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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收到山西师范大学青年学者、博士生导师王潞伟教授
的专著《上党神庙剧场研究》一本，抱着学习的态度，在通读之
后，发现此书实为一册戏曲文物研究的专著。不仅观点明确、
思路清晰，而且篇幅宏阔、章节紧凑，更为令人钦佩的是作者
不辞辛苦，深入实地调研，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对一千多处散
处长治、晋城下属各县、各村镇的神庙舞楼进行了详细的梳
理、归纳、绘图、分析，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统计数据与研究结
论，堪称一本非常有分量的区域性戏曲文物研究力作。令人钦
佩之余，笔者认为，此书的主要亮点有四，盼与众学人分享。

选题独特：以古代神庙舞楼为主体研究对象

刘念慈先生在《戏曲文物丛考》一书中将“戏曲文物学”定
义为：是戏曲艺术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是运用考古手段
研究戏曲历史现象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就戏曲文物学的研
究对象来看，古戏台、戏曲碑刻、戏曲壁画、戏曲雕塑、服饰道
具都受到研究者的持续关注，但是其主流研究对象依旧是古
戏台，而古戏台也是21世纪以来戏曲文物研究成果最为丰硕
的领域。当然戏台的称谓也比较多，“舞楼”“戏楼”“舞亭”“剧
场”，不一而足，著名戏曲文物专家车文明先生在《中国神庙剧
场》一书中将“神庙剧场”定义为“在神庙里建立戏台，并有观
剧场地的场所”，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党神庙剧场》的主体研究
对象也是古戏台。

《上党神庙剧场研究》一书中，对上党地区1887座神庙（涵
盖各种类型的寺、院、宫、观、庙、庵、祠）的戏场、戏台、戏楼进行
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以历史朝代为经，以宗教信仰为纬，按
照宋、金元、明、清、民初的跨度，将全书分为八个章节，从古戏
台的建筑形制、结构演变、演剧习俗、保护修缮以及与当时戏曲
艺术的形态关系等方面，渐次展开，逐个分析，并得出令人信服
的结论，丰富了我国戏曲史、剧场史、戏曲文物史的研究。

比如王潞伟教授通过调查得出宋代的神庙演剧场所目前只
有遗存，缺少实物，但是在部分神庙遗存的6通宋代碑刻中，零星
记载了有关神庙祭祀演剧场所及迎神赛社演出活动的文字，为了
解宋代神庙剧场结构布局、赛社演剧、组织管理等活动提供了重
要依据。又比如全国明代戏台的遗存约80多座，上党地区现存有
38处，王潞伟教授则通过田野调查，以及对神庙碑刻的解读，考
证出上党地区曾经存在的明代神庙戏楼达65座。同时考证出其
余千余座上党古戏台，多为清代及清末民初建筑。

区域精准：以古代上党地区为主体研究区域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公认的戏曲大省，

被誉为“中国戏曲的
摇篮”。《尚书》《礼
记》《吕氏春秋》中已
经记载了“大夏”“咸
池”“大舞”“萧韶”等
与山西有关的原始
祭祀乐舞。及至隋
唐，山西地区出现了
最早的歌舞戏《踏摇
娘》，杜佑的《通典》
中曾有记载。沿至宋
元，山西又成为宋金
话本和元杂剧的主
阵地。山西现存的古
戏 台 ，数 量 多 达
2800 多座，全国仅
存的1座金代与8座
元代舞楼都在山西境内，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古代山西戏曲
的繁荣。

古上党地区，处于今天的晋东南，山河形胜，地理位置极
为重要。《太平寰宇记》卷45记载“上党郡，按《释名》云：上党，
党，所也。在于山上，其所最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上党地
区，物产富饶，加之易守难攻，对于国家稳定、社会繁荣乃至戏
曲文化的传承，都具有相应的便利性。

王潞伟教授《上党神庙剧场研究》一书以古上党地区为研
究区域，其地理范围主要指太行山与太岳山两大山脉合围而成
的“上党盆地”，从现今的行政区划上来看，主要指今天的长治
市和晋城市以及二市下辖的县区，其中长治市涵盖城区、郊区、
潞城、长治、壶关、屯留等13个县区，晋城市涵盖城区、泽州、高
平、阳城等6个县区。而王潞伟教授之所以选择古上党地区作为
研究区域，是因为上党地区神庙剧场的遗存不仅在数量上、形
制上多样性占绝对优势，而且传承脉络也较为完整。同时上党
神庙剧场内遗存了大量的戏曲碑刻、舞台题记，上党民间也发
现了多种明清迎神赛社的礼节抄本，此外上党梆子、上党落子
等文化遗产至今存留，而这些珍贵的资料为还原古代上党地区
神庙剧场的演剧实况提供了重要依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说，上党地区是中国古代神庙剧场史、戏曲演出史、戏曲文物史
的一个缩影，而上党地区现存的一千多处古戏台就是明证。

措施科学：以考古田野调查为主体研究手段

《上党神庙剧场研究》作为以神庙舞楼为研究主体的专

著，遵循了“二重证据法”的研究规律，出处翔实，图文互证，字
里行间处处体现着田野调查的长处，也是此书的一大特色。

王潞伟为了获得第一手的戏曲文物资料，花费了大量的
时间进行田野调查，这从此书厚达112页的附录部分——各种
类型的神庙剧场一览表就可以看出。据笔者的初步统计，经过
王潞伟实地调查、测绘、研究，并撰写简介的神庙戏楼总数达
到736处（还有一部分戏楼只做了数据统计，但是没有做简介
分析）。

笔者作为一名基层的文博工作者，因工作需要，多次参与
田野调查，对于田野调查的酸甜苦乐深有体会，王潞伟教授亲
身参与了数量如此庞大的古戏台田野调查，并撰写简介、参与
戏台测量、绘制平面图、研究舞楼背后的文化因素，其历时之
长，调查范围之广，经历的困难与艰辛之大亦可想而知。再观
该书的《后记》，发现其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共计有四次：一是在
高平地区开展了长达6个月时间的庙宇碑刻资料收集整理工
作，二是花费数月时间对晋城市城区村落庙宇居民景观等资
料进行搜集整理，三是在完成“山西省古戏台志”过程中，对全
省具有典型性的上百座古戏台一一进行实地勘测，四是多次
利用闲暇时间对上党地区的古戏台进行随机性的实地性调查
测量。故也可以说，此书的相关数据得来非常不易，称得上是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研究深入：以神庙碑碣记载为主体研究重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神庙剧场或者说古戏台的研
究，多为个案式，即从某一古代戏台为切入点，结合方志、碑刻
以及考察所得资料，综合运用历史学、建筑学、宗教学、民俗
学、戏曲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从神灵信仰、神庙及舞楼
沿革、建筑特征、修缮经过、迎神赛社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综
合研究，并且不断深化完善，沿袭至今，并且研究成果也最多，
研究成果以山西省为最。因为个案式研究范式可操作性较强，
易于推广，可以使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得到及时的抢救与整理
发布，为戏曲文物研究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

王潞伟此书，共有八个章节，第一章研究宋代上党神庙剧
场，第二章研究金元时期上党神庙剧场，第三章、第四章分别
研究明清时期的上党神庙剧场，第五章研究神灵信仰与神庙
剧场的创建，第六章研究民间礼乐思想与神庙剧场创建，第七
章研究上党佛教寺院剧场，第八章则研究上党村社神庙剧场
的空间分布。章节划分严谨，研究层层递进，书中虽然包含部
分古戏台的个案研究，比如《高平西李门二仙庙方台非金代

“露台”新证》《良户村神庙剧场的空间分布》等文章，但是大体
是以整体研究、宏观研究、区域研究为主，非常厚重。王教授的

研究虽说整体属于宏观全面，但并不妨碍其对一些细节的多
维度、广视野的把控，笔者试举几例。

比如此书 044页研究了高平市河西村三嵕庙宋政和辛卯
（1111年）“新建献楼”的柱铭，经研究王潞伟得出：此“献楼”与
宋代神庙碑刻中所载的“舞亭”“舞楼”名异而实同，都是神庙
中举行祭拜礼仪的场所，其功用主要为敬献供品和乐舞表演。
以文献、文物、田野考察获得三重证据，这种解读很有新意。又
比如此书的 296页谈到虽然上党地区城隍庙戏楼在数量上没
有优势，但是其在明中期在“山门式舞楼”的改革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如黎城县城隍庙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山门舞楼、潞
安府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山门舞楼，由于其地处县域或
府域行政中心，其山门舞楼式剧场的改革创新起到了很好的

“模范样板”作用，对后世乡村神庙中山门舞楼样式的流行推
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外，王潞伟教授对民间礼乐思想做了深入研究，如对民
间礼乐观念的表现形态，王教授归纳为“一是神庙遍布各地城
乡村落，且神庙建筑格局体现出对尊卑秩序、祭祀礼仪等方面
的重视。二是民间神庙赛社仪式中对国家祭祀礼乐制度的努力
借鉴与模仿”。如此书314页阳城县河北镇下交村成汤庙内一块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重修乐楼之记》记载“常稽诸《易》曰：
先王以享帝立庙。又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故庙所以聚鬼神之精神，而乐所以和神人也。此前人立庙祀神
之由，乐楼所建之意也”。进而王教授得出神庙中舞楼之设则是
礼乐思想民间渗透的结果，从目前发现的戏曲文物可知，戏曲
艺术自宋金生成以来便与神庙祭祀有了不解之缘。

《上党神庙剧场》一书对于古上党地区的神庙剧场进行了
多维度的剖析，对于区域性戏曲文物进行了系统化的研究，对
于古代山西的戏曲研究、戏曲文物研究、宗教信仰研究、礼乐
制度研究、民俗意蕴研究，都进行了深入且有高度的探讨，无
疑是了解中国古代广大城乡神庙演剧盛况的最佳历史文化普
及读本。“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王潞伟的辛苦
付出终获硕果，得到业界高度评价，此书先后获得山西省第十
次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研优
秀成果奖。希望此书可以为更多的读者以及专业人士所喜爱，
亦发自内心祝愿王教授学术常青，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山西省翼城县文化和旅游局）

《上党神庙剧场研究》
作者：王潞伟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定价：99元

藉此机会，我还想通过一定篇幅，来陈述一下王献唐的艺
术理念及其具体创作。

从青年时代起，我便一直在关注王献唐的篆刻、书法和绘
画艺术。这既是王献唐学术构成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容易
被世人忽视的部分。

篆刻一门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却能体现作者的综合修
养和审美高度。此一表现在印材上运用镌刻手段所完成的图
文形式，时而被调侃为“雕虫小技”，而实际上，却是一门专技
抑或专学。

在《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中，与书法、篆刻、绘画有
着具体关联的章节有两部分，分别是“印玺封泥”“书法绘画”。
实则，此中题记文字除考证内容和同时展现的书法之美外，如
果细心观察，在部分题跋附录图片中，每可见得王献唐所使用
的印章，这些常用印章，堪称近年有关王献唐专题研究出版物
中著录最多的一种，此中大部分为王献唐友辈董井、寿石工、
马少维、丁希农和李伯鹏、董作宾等刻赠，其余为王献唐亲手
所制。

王献唐自幼天性聪颖能写能画，出于好奇，不久便尝试刻
印。确切地说，他的日后渐呈面目的篆刻之作，最初却是从喜
印藏印开始的。我曾见得他的为数不多的成年以后的印章之
作。总体地说，这些印章大抵以秦汉一路古典鉨印为基本风
调，沉静雅致、古意充盈且不失矩度。

张书学在《王献唐先生藏书印鉴辑考》一文中，所涉王献
唐自刻自用印章若干。譬如他于1933年8月间分别四刻的“西
海”“柱下史”“长物”朱文、“献唐”白文、“献”“唐”朱白连珠印，
以及“琅琊王献唐印”“平乐印庐”白文和“凤笙南游所得”“寒
金冷石文字”朱文、“抱残守阙”“心澄”等白文诸印，可谓形状
各异风貌迭出。结合他的日记，可知此中不少印章为有感而发
的兴来之作。

在浏览王献唐信札时，我也曾留意到他给往昔同窗李伯
鹏的一封与印章内容相关的书信：“百朋学兄左右，手示敬悉，
尊印何其佳耶，数年不见乃精进如此，真出意外。印文清劲无
尘俗气无时下恶派，吾邑印人似无出兄右者。弟意最好买一部

《十钟山房印举》，日与秦汉印为邻，所语皖浙诸家之印谱一概
不看，自然神与古会。近来吾邑治印多流入浙派，浙派能迎俗，
秦汉相隔甚远，望力避之。”从王献唐的这段文字里，人们自可
直接读到他对摹习古印的明确立场和方法指南，以及对于印
章一域雅俗之分的明确表述。此中难能可贵的，正在于他所提
出的远避流派积习、接获秦汉气息的真知灼见和坚定不移。自
然是，他的此番切中时弊的由衷话语，所针对的或是那些已经
跨越技法层面、而在风格认知上尚处彷徨踟蹰的刻印者。

在对待我国传统文字的认识上，王献唐对印面文字的或
铸或刻，每有独到见解，他认为“古人刀笔，以刀为笔，习之日
久，用刀犹用笔也，宛转生意，不修不饰，清刚直下，出乎天
然”。又云“以刀刻金，一刀一画，刀镌金内，握刃立下，自然直
起直落。起处不能逆入，落处不能回收，非特无须事此，且若逆
入回收，反多繁累，此又自然之势，自然之理，不得不如此
也”。——这是《顾黄书寮日记》中的一则，其内容是论述印面
形成的刀笔特点。在这两段文字中，王献唐认为刀笔合一之后
所呈现出的不加修饰，以至自然天成的状态是审美的至高境
界。而线条准确流畅毫不做作，最终呈现的画面势必亦清朗醇
厚刚柔并济且丰富多姿。王献唐的这番论述，使人们得到很多
启发，那就是无论书法创作，还是篆刻实践，他一直秉持“使刀
如笔，运笔如指”的执念和“布算子不难，难在朴茂”以及“因事
制宜，万难拘一”的审美标准。

王献唐的这一观念所在，我们还可从他为董井篆刻的序
跋中得到印证。作为同馆好友，董井平生为王献唐治印最多，

王献唐对其一向夸赞有加。在《勉行堂印存》中王献唐题道：
“坚叔治印，独得古人法乳，刀发于石，犹笔著于纸，刃过成划，
不修不饰，神理所会，笔不能至，而刀能达之。”王献唐的题识
文字多具考证属性，通常囿于古代玺印一域。而为当时代印人
作序题跋向来稀有，眼下所见仅此一二之例，由此可见王献唐
对这位廿年前已蜚声印坛的同道挚友的高度评价，同时也集
中反映了他素来主张的行刀如笔，刀笔从容的印章创作方式。

说起来，董井的刻印之道，事实上也经过了漫长历程。明
清交替之际，随着晚明以文彭、何震为代表，清代中期以邓石
如为盟主的印坛风云人物的先后出现和不断影响，致使诸多
印章艺术流派及各类创作样式风靡一时。几乎同时的浙派印
章和继之而起集于大成的晚清诸家，自然也成了众多印人的
追摹对象。入道未久锐意思变的董井，想来也生逢其时。从他
先后为王献唐所刻数十方印章看，表现于董井前期的由流派
印章而至的创作路径已清晰可见。他曾经模拟过不少有如邓
石如传人、清代名家吴熙载的印风，印例中的“凤生审定”白
文、“庚午年得汉画十七石”“岫云书窠”“长乐未央”朱文等，堪
称典型。此间，以作于1929年的“献唐”白文印最为突出，但见
其边款所刻“坚叔学让之”赫然在目。除此之外，从董井所作的
若干前期作品里，还可得见时有清末名家赵之谦（例“双行精
舍善本图书记”）朱文、介于吴、赵之间（例“寒金冷石文字”）及
黄牧甫印风（例“献唐劫后所得”）的面目留痕。

令人注意的是，董井印作中前后显现的以北魏书体入印
的如“双行精舍校藏经籍印”（董自谓“仿始平公造像”）及钤盖
于《两汉印帚》界页上的“附周秦汉印五十纽”两印，让人顿有
耳目一新之感。当时，北魏新体虽初见于书法作品，但印章运
用几乎不见，由此，自可窥得他的创作胆魄所在。董井此般充
满锐意然不悖遗制恪守格辙的戛戛独造手法，看来恰恰是王
献唐反复推誉的最为主要的方面。

所以说，表现在书刻之域的美学界定想来是同一的，如果
从审美角度和美学特质看，王献唐的这一段话语，既是篆刻
的，也是书法的。

《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还收录了《王筱舫〈篆隐斋印
存〉》一文，其中有“尝谓世间万汇，惟书画、篆刻不能欺饰，一
举手间，学识之力，悉跃然纸上。吾于先生印集，谂其功力醇
深，学识迈时史远矣”之语，在此，王献唐借用题赞王筱舫之语
来表达自己对书画篆刻的卓识。在王献唐看来，纸上所呈现出
来的是一种表象，无论风格如何，或者表现形式如何，这些只
是最终呈现出来的给众人品判的一件件作品而已。当透过表
面意象，进一步溯源作品其后的表达意图之时，王献唐连续两
次提出了“学识”这一概念，认为学识所在，其深度和高度便会
决定作品的格调。在此，人们或可将之理解为作品中所蕴藏的
生命状态和心性表达。这样的话，便可理解学识学养和创作之
间的必然关系了。

若从深处讲，自然也需积累丰厚的学识之力方可表达。如
是，我们仍可从本题中王献唐所说的“世人治白文印竞言秦
汉，秦汉其名不必能为真秦汉，秦与汉不同，西汉与东汉又不
同”“会于心而略于迹，欲为秦汉必先为秦汉之人……惟其如
此，始可与言真秦汉，亦唯如此，始能为真秦汉”和“始能晤言
握手于一堂，游刃无间”等语句中取得求证，以进一步理解王
献唐的刀笔自信并非只是形式上的追秦摹汉，而是往还于精
神层面——亲睹秦汉玺印之岁月留痕，联想秦汉社会之风貌
态状，进而对秦汉之际人文审美迹象展开由表及里的本质性
认识。故而，我们可以将王献唐的篆刻及其书法创作，完整地
视作由集古而考古，由考古而传古，由传古而复古的演进过
程，以最终呈现出由学人本色所致的自家艺术样式。

（二）

区域性戏曲文物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石磊

集成金玉 镕作文章
——从《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说起

刘一闻

■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