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白字戏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白字戏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306034533

10位ISBN编号：7306034537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中山大学出版社

作者：詹双晖

页数：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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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白字戏研究>>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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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濒危剧种是通过怎样的路径保持其生命力的？
对濒危剧种的研究使我们发现，“濒危”其实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某种文化生态的脆弱，而且显示了某
种文化存在的顽强性。
这种顽强性表现在大多数类似的文化都已消逝，而处在“濒危”状态者却依然硕果仅存。
那么，它们究竟依靠什么力量获得“仅存”的呢？
以戏剧为例，那些硕果仅存的濒危的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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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21世纪的中国社会的重现，面对周遭对怪现象的神往、无奈与麻木，
作者常常泪流满面，“心有戚戚焉”。
这种挥之不去的感慨彷徨不断地令作者不安、令他困惑，渐渐地凝聚成他的人生使命——解读百年沧
桑巨变下的诸多怪现象。
这种使命感令我豁然开朗，终于在年届不惑之时，毅然放弃蝇头小利，以全日制博士生身份走进中大
，潜心于学术。
本书就是作者后半生立志献身于精神探索后的处女作，供广大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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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虽然白字戏的活动区域基本上限于海陆丰一隅，但白字戏的历史渊源、白字戏的形成发展却与
同是福佬人的潮汕、闽南地区密切相关。
海陆丰人属于潮汕民系中的一支，而潮汕民系又属于闽南民系，他们都是福佬人。
海陆丰人、潮汕人大多是闽南移民的后裔，他们有着相似的语言和文化艺术，有着共同的风俗习惯和
宗教信仰，但是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艺术又有着一定的地域差异。
从自然地理上看，海陆丰、潮汕、闽南三个地区都处于中国东南沿海，自西南向东北依次位于太平洋
的东海岸，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自然条件基本相同，地势从滨海到内陆依次为平原、丘陵、山区，
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又有绵长的海岸线及天然良港。
实际上，三地是一个自然大区的概念。
从历史地理来看，虽然自秦汉建制以来，基本上是界分闽粤，即潮汕、海陆丰属于广东，闽南的泉州
、漳州等州郡属福建，然有些时候，闽粤交界的一些州县则或隶于闽，或辖于粤，如汉时云霄一带属
今广东揭阳县，唐初从泉州到潮州称泉潮区，宋时漳州也曾兼辖潮州。
潮汕与海陆丰也是如此，明嘉靖三年（1524年）割海丰、潮阳地立惠来县，隶于潮。
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海陆丰并人汕头。
潮汕、海陆丰的先民也大部分是从闽南迁徙而来，其语言、习俗皆如闽南，与广东的广府地区有较大
的差异，故方志有“界分闽粤，俗则同闽”之说，如“潮之分域隶于广，其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
颇类”。
①明王士性《广志绎》云：“潮在南支之外，又水自人海，不流广；且既在广界山之外，而与汀、漳
平壤相接，又无山川之限，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言又与漳泉二郡通”，“潮州为闽越地，自
秦始皇属南海郡，遂隶广至今。
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为是”。
②下面分别对三地的人文地理作简单的疏理。
闽南这里所说的闽南，并不单纯是一个自然地理上的概念。
若从自然地理而言，自然就是福建的南部，应该包括现在的泉州、厦门、漳州、龙岩四市，但龙岩是
个内陆市，且语言、习俗与漳、泉等地相异，自然不属于闽南。
因此，闽南指的是泉州、漳州、厦门三市。
另外，介于闽南与闽中之间的莆田，习俗与漳、泉略同，虽然现在的莆田话不属闽南语系，但历史上
与泉州话是可以互为交通的，且与漳州、泉州、潮汕、海陆丰联系非常密切，故也纳入闽南的视野。
有时又可以漳泉指代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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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据本人同名博士论文修订而成。
年近不惑，一种莫名的感慨与彷徨不断地侵袭、敲打着我的灵魂。
面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21世纪的中国社会的重现，面对周遭对怪现象的神往、无奈与麻木，
我常常泪流满面，“心有戚戚焉”。
这种挥之不去的感慨彷徨不断地令我不安、令我困惑，渐渐地凝聚成我的人生使命——解读百年沧桑
巨变下的诸多怪现象。
这种使命感令我豁然开朗，终于在年届不惑之时，毅然放弃蝇头小利，以全日制博士生身份走进中大
，潜心于学术。
本书就是我后半生立志献身于精神探索后的处女作。
2008年夏毕业之时，特吟小诗以志心路，兹录于次：百年又睹怪现状，农家小子苦彷徨。
人生四十何所之，抛妻别子三进庠。
康园千载意悠悠，学馆论道志锵锵。
三载珠江东逝水，焠沥铁笔写沧桑。
在我的博士论文后记中，我最想感谢的人就是我的妻子。
三年来，是她用柔弱的肩膀无怨无悔地扛起养家教子的重担，使我得以在不惑之年，窝居中大斗室，
专注于学；三年来，是她默默而又坚定地支持我、鼓励我，使我能够摆脱世俗的蜚语，心无旁骛地与
孔孟神交，与大师为伍，睥睨苍生，构建我的精神家园。
请允许我谨以此作献给我的爱妻邱文卿女士。
在我的博士学业中，许多人给了我关爱、帮助与支持，他们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康保成教授、黄天
骥教授、黄仕忠教授、欧阳光教授、宋俊华教授、黎国韬副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黎红雷教授，广
州大学人文学院的刘晓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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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字戏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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