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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以社会学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的学术论文著作。
本期刊自开办之初，以轻松、休闲、高雅为独特定位，其清闲新的风格，平实的文风，亲近读者、贴
近生活、关注民生的内容特点，很快为读者所接受。
本书为总第28辑，本辑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更加丰富了关于社会学方面的知识和信息，进一步
追求有趣、有识、有用。
书中内容丰富精彩，具有较高的知识性及可读性，是您极佳的学术读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学家茶座（第28辑）>>

书籍目录

卷首语  王焱天地大戏场读者来信  [安徽]吴先伍：问世间，“人”为何物?    [北京]穆光宗：和谐社会
拒绝“风险家庭”  [武汉]刘洪波：我的“有色眼镜”聚焦  戏剧与社会  陈心想戏与拟剧人生观  胡叠鉴
赏者说  秋风戏曲衰落的经济学分析随笔  陈蓉霞怕，还是畏?这是一个问题  戴舫两个传统与汉语文学
写作  王晓华那个“个体”——索尔仁尼琴精神礼赞  黄章晋谁睡了谁，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我
看《色．戒》  汤军分析中国社会的方法社会  黄裕生做暴发户，还是经济精英?  王小章个体为本，结
社为用，民主法治立基——小议公民社会  李牧之从阜阳个案看改革路向的选择社会思想  王学泰游民
问题答问录(之一)  林济森欧洲浪漫派的德国哲学根基  陈晓律关于自由的思考——重温贝拉米《重新
思考自由主义》世相  李安乐后暴民时代：中国暴民探析  吴万伟编译隐私值多少钱?阅读  张念革命与
母亲——关于自由、国家与女人的思考  田方萌敢问路在何方?——评福山《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  余
凤高患病之后：招魂、驱魔和顺势巫术(疾病的社会史之五)学术圈  萧瀚社会理论的取径与中国法学研
究  祁冬涛对话：魏昂德教授(之二)  薛涌金薇传统重建中的《论语》——就《学而时习之》答问之二
文化  韦明铧云南马帮(《浊世苍生》续写之十五)  张小军南美第一古迹：马丘比丘(秘鲁文化考察随笔
之二)资讯  ◇集权体制的高效与低能  ◇奥运之后中国面临的挑战  ◇陈志武：为什么民众的收入赶不
上GDP的增长?  ◇集体决策为何失误?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学家茶座（第28辑）>>

章节摘录

在20世纪中期之前，甚至80年代之前，京剧、秦腔、豫剧等戏曲，是普通民众主要的娱乐样式。
20世纪20年代，名角儿，尤其是名旦，都有一些疯狂的粉丝，一如今日的娱乐明星。
众所周知，自那之后，戏曲出现了明显的衰落。
原因何在？
经过主流哲学教育之后的中国人，普遍相信“历史进步”说（进化史观？
），据此不假思索地把戏曲的衰落归咎于“时代变化”，比如，生活节奏加快、价值观念发生变化，
等等。
与“时代”相比，戏曲落伍了，落伍的东西无人欣赏，是活该：进步主义者，必然是文化与道德的虚
无主义者。
更进一步说，既然个人命运拗不过历史大潮，那假如历史一定要让美好的东西消亡，人也不用去干什
么，对抗历史潮流不仅毫无意义，甚至是落后的、反动的。
在这种心态下，美好的东西果真衰落，甚至消亡了。
然而，归根到底，历史不是别的，就是具有活力的人创造出来的。
按照戏曲史家的叙述，昆曲也曾经要被历史淘汰，因为，与皮黄（即今天所说的“京剧”）、梆子相
比，它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好在，那个时代的人没有现代的历史观，有识之士倒是觉得，昆曲表演艺术博大精深，不应使其失传
。
于是，梅兰芳纠集一帮朋友，排演昆曲剧目，欣赏皮黄的观众，倒也趋之若鹜：到20世纪50年代，又
有“一出戏（《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之说。
到当代，白先勇以出青春版的《牡丹亭》，让昆曲这门古老而精致的艺术显示出回春之象。
昆曲尽管早就“落伍”了，其生命却又延续了近百年。
戏曲衰落另有原因在，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制度。
20世纪80年代之后，戏曲之所以没有在不利的环境中挺住，并作出灵活反应，主要是因为戏曲表演团
体的组织和经营制度存在严重问题，就如同国营企业大量关门倒闭一样。
这套体制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因而，80年代后戏曲衰落的根子早在50年代就已埋下。
今天，这套体制的基本框架依然没有变化，这已构成戏曲作为伟大的艺术样式复兴的主要制度障碍。
一个自然的戏曲市场最早的戏曲是小众艺术，是宫廷文化，演出团体为皇家所有。
戏曲一旦成为大众化艺术，戏曲的存活及艺人的荣辱就只有依赖一种机制：市场机制。
这种机制足以让演艺者发现潜在的观众，维系现有观众的兴趣，甚至创造出新观众：反过来，观众又
可通过其消费活动给艺人提供充分的激励。
戏曲兴盛、衰落的关窍，正在于此种机制之健全与否。
大众化戏曲自然地采取了纯粹市场化的体制。
之所以说它是市场体制，是因为除了行会自我监管外，市场的进入大体上是自由的；经营主体均为私
人企业，不是宫廷的官家事业，也不是公有事业单位。
第一类经营主体是戏院。
京剧最早的表演场所是茶馆。
所以，那个时候看戏，不是买戏票，所花的钱不是戏钱，而叫做“茶钱”，如齐如山先生解释说：“
意思是前来喝茶，带着听听戏。
”到了民国初年，上海一些商人模仿西洋风格，于1908年兴建专业剧场：新舞台。
杨小楼先生又向上海学习，于1912年在北京建设新式剧场：第一舞台，这才有了买卖戏票之说。
当然，不论是戏园还是剧场，均为私人投资经营，其唯一目标是赚钱，而能否赚钱，关键得看投资者
、经营者是否具备企业家才能。
这些才能是多方面的，第一项是判断力，即能否慧眼识好角，并准确地判断本地观众是否接受这个好
角。
而这两者都有可能出错，经营者只能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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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梅兰芳受上海丹桂第台经营者许少卿邀请，第一次赴上海演出。
同行的生角王凤卿的包银是每月3200元，梅兰芳只有1800元。
梅兰芳在其《舞台生活四十年》中间接地描写过许少卿的性格。
在梅先生眼里，许是个地地道道的商人：不过，他的本来行当就是商人嘛。
他得为自己的投资负责，而不敢随便冒险。
同时，为了获得利润，他采取了很多商业促销手段，包括印刷广告，广告中极尽夸张之能事。
但也正是这样的促销手段，让梅兰芳在上海滩为人所知。
当时，围绕着剧院还自发地形成了一支戏票促销队伍：“案目”。
他们每人联络部分经常看戏的客户，有好戏要保证这些客户的好座位，当然，这些客户中有些采取预
付款形式，有些则赊欠票款。
总之，当时的戏票销售采取了种种灵活的策略。
案目与戏院经营者之间还有复杂的商业关系。
比如，戏院到北京请好角来沪演出，需要大笔投资，就会要求案目事先垫款。
作为回报，剧院则保证向案目分配好票。
如梅兰芳所说：“（戏院）老板、案目、看客这三方面都有连带关系的。
”其实，在这连带关系网络中，还应当加上艺人，利润把这四方捆绑在一起。
对剧院经营者而言，为了利润，他们必须尽可能地邀请好角到本院演出，并且通过案目及其他促销手
段把票送到所有潜在的消费者手中。
同时，为了维持营业繁荣，戏院也创造出了合理的“演出期”制度。
20世纪90年代，国内的西洋乐团开始引进西方乐团的演出季制度，其实，戏曲市场早就形成了类似的
制度。
在名角的回忆录中，经常可以看到上海某戏院“唱一期”、“唱两期”的字眼。
戏院会邀请各地的名角轮番演出，每次签订一份合同，时间从一周到一个月不等。
当时，各地班社都在四处流动。
尤其是北京的班社，每年必须尽可能地到天津或上海演出一两期，即所谓“外埠跑码头”。
这两个地方的包银是北京本地的两三倍。
这样的安排，可谓皆大欢喜：名角挣了大钱，而地方观众又可以欣赏到北京最优秀艺人的表演。
所谓班社，是戏曲市场上的另一类企业。
戏曲表演团体在很长时间内都叫“班”，所谓“戏班”是也，比如四大徽班之类。
民国成立后，政府下了一道命令，戏班全部改称“社”。
不论叫班还是叫社，都是纯粹的私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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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大一统给中国社会留下的最大祸害是国家的手伸得太长，社会丧失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因此丧
失了创造力。
欧洲不同。
国家在很长时间消失了，地方社会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在这种自己挣扎的过程中，社会的创造
力大增。
在这方面，中国社会至今还受大一统之累，社会缺乏自我组织的能力，乃至村一级基层选举也乱糟糟
。
现在中国的种种改革中。
村一级基层选举起点虽低，但最有希望。
　　薛涌：传统重建中的论语--就《学而时习之》答问之二人性包含母爱，但同时又多于母爱。
这多出来的部分，在曾志那里被其子女称做“精神遗产”，而在母爱匮缺者李南央那里，“精神遗产
”被放大变形后，与反人类性的“变态”互为因果。
强化人的自然属性，即人类的生物性存在，杨沫曾说“不那么高级”；强化人的“人造”属性．这就
是杨沫言外之意的精神、价值和生命意义等。
是否做一名称职的母亲，在个人自由匮乏的年代．并不是一个女人所能作出的自由选择。
　　张念：革命与母亲--关于自由、国家与女人的思考人类社会迄今为止，依然是男权社会，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归根结底，是这个群体的男性的记忆和感知，是男性承载着这个群体的荣
辱，而女人不是。
历史上，征服者征服被征服民族，用的从来都是两种武器，一种是剥夺了被征服民族男性的生命；一
种是直接通过肉体征服，最终却征服了其精神的武器。
用张爱玲的话说，就是通向女人灵魂的通道是阴道。
所以，谁睡了谁，这是个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
　　黄章晋：谁睡了谁，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我看《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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