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剧论与画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明代剧论与画论》

13位ISBN编号：9787536140455

10位ISBN编号：7536140452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徐燕琳

页数：40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明代剧论与画论》

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明代剧论和画论基本情况；明代画论对剧论的影响；戏曲批评中的绘画语汇；画论和
剧论对创作主体问题的认识；画论与剧论关于艺术风格取向的比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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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汤显祖在谈论“宁为狂狷，毋为乡愿”时，以孤陋寡闻的“拘儒老生”为乡愿，以循“古今画格
”、“有意为之”为乡愿：以无奇之文、不灵笔墨、步趋形似为乡愿。他提倡的，就是自然灵气、任
心无意、神工化笔。画如此，文章亦是如此。汤显祖认为，它们的精神主张是一致的。与汤氏颇有会
心的王思任在《小题怡赠自序》里也这样赞扬纵心自在的“狂狷”文法：　　孔孟语言，无有小处。
大题小做，小题大做，题外生文，题中归命，一部缩入一章，一章缩入一句，知是者吾与之论文矣。
但大题可以逃败，乡愿居之；小题可以见才，狂狷居之。守溪、荆川、昆湖、鹤滩、鹿门、思泉诸老
常乐为之，皆从狂狷诣中行者也。嗣后岳阳、侪鹤、海若、鹿巢、西铭、衷一、楚望、宾王诸君子互
出旗鼓，各极狂狷之致。　　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明代文艺思想共有的现象。理论家们普遍强调
创作主体的真情实感和奇情妙想，倾向于对内心世界的开掘探讨。在尚“奇”这一点上，戏曲和绘画
是非常一致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有所不同。戏曲理论和绘画理论均要求创作主体的
真情表达和新奇想象，但戏曲理论欣赏的“真”和“奇”，主要着眼于作品，表现为对真情对奇想的
追求；而画界既包括缘情写意的创作态度，还包括对画家个人的奇行狂态、个性张扬的容忍乃至赞赏
。可以说，戏曲批评集中于作品本身，而绘画批评是兼括作者和作品的。　　传统的文艺理论强调作
者和作品的统一，特别是人品和作品的统一。到了明代，在尚“奇”的大潮影响下，这一思想被融人
了新的时代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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