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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态”剧本研究的创新之作 

———评郑劭荣专著《中国传统戏曲口头剧本研究》

李跃忠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中国传统戏曲口头剧本研究》以“活态”剧本———口头剧本为研究对象，拓展传统戏剧研究领域，揭示戏曲史的口
传潜流，为研究我国戏剧的发展史实及其规律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其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手段，文献典籍与田野资料相互

参证，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创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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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戏剧发展到清代中叶，作为剧坛翘首的昆
曲日渐式微，“花部乱弹”异军突起，我国戏曲由文

人戏剧进入了由演员主导、“名角称王”的地方戏时

期。伴随着这一深刻的戏曲变革，传统剧目的生成

方式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即由关汉卿、汤显祖

意义上的戏剧文学创作转变为艺人的演出本编创，

形成以即兴表演为特征的口头剧本。

口头剧本是一种典型的“活态”剧本，其演出俗

称“提纲戏”（亦称“搭桥戏”“路头戏”“幕表戏”

“爆肚戏”等），它没有完整的文字记录，只有一个

包含剧情梗概、脚色、场次等内容的表演提纲，有的

连最简单的提纲也没有，戏词、唱腔及舞台动作均

由演员即兴发挥。经过明清两代发展起来的地方

戏中，口头剧本是一个十分普遍的戏剧现象。然

而，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学界关注的大多是文字剧

本，口头剧本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遑论有系

统、深入的研究。郑劭荣博士《中国传统戏曲口头

剧本研究》的出版，弥补了上述缺憾。展卷细读，我

认为该著有三大创新之处：

首先，在学科建设上，深入开展口头剧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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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拓展传统戏剧研究领域。该著以口头剧本的

形态、编创与传承演变作为研究内容，改变以往重

视书面剧本中的文学剧本，而忽视口头剧本的戏剧

观。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面世以来，剧本、剧本

文学始终是戏曲研究的核心，按照洛地的说法，“百

年来中国戏剧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戏剧文学研

究占其一，从文著的数量来说，为第一位”，而这种

“纯文学性的研究”一般仅止于“介绍内容、考证源

流、评议褒贬”。［１］应该说，这种研究路数对于文人

戏曲而言是行之有效的，如果用于民间戏剧研究，

则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原因很简单，在很多情况

下，民间演出并没有完整的文字剧本，所有的戏词

都藏在艺人的心里，全靠口耳相授，演出时临场发

挥。因此，从事戏曲剧本研究，如果两眼只盯着古

代的文人剧本，或者只限于“花部”剧本中的文字剧

本，将极大地限制研究视野的扩展，也难以推进戏

曲学科的建设。

该著力图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框架，对口

头剧本予以全面系统的阐述。全书内容包括四大

板块，即“口头剧本的起源、形成及其发展史”“口

头剧本的形态与结构”“口头剧本的编创与演出”

及“提纲戏技艺传习与活动现状”。在研究思路上，

著作呈现出两个主要特点：其一，点面结合，系统梳

理口头剧本的历史脉络，将口头剧本置于中国戏曲

史的长河中来确立其价值与地位。如第一章“口头

剧本的产生及其成因”、第二章“口头剧本的历史传

统”，作者梳理了古代俳优戏弄至清代地方戏口头

剧本的发生与演变历程，体现出一种清晰的、自觉

的剧史意识。其二，立足历史和现状两个维度，既

注意到了口头剧本的历史传统，又密切关注其活动

现状及其艺术体制上的新变。如第七章第二节“幕

表戏的历史困境及其活动现状”，从演出水准、演出

程序、活动空间、电子字幕与“幕表戏”的剧本化等

几个方面分析了口头剧本演出形态的变异，揭示出

传统戏剧新的发展趋势。总之，著者不仅仅是静态

地描述一个戏剧现象，而是从戏剧史的角度来观照

其源流演化，使得著作的学术价值增值很多。

其次，深入戏曲艺术创造的第一现场，紧扣角

色扮演的戏剧本质，通过“场上之作”的考察，揭示

戏曲史的口传潜流，重新认识我国的演剧史。正如

本书作者所云：“口头剧本不仅仅是补充了戏曲史

中无文字记录的部分，丰富了戏曲史，更是我国戏

曲发展的主渠道。从历史和现状来看，我国戏曲存

在两条并行不悖的线索，一是书面创作的历史，二

是口头编创的历史。前者主要与文人相关，体现为

书面文本、戏剧文学的发展史；后者体现在口头剧

本上，它具有深远的民间文化背景。”［２］该论断是对

我国戏曲发展规律的重要补充。如上所述，在此之

前，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是文字剧本的戏剧史。从中

国古代戏剧的发展历程看，事实上这只是其中一条

线索。宋元戏曲成熟之前，俳优戏弄的表演一般没

有剧本，仅靠演员即兴编创。戏曲成熟之后，无论

是宋元南戏、杂剧还是明清传奇，依然具有浓郁的

即兴特征。至清代中叶地方戏蓬勃兴起，口头创作

成为剧本产生的最主要途径。本书第二章对此作

了详细的论述。归结起来，著者认为：口头创作几

乎贯穿了整个中国戏剧发展史，宏观而论，它不是

支流细脉，而是戏曲发展的主流干道。毫无疑问，

这是一条值得高度重视的学术意见。

口头剧本的产生方式不同于文字剧本，其创作

机制、传承方式与表现形态均存在显著差异，它是

生成、使用于舞台上的“活态剧本”，要作深入研究，

非得进入演出的第一现场不可。自上世纪１９８０年
代以来，戏曲学界开始借用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

方法，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考察获得第一手资料，

开展傩戏、目连戏等宗教仪式剧的研究。新世纪以

来，随着观念、视野、方法的更新，从案头走向田野

成为戏曲学界颇为流行的研究路径。著者受过比

较系统的专业训练，具有丰富的田野作业经验。因

此，他在研究口头剧本时得心应手，创获颇多，对民

间戏班剧目创作的特点、过程及规律作了全景式的

分析，尤其是口头剧本的表现形态、编创机制及其

舞台呈现等方面的研究用力尤勤，新见迭出。这部

分内容主要体现在本书的第三章“提纲本的形式特

征及提纲戏的定型书写”、第四章“口头剧本的套语

艺术”、第五章“提纲戏剧目编创与‘说戏’制”及第

六章“口头剧本的演出形态”等章节。

我国著名的戏剧教育家陈多指出：传统戏曲剧

目的创造有两条渠道，一是先由作家写定，然后演

出的“文人之作”；二是以演员为主体，用“条纲”划

定框架即可演出。［３］此论甚是。可见，学者们并非

没有注意到提纲戏（即口头剧本的表演）的重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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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关键在于，如何进入这一演剧形式内部，对其编

演过程及其规律作出满意的回答。正如著者自己

在文中的追问：口头剧本究竟是如何在舞台上形成

的？艺人要遵循哪些形式规则，运用什么样的编创

技法？台上的演员又是如何协作沟通、共同完成表

演创作？即兴演剧具有怎样的属性特征？作者对

上述问题均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论证，首次比

较完整地描述了传统戏曲的即兴演剧形态，展现出

民间艺人独有的艺术智慧和表演技能，为我国戏剧

的发展史实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其学术贡献不言

而喻。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该著立足于戏剧戏曲学，

综合运用口头诗学、民俗学、文献学、文化人类学等

多学科理论，文献典籍与田野资料相互印证和补

充，在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科学、稳妥的

结论。众所周知，学术创新首先要观念出新，著者

运用不同于传统书面文学的评价标准来衡量口头

剧本的价值及其在戏剧史上的作用，将其提高到

“传统戏剧发展主渠道”的地位，应该说，这种认识

是独到而客观的。多层次比较研究是全书另一突

出特点，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剧种的口头剧目，揭示

口头戏剧传承和变异的规律；开展不同戏班与艺人

之间的口头剧本、提纲戏与剧本戏之间的比较辨

析，探求戏曲发展演化的历史脉络。同时，整体研

究与个案考察相结合，既考察戏曲口头剧本的一般

规律，又针对一些具体剧种和代表性的技艺传承人

进行周密细致的个案调查，由“点”及“面”地开展

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方法针对性强，科学有效，值

得我们去认真借鉴。

在戏曲史料建设上，广泛而深入地进行民间口

头剧本的采集和整理，挖掘和留存珍贵的口头文本

资料。据我所知，自２０１１年以来，著者为了解戏曲
口头剧本的活动现状，进入民间戏班，开展细致深

入的田野调查活动。通过走访民间艺人，观看现场

演出，探寻口头剧本艺术体制及其生存环境。在考

察期间，著者获得了大量的口述材料、图像与声像

资料；此外还搜集了一批文字剧本（其中有不少手

抄本），以及相关志书、图谱、戏剧实物等。这些源

自戏剧原初状态的材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坚实

基础。

总起来说，《中国传统戏曲口头剧本研究》学术

视野独特，材料充实，方法科学，治学严谨，深入探

讨了一个普遍存在却为学界长期忽视的重要的戏

剧现象，极大地推进了戏曲剧本研究及戏曲学科的

发展。可以预见，其学术价值将会日益彰显。借此

机会，我愿意在这里提出一点不成熟的建议，如果

著者继续研究这一课题，有些问题似可再作专题性

研究，如：古代即兴演剧的具体形态、中外即兴戏剧

比较、不同剧种口头剧本的异同等。如果这些问题

能得以重视并圆满解决，我们相信，由著者所开辟

的学术园地必将产生出更多更优秀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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