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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晚期北京说唱文学与伎艺研》

内容概要

清代中晚期北京说唱文学概述、清代中晚期北京说唱文学的流传版本、清代中晚期北京说唱文学文本
研究、清代中晚期北京说唱艺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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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研究综述    二、选题意义    三、几个概念的辨析和“说唱”指称的确立上篇  第一章 清代中
晚期北京说唱文学概述    第一节 清代北京说唱文学发展总述    第二节 清代中晚期北京说唱曲种    第三
节 研究对象的确立及其特征  第二章 清代中晚期北京说唱文学的流传版本    第一节 清代中晚期北京说
唱文学钞本系统的版本及其流传
一、升平署岔曲
二、车王府曲本
三、百本张钞本及其他俗曲书坊
四、说唱钞本的文化意义
第二节 清代中晚期北京说唱文学刻本系统的版本及其流传
一、坊刻书坊的诞生
二、俗曲总集《霓裳续谱》
三、主要刻本书坊及刻本
第三节 清代中晚期北京说唱文学文本的其他传播方式及其时代风貌
一、说唱文本的其他传播方式
二、说唱文本所体现的时代风貌  第三章 清代中晚期北京说唱文学文本研究之一——改编类作品
第一节 说唱文学改编概述
一、移植与改编的子弟书
二、移植与改编的岔曲
三、改编体裁取向分析
第二节 子弟书、岔曲对古典诗文的改编
一、与诗歌的契合——体制与语言的优势
二、子弟书《琵琶行》与原诗之比较
三、典丽的小品——岔曲中的两类吟咏之作
四、岔曲改编的古典诗文
第三节 子弟书、岔曲对古典小说的改编
一、文言短篇的广泛影响——聊斋段
二、小说改编的最大热点——红楼段
第四章 清代中晚期北京说唱文学文本研究之二——创作类作品
第一节 旗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第二节 世态人情，民风民俗
⋯⋯
下篇
第五章  清代中晚期北京说唱艺人研究
第六章  清代中晚期北京说唱表演场所——书场研究余论 清代中晚期说唱文学对后世的影响
附录：清代中晚期部分说唱文学曲目简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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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晚期北京说唱文学与伎艺研》

精彩短评

1、印的感觉很糙。。。
2、我已付款,为什么不给我积分
3、不错，如果做说唱文学的研究，还是不错的。
4、本博士论文，是对于清代说唱以及说唱研究的一种常识性普及介绍。所选角度以子弟书和岔曲单
弦为切入点还可以，但是在论文深度上还有所欠缺，论述角度也偏于文本研究，而对于表演艺术角度
的把握还有待加强。一些资料的准确性也值得推敲，比如关于北京评书这一部分，究其原因资料的收
集的完整性还有待提高，在此基础上再去概括、分析似能使结论更趋于明晰。在引言中一些观点也有
待商榷，诸如相声不能代表北京曲种特色，都因为研究视角的过于专一而有失偏颇。基本予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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