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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研究》

内容概要

正如研究京剧不能避开北京，研究近代戏曲不能避开上海。
    《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研究》以1911～1919年的上海戏曲为研究对象，通过剖析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的
地域特征、新舞台引发的演剧革命、《申报》与上海戏曲的近代传播，以及传统戏曲近代化转型的典
范——海派京剧，来探讨上海戏曲的发展与社会变革、商业繁荣、西化思潮、地域风情的关系，及其
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揭示出海派京剧如何在京朝派因过分追求高雅而凝固之后，响应时代的呼唤，紧
跟社会的节拍，走出了一条成功的现代化转型之路。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戏曲的前途与命运”再次被人们所关注，当今沉寂落寞的中国传统戏曲究
竟该何去何从？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实现全球化语境中的再次转型？海派京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典范
，也为当下戏曲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研究》由唐雪莹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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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雪莹，中山大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湛江师范学院教授，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
程”校级第五批培养对象，湛江师范学院第二届“优秀十佳青年教工”，研究方向为中国戏曲史。近
年来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近20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参编教材两部。独立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
期资助项目“民国初期上海戏曲转型研究”，主持广东省教育厅项目“《申报》对近代广东戏曲辐射
性影响研究”，参与其他相关各级课题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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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研究》

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民国初期上海戏曲地域特征研究
　第一节 租界与戏曲
　第二节 移民与戏曲
　第三节 商业与戏曲
第二章新舞台引发的演剧革命
　第一节 戏曲改良运动的蓬勃发展
　第二节 新舞台引发的剧场革命
　第三节 新舞台引发的演剧革命
　第四节 新舞台引发的艺人革命
第三章《申报》与上海戏曲的近代传播研究
　第一节 《申报》引发戏曲传播的近代革命
　——兼论上海京剧不等于海派京剧
　第二节 《申报》中的戏曲传播样态(1911～1919)
第四章南社与戏曲
　第一节 南社人的戏剧改良论
　第二节 南社人的舞台实践观
　第三节 南社人捧角之辨
第五章 海派京剧——中国传统戏曲现代化转型的典范
　第一节 京剧发展的三座里程碑
　第二节 海派京剧的特征
　第三节 海派京剧——传统戏曲近代化转型的典范
附录一《申报))1872—1919年戏曲资料
附录二 民国前后上海戏曲演出场所一览表
附录三　1875～1937年上海舞台连台本戏目
附录四 南社戏曲大事记
参考书目
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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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戏园是他们争奢夸富、挥金如土的一大炫耀场所，“只一戏馆，而一日一夜，费至数千金”，“
诚不夜之芳城，销金之巨窟也”。①一位客居上海、自名“香鹭生”的人“有感于洋泾风俗之淫靡，
人情之浇诈”，特作《海上十空曲》以警世。其中一首《戏馆》描摹了当时上海戏园的情景：“锣鼓
声中，鬼帜神旗气象雄，奇幻《盘丝洞》，艳冶《描金凤》。咚，异曲同工，京徽争哄。士女纷纷，
错座几无缝。君看优孟衣冠总是空。”②因此，如果说一般市民进戏园，目的尚在于看戏和消遣的话
，那么对于那些富商巨绅、达官显贵来说，日复一日泡在戏园里，挥金如土，则除了娱乐之外，恐怕
还不无寻奇猎艳之意，同时亦以此来夸示身份，炫耀富贵，这实际上是“都市奢华的生活方式的一种
显示”③。上海剧场舒适的座位，各种人性化的服务项目，以及舞台上五彩缤纷、花样百出的布景装
置等无不迎合了观众的享乐之风。　　（二）捧角　　“商业社会是享乐主义的社会，它需要丰富而
刺激性的文化娱乐作为生活的佐料，需要文化为消闲、享乐服务。”④捧角伴随着商业文化应运而生
。演员的成名主要靠自身的实力，但观众的关心和支持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某些豪门权贵、名流人
士的揄扬，以及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对演员的走红有很大的导向和催化作用。这种现象，人们常称
之为“捧角”。当京剧表演中名角制产生后，一些著名的京剧名角儿便成为戏迷们追捧的对象。但捧
角不是简单地喊几声好就可以的，它不仅需要人力，更需要财力，需要投资，所以在追逐捧角的各色
人等中，商人成为一支中坚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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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雪莹编写的《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研究》从外来影响、地域资源、都市变革、新兴传媒等多个角度，
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的生存状态与革新流变，并以“海派京剧”作为典型个案，力图
梳理出上海戏曲的现代转型之路，对于了解民国时期的上海社会和文化颇有借鉴意义。同时，书中选
用了一些生动的案例，比如梅兰芳的京剧改革、杨月楼事件、南社人捧角等，可读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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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给我师父传奇的一生写评传，赶紧补补理论课
2、书中自己很丰富，包括许多难以查询的史料，提供很大帮助。对于当时剧坛的现实复原很有用处
啊。好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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