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論文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新曲苑》、《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所收 70 種

曲論、曲話、序跋、評點、筆記為主要研究範圍，並旁及其相關曲家的詩文集，檢視觀察明代

曲家對「本色」的運用。因從宋代開始，「當行」便與「本色」交相為用，故在本文的觀察

探討中，將「當行」納入。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概述「本色」與「當行」二詞源頭，

戲曲本色論的興衰概況，並探討其萌芽的可能時期。第二章從駢儷風氣的反動、曲家對戲曲舞

臺性和通俗性的自覺，及推尊元曲三方面探討明代戲曲本色論興起的原因和背景。第三章將明

代分為三期，爬梳李開先、何良俊、徐渭、臧懋循、沈璟、王驥德、徐復祚、馮夢龍、呂天成、

凌濛初、沈德潛、祁彪佳等十二位曲家所述本色觀點，探討諸曲家之本色內涵。第四章綜理諸

家本色論特質，探討戲曲本色論與文壇關係，檢討本色論之得失。第五章結論歸納要點，總結

全文。明代戲曲本色論的發展是曲家分析戲曲特質，解析構成因素，提供評論者品評準衡的

過程。但曲家各依所見，對戲曲本質多未掌握整體，因而意見分歧，眾說紛紜。在各家中，要

以王驥德所論較全面。而故事情節、關目結構、音韻格律、曲辭賓白、人物塑造等五要素，正

是明代戲曲本色論應探討的主要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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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戲曲本色論》能有正式出版的機會，首先感謝我的老師曾永義院

士的推薦，以及花木蘭出版社的邀約、等待與協助。2014 年應允後，忙於教

學和既定研究工作，一耽擱又是兩年，直到去年下半年休假開始，才有機會

靜下心，仔細思考為出版而修改的問題。 

《明代戲曲本色論》是我完成於民國 81年的碩士論文。在準備修改的這

段時間，重新回顧 26年來學界對本色論、本色當行的探討、研究，不論是曲

論、詞論、詩論、文論，海峽兩岸都有很多精彩的論文。從國家圖書館臺灣

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檢索，以本色當行為主題的戲曲理論研究有 4篇論文，2000

年以前有廖藤葉的〈明代劇論中的當行本色論〉、蔡孟珍的〈曲論中的當行本

色說 〉（1993）、李惠綿的〈論「當行本色」在戲曲批評中的意義〉（1999）；

前兩年，又有曾永義師的〈從明人「當行本色」論說「評騭戲曲」應有之態

度與方法〉（2015），對此主題的發展、研究意義、諸家觀點評述，都有極為

精確的分析探討，尤為可貴者在針對當行本色的問題核心，提出「評騭戲曲」

應有的態度、方法，彌補明代以本色論曲主觀零散，不成體系的缺點。在中

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若以「本色論」作為關鍵詞檢索，與戲曲本色論主題

直接相關的論文有 16 種（含學位論文）。若以筆者原論文所述的李開先、何

良俊、徐渭、臧懋循、沈璟、王驥德、徐復祚、馮夢龍、呂天成、凌濛初等

十位曲家的本色戲曲觀來看，可以找到的相關研究論文就更多了。 

瀏覽過 1992年後與本色相關豐富多采的研究成果，對於出版，我曾遲疑、

卻步。幾經思索，才逐漸改變想法。換個角度思考，這麼多的研究，正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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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戲曲本色論的重要。我該慶幸，因為我曾在這主題中努力耕耘。於是決

定修改、出版，當作曾經努力的記錄，感謝師長們的提攜、愛護，不論是青

磚、木頭、瓦，我願為戲曲研究的學術苑囿獻上努力的成果。 

回憶碩士班三年的求學過程中，清徽師循循善誘，將全然外行的我，引

入中國戲曲的古典百花園中徜徉。指導我讀劇本，學理論；清徽師總是告訴

我學戲曲，要能感受戲曲的音樂、歌唱。帶著我參加每週的崑曲曲會雅集，

聆賞拍曲；只要有戲曲演出，不論實踐堂、中山堂，或臺北其他劇場，清徽

師都帶著我去聽戲，評賞表演優劣。在寫論文期間，只要遇到問題，就去清

徽師家請益。許多戲曲觀念就在課堂上、課堂外，讀書、拍曲、看戲、用餐、

聊天中培養。 

今年是清徽師逝世二十周年。自從清徽師離開後，心中總想為她做些什

麼，可又不曾實踐。這次在修改舊稿中，幾度琢磨，最後決定保留原有書名

和論文架構，儘管攻讀碩士學位時學養不足，但這是清徽師指導我學習、研

究的成果。看過許多與本色相關的精采深入研究後，感到原論文綱要構思，

以及建構戲曲理論與詩文理論關係的聯繫觀察、思考，在明代戲曲本色論的

研究中，還是有一定的意義。因此，只在原有架構上修改，增加第一章第一

節，重整第二節〈釋名〉內容，將各論文仍少有探討的「當行」詞彙溯源補

入；並在第三章第三節增補兩位曲家的本色主張，全書共增補 4 萬餘字。以

此，紀念清徽師，感謝  清徽師昔日指導、勉勵、培植之大恩。 

曾永義老師和王安祈老師在我碩士論文口試時，給我許多指導、建議與

鼓勵，當時因受時間限制而不及修改完善的，也在這次修改中補入。衷心感

恩曾老師在我攻讀博士學位過程的指導、培育、提攜，感謝師長們在我二十

餘年來學習與研究戲曲過程中的指導與幫助。此外，感謝研究助理楊敏夷小

姐在我重新校對、整理資料中的各種協助。感謝花木蘭出版社高小娟小姐委

請專人將紙本論文重新輸入，提供可在電腦修改的電子檔。感謝所有默默付

出、支持與鼓勵我的家人。修改舊稿不易，許多資料在搬家後遺失了，部分

資料在重新查考校對時改用新出版的文獻。但增補修改後，仍難免疏漏錯誤，

尚祈  博雅君子賜正、見諒。 

於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201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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