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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材:戏曲鉴赏》由由刘祯主编。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材:戏曲鉴赏》试图文学与表演、历史与艺术、文本与舞台并
重，故篇章设置分上下篇，上篇八章为戏曲文学历史，下篇九章为表演艺术，前置一“前言”：“戏
曲与戏曲欣赏的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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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与戏曲欣赏的三个层面 上篇 第一章宋元南戏：南方俚俗戏曲初成 第一节《张协状元》：现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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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牡丹亭》：生生死死为情多 第五章清代传奇（上）：场上之曲无奇不传 第一节《清忠谱》：展
现政治斗争的时事剧 第二节《风筝误》：由风筝引发的风情喜剧 第六章清代传奇（下）：南洪北孔
鼎峙双峰 第一节《长生殿》：一曲帝妃之间的爱情绝响 第二节《桃花扇》：青楼女子桃花扇底说兴
亡 第七章新中国戏曲：改革发展推陈出新 第一节田汉《白蛇传》：断桥未断断柔肠 第二节昆曲《十
五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 第三节徐进《红楼梦》：红楼戏的经典改编之作 第四节杨兰春《朝阳
沟》：一部成功的农村生活喜剧 第八章新时期戏曲：思想解放多方探索 第一节陈亚先《曹操与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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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戏曲音乐与欣赏 第一节戏曲音乐的特征概说 第二节曲牌联套与板腔变化 第三节如何欣赏戏曲
音乐 第三章昆曲、京剧历史及表演艺术 第一节昆曲的历史 第二节京剧的历史 第三节昆曲、京剧的表
演特色 第四章地方戏、少数民族戏剧及表演艺术 第一节地方戏简述 第二节少数民族戏剧简述 第三节
地方戏、少数民族戏剧表演艺术 第五章谭鑫培与生行表演艺术 第一节谭鑫培的生行艺术之路 第二节
谭鑫培表演艺术特色 第三节谭鑫培及其生行艺术的影响 第六章梅兰芳与旦行表演艺术 第一节梅兰芳
的旦行艺术之路 第二节梅兰芳表演艺术特色 第三节梅兰芳及其旦行艺术的影响 第七章俞振飞的表演
艺术 第一节俞振飞昆曲艺术之路 第二节俞振飞表演艺术特色 第三节俞振飞的地位和影响 第八章净、
丑的表演艺术 第一节“名不副实”的行当 第二节粗中有细的净行表演艺术 第三节小中见大的丑行表
演艺术 第九章地方戏艺术家表演艺术 第一节袁雪芬越剧表演艺术 第二节周慕莲川剧表演艺术 第三节
红线女粤剧表演艺术 第四节常香玉豫剧表演艺术 第五节严凤英黄梅戏表演艺术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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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虽说戏曲音乐的种类繁多，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又无不彰显共通的审美特征。
比如意大利歌剧（opera），它每一个剧本的创作都是为音乐表达而服务的，通常歌剧的剧作家也是音
乐家，统领歌剧作品的是音乐。
又如话剧（drama），话剧中的音乐成分，起到渲染情感、烘托气氛的作用，不过话剧表演的主要手
段是台词与肢体，音乐运用的重要性相对有限。
戏曲音乐在戏曲演出中的地位与表现，既不同于歌剧、也有异于话剧等，戏曲作品固然不可视为音乐
作品，但它的演出多半靠音乐的律动作为支撑点。
戏曲艺术的“四功五法”，即唱、念、做、打（四功），手、眼、身、法、步（五法），无不按音乐
的品性予以表现。
 舞台上的很多戏，唱腔极为优美，自不用说，但在很多没有唱的地方，依然符合音乐性，生、旦、净
、末、丑的一举一动大都需要应和着锣鼓击出的节奏而表达出来，所以说“唱”以外的“念”、“做
”、“打”都有音乐在其中，这是欣赏戏曲音乐所要特别注意的。
比如在昆曲《牡丹亭·拾画叫画》这一出戏中，男主人公柳梦梅在进京赶考的途中，失足落水，幸好
被人救起，寄居梅花观，稍作休整便闲步观中的花园，演员上场须清吟两句：“今春谁似我？
客途中都不问其他。
”接下来便是一段韵白。
至此通通没有唱腔，属于念白，所谓的韵白不用我们平常说话的口气，而是在有伴奏或没伴奏的情况
下，按一定的音乐节奏把剧中人所要说的内容念出来，等于是以音乐的方法美化了平日生活的语言。
又无论是京剧《徐策跑城》中老官儿徐策在奔走过程中，耍弄乌纱帽翅和胡须以表现急切的心情，还
是《三岔口》中任堂惠与刘利华的摸黑对打，都有音乐的存在。
欣赏戏曲音乐，不单要从人声、器乐声中去体味音乐，更要于演员的举手投足间去把握音乐。
 唱腔和器乐的大段展示是欣赏戏曲音乐需要特别关注的部分。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戏曲音乐中，演员的唱腔是占首要地位的。
元代就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一说，“丝”指的是二胡一类的弦乐器、“竹”是笛、箫之类的
管乐器，肉是指人声。
弦乐、管乐都不如人声之美，好的唱段，也主要听演唱，其次才是乐器伴奏所起到的美听效果。
据记载，在古代，苏州民众惯于中秋节那日，登上虎丘，比赛昆曲演唱，经过层层筛汰，到深夜时分
，只有几位高手中的高手引吭高歌，此时连伴奏乐器都不需要了。
可见戏曲音乐是多么重视人的演唱。
 相比之下，乐队固然重要，但与歌唱仍是绿叶与红花的关系。
不过在舞台场面激烈的时候，复杂的打击乐组合则显艺人水平之高超，尤其在武打戏中，铙钹节奏的
疏密、击打力度的强弱、锣鼓余音的长短，都极为讲究，兴到之处，演员和乐队往往可以互动，在规
定情境的允许范围内，即兴表演，精彩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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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材:戏曲鉴赏》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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