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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可谓

源远流长。它自周代的散乐始

至汉代的百戏和角抵。在唐代

盛行歌舞戏和参军戏，至北宋

时则形成了宋杂剧（金称院

本）。金末元初，在北方产生的

元杂剧，使戏曲创作和演出空

前繁荣，出现了不少著名戏曲

作家、作品和艺人，在中国戏曲

史和文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

明清更是全盛时期。各地方剧

种蓬勃兴起，以昆腔、京剧为代

表，创作了丰富的戏曲文学和

完整的舞台艺术形式。此后，

更是一发不可收，地方戏曲的

不断繁荣，丰富了中华传统戏

曲文化的大花园。

发轫于漫长农耕社会文

化文明的中华戏曲，历经岁月

的陶洗发展到当今时代，自然

会更受人们的珍视与厚爱。

这不仅是因为戏曲艺术蕴含

着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许

多精粹，更因为在中华崛起的

今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

了很大的提高之后，更企盼有

丰富的精神文化享受。为此，

在国家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

教育的文件中，戏剧教育就是

一个特别“抢镜”的话题。大

力加强戏曲教学，已成为时代

的呼唤，也就成了语文教育必

须承当的历史使命。

正是在这个时代节点上，

著名特级教师何夏寿以童年

戏迷的生命积淀，在小语界率

先将民间戏曲剧本的折子，改

写成小学语文文本，并执导于

小学语文课堂。在初战告捷，

受到了儿童广泛欢迎的基础

上，他应邀在全国各地执导戏

曲课，每年竟不少于70场。他

还应中国校园文学委员会和

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之

请，在全国中语会的课堂上展

示戏曲教学，获得广泛好评。

现在，他又将课堂实验的成果

编著成《中华戏曲文学读本》

正式出版。笔者认为，这应当

是小学语文教学课程改革中

的一个重要成果。

这本有30万字的“戏曲文

学读本”堪称是一部可用于中

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

教学戏剧样本”。它具有如下

特点：一是剧种多样。书中选

有京剧、越剧、豫剧、昆剧、黄

梅戏、秦腔、河北梆子、花鼓戏

等多种，这虽不是中华传统戏

曲的全部，但确实是最有代表

性的。二是分类齐全。中华

传统戏曲的主题十分丰富，但

历史的悠远和变迁，在全部戏

曲传统中难免瑜瑕互见。何

夏寿老师将其中的精华分为

“神话戏”“清官戏”“励志戏”

“爱情戏”“悲剧戏”“伦理戏”

“爱国戏”“才子戏”“谴责戏”

“巾帼戏”“英雄戏”“名著戏”

等十二类，概其全焉。虽在内

容分类上不免有些交错，但从

戏曲传递的正能量着眼，用历

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作这样的

类别划分还是比较恰当的。

三是剧目多样。本书为十二

类戏曲选择代表性剧目共四

十八个，颇为经典。无论是古

代的，现在的，均相当有代表

性，为人们所熟知和乐见。四

是折子精选。所谓“折子”，这

里指的是剧目中的片段或相

当于其中的一场。我们要把

戏曲改变为语文教学文本，若

一个完整的剧目，自然会嫌太

长，所以往往只能选择其中的

一场或一个片段，再作必要的

删节和改编。这就要求“折

戏曲教学中的家国情怀
——为小学生量身定做的《中华戏曲文学读本》

□ 周一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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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必须精选。显然，在这方

面何夏寿老师也下了相当的

功夫。五是功能适切。剧本

是戏曲艺术的文学部分。它

的本意是为舞台演出服务的，

是舞台演出的基础和依据。

现在要成为语文教学的文本，

其功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就要求“中华戏曲文学读

本”必须向适合于语文教学的

方向作调整。为了达到这样

的要求，编者对每一折入选的

戏曲，都有“剧本（文本）呈现”

“剧情梗概”“名段赏读”“曲苑

杂谈”“戏曲杂语”和“注释”等

部分，以适应由“演出功能”向

“教学功能”的转变。其中“剧

本呈现”是编者已经作了些许

删改，更适合教学的文本；“剧

情梗概”是为了衔接“教学文

本”的部分与整个剧目内容之

间的连接，让师生更好地从

“整体”审察，理解其中的“部

分”；“名段赏读”是从教学文

本中选出名段作审美鉴赏，以

强化言语的建构和运用；“曲

苑杂谈”是介绍相关的戏曲知

识，让语文的戏曲教学给学生

更多的获得感，以培养更多的

戏曲爱好者；“戏曲杂语”和

“注释”是助学的必要板块，让

学生可以借助这些资料的帮

助而更能有效地自主阅读。

显然，对每一个入选的折子，

有了这些栏目的诠释和照应，

就使本书有了极大的可读性，

也为戏曲课堂教学实施带来

了很多方便。

中华传统戏曲是一笔重

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应当成为

现时语文课程改革的重要资

源之一。这是因为中国传统

戏曲包含了文学、音乐、舞蹈、

美术、杂技等各种因素，是一

门综合的艺术。它在学习语

言的建构和运用，思维的发展

与提升，审美的鉴赏与创造和

文化的传承与理解等诸方面，

都有强大的教育功能。在语

文教育课程改革从适度跨界

到逐渐走向统整的大趋势里，

中华传统戏曲教学的合理介

入对于提升儿童的语文核心

素养和健全人格的培育，都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实，中华传统戏曲本来

就是儿童成长不可或缺的“文

化初乳”。何夏寿自己就是在

传统戏曲的浸润中长大的。

他自 5岁那年的夏天，父亲把

他背进了村里的戏场子，从此

他就“在父亲的肩膀上，看了

一出又一出的家乡戏”。这种

童年时的体验对我们来说都

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于心。中

国新文学的伟大旗手鲁迅先

生又何尝不是一个传统戏曲

的爱好者？他的《社戏》叙写

的就是童年摇着船去看戏赶

场子的事。虽然当时他并不

十分理解那些古典戏曲的内

容，但那些曲段却成了他童年

最珍贵的记忆。成年之后，他

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话剧的最

早倡导者之一；之所以能在他

的《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

论》等著作中大力推介莎士比

亚、雪莱、普希金、易卜生和果

戈理等戏剧或诗剧；之所以能

相当完整地呈现《男吊》等作

品，并作出精粹的评论，与他

在童年受到的传统戏曲影响，

有着深刻的生命联系。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在

决定着人生成长发展的母语

教育中，民族传统戏曲应当占

有重要的位置。我们当为此

而努力。

（语文教育专家、

浙江省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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