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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谨，1956年生，浙江衢州人。1979年3月考入浙江师范学院，在大学期间即开始关注与从事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考入杭州

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师从蔡良骥副教授，1987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美学）专业，师从周来祥

教授，1991年获博士学位。1990年8月至浙江艺术研究所工作，1996年5月调杭州大学中文系。1997年10月调中国艺术研究院，先后

在戏曲研究所及《文艺研究》编辑部工作。2004年8月调入中国戏曲学院，现任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研究所

所长，教育部文科重点基地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教育部高等院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

兼任《人大复印资料·舞台艺术》顾问。 

  从事研究工作十多年来，研究对象横跨美学与戏剧两个领域，近二十年主要研究中国戏剧。已出版专著《宗教艺术比较研究论

纲》《戏曲美学》《感性美学》《中国戏剧艺术论》《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新中国戏剧史1949－2000》

《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导论》《京剧学前沿》《薪火相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艺术美学讲演录》等十多部，在

《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二十一世纪》等海内外重要学术杂志发表论文200余篇，成果逾400万字。曾获全国

青年优秀美学成果奖、田汉戏剧奖评论一等奖、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文艺评论奖一等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

奖二等奖、中国戏剧家协会曹禺戏剧奖·评论奖优秀奖、文化部全国第二届文化艺术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等学术奖项。主持并完成中国国家艺术科学“九五”规划课题“二十世纪戏剧改革发展研究”、国家艺术科

学“十五”规划课题“中国当代戏剧发展”研究。 

一、著作一、著作一、著作一、著作 

1. 《宗教艺术比较研究论纲》，博士论文，文津出版社（台北）1994年4月出版。  

2. 《戏曲美学》，专著，文津出版社（台北）1995年7月出版。  

3. 《仕隐之思》，专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  

4. 《中国寺观》，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  

5. 《感性美学──一种人性的美学观》，专著，东北师大出版社1997年 5月出版。  

6. 《审美文化论》，合著，省八五重点课题“经济发展与审美文化建设”成果，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7. 《醉卧花丛》，随笔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8. 《中国戏剧艺术论》，专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9.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专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  

10. 《新中国戏剧史1949－2000》，专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  

11. 《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导论》，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12. 《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性与本土化》，论文集，国家出版社（台北），2005年4月出版。  

13. 《老戏的前世今生》，随笔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14. 《京剧学前沿》，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15. 《薪火相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16. 《温岭戏班》，专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  

17. 《戏班》（《草根的力量》再版），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18. 《中国戏剧》专著，中英文版，五洲传播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19. 《艺术美学讲演录》，专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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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国维“境界说”辨微》，《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2. 《一个文明的神话——读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国图书评论》1987年第3期。  

3. 《论艺术欣赏能力》，《文艺研究》1988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美学》同年第5期复印。  

4. 《审美能力的群体生成》，《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5期。  

5. 《美感：体验还是判断》，《文艺研究》1990年第3期。  

6. 《文艺：一种中庸的描述》，《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  

7. 《艺术创作中的超常思维》，《文艺研究》1990年第5期。  

8. 《群体审美意识初论》，傅谨、朱冠，《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9. 《重建戏剧的感性文化土壤》，《福建戏剧》1991年第2期，获华东地区第六届“田汉戏剧奖”评论二等奖。  

10. 《戏曲的抒情本质纵横谈》，《戏剧丛刊》1991年第5期，该文获华东地区第六届“田汉戏剧奖”评论一等奖。  

11. 《论艺术的感性功能》，《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12. 《凭谁再敲警黄钟》，《福建艺术》1992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戏曲》1992年第8期复印。  

13. 《有声皆歌——论戏曲的声腔与唱》，《戏剧丛刊》1992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戏曲》1992年第11期复印。  

14. 《美感与焦虑》，《晋阳学刊》1992年第1期。  

15. 《文化建设与纯学术》，《山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16. 《倒读戏曲》，《上海戏剧》1993年第3期。  

17. 《中国美学需要什么》，《学术论坛》1993年第3期；《新华文摘》1993年第8期全文转载；《学术论坛》1994年第1期、第3

期发表争鸣文章。  

18. 《诗意的忧郁气质——戏曲的美学基调》，《艺术百家》1993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戏曲》1993年第8期复印。  

19. 《传统戏曲人物塑造与角色的社会抉择》，《地方戏艺术》1993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戏曲》1993年第11期复印。  

20. 《中国戏曲与西方意义上的“喜剧”、“悲剧”》，《戏剧文学》1993年第8期；《中国文学年鉴·1994》选摘。  

21. 《角儿制雏论——传统戏曲为什么没有导演》，《剧影艺术》1994年第1期。  

22. 《〈红楼梦〉：文化—心理层面的一种解读》，《浙江学刊》1994年第1期  

23. 《面对一种不可修补的存在——对改编古典名著的非议》，《中国戏剧》1994年第3期。  

24. 《享乐——民众对戏曲的价值取向》，《艺术百家》1994年第2期。  

25. 《权力话语与戏曲的盛衰》，《美学与文艺学研究》1994年第2期。  

26. 《戏曲：非主流文化的生存策略》，《戏剧丛刊》1994年第3期。  

27. 《边缘焦虑·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原道》1994第1辑。  

28. 《中和与含蓄——儒家文化与中国古典戏曲的审美特征之一》，《中国文化月刊》（台湾）1994第11期。  

29. 《站在文明与野蛮边缘的思考──从浙江昆剧团访台说起》，《中国戏剧》1994年第11期。  

30. 《国家化与戏曲剧团艰难的改革道路》，《戏文》1994年第6期。获华东地区第九届“田汉戏剧奖”评论二等奖。  

31. 《诗意的忧郁气质——儒家文化与古典戏曲的审美特征之二》，《中国文化月刊》（台湾）1995年第1期。  

32. 《面对经典：二十世纪的文化态度》，《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33. 《超越与重构——论道教信仰中的自然山水和自然人生》，《学术月刊》1995年第7期。  

34. 《夜色正阑珊》，《戏文》1995年第5期。  

35. 《满园春色关不住》，《中国戏剧》1995年第9期。  

36. 《为女小生增添更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1995年12月2日。  

37. 《发掘地域文化内涵强化地域文化特色》，《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38. 《民族艺术论》，《民族艺术》1996年第3期。  

39. 《关于“推陈出新”的断想》，《戏剧文学》1997年第2期。  

40. 《话说“改变中国”》，《民族艺术》1997年第3期。  

41. 《陈独秀〈论戏曲〉与20世纪中国戏曲之命运》，《文艺研究》1997年第5期。  

42. 《学校，你教不教地方戏》，《浙江教育报》1997年10月29日第一版。  

43. 《谈传统戏曲的“推陈出新”方针》，《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  

44. 《我们都应该怕“尚方宝剑”——元剧札记之一》，《博览群书》1998年第2期。  

45. 《什么时候才能容忍妓女横行——元剧札记之二》，《博览群书》1998年第6期。  

46. 《世纪之惑——中国戏曲向何处去》，《民族艺术》1998年第2期。  

47. 《剧团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文化月刊》1998年第7期。  



48. 《文化市场发展与剧团体制改革》，《文艺研究》1998年第4期。  

49. 《文化守成——保护戏曲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策略》，《人民政协报》1998年7月20日第3版；《人大复印资料·戏剧戏曲》

1998年第9期转载。  

50. 《什么人能当县官——元剧札记之三》，《博览群书》1998年第9期。  

51. 《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52. 《小人物有大悲哀》，《博览群书》1998年第11期。  

53. 《宋江与毛泽东的“水浒”观》，《民族艺术》1998年第4期。  

54. 《走近稀有剧种──观摩浙江省少数剧种交流演出有感》，《中国戏剧》1998年第12期。  

55. 《〈孔乙己〉和越剧的现代转型》，《文艺报》1999年1月23日3版。  

56. 《调整剧目评奖的文化策略》，《文化月刊》1999年第3期。  

57. 《近五十年的禁戏》，《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  

58. 《中国：“禁戏”五十年》，《小说家》99年第3期。  

59. 《论“推陈出新”》，《原道》第5辑。  

60.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戏剧》，《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三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1. 《民族美学资源的价值及其利用》，《文艺研究》1999年第1期。  

62. 《一种新的创演方式——从市场角度剖析越剧〈孔乙己〉》，《文化月刊》1999年第4期。  

63. 《成就与反思：中国戏剧遗产的当代传承》，《中国戏剧》1999年第11期。  

64. 《程式与现代戏的可能性》，《艺术百家》1999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戏曲戏剧》2000年第2期转载。  

65. 《中国稀有剧种的命运与前景》，《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8日，《人大复印资料·戏曲戏剧》2000年第1期转载。  

66. 《六案孔目与技术官僚治国》，《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1期。  

67. 《第三只眼看“戏改”》，《戏剧文学》2000年第1期。  

68. 《戏剧危机的剧团视角》，《安徽新戏》2000年第1期。  

69. 《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论纲》，《学术界》2000年第2、3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10期转载。  

70. 《重视“中国经验”》，《民族艺术》2000年第1期。  

71. 《中国美学面临的三大问题》，《学术月刊》2000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美学》2000年第7期转载。  

72. 《国剧的脚色、行当与人物》，《戏剧艺术》2000年第3期。  

73. 《“国剧”正义》，《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16日。  

74. 《传统伦理的当代转换》，《中国戏剧》2000年第10期。  

75. 《“戏改”与美学的意识形态化》，《文学前沿》2000年第2期。  

76. 《没赖场，赖和尚——元剧札记之七》，《博览群书》2001年第1期。  

77. 《向“创新”泼一瓢冷水———个保守主义者的自言自语》，《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

2001年第3期转载。  

78. 《欣赏经典本身》，《人民日报》2001年2月2日。  

79. 《欲望的旗帜──王仁杰剧作的社会学解读》，《中国戏剧》2001年第2期。  

80. 《与董健先生商榷：也谈戏剧的政治化与民族化》，《剧影月报》2001年第3期。  

81. 《审美批评的限度》，《中国文化报》2001年3月3日。  

82. 《周来祥美学思想的自我超越——评〈再论美是和谐〉》，《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83. 《知死而后知生》，《博览群书》2001年第5期。  

84. 《现代戏的陷阱》，《福建艺术》2001年第3期。  

85. 《20世纪中国戏剧史的对象与方法——兼与〈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商榷》，《戏剧艺术》2001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

舞台艺术》2001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2001年第9期转载。  

86. 《感受草根阶层的精神脉动》，《博览群书》2001年第8期。  

87. 《中国戏剧的当代发展与中国戏剧十七年反思》，《戏剧文学》2001年第8期。  

88. 《呼唤多元的戏剧批评》，《剧本》2001年第8期。  

89. 《理想与人道的二律背反》，《东方文化》2001年第5期。  

90. 《〈鲁迅先生〉的音乐语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5期  

91. 《政治化、民族化与20世纪中国戏剧》，《南方文坛》2001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舞台艺术》2002年第1期转载。  

92. 《流沙河的狐相与仙气》，《博览群书》2001年第11期。  

93. 《戏剧性的开场》，《华夏时报》2001年11月12日。  



94. 《〈洗马桥〉与〈龙母传奇〉》，《华夏时报》2001年11月13日。  

95. 《〈珍珠塔〉的魅力》，《华夏时报》2001年11月15日。  

96. 《昆曲保护与继承之我见》，《中国文化报》2001年11月24日。  

97.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民族艺术》2001年第4期。  

98. 《盛况固然空前，水平仍待提高——第七届中国戏剧节刍议》，《文艺报》2001年12月6日。  

99. 《冷眼旁观京剧节》，《文艺报》2001年12月26日。  

100. 《〈洗马桥〉的三个亮点》，《中国戏剧》2002年第1期。  

101. 《有分寸才耐人寻味——京剧〈凤氏彝兰〉的编导技巧与艺术魅力》，《中国京剧》2002年第1期  

102. 《“学问人”与“自然人”——闲话〈浮生论学〉》，《博览群书》2002年第3期。  

103. 《“百花齐放”与“推陈出新”——20世纪50年代戏剧政策的重新评估》，《中国京剧》2002年第2期。  

104. 《“路头戏”的感性阅读》，《读书》2002年第4期。  

105. 《“音配像”与京剧的发展空间》，《戏剧之家》2002年第2期。  

106. 《濒危剧种的生存之道》，《中国文化报》2002年6月19日。  

107. 《样板戏现象平议》，《大舞台》2002年第3期。  

108.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读书》2002年第8期。  

109. 《〈罗生门〉和有关〈罗生门〉》，《中国戏剧》200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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