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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双周双周 学术学术

一家一家一家 之言之言

双周学术双周学术

《中国传统戏剧图像志》 无
疑是一部以图像为主体的中国戏
曲 （包含了以戏曲声腔演唱的木
偶、皮影艺术） 的百科全书。全
书涵盖戏曲史、音乐声腔、剧
种、剧目、演员、舞台表演、舞
台美术、演出场所、演出习俗等
内容。以戏曲学、图像学、方志
学、民俗学、文献学及文化人类
学等的研究方法，在前人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图像资
料、系统的文本梳理和整体性的
归纳，全面展现了中国戏曲的形
成、发展历史和生动、形象的艺
术面貌，以及它同中国源远流长
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本
书收入的 1万多幅图像资料构成
了其生动性、可读性的基础；本
书内容的丰富性如仅演员介绍就
涉及近 300人，构成了其文献价
值的珍贵性；本书文本叙述的准
确性、科学性把握如对戏曲史的
阐述和戏曲剧种多样性构成的揭
示，构成了其严谨的学术性。

《中国传统戏剧图像志》 的
编纂，其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
的，其中有三点尤其需要指出：
一是从文本阐发方面而言，本书
对戏曲形成进程中的多民族多地
域艺术元素融合，包括少数民族
戏曲剧种在内的戏曲剧种的演化
确立及戏曲声腔音乐结构的形
成，都从中华民族艺术交融和艺
术多样性的辩证统一的演进规律
揭示其深层动因，充分说明了中
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大
家庭共同创造的，在今天仍然要
以共同的责任意识推动中国戏曲
的传承和发展。

二是本书有意识地引入“图
像证史”的研究方法，以大量有
价值的图像资料的运用，使读者
从中直观地看到戏曲过去发展的

特定阶段的形象见证，并从解读
其蕴涵的艺术或思想的因子找到
历史的意义。近一二十年来，“图
像证史”被不少学者引入艺术史的
描述，在中国戏曲史的研究中，一
些学者也尝试借鉴这一研究方法，
将以往的选用图片主要体现审美功
能扩展而为像文本一样，也使之成
为“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
（彼得·伯克著，杨豫译《图像证
史》，北京大学出版社）戏曲舞台
艺术的丰富、绚烂而使得很多图像
提供的历史信息比一般的艺术图像
更具“证史”价值。所以，一批标
以“图鉴”“图史”“图典”出版的
戏曲史、志、文献专著，开始更多
地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传统戏
剧图像志》从本课题组搜集的3万
多张戏曲图片中选出1万余张与本
书主旨相关的图片，力图以“图像
证史”的方式，辅之以文本阐发，
全面展现中国戏曲形成、发展的历
史，呈现其艺术的面貌和演变的规
律。应当说，其课题的主旨得到了
体现，并且也为中国戏曲今后的拓
展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

三是本书以文本文献和图像
文献及内容涵纳戏曲形态的丰富
性，而构成其文献价值的珍贵
性。这与本课题主要主持者刘文
峰研究员从事戏曲研究几十年，
一直潜心思考戏曲本体问题和用
心搜集戏曲文献资料是分不开
的。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才使
本书有了思想认知深化和丰富文
献汇集的可能性。浙江音乐学院
建立了以王瑞院长为主任的课题
编委会，使得课题组以更深入的
考察、更多专家学者思想智慧的
融汇交集，保证了本书能以全
面、系统的整体性水准反映我国

各民族传统戏剧的历史和现状及
提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中国戏曲的理论研究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中国戏曲是从中华
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萌生成长，
在与人民群众审美的双向互动
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质和艺
术面貌。人们常说的 20 世纪三
大戏剧表演体系，即以梅兰芳为
代表的中国京剧 （戏曲） 表演体
系、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立
的体验派演剧体系、德国布莱希
特“陌生化效果”和“间离方
法”建立的“史诗戏剧”演剧体
系。毫无疑问，这些的确都是戏
剧表演的范式化体系。但像 16
世纪末产生的西方歌剧，亦是集
音乐、舞蹈、文学、诗歌、美术
等艺术形式为一体的舞台综合艺
术；形成近百年集歌、舞、剧为
一体，以注重舞美技术运用营造
强烈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的音乐
剧，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演剧体
系。这些戏剧形态各有其美，世
界戏剧是多元且各具特色的。

不过，我们深入考察就会发
现，中国戏曲舞台艺术基本上包
容了世界上各种戏剧样态的表现
元素甚至表现方法。从中国戏曲
体系的丰富性和今天仍葆有的旺盛
的舞台艺术生命力而言，中国戏
曲在世界所有戏曲样式中是首屈
一指的。这样讲并不是妄自尊
大，我们主张的是各美其美、美
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上的各
种戏剧样式是多元文化创造的结
晶，都凝结着人类文化创造的智
慧，笔者只是认为仅以几大类型去
划分世界演剧体系，反而限制和
收窄了对中国戏曲艺术的认知。

中国戏曲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的影响力为世人所公认。这是像
梅兰芳 1929 年至 1930 年和 1935
年分别在美国和苏联的演出所证
明了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戏曲
院团的一系列出访演出，包括前
几年青春版 《牡丹亭》 在美国的
巡演，都曾引起轰动。但中国戏
曲剧种及表演体系的丰富性和舞
台表演的绚丽多彩，使外国人对
中国戏曲面貌很难有清晰的认
知。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昆曲、
京剧、粤剧、藏戏入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国外的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
戏曲剧种的区分。但直到今天，
欧洲的观众仍然是把包括京剧在
内的中国戏曲称作“中国歌剧”。

从所谓三大戏剧体系的划分
以及外国观众对中国戏曲的模糊
认知，可以看到的是尽管中国的
戏曲演出在世界上曾有非同一般
的影响，但我们对戏曲的研究和
传播，从世界性坐标的确认方面
是肤浅的，从推广的公众传播
的影响力看也是一般性的。戏曲
理论概括的深度和系统性、体系
性与其舞台艺术发展的程度尚不
相称。或许这与传统的中国戏曲
的理论言说同绘画、书法等其他
艺术门类的理论叙述一样，更多
的是偏重于艺术直觉的感悟、更
多的是偏重于艺术直觉的技艺叙
述，而缺乏整体、系统的理论体
系建构有关。但从王国维的 《宋
元戏曲史》 开启我国近现代戏曲
史研究以来的百年中，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应该说
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
变。像以《中国戏曲通史》《中国
戏曲通论》 为标志的一大批戏曲
史、志、论、文献成果，逐渐形

成了从内容上以整体性、系统性为
建构基点的全面的戏曲研究的理论
体系构架。

我们可以看到，戏曲的研究从本
体规律和历史文化意义的揭示到方法
论的吸收都在深化和扩展，不断积累
的学术成果令人瞩目，但为什么戏曲
理论影响力的世界性传播仍然没有相
应的成效？我认为我们的戏曲理论研
究仍然是内视性的，没有将戏曲史的
研究融入世界戏剧史的整体视野之
中。一些所谓比较研究，当然也是将
中国戏曲与外国戏剧分隔来观照的。
或许当我们的戏曲理论研究的学者撰
写出将中国戏曲包括在内的令人信服
的世界戏剧史的一批成果，以具有国
际学术视野的坐标，以国际性、民族
性、当代性、学术性的科学把握，站
在世界戏剧统一的视角中来看待中国
戏曲和外国戏剧的时候，中国戏曲在
世界戏剧史上的地位及其戏剧体系比
较清晰的独特性才会真正被世人认
知。这一学术工程的初始阶段要靠中
国的学者或中外学者合作才可能完
成，有了一批基础性的成果之后，在
更多中外研究学者的参与和关注之
下，中国戏曲研究融入世界戏剧史研
究的可能性才会实现。这一阶段不可
能一蹴而就。但从近百年特别是近40
多年来戏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论的扩
展，从不断积累的丰硕成果，特别是
中国改革开放提供的学术研究须具有
的国际视野的可能性和我们所具有的
更坚定的文化自信，都为中国学者撰
写融会贯通的世界戏剧史提供了条件。

就当前而言，我相信应该有对
中国戏曲有深刻认知而又经改革开
放赋予国际眼光的中国学者特别是
年轻学者在做撰写世界戏剧史的准
备，当然更多的学者仍然是以新的
眼光从扩展的学术深度和广度做中
国戏曲的本体研究，这种研究关键
是其新的对象意义的发现，那么其
价值仍然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应当
说，一般性的戏曲研究的课题很
多，但创新性的研究仍然是令人期
待的。《中国传统戏剧图像志》 是
一部以内容和方法论两方面的创新
性研究而令人耳目一新的“立体的
戏曲百科全书”，其编纂和出版值
得祝贺。

（作者系全国政协京昆室副主
任。本文系作者为《中国传统戏剧
图像志》所作的前言，题目为编者
加。）

让中国戏曲研究进入国际视野
王文章

■精彩阅读

■近一二十年来，“图像证史”被不少学者引入艺术史的描述，在中国戏曲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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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百年特别是近40多年来戏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论的扩展，从不断积累的丰硕成
果，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提供的学术研究须具有的国际视野的可能性和我们所具有的更坚
定的文化自信，都为中国学者撰写融会贯通的世界戏剧史提供了条件。

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迻译世
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1981 年开
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
书”（以下简称“汉译名著”），
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
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 21
辑，950 种。近日，经过第二十
二辑专家论证会，我们希望在

“十四五”期间编辑出版至 1000
种。历经 40 多年，持之以恒地
出版 1000 种的学术丛书，这在
新中国出版史上甚至中国出版史
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汉译名著”所列选的著作，
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
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
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
境界”。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
化建设所作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
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商务
印书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
一百年使命的精髓。“汉译名著”
和别的丛书不一样，它包括两个善
本，或称两种经典，原著是经典，
译本还是经典，能坚持下来极其不
容易。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
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强

调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
容，坚持守正创新。秉持开放包
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
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
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
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
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
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这是商
务印书馆几十年坚持做这套书的
文化基础。

新时代以来，“汉译名著”

以“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文明互
鉴”为总体指引，坚持用科学发
展的眼光和创新实践的精神来规
划，及时反映现当代优秀学术成
果、优化学科结构、拓展全球视
野、坚持与时俱进，争取为读书
界、学术界提供更丰富、更有营
养的精神食粮。

一是响应时代需求，不断与
时俱进，及时反映学术发展成
果，用开放的心态吸收充满活力

的现当代学术著作，促进汉语世
界了解全球学术的前沿发展。为
此我们将“汉译名著”收录图书
的出版时间范围，从二战前的著
作扩展到了 20 世纪末的作品。
现当代中具有影响的新兴学派的
代表作品，经过学术界的考验和
专家的论证，确能确定历史地位
的图书，适当纳入“汉译名著”。

二是对“汉译名著”的学科
体系进行了重要的建构和完善，
在大类分科的基础上对丛书学科
领域进行了创新拓展。“汉译名
著”持续深耕各个学科的细分领
域，挖掘心理学、科学哲学、教
育学、管理学、语言学、艺术学
等学科资源。在汉译 21 辑收录
了 《认知语言学》《韵律音系
学》《语言、使用与认知》 和
《视觉艺术中的意义》《莱奥纳尔
多·达·芬奇：自然与人的惊世
杰作》 等语言学、艺术学领域的
著作。丛书内容更为多元，不断
满足当代读者广泛的知识需求，
也为学术界的跨学科发展提供理
论资源和知识基础。

三是“汉译名著”在选题上
注重拓展全球视野，关注全球各
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所具有的独
特地位和卓越贡献。“汉译名
著”最近几辑收录了不少亚洲的
学术名著，如 《印度与世界文

明》《风土》《越南通史》 等。
除了对“汉译名著”选题进行

不断调整扩展外，我们还利用各种
手段加强对其介绍与推广。如借助
新媒体平台和互联网技术，将传统
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通过公众
号、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向读者介
绍“汉译名著”的最新动态；积极
策划举办了各类新书发布会、专家
对谈、讲座、座谈会，希望能够调
动读者的主观能动性，挖掘学术著
作的时代意义，推动学术领域的交
流与融合。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
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
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
优越，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高度，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不
断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这是我们与学界的共识。迻译世界
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
定始终坚持精选、精编、精校的理
念，加强科学管理，守住出版经典
学术著作之“正”，创造内容多
元、形式丰富之“新”，实现“汉
译名著”的高质量发展，以更大的
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
工作，推动文化繁荣，为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而奋斗。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商务
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融通中外、贯通古今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规划出版1000种有感

顾 青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所长夏春涛在 《近代史研究》 发表论文 《党
领导文化建设的光辉历程及深刻启示》，认为
连续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一个突
出特性。

2023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2 周年，在
夏春涛看来，百余年来党始终高度重视文化
建设，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光辉历程
中，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
实 践 中 坚 持 以 发 展 着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为 指
导 ， 作 出 一 系 列 理 论 阐 释 和 重 大 决 策 部
署，相继致力于革命文化建设、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建设，努力探索并不断拓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明确以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以文化建设引领前进方向、提供精神支
撑、凝聚奋斗力量，进而将民族复兴伟业不
断推向前进。这一历程波澜壮阔又极不平
凡，给人以深刻启示。

夏春涛：以文化建设

推进民族复兴伟业

被称为“千古第一文人”的苏东坡是一位
个性鲜明独特而又难于言说的人物，给中国文
化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真实的苏东坡到
底是怎样的？著名宋代文学研究学者、复旦大
学资深教授王水照近日出版《苏东坡和他的世
界》，以毕生研究苏东坡的丰厚学识和独到心
得，面向大众全景解读苏东坡其人、其文、其
思想。书中展现了对认识和理解东坡较为重要
的论题，紧贴苏轼研究的前沿。

王水照表示，苏轼确是一个常读常新、充
满寻绎不尽魅力的对象，存在尚待开掘的领域
和话题。“苏轼的意义”是一个需要不断探
索、挖掘、阐释、深化的过程，即所谓“永远
的苏东坡”。面对目前兴起的“东坡热”，他希
望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能从“日日热”走向

“日日新”。

王水照：探索

“苏轼的意义”

近日，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韩庆祥在 《哲学研究》
发表论文《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
系——兼论中国式现代化是如何成功创造和建
构起来的》。他认为，现代化运动是西方启蒙
运动、工业革命开启的，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
国的共同追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改过去
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的被动防御性回应
为积极主动性应对，从“思想引领”“领导组
织”和“中国道路”等方面积极探索中国实现
现代化之路，具有开天辟地的历史转折意义。

韩庆祥表示，在中国现代化探索和实践
中，我们逐步开创、确立、拓展了“走自己的
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
化新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从创新突
破、使命任务、性质方向、共同特征、中国
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方面，初步构
建具有“中国自主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
新的选择，掌握了解释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上的

“中国话语权”。

韩庆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
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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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