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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六十种曲》：打通戏曲史文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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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五十多位戏曲专家历时六年的努力，在四百年间两万多部剧本中挑选出来的戏曲

剧本的精品集《后六十种曲》最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近日，“《后六十种曲》

新书发布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与韩国的专家学者和剧作家们聚

集一堂，对该书的出版意义和学术价值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 

  背景

  明末毛晋在崇祯年间编刊的《六十种曲》收录了明末南戏和明代传奇59种，以及北杂

剧《西厢记》一种，由于是从词山曲海中披沙拣金，所择选出的大多是精品，所以四百多

年中不断被再版。它是我国古代出版篇幅最大、流传最广的一部戏曲传奇的总集，为后世

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传奇剧本。然而自明末之后，很少人像毛晋那样，对戏曲作品进行精

选。

  为了填补这一空缺，戏曲专家、上海大学朱恒夫教授与当代一批顶级的戏曲学者与编

剧加盟，经过历时六年的努力，仿造毛晋的做法，通过学术的、历史的、舞台的、观众的

视觉，从上万部剧作中筛选出了60部剧作，编成了一部戏曲剧本精品集《后六十种曲》。

该套书的主编朱恒夫教授介绍，书中所选录的剧本既有传奇的经典之作，如《桃花扇》、

《长生殿》、《风筝误》、《雷峰塔》等，又有曾经在戏曲发展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作

品，如京剧的《玉堂春》、《霸王别姬》，秦腔的《三滴血》，湘剧的《鹦鹉记》等，更

有当代的戏曲杰作，如《团圆之后》、《连升三级》、《易胆大》、《金龙与蜉蝣》等。

虽然包括附录只有八十部剧目，但是，它勾勒出了自明之后的戏曲发展的轮廓。  

  “戏曲文学史的一段长廊” 

  《后六十种曲》的出版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赞赏。中国戏曲家协会研究员、中国傩戏研

究会原会长曲六乙先生认为，《后六十种曲》是继《六十种曲》之后一次重大的戏曲剧目

编纂工程，填补了中国戏曲剧目编纂、出版史的一段空白，成为继《六十种曲》之后具有

承前启后的戏曲文学史的一段长廊。作为积存中国戏曲剧目的一座文库，不但成为标志性

的珍贵记忆，更因它蕴藏着艺术审美的生命力和丰厚的创作启示，对今后戏曲创作的繁荣

和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国傩戏研究会副会长周华斌认

为，《后六十种曲》既有对晚明《六十种曲》的拾遗补缺，更以历史的戏剧观念对清代传

奇进行了杷罗剔抉，尤其是面对建国后多达万余部的不同剧种的戏曲剧目，编委会遴选了

其中受到业界好评和观众赞赏的、具有突出舞台性的60个剧本进行了细致的点校，这是一

项浩繁的工程。北京大学廖可斌教授认为，毛晋的《六十种曲》是一种具有一定的学术色

彩，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通行的戏曲文本。四百年来还没有《后六十种曲》这样一套不受

时段、不受地区、不受剧种限制的戏曲总集。它的出版既有学术的、文献的意义，也有现

实的意义。

  该套选集的编选思路和风格也为学者们所肯定。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戏曲学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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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会长吴新雷教授指出，《后六十种曲》的“后”字加得好，不能说新六十种曲，这个

“后”字是不容易想出来的，它体现了历史文化的继承。上海戏曲学会副会长江巨荣认

为，该著的编目总的来说都是可信的、可靠的。无论是明末的一部分作品，清代苏州派作

家的作品，还有南洪北孔一些名作都收进去了，还包括现当代的一些名作，它们在舞台上

有很强的生命力。中国古典戏曲学会会长、上海戏曲学会会长叶长海也认为，以前古代戏

曲小说被认为“不入流”，所以往往记录或收集的是各种各样的本子，引用不是很规范，

至少存在着选择难、校点难、出版难。现在，这“三个难”都在这部著作里被克服了。这

部著作是一套比较好的戏曲作品的选本，能够在这个时代拿出这么一套有相当规模的书，

是学界的福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戴云认为，这套书最大的亮点就是选收了一些近代

和当代优秀剧作家的作品，包括文革后在新的历史时期下成长起来的剧作家的作品，还涉

及了不少剧种。 

  为戏曲大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 

   《后六十种曲》的问世引发了学者们对戏剧研究本身和传统文化继承发扬的诸多感

慨。回溯戏剧研究的历程，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引驰教授认为，从文学研究来讲，做一个选

本就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就是在确立什么是最好的传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

作。戏曲有它的特点，除了文学性之外，还要考虑它作为一个综合性艺术的各个方面，包

括戏剧遗迹的发掘、考古，做剧场的研究，从剧场的角度去观察，从观众的角度去观察。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剧作家魏明伦指出，戏剧文学是我们中国文学的优良文学传

统。从元人杂剧到六十种曲，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学宝库里的作品。而从元杂剧时期到清

朝末年，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戏剧实行的是编剧主将制,这个传统一直在延续。时代呼

唤戏剧文学，到20世纪上半叶，剧本实际上还在起作用，但是剧作家的位置下降了。《后

六十种曲》实际上反映了戏剧文学发展的历程。它的出版对戏剧文学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傩戏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刘祯教授说，我们知道戏曲文献对于戏曲研究的

重要性。到了当代以后，整个戏曲学学科的发展非常快，在戏曲的文献整理方面有很多成

果，比如最有代表性的郑振铎的《古本戏曲丛刊》。《六十种曲》之后，戏曲文献的历史

突然有点儿中断，现在《后六十种曲》把整个戏曲史的文献系统接续起来了。

  学者们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戏剧文化寄予厚望，大家都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能够通过创

新，迎来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在会上，上海师大党委书记陆建非提出了创新的问题。他

认为，在文化的发展史上，可能当代人比较注重创新，什么东西一出来就是创新，所以现

在“创新”这个词用得太多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回归原点，坚守本色，尊重老祖宗的东

西，重新拾起规律，重新认识现实。因此在横向开拓的同时，我们在文化视野当中更要注

重纵向的继承，这一点千万不能马虎。传统的东西要编到现代人能够接受，其实非常不容

易，要从浩瀚的文献资料当中去寻找它的脉络，而且在编纂当中也要顾及到市场、演员和

观众。他还认为，一个大学得讲艺术，艺术是一个大学的情趣和品位，代表大学的修养和

美感。他希望今后在大学里大力繁荣中国的各种地方曲目。如何给传统的东西赋予时代的

特色，赋予时代的新内涵，这是学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剧作家罗怀臻教授指出，今天不是戏曲的大时代，但

是出了戏曲的大工程。近四百年间有无数理由、契机可以出“又”六十种曲，“新”六十

种曲，“续”六十种曲，可是都没有出。今天不是戏曲的大时代，焉知十年、二十年、五

十年以后不会迎来一个新的戏曲大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为它做好准备。台湾中央大

学曾永义教授这样表达他对戏曲未来发展的信念：“相信我们的戏曲是会永远传播流传下

去的。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艺术，能够像戏曲艺术那样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障碍，

也没有哪一个民族要培养一个戏剧和戏曲的表演艺术家，像我们那样的艰难。戏曲表演工

作者不只是歌唱家、舞蹈家、音乐家，也是戏剧家、文学家。所以它的高难度也是其他民

族的表演艺术难以望其项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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