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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戏曲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历史之悠久，其作家之众多，其作品之繁盛，其
演出之盛况，其形式之多样，其艺术之精湛，足可与其他任何艺术形式相抗衡。
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中国戏曲文化的艺术份量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首先是经久不衰的繁荣。
自从秦汉时期早期戏曲形成以来，一直到当代，戏曲一直是中国人钟爱的艺术形式，从没有出现过中
断，从最高统治者到文人墨客，到普通老百姓，无不兴味盎然。
可以说，戏曲是中国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音乐之于奥地利人，就像哲学之于德国人。
其次是种类繁多。
据统计，目前我国现存的戏曲形式有500多种，分布在全国各地，为各个民族所享有。
这种规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可比拟的。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戏曲是一门最为全面的综合性艺术，她有机地融合了叙事文学、诗歌、音乐、
舞蹈、杂技、武术、雕塑、绘画、工艺、服装等等艺术门类，还包括历史在内，其他剧种，如话剧、
歌剧以及芭蕾舞剧等，都难望其项背。
每一位重视民族文化的华夏子孙都必须了解中国戏曲，而每一位了解了中国戏曲的人都必然会为之倾
倒，为之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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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仲文，男，1951年4月2日出生，研究员。
先后在北京财贸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方工业大学任教，现为北方工业大学公民素质与现代文化研
究所所长，北方工业大学学报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
专著《美学》曾获北京市哲学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专著《寻求突破——当代伦理观念新论》曾获
国家民委二等奖；主编的《中国艺术史》为国家“九五”工程重点图书。
主要专著包括：《美学》、《人际关系学》、《人类欲望论》、(《中国人走出死胡同》、《中西文明
的历史对话》、《中国隋唐五代文学史》、《泡沫经济：透视中国的第三只眼》、(《正义，你听我说
》、《世界近代前期哲学思想史》、《世界近代中期哲学思想史》、《民间视点：中国现在进行时》
、《中国六大名著的现代阅读》、《大唐诗史》、(《两宋词史》、《中国艺术史导读》等。
主编的主要丛书、套书包括：《百卷本(中国全史>》、《百卷本》、《中国艺术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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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章 剧场的起源戏剧现象是和剧场共生的，戏剧必须通过表演才能实现自己，但同时它就对表演的
场地——剧场提出了要求。
中国古代剧场的正式确立是在宋代，其时形成了专门化的演剧场所——勾栏。
而在此之前，中国剧场走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历程，有一个职能逐渐明确和固定的演变史，到了唐代
才初具规模。
探讨这一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对于当时戏剧存在状态的认识。
第一节无剧场意识期一、自然地形与世界上任何地区和民族的戏剧一样，中国戏剧也源出于原始人类
的宗教性模仿仪式歌舞。
这类根基于原始人类交感巫术观念的活动，最初只是出于宗教氛围和巫术内容的需要，一般选择山林
空地、崖壑坝坪等适合制造巫术氛围的自然地形举行，而其附近一定有峭壁岩石以便绘刻深含宗教意
味的符号和图形，用以创造一个宗教氛围空间。
今天所看到的许多史前岩画歌舞仪式场面，其绘刻环境都具备上述条件。
而当代考古学、人类学、美学对于史前岩画的一个较为一致的认识是：岩画不仅仅是原始人类的一个
客观创造物而单纯体现其美学和文化学价值，一定的岩画在原始思维中总是被视作特定宗教巫术活动
的组成部分而进入原始人类的感觉空间。
因此，岩画总是绘刻在特定的环境中，从已经发现的岩画遗迹看，刻绘图形的对象前面往往会有一片
开阔地，便于人们举行宗教仪式，激发宗教情绪。
根据这一认识，史前岩画歌舞场面与原始人类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总是对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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