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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说，谁能将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奇迹阐释清楚，谁就能得诺贝尔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浙江人民发扬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创造了历史性的辉煌，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
道路，使浙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县域经济都十分发达的省份。
当前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浙江社会各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继续
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
浙江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是一个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富矿”，也是浙江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的宝贵财富。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特定地区的精神文化传统相关，因此，对引领浙江市场经济大潮的“浙江精
神”的研究、对浙江传统历史人文的研究，也构成了一个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富有深刻内容的研究领
域。
此外，浙江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也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因此对马列理论进行现
代阐释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另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最终是为时代所用，指导社会经济和生活实践，并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
因此，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成可操作的政策建议，以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述，既是学
术研究工作的延续，也是时代赋予我们人文社科研究人员的一项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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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浙江学术文丛》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集中推出学术精品，集中展示学术成果的一个
窗甲，纳入《光明学术文库》出版规划体系。
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评审委员会从申请出版资助的书稿中，遴选部分书稿给
予全额资助，以“当代浙江学术文丛”的方式分期分批出版。
　　组织出版《当代浙江学术文丛》，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扶持学术精品，推进学术创新，打
造当代浙江学术品牌的重要探索。
《文丛》将坚持学术标准，倡导学术规范，展示浙江特色，不断推出浙江学术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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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青阳腔。
钱南扬《戏文概论》专门写有“余姚腔到青阳腔”一节，称“余姚腔在江苏的下落无考，在安徽的发
展成为青阳腔”，“青阳腔继承了余姚腔的滚调，又有了发展”。
流沙却认为青阳腔出自弋阳腔，其《青阳腔源流新探》说：“青阳腔起于安徽池州府的青阳县，⋯⋯
在安徽落脚的弋阳腔在池州府进而变成青阳腔。
”并指出青阳腔从演唱形式、剧目、角色体制等方面继承了弋阳腔的传统。
第三种意见是王古鲁在《明代徽调戏曲散出辑佚》“引言”中所说：池州过去流行过余姚腔，后来又
流行过弋阳腔，余姚的变调是“池州新调”；弋阳的变调是“青阳时调”，因此，“这种‘新调’或
‘时调’，也许就是融合弋阳和余姚二腔而成的新腔调。
⋯⋯后来，‘青阳’就成了这种新腔调的名称了”。
陆小秋、王锦琦也有相近的结论。
其实，池州既是余姚腔的流行地，也是弋阳腔的流行地，只是前者先到，后者迟到，所以青阳腔先孕
育于余姚腔之中，后又吸收弋阳腔的营养，从而脱胎而出。
正如班友书、王兆乾先生所说：“青阳腔以产生于池州府的青阳县流行于沿江一带而得名。
这里⋯⋯具备有多种声腔——目连戏、余姚腔、弋阳腔——汇集的良好戏剧环境。
⋯⋯在歌唱方法上则继承了余姚腔的‘杂白混唱’、‘以曲代言’、‘诗作曲唱’等滚唱雏形发展而
成风靡一时的‘滚调’，并取代了孕育它的余姚腔。
”他们亦认为起孕育作用的是余姚腔。
　　义乌腔。
最早见诸记载的是王骥德《曲律》，称“数十年来，又有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平诸腔之出。
”将其置于弋阳腔之后，据此推算可知义乌腔约产生于明嘉靖后期，与青阳、徽州、乐平等弋阳诸腔
同时或略早。
明末沈宠绥《度曲须知》载日：“词既南，凡腔调与字面俱南，字则宗洪武而兼祖中州。
腔有海盐、义乌、弋阳、青阳、四平、乐平、太平之殊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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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该出版工程采取“媒体发动，学界审评，光明出版，社会馆藏”的形式，常年征集、精选哲学社
会科学领域的优秀原创学术成果，及时向社会传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新思想、新发现、新
进展，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
　　《光明学术文库》将秉承光明日报“理论前沿型、学术探索型、知识密集型”的传统风格，精心
组织、精心编校、精心出版，充分发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宣传优势，宣传推广这项自家重点
图书出版工程，力争f吏之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学术著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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