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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剧是中华文化具体、形
，．J、象、生动的载体。京剧自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四大徽班陆

续进京演出，于嘉庆、道光年间同来

自湖北的汉剧艺人合作，相互吸纳，

彼此影响；又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

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并吸收了

一些民间曲调，逐渐形成相当完整

追韩信》、《吴汉杀妻》等)、三国(如

《群英会》等)、两晋南北朝(如《淝水

之战》等)，再到隋唐(如《打登州》

等)、两宋(如包公戏等)、元、明、清、

民国，京剧的许多剧目都弘扬、保

存、促进了中华文化。若要把两百多

年来的京剧剧本汇集、传承下去，征

集、编辑和出版一部《中国京剧传统

19，63年4月4日周恩来总理审查北京京剧院赴香港演出团
剧目，观看吹腔《奇双会》一剧后接见全体演员并合影，前排左起：
刘雪涛、言慧珠、张君秋、周恩来、姜妙香、俞振飞、马盛龙。

的艺术风格和表演体系。唱腔基本

属于板腔体，以西皮、二黄为主要腔

调。两百多年来，其剧目的丰富性、

多样性超越了我国其它各个剧种，

因此被称为“国剧”。京剧剧本蕴涵

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从传说中

的盘古开天辟地、夏禹治水、武王伐

纣，中经春秋、战国(如《赵氏孤儿》、

《羊角哀》等)，到两汉(如《萧何月下

剧本大全》(以下简称《大全》)，实为

当务之急。

汉、唐时期中国不只是文化大

国，也是文化强国。那时的汉、唐文

化泽被日本、朝鲜、东南亚、西亚以

及欧洲、非洲的一部分地区。但自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化的辐射

力、影响力大为减弱。“文化大革

命”更使中华文化蒙受了浩劫。改

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阃，我国已

重新成为文化大国，但目前还不是

文化强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在国际

市场上占的比例还很小；更主要的，

外国人还不了解中华文化的精粹所

在。而京剧所体现的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则可使外国人对中华文化

的优长所在，有深切的感受和体会。

英国有个说不完的莎士比亚，但莎

士比亚只有36个剧本，而中国的京

剧却有数千个剧目，一千部以上的

剧本。因此，征集、编辑和出版《大

全》又是我国从文化大国走向文化

强国的一个必要措施。

鲁迅先生把改造、提高国民性

作为他毕生的任务之一。改革意识、

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已成

为我国国民性中的正能量。但是，

国民性中的负面问题也不可小觑。

诸如阿Q精神、官僚作风、唯上意

识、长官意志等等，常常阻碍着改革

大业的前进。而在中国京剧中，民

主性的精华是主要的(封建性的糟

粕当然也有，但不占主导地位)。弘

扬京剧中的民主性精华，恰好有助

于对国民性中负面问题的改造和对

国民性中正能量的弘扬。所以，征

集、编辑和出版《大全》，还是改造国

民性中的负面问题、发展国民性中

正能量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那么，目前我国京剧剧本的出

版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据《京剧剧目词典》，京剧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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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00个左右(《京剧剧目考略》收

1702出)。1、内部发行的《中国京剧

传统剧目汇编》，出版《汇编》26集，

其中的京剧剧本有122出。2、台湾

有贡敏先生收罗、保存的一部分京

点鸳鸯谱》、《海瑞背纤》、《唐僧化

虎》等8出剧本。7、中央电视台11

频道《空中剧院》十年来约播_出几

百个京剧传统剧目，但对其剧本尚

无人汇集、整理。8、全国有200多个

梅兰芳在伦敦与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左一)、
黄柳霜(左二)、熊式一(右三)、余上沅(右一)合影

剧剧本，约400出左右。3、北京出版

社2009年11月出版的《京剧传统

剧本汇编》，收京剧传统剧本499出

(《中国京剧戏考》收剧本766出)，

和保存在大陆和台湾的全部京剧

剧本相比较，也还有距离。4、《经典

京剧剧本全编》，陈予一主编，国际

文化出版社出版，收京剧传统剧本

57出。5、民国期间，上海大东书局

出版《戏考》两函40册，收剧本500

出。大东书局还出版过《平剧会考》

10册，1、2册介绍京剧知识，其余8

册全是剧本。此外，还有刘菊禅先

生编辑的用工尺谱记谱的京剧剧

本集；潘侠风先生在天津主持的

《旧剧集成}16集和《京剧集成》丛

书5集；文化艺术出版公司出版的

《京剧流派剧目荟萃》5辑；钮骠主

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京剧

选编》9集。以上共收京剧剧本约

800出以上(部分重复)。6、辽宁春

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京剧传

统剧目选》，也收集了很多京剧传

统剧本，仅第1集就收有《乔太守巧

京剧团自新中

国成立以来演

出的京剧剧

目，无人整理

；r-编。9、保留

在京剧艺人记

忆里的一些传

统京剧剧目。

上述九方面的

京剧传统剧本

(部分重复)，

约有一千种以

上或更多。《大

全》就是要把

以上九方面的京剧剧本，汰除重复

的和过分劣质的，统统予以出版。

其步骤大致可分三阶段：

第一阶段为征集阶段。征集京

剧传统剧本，时间下限至新中国成

立前为止。新中国成立后剧作家创

作的京剧剧本，凡经过时间检验

的，都已公开出版，且数量众多，所

以不在《大全》的征集、编辑和出版

范围之内。但新中国成立后，京剧

改编自其它剧种的传统剧目者(如

《女驸马》、《七品芝麻

官》等)，也在征集、编

辑和出版范围之内。

征集方法：一是在全

国性的报纸、戏剧报

刊上，在中央电视台

11频道《空中剧院》节

目播映间隙，刊登征

集《大全》启事。二是

向全国200多个京剧

团发送征集《大全》的

启事信。三是向京剧

老艺人、京剧剧本收

藏家、京剧剧本爱好者直接寄送征

集《大全》启事。凡提供京剧传统剧

本的单位、个人，均请说明该剧本

由某剧团、某人提供及通讯处。《大

全》出版后，向剧本提供的单位和

个人发付稿酬，并颁发证书。

第二阶段为编辑阶段。在征集

过程中即开始编辑。而在京剧剧本

大致征集齐全后，正式启动编辑工

作。

第三阶段为出版阶段。《大全》

先以汉字在大陆出版。大陆出版

后，向台湾、香港、澳门传播；并组

织外文专家翻译，向欧、美、澳、亚、

非等洲国家传播。

由于《大全》这一工程浩大，所

需经费甚巨，参加人员众多，建议

由中华文化促进会负总责，负责征

集、编辑和出版全部事宜，并确定

征集、编辑和出版各项工作负责

人。台湾也有中华文化促进会，建

议海峡两岸的中华文化促进会共

同合作，玉成其事。以上想法，仅为

一己抛砖之见，旨在引起中国京剧

界、戏剧界和文化界同仁的重视，

群策群力，尽早完成《大全》这一重

大工程。麓

(责任编辑：张英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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