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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戏剧文献理论暨《洪深全集》编撰实践峰会顺
利召开

发布⽇期： 2021年04⽉21⽇ 浏览数： 215次

中国现代戏剧文献理论暨《洪深全集》编撰实践峰会顺利召开

文字：李斌（汕头大学）

2021年4月16日至4月18日，“中国现代戏剧文献理论暨《洪深全集》编撰实践峰会”在汕

头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顺利召开。峰会由汕头大学文学院、江西高校出版社联合主办，得到李嘉

诚基金会的鼎力支持。洪深之女洪钤女士，郭沫若之女、研究员郭平英女士，田汉、欧阳予倩

的后人欧阳维教授，向培良的后人寄小文出席会议并讲话；汕头大学教授、副校长刘文华，吉

林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福贵，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傅谨，江西高校出版社副社长詹斌参加会议并致辞；北京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平原，原北大教授、现河南大学讲座教授夏晓虹，国家

艺术基金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华东师范大学著名现代文

学文献学研究专家、《现代中文学刊》主编陈子善，云南艺术学院原院长、中国话剧历史及理

论研究会副会长吴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继凯，德国知名汉学家、汕头大学特聘教授顾彬，

日本摄南大学名誉教授、早稻田大学研究员濑户宏等50余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下线上

会议进行了深度的学术交流与探讨。

Page 2 of 21汕头大学文学院

2021/5/9file:///C:/Users/LIUYUF~1/AppData/Local/Temp/26X3XZ95.htm



线下与会人员合影

汕头大学副校长刘文华以东道主的身份向现场以及线上的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同时，对汕头大学的发展历

史及现状做了简单的介绍，并就《洪深全集》的整理工作表达了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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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

头大学副校长刘文华教授

张福贵先生在致辞中分析了“文学史料”和“文学资料”的区别，事实求是地评价了洪深在戏剧、电影等

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就洪深研究的现状进行阐述，表达了对《洪深全集》顺利编辑和出版的期待。

傅谨先生在致辞中首先抛出问题——“洪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何不是担任文化局局长”，他建议各专家

学者从其文献中去考证，尤其要关注其创作方向的转变。此外，傅谨先生还指出了当下数据库建设的普遍性短

板——易忽略学者实体书尤其是实体书的序言等文章的存在，并为“洪深研究数据库”的建设提供建议。

江西高校出版社副社长詹斌从《洪深全集》的学术价值、出版价值谈起，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当下出版

《洪深全集》的独特意义，同时，回应了各专家学者对《洪深全集》出版工作的关切，展现了出版方对《洪深

全集》编撰出版工作高度重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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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高校出版社副社长詹斌

洪钤女士表达了对编撰《洪深全集》的感谢，希望能够认真编辑，顺利出版；鉴于洪深在戏剧和电影方面

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建议《洪深全集》出版后向海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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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深之女洪钤女士

本次峰会主要分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德国、日本的学者，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

观点。本次大会共分为六场发言，由汕头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杰教授、高小康教授、程桂婷教授等人主持，

每场会后由两位专家学者对发言人的主题内容进行评议，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之间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

的探讨，专家们在此次峰会中通过交流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

郭平英女士介绍了《郭沫若全集·续编》的进展，并讲述了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途经潮汕地区的一些往

事：中国第一位海关关长（潮海关监督）由中共党员郭沫若出任及郭沫若小说《一只手》的写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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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之女、研究员郭平英女士

欧阳维对欧阳予倩、洪深、田汉的交往与合作进行了回顾，他指出三人之间的合作，开创了中国文化艺

术，特别是戏剧、电影、戏剧改革和戏剧教育方面的崭新局面，他们由此也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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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欧阳予倩的后人欧阳维教授

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原从文集编撰的实例出发，提出“全集为谁而编”的问题，并指

出，文集或全集不应该只为研究者而编，要为研究对象、为整个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家属而编，主张去功利

化，力避以各种逸事博人眼球。在全集收录的取舍上，陈平原教授提出了与钱理群教授不同的看法，他不建议

不加取舍地全部收录研究对象的文字内容，尤其不赞同某些全集编撰者甚至收录研究对象思考时的随手小记。

他还指出，全集编得好与否事关对作者（研究对象）的交代，编得好是作者的“功臣”，编不好便是作者

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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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著名学者、《现代中文学刊》主编陈子善教授认为，编订《洪深全集》将会大大

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此外，他以《鲁迅全集》为例，指出全集编撰需要注意的问题。他

说，1950年代编《鲁迅全集》时，部分已经发现的重要书信被剔除，令人遗憾；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

才将当时已经发现的书信全部收入。而全集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全”，“不全”有时候是常见现象，但是要竭

力搜集，减少遗漏；直至今年，学术界还新发现了一通鲁迅致曹靖华信。就全集的处理方法，陈子善先生也表

达了自己的看法，即最大限度地保留作者文章的原貌，除明显的讹误外，不能轻易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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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

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指出，洪深将现代戏剧理念引入电

影艺术创构，确立了电影剧本的文学样式；剔除了早期电影对“文明戏”遗风的因袭；揭示了洪深将戏剧艺术

中所取得的导、表演成功经验，应用于指导和规范电影的艺术实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电影的整体艺术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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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

《洪深全集》总主编之一李斌（笔名景李斌）阐述了编撰《洪深全集》的意义，既肯定了《洪深文集》和

《洪深年谱》《洪深年谱长编》在研究洪深方面的贡献，又指出其不足与缺陷。李斌认为，洪深在戏剧和电影

等方面有杰出的成就，编撰《洪深全集》既是进一步研究洪深的必要，也是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戏剧史、电影史

等方面的需要。同时，李斌介绍了编撰团队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目前全集编撰工作的进展情况。

汕头大学教授、《洪深全集》总主编之一李斌

浙江大学教授、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会长胡志毅，以已故著名学者田本相的曹禺研究为例，对曹禺

研究文献的深度发掘和曹禺研究局势的互动进行了深入阐述，他指出田本相是公认的曹禺研究的首席专家，在

曹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与其对曹禺研究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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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教授、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会长胡志毅

吴戈（本名吴卫民）结合自己的求学感受和研究经历，谈到了资料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阐述了学术资料

存在形态的变化，对于学术研究产生的作用和意义。

著名汉学家顾彬谈到了对中国戏剧的看法，并高度肯定了整理现代戏剧文献的重要学术价值，他认为，出

版《洪深全集》是这种整理工作的一个很好的做法，他希望更多有价值的现代戏剧文献被整理出来。

日本著名戏剧研究专家濑户宏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回顾了“话剧”这个词汇在中国诞生和普及的过程，并

阐述了“话剧”这一词汇的定义、“话剧”和“drama”的关系。

夏晓虹教授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梳理与考辨，尽可能贴近地呈现历史展开的脉络与细节，深入阐述了中国近

代“戏剧”概念的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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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京大学教授、现河南大学讲座教授夏晓虹

赵学勇教授详细介绍了延安时期“戏改”的史料整理现状，肯定了学者们对这一工作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

的成就，同时也指出延安“戏改”中的历史剧演出史料整理和研究仍需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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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赵学勇

李继凯教授介绍了陕甘宁戏剧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他指出陕甘宁戏剧文献的搜集整理向来受到比较多的关

注，相关文献资料集较多，但仍需继续加大整理力度。

何吉贤研究员对“抗战演剧”的文献问题一向有较多的关注，他从自己的研究经历谈到了对相关文献的搜

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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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何吉贤

寄小文研究员介绍了自己多年来对向培良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他提出要对向培良有关史料进行汇编，

并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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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培良后人寄小文

傅光明、贾冀川、刘川鄂、王成军、梁燕丽、赵建新、周安华、袁国兴、杨联芬、沈卫威、赵普光等学者

分享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与大家讨论交流，探讨了从赵清阁的书信看老舍与戏剧，解放区剧目整理与研

究，曹禺研究学术史，论剧作家传记的写作伦理等多方面的学术问题；学者郭娟、张国功等就全集的出版提出

建议。

4月18日上午11点，峰会举行闭幕式。闭幕式由汕头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杰教授主持。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科图书出版中心主任、客家文化分社社长邓玉琼，肯定了专家们所提出的编撰建议。浙江大学教授、中国话

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会长胡志毅为大会做总结发言，高度赞赏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学术效果。汕头大学文学院

院长、教授毛思慧在闭幕辞中赞扬了线下和线上与会学者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相互之间深入交流甚至

敢于激烈辩驳的学术精神。他说，中国现代戏剧和戏剧文献研究界“前浪”涛声依旧，“中浪”汹涌澎

拜，“后浪”可期可畏。他还特别介绍了文学院的发展近况，包括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两个学系

和英语语言中心及附设新国学研究、全球研究、潮汕文化研究、宗教文化研究、妇女研究中心等机构近年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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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人文研究领域的开拓与发展。他强调在全球化本土化交融的时代，文学院的使命是立志为每一位学生

提供全人博雅教育，使之具有全球公民意识和国际竞争力。最后，毛思慧院长对李嘉诚基金会对文学院一如既

往的大力支持和此次峰会组织者及后勤服务人员的倾情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宣布“中国现代戏剧文献理论

暨《洪深全集》编撰实践峰会”圆满结束。

据悉，《洪深全集》共16卷，约320万字，涵盖了洪深的话剧剧本、电影剧本、戏剧与电影理论文章、散

文、书信、日记、小说、翻译作品等，由李斌（笔名景李斌）、程桂婷、宋宝珍担任总主编，由张福贵、傅

谨、陈子善、沈卫威担任丛书顾问。整个编撰过程以汕头大学为主体，联合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大学、浙江

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南开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单位进行。毛思慧、杨庆杰、胡志毅、周安华、丁姗姗、

傅光明、赵普光、时世平、郭娟、李扬、陈军、周靖波等数十人参与编撰。全集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拟于

2022年推出。全集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推进洪深研究，也能为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戏剧史、电影史等提供基础的文

献支持。

相关阅读

文学院赴云南⼤学和云南⺠族⼤学调

研泰语专业办学经验

2021年4⽉27-28⽇，汕头⼤学文学

院院⻓⽑思慧、副院⻓...

时间： 2021年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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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赴肇庆-云浮片区开展招⽣宣

传活动：“送专家讲座进中学”

4⽉28⽇⾄29⽇，文学院党总⽀书记

李浩涛率队，与⼼理学...

时间： 2021年05⽉07⽇ 

汕头⼤学文学院英语语⾔中⼼ 2021

年英语教学国际会议圆满落幕

2021年4⽉24⽇⾄25⽇，以“同道

与殊途：变化中的英语教...

时间： 2021年05⽉01⽇ 

• 学院概况

• 中国语⾔文学系 

• 外国语⾔文学系 

• 英语语⾔中⼼ 

• 全球研究中⼼ 

• 潮汕文化研究中⼼ 

• 妇女研究中⼼ 

• 宗教文化研究中⼼ 

• 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 

Page 19 of 21汕头大学文学院

2021/5/9file:///C:/Users/LIUYUF~1/AppData/Local/Temp/26X3XZ95.htm



• 新国学研究中⼼ 

友情链接
麦吉尔⼤学

塞维利亚⼤学

都柏林城市⼤学

卫斯理安⼤学

佩斯⼤学

⻢德⾥⾃治⼤学

世界英语教师协会

国际教学交集学会

潮⼈⽹

汕头⼤学图书馆 · 潮汕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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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汕头市⾦平区⼤学路243号

o_wxy@s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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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信息 • 教学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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