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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开始偏重于正统文学，至于戏曲之类通俗文学，迟至17世纪或稍早方引
起注意。
20世纪以来东京大学盐谷温教授、京都大学青木正儿教授，在中国戏曲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得
到学术界的公认。
田仲一成编著的《中国戏剧史》对中国戏剧史作了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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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田仲一成 译者：布和 注译：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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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序言
凡例
导言 视点与方法
第一章 戏剧的产生
 引言　乡村祭祀礼仪向文艺／戏剧的转化
 1.戏剧形式的出现——“春祈”社祭中的戏剧成分
 2.戏剧内容的形成——“秋报”社祭中的悲剧因素
 第一节 神灵降临的祈福礼仪——由附体演出、福神舞蹈向庆贺戏的转化
 1.原始的附体形式
 2.经过美化的附体形式
 3.具有象征意义的附体形式
 第二节 驱邪、逐疫的攘灾礼仪——从“傩神武技”到“角抵戏”、“武打戏”
 第三节 针对“孤魂”、“冤魂”的镇魂礼仪——由僧侣、道士主导的祈福礼仪向悲剧的转化
 1.针对英灵、英雄的镇魂祭祀
 2.针对幽鬼、冤魂的镇魂祭祀
第二章 戏剧的萌芽
　引言　戏剧萌芽的历史进程
 1.先秦汉魏六朝时期(潜伏期)——古代社祭的结构
 2.唐一五代时期(萌芽期)——社邑、义社的质变
 3.北宋一南宋时期(初期)——迎神赛会的环境
 第一节 庆贺剧的萌芽
 1.巫觋礼仪转向歌舞文艺
 2.参军戏(歌舞戏)的形成
 3.院本的形成
 第二节 角抵戏、武戏的出现
 1.古代宫廷的追傩礼仪和戴面具队列
 2.唐宋时期的乡村逐疫礼仪和角抵、武技
 第三节 镇魂戏剧的出现
 1.孤魂祭祀的形成
 2.英灵镇魂戏的出现
 3.冤鬼镇魂戏的出现
第三章 巫类舞戏的传承
 引言　追傩类戴面具舞戏——演唱词话、诗赞类舞戏的传承
 第一节 乡傩的舞戏化
 1.乡傩中的追傩武技
 2.乡傩中英雄舞戏的形成
 3.乡傩中冤魂舞戏的形成
 第二节 堂傩的舞戏化
 第三节 市傩的舞戏化——灯戏图卷
第四章 元代戏剧的形成
第五章 明代戏剧的质变
第六章 清代戏剧的展开
第七章 近代商业戏剧的形成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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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版后记
中文版后记
作者小传
译者小传
校译者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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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另外，在为在世的宗族长老庆祝生日、病愈或是为一族子弟庆贺考中科举、升官等活
动时，为了感谢神灵和祖先的嘉护也会在宗祠或家堂里举办戏剧表演。
其中特别是庆祝宗族长老生日的寿诞戏、在明代中期以后，流行于宗族之间，但前述《休宁茗洲吴氏
家记》却对此表现出抑制的姿态。
在明代，寿诞戏成为祭礼戏剧的中心。
（2）宾礼戏剧除了“红白喜事”外，宗族在接待官员等头面人物的私下社交喜筵场合，也有为感谢
神灵和先祖而表演戏剧的情况。
这时，除了一族人之外，有交往的村落内外的宗族父老及地方政府官员等也被请为宾客参加，宴会的
规模逐渐扩大，因此，戏剧表演也比“红白喜事”时更加华美。
在明代中期以后宗族的“家训”等资料中，对这种“宾礼戏剧”进行限制的规定很多。
1550年前后浙江海盐县海昌许氏的家训“许氏贻谋四则”的“家则”（许相卿《云村先生文集》，嘉
靖刊本，日本尊经阁文库藏）里写道：“歌舞俳优，鹰犬虫豸（鹦鹉、鹌鹑、门鸡、促织之类），剧
戏烟火，一切禁绝。
虽乐宾、怡老、娱病，亦永勿用。
”这里的“怡老”是指寿诞戏，“娱病”是指使病人痊愈的戏，都属于上述红自家演戏剧，“乐宾”
属于宾礼戏剧。
这些戏剧当初有的在宗族内部的宗祠和家堂里上演，后来逐渐地都变为在宗族外的宴席上表演。
明代的许多资料里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议论内容。
如冯时可在前述《礼说》中说道：“昔燕客场用琴瑟笙簧，今用俳优演剧。
”葛守礼在《禁奢僭以明礼即节疏》（《葛端肃公文集》卷三，万历十年序刊本，日本东洋文库藏）
中谈到了1570年前后山东德平县的风俗时说：“缙绅士庶燕会，供具希馔，用数品足矣。
今用大盘罗列，殊为暴飨。
且用戏子，喧嚣狎谑，亦属不雅。
”《皇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三十六《屠渐山集、孙文恪公集》里也记载：“比来，士大夫家竞为奢靡
⋯⋯耽戏剧之娱。
”另外如明末浙江嘉善县人支大纶的《酌家训》（《支华平先生集》卷三十六，明刊本，日本内阁文
库藏）里谈道：“优伶杂伎，不惟蛊惑心志，亦多玷污家风，吾所常见。
惟郡邑大夫，宴款不敢不用。
亦须间宅张筵，以防淫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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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戏剧史》是文学史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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