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次
	序
	卷上
	第一章 淵源 1
古代巫優與戲曲關係
漢世樂府為歌曲遠祖
南北朝時百戲之盛
唐代戲曲銳進之三證
宋雜劇詞為戲曲之前身
金彈詞及連廂詞之嬗變
	第二章 體制 13
詞與曲之異同考
	小令 摘調-重頭-帶過曲-集曲-演故 者 17
	散套 尋常散套-重頭加尾聲之套-無尾聲之套 19
	院本 金院本之唱法-西廂為元院本說-明清院本與金元不同 20
	雜劇 折數-楔子-唱法賓白-題目正名 23
	傳奇 齣與場-引子-唱法與科介渾-下場詩 26
	時劇 崑腔-弋陽腔-梆子腔-秦腔-西皮調-二簧調等 30

	第三章 聲律 37
	聲韻 四聲之演變-南北曲韻書分部考 38
	腔譜 行腔之分類-南北曲譜之優劣 41
	板眼 板眼之類別-板眼之用法 42
	襯字 襯字與板式-襯字之用法 45
	犯調 集曲-借宮 45
	曲禁 曲禁條例-曲禁中有可通條例 47

	第四章 宮調論 52
	沿革 五聲七音十二律之意義及分配-國樂與胡-由八十四調 變至南北九宮之沿革 53
	用法 北曲性質-南曲性質-南北宮調用法 60
	工尺 工尺字之高低及唱法-南北曲工尺字之不同 66
	曲牌 曲牌之正偽-曲牌須按管色高低分配聯套 68

	第五章 腳色考 71
	副淨 參軍 靘 參軍樁 靚淨 72
	丑 73
	末 蒼鶻 副末 小末 末泥 小末泥 二末 生 外 73
	狚 旦 妲 正旦 裝旦 老旦 大旦 小旦 閨門旦 武小旦 副旦 貼旦 貼 風月旦 色旦 搽旦 外旦 旦兒 花旦 猱 75
	狐 孤 孤裝 裝孤 77
	鴇 77
	卜兒 捷譏 邦老 78
	引戲 孛老 倈兒 細酸 79
	衹從 雜當 80
	卷下 81

	第六章 南北曲之區分 81
	曲分南北之兩主因 81
	南北曲性質之比較 82
	宮調之分 南北宮調性質不同-工尺譜不用乙凡 85
	曲牌之分 南北曲曲牌名同實異-楔子引子么篇前腔之分別 85
	樂器之分 北曲用絃索-南曲用笛 86
	聯套之分 南曲聯套-應守之規律 86

	第七章 北曲作法 88
	知聲韻 平聲須分陰陽-曲中發音六法與四聲之組織 88
	識曲譜 北曲譜率多不點板式-用時宜避生就熟 93
	造語句 北曲以俚俗為文雅-有可作之語有不可作之語 94
	明務頭 務頭之意義-務頭之用法 95
	聯套數 歌詞布置多寡須求勻稱-北曲各宮調最通行之套數 97

	第八章 南曲作法 101
	別曲牌 引子-過曲-尾聲 101
	察板式 南曲板式有定-兩板相隔較近處可加襯字 102
	聯套數 曲牌有一定次序-尾聲有一定格式 104
	重賓白 語求肖似-詞貴精當-少用方言 107

	第九章 度曲法 109
	五音四呼與四等 五音因四呼而變-四呼以四等為標準 109
	四聲唱法 陰去宜冒-陽平宜拿-上宜頓腔-入宜頓字 111
	出字 一字分頭腹尾三音-出字總訣-尖團上口字之意義 113
	收音 收音之法-收音總訣-南曲入聲收音法-收音以習慣之 誤 115
	唱得情曲 因情節身分而變其腔 117
	合樂 習曲時以吹彈之聲代口-南曲前數支必用贈板 118
	別陰陽 陰陽聲與工尺之關係-惟知聲者方能度曲 119
	分南北 曲有兩不雜-崑腔之南北曲之兩種禪關 121

	第十章 流派 123
元人以曲取士 有一題數本之例-君主之好尚-十二科之制俱存-另設一門說 
元代雜劇作家論略 關王馬三家鼎立說-關白馬鄭四大家說-中葉以後諸家
元人傳奇之比較 曲品推琵琶為神品-何元朗評拜月出琵琶上
元曲作家總評
明代曲家諭略 明初作家-荆劉拜殺四大傳奇-吳江派-臨川派-崑山派
清代曲家論略 清初作家-笠翁與紅友-南洪北孔領袖劇壇-西當與藏園
	附本書主要參考書目 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