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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工作者，基础的中国历史知识，几乎全部得自自学。
所谓“自学”，也就是自己摸索着读书。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篇幅简短的历史知识小丛书，给我提供过非常重要的帮助，是引领我步入中华文
明殿堂的有益向导。
按照我所经历的切身感受，像这样简明扼要的小书，对于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应当会有更大
的帮助。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中华文明史话》中英文双语丛书，就是这样一种主要针对外国朋友而量身
定做的书籍。
编撰这样的历史知识介绍性书籍，首先是要保证知识的准确性。
这一点说起来简单，要想做好却很不容易。
从本质上来讲，这是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认识历史的困难性所造成的，根本无法做到尽善尽美；
用通俗的形式来表述，尤为困难。
好在读者都能够清楚理解，它只是引领你入门的路标，中华文明无尽的深邃内涵，还有待你自己去慢
慢一一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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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章简要介绍戏曲形态的演变。
第二章介绍戏曲中的经典作品和题材类型。
第三章介绍戏曲的艺术形式。
第四章介绍剧场、戏班的发展历史和戏曲演员。
     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中国的诗词、绘画、服装、舞蹈、武术等多种艺术形式都能在戏曲中得到展
现。
戏曲多角度地展现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只要我们愿意，就能通过戏曲这扇窗口，更好地认识源远流
长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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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杂剧在音乐上表现为“四套一单曲”。
“套”指两支以上不同宫调的连缀体，同一套曲子必须押同一韵。
“楔子”一般用单曲，有时也把这支曲子重复一遍。
杂剧主要采取一人主唱的形式，有时其他人物也唱几支曲子，但这种情况很少。
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在北宋年间就出现了。
南曲的发展也可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期为温州永嘉时期，作品多为集体创作，有名的剧作有《赵贞女》、《张协状元》。
后者写张协上京赶考，路遇王贫女，两人结合后，王贫女帮助张协赴考，张协考上状元后忘恩负义，
宰相可怜王贫女，收为养女后将其嫁给张协状元。
这个时期的南戏多是这类负心悲剧。
第二期是杭州时期，这时杂剧作家纷纷南下，南戏吸取杂剧的养分，逐渐走向成熟。
《拜月亭记》、《杀狗记》就是根据杂剧改编而成。
在音乐唱腔上南曲也受到杂剧影响，出现了“南北合套”的音乐体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署名的个人创作，像施惠的《拜月亭记》等。
第三期为元末明初。
南戏在南方一带广为流传，它开始走出江浙，在江西、安徽一带都能看到南戏的演出。
这一时期出现了南戏的代表作——高明的《琵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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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戏曲史话(中英文双语版)》：中华文明史话。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戏曲史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