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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中国的歌:叶秀山京剧论札》是当代中国著名学者叶秀山先生的京剧论集。
全书以叶先生的名著《京剧流派欣赏》和《古中国的歌:叶秀山京剧论札》为主体，部分京剧论文和随
笔也收录其中。
书中或谈对京剧的品味和欣赏，或谈京剧的意义和趣味，或抒写京剧人物的精神境界，论域广阔。
作者知识渊博，举重若轻，对深奥的京剧问题，能驾轻就熟，娓娓而谈，且文笔优美、深入浅出，令
人耳目一新。
叶先生选择京剧作为美学研究的“基地”，对京剧美学的提炼和概括，彰显出哲学家的高远视界和不
倦追求的艺术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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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京剧流派欣赏 戏曲与美学 论京剧流派 继承京剧流派的一些问题 “偏爱”和“偏见”——谈京剧流
派的欣赏和评价 中国传统戏曲舞台形象之美——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的一些美学问题 略谈
梅派艺术的特点——兼谈典型的美  从余派谈京剧演唱的“韵味” 程派唱工韵味的豪壮风格 言菊朋演
唱艺术欣赏 从言派谈表演艺术之雅俗 麒派表演的特殊风格——谈表演艺术的真和美  马派和谭派表演
风格之比较——兼谈表演风格之朴实和华丽 谈裘派表演风格——兼谈戏曲表演艺术的共性和个性 谈
杨宝森的《文昭关》——兼谈悲剧的表演 后记 古中国的歌——京剧演唱艺术赏析 第一章 中国戏剧与
中国文化  一、戏剧作为人生的镜子 二、戏剧作为活的历史 三、中国古典戏剧的基本特点和古典京剧
艺术的成熟 第二章 作为戏剧的古典京剧和作为音乐的古典京剧 一、从“听戏”和“看戏”说起 二、
古典戏曲艺术的基本特点和唱工的性质 三、京剧唱工艺术与京剧流派的发展 四、京剧唱工艺术的特
点 第三章 古典京剧的咬字 一、 京剧字韵的生活根据 二、京剧咬字的技巧 三、京剧咬字的艺术性 第
四章 古典京剧之行腔 一、京剧声腔的源流和特点 二、京剧角色行当和唱工艺术 三、京剧流派的唱工
艺术 第五章 古典京剧唱工艺术的历史发展 一、京剧演唱发展的社会基础 二、京剧演唱风格的发展趋
势 三、京剧演唱技巧的发展趋势 四、京剧咬字的发展 简短的结束语 后记 京剧论札 论话剧艺术的哲理
性 哲学·美学·戏剧·京剧 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问题（研究提纲） 论艺术的
古典精神——纪念艺术大师梅兰芳 论京剧《红灯记》 现代西方美学主要思潮和表演艺术 中国戏曲表
演体系在世界戏剧表演流派中的地位 京剧的不朽魅力 京剧“韵味”及其他 论中国戏剧中的歌舞 从脸
谱说起 观剧杂感 到剧场去看什么 提高什么 古典的和时尚的 来一个”昆乱不挡” 缓称“梅学” 漫谈
京剧的派别 京剧流派的再思考 京剧的编导演 京剧要出大演员、大评论家 期待着大演员 由谭鑫培七张
半唱片谈起 ”诗”与“史”的结合——谈梅兰芳艺术精神 余叔岩艺术的启示 程砚秋艺术的启示——
程砚秋百年诞辰有感 大雅之音复而不厌 我的一些老唱片及其他 今人当自爱 京剧的学术意识——读蒋
锡武《京剧精神》有感 难得朴实——读《程砚秋传》后 徐慕云《梨园影事》及其他 后记哲思中的艺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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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但是这里事实上存在一个矛盾：即我们不能等到穷尽了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后再来
研究哲学，再来一个“总和”。
事实上哲学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很不成熟的古代就已经有了。
这是因为人的经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在人的思想上往往也会有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这就是说，即使在古代，人不但接受客观世界所给予自己的印象，循此而概括得出一种科学形象的认
识，而且也以自己的全部经验、体会来“观”这个世界，寻找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意义、价值。
事实上，这种“观”是人人都有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
有时候就要带着这种经验来对人生大义发表一点自己的“观”。
只是有的人作这种飞跃时自觉点，有的人不太自觉。
有的人作这种飞跃需要的经验多，有的人以较少的经验就可以对人生有较深的体会。
在古代，自觉程度高的人就成了古代最初的一批哲学家。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是应运而生的。
也就是说，它的产生有它的必然性。
在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的确也是一门专门的学问。
既然我们不能等待穷尽一切经验之后（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来想哲学问题，那么历代那些对“
世界观”自觉性高的人就把他们的“观”系统化，写成了一本本的书。
那么，学习、阅读这些书对完成、完善或提高自己的“世界观”就是很重要的。
 我这样说，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哲学是一个专业，它有自己的历史，有一本本大部头著作；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必在这些著作面前却步，觉得它们高深莫测，甚至有点什么“神秘”。
它们无非是经验之总结，只是这个总结是一个飞跃，是从总体上来看人生之意义。
读这些书可以使原来不太自觉的飞跃，变得更自觉点。
 哲学可以对整个世界的本质发表意见——这是它的本行；也可以对一些具体学科的问题发表意见，但
它是从前面那个“本行”的立场来表现自己的看法的。
这就是说，它是从整个世界观的高度来看一些具体问题的。
而这个世界观，通常都不一定是从研究这些具体问题直接得来的，而是通过包括读哲学著作等其他许
多经历、思考得来的。
这样，哲学对待事物的态度似乎就有了自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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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中国的歌:叶秀山京剧论札》编辑推荐：京剧，是中国最流行的戏曲剧种，诞生于二百多年前的北
京。
京剧凭借鲜明的特点、精湛的技艺、丰富的内涵，几百年来长盛不衰。
如今，京剧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活跃在中国戏剧舞台上。
虽然京剧的票友众多，但研究京剧理论和美学的著作却很少见，而叶秀山先生的这本著作实属难得，
对读者更好地欣赏和感受京剧独特的艺术魅力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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