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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锡伦，男，戏曲、曲艺学者，宝卷研究专家。山东泰安人， 出生于1937年1月(农历丙子年)。现为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
长、《昆曲艺术大典·文学剧目典》主编，中国戏曲学会理事、江苏省民俗学会副会长等。车锡伦先生的学术研究，继承赵景深教授的衣钵，涉及戏曲、说唱艺术（曲
艺）和民间文学（俗文学）等多方面。治学理念和实践的特点：一是注重戏曲、说唱等演唱艺术艺术形式、演唱形态的研究，同时注重相关文献的发掘、整理；二是跨学
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三是历史文献、文本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 

  1960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五年制）毕业后，升入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班，师从著名学者赵景深教授，学习中国民间文学史和中国戏曲史；并从朱东润、蒋天枢、
王运熙、鲍正鹄、王欣夫等著名学者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系列专题和版本、目录学。1964年4月由朱东润教授主持，毕业论文《南戏“拜月亭”研究》通过答辩毕业。先后
在内蒙古大学汉语系、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1980年调扬州师范学院，为任中敏（半塘）教授建立词曲研究室。1984年开始协助徐沁君教授指导中国戏曲史硕士研究生，
1987年后独立指导中国戏曲史硕士研究生；其间并参加两届中国戏曲史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导师任中敏教授）。1997年按章退休。1996年4月应台湾大学中文系邀请参
加“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应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邀请为访问学人，在该所做短期研究。2001年6月应台湾花莲师院民间文学研究所
邀请，参加“2001年海峡两岸民间文学研讨会”，会后应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邀请为特约访问学人，在该所发表讲演《中国宝卷研究的现状和问题》。2003年11月应台湾艺
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和大汉玉集剧艺团邀请，参加“2003年说唱艺术学术研讨会”和“弦鼓声声唱——两岸说唱音乐、说唱剧”演出活动，并应东吴大学、高雄师范大
学、台湾戏曲专科学校等八所高校邀请，发表学术讲演。 

  车锡伦先生在研究班学习期间，即从赵景深教授学昆曲，因持山东方音，唱曲困难，而自幼喜吹笛和洞箫，便改习曲笛。后来在指导中国戏曲史研究生时，曾冲破阻
力，聘请扬州曲家谢真茀先生为研究生教唱昆曲。 

  “文革”后期（1972年后）车锡伦先生曾研究现代音韵学，总结“五四”以来新诗创作用韵的实际，发现用韵严的诗人多依照北方话戏曲、曲艺唱词“十三辙”押
韵，因按照北京音系“十三辙”编辑新诗韵《韵辙新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5初版，1978修订再版）。1978年发表《南戏“拜月亭”的作者和版本》，其中对《拜
月亭记》的版本考证为后来研究者普遍接受。1980年前后，从关德栋教授研究蒲松龄小说《聊斋志异》，编辑校点《聊斋志异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发表
《京剧和地方戏中的聊斋故事戏》等系列论文；退休以后又发表“聊斋俚曲”音乐形式研究的系列论文。1982年在扬州创办并主编戏曲、曲艺史研究论丛《曲苑》（不定
期），以“曲苑编辑部”名义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两集（1984、1986），因无经费支持停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对江苏北部民间香火戏（童子戏）进行系统的田
野调查，1990年发表的《江苏南通的“童子戏”和“太平会”》，是这一民间傩祭歌舞杂戏最早公开发表的调查报告。 

  车锡伦先生在说唱文学和说唱艺术（曲艺）研究领域，用力最多的是对中国宝卷的研究。已出版的宝卷文献整理、专题研究和田野调查专著有《中国宝卷总目》（台
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8初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出版重编本）、《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台湾学海出版社，1997）、《信仰教化娱乐——中国宝卷研究及其
他》（台湾学生书局，2002）。他对中国宝卷发展过程的研究，既注重在宗教（佛教和明清各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活动背景上宝卷的信仰文化特征，同时又注重宝卷文
本形式和演唱形态的演变及其与各个时期民间演唱文艺（戏曲、曲艺）的互相影响，开拓了宝卷研究的新领域，更正前人研究的疏漏，在国内外有关学界有很大的影响。
退休以后，车锡伦先生又应聘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主持编纂的《中国曲艺史》（姜昆、倪锺之主编，人民出版社2005出版），执笔《明代曲艺》一章；应聘参
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编纂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总主编傅璇琮、蒋寅，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出版），执笔“清代卷”的“清代说唱文学概述”和“清代说唱
文学文献”两章。近年来，车锡伦先生有感于中国说唱文学文献缺乏系统的整理，因倡导同道，提出分头编纂《中国说唱文学总录》的计划，已列入有关出版社的出版规
划。 

  车锡伦先生对民间文学的研究，继承前辈郑振铎、赵景深俗文学研究的治学传统，主张从中国文学艺术发展过程的实际出发，摆脱从国外引进的概念的束缚，建立中
国民间文学研究体系，充实中国文学艺术史的内容。曾参与主编《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姜彬主编，199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任第一副主编和歌谣分类主编；与
周正良合作主编《江苏省民间文学志》（未出版）。1995年前的部分研究论文结集为《俗文学丛考》（台湾学海出版社，1995），论文集《中国俗文学研究论集》待出
版。 

  车锡伦先生已届不惑之年，老而弥健，仍在多学科前沿笔耕不缀，同时乐于同青年学者交流，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许多年轻学者都曾得到过他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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