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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菲 著

思想史視野下的焦循戲劇觀念研究



提    要

揚州學派的中堅人物焦循在治經之外嘗試戲劇研究，帶著儒學的思想關懷和治學方法，探

索通俗文學文化觀念，在思想史和戲劇史上都極具研究價值。焦循的戲劇研究不僅僅反映了他

致力於彌合儒家理念世界與日常生活倫理的分裂的意圖，也體現了對傳統通俗文學藝術觀念的

繼承與新變。

面對此一時期儒學思想「經世致用」的焦慮，焦循在思想層面上關注民間的「移風易俗」，

成為他從事代表通俗文化形式的戲劇研究的內在動力。同時，作為清朝中葉的經濟文化中心，

揚州地區的戲劇活動和治學風格為戲劇進入焦循的視野提供了可能。焦循在其「文學一代有一

代之所勝」的文體嬗變觀念中確立了「性情」是一種文學文體作為時代代表的標準，並指出需

要注重文體的「本色」和「因變」，這形成了焦循的「性靈」觀念。焦循對戲劇虛實觀念的考

察，不僅僅是戲劇史或文學史的範疇內部的討論，還將戲劇作為社會事件、知識形式和敘事語

言，多角度地討論縫合語言表達形式與歷史日常經驗裂隙的方法。焦循的戲劇教化觀念同時注

重「理」和「情」，表達了他的戲劇觀念向經學思想靠攏的傾向。焦循的戲劇雅俗觀念主要表

現為在「花雅之爭」中重視花部戲劇，主張確立「曲文俚質」的文辭觀念，為文學傳統中「雅」

的觀念注入了新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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