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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黔学论集》是一本研究论文集，共分九部分，内容包括：贵州历史古迹考，郑莫黎研究，民族社会
生活，民族文化艺术，屯堡文化，本土语言，贵州现当代文学，抗战大后方文学等。
《黔学论集》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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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贵州历史古迹考 夜郎考 红岩古迹考 二、郑莫黎研究 程恩泽诗宗韩、黄与道咸诗风 郑珍“学人诗
”的学韩路向 郑珍为诗取径的主次分轨 程恩泽诗论对郑珍的影响 郑珍诗与山谷诗学的关系 莫友芝为
诗路向的体制分殊 浅谈黎庶昌的《续古文辞类纂》 贵州沙滩文化名人黎庶昌人文精神探究 三、民族
社会生活 从竹枝词看清代贵州民族家庭中的女性角色 从竹枝词看清代贵州民族民间信仰 从竹枝词看
清代贵州民族生计方式及其特点 从竹枝词看清代贵州民族头饰及其社会功能 从竹枝词看清代贵州饮
食文化的特点 贵州未识别民族人Vl的分布特点和历史成因 明清贵州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区域特征 
黔东南地区“糯禾改籼稻”的历史考察 清代玉米的引进与推广对贵州石漠化影响 四、民族文化艺术 
本土文化的回归与批判 侗戏《金汉列美》的版本比较及意义重勘 凝重美——对苗族服饰的美学猜想 
原生态艺术如何应对挑战——以黔东南侗族大歌为例 石门坎“教育神话”对当代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基
础教育的启示 从难题求婚透视苗族女性的婚恋观 苗族古歌搜集整理与研究三十年述论 布依族酒歌与
礼仪交融形态 苗族哭嫁歌及婚姻礼俗初探 人类学视野下的“乡村牧歌”——以侗寨村落为例 五、屯
堡文化 黔中屯堡文化性质新探 “屯堡文化名片”——地戏起源重新探索 屯堡文本符号化空间的叙事
学研究 贵州移民文化形态的留存与变异——“屯堡人”与“穿青人”文化符码比较 中国戏剧起源一
探——以黔中屯堡地戏为例 集体仪式传承和变迁的多重动力——当代黔中屯堡地区“抬汪公”活动的
田野考察 屯堡方言岛历史文化成因探析 屯堡方言声调系统的共时历时比较 六、本土语言 论毕节方言
的词汇构成 贵州毕节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异 毕节市彝族、苗族使用的汉语方言语音探析 毕节方言声母
与北京语音声母的对应规律研究 汉语方言岛研究综述——兼及贵州汉语方言岛研究的思考 屯堡方言
岛地名的比较研究及其文化内涵透视 贵州安顺屯堡方言音系 “二”、“三”在遵义方言中的生动形
式 通话进程对贵州方言字调的影响 遵义方言与重庆方言的儿化特色 七、贵州现当代文学 20世纪贵州
文学的时间与空间形态 血地上的颤栗——长篇历史小说《大清血地》解读 从《水晶山谷》到《绝地
逢生》——贵州作家欧阳黔森生态文学解读 作家的责任与文学的理由——论贵州作家冉正万 长歌曼
舞今何在浅刺微讽自长吟——论贵州讽刺诗人罗绍书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贵州新诗30年 诗歌边地的智
者之歌 蹇先艾乡土小说新论 论喀斯特自然生境与贵州小说研究 八、抗战大后方文学 抗战时期的贵州
文学 抗战时期贵州的文化现象及思考 见证贵州抗战现实的贵州散文 抗战时期的贵州诗歌 抗战文学与
传统文化及外国文学 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人群文化成因探析 抗战时期的贵州文学景象 淡泊文人激情
人生——谢六逸抗战时期的文化活动 “不是情诗”的情诗——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人群爱情诗创作研
究 “道破一切生的意义”——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人群精神世界的自我探索 “两个生命在永深的意
义下结合”——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人群诗歌意象构成及审美特征 九、其他 贵州外国文学研究六十
年 贵州明清“雅”文学鸟瞰 对贵州遵义沙滩文化保存发展的几点思考 《明诗纪事》的纠补价值与品
评标准 儒学在古代贵州地区传播方式初探 传媒时代的本土文化与审美教育——以贵州为例 张道藩历
史形象书写及其嬗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黔学论集>>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叙述完了就是设朝：“春风吹，海水潮，架上金鸡把翅摇，和风吹动金铃响，万岁
君王设早朝。
”这几旬上朝的定场诗，基本在每一部地戏都出现。
结尾一般回到朝廷进行封赏，但根据剧情内容，表现形式不完全相同。
有的是唱词，有的是诗句，但内容基本相似，或庆祝对反方的征讨胜利结束，或宣布顺应天命的帝王
登位，从此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连《三国》的结尾也出现“自从玄德登龙位，国泰民安享太平，风调
雨顺民安乐，天下黎民尽沾恩，马放南山刀归库，名正言顺万万春”这样与史实和小说情节背道而驰
的唱词。
 无论剧名还是表现内容，地戏剧目与小说的联系都非常明显。
现存24个地戏剧目同演义小说的对应关系有三种情况： （1）小说有成熟定本，地戏与小说直接对应
，或者说自小说改编而来，这种情况在地戏中占主要的地位，《三国》、《封神》、《说唐》系列、
《狄家将》系列、《岳传》系列以及明代的《英烈传》等都属于此类。
 ，（2）小说有基本的构架，地戏受小说影响，虽然没有直接改编hq小说，但明显看得出小说与地戏
的关系，《杨家将》系列的几个地戏属于此类。
 （3）没有小说影响的直接证据，基本可以确定是为地戏演出而创作的，这类地戏文本有《大破铁阳
》和《沈应龙征西》。
 第一类无疑是地戏的主流，其中一部演义小说对应一部地戏最突出的当数《三国》。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三国》也是地戏表演最广泛的剧目。
1992年的普查显示，表演《三国》的地戏共有62堂，是演出频率最高的单个剧目。
小说《三国演义》曾经有多种不同版本，直到毛宗岗父子的评点本问世才形成定本。
有的研究者根据出土的明代说唱本《花关索》指出，地戏《三国》是小说定本之前与小说并行不悖的
一个体系。
但从我们收集到的地戏《说唱三国地戏谱》文本看，地戏剧本明显是从小说《三国演义》定本改编而
成。
地戏《三国》剧本截取了小说《三国演义》中从黄巾造反到刘备汉中称王的情节编写而成，在小说中
大体到第七十三回。
地戏对小说内容作了一些压缩，以刘备_方的活动为主，与刘备阵营无关的情节都作了删改。
如十常侍乱政、董卓进京等全部删去，只写黄巾造反、朝廷张榜招贤，然后就是刘关张桃园结义打垮
黄巾。
然而尽管许多同刘备方无关的情节都作了删节，却保留了王允连环计杀董卓一段，这就留下了从小说
改编的痕迹。
还有“赤壁大战”之前，小说写了诸葛亮入吴舌战群儒，说动孙权下决心与刘备结盟抗曹。
在地戏中则将舌战群儒的过程完全省略，只叙述了诸葛亮劝说孙权。
而当孙权决定抗曹之后，小说中浓墨重彩表现的若干情节，如诸葛亮与周瑜的明争暗斗、草船借箭、
曹操横朔赋诗、蒋干盗书等地戏完全省略。
而周瑜破曹的各种准备如黄盖苦肉计、庞统连环计等，改编者却又难以完全割舍，只好在唱词中带过
几句——“孔明暂居东吴地，且表周瑜把兵兴。
人马摆在三江口，众将每日练水兵。
黄盖献上苦肉计，阚泽诈书献曹营，庞统献上连环计，周瑜心下自沉吟，暗想此时天气冷，缺少东风
怎交兵⋯⋯”十来句唱词就交代了小说4、5回的内容，往下就直接进入地戏经常表现的设坛拜神场面
：诸葛亮借东风，显示了改编的取舍。
显然，地戏《三国》的情节是在小说定本的基础上压缩而成的，留有明显的压缩痕迹。
压缩处理既使之符合地戏重在武戏的演出要求，又体现突出正统一方、突出正面英雄的良苦用心。
直接从一部滢义小说改编一部地戏剧目的还有《封神》、《楚汉相争》、《罗通扫北》、《薛仁贵征
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粉妆楼》、《残唐演义》、《三下南唐》、《五虎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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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虎平西》、《英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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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黔学论集》所辑，于兹各有取备。
若夜郎及黔中民俗之考，明地理而知古今也。
郑、莫、黎及屯堡之论，乃黔学之关目、域外之广闻也。
民族文化艺术之述，则学综多元，理从新义是也。
本土语言之辨，则犹扬雄谙于蜀音，胡如孟子疾乎舌，盖以南人自验于唇吻，感受亲切乃尔。
外此则抗战后方文学之论，以黔地毗邻滇渝、屏障南荒，适大学西迁、鸿材东来，固有关乎黔中并广
以现代学术，而迄于贵阳师院之立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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