，具有广

泛的社会影响”。（3）P287之后，1925年成立兰闺雅集曲社，社员主要是美术学院的女学生；1936年河北

省立法商学院大学生发起组织的 “一江风曲社”；20世纪40年代青年学生参与的辅仁大学昆曲组等。上世纪90年

代以来，一些著名大学的学子继承前人传统，积极筹办新的曲社，产生较大社会反响。如北京大学京昆爱

好者协会（京昆社），成立于1991年,是北京大学部分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发起组织，

由北京大学团委领导的学生社团。现由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几十人组成；1995年6月，

同济大学昆曲社——同济曲苑成立，历届社长为董青、刘润恩、秦凯莉，为当时少数几个主要由在校大学生参与

的昆曲社之一。 

 

四、大学学者开展昆（剧）曲学研究 

 
   王永健认为，应该尽快建立昆剧学，界定昆剧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内容，充分认

识到昆剧在戏曲史、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5）而大学是开展昆剧学和昆曲学研

究的重地。具体而言，大学学者的昆（剧）曲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撰写昆（剧）曲论著及论文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大量昆曲史料和文献得到集中挖掘、汇集和整理。期间

活跃着大学学者的身影,他们纷纷著书进行昆（剧）曲学的研究，涌现出一批颇有分

量的学术成果。如台湾中央大学洪惟助主编《昆曲辞典》、《昆曲丛书》等；中山大

学康保成著《苏州剧派研究》；苏州大学朱栋霖著《中国昆曲艺术》、王宁著《昆曲

与明清乐伎》；周秦著《寸心书屋曲谱》、《苏州昆曲》，并主编《中国昆曲论

坛》；天津音乐学院孙从音著《昆曲腔词格律及应用》；南京大学吴新雷著《中国戏

曲史论》；台湾世新大学曾永义著《从腔调说到昆剧》等。2002年5月，海峡两岸几

乎同时推出两部由大学学者主编的昆曲辞典：南京大学吴新雷主编的《中国昆剧大辞

典》，台北中央大学洪惟助主编的《昆曲辞典》（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02）。学界评

论，这两部昆（剧）曲著作是“90年来昆曲研究和史料文献的集中体现和利用”，

“同时也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6）P137. 

（二）组织昆（剧）曲学研讨，参与创办昆（剧）曲研究机构 

大学学者组织昆（剧）曲研讨的历史可追溯上世纪20年代。1923年，刘半农教授发

起昆弋学会，大学问家郑振铎、孙楷弟、余上沅加盟，壮大昆曲研究。抗战期间，云

南大学的陶光、西南联大的罗常培组织云南昆明昆曲研究会，1941年大发展，成员为西南联

大、云南大学以及中法大学的师生。上世纪80年代以来，昆曲研究机构发展迅速，相关的昆曲研讨会也从不定期

到定期举行，逐渐形成制度。1986年，中国昆剧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张庚任会长。1994年，东



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中心艺术传播系，东南大学戏曲小说研究所举办昆剧艺术高峰论

坛，围绕昆剧乃至整个戏曲艺术学科的发展进行了探讨和交流。2001年，苏州市和苏

州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国昆曲研究中心，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昆曲作为人类口述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保护、继承和弘扬的有关规划、方案、措施，提供政府及

有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发掘昆曲历史资料，研究昆曲历史、现状和发展理论；整理

改编昆曲剧目；培养昆曲编剧、研究及表导演人才；建立“中国昆曲”网站；举办昆

曲艺术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昆曲研究论文集等，在海内外昆曲研究领域产生深远的

影响。2005年4月8日，北京大学又联合文化部艺术司、中国剧协、中国艺术研究院及

等单位举行“保护、传承与发展：昆曲艺术圆桌论坛”。 

 

五、昆曲表演走进大学生 

 

（一）昆曲表演走进大学生 

南京大学戏剧前辈陈白尘说过，中国大学生都应该以不看昆曲为耻。早在上世纪

50年代，南京大学就成为昆曲大学演出的重镇。1958年3月，南京大学中文系邀请浙江昆苏剧团到校内礼

堂演出了《断桥》（张世萼、包世蓉、徐冠春演），《狗洞》（王传淞、周传铮演），《惊变埋玉》（周传瑛、

张娴、王传淞、包传铎演）。上世纪90年代以来，昆曲演出渐多。1990年11月，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唐代文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昆剧晚会，特请江苏省昆剧院到该校礼堂演出《游街》、《活捉》、《题画》和《小宴惊

变》。1991年5月，南京大学中文系特请江苏省昆剧院到校内大礼堂为全校师生演出《打虎游街》、《琴挑》、

《游殿》、《游园惊梦》。1992年9月，南京大学中文系邀请江苏省昆剧院到校内大礼堂演出《琴挑》、《访鼠测

字》、《游殿》、《痴梦》。1996年11月，南京大学文化艺术教育中心特邀江苏省昆剧院到校内为全校师生举行

第三次（1995年、1996年已举行过两次）昆剧艺术演示会，由范继信主讲，张寄蝶、石小梅、林继凡、黄小午、

赵坚、柯军等作示范演出。这种引导昆曲进校园的新方式，已先期在南京大学办了两次，后又在东南大学及南京

林业大学等校续办，效果甚佳。自上世纪90年代始，昆曲故乡——苏州的大学，亦渐积极引入昆曲演出。1991

年11月，苏州大学中文系89级昆剧艺术本科班为庆祝东吴大学建校九十周年举行首次公演，剧目有《游园》和

《奸遁》。2005年5月，大型历史戏剧昆曲《牡丹亭》在苏大首演，引发轰动。2006年3月，江苏省政协举

办首届“戏曲走进大学生”活动，开幕式就在苏州大学校园。同年4月，交通银行

杯，苏州大学第十届科技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暨“高雅艺术进校园”苏昆剧团专场演

出。同月，交通银行杯，苏州大学第十届科技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暨“高雅艺术进校

园”苏昆剧团专场演出。2008年5月，台湾昆曲《孟姜女》又走进苏大校园。此外，南

方院校如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北方院校如北师大、北京经贸

大学、北京商业学院也都积极引进昆曲演出，丰富青年学生的精神世界，传承优秀的

昆曲文化。 

（二）昆曲艺术家给青年学生讲课 

昆曲艺术家在表演的同时，给青年学生开设昆曲文化讲座，能够培养新一代的昆

曲观众，使大学生在校期间受到昆曲艺术的熏陶。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章培恒与

昆剧表演艺术家梁谷音交谈时也提到：“如果说是要扩大昆曲的影响，那就只能在年

轻人里边向他们宣讲昆曲的好处，其实也是让年轻人理解些中国古代的文化。”北昆

现在每年在首都大中学校的公益演出均超过50场，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营业演出20场

左右，学生观众为七八万人，每场演出都配合有昆曲艺术讲座。昆曲研习社与昆剧院

等机构也主动与大学系科联系，共同展开艺术和学术上的活动。2005年5月，江苏省昆剧团

与东南大学一起承办的“昆曲传播月”活动，举办“昆曲雅集”、“戏曲名家系列学术演讲”、 “戏曲名家中国

昆曲学术研讨会”活动，昆曲艺术家和文人学者合作，举办讲座宣传昆曲的艺术特征、艺术品格和文化价值，这

种方式可以为受众提供其所关心但并不了解的信息，提供其所不容易获得的信息分析。(7)P43.一些大学学者

注意教学法的改进，让昆曲艺术家亲自为大学生讲解昆曲表演艺术知识，如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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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栋霖老师的《戏曲评弹鉴赏》课上，就邀请了石小梅、孔爱萍来讲解昆曲演员的化

妆，取得很好的效果。 

 

 

(作者为苏州大学现当代文学影视戏剧方向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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