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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北京这个阴雨绵绵的夏季编辑这部文集，就像在检视自己走过的一段人生和学术道路。
     我从2004年接受中国戏曲学院的邀请，调入这所在国内独一无二的戏曲艺术大学担任特聘教授，主
要任务就是从事京剧学研究并担任这一学科建设的带头人。
对我而言，这是新的挑战，它促使我更深入和具体地思考与探讨京剧艺术创作和发展的规律。
京剧固然是我此前对中国戏剧做整体研究时特别关注的剧种，但它毕竟只是中国戏曲数十个主要剧种
之一，我关注京剧，是因为对戏曲整体的研究必然会涉及诸多与京剧相关的问题；但是现在，京剧成
为我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当我从整体上研究和思考戏曲理论与现实问题时，我会给予京剧一个更突
出的位置，更多地以京剧为研究和思考的核心内容。
     京剧学的学科建设将是一个艰难且漫长的过程，我把多年来撰写发表的与京剧相关的文章编成这个
集子，是想借此说明我个人在京剧学的研究道路上已经迈出了一小步。
这些文章长短不一，多数是直接探讨京剧问题的，也有些虽非纯粹的京剧研究，但是都与京剧的历史
、现状及未来有密切关系。
一些文章在发表时就受到同行的关注，引起过一些讨论，并成为京剧研究领域内令人感兴趣的前沿话
题。
现在我以这种集中的方式，将我对京剧的认识与思考呈现给同行以及更多读者，期望能得到更多关注
，听到更多批评。
     我已经听到许多批评。
多年来，我坚守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立场引发了京剧界和整个戏曲界的许多争论，而我之能够持续不
断地得到的精神支持，就包括王元化先生有关京剧重要而精辟的著述。
所以我特地托上海的翁思再先生拜请王元化先生为拙著题写书名，王先生欣然允诺，令我十分感动。
我还要感谢中国戏曲学院给我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学术平台，让我有机会为京剧学的学科建设贡献自己
的绵薄之力，或者还能对京剧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但京剧盛衰，所涉变数太多，远远不是我等书生所能左右，以学者之立场，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恰好我也到了“知天命”之年，“天命”既不可违，剩下能做的，就是恪尽“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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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谨，1956年生，文学博士。
现任中国戏曲学院教授、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高等院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
究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教育部文科重点基地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199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美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浙江省艺术研究所、杭州大学（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2004年应聘为北京市特聘
教授，调中国戏曲学院。

　　主要从事中国戏剧理论与批评、现当代戏剧与美学研究。
目前正主持2006年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国家艺
术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中国当代戏剧史”研究、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21世纪初北京戏
剧研究”。
担任北京市学术创新团队“京剧学研究”带头人，主持《京剧学通论》编撰研究，主持“十一五”国
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京剧历史文献汇编》编撰。

　　多年来，共出版专著与文集《老戏的前世今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二十世纪中国戏
剧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新中国戏剧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草根的
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等10部，在《中国社会科学》、《
文艺研究》、《二十一世纪》等海内外重要学术杂志发表300多篇学术论文、学术随笔和艺术评论。
其中三十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报刊复印资料》转载，在中国当代戏
剧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曾获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
奖，北京市第九届文艺评论奖一等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中国曹禺戏剧奖&#8226;评论奖优
秀奖，田汉戏剧奖评论一等奖等学术奖项；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并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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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为学科的“京剧学”京剧崛起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近代转型——以昆曲的文化角色为背景戏剧命运与
传统面面观身体对文学的反抗——解读李玉声的16条短信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戏剧教育沧海桑田
：20世纪中国戏剧版图巨变政治化、民族化与20世纪中国戏剧——与董健先生商榷影响当代中国戏曲
编剧的理论与观念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戏剧东方艺术的身份确认——梅兰芳1930年访美的文化阐释进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京剧向“创新”泼瓢冷水——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自言自语论“推陈出新”从《
讲话》到“戏改”——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历程的种视角“百花齐放”与“推陈出新” ——20世纪50
年代中国戏剧政策的重新评估“戏改”与政府功能的再思考——答安葵先生第三只眼看“戏改”“反
思十七年”与中国戏剧的当代发展“先生”们的改革文人与艺人：谁有权改革京剧？
现代戏的陷阱“样板戏现象”平议渴望传统的中国当代戏剧冷眼旁观京剧节传薪翻是读书人“音配像
”与京剧的发展空间李瑞环和“京剧音配像”的文化贡献本源、本体、本色——2006年戏剧理论的三
个关键词“百日集训”与戏曲演员的培养主流美学与上海京剧院的成就《廉吏于成龙》的启示传统与
市场是京剧重振的两翼为最好的京剧做最好的推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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