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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
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
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学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
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
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
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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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长海，浙江永嘉人。
1981年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
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市重点学科“戏剧戏曲学”学科带头人，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
作家协会理事。
主要著作有《中国戏剧学史稿》、《戏剧：发生与生态》、《当代戏剧启示录》、《曲学与戏剧学》
、《中国艺术虚实论》、《愚园私语》等。
曾荣获首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1984）、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
、首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1999）等。
1992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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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戏剧思潮    第一节　戏剧界“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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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总结    第七节　戏剧音乐、导演与舞台美术    第八节　戏剧学观念的确立与系统化的建构  第九章　 
戏剧理论的深层拓展及研究视野的多元取向    第一节　戏剧理论的多学科建设和体系化追求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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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剧研究述要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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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晚清民初的戏剧研究　　发生并形成于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戏
剧理论思潮，是以传统戏剧为对象，以“戏剧改良”’为号召，以改造和重建本土戏剧为目的的。
这是中国戏剧自金元杂剧的理论创立、明代传奇的理论再造、清代戏剧理论由“雅部”向“花部”的
转向等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戏剧变革的理论涌动。
　　任何一种艺术理论的发生和变更无不源于其特定的时代，亦即依托于那个特定时代的文化背景，
受示于特定时代提出的精神指向，晚清民初戏剧改良理论思潮亦然。
但此次戏剧理论思潮的性质与历史上的几次戏剧理论嬗变却有着根本的区别：元、明、清诸朝戏剧理
论的迭起，都不过是在传统社会里对戏剧形态的演变及其舞台实践给予的理论概括和总结，而清末民
初的戏剧理论思潮，则是在社会变革的激荡年代里对传统戏剧观的一次彻底的打破和本质上的改变，
同时为建造一种新型的戏剧在理论上展开激烈论争。
这是传统戏剧在经历了近千年行程后发生的重大变迁和转折，其变迁和转折的主要特征是终结古典戏
剧并向现代戏剧转向，实现中国戏剧的近代化。
　　中国戏剧近代化的始因是由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的那篇堪称戏剧改良的宣言书——《论小说与群
治之关系》一文引发而来。
这篇戏剧改良的宣言书固然受示于时代，然而，如若考察下去就会发现，早在明清启蒙思潮泛起时期
，特别是在康熙、乾隆年间，即在18世纪前后，便已埋下了戏剧变革的精神伏线，不过，那时尚不能
、也无力通过近代性质的理论诉求予以表达，而是通过“花部”（地方戏）与“雅部”（昆曲）之争
和“花部”的勃兴与京剧的诞生等戏剧形式的转换表现出来的。
这是传统戏剧发展史上最具近代色彩的一次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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