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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艳梅的这本著作《中国越剧走向何方(近20年来中国越剧研究)》共六大章节，从当代越剧生存现状
和走向探索中提炼出六大问题，梳理和剖析了越剧在进入现代化社会和语境中的诸多困境和种种探索
，以及越剧界的前辈和今日不甘寂寞的探索创造者的活跃的思考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深刻地抓住了当
代越剧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中国越剧走向何方(近20年来中国越剧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历史观念和美学观点相结合，对越剧的
历史和现状的种种问题都有冷静、独立的思考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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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艳梅(7972-
)。
黑龙江省尚志市人，2006年毕业干浙江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2070年入苏州大学文学院做博士后科
研工作，现为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戏剧(戏曲)，己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戏剧》、《文艺理论
与批评》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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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品格定位：纠结于都市和乡野　　对于中国戏曲的属性，学界一般将其定位于民间传奇，恰
如胡志毅所论，“中国的戏曲的基本类型是传奇剧。
由于中国戏剧不是在原始宗教时期形成，而是在中古时期的民间祭祀中形成，是一种‘世俗的祭礼’
”，因而“与民间的世俗性和市民性相一致的传奇剧就成为中国戏曲的基本类型”。
越剧原本诞生于嵊州乡野，被以诗文为正统的士大夫文化所不齿，其民间属性自不待言；进入上海后
，越剧尽管辉煌一时，但仍在国民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可称之为都市里的民间。
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中央政府的“戏改”，越剧一度被打上了浓厚的国家话语烙印，但在新时
期到来后，“让戏剧回归民间”呼声立即高涨⋯⋯纵览越剧的百年史，与其民间性相对应的始终是正
统性、主流意识形态、国家话语，但时至90年代，这种对应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都市化与乡野化的分
歧。
　　鉴于当代戏剧生存状况的持续恶化，2004年前后，“当代戏剧之命运”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中国戏剧》杂志开辟了讨论专栏，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共发表相关讨论文章30多篇，计20多万字，
参与讨论的既有多年潜心研究戏剧的理论工作者，也有来自戏剧生产一线的剧作家、导演、管理者等
，还有来自圈外的大学生和戏迷们。
《中国戏剧》杂志社和佛山市文化局还于2004年12月15日至18日在广东佛山联合举办了“当代戏剧之
命运”全国研讨会），所讨论的话题包括戏剧的本质、戏剧的大众化背景等理论问题，戏剧体制与政
策改革等现实问题以及对当今戏剧的市场化、商业化运作等实践性问题。
当然，关于戏剧的品格定位，戏剧应该固守民间还是走向都市化亦是讨论的热点，如罗怀臻便提出了
“传统戏剧现代化”、“地方戏剧都市化”的主张，傅谨则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戏剧与农民、
市民的公共生活关联密切，乡野的民间职业戏剧、城市的社区戏剧都应该给予相当的关注。
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相对而言，都市化话语似乎更为强势，相继有一些剧种亦打出类似的口号
，如新都市淮剧（《金龙与蜉蝣》）、新都市粤剧，而浙江越剧界的领军式人物茅威涛也抛出了“都
市越剧”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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