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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3年12月，中国戏曲学院确定了重点加强京剧学学科建设的目标。次年4月，著名表演艺术家李
维康教授和傅谨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同时调入我院，筹备了2005年的首届京剧学学术研讨会。2006年
，在中宣部、中国文联的支持下，中国戏曲学院中国京剧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
支持下，几年来我院获得资助的京剧学科研立项和部分完成的课题有20余项，比如李维康教授的《京
剧旦行表演艺术的继承与创新》、傅谨教授的《京剧学通论》和《京剧历史文献全编》（近现代部分
）、周龙教授的《京剧表演艺术的创新与实验研究》、朱维英教授的《京剧唱腔音乐配器法》，以及
《清代京剧文学史》、《近现代京剧文学史》、《京剧小生表演艺术论》、《齐如山剧学研究》等，
我院京剧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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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京剧与中国文化传统:第2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将第2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编辑成册。2007年5月11－13日，由中国戏曲学院主办、《中国京剧》杂志社协办的“京剧与中国文
化传统——第二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隆重开幕，京剧表演艺术家、评论家及海内外各大院
校、研究机构等戏曲领域的专家学者共110余人参加会议，提交会议论文60余篇，中国戏曲学院院长杜
长胜和党委书记张凡分别为大会致开幕词和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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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二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辞（代序）要不断继承、提高、发展京剧艺术大力保护京剧传统文化
抓住机遇，进一步促进京剧学学科建设第一辑  京剧理论研究　漫谈京剧　看戏看什么——京剧欣赏
漫谈　论京剧舞台之传统　构建京剧学的重大课题：经典化和现代化　关于京剧“刻画人物”话题的
片断联想　戏曲传统艺术生产方式之终结　京剧的美学品格　论京剧的中和美学精神　万千俊美集一
身——中国京剧美学精神浅探　阴阳与虚实：京剧艺术的辩证法　独具魅力的技艺合成体——论戏曲
脚色　西方现代艺术“写实艺术的写意化”对戏曲的启示　京剧要把握行当的本体特征　京剧扮装是
一种特殊的美术造型方式　玩赏性艺术：标志及社会文化意义　湖广音的基础方言第二辑  京剧历史
钩沉　京剧崛起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近代转型——以昆曲的文化角色为背景　徽班在北京的发展及其历
史经验　构建京剧学研究的良好文献基础——京剧文献学论纲　《戏考》中的现代意识　稀见乐谱中
的早期京剧唱腔——清抄本西皮腔工尺谱研究　论“花部”之勃兴　京剧三题　《醉酒》琐谈　百年
话剧对京剧的影响　重视研究京剧对地方剧种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以越剧为个案　略论齐如山戏剧
思想之转变　谭富英百年祭　京剧男旦艺术之我见　《戏班花名册》的史料价值　试析清代宣南戏剧
文化的形成　京剧行会之沿革概况　现代京剧文学史系年录初稿（1912一1931）　谈牛子厚先生及其
喜（富）连成社创办过程　一位值得深入研究的早期京剧艺人——梅巧玲第三辑  京剧创作规律　花
旦刍议　京剧发展要走大路——我演梅派戏的点滴认识与体会　台湾新编京剧的女性意识——从女性
形象为何需要重塑谈起　开垦京剧学研究的处女地——谈实验戏剧的探索　京剧名角所演新编剧目之
研究　杰出的京剧作家范钧宏　京剧“样板戏”研究　深耕苗圃——儿童京剧　关门擎天之栋梁——
记京剧表演艺术家关栋天　空间与交流——小剧场京剧《祝福》导演思索　振兴戏曲艺术的成功之路
——从京剧《宰相刘罗锅》的创新看戏曲改革之路　舞台创造中的自然与超越——《霸王别姬》从故
事到形象新解　从《西厢记》的历次改编看经典剧目的创新第四辑  京剧现状剖析　京剧的来处与去
处　京剧议题　台湾地区京剧观众观赏行为之研究　变脸与变性：京剧在国际舞台上的呈现　从京剧
唱工训练探讨台湾音乐基础教育　京剧现状断想——是“英雄暮年”？是“子承父业”？是“手足情
深”？　京剧困境的观众学分析　京剧演员为什么穷　京剧表演教学亟待加强创意观教育　全球文化
视野下的中国京剧发展策略　戏曲艺术的第二次危机即将到来　试论把京剧艺术学纳入国民教育的轨
道　京剧艺术要出文学经典　京剧“唐派”艺术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的思考　大力推动京
剧学学科向前发展——第二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1）　京剧与中国文化传统——第二届京
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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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京剧的早期名称是“黄腔”。对北京的“黄腔”有明确记载，已是鸦片战争初期。1845年（清道
光二十五年），北京出版了一本导游性质的书；《都门纪略》。这本书向外省士商介绍北京分为十个
门类，戏曲列在第十门“词场”，内容包括当时北京最有名的戏班、戏园，最走红的演员和他们擅演
的剧目及装扮的角色。京剧界公认的第一代祖师爷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第一次在这本书中“集
体亮相”。当时演京剧的戏班不称京班而称“徽班”，演的戏不称京剧而称“黄腔”，都是有历史原
因的。“京剧”或“京戏”这个称呼，是它占据江南演出市场之后，首先由上海观众叫出来的。“京
剧”一词见之报端（《申报》），已经是1876年（光绪二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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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京剧学研讨会的论文集，很惊讶这么高档次的学术会议提交的还有诸如“漫谈”、“浅议”这样
的论文，有的论文还停留在“时代背景+戏剧状况综述”的阶段上，相当汗~~
2、书还是很好的 里面是论文集 不过感觉里面的内容更像演讲稿之类的东西。。不是很有总结性啊
3、很专业，非常喜欢。
4、“第二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结集。不乏精彩之作，如：《漫谈京剧》（龚和德）。亦
有平庸之文被编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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