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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清之际，戏曲不仅仅是表演艺术，它还是一种可供案头阅读的文本样式。
明清戏曲序跋的出现与发展，成为了解中国古代戏曲史的重要线索。
　　李志远所著的《明清戏曲序跋研究》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深入探讨明清戏曲序跋的生成、形态
与特色，并将它在明清时期戏曲理论批评中的独特贡献和意义予以定位。
在序跋与明清戏曲论著、评点的对比中，作者得出一系列颇富启发性的结论，使我们不仅更为真切地
认识戏曲序跋在明清戏曲理论批评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批评的民族
特色。
　　《明清戏曲序跋研究》适合对明清戏曲感兴趣者及相关研究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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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志远，男，l974年生，山东菏泽人。
2000～2003年于苏州大学文学院师从潘树广教授，攻读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工作于曲阜师范大学文
学院。
2006～2009年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师从郭英德教授，攻读文学博士学位，现工作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戏曲研究所。
已发表《谱录类目的古籍日录学意义》《明清戏曲序跋之戏曲搬演论构建研究》等学术论文多篇。
独|L主持两项省部级课题、一项国家级课题，参与《昆曲艺术大典》《明清戏剧史专题研究》《昆曲
舞台表演文献整珲丛刊》《中国近代戏曲论著集成》等多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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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研究对象  二、研究综述  三、选题意义  四、研究设想  五、研究方法第一章  明清戏曲序跋
概观  第一节  明清戏曲序跋的历时阐释  第二节  明清戏曲序跋与序跋作者  第三节  明清戏曲序跋与戏
曲文献  第四节  明清戏曲序跋与社会文化第二章  文献学视野下的明清戏曲序跋  第一节  明清戏曲序跋
的整理  第二节  明清戏曲序跋的版本  第三节  明清戏曲序跋的同文异主现象第三章  明清戏曲序跋的功
用  第一节  从明清戏曲序跋看戏曲创作的动因    一、述怀寓志    二、洗陋补恨    三、游戏娱悦    四、劝
善教世  第二节  从明清戏曲序跋看戏曲题材来源与处理方法    一、小说前剧    二、史籍载志    三、传说
诗文    四、时事实录  第三节  从明清戏曲序跋看明清戏曲的传播    一、案头传播    二、场上传播    三、
图像传播    四、剧目传播  第四节  明清戏曲序跋的戏曲史观    一、戏曲发展源流    二、作家、作品的品
评    三、戏曲史发展的动因第四章  明清戏曲序跋的戏曲理论价值评判  第一节  明清戏曲序跋与评点的
对比    一、概述    二、殊途同归——明清戏曲序跋与评点的共性    三、远近高低总不同——明清戏曲
序跋与评点的差异  第二节  明清戏曲序跋与论著的比较    一、明清戏曲序跋与戏曲论著的搬演论构建
对比    二、明清戏曲序跋与论著的人物形象塑造论构建对比附录一：新增明清戏曲序跋目录表(部分)
附录二：新增明清戏曲序跋(明代部分)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清戏曲序跋研究>>

章节摘录

　　这种事实的存在，才使得对明清戏曲序跋与序跋作者的关系考察得以实现。
那么，对于明清戏曲序跋与作者身份、生平对应关系的考察，其意义何在呢？
当然这种考察不是为了证明这两者确实存在联系，因为二者的关系无需证明，序跋作者所作序跋必然
体现作者的心性，除非二者之间不是“母子关系”。
笔者认为，此种考察，不仅可以对戏曲序跋的深入研究提供文献分析的基础，还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
明清戏曲文学史、理论史、演出史等的形成内核。
　　对于戏曲序跋作者的界分，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而划分为多种的作者群体。
不过无论对于序跋作者如何进行界分，其主要目的都在于更好地为戏曲序跋研究服务、更好地阐释戏
曲序跋内容特色与序跋作者的关系。
可以说所有戏曲序跋作者皆是文人，且其文化修养多受到戏曲作者或社会的认可，这是毋庸置疑的。
只不过这些创作戏曲序跋的文人是有所不同的：有的为皇室或高官，有的只是山野闲人；有的是享有
较高社会声望的学者，有的仅仅是“无足观矣”的下层文人；有的是正统的卫道士，有的是求新变异
的代言人；有的仅仅是物态的生产与保存者，有的却是意识的倡导与实践者。
这种显著的个体差异，要求他们在戏曲序跋中做出相均衡的理论贡献，显然是不可能的。
下面，就试从序跋作者与戏曲文献作者的关系、序跋作者的社会身份两方面所带来的戏曲序跋特色进
行探讨，以寻求戏曲序跋作者与戏曲序跋写作的内在关系。
　　首先，来看一下由于戏曲序跋作者与戏曲文献作者的关系不同而形成的戏曲序跋特色。
序跋中存在自作序跋与他作序跋的区别，这是一个显在的事实，戏曲序跋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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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文献搜集、阅读与整理的基础上，李志远博士在《明清戏曲序跋研究》中，选择了明清戏曲序跋的
四个专题进行研究，包括明清戏曲序跋的发展过程、阶段特征及其与序跋作者、文献载体、社会文化
之间的复杂关系，明清戏曲序跋的整理、版本和“同文异主”现象，明清戏曲序跋的功用，以及明清
戏曲序跋独具的戏曲理论特色与价值。
这四个专题的研究，构成了本书的主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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