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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国维先生有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历经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各种文体、流派、理论、思潮层出不穷，异彩纷呈，它们既是文学史的组
成部分，又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生发、演进、成熟、衰微的过程。
相较于文学通史，以断代文体或专题为内容的文学史，有利于做深入的讨论和详尽描述，对推动学术
发展、学科成熟，功莫大焉。
为此，特选择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某一时期，某一文体之兴衰历史的代表著作，
精心编辑，汇为丛刊，把这些经过时间检验、在学界有定评的经典之作，集中呈现给读者。
同时，我们还将继续跟踪学术发展，随时吸纳高质量的学术专著，收入《中国断代专题文库丛刊：明
清传奇史》。

　　《中国断代专题文库丛刊：明清传奇史》采取开放的形式，按系列陆续推出。
既回眸历史，总结过去，也放眼长远，瞻望未来。
希望学界同仁惠赐大作，使这道学术长城能蜿蜒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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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明清传奇和明清传奇史
第一节 传奇：从小说到戏曲
第二节 明清传奇界说
第三节 明清传奇的历史分期
第一编 从戏文到传奇（明成化初至万历十四年，1465-1586）
第一章 风起于青蘋之末
第一节 明前中期社会与剧坛
一、明前期社会与剧坛
二、明中期社会与剧坛
第二节 元末至明中期戏曲的发展动向
第二章 传奇体制的确立
第一节 审美趣味的文人化
第二节 剧本体制的规范化
一、戏文剧本体制的三种样式
二、规范化的传奇剧本体制
第三节 语言风格的典雅化
第三章 昆腔新声的崛起
第一节 四大声腔及其变迁
第二节 昆山腔的改革
第三节 昆腔新声与传奇
第四章 传统主题的变异
第一节 有益风化的教化剧
一、丘濬和邵灿
二、惟有孝义贞忠果美哉
第二节 虚实相半的历史剧
一、嘉靖以前的历史剧
二、张凤翼及其历史剧
第三节 情理和谐的风情剧
一、《南西厢》和陆采
二、郑若庸和高濂
第五章 时代主题的先声
第一节 《宝剑记》：忠奸剧的定型
第二节 《浣纱记》：历史剧的新篇
第三节 《鸣凤记》：时事剧的发轫
第二编 传奇的风行（明万历十五年至清顺治八年，1587-1651）
第六章 晚明社会与剧坛风气
第一节 举国如狂的剧坛风气
第二节 心学思潮与传奇风行
第三节 实学思潮与传奇风行
第七章 汤显祖的文化意义
第一节 厌逢人世懒生天——汤显祖的人生追求
第二节 梦中之情，何必非真——《牡丹亭》的思想意蕴
⋯⋯
第三编 传奇的繁盛（清顺治九年至康熙五十七年，1652-1718）
第四编 强弩之末的传奇（清康熙五十八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719-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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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漂泊无依的传奇（清道光元年至宣统三年，1821-1911）
附录：明清戏曲研究书目举要
后记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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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唐有传奇。
宋有戏曲、唱诨、词说。
金有院本、杂剧、诸公（官）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
国朝（按，指元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
 在他看来，小说、戏曲与说唱文学是同出一源，一脉相承的。
直至晚清民初蒋瑞藻作《小说考证》及《小说考证续编》时，还将小说、戏曲、弹词等混为一谈，并
指出： 戏剧与小说，异流同源，殊途同归者也。
 既然如此，以小说之名“传奇”来指称戏曲，不正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第二节 明清传奇界说 以“传奇”作为戏曲的通称，这是广义的称呼。
但明清以来人们更多地以“传奇”作为明清时期一种特殊的戏曲体裁的专称，这种狭义的“传奇”又
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呢？
 在狭义的“传奇”一词的实际运用中，人们赋予其三种不同的含义： 第一，传奇是与杂剧相区别的
长篇戏曲的通称。
这一含义始见于明后期，以吕天成《曲品》卷上所述最有代表性： ⋯⋯金元创名杂剧，国初演作传奇
。
杂剧北音，传奇南调。
杂剧折惟四，唱惟一人；传奇折数多，唱必匀派。
杂剧但摭一事颠末，其境促；传奇备述一人始终，其味长。
无杂剧则孰开传奇之门？
非传奇则未畅杂剧之趣也。
 在这里，吕天成是以金、元北曲杂剧与明代新、旧传奇作比较的。
其实，自从明中叶南杂剧兴起以后，在音乐体制上，杂剧用乐已不局限于“北音”，而大多采用南曲
或南北合套；在剧本体制上，杂剧折数已不拘泥于四折，而是少至一折（或称“出”），多至八九折
不等；在演唱方式上，杂剧早已打破“一角主唱”的旧套，剧中各种角色皆可司唱，并有轮唱、分唱
、对唱等演唱形式；所有这些，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都已成为惯例，在这些方面与传奇并无二致。
因此，吕天成的文体比较显然缺乏科学的准确性。
但是，吕天成以外在体制的长短和内在结构的繁简作为杂剧与传奇相区别的本质特征，则可谓独具慧
眼。
其后明人祁彪佳、清人黄文旸和近人王国维、吴梅等戏曲评论家和研究家，皆准此将元明清戏曲分为
杂剧与传奇两种体裁。
 此说的最大缺陷是未能对古代长篇戏曲内部“戏文”与“传奇”二体加以区别，因此在文体分类学的
意义上就不免过于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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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清传奇史》相较于文学通史，以断代文体或专题为内容的文学史，有利于做深入的讨论和详尽描
述，对推动学术发展、学科成熟，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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