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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创 规 镬 力 破 陈 言

— 评《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

吴 毓 华

在近几年出现的戏曲研究论著中
,

郑传寅先生的《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一 书 (湖北教育出版社 1 9 9 0年出

版 )
,

是一部学博才高
、

力厚思深的佳作
。

全书把古典戏曲放在 J一阔的传统文化的宏观背景之 厂
,

在民族意

识 的深层触摸戏曲艺术的脉博
,

从而开拓了戏曲研究的新 视野
,

较为深入地解决 了某些重要的间题
,

是戏曲

研究领域中
,
不可多得的研究成果

。

全书从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柱
:

民俗文化
、

儒家文化和宗教文化三个视角
,

对戏曲进行了肠同方位 的观

察
、

审视
,

探索戏曲艺术在历史的行程中
,
受到这些传统文化的不同影响

,

因而发展形成不同的美学特征
。

这些新的视角
,

开拓了新的思路和辽阔的思辨空间
,
对戏曲史上某些 问题的解决

,

提供了新的突破 口
。

比

如
:

关于戏曲的发展和形 成问题
,

学界历来多持城市经济发展说
,

即认为戏曲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唐宋 以来城

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

出现了市民阶层
,
为戏曲的发展提供了观众队伍和艺术集中交流竞争的场所

,

从而促

使戏艘的形成
。

应该肯定地说
,
此说符合历史发展实际情况

,
因而是比较公允的

,

但不够全面
。

因为它忽略

了作为封建社会主体的广大农村
、

汪洋大海般的自然经济和农 民观众对戏曲形成和发展的重大影 响
,

或者把

这种影响不自觉地放在了次要地位
。

这种立论
,

对于诸如何以在某些经济极为落后的山沟里
,

戏曲仍然很活

跃
,

保留着一些古老的声腔剧 种? 对这类问题
,

往往解释不清
。

郑著从中国的民俗考察
,

从 民间节 日的内容

和效 应上
,
发现 了节 日和戏曲之间互相促进和互相影响的密切关系

,

看到了节 日习俗对戏曲形成和发展有着

巨大的影响
。

在封建社会的农村
,

居住分散
,
交通闭塞的环境中

,

戏曲能够生长和发展
,

达到家喻户晓的程

度
,

正是依靠节 日习俗为戏曲聚集 了大量的观众
,
而且增强 了戏曲对农 民观众的吸附力

,

使民俗节 日成为
“

连接戏曲消费和生产
、

传播戏曲文化的重要媒介
” 。

而且
,
对戏曲文化形态的生成

,
包括戏曲多喜剧

、

贵浅

显
、

求热闹等特点
,

也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

这丫论断
,
言之成理

,
令人信服

,
可 以说

,

填补 了关于戏 曲形成

论的一个空 白
。

郑著从民
:
俗角度开拓

,

发现了戏曲舞台色彩具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和丰富的历史内容
,

使人对于戏曲舞

台色彩选择的理解
,

也大大地深入一步
。

在闲明戏曲色彩崇尚富丽的特征和色彩使用的表现功能之后
,

作者

着重共索了戏曲色彩功能获得的历史过程
。

他指出
:

戏曲色彩的选择
,

既不是对色彩的物理功能进行分析
,

从而将色彩的刺激还原为感觉的联想
,

也不是戏曲艺术家根据自己 的主观意愿随意强加给戏曲的
,

而是 在漫

长的历史中
, 以历代传承的色彩习俗为 内在根据

,

主要是 以阴阳五行说为共同信仰的背景和你准尺度
,

促使

千差 万别的众多个体泯除差异而形成的共同的色彩习俗
,

赋予色彩以独特的功能和意义
。

沿着 这一观 点 深

入
,

又进一步发现了戏曲舞台色彩是 以伦理 化和宗教化的色彩 习俗为根据的一种文化语言
,

富有深刻 的文化

意蕴和丰富的历史 内容
,

是有着规律可寻的
。

这种论析
,
建立在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基础上

,

因而深中肯紧
。

这样科学地理解戏曲色彩的形成和功能
,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开拓和突破

。

从民俗的视角深入开掘
,

作者对戏曲的
“

大团圆
”

结尾 也提 出了独到见解
。

从潜藏于民族心理深处的尚圆

习俗
,

和 植根于农业经济的思维模式的循环论
,

证明了始离终合的
“

大团圆
”

结局
,

远不是国民性的劣根性或国

民性的乐观性所能概括得了的
,
也不是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逼真 再现所能说通的

,

而是植根于崇尚圆满的民

族心理特征而创造出来的理想境界
,

是我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艺术再现
,

是古代文化发展的规律性表现
。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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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方位的探寻终于得出的论断
,
发人深思

,
可以说独辟蹊径

,

因而不复冗套
。

对于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文化和戏曲的关系
,

早 已是众多的戏曲研究者的着力之处
。

这自然也是本书作

者审视戏曲的一个重要视角
。

作者在这一部分
,
精研典籍

,
发幽钩潜

,

采缀增补
,

抽择端绪
,

使自己的论述

在前人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
。

首先
,

作者从戏曲与历史紧紧缠绕这一普遍而又大量的事实中迢日于摸索
,

发现 了儒家的史官文化与戏曲有着密切的联系
,
并对这种联系进行了精微论析

。

史官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求实

精神
,

正是这种精神的过早 的觉醒
,
不仅造成了戏曲与富于幻想的神话的疏远

,
导致了戏曲的晚出

,

同时也

促使戏曲对历史的依恋
,

使戏曲具有
“

近史而谬悠
”

的特色
,

不仅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描写对象
,

还要求戏曲

作家在历史的旗帜下进行想象
,
在戏曲批评上也带来以实证虚

、

强事臆测的索隐方法
。

由这一基点出发
,

作

者提出了戏曲何 以形成于元代的独特之见
。

作者认为
,
戏曲晚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

是史官文化所形成的 文化

心理结构所造成的对戏曲的鄙视
,
因而扼制了戏曲的发展

。

到了元代
,
异民族的惨酷统治

,
使

“

包括价值观

在内的儒家正统观念受到空前未有的冲击
” ,
许多 文人与儒家的正统的价值观念相背离 (作者极为巧妙地 引

证了元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中的人物延寿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作为例证 )
,

因而投入了戏曲的创作队伍
.

而且
,
在异民族统治条件下

,
原来羁绊文人的一些儒家的教条 (如愚忠愚孝之类 )受到冲击

,

而某些孺家的积

极入世的观念
,

如爱国爱民
、

坚持正义
、

讲究 民族气节等
,
却因受到激励而大大发扬

,

这在众多的元杂剧剧

本中都有所表现
。

作者的这些论断
,

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

对于阐释戏曲形成期的缓慢进程
,

提供了有力

的论证
。

戏曲塑造人物形象的特征
,
一直是戏曲学子们讨论的重点问题

。

作者从戏曲塑造人物的基本原则 `公忠

者雕以正貌
,
奸邪者刻以丑形 )进行开掘

,
以儒家的人论与之沟通和参照

。

儒家的人论的基本特点在于对人

的道德面貌的重视
,
认为人的价值主要不在于知识的多少

、

能力的大小
,
也不在于财富的多寡

,
外貌的美

丑
,
而在于德行的有无

、

品格之高下
。

道德成了人的本质之所在
。

戏曲从这样的人论出发
,
对人物进行塑

造
,

必然是具有共同性的德性化人格
,
造成了对人物个性的扼制和忽视

。

从人物道德面貌着眼
,

使戏曲的人
物带有类型化特征

,

多是个性从属于人品的形象
。

这种认识是符合于戏曲人物的实际特点的
。

但是
,

应于指

出的是
,
优秀的戏曲作家在塑造戏曲人物形象时

,
虽然着力于人物的道德面貌

,

但也十分重视人物的个性的

刻划
,

包括戏 曲后期的许多著名表演艺术家
,
在塑造人物时

,
注意挖掘人物独特的心理和性格

,

因而使传统

戏曲的许多人物栩栩如生
,
具有鲜明的个性

。

此 书对于戏曲程式的研究
,

仍以开阔的视野
,
从古代的文化环境中寻找根据

。

在论述了农业社会的经济

环境容易养成崇尚前人的经验的思想习惯
、

血缘宗法制度容易给人带来贵静求稳的心态
、

以先王为法
、

以祖

宗为是
、

对 自我否定
、

面向传统和历史的心理之后
,
作者指出

: “

恋旧保守
,
凡事向后看的思想习惯

,

是程式

化倾向得 以形成和流播的内在机制
” ,
正是由于这种对前人经验的崇拜和因袭

,
形成了程式化

,
因此在戏曲

发展史上
,

出现了拜师祟师
、

崇尚流派的普遍现象
。

而极其厚重的耽古守常的社会精神氛围
,

对艺术创造和

艺术接受都有很大影响
,
形成了戏曲创造和欣赏中独特的审美特征

,

即戏曲是通过程式进行艺术创造和欣赏

的
。

作者对于戏曲程式的社会土壤
、

文化的根源的论证是妙入精髓的
,

使关于程式的研究和认识都比前人大

大深入一步
。

在这里感到不满足的是
,

关于戏曲运用程式进行艺术创造的特征讲的不够
。

因为程式的出现
,

不仅有社会文化根源
,

还有艺术本身的原因
。

歌舞的形式本身就是有程式的
。

歌舞和戏剧结合
,

程式更加多

样化和复杂化
。

歌舞的虚拟性特征使戏曲对人物情感的表现
,
不可能是自然的直接的

,

总要通过歌舞的技术

程式的夸张和制约
,
经过提炼变形

、

虚实结合的处理
。

演员表演人物
,
既要遵循生活的逻辑

,

又要遵循舞台

逻辑
,

解决好这一间题就是戏曲艺术创造性之所在
。

所以
,
对于戏曲程式

,

仍需审慎对待
、

精心研讨
,

说程

式
“

阻挠了艺术的进步
” ,
将逐渐

“

泯除
” ,
是否绝对一些

。

探讨戏曲和宗教的密切关系
,
是戏曲研究的薄弱方面

,

前人的研究多停留在较浅的层次上
。

本书的论述

充实浩荡
,
丰蟾宏茂

。

作者在透过戏曲和宗教互相利用的表层关系之后
,

深入一步探讨了宗教和戏曲的深层

关联
。

其中不仅侠洽贯通地阐述了戏曲的开场锣鼓
、

戏曲的台步与韵白受到道教
“

打闹台
” 、 “

步里踏斗
” 、

奋
步虚声

”

的启示和影响
,
同时又讨论了戏曲普遍存在的双 重结构 (即善有善报

,
恶有恶报 )的特点

。

作 者 指

出
,

佛道二教宣扬的 因果报应观念
,

是戏曲双重结构的心理 因素之一
。

这种结构模式是客观的事理要服从主

观的情理
。

作者指出
:

宗教的传播
,
克服了儒家重实际的特点造成的人们想象力的萎缩

,

佛道二家的奇思异

1 2 4



想
,

称道灵异
,

可 以大大激活人们的想象力
,
创造 出广阔的思象至间

,

而且佛道二家超出现实人生之外探讨

人生间题
,
使作家们能够从一个超现实的角度

,
飞腾想象

,

塑造出一些生天生地生鬼生神灵异独特的艺术形

象
,
对社会人

.

生作鸟瞰俯视
。

不象儒家那样潜心于人生事务之中
,
而是沉缅于世外之想

,
放谈空虚

,

参破世

相
,
对人生之 价值作出深入的哲理思考

。

因此
,
在

,

一定角度上说
,

佛道对人生价值的思考远比儒家深刻
。

从

这个观点认识和理解戏 曲作家和作品
,
就具有 了新的高度

。

由此作者又进一步联系到戏曲创作总是以梦 幻比

喻人生
,
指出这种观念除具有消极的一面外

,

而
“

其主要的贡献在于
,

将剧作家观察生活的视点由传统的人

伦政治方位
,
扭转或提升到哲理层次

,
从而深化了剧作家对人生的认识

” ,
亦即

“

促使戏剧艺术家从一个全

新的方位和角度一一与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哲 理层次来俯视人生
。 ”

这一论断深刻而中肯
,
符合戏曲史的真

实
。

汤显祖的《 四梦》多是从这一人生视角来观察人生
、

反映生活的
。

他在《邵郸梦记题词》 中说
: “

火身都将

相
,

饱 厌浓醒之奉
,
迫束形势之务

,
倏然而语以神仙之道

,
清微 闲旷

,

又未尝不欣然而叹
。 ”

这样
,
作家可以

从更高的层次上 去发掘生活的深层意义
,
产生深刻而独到的发现

。

众多的明清戏曲评论家
,
一再 主张 《西厢

记》应 以《草桥惊梦 》折作结
,
也是出于剧本 以此作结

,
表现张生对人生的执着 到觉醒的过程

,
表达 了作者对

人生价值的深刻思考
。

如果终以团圆
,
则至少淡化了剧本 的这一深刻意义

。

作者在梦与戏的 比较中
,
看到了两者在传情

、

心理特征和心理过程等方面的共同之点
,
阐释了

“

因情成

梦
,
因梦成戏

”

的美学论断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
使人们对汤显祖的这一论断的认识更为深刻和准确

。

这使人

想到
,

我们对于戏曲美学的诸多论断的理解和认识
,

往往是不准确不深刻的
。

如能象此书一样
,

从一些更广

泛的角度和更深 的层次上进行探讨
,
洞幽烛微

,

将会妙入精髓
,
多所发现

。

《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一书
,
以其新 颖的立论

,

严密的论证
,

翔实的材料
,
独创规镬

,
力破陈言

,

成为

当代戏 曲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收获之一
。

这与郑传寅先生的踏实刻苦的学风分不开
。

郑先生以弘扬祖国文化传

统为己任
,
华路蓝缕

,
矢志不移

,

数年来广泛钻研了我国的民俗遗产和佛道的经藏
,
又通读了十三经

,

以及

众多的戏曲著作
,

因而为戏曲研究的开拓
,

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
。

祝愿戏曲研究领域
,
有更多的如此佳作问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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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我们有一部分同志受小生产习惯的束缚
,

只重生产
,

而轻流通
。

李先念认为
,

这
“
同我们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早己不相适应

。 ”

他指出
: “

随着我们向四个现代化 目标的前进
.

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
,

就愈来愈突出
。

因此
,

我们一定要纠正这种不正确的思想
。 ”

使社会主

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能健康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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