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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陈墨香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京剧票友、编剧家以及戏曲批评家。他的戏曲理论

批评和研究注重从艺术本体出发，对京剧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和论述，并提出一些

颇具创建性的主张和观点。他注意到京剧艺术厚重的民间文化底蕴，有意识地对

京剧表演与民间习俗的互动关系进行考察，拓宽了京剧学的研究路径。陈墨香的

京剧研究以丰赡的戏曲活动经验为支撑，虽然经验描述多于理论阐发，未能形成

严整的理论体系，但他的京剧批评和研究，对于二十世纪的戏曲理论批评乃至今

天的京剧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本文以陈墨香的京剧学研究著述为对象，在对原始资料进行归纳、总结的基

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陈墨香的京剧学研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以

期全面了解陈墨香的京剧学思想，探讨他的剧学思想对当今京剧学学科建设的借

鉴意义。 

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章结合前人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对陈墨香生平、戏曲实践活动以及创作

著述的爬梳，探讨其戏曲理论思想形成的原因及发展轨迹。 

第二章从戏曲史观、戏曲观、剧本创作论以及舞台表演等四个方面探讨和分

析陈墨香的京剧批评的理论主张，揭示其理论观点的特殊之处，从而挖掘他在民

国时期京剧研究领域的贡献。 

第三章着重归纳和分析陈墨香对京剧文学、票界演剧问题以及京剧演剧风俗

的记录和论述，进而观照其京剧学研究的特殊之处。 

 

 

 

关键词：陈墨香；京剧批评；京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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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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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Chen Moxiang was famous as an amateur performer of Peking Opera, scenarist 

and drama critic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art noumenon, Chen 

Moxiang studied the completeness of Peking Opera, and raised some constructive 

views. He noticed that with profound folk cultural heritage, it was significant to 

consciously stud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king Opera and folk customs, which had 

broadened the research path of Peking Opera. Although Chen Moxiang's research on 

Peking Opera was based on rich experience of the opera activities, not yet formed an 

orderly theory system, but his study observed and analysised Peking Opera in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which implies his theoretical insights.  

The paper regards Chen Moxiang’s drama theoretical criticis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and summary of primary sources,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and study Chen Moxiang’s theoretical criticism of Peking Opera, so as to 

explore his refere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eking Opera in modern times.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paper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first chapter combines th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of predecessors, explores 

Chen Moxiang’s life and studies the traits of his study on the Peking Opera. 

The second chapter focuses on the view about history of traditional opera, the 

idea about traditional opera, the theory about script writing and performing arts, to 

explore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Peking Opera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third chapter deals with Chen Moxiang’s study on scripts of Peking Opera, 

problems of amateur performer, and conventions of Peking Opera, which to expound 

the particularity of his thoughts in the field of Peking Opera study. 

 

Key words:  Chen Moxiang; critics of Peking Opera; study on Peking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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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京剧发展进入繁盛时代，有关京剧的研究也受到知识分

子的关注。但这一时期的京剧批评主要还是停留在经验总结和流派艺术评论的层

面上，人们对于京剧表演体制特征的认识还未能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正如解玉峰

先生所指出：近代乃至当代京剧研究局限在“流派艺术”论、“演员中心”论、

“声腔剧种”论三种理论框架之中，“艺术研究多偏重‘形而下’的(名角的)一

字一腔、一招一式或者‘绝活’，对‘形而上’的艺术规律探索不多”。①现代京

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延续民国时期的研究路径。可见，了解民国时期京剧批

评和理论的面貌，理清长期以来京剧研究理路的长处与不足，是当代“京剧学”

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京剧票友、编剧家以及戏剧批评家，陈墨香积极投

身京剧建设，为京剧发展作出令人瞩目的贡献。对京剧的批评与研究是陈墨香戏

曲活动浓墨重彩的一笔。陈氏对京剧的研究点面俱全，虽大多停留在自身经历以

及演员艺术经验的总结，还未能形成严整的体系，但他大量的经验式“侃谈”仍

不乏自身对京剧的认识和看法。作为资深票友，他以己度人，详尽描述演员表演

过程中的心理活动；作为“编剧大家”，他具有明确的“演员本位”意识；作为

研究者，他对京剧剧本文学勾陈考证，爬梳剧目演变历史。这些构成了陈氏京剧

研究的主要向度。陈氏的研究虽未超越同时代学者齐如山所建构的剧学体系，而

且较之齐如山以新的学术方法从整体上把握京剧的特质，陈氏对京剧的研究更多

是沿袭传统的考证、校勘、辑佚方法，走老派学者的治学路数，思想持论保守；

但相比于晚清民初戏曲改良派“把思想当剧本，又把剧本当作戏剧”的激进做法，

陈氏立足于京剧艺术本体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爬梳更具有戏曲史意义。另一方面，

陈氏的戏曲研究更多集中在京剧领域，其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京剧、高腔、梆子戏

等地方剧种，这又与同时代老派学者（以吴梅、姚华、王季烈等人为代表）抬高

                                                        
① 解玉峰：《近代以来京剧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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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贬抑地方戏的研究取向不同。总体而言，陈墨香的京剧实践与批评活动游

离于革新思潮之外，他一方面承袭焦循、李调元等人的治曲门路——稽古考证，

孜孜不倦于掌故辑佚、本事探源；另一方面，又能立足于戏曲的本体，关注戏曲

舞台表演艺术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戏曲改良激进派从政治学阉割戏曲艺

术的缺憾。 

目前，学界对陈墨香京剧剧本文学的成就已有比较全面的论述和关注，而对

其戏曲批评、戏曲研究方面的著述则比较淡漠，甚至有意回避。这固然部分由于

陈氏的著述资料主要散见于各种报纸学刊中，不易搜集的客观原因所限；但主要

还是因为陈氏著述经验总结多于理论阐发，欠缺显明的理论质素。然诚如上述，

陈氏的戏曲批评和戏曲研究著述是民国时期戏曲（特别是京剧）批评理论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鉴于此，本文在多方搜集材料基础上，结合学界有关陈氏京剧剧

本创作研究的成果，试图对陈墨香的京剧批评和京剧学相关知识进行总结和归

纳，揭示他在京剧史、京剧理论批评史以及演剧史中所做出的贡献，并进一步观

照陈氏京剧批评和京剧研究对于当今“京剧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 

二、研究现状 

当前，学界对陈墨香京剧评论和京剧学研究的考察尚处于阙如状态，直接相

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京剧编剧创作方面，且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比较散乱。另一

方面，陈墨香身处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时期，探讨其思想主张和戏剧批评应放置于

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戏曲史生态中加以观照。因此，有关晚清民国时期戏曲发展史、

京剧批评史以及晚清戏曲改良运动的研究成果为本论文提供详尽的背景研究资

料。现将具有代表性的、并对本论题具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介绍。 

著作方面，北京市戏曲研究所主编的《中国京剧史》详尽介绍了陈墨香的生

平事迹和相关戏曲活动，并给予陈氏京剧剧本创作极高的评价：“他所编写的剧

本，就不仅要求‘有益世道’，而且所写剧词，力求典雅清新，老妪能解，不落

旧套，既不堆砌繁芜，又无俚言鄙俗之病，同时注意人物的不同身份，声口不一。”

①这对本文关于陈氏京剧创作理论的探讨极具借鉴意义。苏移的《京剧二百年概

                                                        
①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编：《中国京剧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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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①对陈墨香创编的剧本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对于本文了解陈墨香的著述

概况很有帮助。秦华生主编的《京剧流派艺术论》②对于京剧流派发展中文人与

艺人合作的创作模式的讨论，特别是《先有荀慧生，还是先有陈墨香？》中对于

陈荀谁为创作主体的讨论，以及其中透露出来的两人在剧作主张、审美观点的差

异，对本文的撰写深有启发。 

期刊方面，硕士学位论文《陈墨香剧作研究》③以陈墨香创编的京剧剧本为

研究对象，强调陈氏在中国近代京剧史上的“名编”地位。文章从陈墨香剧作的

创作背景、创作理念、经典剧作的写作技巧、剧作的艺术特色四个方面进行阐释，

较为全面地研究了陈墨香京剧创作的情况。唐雪莹的《民国戏曲史论》④，主要

从戏曲改良背景、京剧的改革、新剧种和地方戏的发展等方面概括民国戏曲的发

展情况，其中也涉及对陈墨香剧作理论的探讨。《陈墨香家传》⑤较为详细地介绍

了陈墨香的生平家世及品性为人，作者是陈墨香同时代人，资料较为详实可信。

刘迺崇的《记京剧作家陈墨香》⑥较为全面介绍了陈墨香的生平、剧作、作品的

艺术特色及成就，特别是较为规整地整理出陈氏创作的 50 个剧目，具有重要的

史料价值。陈嗣香《记先父陈墨香》⑦从“刻苦读书 精心学戏”、“笔耕不  毕

生编剧”、“诚笃待友 提携后进”、“俭朴一生 勤奋以终”等四个方面，对陈墨香

的一生进行总结，是研究陈墨香不可多得的资料。饶嵩乔的《京剧名编陈墨香》

⑧对陈墨香的演戏、编剧生涯进行介绍。徐凌云在《荀慧生和陈墨香》⑨一文中，

重点介绍陈墨香和荀慧生合作时期的情况。陈恬的《<梨园外史>：请君更看戏

中戏》⑩从京剧学角度肯定了陈墨香《梨园外史》资料价值；师予的《关于<梨园

外史>和陈墨香》主要考证《梨园外史》的版本及主要作者，并客观地评价其良

                                                        
① 苏移：《京剧二百年概观》，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年版． 

② 秦华生主编：《京剧流派艺术论》，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年版． 

③ 赵曦：《陈墨香剧作研究》，人民大学硕士论文，2012 年版． 

④ 唐雪莹：《民国戏曲史论》，中山大学硕士论文，2005 年版． 

⑤ 傅岳棻：《陳墨香家傳》，《三六九画报》，1942 年第 15 卷 6期． 

⑥ 刘迺崇：《记京剧作家陈墨香》，见田汉主编：《戏剧论丛 第 1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 年版． 

⑦ 陈嗣香：《记先父陈墨香》，《文史资料选编 第三十一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 年版． 

⑧ 饶嵩乔：《京剧名编陈墨香》，《湖北档案》，2008 年第 4 期． 

⑨ 徐凌云：《荀慧生和陈墨香》，《长江戏剧》，1984 年第 4 期． 

⑩ 陈恬：《<梨园外史>：请君更看戏中戏》，《中国京剧》，2009 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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窳；么书仪的《晚清关公戏的演出与伶人的关公崇拜》认为陈墨香的《梨园外史》

“涉及对米喜子与关公戏的描述，可以说是集当时口头传说之大成。”①这些都对

本文关于《梨园外史》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王琳在《论荀慧生<红楼梦>戏》②

一文中，将陈墨香为荀慧生改编的《红楼二尤》、《晴雯》与梅兰芳、欧阳予倩等

人的红楼戏相较，肯定了陈氏的编剧水平。顾全毅在《文人京剧创作与“角儿”

演剧风格创建的合力与难题——以齐如山、罗癭公为例》③一文中，探讨民国时

期文人在与艺人合作创编时面临的困难：雅与俗、文学与市场抉择的痛苦，其中

亦涉及陈墨香与荀慧生合作关系的探讨，较有启发性。顾全毅在《陈墨香京剧创

作叙论》
④
中，对陈墨香剧本创作的情况进行详细缕析，客观评价陈墨香在京剧

领域的独特贡献。周茜《清文化遗民与京剧》⑤一文，将陈墨香放置于晚清文化

遗民的群体中加以考察，并指出陈墨香“隐于伶官”、“有托而逃”的京剧创作姿

态，对本文的撰写极具启发意义。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以陈墨香的京剧评论和研究著述为对象，从生平与著述、京剧学理论以

及京剧学研究三个方面展 ，通过对陈墨香京剧学著述的全面梳理，探寻陈氏在

京剧学领域的艺术理论和审美追求，从而观照他的京剧学理论和京剧学研究在京

剧史上的地位。 

作为一项总结性和阐发性研究，本文将分为三个步骤进行研究：首先进行资

料的收集与整理。除《梨园外史》外，陈氏的著述皆是发表在民国各大报刊之上。

这方面，上海图书馆新近整理的《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为本

文资料收集提供很大的便利。部分不见于《数据库》的资料，主要在南京图书馆

和上海图书馆查阅加以补充。总体而言，陈氏的著述散见于民国各大报刊，又因

为陈氏多次更换笔名，给资料收集带来一定的困难。其次，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

                                                        
① 么书仪：《晚清关公戏的演出与伶人的关公崇拜》，《戏曲研究》，2003 年第 1期． 

② 王琳：《论荀慧生<红楼梦>戏》，《艺术百家》，2006 年第 2期． 

③ 顾全毅：《文人京剧创作与“角儿”演剧风格创建的合力与难题——以齐如山、罗癭公为例》，《中国戏曲

学院学报》，2011 年第 32 卷第 3期． 

④ 顾全毅：《陈墨香京剧创作叙论》，《戏曲艺术》，2015 年第 3期． 

⑤ 周茜：《清文化遗民与京剧》，《文艺研究》，2015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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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和分类，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系统的分析、归纳和比较。 后，全面勾稽陈

氏从事京剧的历程，进一步探讨陈墨香的戏曲批评和京剧评论中所蕴含的思想主

张和美学追求，以此观照陈氏京剧学活动对京剧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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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陈墨香的生平与著述 

陈墨香出身官绅世家，身历封建王朝末期与民国时代。在这一文化转型时期，

陈氏以传统学识投身京剧创编和剧评工作，在京剧这一传统文艺样式中安身立

命，以剧自隐，甘于平淡。戏曲艺术，对于陈墨香来说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其

托寓心境之道。 

第一节 生平述略 

一、家世生平 

陈墨香（1884-1942），本名辂，字敬余，号墨香，以号行世，湖北安陆人。

安陆陈氏为汉朝颍川太丘长陈实世系，世代祖居黄州麻城，后避乱迁居安陆。陈

氏宗族治家谨严，家法以孝义为原则，有宋一代曾被旌表为江州义门。清雍正时

期，五十世祖陈朝选（字先仪，以字行）以商贾起家，为后世子孙跻身公卿之列

奠定了经济基础。自陈朝选之子维藩“始严督子弟勤攻经史”①，试图完成商户

到士族的身份转变。此后，安陆陈氏以科举起家，以道光、咸丰两朝为例，取得

功名者有进士陈庭锡（道光壬午科）、陈庭材（道光壬辰科）、陈庭吉（道光壬辰

科）、举人陈庭弼（道光乙酉科）、陈学泰（道光丁酉科）、陈学洛（道光庚子恩

科），陈宽济（咸丰壬子科）等人。民国时期，陈墨香侄子陈宧先后在袁世凯、

黎元洪等人为主的政治集团中充当“智囊”，显赫一时。可见，陈氏宗族不乏政

治场上的佼佼者。优渥的物质条件以及谨严的家学风尚，为陈氏家族跻身公卿阶

层奠定了经济和社会基础。 

陈墨香父亲陈学棻为同光两朝显宦。陈学棻（1837-1900），字子韬，一字桂

生，同治壬戊（1862）进士，复经朝考，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先后出任江西、福

建、山东、浙江学政，后官至工部尚书。陈父好学嗜读，酷研阳明心学，对儒学

甚为推崇，善治科举之学，著有《敬乐斋读苑》。陈学棻以传统儒士自处，其思

想偏向保守一端，是晚清朝廷保守派的主要成员。1898 年 6 月，光绪帝发动戊

                                                        
① 陈墨香：《陈氏野乘》，《三六九画报》，1941 年第 7 卷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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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变法，科举考试改八股文为策论。与当时保守派极力阻扰变法一样，时为浙江

省学政的陈学棻亦上疏光绪，并以“自制义取士以来，父师以是教，子弟以是率，

一旦猝改，子弟无所师承，士心为之涣散”①，“改试策论，阅卷难艰，不如八股

之易” ②等理由力谏科举改制之不可取。可见陈学棻的政治立场以及思想主张。

陈墨香外家为山东历城毛鸿宾。毛鸿宾（1806-1868），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

历任江南道监察御使、礼部给事中、湖南巡抚等官职，曾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军与

捻军。这一家世背景，对陈墨香思想志趣的养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陈氏幼年受业于父亲，后拜师高熙喆、万萸生，所习书籍，除四书五经二十

四史之外，还有阳明性理之学。③这样的授学方式使陈墨香积累大量经史知识，

为其以后剧评及编剧打下深厚的古学基础。有趣的是，陈父思想保守，对陈墨香

督学甚严，但对于观剧一道却颇为提倡。良好的经济条件以及父辈对观剧的喜好

提倡，陈氏幼时即频繁出入戏场。1887 年到 1889 年，陈学棻官任福建省学政，

陈墨香随父出京。时福建庙宇甚多，“神戏”演出活动频繁。幼年的陈墨香常被

家仆抱去看戏，看戏的兴趣就是从那时 始培养起来的。1889 年，陈氏随父亲

回京，北京浓郁的演剧风气，使他更有机会接近戏曲，陈墨香逐渐摸清了看戏的

门道，并 始阅读《三国演义》等说部书籍。值得一提的是，约于 1896 年，陈

氏首次观看王瑶卿演出，并为王氏的表演技艺所折服，为他以后走票多演旦脚戏

以及编写旦脚戏剧本埋下了伏笔。从 1884 年到 1900 年，陈氏的生活主要是由读

书和观剧两部分组成。严格、刻板的传统家塾教育构成陈氏早年生活的主体，观

剧成为其放浪形骸、调节生活的唯一途径。在这一阶段陈氏对京剧产生了极大的

兴趣，并积累了丰富的观剧经验。 

1900 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庚子之变打破了陈墨香读

书、观剧的平静生活。慈禧携光绪帝匆忙西逃，陈学棻亦仓皇出关，随后在潼关

病逝。陈墨香扶榇归里，避居安陆两年。1902 年，陈墨香回京，寄居于岳父万

萸生家中，次年接受朝廷荫官，分在工部屯田司。1907 年，陈墨香被调入度支

部漕仓司。陈墨香“官兴本不甚浓”，而陈学棻之死更是让他看到了宦海沉浮的

                                                        
① 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 473

页． 

② 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1981 年版，第 112 页． 

③ 陈墨香：《长篇实事小说：活人大戏》，《三六九画报》，1941 年第 7 卷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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