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13位ISBN编号：9787208085756

10位ISBN编号：7208085757

出版时间：2009-06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蒋星煜

页数：39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内容概要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隐士”这个名词和它所代表的一类人物，是中国社会的特产。
“隐士”的含义，是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视富贵如浮云。
这自然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但又不同于悲天悯世和佛教的思想，因为隐士的人生观，虽不积极，却
是乐观的。
自然更不同于欧美的功利主义，而且截然相反。
中国“隐士”的风格和意境，决非欧美人所能了解的。
     本书收录了蒋星煜先生旧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颜鲁公之书学》、《况钟》三种，增补了
不少新的研究论文，并校订了原书中的一些疏失，是蒋星煜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书法史、明史研究的
经典作品，多年间未曾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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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星煜（1920- ），戏曲理论家。
溧阳人。
复旦大学肄业。
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在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任职。
先后在华东戏曲研究院、上海艺术从事戏曲研究工作。
1984年起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及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
先后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戏剧学院、复旦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央大学等
大专院校的研究生和进修生讲学、或作戏曲专题讲座。
并先后应江西、湖南、安徽、云南等省之邀，对各省之戏剧编导作系统学术报告。
现任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暨学术顾问、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
所顾问。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剧协会员，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
1991年，被收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
1994年国务院为表彰其为文化事业所做之贡献，授予证书。
 
    蒋星煜一生研究戏曲史，其主要成就：一、关于戏剧的渊源，纠正了王国维认为戏曲传达室自北宋
的错误。
二、考证了明初顾坚、顾仲瑛对昆山腔的贡献，理清了昆腔之起源与发展，纠正了钱南扬之源于唐戏
弄说。
三、研究国内与日本现存各种明刻善本、孤本《西厢记》，比较异同，分析原因，理清了演变脉络。
四、研究《桃花扇》之题材取舍，对作者孔尚任生平事迹、交游有重大发现。
 
    已出版的主要论著有《以戏代药》、《中国戏曲史钩沉》、《中国戏曲史探微》、《西厢记考证》
、《中国戏曲索引》、《中国戏曲史拾遗》（台湾出版）、《西厢记新考》（台湾出版）等十种，其
中《明刊本西厢记研究》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刊行，获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一届戏剧理论著作奖。
《西厢记罕见版本考》由日本东京不二株式会社以原稿手迹影印。
在《袖珍本中国平民文化》（《Handbook of Chinese Popular Culture》）一书中，承担撰写《传统的中
国戏剧》）（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专章，此书由英国格林坞出版社（Greenwood Press）1992年出
版。
 
    其他著述，尚有《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此书于1942年由世界书局出版。
《颜鲁公之书学》于1948年由世界书局出版。
 
    主编的戏曲理论著作与辞书有：《辞海》（分科主编）、《中国戏曲·曲艺辞典》（分科主编）、
《元曲鉴赏辞典》、《十大名伶》等。
 
    此外还时作短篇小说，选辑成单行本7种出版。
其中《南包公海瑞》由周信芳改编成京剧《海瑞上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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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五、余 论无论就元代隐士而言，或元代散曲创作而言，白朴、倪瓒、张养浩三人都是知名度很
高的人物。
他们之所以隐居而不出仕，或一度出仕而后隐居，都各有其主客观的原因，如果一概用出世思想下结
论，也有简单化的欠缺。
我试图作初步的剖析，当然，也只是在作尝试。
过去，曾经认为散曲的题材太狭窄，除了男女爱情之外，主要就是隐居的所谓“乐趣”，现在想想，
主要是自己无知、幼稚，在那样一个战乱频仍、剧烈动荡的时代里，男女的生离死别、文人的走投无
路当然是最现实、最引起心灵震颤的事情。
散曲创作的题材或主题往往向这两方面倾斜，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
也就是说，元代隐士之所以归隐与秦汉魏晋以来的隐士之所以归隐原因虽然基本上相似，但仍有一定
差异，或多或少有一点“夷夏之大防”的观念，亦即民族矛盾的因素在内。
在唐诗、宋词之中，吟咏隐居的仅是极少数，而在元曲中就占了较大的比例，这是客观的历史环境决
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应该重视，进行认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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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况锺》能够二版，使我颇为欣慰。
把原书重读了几遍，想不出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
能否补充呢？
我也与苏州市政协和况锺故乡江西省靖安县（属南昌市）政协联系，都没有新的史料或文物发现。
苏州重修了况公祠，靖安县重修了“文革”被开掘的况锺墓，如此而已。
况锺之所以重新被人们谈论、纪念，起因是昆剧《十五贯》的演出，《人民日报》为之发了社论《从
一个戏救活一个剧种》这件事。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老作家巴人（王任叔）《况锺的笔》一文，文章不长，相当尖锐。
他认为笔捏在当权者手中，应该慎重又慎重，珠笔一点，就是一条人命也。
人们知道《海瑞罢官》、《海瑞上疏》两剧的上演，虽然当时得到肯定，“文革”时却成了大冤案，
吴晗、马连良、周信芳都被迫害致死。
事情则经过了六年。
而《十五贯》获盛誉不过一年多，从组织改编的领导者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黄源副部长到具体执笔考
陈静等一批干部，都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
固然，他们都熬过了苦难，最后也改正了，但仍使我颇为困惑，附带在这里对已逝世的华东时期老领
导黄源老同事陈静表示无限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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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有人说，戏剧的演出永远缺少一次彩排的遗憾，否则可完美一些。
我每写一本书，也会想到如能以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问进行修改、补充，会比较完美一些。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初版时、二版时，我这种遗憾都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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