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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论述的是戏曲行业状况的演变条件和过程，名角制的表现形态以及近现代以名角为中心
的演出经营模式等问题，力图比较全面地概括名角制的内涵和体现方式。
作者不局限于传统的戏曲理论研究方法，而是以开阔的视野，跨学科、多领域交叉结合的方式，结合
社会流动、社会阶层、家族研究以及政治学、历史学等多种领域的成果，对戏曲行业的表层现象和外
在形态进行深度开掘，在论述和分析上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现代戏曲名角制文化研究>>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近现代伶人的身份转换与名角制的形成
 第一节　名角制的孕育与萌发
 一、花部崛起与伶人偶像化趋势
 二、从本能的社会效应到自发的经营手段
 第二节　伶人生存处境与名角制的晚熟
 一、歧视性的伶人生存环境
 二、市场化程度薄弱的公共演出领域
 第三节　清末伶人生存环境的根本改观
 一、制度的松动
 二、自上而下的沉湎
 三、社会形态的催化
第二章　戏班性质由群体本位到名角本位的转化
　第一节　戏班观念的演革
 一、传统戏班的泛家族化性质
 二、清后期戏班泛家族特征的淡化
 第二节　名角化戏班的组织结构
 一、戏班的等级结构
 二、以角色行当为参照的主配角体系
第三章　以名角为焦点的经营模式
 第一节　社会流动与演出经营模式的分化
 一、商业化经营的体制条件
 二、社会流动对传统体制的冲击
 第二节　演出经营形态与特点
 　一、业主成班模式
 　二、剧场邀角模式
 　三、名角自营模式
第四　章业界关系与名角生长
　第一节　业界关系对从业境遇的影响
 一、人际网络与社会资源
 二、业界关系与从业境遇差别
　第二节　家世资源的形成与扩张
 一、戏曲业亲缘与业缘的特殊结构
 二、家族业缘系统的扩张
第五章　名角生长的社会环境
　第一节　捧角——一种幻想的精神满足
　第二节　大众娱乐与捧角现象
结语
附录l
附录2
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现代戏曲名角制文化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由于花部戏的广泛传播，戏曲艺人的身份日益向公众人物转型，艺人的公共关注度日
益提高，也越发对演出文化的流行趋势起到导向和决定作用。
在这种前提下，伶人的个人条件与经营效果日渐挂钩，不同档次的演员在经营效果间的差距也逐渐拉
开。
这种趋势一方面增加了艺人间的竞争，一方面也使得名角辈，培植起一支庞大的优秀艺人队伍，“各
班各种角色，亦复荟萃一时”。
①自乾嘉时期，戏曲演出的性质趋向于公共化和市场化，历经了近百年的发展与积累，名伶效应不断
强化，最终演变成近现代戏曲演出市场的一种制度性模式和惯例，使得戏曲的演出经营活动，逐渐形
成了以当红艺人为轴心的局面。
花部崛起后，经历了徽班进京，皮黄合奏直到道成年间京剧的诞生，形成了全国性的戏曲消费热潮。
这期间，涌现出许多身怀绝技的著名艺人，而戏曲班社的社会影响以及演出效果与名伶的关系越来越
大，可以说观众看戏，很大一部分原因取决于艺人的号召力。
而艺人的偶像效应，也走出了一个从盲目必然的社会现象，到戏曲经营者自发加以利用的市场化的历
程。
名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可以通过舆论的倾向得见一斑。
在乾嘉以来的记载中，从高腔阶段开始，历经秦腔（梆子）阶段、徽班阶段直到皮黄戏鼎定大局，几
乎涉及每个时期著名的戏曲演员，体现出对于名伶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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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现代戏曲名角制文化研究》是上海戏剧学院博士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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