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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国维戏曲论文奖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与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文联、海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作为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具有较高学术含量和广泛参与性的戏曲理论学术奖，社会关注度不断提高。
2008年，第四届“海宁杯”王国维戏曲论文奖面向海内外公开征稿后，共收到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
市、自治区(包括台湾、香港)的参评论文176篇。
经过严肃认真地初评和终评，计有3篇论文获得一等奖，5篇论文获得二等奖，12篇论文获得三等奖。
    此次活动中提交的论文，整体学术水平有显著提高。
论文探讨的范围，涉及戏曲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除传统的文本解读、剧目分析、文献考证外，还包
括戏曲音乐、戏．曲舞台表导演艺术、戏曲传播、戏曲发展现状研究等，研究角度呈现多元化特点，
新方法的使用也比较普遍。
    本次，《戏曲研究》特辟专辑，出版第四届“海宁杯”王国维戏曲论文奖获奖论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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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四届中国“海宁杯”王国维戏曲论文奖评审委员会名单第四届中国“海宁杯”王国维戏曲论文
奖获奖名单南戏《高文举》考论论戏曲音乐创作中形式立意的价值基础  ——兼从价值论音乐美学角
度谈戏曲音乐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创新发展问题从“朱买臣休妻”故事的当代整编看昆剧全本戏之整编
深层的展演——人类学视野下的马来西亚华语戏曲朱有墩曲作曲论中之戏曲史与戏曲观  “正字”、
“正音”与闽粤地方戏曲发展行动着的空间——谈前门外戏园子在“京味文化”历史中的空间参与与
实践戏曲的“守成”与“突围”  ——兼论戏曲的“静态保护”与“动态保护”论越剧的改革探索与
创新——对剧本、流派和创新的理论思考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演剧与公共娱乐生活变迁——以福州建
新镇为例日本狂言中的中国题材研究娱神，还是娱人——福建沿海地区“酬神戏”定位再思考堂名之
名及其历史溯源宋元尾声论稿荷据时期台湾戏曲活动初探论戏曲“口传心授”之传习内涵《春柳》杂
志与民初之戏剧改良齐如山剧学的科学意识20世纪早期上海京剧营销初探《啸余谱·中州音韵》作者
考叙戏曲学术研究的新发展——第四届中国“海宁杯”王国维戏曲论文奖颁奖会暨“改革开放三十年
与当代中国戏曲理论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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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可见，对神鬼的献祭具有十足的实用、实惠的特点。
在这个意义上，供品以及戏曲可以看作是人与神鬼打交道的公关手段，有利于建立牢固的情感纽带，
华人实际的功利要求也因此有望获得保证。
另一方面，华语戏曲演出建立了一个临时的、无形的却有效的平台，华人个体可以向“我族”其他成
员展示自己某些方面的成功，从而赢得自尊、声望或民心等。
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这是一种理想的、超凡的、自我的表现；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这是华人社会
日常生活场景中一段特殊时期人与人之间所构成的复杂的张力场域。
除此之外，戏曲演出还体现了华人个体真实的自我认同。
这关系到华人在不同层面上的自我实现问题。
一旦他们在生意、官场、婚姻、家庭等方面获得了满足，人生价值得到了实现，他们需要确认自己在
“我族”中的作用和地位，于是，酬神娱鬼的华语戏曲就成了一种个体的、外化的张扬形式，承载着
华人对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的道德、情感、价值观的确认，折射出华人个体对“我是谁”的一些
较为深刻的思考，这是他们自我认同真实性的表征，是个人权力的一种诉求。
马华戏曲的演出活动，不仅是华人个体表现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各种圈子之间的华人表达自我小群
体的一种方式。
围绕着演剧活动，他们经常展开竞争，有时甚至出现对抗的局面。
这种竞争，在州之间、街区之间、方言组织之间得到充分的体现，其中尤以同一个州中不同华人街区
之间的竞争表现最为突出。
华人在马来西亚各州的地理分布是不一样的，各州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表现不均衡，各种世
俗的纷争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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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戏曲研究(第78辑)》：重臣外放与昆曲入川川昆与川剧声腔美川剧昆腔琐谈保护文化遗产之我见一
从地方戏看昆曲的生命呈现和历史撰写蔑议舒颐班抄本《悔喜缘》昆曲音乐地方化发展的再思考婺剧
的地位价值和保护研究中国婺剧的文化定位论婺厨泯派形成的可能以尉种视角解析婺剧概念的有效性
婺剧六大声腔的音乐特点李渔与婺剧的关系试论中国古代戏曲的品评批评论《西厢记》的诗尉特征［
才女］与［文人］的双向建构西游戏的传承与发展伶人家族之业缘关系论纲近现代社会漉动对戏曲行
业形态的影响文化生态与戏曲命运安徽戏曲现状刍议二人转原型研究中的四点质疑博洽通雅学人风度
《中国评剧发展史》序《簧考论》序和谐对话：寻找婺剧的那一抹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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