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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可以见于!理想国"开篇的
智者#正义即强者的利益$的主
张%或 !高尔吉亚 "中卡利克勒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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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强者应当统
治的论调( 柏拉图!会饮篇"提
出的)亚西比德问题$% 则完全
贯穿于修昔底德的西西里远征
前后(可以说%对比讨论修昔底
德与柏拉图% 总是开启无限的
思想空间(

事实上% 对比讨论柏拉图
与修昔底德% 常见于许多政治
哲学著作% 这里权且列举格雷
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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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政治
理论***修昔底德与柏拉图所
呈 现 的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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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底德以极为现实的笔调呈现
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准确说呈现
了处于希腊史上最重大战争中
的雅典与雅典人, 相比之下%柏
拉图几乎只经历过这一时代的
尾声%但令人惊异的是%柏拉图
对话几乎只是对自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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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
经历的雅典的-回忆.%这在时间

范围上就与修昔底德高度重合+

格雷纳这部书即从二人两种不
同纬度入手%去呈现那个曾经的
雅典% 那个最为政治的政治世
界%从中考察人之为人/人与政
治的问题%极富启发意义(

近代而言% 首先引人注目
的是霍布斯与修昔底德( 霍布
斯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英
译本前有一个著名的 #致读
者.%当中他举修昔底德为历史
写作的最好代表% 正如荷马之
于史诗%亚里士多德之于哲学%

德谟斯提尼之于演讲, 并且重
述修昔底德认为% 历史之教就
在于取知识于过去% 持审慎于
当下%有远见于未来,当然还有
如前文讨论写作方式时所说 %

霍布斯首先指出修昔底德史书
是一种#现场教育.( 最深的影
响痕迹 %则莫过于 !利维坦 "中
说% 一切人反对一切的战争源
于0利益竞争/安全恐惧与荣誉
追求***这三种原因的列举直
接借于修昔底德的书( 对于霍
布斯与修昔底德的思想关系 %

我们可以很好地参考列奥施特
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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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版'%尤其-第六章 历史.(

关于马基雅维利与修昔底
德%素来令人怀疑二者更有直接
关联% 因为观感上二者太相近
了%现已有学者考察证明%马基
雅维利关于历史的观念受惠于
修昔底德%并有直接的文本承袭
可以为证(但%虽然如此%二者却
不能等同%同为-现实主义.却有
重要的差别%这方面就笔者所见
有两篇论文值得推荐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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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多
种样态***修昔底德与马基雅
维 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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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之于马
基 雅 维 利 与 修 昔 底 德 的 差
异***修昔底德的传统德性与
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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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与结语

以上分门别派式的文献举
要%好处是快速了解大致门径%

坏处是易陷于某种学派 -家
法.%使用者还当以博通为要(

另外%举要就难免遗漏%笔
者必定也有武断( 作为小小补
救% 最后不妨再加几种研究手
册或综述式文集% 以有助于通
览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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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两本文集% 选编相应时
期的优秀论文 0 赫 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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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研究之路第九十八
辑 0 修 昔 底 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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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合编的 !布里尔研究指
南***修 昔 底 德 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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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合编的 !研

究手册***后世对修昔底德
的 接 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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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人
合编!牛津研究手册***修昔底
德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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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有数
种%兹不尽举+

这篇小文%虽为区区举要%

零敲碎打竟也耗费多日% 除却
愚钝不计% 也想借此大致清理
所知文献% 或于同行者不无助
益+其中错漏当所难免%尚求方
家斧正+

通读修昔底德委实不易 %

深入研究则更为繁难% 但努力
之后的收获必定是巨大的 %霍
布斯推修昔底德为史学第一
人%后世史家巨擘如麦考莱/兰
克等人更是异口同声% 认为两
千年之下没有第二人% 更何况
修昔底德兼具卓越国际政治眼
光%与深刻政治哲学洞见%能契
合于任何重要国际政治时代尤
其当今时代%如果竟然错过%还
有什么更大的遗憾呢3 !作者为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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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戏剧文化从审美趣味!观演空间到传播媒介都呈现出与市民阶层的密切关联"经历了从社
交到教化的功能转型# 上海市民戏剧文化公共空间的建构既是适应环境的结果"更是近代戏剧艺术
自觉和文化自醒的表征$

社交与教化!

曾澜

近代上海戏剧文化是随着
移民群体的大量涌入和上海娱
乐空间的商业化建构而迅速丰
富和繁荣起来的+晚清以来%南
北各地的众多剧种和戏剧表演
人才纷纷涌入上海% 上海剧坛
囊括了昆曲/京剧/越剧/淮剧/

粤剧/绍剧/锡剧/扬剧%以及评
弹/滑稽等等十几个剧种%各剧
种之间既相互竞争% 呈现出不
同的唱腔流派和表现形态 %又
兼收并蓄/融合创新%形成独特
的海派特征+ 戏曲活跃的同时
也带来观演场所的兴盛%#京剧
风行%茶园斯盛.!海上漱石生#

$上海戏园变迁志 %& $戏剧月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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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京剧入
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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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海正式的营业
性戏园有

=AT

家%造就了#大小
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

!溪养浩主人 #$戏园竹枝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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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剧
坛盛况+ 上海成为近现代戏曲
活动在南方的中心%有#梨园之
盛% 甲于天下.!黄式权#$淞南

梦影录 %&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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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文化在近代上海的中
心地位不仅表现在戏剧演出市
场的活跃% 更体现在戏剧文化
空间的市民化转型% 这种转型
以戏剧功能从社交到教化的转
变为显著表征+

戏剧审美趣味的

转向

近代上海市民这一阶层的
崛起亦是上海戏剧审美情趣由
雅趋俗的过程+ 清代上海盛行
昆曲 %#沪上昔日盛行昆曲 %大
章/大雅/鸿福/集秀尤为著名+

鸿福班中之荣桂/ 集秀班中之
三多%俱称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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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漫录 %&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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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昆曲是文
人雅趣的典范 + 清末民初 %市
民逐渐代替文人士大夫成为近
代上海戏剧文化消费的主体 %

热闹喧嚣 /喜乐快感 /滑稽夸
张式的娱乐偏好使得他们对
昆曲精微细腻的水磨调 /风雅
绮丽的文辞以及 #雅致 .的美
学取向敬而远之+ 代表文人士

大夫趣味的昆曲与市民趣味渐
行渐远% 在上海剧坛越来越被
边缘化% 不再受到近代戏剧市
场的青睐+

与昆曲没落相反的% 则是
京剧在上海梨园中的盛世辉
煌+同治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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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正式
南下上海% 在英籍华人罗逸卿
建造的 #满庭芳. 戏园登台演
出% 得到了上海市民的极大青
睐+ 据姚民哀!南北梨园略史"

记载 %沪人初见 %趋之若狂 %多
以看京剧为时尚 + 至光绪初
年 %京剧已成为上海最具影响
力 /观众最多的剧种 + 为京剧
专设的戏园/ 茶园等娱乐空间
也竞相开放% 戏曲从宫廷和达
官贵人的私宅迅速走向了普通
的市民大众+此后%京剧取代了
昆曲% 成为上海剧坛转型的方
向标+

京剧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剧
坛独领风骚% 是因为京剧出自
民间% 继承的是中国民间文化
传统% 更能适应清末民初戏剧
舞台大众化/ 通俗化的趣味需
求+相较于昆曲#语言曲调与今
异.%#使人生厌.% 皮黄和梆子

这些剧种#人皆能知之%故遂意
感人 .!陈去病 # $论戏剧之有

益 %& 载 $二十世纪大舞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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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的唱词运用了民间叙事文
学的文体% 并辅之以相匹配的
板腔体及伴奏乐器% 营造出豪
放而热烈的气氛% 造成文场刚
烈/武场喧闹的演唱场景+在形
式上% 京剧凸显曲折离奇的情
节% 并配以极尽奇幻巧妙的机
关布景%追求时尚新潮的戏装,

内容上则配合近代戏剧改良运
动%编演时装京剧%将市民命运
和时事生活编入剧目%如!宋教
仁遇刺"!枪毙阎瑞生"等+这些
改良使得京剧呈现出浓厚的市
民气息% 迎合了当时上海戏剧
消费市场追新求异/ 戏剧场面
景观化的市民审美趋向+ 一些
比京剧更具草根性的地方剧种
如沪剧/淮剧等纷纷效仿京剧%

迎合这股市民化的审美风向 %

逐渐在上海站稳脚跟% 成为民
国时期上海戏剧文化的重要构
成部分+ 昆曲的式微和以京剧
为代表的地方剧种的梨园盛
世% 意味着近代以来文人士大

夫美学趣味一统天下的文化秩
序的解体% 而以京剧为代表的
地方剧种渐次开始了向市民文
化身份的转型+

"新舞台 #! 从社交

到教化

戏剧改良运动推展了上海
戏剧文化空间的功能转型 %下
面以新式剧场和戏剧报刊二例
简要介绍+

上海新式剧场出现之前 %

戏剧的观演空间主要是茶园 +

茶园由戏园更名而来% 其饮茶
看戏的观演模式沿袭了中国
#宴乐观剧.的传统习俗+ 茶园
内设有专门的三面观敞口式戏
台%虽与观众区相隔离%但观演
空间并没有明晰的边界+ 演唱
空间被观看空间三面包围 %不
仅戏台前方的廊柱阻碍了部分
观看者的视线 %而且观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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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与戏剧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