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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东汉剧研究》内容简介：2005年，我们承担了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岭南
濒危剧种研究”，其研究对象具体指粤东地区的白字戏、正字戏、西秦戏、广东汉剧。这些剧种大都
面临生存窘境：分布地域狭窄、观众人数下降、剧班数量骤减。其中正字戏处于重度濒危状态，
据2006年统计，共有正字戏剧团26个，除一个县级剧团外，其余皆为民间草台班，随时有解散的可能
。西秦戏更是极度濒危，2006年我们进行调查时，尚有三个剧团，至2007年，一个曾经上京获过奖的
剧团因为团长和一名主要演员的去世，导致剧团解散，目前仅存两个剧团。①如今三年已经过去，课
题组的詹双晖、刘红娟、陈志勇、刘怀堂四位博士在康保成老师的指导下均已交出他们的具体研究成
果，本丛书即为这些成果的汇编。课题虽已完成，但由此引发的思考却超越了剧种的地域限制而具有
普遍性：一个濒临灭绝的剧种还具有研究的价值吗？换言之，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濒危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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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为什么要研究濒危剧种?(代序)
绪论
一、剧种史研究与戏剧史的重新书写
二、广东汉剧学术史的回顾
三、关于“广东汉剧”几个名词的界定
第一章 皮黄声腔南播与广东汉剧溯源
第一节 皮黄合流及其在南方的传播
第二节 广东汉剧艺术来源的多元化
第三节 “外江戏”进入粤东的路线考察
本章小结
第二章 广东汉剧的形成与流变
第一节 从几首竹枝词看“外江戏”入潮时间
第二节 广东汉剧的形成
第三节 “外江戏”在粤东的隆兴
第四节 粤东“外江戏”的式微
第五节 1949年后广东汉剧的恢复与发展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广东汉剧的剧目与剧本
第一节 广东汉剧剧目概述
第二节 《公益社乐剧月刊》辑录剧本的本事、形态与价值
第三节 钟无盐故事的流变与广东汉剧《齐王求将》
第四节 从元杂剧《陈州粜米》到广东汉剧《包公与妞妞》
第五节 广东汉剧《打花鼓》与民间小戏的文化意蕴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广东汉剧的舞台艺术
第一节 广东汉剧脚色体制的演变与定型
第二节 广东汉剧的舞台布景与脸谱
第三节 广东汉剧特色乐器的生成及乐队的演变
第四节 广东汉剧的舞台唱念语言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广东汉剧的戏班与乐社
第一节 广东汉剧戏班的组成与运作
第二节 汉剧业余乐社的创立与特点
第三节 《公益社乐剧月刊》的运作、体例与价值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广东汉剧与粤东民间艺术
第一节 广东汉剧与广东汉乐关系概述
第二节 广东汉剧与粤东丝弦乐的艺术联系
第三节 中军班音乐在广东汉剧中的运用
第四节 广东汉剧对地方小调的吸收与改造
第五节 广东汉剧与潮剧及粤东木偶戏的交流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广东汉剧与粤东社会
第一节 粤东墟镇祭祀与汉剧演出
第二节 粤东“斗戏”习俗与汉剧演出
第三节 广东汉剧与客家文化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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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广东汉剧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第一节 闽西粤东两地汉剧的互动交流
第二节 清末民初“外江戏”在台湾演出
第三节 广东汉剧在东南亚的传播
第四节 新时期广东汉剧赴港台及新加坡演出
本章小结
馀论：广东汉剧演出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保护
参考文献
附录一：广东汉剧戏班、剧团、学校沿革表
附录二：广东汉剧业余乐社组织一览表
附录三：广东汉剧著名艺员、乐师一览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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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具体到地方剧种在戏剧史中的分量，则关乎学者对剧种史的“剧史”地位、学术价值的权衡。民
间戏剧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成果日丰，这一领域的学者也希望一部完整的戏剧史应该能全面反映
不同层面的戏剧形式及其发展的规律。自然，地方剧种不被以往戏剧史书写者充分重视的局面，受到
了声腔剧种史研究者的强烈批评。虽然当今的中国戏剧史纂修者在努力规避和弥补这种不足，但似乎
这种努力仍然是不尽如意的。例如，有学者这样评价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对声
腔流派的分析和论述是十分粗疏的”；①同样，廖奔、刘彦君编著的《中国戏曲发展史》在剧种史的
介绍上，虽然有所前进，但仍然没能很好地勾勒出它的发展面貌，而且剧种史的分量也还不够。　　
客观而论，以舞台表演技艺质朴、粗简见长的地方剧种，大多数剧本简陋不堪，很大程度依靠演员在
舞台上的“二度创作”，更谈不上有深邃的“思想性”。正因如此，过去以戏剧文学为主体的戏剧史
，有意或无意地屏蔽或过滤掉了地方剧种在戏剧史上应有的“声音”。此外，剧种史研究方法的单一
也是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戏剧史书写者基本上以文献记录为取材的源泉。对于活态的地方剧种而言
，一方面历史文献多是以封建文人视角和立场记载下来的，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文人对地方剧种偏抑的
立场；另一方面关于地方剧种的历史文献十分有限，有限的材料不足以真实而全面地描绘出地方剧种
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面貌，因此文献观念与研究方法也将制约剧种史研究的学术高度，继而影响到其在
戏剧史上地位和面貌的表达。　　（二）地方剧种的崛起及其“剧史”地位的表达　　从目前来看，
剧种史的研究与其戏剧史的地位还不对称，因此，在此有必要简要回顾剧种的发展轨迹及其与戏剧史
的关系。　　“剧种”一词，既是一个时代概念，②也是一个历史概念。言其是“时代概念”，是因
为在1949年之前，戏曲艺人只有戏班之归属，戏曲艺术只有声腔之流派，而无剧种之分别。“剧种”
这一名词，虽在20世纪前期就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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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非常专业，已经可以说有一点学术专著的味道了，4颗星

Page 6



《广东汉剧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