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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戏曲鉴赏（附光盘1张）》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的指导而编写，
作为普通高等学校非艺术娄专业的艺术教育公共课教材，涉及到艺术的基础理论和艺术的主要门类，
它将使学生在课程的学习实践中，通过鉴赏艺术作品、学习艺术理论、参加艺术活动，树立正确的审
美观念，培养高雅的审美品位，提高人文素养；使学生了解、吸纳中外优秀艺术成果，理解并尊重多
元文化；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
能力，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和谐发展，从而契合科教兴国战略的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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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美生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河北省戏剧家协
会常务理事、中国关汉卿研究会副秘书长河北省《三国演义》研究会副会长代表作品，戏曲电影《忠
烈千秋》（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剧本《百花山》获中国人口文化奖，《厂长马恩华》获文化部文
华奖，《我们和你在一》获中国广播剧专家奖，《清风吏》、《敲响阿韶规秀丧钟的人》获河北省五
个一工程奖，出版戏剧专著《悠悠写戏情&mdash;&mdash;关汉卿传》（人民出版社），《武生泰斗盖
叫天》（河北人民出版杜），《代名旦尚小云》（花山文艺出版社），戏剧戏曲作品赏析》（方圆电
子音像出版社）等。
　　朱江　　2003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现为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师，河北省戏剧
家协会会员。
已发表多篇论文，出版教材两部。
主要从事戏剧戏曲影视方面的创作、科研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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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优孟衣冠&mdash;&mdash;戏曲的历史沿革一、巫觋与优伶（戏曲的起源）二、参军戏与踏摇娘
（戏曲的发展）三、元杂剧与明传奇（戏曲的成熟）第二讲 大象无形&mdash;&mdash;戏曲的独特之美
一、诗歌舞乐投二、虚之美情真三、时空无定性第三讲 国粹神韵&mdash;&mdash;戏曲的兴与衰一、曾
经的辉煌二、时代的趋势三、永远的戏曲第四讲 感天动地&mdash;&mdash;《窦娥冤》（评剧）一、评
古论今&mdash;&mdash;评剧二、青春和生命交织出的惊天动地的大悲剧三、激情和正义的狂呼与呐喊
第五讲 伦理悲剧&mdash;&mdash;《琵琶记》（越剧）一、委婉绰约&mdash;&mdash;越剧（上）二、人
物群像三、批判的锋芒与&ldquo;忠孝&rdquo;烙印第六讲 化蝶双飞&mdash;&mdash;《梁山伯与祝英台
》（越剧）一、委婉绰约&mdash;&mdash;越剧（下）二、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二、执著的爱，
永恒的爱第七讲 生死之恋&mdash;&mdash;《牡丹亭》（昆曲）第八讲 两情相悦&mdash;&mdash;《抬
玉镯》（秦腔折子戏）第九讲 惩恶扬善&mdash;&mdash;《钟馗》（河北梆子）第十讲 国破家
亡&mdash;&mdash;《帝女花》（粤剧）第十一讲 官小品正&mdash;&mdash;《七品芝麻官》（豫剧）第
十二讲 形神兼备&mdash;&mdash;《金子》（川剧）第十三讲 宅门少妇&mdash;&mdash;《徽州女人》
（黄梅戏）第十四讲 浓浓悲悯&mdash;&mdash;《曹操与杨修》（京剧）第十五讲 平民情
结&mdash;&mdash;《宰相刘罗锅》（京剧连台本戏）第十六讲 西风东渐&mdash;&mdash;《王子复仇记
》（京剧&middot;移植莎士比亚话剧）第十七讲 芦荡火种&mdash;&mdash;《沙家浜》（京剧现代戏）
附录：中国戏曲剧目介绍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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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梁山伯与祝英台》、《盂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
《白蛇传》是我罔四大著名民间传说戏。
这四大传说多少年来在流传中不断变异，以其丰厚的文化内涵久演不衰，广受人们欢迎，可谓家喻户
晓、妇孺皆知。
　　《粱山伯与祝英台》叙述祝英台女扮男装与粱山伯同窗共读三年，结下深厚友谊。
祝英台的父亲催女儿归家，梁山伯送祝英台回家。
在送别途中，祝英台多次暗示梁山伯向自己求婚，憨实的梁山伯毫不理解。
祝英台无奈托言为妹做媒，向梁山伯自许终身。
祝英台的父亲强行将祝英台许配给太守之子马文才。
梁山伯闻讯悲痛不已，殉情而死。
太守家迎亲之日，花轿途经梁山伯坟墓。
祝英台哭奠，墓裂，祝英台跃入墓穴，与粱山伯双双化为彩蝶，比翼齐飞。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根植民间，流转时间悠久，形成时间大约有1600余年，主要靠人们以民间
传说方式口头传录而保留下来。
目前，国内最早的关于粱山伯与祝英台的文字记载，见于初唐时期。
晚唐的传奇小说《宣室志》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至今我们看到的较早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的文艺作品。
故事初具规模。
宋元时期被搬上戏曲舞台被称为&ldquo;元曲四大家&rdquo;之一的白朴写成《祝英台死嫁粱山伯》。
为民间戏曲表现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先河。
明代戏剧家朱少斋著有《英台记》，还有无名氏写的《同窗记》。
遗憾的是没有传本。
据仅传下来的明代《群青类选》、《缠头百练》等戏曲选集收录的散出。
清朝初年，浙江曾有叙事性民歌《梁山伯歌》。
有关粱山伯与祝英台的戏大致分两类：一类文词质朴，比喻生动，近似民歌；再一类曲词典雅无论哪
一类，写梁山伯与祝英台相爱而不能爱、在愤恨和难分难舍相别时，艺术处理都相当出色，歌颂了粱
山伯与祝英台这一对执意追求纯洁爱情，并不惜为此殉情的有情人。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足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中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民间传说。
据有关专家考证，梁山伯原为浙江宁波鄞县县令，清正廉洁，辛劳过度，病死任上。
现在较早也较完整的宋明州（今宁波）知府李义诚的《义忠王庙记》中，还明确记载了梁山伯的生卒
年月和立庙时　　间，说梁山伯终年21岁，尚未婚配。
现在浙江省宁波鄞县高桥镇有梁山伯庙，每年来这里的人们不断。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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