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人物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近代人物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208108950

10位ISBN编号：7208108951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廖大伟

页数：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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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人物研究>>

内容概要

　　《近代人物研究：社会网络与日常生活》收录全国各地著名学者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思想家
等各类人物的论文二十篇，着重从他们的社会人际网络与日常社会活动中研究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与作
用。
论文视觉新颖独特，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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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廖大伟代序：彰显被遮蔽的面向和细节——“近代人物研究：社会网络与日常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
综述第一部  近代人物关系网研究  汪朝光  蒋介石的亲缘关系网络研究——以战时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
系为例  张忠民  “路路通”：抗战时期上海特殊社会网络下的特殊人物——以新亚药厂总经理许冠群
为例  邢建榕  上海银行家的社会角色与关系网络——从电影《梅兰芳》谈起  白华山  黄炎培与一·二
八淞沪战争后的上海地方重建事业  何品  李铭与近代中国金融业第二部  近代人物日常生活研究  戴鞍
钢  晚清政坛与翁同稣的操守  蒋竹山  高原上的纵乐：一位晚清驻藏大臣有泰的感官世界  邵雍  黄海昶
晚清满族权贵那桐的私人生活——以《那桐日记》为中心  戴建兵  正定王士珍与乡里社会  陈祖恩  乐
善堂在上海《申报》的广告宣传活动（1880—1893）  李一翔  银行家，政治家，抑或其他？
——近代中国银行家的多面人生探析第三部  人物与时代关系研究  熊月之  论近代通人郑观应  邵建郑
观应与上海：一个香山人的身份转换与人生际遇  张华腾袁世凯与济南城市早期现代化  苏智良程子卿
夜间中共“一大”会场之考证  金以林蒋介石的1932年  廖大伟  胸襟、境界与形象：国难之际李烈钧的
复出第四部  近代人物的思想演变及其他  刘石吉  清季海防与塞防人物思想言论之探讨  崔志海  梁启超
日本观的演变与反思  水羽信男  抗战前夕的中国社会论与自由主义——以章  乃器为素材  张力  意大利
人罗斯在中国  刘长林  刘曼丽从道德谴责到法律审判——1922年上海席上珍自杀案研究  杨小明  庞雷
晨郭嵩焘与近代西方天文学  陈元朋  窝窝头的社会文化史第五部  致辞、报告与讨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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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海银行家的社会角色与关系网络——从电影《梅兰芳》谈起　　邢建榕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
编研部主任　　在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梅兰芳》中，有一段反映梅兰芳访问美国的故事情节；又借日
本军官之口，提到梅兰芳访问过日本。
这两件事情，都是真实有据的，1919年、1924年梅兰芳先后访日，1930年又出访美国，都在当地引起
轰动。
实际上，梅兰芳访问美、日，以及后来访苏，都与银行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文以此为例，试述银行家的社会角色与关系网络，并从另一侧面探索近代经济与文化之关系。
　　一　　除美、日之行外，梅兰芳1935年还有苏联之行，因情节设置关系，片中没有提及，但在当
时的影响也很大。
除有关报纸报道外，当年上海的《良友画报》刊登了许多梅兰芳在苏演出、活动的照片。
　　1935年2月，梅兰芳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率剧团赴苏联演出。
2月21日，梅兰芳一行乘坐苏联“北方”号轮北上，船从上海吴淞口起航，先赴海参崴，稍事停留后，
转乘西伯利亚特快火车，于3月12日抵达莫斯科。
其时著名影星胡蝶欲出席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因此与梅兰芳同行。
就在那次国际电影节上，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以其出色的艺术成就，荣获“荣誉奖”，从而成为
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
　　为了接待好梅剧团，苏联方面作了热情周到的安排。
为此，苏联方面专门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主席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会长阿罗舍夫和中国驻苏联大
使颜慧庆，委员包括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梅耶荷德和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剧作家特莱
杰亚考夫等名流。
　　梅兰芳的苏联之行，在当地引起的轰动，也不亚于美、日之行。
当梅兰芳从上海出发时，莫斯科的街头就贴出许多印有“梅兰芳”三个中国字的海报，色彩艳丽，引
人注目。
在一些主要街道的大商店玻璃橱窗里，也陈列着大幅的梅兰芳生活照和戏剧照。
梅氏演出的戏票从3月5日开始出售，不到一个星期即销售一空。
苏联新闻电影制片厂将演出的节目摄成影片。
　　梅兰芳原计划在莫斯科演出5场，在列宁格勒演出3场，主要剧目是：《汾河湾》、《刺虎》、《
打渔杀家》、《宇宙锋》、《虹霓关》和《贵妃醉酒》等，结果因无法满足观众的需求，苏方请求在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加演数场。
在结束列宁格勒的演出，返回莫斯科后，剧团准备按原计划去欧洲，苏联方面又续请梅兰芳在国家大
剧院加演一场，算作告别演出。
访问期间，梅兰芳还与高尔基等名流会面晤谈，他送给高尔基一张亲笔签名的剧照，迄今还陈列在高
尔基博物馆内。
一时间，在莫斯科上层社会中，言必谈梅兰芳。
　　最近，笔者有幸见到梅氏旅苏期间寄回国内的一封信函，系其亲笔，且字迹工整，内容颇有史料
价值，因字数不多，兹引录如下：作民先生赐鉴：　　久违教益之深，驰仰迩维。
凡百迪吉，式符臆颂。
兰芳自到俄以来在莫斯科表演六日，列宁格勒表演八日，备承观众谬加称誉，莫名媿悚。
兹因俄方一再挽留，故于昨日回莫斯科后，定今夕在国家大戏院再为续演一次。
所有戏券数日前即已售罄，过加欢迎，反使人益滋汗惭耳。
事毕之后，拟在此稍作勾留，然后再往欧洲游历。
回国之期，恐在金风送爽之时矣。
素蒙关照，知荷锦注，敬陈一二。
即祈释念是幸，专此，即请大安，不备。
　　梅兰芳 谨上　　四月十三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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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与上海历史学会合作主办的“近代人物研究：社会网络与
日程生活”学术研讨会在东华大学松江校区顺利举行。
研讨会以“社会网络与日常生活”为视角，意在探讨近代人物“私”领域的一些面向，拓展人物研究
的宽度与深度，推动和加强史学界的深入交流与合作，廖大伟主编的《近代人物研究(社会网络与日常
生活)》的出版便是此次研讨会与会学者们的论文以及会上大家交流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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