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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愈来愈明晰了评弹研究是一个关涉明清以来江南社会各个阶

层、多个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课题，单纯从文学或者曲艺角度出发的研究，难以全面观察评弹与社会

发展的密切互动关系，亦难以绘出评弹历史发展的全景图。故而，近十多年来，在既往史料收集、

整理的成果基础上，评弹研究的学科领域从文学、曲艺延伸到了历史、传播等，进一步开阔了评弹

研究的视域与空间，同时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拓展了评弹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呈现出

良好的发展态势，为探索保护、传承苏州评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理论依据。

潘讯的《论周良的苏州评弹研究》，对周良先生在搜集、整理评弹史料和书目资料，探索评弹

的艺术特征以及撰写苏州评弹史方面所做的筚路蓝缕的工作和取得的卓越成就进行了整体回顾，资

料详实，令人信服。周良先生的史料整理工作，为学界探索评弹艺术的规律和特征提供了可能，更

为近来评弹研究学科领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居功至伟。在史料收集的基础上，周良先生构建了“苏

州评弹历史发展论以及艺术本体论”，搭建了评弹研究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这在评弹发展史上是

重要的一笔。不止于此，周良先生还对保护、传承苏州评弹艺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对策。

对周良先生苏州评弹研究历史与成果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评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韩秀丽的《苏州光裕公所创办裕才初等小学堂始末》一文，通过分析说书业光裕公所创办小学

堂的背景、创办过程以及影响等指出，裕才初等小学堂是在清政府实行新政、鼓励民间办学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在推广教育、培养人才方面功不可没，光裕公所也借此提高了社会声誉、扩大了社

会影响，显示了社会与国家政策之间的互动达成的“双赢”。本文选题聚焦于说书业公所的社会责

任担当，史料引用丰富，论述较为严谨，是对评弹研究的又一拓展。

周巍的《社群角色的多样书写：民国以来苏州评弹书场生活经验的文学再现》指出，不同社会

群体的书场生活经文学创作和再现后，体现出“真实”与“虚构”并存的特点：虚构的男女说书形象，

既可以是战争叙事下的时代隐喻，又可以是围绕身体书写的欲望体现；真实的书场生活帮助江南地

区的儿童完成了社会化最初的过程。这一研究视角的开掘，丰富和推进了苏州评弹研究，极有意义。

苏州评弹包含了苏州评话与苏州弹词，长期以来，人们多关注、研究评话男艺人，解军、寇宝

银的《女说书：近代苏州评话艺人的性别分野》则关注了苏州评话女艺人这一“弱小”群体。文章

史料涉及著述、报刊、访谈口述、档案等，丰富而严谨。系统梳理女评话的代表人物之后，在与男

评话的对比中，分析总结女评话的特点，对女评话的行业和社会处境予以理解与同情，并给予恰当

的评价。文章选题新颖，学术性强。

本期所刊四篇文章作者皆为青年学者，他们正是周良先生殷殷期待的评弹研究专业队伍构成的

中坚力量，显示了未来评弹研究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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