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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散曲是当时最流行、最活跃的文学样式之一，是真正“活”的文学。
《清代散曲研究》对有清一代的散曲进行了较系统、全面的梳理。
作者以散曲文本为主，结合散曲特征及中国古代文体发展规律，将清代散曲放置于清代政治、经济、
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探寻影响清代散曲发展演变的各种因素，合理解释清代散曲发展走
向。
通过清代政令与散曲、清人的散曲观念、散曲作家群、散曲发展演变、清代散曲题材、清代散曲的艺
术特征、清代散曲与其他文体的相互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分析了清代散曲作家的时空分布、知识结构
等相关问题；勾勒了清代散曲演变的轨迹；论述了清代散曲中“黍离悲歌”、“题画”等主要题材及
“词味散曲”、“櫽括”、“翻谱”散曲的艺术特征。
最后，考察了散曲与戏剧、小说之间的影响。
本研究以散曲文本为主，结合散曲特征及中国古代文体发展规律，认为清代散曲在内容上趋于雅正，
在语言词汇上讲求词藻和典雅，提高了散曲的品位，增强了文学色彩，其艺术成就并不低于元、明散
曲。
《清代散曲研究》由兰拉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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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兰拉成 1966年生于陕西宝鸡。
1989年、1993年、200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院，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
位。
200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
现为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副主任；陕西省散曲研究会理事。
先后参编或主编过《元曲观止》等著作四部。
在《江准论坛》《名作欣赏》和高校学报发表学术论文《散曲、清曲与小曲》等论文二十篇。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一篇，索引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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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清代散曲的社会文化环境研究第一节 清代的曲子禁令及其对散曲的影响一 清代的曲子禁
令种种二 清代曲子禁令的社会效应三 清代曲子禁令对散曲的影响第二节 清代经济与散曲的传播一 清
代经济对散曲传播的促进二 经济发展对散曲演唱与传播的冲击三 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清代散曲发展的
不平衡第三节 清代学术与清代散曲一 清代不同时期学术特征要略二 清代学术对散曲创作的影响第二
章 清代文人的散曲观念研究第一节 清代人的散曲观念一 清代文人对散曲地位的肯定二 清代文人对散
曲的热情第二节 散曲、小曲与清曲一 “散曲”一词的来源及其明清人对它的使用二 小曲常识及其辨
识三 清曲的意义及其在明清时期的使用第三节 清人对散曲与词的文体辨析一 元、明两代词曲混淆现
象及其对词曲异同论述的回顾二 清代的“以词为曲”现象及其词、曲辨体分析三 余论第三章 清代散
曲作家研究第一节 清代散曲作家的时空分布及其知识结构一 清代散曲作家的时间分布二 清代散曲作
家的空间分布三 清代散曲作家的知识结构第二节 清代散曲作家群举要第四章 清代散曲的发展演变第
一节 明清之际的散曲创作一 明末清初爱国英雄及反清志士的慷慨悲歌等对散曲的创新二 明清之际遗
民的避世之情及文人对教职的选择与贫困的咏叹三 清初散曲创作对明末散曲创作的延续第二节 康熙
十八年至道光二十年的散曲创作一 浙西词人朱彝尊等的“词味散曲”二 清中叶“珌括”、“翻谱”
之类的散曲三 郑燮等道情派三大家的散曲创作四 清中叶其他散曲家的创作五 清代中叶的民歌小曲集
第三节 道光二十年以后至清朝灭亡期间的散曲创作一 晚清时期的“劝戒烟”曲二 涉及农民起义、帝
国主义侵略及辛亥革命等题材的散曲三 晚清著名散曲家赵庆焙、许光治的散曲创作四 中国古代散曲
文体的消歇第五章 清代散曲题材内容研究第一节 明清之际的黍离悲歌一 沈裔散曲作家群主将沈自晋
的乱离悲歌二 黍离悲歌的杰作：《击筑余音》等三 清散曲中黍离悲歌的出现四 黍离悲歌散曲的题材
意义第二节 清代题画散曲研究一 清代初期的题画散曲二 清中叶以来的题画散曲三 清代题画散曲的特
征第三节 试论清代的黄冠体散曲一 刘一明的“教外别传”之作及颜孝嘉的《渔鼓曲》二 《十空曲》
与《新七笔勾》等三 劝孝论善等说教类道情四 元、明两代黄冠体散曲回顾五 清代黄冠体散曲的特点
六 对黄冠体散曲应适当宽容些第四节 清代女性生活题材的散曲一 清代文人散曲中的女性生活题材描
写二 清代女性散曲作家的创作三 清代女性生活题材散曲的特点第六章 清代散曲的艺术特征研究第一
节 试论词味与曲味及清人的“词味散曲”等一 词味与曲味辨析二 朱彝尊等“以词为曲”的文学原因
三 清代“词味散曲”的表现与特征四 清代“词味散曲”得失论第二节 清代“珌括”、“翻谱”之类
散曲的意义一 “櫽括”、“翻谱”、“集唐”等创作方法二 前人对“櫽括”、“翻谱”等散曲的评
价三 笔者对“櫽括”、“翻谱”散曲意义的理解第三节 清代的“曲味曲”分析——以黄周星、黄图
珌的散曲为例一 “二黄”对散曲文体特征的认识二 “二黄”散曲的“本色当行”特征分析三 “二黄
”散曲与元代本色派散曲之比较第七章 清代散曲与同期其他文学体裁的交互影响第一节 清代散曲与
剧曲一 散曲与剧曲在文学精神上的区别二 戏曲对散曲的吸纳三 题咏戏曲的清代散曲作品四 余论第二
节 清代散曲与清代小说一 小说中的散曲：以《红楼梦》等为例二 散曲中的小说：题咏小说的散曲三 
余论结论 清代散曲再评价附录 清代散曲辑佚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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