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元雜劇可謂中國戲曲成熟的標誌。它獨具風貌的敘事藝術和敘事精神，把中國古代敘事文

學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峰。本書通過對它的文本解讀，以文化精神的視角透視，展示其豐

富的思想意蘊和審美情趣。

全書由八章構成。第一章緒論，從「文化」定義入手，論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以及中國戲曲文化精神的構成，元雜劇文化精神闡釋的審美意義。第二章從文化因素上探索元

雜劇繁榮的原因。第三章主要探討以元雜劇為主的元曲所表現出的與傳統文學觀念不同的反傳

統精神，試圖將元曲放在中國文學理念的悠久歷史長河中以顯示其背離傳統文學觀念的奇特的

文化特質。第四章對佔有元雜劇四分之一的愛情婚姻題材的戲曲進行文化透視，分別從才子佳

人劇、士子妓女劇、人神之戀劇、負心婚變劇等不同類型戲曲的分析中以顯現元雜劇與傳統愛

情婚姻題材的作品的異同，尤其對名劇《西廂記》作了個案的詳盡分析。第五章重點從元代書

會才人「棄儒歸道」的無奈心態的角度對神仙道化劇作了分析。第六章主要對現存 162 種元雜

劇中的歷史劇作以文化闡釋，多方位展示出元雜劇歷史劇是「以史寫心」──借歷史表現現實，

進而又分析了元雜劇歷史劇繁盛的原因。第七章結合元代吏治文化背景對元雜劇公案劇進行了

細緻的分析。第八章對元雜劇中的以水滸故事為題材的劇目作了文化精神層面的解讀。

總之，該書力求運用現代意識對元雜劇現存劇作的文化精神進行全面闡釋，既能從寬廣的

文化視野挖掘元雜劇的思想蘊藏和審美情趣，又能幫助讀者理解元代文化有所異質於傳統文化

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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