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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曲学与中国戏剧学论稿》为当代戏曲学家徐子方教授多年来从事曲学与中国戏剧学研究的系列论文
选集，内容按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分为“曲学总论”、“元曲论”、“关汉卿研究(上)”、“关
汉卿研究(下)
”、“《西厢记》及其他”、“明杂剧论(上)”、“明杂剧论(下)”、“
明清剧场：理论与实践”、“折子戏赏析”、“曲学回顾与资料索引”等十编。
融会贯通、视野广博、求新求实是本书的主要特色。
著者紧扣学术前沿热门话题，运用宏观和微观、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图在诸多研究对象
之间建立起学理性联系，注重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进入到抽象，通过对曲学与中国戏剧学学术
前沿重大课题的深度分析揭示其内在规律，给读者以启发和思考，有助于将相关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
。

《曲学与中国戏剧学论稿》为戏曲史论、艺术史论、文学史论专业工作者必备的参考书，也适合大专
院校文科师生和一般文艺爱好者阅读。
本书由徐子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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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子方，1955年9月出生，江苏灌云人，文学博士，中共党员、民盟盟员。
现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并任东南大学
戏曲小说研究所所长，全国艺术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关汉卿研究会常
务理事、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水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学报学会理事、江苏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民盟江苏省委委员兼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以及
厦门大学、同济大学等校兼职教授等职。
代表作有《关汉卿研究》、《元代文人心态史》、《明杂剧史》、《艺术定义与艺术史新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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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曲学总论
  关于当前戏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戏曲概念和定义的本质——扮演故事
    二、剧诗和诗剧：美学意义？
抑或文体学意义？
——兼谈戏剧和诗歌理论的分合交叉
    三、单折戏——中国式独幕剧
  中国戏曲晚熟之非经济因素剖析
    一、原始宗教和神话的不发达显示着人们思维方式的局限和戏剧土壤的贫瘠
    二、生活和艺术观念的保守性以及所造成社会文化结构的惰性严重阻碍了戏剧因素发展中的综合进
程
    三、文人远离表演艺术而同仕途经济紧密结合使得我国戏曲产生长期没有创作基础
  戏曲小说与中外文化
    一、戏曲小说的产生是对儒家正统文化的一种反动
    二、戏曲小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三、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中国戏曲小说
  戏曲学——中国戏剧学论纲
    一、戏曲学：定义、性质、方法
    二、戏曲理论——戏曲学之基础
    三、戏曲史——戏曲学之源泉
    四、戏曲批评：戏曲学之动力
  新编中国戏剧史论纲
    一、缘起
    二、上篇：中国古典戏剧
    三、下篇：中国现代戏剧
    四、余论
第二编  元曲论
  谈元曲兼及“一代之文学”问题
  本色与当行——兼谈元曲本色派问题
  元曲家生平及心态三题
    一、扑朔迷离的卢挚和徐琰
    二、在传统和现实间徘徊的张可久、徐再思等
    三、乔吉、宫天挺式曲家心态特征
  “关、郑、白、马”与元曲四大家
第三编  关汉卿研究(上)：生平及地位
  关汉卿名、字、号考异
    一、关灿说献疑
    二、元代并未禁汉人名汉卿
    三、“一斋”小令有误收之作
  关汉卿身份考述——兼评“院户”论种种
    一、“院户”论难以成立
    二、关汉卿任太医院尹当在金代
    三、一点内证及其他
  关汉卿籍贯考述
    一、“大都说”疑窦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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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解州说”较具优势
    三、“祁州说”最需分析
  关汉卿生卒年辨正
    一、世纪性话题
    二、被牵扯进来的历史公案
    三、一点推论
  关汉卿行迹推考
    一、做官、退隐、涉足曲坛
    二、南下楚湘江浙
    三、北返，魂逝祁州
  关汉卿北方时期作品考论
    一、透露作者早年活动信息之散曲
    二、《单刀会》和早期历史剧
    三、历史故事剧种种
  “初为杂剧之始”符合历史真实——关汉卿行年史料辨析
  关汉卿在世界戏剧和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充满生命活力的戏曲之父
  ⋯⋯
第四编  关汉卿研究(下)：作品分析
第五编  《两厢记》及其他
第六编  明杂剧论(上)：脉络与背景
第七编  明杂剧论(下)：作家与作品
第八编  明清剧场：理论与实践
第九编  折子戏赏析
第十编  曲学回顾与资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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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人皆知，佛教的传人是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实现的，从东汉明帝到南朝粱武帝，到唐武则天，
我们可以勾勒出一条佛教在统治者扶持下传播泛滥的线条。
在儒学由于被历代统治者明令作为官方和社会统治思想和立身规则而形成传统文化中心情况下，能够
对此进行公开挑战的只有佛教了。
正因为佛教的着眼点是来世和虚无，恰恰是对着眼人世现实的儒家教义的补充，便容易为以儒学为载
体和推广者自居的士大夫（包括帝王）所接受，在许多情况下二者互为补充，共同维系人生的平衡。
然而除了少数人而外，谁也没有意识到二者在本质上的区别。
外来佛教除了导致儒道两家不同程度地宗教化以及给各阶层人们提供来世和虚无等精神寄托外，它的
偶像崇拜和带有“讲故事”、“长篇”特点的教义以及传教仪式都是和儒家传统思维方式大相径庭的
。
在印度，正是由于宗教经义的“讲故事”特点以及重扮相的宗教宣传活动，梵剧才能得以迅速产生和
繁荣，而带有这些特点的佛教传人中国以后，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及其他方面都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
社会伦理方面且不谈，在文学方面，传统儒学关于“言志抒情”的理论和由此形成的短篇抒情以及注
重实用的应用文体，固然在文人心目中没有失去应有的权威，但人们在接受佛教影响的同时，对叙事
长篇的创作形式自觉不自觉地认可并接受了，同时由于重扮相的佛教仪式和重演唱宜讲的说经方式的
影响，也逐步缓和了对表演艺术的鄙视情绪，刺激了文人对长篇叙事文学的创造想象力和让自己作品
通过他人演唱表演的欲望（如“旗亭画壁”故事）。
这些变化对戏曲小说的产生形成无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事实上，正是由佛教宣传的经讲、俗讲发展开去的讲唱表演活动，导致了“说话”、“诸宫调”等形
式的产生，中国戏曲小说随之得以形成和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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