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古
代

丁
淑
梅◎

著

L

禁
毁
戏
剧
编
年
史
」

辞-1
1
r
l  1
7̂

4月丈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 丁淑梅著.一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624-8765-4

i.①中…n.①丁… 田.①古代戏曲一戏剧史一编 

年史一中国IV.①J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6527号

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 

丁淑梅著 

策力］编辑：雷少波

责任编辑：雷少波黄菊香 版式设计：张造 

责任校对：刘雯娜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 x 1092 1/16印张：45字数：902千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8765-4 定价：98.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25e7%25bd%2591%25e5%259d%2580%25ef%25bc%259ahttp://www.cqup.com.cn
mailto:fxk@cqup.com.cn


PL 
叩 
，D% 
no I《

凡

例

一、本编年史收录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料起于约公元前7世纪中期，讫于宣统三 

年（1911）。以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事的发展变化为界，分为七个板块十三章，即导言、 

前论各一章（至秦末）、上编三章（西汉至南宋后期）、中编三章（金至明末）、下编 

三章（清初至同治中期）、后论一章（清同治后期至1911年）、结语一章。

二、本编年史按时间先后为序，以年为基限，公元纪年在前、朝代及年号纪年在后。 

史事月份及月日可考的，依序在具体资料及按语中加以呈示或说明。其中，史事可推测 

一定年限前后的，公元纪年前用表示约数；史事月份不详者系于该年末；史事年 

份不详而可大致推定年限者，以朝代纪年系于该年限末；个别史事年份不详可大致推定 

某一朝代者，暂系于该朝代末。

三、本编年史各章以小引、分段编年史及小结行文，小引介绍特定阶段禁毁戏剧 

史事发生的时空背景、文化环境和特定的禁毁视阈。每条史料均依时序编年，由时间、 

标题性提示、文献原文及按语组成。小结对这一阶段禁毁戏剧史事的特征及作用作扼要 

梳理和综合分析。

四、本编年史按语部分，对史料字句艰涩难明处略有解说，多关注其与戏剧史发 

展进程相关联的内容，依据禁毁戏剧现象涉及的时地背景、发言人身份、言论性质，以 

及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影响等，依托戏剧史展开与发展的大背景，有侧重地追踪细 

节、推衍问题。

五、本编年史辑释禁毁戏剧史料，遵循资料性与学术性统一的原则，前言和结语， 

加上各章小引和小结，力求宏观描述和准确勾勒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的源流和发展 

轮廓，从不同层面和细节上探讨与考究禁毁戏剧产生的作用、影响、力度、效应，以及 

其与古代戏剧史发展的伴生互动关系。

六、在参考文献增加域外研究成果部分附录的同时，还专门增列了五种索引，对禁 

毁戏剧史料涉及的相关剧目剧类、人名职事、名物事类及禁毁戏剧主题词词群及出现频 

率做了专门索引，以提高文献检索和史料利用的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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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中国古代戏剧，如海纳百川，汇聚了仪式、歌舞、诗乐、俳优，乃至民间说唱、小 

说等叙事艺术的诸多养料，在物质贫匮、蹇促不堪、困缚和禁毁重重的社会环境里，走 

过了起源孕育、艰难求生、曲折发展、逐步壮大的漫漫历程。从秦汉百戏伎艺至隋唐散 

乐杂戏，从两宋优戏、院本、杂剧，至元明杂剧、南戏传奇，再至清以后昆乱并兴、花 

雅竞放，中国古代戏剧在发生序列和内在结构上始终处于历时变异与共时分层的活跃状 

态中。在戏剧观念的迁延递廻中，中国古代戏剧的诸多艺术与伎艺成分作为戏剧母体的 

活态基因不断繁殖凝聚，最后形成了以戏曲撰演为主构架凸显的开放式结构。中国古代 

戏剧的展开过程，并非仅仅是发生在戏剧史与艺术史内部的层级替变和内在结构调整 ， 

而是诸多社会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诸多社会合力中，作为官方政治权力话语的禁毁 

戏剧，可以说关联着并参与了戏剧史的生成构架，对古代戏剧的形态演变产生了很大 

影响。

禁毁是一种与文明进程和文化发展相伴随的世界性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禁毁往往借助官方权力话语形成强势破坏力，带来社会政治与文化的震荡与浩劫。禁毁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已有的研究在禁毁诗文和禁毁小说领域所进行的考察， 

近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纷繁复杂的禁毁戏剧现象究竟在何种程度、在哪些环节和层 

面上对中国古代戏剧的发生发展产生了作用，如何理解和评价这种作用的复杂性，似乎 

还是一个相对沉寂的话题。收集和梳理纷繁杂乱的禁毁戏剧史料，对散落的禁毁戏剧现 

象进行序列性编年史考察，通过对禁毁事件背景、过程、性质、细节的把握斟酌，基于 

史料的规律性判断，具体切实地讨论禁毁对戏剧史产生的正面与负面作用，寻绎禁毁与 

中国古代戏剧史之间互动激发、对峙共生的关系，这正是本书所要展现的研究视阈。

一、选题界定与关于研究对象的讨论

进行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的史料发掘和整理，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确 

定研究对象。也就是说，禁毁戏剧史料的内涵如何考量？其外延的边界又在哪里？哪些 

史料可以进入禁毁戏剧的研究视野？哪些或许应该讨论和斟酌？哪些应该排除和删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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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39年 鲁僖公二H----- 年

臧文仲谏鲁僖公焚巫贬

夏，大旱。公欲焚巫、后。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 

务穡、劝分，此其务也。巫、店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 

焚之滋甚。”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一」

置远古以灾祸为上天惩罚，便有杀人祭天事。鲁僖公以天旱推究“天意”，企图 

烧死巫人和厄羸以求天雨解灾，后从谏未罪巫厄，筑城减廩，节用重农，鲁无乱。臧文 

仲责杀巫蛻畸人不利反害，虽岀于统治策略，却让这些祈舞娱神、与原始拟剧表演相关 

的特殊人群躲过了一场人主臆断的政治陷害。

巫现原是受人尊敬的有德之士，他们可以达到身神合一、没有杂念的境界;是与“史” 

相对的、能歌善舞的、事神筮法的神职人员，女为巫，男为觐，他们是兼祭神、制乐、 

医病为一体的神的使者。贺兰山岩画上的巫现，其放大的头部线条勾勒图，头上有长长 

的弯曲羽毛装饰，两边垂落身旁的长发又像古人使用的长柄弯刀或木棍。额上的印记、 

眉头相连的弯眉、拉直成线的眼睛、人中的虚线和整个鼻梁，使整个脸部镶嵌进了一个 

完整的人体身形，像一个巫师双臂夸张地隆起，扬起过肩的法服，手执法器，几条裙裾 

的下摆在下垂中还显示出一种微妙的舞动感。早期巫蛻活动与当时的山川大典、国体政 

道、外交礼仪都有十分密切的关联。巫现作为通天达神的使者，须领受官方意旨，举行 

符合官方礼典的祭祀仪式，敬奉官方认可的神祇。巫现活动如若越过官方掌控的敬德通 

神、禳解灾异的边界而“疑众”蛊惑，则会遭到质疑和打击。《古优解》云：“古优的 

远祖，导’师、瞽、医、史’先路的不是别人，就是巫。”「二」《中国戏剧史长编》也 

说俳优来源于“降神的巫现”「三巫现作为神的使者地位的动摇，其实透露了巫现向 

优伶身份的转变与下移，如《楚辞•九歌》所描绘的祭神歌舞和拟剧装扮，《九歌•山鬼》 

所呈示的巫扮山鬼、现扮公子的痕迹，信阳市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漆瑟彩绘巫师乐舞图 

意等。

公元前636年 晋文公元年

侏儒扶卢之戏

文公问于胥臣 对曰：“蓬僚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儂侥不可 

使举，侏儒不可使援，蒙矇不可使视，囂瘠不可使言，聋登不可使听，童 

昏不可使谋”……公曰：“奈夫八疾何！ "对曰：“官师之所材也，戚施

「一」杨伯岐注《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0页。

「二」冯沅君《冯沅君古典文学论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三」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前论】
禁歌诗乐舞、仪式拟剧及偶发事件

直铐，遂僚蒙谬，侏儒扶卢，蒙暧修声，聋親司火……夫教者，因体能质 

而利之者也。”「一」

瀾侏儒扶卢之戏,古杂技,矮人滑稽,作攀援矛戟等兵器之柄表演，类后世缘竿之伎。 

此以蓮籐（不能俯者，或比喻谄谀献媚之人。蒙博：击玉磬）、戚施（蟾蛛别名，取其 

四足据地、无颈、不能仰视喻，直縛：主击钟）、偉侥（矮人，以国名）、侏儒（身材 

特矮者，后以指其充优伶者）、蒙嗖（盲人）、噩瘩（不能言者）、聋聘（生而聋者）、 

童昏（愚昧无知者）为八疾。官师用人之策虽标榜“因体能质而利之”，但《国语•郑语》 

史伯曾对郑桓公说周幽王“侏儒、戚施实御在侧”，韦昭注：“侏儒、戚施皆优笑之人”。 

因侏儒、蠶籐、戚施与先秦古优的关系，戚施侏儒常为优笑戏弄，因身体残疾而其所操 

之伎受到愚弄。

公元前500年 鲁定公十年 齐景公四十八年

夹谷之会，孔子淫刑优施

《经》：“（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颊谷。公至自颊谷。” 

《传》：”离会不致，何为致也？危之也。危之，则以地致何也？为危之也。 

其危奈何？曰颊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噪而起， 

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 

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 

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而 

入夷狄之俗，何为？'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 

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二」

觀“颊谷”，《左传》作“夹谷”，此后文献所及均写作“夹谷”。《太平御览》 

卷四二”《地理志》曰：‘怀仁县有夹山'，《左传》齐鲁会于夹谷，即此也，在县西 

四十里”。《太平御览》卷一六。释“海州”：”《十道志》曰：‘海州，东海郡置在 

胸山县，禹贡徐州之域，春秋鲁国之东境。七国时属楚，秦为薛郡地，后分薛郡为鄕， 

汉改鄕为东海郡。’《汉书》曰：‘胸属东海郡，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又曰：

'东海郡祝其羽山，在南鲸所殛之地。‘王莽曰：‘犹亭。’《左传》曰：‘公会齐侯 

于夹谷‘，即此。”《五礼通考》卷二。八：“定公十年，公会齐侯于夹谷。杜注即祝其。 

旧以济南淄川县西南三十里有夹山，上有夹谷台，为定公会齐侯处。案：齐鲁两君相会, 

不应去齐若此之近，去鲁若此之远。今泰安府莱芜县有夹谷峪，《名胜志》以为莱兵刼 

鲁侯处，庶几近之。”此夹谷，即祝其，今山东省莱芜县，古九夷之一莱夷居地，乃齐

r —J《国语》卷--- 《晋语四》，上海古箝出版社1978年版，第386-387页。

「二」《春秋穀梁传•定公十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软梁传注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