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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末戏曲改良是近现代中国文明碰撞、融合下的时代产物，从始至终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范方俊
专著的《大历史观视野下的清末戏曲改良》正是充分记录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发
生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情境下，戏曲改良产生的背景、发展历程和历史贡献。本书通过系统的展现戏
曲改良的缘起和发展脉络，结识了社会时局，时代变迁、美学观嬗变时催生戏曲改良所起到的左右。

Page 2



《“大历史观”视野下的清末“戏曲改痢�

作者简介

范方俊，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
室主任。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比较诗学的语言阐释》，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品牌项目《欧美
小剧场戏剧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戏剧社团研究》等。先后在《外国文学研究》、《新华文摘》、《外国
文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研究》、《中国比较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人文
杂志》、《社会科学战线》等核心期刊上发表《欧洲小剧场戏剧的现代性质及其对美、中现代戏剧的
影响》、《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之思》、《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马克
思为什么是对的”的西方语境与中国解读》、《现代性的寻求》、《中国现代戏剧的“舶来”性质及
民族属性》、《话剧民族化，还是中国化》、《“陌生化”的旅程：从什克洛夫斯基到布莱希特》、
《米·巴赫金与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对话》、《批评的解剖：王国维“意境论”批评》、《论朱光潜
与钱锺书对于莱辛“诗画异质”说的比较分析》、《洪深论中国现代戏剧的现代性》、《觉世与救心
：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的过渡性质》等数十篇论文，著有《洪深与二十世纪中外现代戏剧》、《
中西比较诗学的语言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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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大历史观”视野下的中国清末社会的时代变局及戏曲改良
一西学东渐下的清末中国社会的时代变局
二“大历史观”与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视野
三跨文化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清末戏曲改良
上编清末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与“戏曲改良”的提出
第一章清末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和“文学革命”的提出
第一节“近代”何谓以及划定“近代”的标准
一、“近代”在中西词源学上的分野及“古代—中古—近代”的三段论在西方语境中的时间意识
二、西方社会历史划段中的“古代—中世纪—近代”三段论模式
三、划定“古代—中世纪—近代”时代分段的标准
第二节清末中国社会发生近代转型的内在根源
一、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
二、西方近代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状况
第三节清末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下的“文学革命”的提出
一、十九世纪中后叶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
二、近代“文学革命”的提出
第二章“诗界革命”：以真精神熔铸新意境
第一节诗文体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及十九世纪中叶“革新诗歌”的先声
一、诗文体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
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诗言志”说
三、龚自珍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革新诗歌”
第二节“诗界革命”：以新精神熔铸新意境
一、“诗界革命”的前后分期
二、“诗界革命”的宗旨：用“新精神”熔铸“新意境”
第三节王国维的新“意境论”与“诗界革命”的“新精神熔铸新意境”
一、意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发展线索
二、王国维对于中国传统“意境论”的改造
三、王国维《人间词话》“意境论”批评对于西洋诗学学术范式及新学语的吸纳
第三章“文界革命”：以“新文思”开创“新文体”
第一节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传统及“文界革命”
一、中国传统文学的“诗文相杂”观念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以载道”传统
第二节“文界革命”的宗旨：以“新文思”开创“新文体”
一、“文界革命”的提出
二、“文界革命”的“新文思”
三、“文界革命”的“新文体”
第四章“小说界革命”：用新观念缔造“新小说”
第一节“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流变及清末小说繁荣的原因
一、“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流变
二、清末小说繁荣的原因
第二节“小说界革命”之宗旨：以新观念再造新小说
一、“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新观念
二、引外来新思想熔铸中国国民意识
第三节“小说界革命”与清末小说创作的实绩
一、“小说界革命”与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二、清末“谴责小说”兴起、繁荣的原因及其所受的“小说
第五章“别求新声于异邦”：清末“戏曲改良”的宗旨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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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戏曲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特殊定位及清末“戏曲改良”的提出
一、戏曲的缘起及早期流变
二、戏曲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独特地位及“戏曲改良”的必要性
第二节“以新思想移植于本国”：清末“戏曲改良”的提出及宗旨
一、“戏曲改良”的目的
二、“戏曲改良”的核心思想
第三节“别求新声于异邦”：清末“戏曲改良”的具体路径
一、师法莎士比亚等英国文豪开中国戏曲改良之先风
二、师法伏尔泰等法国思哲开中国戏曲改良之道路
下编清末“戏曲改良”的理论主张及主要内容
第六章清末“戏曲改良”的理论主张
第一节欧榘甲《观戏记》论粤剧改良及对清末“戏曲改良”的示范意义
一、欧榘甲写作《观戏记》的缘起
二、欧榘甲《观戏记》论粤剧改良
第二节陈独秀《论戏曲》的戏曲改良主张
一、陈独秀《论戏曲》对于戏曲文体性质的理论界定
二、陈独秀《论戏曲》对戏曲有益功用的理论说明
三、陈独秀《论戏曲》对于戏曲改良的具体建议
第三节柳亚子、陈佩忍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对于清末“戏曲改良”运动的理论宣传与政治鼓动
一、柳亚子与《（二十大舞台）发刊词》
二、陈佩忍与《论戏剧之有益》
第七章清末“戏曲改良”的戏剧创作
第一节清末“戏曲改良”中的戏曲创作剧目
一、清末“戏曲改良”中的传奇曲目
二、清末“戏曲改良”中的杂剧剧目
三、清末“戏曲改良”中的地方戏剧目
第二节清末“戏曲改良”在戏曲创作上的时代内容和进步意义
一、清末“戏曲改良”的戏曲创作对于中国历史英雄人物的颂扬
二、清末“戏曲改良”的戏曲创作对于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先驱的讴歌
三、清末“戏曲改良”的戏曲创作对于西方列强凌辱中国的控诉
四、清末“戏曲改良”的戏曲创作对于妇女解放的提倡
第三节清末“戏曲改良”在戏曲创作上引入“西法”的改良尝试
一、清末“戏曲改良”在戏曲创作上对于异域戏剧题材的引入
二、清末“戏曲改良”在戏曲创作上对于西洋戏剧写作技法的引入
第八章清末“戏曲改良”的舞台实践
第一节汪笑侬与“时装新戏”改良
一、立志改良旧戏的“伶圣”：汪笑侬的传奇戏剧人生
二、《瓜种兰因》：汪笑侬“时装新戏”的样板
三、汪笑侬与清末“戏曲改良”运动之间的密切关联
第二节夏月栅、夏月润、潘月樵与上海“新舞台”改良戏剧
一、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与上海“新舞台”
二、上海“新舞台”的改良新戏《潘烈士投海》
三、上海“新舞台”的改良新戏《黑籍冤魂》
第三节清末“戏曲改良”舞台实践对于新剧场、新舞台的改良与创新
一、清末“戏曲改良”舞台实践对于新剧场的改良与创新
二、清末“戏曲改良”舞台实践对于新舞台的改良与创新
第九章清末“戏曲改良”对外国戏剧的译介
第一节林纾对于英国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的翻译
一、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及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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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纾《吟边燕语》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初衷
三、林纾《吟边燕语》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具体内容
第二节王国维对于德国近代戏剧的译介
一、王国维对于德国戏剧文豪希尔列尔、格代的译介
二、王国维对于德国剧作家海别尔的译介
第三节清末“戏曲改良”对于外国戏剧作品的翻译
一、清末“戏曲改良”运动中所翻译的有代表性的外国戏剧作品
二、清末“戏曲改良”运动中翻译外国戏剧作品的意义
结语清末“戏曲改良”的过渡性质及二十世纪中国“新戏”的历史性出场
一、清末“戏曲改良”的过渡性质
二、“春柳社”的成立及其戏剧改良主张与清末“戏曲改良”之间的关系
三、“春柳社”《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的公演：二十世纪中国“新戏”的新声初啼
主要征引及参考文献
一、戏曲作品及史料汇编
二、中外论著
三、报刊杂志与论文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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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一次在豆瓣上创建书条。范老师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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