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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与总结：钱南扬先生南戏研究述略

苗怀明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钱南扬先生是学界公认的南戏研究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他最早从事南戏研究，以扎实厚重的学

术成果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南戏研究的学科基础。其南戏研究持续半个多世纪，涉及各个方面，在

作品校注、曲文钩沉及史论方面皆有建树，构建了一个系统、完整的南戏研究学术体系，由此奠定了其学术地位，

对南戏研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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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２０世纪以来的戏曲研究，南戏研究无疑

是最能体现其成就与特色的重要领域之一。在此

方面，钱南 扬 先 生 是 学 界 公 认 的 开 拓 者 与 集 大 成

者。如今，南戏研究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回望这

段学术史，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其中就包

括对钱南扬先生南戏研究成就与特色的梳理和总

结。不仅总结钱南扬先生南戏研究的学术特点与

学术方法，同时总结钱南扬先生为学过程中的学术

意义与学术启示。

一、南戏研究的开拓与坚守

钱南扬先生是最早致力于南戏研究的学人之

一。结合其生平经历来看，南戏研究是其治学的一

个转折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由此可以将其学术

生涯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的精力主要放在

民间文艺领域，具体说来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

梁山伯、祝英台等民间故事的研究，一个是民间谜

语的研究，并有《谜史》（中山大学１９２８年刊行）等

成果面世，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１９２４年开始，钱南扬先生“不管社会上政治

风云的变化，整天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资料中，
广泛钩辑散佚或已湮晦已久的戏文与有关文献资

料，进行 缜 密 的 考 证”［１］１８。他 本 人 也 将 这 一 年 作

为自己研究南戏的一个学术起点：“我留意宋元戏

文，始于一九二四年。”［２］前 言 此后他相继发表《宋元

南戏考》、《宋 元 南 戏 百 一 录》等 系 列 著 述，成 为２０
世纪南戏研究的开拓者。

之所以要选择南戏作为研究对象，这与当时中

国戏曲研究这门学科的整体情况有关。在王国维、
吴梅等先驱者的倡导和示范下，戏曲研究这门学科

虽然已经建立，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可，但其内部

各个分支的研究是很不均衡的，当时人们的目光多

集中在元代戏曲上，对南戏则关注甚少，相关研究

也较为薄弱，具体情况正如钱南扬先生本人所描述

的：“明人注意宋元南戏的就很少，所以到了清朝，
简直连‘南戏’这个名字也没人知道了。自清季以

来，戏曲又渐渐为人注意，然研究曲学者，广博如姚

梅伯，于其所著的《今乐考证》中不及南戏；精深如

王静安，虽于《宋元戏曲史》论南戏渊源，颇多创获，
而在《曲录》中仍未为南戏专立一目，却把宋元南戏

都误入于明无名氏传奇之下。”［３］对研究状 况 的 全

面深入了解是着手研究的基本前提，钱南扬先生对

此有着很好的把握。
从南戏这一戏曲史研究的空白点和薄弱环节

入手，这种研究具有原创性，更有价值，对学术的贡

献也更大，由此可见钱南扬先生敏锐的学术眼光和

自觉的学术意识。当然，南戏之所以成为空白点和

薄弱环节，也自有其内在的原因，那就是文献资料

的严重缺乏。可以说，在当时南戏研究既是一个良

机，同时也是一个挑战。
为了深入研究南戏，除了个人的努力 外，钱 南

扬先生还曾专程到苏州向吴梅当面请益，得到这位

曲学大师的热情接待和悉心指点。钱南扬先生多



次住在吴家，得以饱读奢摩他室、百嘉室的珍贵藏

书①。这段短暂 而 充 实 的 美 好 时 光 对 其 日 后 的 治

学有着积极 的 推 动 和 影 响，据 其 本 人 介 绍，“我 的

《宋元南戏百一录》就是在吴先生家看书收集的材

料写成的”［１］２。
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钱南扬先生在南戏研究

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这个领域公认的最有

成就 的 学 人。根 据 其 不 同 时 期 研 究 的 情 况，以

１９４９年为界，可以将其南戏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奠基阶段。主要代表著述有《宋

元南戏考》、《宋 元 南 戏 百 一 录》、《宋 元 南 戏 目 录》
等，为南戏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

在《宋元南戏考》一文中，钱南扬先生对现存南

戏剧目的数量、南戏的名称、内容以及南戏不传的

原因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在《宋元南戏百一录》
一书中，他从历代曲谱、曲选中辑录了４５种宋元南

戏作品的残曲。《宋元南戏目录》则根据各类典籍

收录所知南戏作品１６４本。此外还有《张协戏文中

的两桩重要材料》、《瑞安高明传》、《跋汇纂元谱南

曲九宫正始》等。
这些著述为读者初步勾勒了一个南戏的全景轮

廓，填补了戏曲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使中国戏曲

史的面目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代表了当时南戏研

究的最高水平，因此受到学界的好评。有位学者曾

这样称赞《宋元南戏百一录》：“读者得此一编，和《宋
元戏曲史》合看，庶几宋金元三朝的南戏和北剧的流

变，都可以明如指掌。”［４］这些成果为后来的南戏研

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也奠定了钱南扬先生南

戏开拓者的学术地位，当时就有人这样评述：“专门

致力于南戏的，要算钱南扬先生为第一人。”［５］

在钱南扬、赵景深等人的倡导和示范 下，随 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南曲九宫正始》等重要戏曲文

献的新发现，南戏研究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曾成为一

个学术热点，受到学界的关注。新文献的发现，越

来越多学人的参与，使南戏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第二个阶 段 为 集 大 成 阶 段，主 要 代 表 著 述 有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宋
元戏文辑佚》、《戏文概论》等，对南戏研究进行了全

面、深入的总结，建立了南戏研究的学科体系。
与其他学人研究告一段落便转向新学术领域

的做法不同，钱南扬先生始终对南戏研究保持着浓

厚的兴趣和 高 度 的 关 注。１９４９年 之 后，他 仍 不 断

积累资料，充分汲取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相继出

版了像《戏文概论》、《宋元戏文辑佚》这样具有集大

成意义的研究著作。经过钱南扬先生半个多世纪

的辛勤开掘，作为戏曲史重要环节的南戏的真实面

目日渐清晰地显露出来。

二、南戏研究文献基础的奠定

钱南扬先生的南戏研究不仅着手时间最早，而
且也是 最 为 用 力，成 就 最 著 的。从 作 品 的 辑 佚 钩

沉、校勘整理到渊源流变、作家作品的考辨梳理，他
对南戏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为

这一领域公认的权威学人，其相关著述早已成为南

戏研究的必备参考书目。

在回顾自己的治学经历时，钱南扬先生认为自

己“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工作中，我主要做了三件

事：一是辑 佚 戏 文 史 料，……二 是 校 注 古 本 戏 文，
……三是理论上 的 总 结”［６］３９４－３９５。这 实 际 上 也 是

他对自己南戏研究的一个总结。总的来看，钱南扬

先生的南戏研究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南戏文献的搜集、整理。这是南戏研究

的基础工作。南戏研究之所以会成为中国戏曲研

究中的薄弱环节，不为学界所重视，其中有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就是文献资料的缺乏。因此，进行南戏

研究势必要从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开始。在此方

面，钱南扬先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说来，钱南

扬先生对南戏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是从如下三个方

面入手的：

首先是对南戏现存作品的搜集和整理。这方面

的著作主要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年版）、《元 本 琵 琶 记 校 注》（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１９８０年版）。钱南扬先生晚年还曾对《白兔记》进行

校注，可惜未能完成，成为一件憾事。之所以要整理

这五部南戏作品，是因为它们不仅是南戏的代表作

品，而且还大都保持了早期南戏的“真面目”［２］前言。
《永乐大 典 戏 文 三 种 校 注》一 书 是 对《永 乐 大

典》所收三种戏文作品进行的校注。这是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新发 现 的 三 部 重 要 南 戏 作 品，由 于 原 书 在

抗战胜利后不知下落，钱南扬先生以古今小品刊行

会的排印本为底本进行整理。整理工作包括订正

文字、分出、为每出加内容提要、补入所缺曲牌名、

为难解词语加注等。
《元本琵琶记校注》则是以清陆贻典抄本为底

本，以明嘉靖巾箱本、《九宫正始》所引元本为校本，
校勘“以有助于文字的纠正、理解，或有参考价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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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限，不作机械的全面的校勘”。原书不分出，校注

者 将 其 分 开，“卷 首 并 增 总 目，每 出 之 下 注 明 戏

情”［７］前 言。
这两个校注本所收均为早期南戏作品，无论是

文字的校勘还是字词的注释，都很见学术功力，质

量精良，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好评，成为研究南戏的

必读书目。
与一般的戏曲校注本相比，钱南扬先生的校勘

整理很有特色，这表现在，他不仅遵循一般的古籍整

理规范，对作品认真进行校勘、注释，而且还注意结

合戏曲自身的特点，将其许多学术见解有机地融入

到校注中，将作品的校勘整理与对南戏的探讨结合

起来。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校注本的学术含量，也
为其他学科的古籍整理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能取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与钱南扬先生严谨

认真、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是分不开的。以《元本

琵琶记校注》一书为例，该书是在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

出版的《琵琶记》校注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将两

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琵琶记》、《元本琵琶记校注》虽皆以清陆贻典

抄本为底本，但使用的校本则有所不同：《琵琶记》
是“用《巾箱本蔡伯喈琵琶记》（简称《巾箱本》），《李
卓吾批评琵琶记》（简称《李评本》），《陈继儒评琵琶

记》（简称《陈评本》），毛氏汲古阁本《琵琶记》（简称

《毛本》）为主；凌氏朱墨本《琵琶记》（简称《凌本》），
亦偶尔 引 及”［８］前 言。《元 本 琵 琶 记 校 注》则 仅 选 用

巾箱本、《九宫正始》所引元本为底本。之所以这样

做，目的是为了存真，因为李评本、陈评本、毛本、凌
本都是明人的改本，与作品原貌差距较大，钱南扬

先生曾用“面 目 全 非”一 词 来 形 容［７］前 言。相 比 之

下，巾箱本与陆贻典抄本同属一个版本系统，“虽则

已经明人初步加过工，然在形式上题目还被保存，
虽分出而未有出目；在文字上虽与抄本稍有异同，
但出入不 大”［８］前 言，《九 宫 正 始》所 引 为 元 人 旧 本。
用这两种版本而不取明改本做校本，可以最大程度

地保存作 品 的 原 貌。该 书 后 来 以《元 本 琵 琶 记 校

注》为名，显然与校勘原则的这一重要调整有关。
陆贻典抄本原不分出，为便于读者的 阅 读，钱

南扬先生在《琵琶记》一书中分出段落，“每一段落

之前加上一个数字。宋周密《武林旧事》对官本杂

剧称‘段数’，现在借用这个‘段’字，称某段，不称某

出”，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对戏剧一段称一‘出’，
虽则起源很古，……然称‘出’易与明改本相混，故

用‘段’字”［８］前 言。到《元本琵琶记校注》一书中，校

注者的认识有所变化，处理方式也就不同。他认为

“出是戏文本来有的，就是没有分写的习惯，分不分

关系不大”。为了保持作品原貌，同时也便于读者

阅读，钱 南 扬 先 生 重 新 将 全 书 分 出，并 作 了 解 释：
“‘出’字起源很古”，同时举宋道原《景德传灯录》、
明王骥德《新校古本西厢记》等书中的记载为证。

上述两点变化都是细节问题，钱南扬先生对此

却十分重视，及时加以修正、调整，由此可见其治学

态度之认真、严谨。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修正、调整

决不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因其关系到学术研

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为戏

曲研究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其次是对南戏残存作品的辑佚。这方 面 的 著

作主要有《宋元戏文百一录》、《宋元戏文辑佚》。
对残存作品的辑佚是钱南扬先生着手南戏研

究之初便进行的一项基础研究工作，早在饱读吴梅

奢摩他室、百嘉室藏书时，他就已留心于此，《宋元

南戏百一录》即是其早期辑佚的成果。之所以要做

这一工作，是因为当时完整流传下来的南戏作品数

量很少，除了《琵琶记》和荆、刘、拜、杀这四大戏文

外，几乎看不到什么南戏作品。即便加上新发现的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也不到十种，仅凭这些作品，是
无法得 见 南 戏 全 貌 的。而 从 曲 谱、曲 选 中 寻 找 资

料，对残存作品进行钩稽，可以拓展研究者的视野，
从整体上对宋元南戏进行把握和了解，其学术意义

正如钱南扬先生本人所总结的：“把这个已经失去

的环节钩稽出来，不但为戏曲史研究者提供材料，
与以方便；并 且 也 提 供 了 一 些 其 他 方 面 的 研 究 材

料，譬如对 于 古 代 语 言 学 研 究 者 就 有 可 参 考 的 地

方。”［９］前 言 可见这 一 工 作 的 意 义 和 价 值 是 重 要 的，
也是多方面的。

《宋元南 戏 百 一 录》一 书 从《旧 编 南 九 宫 谱》、
《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南词定律》、《九宫大成南北

词宫谱》等曲谱中辑录４５种宋元南戏作品的残曲。
所收曲文除标明出处、所据版本外，还十分注意曲

文的排列，并根据相关资料钩稽出作品的本事、剧

情。该书前有一篇《总说》，对南戏的名称、起源、沿
革、结构、曲律、文章、名目等问题一一进行考辨，比
《宋元南戏考》一文更进一步。

至于该书辑佚的方法，其好友顾颉刚曾做过较

为全面的概括：“他的辑录的法子，是先在小说笔记

里搜录其本事，而后审察辑集的曲文，以事证文，知
道某曲应在前，某曲应在后；某曲为某人独唱，某曲

为某人与某人对唱。这种工作，比了清代学者辑古

书困难得多。不但如此，每剧之后，更将杂剧、传奇

之用此本事所成的剧曲一一胪列，使得读者可以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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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比较研究的材料，这又是方便了多少？至于字同

异间校勘的细致，更不在话下了。”①

就在钱南扬先生辑录《宋元南戏百一录》的同

时，另一位戏曲史家赵景深也在悄悄进行着这一工

作，其辑佚的成果便是《宋元戏文本事》一书。有趣

的是，该书与《宋元南戏百一录》同一年出版，两书

所收作品数 量 基 本 相 当，但 在 内 容 上 可 以 形 成 互

补。将两人辑佚所得加在一起，除去重复，共得宋

元南戏作品５６种。在资料十分缺乏的条件下能辑

录如此多南戏作品，是很不容易的，对南戏研究的

促进和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后，随 着《南 曲 九 宫 正 始》一 书 的 发 现 和 影

印，辑佚工作取得重大突破②。这一突破是由陆侃

如、冯沅君完成的，他们依据该书所 收 早 期 南 戏 作

品，编成《南戏拾遗》一书。该书分上下卷，上卷共收

录新发现的宋元戏文佚曲７２种，下卷则对《宋元戏

文本事》、《宋元南戏百一录》所收４３种戏文的佚曲

进行增补，其特色正如作者本人所概括的：“目的不

仅在辑佚，尤其在本事的寻索。或据古籍的记载，或
据同题材而现存的剧本或小说，或据残曲本身。所

引书必详注版本及页码，以备复检。”［１０］导言、序例

经过几位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学界对南戏的情

况终于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戏曲史上一个

曾经失去的环节由此得以填补。不过，上述几部南

戏辑佚著作在取得突破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

一些问题，比如收录不全，不够精细等。早在《宋元

南戏百一录》刊行之初，钱南扬先生即对该书表示

不满：“校勘既竟，颇致不满，掷笔长叹。我尝三至

苏州，一至北平，以搜求材料。承师友之不弃，慷慨

出其秘笈相示。然明张牧《笠泽随笔》之《百二十家

戏曲全锦目 录》、清 钮 少 雅 之《九 宫 正 始》，迄 今 未

得，心常耿耿。纂辑之时，不能聚参考资料于一室，
甲书在苏，乙书在平，读乙书时，更欲参考甲书，势

所不能，舛错阙漏，其能免乎！曲文同时见于甲乙

丙三书者，应并注：‘见甲某卷，乙某卷，丙某卷。’今
注甲即遗乙丙，此亦失当之一端。”［１１］卷 首 识 语

有鉴于此，钱南扬先生在充分吸收自己及他人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精益求精，继续这一工作，终于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完成《宋元戏文辑佚》一书，
为南戏作品的辑佚工作划上一个较为完满的句号。

《宋元戏文 辑 佚》一 书 共 收 宋 元 戏 文 作 品１１９
种，另有不明年代戏文１种，失名戏文３种。在取

材上，“以曲谱为主，而曲选次之”，其中曲谱以《汇

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为主，该谱不收者，再据其他

曲谱辑录；在断句上，“以辞意为主，同时也兼顾曲

牌 的 格 调”；在 编 排 上，尽 量“按 照 情 节 先 后 排

列”［９］前 言。较之先前的几部同类著作，该书更为精

良，不 仅 辑 录 的 作 品 最 多，而 且 在 曲 文 的 排 列、剧

情、本事的钩稽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改进，这也正符

合学术研究后出转精的特点。也正是为此，《宋元

戏文辑佚》一书被学界称作宋元戏文辑佚的集大成

之作，有学人称道“钱先生的戏文辑佚之著，在我国

历史上首次构建了戏曲文本辑佚的科学范式”［１２］。
可见该书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南戏研究，它对整个中

国戏曲的研究都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从《宋元南戏百一录》到《宋元戏文辑佚》，通过

这两部在时间上相差二十年的学术著作，可见钱南

扬先生在南戏研究方面取得的进步，于此也可见出

其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
再次是对南戏目录的编制。目录向有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之功，了解南戏作品的数量，编制南戏目录，
这是南戏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对了解南戏的全貌及

各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钱南扬先生对这一工作非

常重视，早在其第一篇南戏论文《宋元南戏考》中即进

行了这一工作。在该文中，他根据《永乐大典》、《南词

叙录》、《南九宫十三调曲谱》等典籍共辑得南戏８７本，
后附《时代未详之南戏》存疑作品１４本。

在《宋元南戏百一录》卷首的《总说》中，他扩大搜

罗范围，增加《宦门子弟错立身》、《太霞新奏》等典籍，
共得南戏名目１０２本，其中有刻本流传者１２本，完全

失传无曲文可考者４５本，另有存疑者１３本。
《宋元南戏目录》则又在前两文的基础上“勾稽

其目，汇录 成 篇”［１３］。该 目 又 增 加 新 发 现 的《南 曲

九宫正始》，共得宋元南戏名目１６４本。
建国后，钱南扬先生继续这一工作，在《宋元戏

文辑佚》一书前言的《一篇总账》部分，他增加《山中

白云词》等典籍，共辑得宋元南戏名目１６７本，其中

有传本者１６本，全佚者３２本，有辑本者１１９本。
在《戏 文 概 论》一 书 中，作 者 专 门 设 立 剧 本 一

章，其中第一节即为《一篇总账》，这可以看作是钱

南扬先生南戏编目工作的一个总结。在该目中，继
续扩大搜罗 范 围，又 增 加《癸 辛 杂 志》、《四 友 斋 丛

说》、《九宫十三摄谱》、《传奇汇考标目》、《李氏海澄

楼藏书目》等典籍，共得宋元南戏名目２３８本，其中

有传本者１９本，有佚曲可辑者１３４本，完全失传者

２４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１月　

①

②

顾颉刚《宋元南戏 百 一 录》序，哈 佛 燕 京 学 社１９３４年 刊 行，又

载《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４卷第３期（１９３５年）。

针对该书，钱南扬先生写有《跋〈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文

史杂志》第６卷第１期，１９４８年３月）一文，可参看。



８６本①，较之此前所知有明显增加。
这并不仅仅是宋元南戏剧目名称数量的简单增

加，从１９３０年发表《宋元南戏考》到１９８１年出版《戏文

概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钱南扬先生一直

关注着这一问题，持之以恒，剧目数字增加的背后是

艰辛的文献搜罗和爬梳，是南戏研究的不断进步。前

辈学人治学的精神和风范，于此可以窥见一斑。

三、南戏研究学术体系的构建

在搜集、整理南戏文献的同时，钱南扬 先 生 还

对南戏诸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以填补戏

曲史上这个曾经失去的重要环节。这一方面的探

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 从 整 体 上 对 南 戏 的 探 讨。《宋 元 南 戏

考》一文代表了钱南扬先生早年从整体上观照南戏

的努力和尝试，该文分剧目、名称、内容等部分，第

一次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南戏的全貌。该文也因此

被学界视作南戏研究的开山之作。不过也不可否

认，由于当时所看到的作品和资料有限，对一些问

题的看法难免有不够完善之处。
稍后，在《宋 元 南 戏 百 一 录》一 书 的《总 说》部

分，钱南扬先生再次对南戏进行全面的论述。经过

几年的积累，掌握的资料逐渐增多，一些认识也有

所改变。该文和《宋元南戏考》相比，不仅涉及的领

域更广，看法和认识也更为深入。
其后，南戏文献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 研 究 成

果相继推出，钱南扬先生一直在关注着南戏研究的

动态和发展，并进行着自己的思考，他对南戏的认

识也在不断深化和提高。《戏文概论》一书代表了

他晚年对南戏的探讨和认识。该书不仅是钱南扬

先生南戏研究的一个总结，代表了其南戏研究的学

术水准，同时也代表了当时南戏研究的最高成就，
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专著对

宋元南戏进行如此全面、深刻的探讨。
《戏文概论》曾作为讲义在大学课堂上讲授过，

经过 不 断 修 订 才 最 后 成 书。钱 南 扬 先 生２０世 纪

６０年代曾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与陈中凡一起讲授中

国戏剧史课程，《中国戏剧概要》是两人合编的一份

讲义，现有南京大学中文系１９６４年内部刊印本，由
于当时 只 印 行 了 三 百 本，故 知 者 不 多。该 讲 义 的

《宋元戏文》部分为钱南扬先生所编，分引论、源委、
余论三部分，并节选了《张协状元》、《宦门弟子错立

身》、《琵琶记》等部分曲文作为附录。这三部分在

后来的《戏文概论》一书中都得到保留，但作了不少

补充和修订。通过该讲义可以了解钱南扬先生撰

写《戏文概论》一书的相关情况。
对《戏文概论》一书的性质和特点，钱南扬先生

是这样概括的：“企图将戏文作一个比较全面的说

明。”［２］前 言 诚如其言，该书对南戏进行的是系统、完

整的介绍和分析。全书分引论、源委、剧 本、内 容、
形式、演唱等六个部分，对南戏的名称、产生背景、
渊源流变、声腔、剧本存佚、内容、结构、格律、剧本

创作、演出、剧场等问题进行了十分全面而详细的

探讨。将该书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一书放在

一起对读，半个多世纪中戏曲史研究的进展情况，
于此可以很清晰地显现出来。

该书的特点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总结的：“它不同

于一般的戏曲史，也不是单纯的评论，而是将考证、
探讨、资料和史论糅合在一起，言简意赅，不枝不蔓，
因而 显 得 很 严 谨 很 朴 实，绝 无 空 泛 失 真 的 虚

话。”［１４］２０１考论结合，这正是钱南扬先生一贯的治学

风格，它主要表现为：研究建立在坚 实 的 文 献 基 础

上，言必有据，持之有故，结论必须有过硬资料和充

分论证的支撑。以戏文名称的确定为例，该书一开

始便引证２０则材料，列举戏文、南戏文、南曲戏文、
南戏、温州杂剧、永嘉杂剧、鹘伶声嗽、传奇等种种名

称，并分别进行考证辨析，最后通过比较得出结论：
“最适当的莫如戏文一辞。它不但没有上述的各种

毛病，而且很熟悉的还在江浙一带人民的口头使用

着。”［２］７该书以《戏文概论》为名而不用《南戏概论》
为名，原因正在于此。一词之用，如此慎重，反复推

求，由此可见作者治学之严谨、之认真。有论者认为

该书“虽仅十八万言，却集作者六十年研究成果，对
宋元戏文的历史及理论作了全面而精辟的科学论

述”［１５］。这一概括还是较为准确、到位的。
此外，钱南扬先生还写有《南戏、杂剧、传 奇 的

区别》一文［１６］，《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戏 曲、曲 艺 卷 的

宋元南戏词条亦为先生所写。
其次是对南戏具体作家作品的探讨，主要是对

高明及《琵琶记》的探讨。这方面的论文有《瑞安高

明传》②、《琵 琶 记 作 者 高 明 传》③、《高 明 是 怎 样 一

个人》④等。《瑞 安 高 明 传》、《琵 琶 记 作 者 高 明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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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数字系根据《戏文概论》一书而来，三者相加为２３９本，比 钱

南扬 先 生 所 云２３８本 多 出１本。在《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戏 曲、

曲艺卷“宋元南戏”词 条 中，又 云 有 传 本 流 传 者１７本，则 三 者

相加为２３７本，比２３８本又少了１本，见《中国大 百 科 全 书》戏

曲、曲艺卷第３６８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刊于《浙江省通志馆馆刊》第１卷第３期，１９４５年。

刊于《大公报·文史周刊》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３日，后收入 剧 本 月

刊社编辑《琵琶记讨论专刊》，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刊于《新民报晚刊》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０日。



为同一篇文章的不同版本，两文依据丰富的文献记

载，对《琵琶记》作者高明的名号、籍贯、生平经历及

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和介绍。
此外，他还对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张协状

元》进行探讨，撰有《张协戏文中的两桩重要材料》
一文①。该文分南词诸宫调的发见、宋官本杂剧的

所谓“断送”两部分，利用《张协状元》为史料，对中

国戏曲的相关问题进行考察。

① 刊于《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２卷第１期，１９３１年。

通过对现存早期作品的校注、残存曲文的辑佚

以及对南戏渊源、流变、内容、形式、演唱等方面系

统、深入的考察，钱南扬先生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

的南戏研究体系。他早年以《宋元南戏考》、《宋元

南戏百一录》等著述构建了南戏研究这一中国戏曲

研究的重要分支，晚年又以《元本琵琶记校注》、《永
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宋元戏文辑佚》、《戏文概

论》等著作予以充实与完善，其系列南戏研究著作

代表着２０世纪南戏研究的最高成就。钱南扬先生

也因此集南戏研究的开拓者与集大成者于一身，为
南戏研究做出了无人可以替代的重大贡献，受到学

界的高度赞誉。同时他还注意培养人才，门下涌现

出一批优秀的学人如俞为民、朱恒夫、周维培等，薪
火相传，使南戏研究得以持续，得以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１］　王琼娥．忆南扬［Ｍ］／／南戏学会，等．钱南扬先生纪念

集．内部刊行，１９８９．

［２］　钱南扬．戏文概论［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
［３］　钱南扬．宋元南戏考［Ｊ］．燕京学报，１９３０（７）．
［４］　顾颉 刚．宋 元 南 戏 百 一 录 序［Ｊ］．浙 江 省 立 图 书 馆 馆

刊，１９３５，４（３）．
［５］　云士．宋元南戏百一录［Ｊ］．剧学月刊，１９３６，５（１）．
［６］　钱南扬．钱南 扬 自 传［Ｍ］／／晋 阳 学 刊 编 辑 部．中 国 现

代社 会 科 学 家 传 略 第 六 辑．太 原：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５．
［７］　钱南 扬．元 本 琵 琶 记 校 注［Ｍ］．上 海：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８０．
［８］　钱南扬．琵琶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９］　钱 南 扬．宋 元 戏 文 辑 佚［Ｍ］．北 京：古 典 文 学 出 版

社，１９５６．
［１０］　陆侃 如，冯 沅 君．南 戏 拾 遗［Ｍ］．北 京：哈 佛 燕 京 学

社，１９３６．
［１１］　钱 南 扬．宋 元 南 戏 百 一 录［Ｍ］．北 京：哈 佛 燕 京 学

社，１９３４．
［１２］　孙崇涛．筚 路 蓝 缕　以 启 山 林———从 戏 文 辑 佚 看 钱

南扬先生的 治 学 精 神 与 学 术 贡 献［Ｊ］．文 化 艺 术 研

究，２００９（６）：２０２－２０９．
［１３］　钱南扬．宋元南戏目录［Ｊ］．浙江图书馆通讯，１９４２，１

（２）．
［１４］　吴新雷．钱南 扬 教 授 的 名 著 戏 文 概 论［Ｍ］／／曲 苑 第

一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
［１５］　张新建．钱南 扬 戏 文 概 论 介 绍［Ｊ］．绍 兴 文 理 学 院 学

报，１９８６（１）：１２０－１２１．
［１６］　钱南扬，俞为民．南戏、杂剧、传奇的区别［Ｊ］．文史知

识，１９８６（８）．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Ｑｉａｎ　Ｎａｎｙａｎｇ’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ＡＯ　Ｈｕａｉ－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Ｑｉａｎ－ｎａｎｙａｎｇ　ｉｓ　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ｌ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ｗｈｏ　ｅｐｉｔｏｍ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ａｎｘｉ，ａ
ｌｏ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Ｈｅ　ｉｓ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ｔｏ　ｅｎｇａｇｅ　ｉｎ　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ｓｏｌｉ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ｈｅ　ｐｉｏｎｅｅｒｅｄ　ａ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ｌａｉｄ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Ｎａｎｘｉ　ｓｔｕｄｙ．
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ｌａ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ｈａｌｆ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Ｈｅ　ｍａｄ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ｏｒｋｓ’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ｕｓ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ｓ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ｅｔｔｏ　ａｎｄ　ｉｎ　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ｅ　ｈ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Ｎａｎｘｉ　ｓｔｕｄｙ．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ｈａｓ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ｉ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ａｎｘｉ．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Ｑｉａｎ　Ｎａｎｙａｎｇ；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４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１月　



苗怀明，男，1968年7月生，河南平舆 

人。文学博士、博士后。现任南京大学文 

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 

2011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兼任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 

古代小说网创办人及主持人。主要研究方 

向为中国古代通俗文学、近现代学术史， 

出版《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二十 

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二十世纪中国 

小说文献学述略》、《风起红楼》、《吴 

梅评传》等学术专著多种，发表学术论文 

及随笔数百篇。目前正从事说唱文学方面 

的研究。 

王文兵，1966年3月生，男，河北怀安 

人，哲学博士，现为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 

研究中心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 

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教学 

与研究工作，出版和参编《文化自觉与社 

会秩序变革》等学术专著多种，发表《毛 

泽东群众路线的内在张力》、《公共领域 

的基本内涵与人生意义》等学术论文60余 

篇，多次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教育部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