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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戏台的出现与中国古老的戏曲文化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戏曲从最初的

择平地而演出，逐渐发展到在居家厅堂、庙宇前搭台表演。随着社会经济的

进步，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才逐步出现了专门为演出而建造的建筑

物———戏台。中国戏曲是从汉代的“百戏”发展起来，当时汉武帝设置了

“乐府”官署，但从那时起至以后的一千年来，戏曲的演出主要还是在街巷、

谷场等露天场所进行，即使是宫廷或者官宦人家也只是在厅堂、庭院内辟出

一个空间较大的场地来表演。据国内建筑专家的考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戏

台建筑形式，大约出现在宋金时期。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

录》，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貌的著作，其中卷六 《元宵》

提到“乐人作乐杂戏……用枋木垒成露台一所，彩结栏槛……万姓皆在露台

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可见当时已开始有固定的演出设施了，且设

施装扮得较为华丽。

大规模的戏台建筑出现是在明清时期。明代大画家仇英的画作中出现了

观众围在戏台前欣赏演出的场景。清代的乾隆皇帝是出了名的戏迷，他在皇

宫修建了豪华的戏台。皇帝的喜好也推动了全国的戏曲发展，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清代在全国各州、府、县均建有戏台，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村村建戏台

的盛况。宫廷画家徐扬绘制的十二卷《乾隆南巡图》描绘了乾隆下江南的盛

景，画作中有不少戏台，其建筑形式已与现在看到的古戏台基本一样。

广西何时开始建造戏台已无考证，戏台应是随多种戏曲落户广西而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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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桂剧约发端于明代中叶，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徽剧、汉剧、湘剧、祁

剧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末清初其就已成为广西的主要地方剧种。彩调起源

于桂北地区，壮剧流行于广西的西部和云南省东部一带，盛行于清中晚期。

粤剧源自南戏，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在广东、广西出现，在广西东部、南部

地区最受百姓喜欢。地方戏曲的繁荣，加快了戏台的建设，而戏台也开始讲

究装饰效果。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武庙，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一年 （1603

年），其戏台较为独特，在建造时充分考虑了声学方面的原理。台基前有

《渭水访贤》、《魁星点斗》、《三顾茅庐》等石刻浮雕。位于广西钟山县公

安镇大田村的大田戏台，建于清光绪四年 （1878年），台基上有龙凤狮虎、

八仙花草等浮雕，台上有精纹木雕、双重飞檐和二龙戏珠脊饰，整座戏台庄

重古朴，极富地方民族特色。

广西进行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以古戏台单项登记的共有 30多座，

还有部分作为古建筑群未单独列出，估计数量也在 50 ~60座。现存的戏台绝

大部分建于清代至民国，历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许多古戏台建筑残损状

况较严重。20世纪 90年代起，广西文物保护研究设计中心、广西文物保护

与考古研究所（原广西文物工作队） 陆续实施了部分古戏台的保护工程，但

以单座古戏台立项的修缮工程很少，可见保护工作仍然艰巨。

本书收录了广西古戏台修缮工程的勘察设计方案、施工设计方案和竣工

报告共 15 项，还特别收录了广西文物保护研究设计中心设计的广东佛山祖

庙万福台修缮设计方案。万福台建于清初，是岭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古戏台

之一。《佛山祖庙维修设计方案》获 2005年全国十佳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

计方案。2010年，包括万福台、大殿、三门等的佛山祖庙修缮工程获年度全

国十大文物保护工程奖。2014年，该修缮工程被评为首届全国十佳文物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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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本书中介绍的工程项目有的已完工，有的还在施工中。此书的出版，是

对近 10年来广西古戏台修缮工作的总结，为今后做好文物保护工程积累经

验，也为相关文博机构、古建筑学爱好者提供一些技术资料。同时我们期待

有更多关于广西古戏台建筑的学术研究专著早日面世。

谢日万
2015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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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殷庙戏台修缮工程

马殷庙位于湘、桂、粤三省（区） 交界的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福溪

村。马殷（852—930年），字霸图，汉族，五代许州鄢陵（今河南鄢陵） 人，

五代十国时期楚国第一代君主。楚国领地包括今湖南全境和广西东北部等地

（即今贺州、桂林一带），共立国 59年。因马殷任楚王时曾率兵讨平富川一

带土匪，并在当地驻兵保境安民，使富川一带的瑶族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深

得当地瑶族人民爱戴。南唐灭楚后，施暴政，瑶族人民更加怀念马王，故立

庙祭祀。

马殷庙由两座庙和一座风雨桥组成。一座庙供奉马殷任都督时的武官，

称马楚都督庙；另一座庙供奉马殷称王时的文官相，称马楚大王庙。两座庙

各设戏台一座。据庙碑记载，宋代已立有一小庙。明洪武二十五年 （1392

年），废小庙，立马楚大王庙。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修建马楚都督庙，

历经 86年，至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 正式落成。因两庙之间被福溪水分

隔，为方便村民往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众信士捐资在两庙之间

搭建了一座钟灵风雨桥。历年的元宵节和中秋节都举行祭祀马王庙会活动，

富川油沐、朝东和湖南桃川一带的群众都前来参加，祭祀马大王。在祭祀的

同时，还举行砍牛、演戏、对歌等各样民俗活动，是桂北、湘南一带瑶族群

众的一个重大节日活动。

马殷庙 1993年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被列为自治区级文物

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马殷庙戏台修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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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古戏台修缮工程选集

马楚都督庙戏台维修

马楚都督庙由大殿和面阔一间进深二间单檐歇山顶的戏台组成。大殿为

5座单体组成一座平面布局为“凹”形的较大建筑，殿内百柱林立，又称为

“百柱庙”。屋面小青瓦悬山顶，屋脊为垒瓦脊，脊端为卷云形饰。檐口瓦垅

灰堵头，这种屋顶形式是瑶族明清民居常见的形式。稍间天井部分和外檐吊

柱做法是瑶族地区传统建筑手法，主殿木构的柱、梁、枋饰马王故事彩画、

卷云，有明显的民族特色。主殿梁架瓜柱下置的卷草驼峰、莲瓣平盘斗、卷

草雀替、云纹卷草梁头等都具有南方古建筑地方特色。前、后两殿的仰覆莲

瓣柱础，柱头卷杀，月形梁、枋，掐瓣驼峰等构件都保留较浓郁的宋式建筑

风格，是南方瑶族地区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构件带有较多宋

式风格的木结构古建筑。

戏台为面阔一间进深二间穿斗式梁架单檐歇山顶小青瓦屋面的砖木结构

建筑，横跨在福溪支流上。戏台平面为长方形，面积约 61平方米，高 6.2

米，前部舞台开敞式，后台为厢房，是演戏时演员化妆、休息的场所。

2002年，广西文物工作队（今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 承担了马楚

都督庙大殿及戏台的修缮设计，并对戏台进行了保养维修。

勘察设计：谢日万 黄槐武

项目主持：谢日万

马楚大王庙戏台维修

马楚大王庙位于福溪村北面，原由正殿、戏台、凉亭和两廊组成，今凉

亭、两廊均已被毁，仅存正殿和戏台。正殿坐西北朝东南，由主殿和附殿构

成。附殿在主殿东侧，并与主殿紧邻，用砖墙分隔，平面呈长方形。主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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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五间，统面阔 16.68米，进深三间，统进深 9.3米，建筑面积约 155.12平

方米；附殿面阔三间，统面阔 10.94米，进深三间，统进深 9.3米，建筑面

积约 101.74平方米。屋顶为硬山顶，小青瓦屋面，檐口白灰堵头。两座建筑

共有六榀梁架，梁架为穿斗结构，柱梁枋饰人物故事、云纹、花草题材的民

间彩画，梁、枋制成月梁形，梁枋头、驼峰、平盘斗、雀替等构件都雕刻成

卷草、莲瓣、卷云等形式。

戏台坐东南朝西北，位于马楚大王庙正殿东南向 30米处，平面为正方

形，面阔三间，统面阔 7.19 米，进深三间，统进深 7.82 米，建筑面积约

56.23平方米。戏台砖石台基高 1.3米，前台空间开放，后台为厢房，是演员

化妆、休息的场所。屋顶为歇山屋顶，小青瓦合瓦屋面，檐口白灰堵头，梁

架为穿斗结构做法。

勘察情况：戏台正脊附近屋面大面积坍塌，正脊严重缺损，缺损达

80％；其余屋面大部分小青瓦碎裂，屋面漏雨严重；封檐板缺失或腐朽，椽

子、檩条、梁架等木构件腐朽严重；前台地面木板大部分损坏；内墙面抹灰

大面积脱落；南墙角因被车撞击，导致墙体局部外鼓、后檐墙墙体开裂等。

在 20世纪 70年代维修时，曾将柱子、梁架、檩条等更换，但檩条和椽子规

格偏小。

2012年 10月，广西文物保护研究设计中心承担了马楚大王庙的维修工程，对

戏台进行了揭顶卸瓦维修，更换碎裂、风化的瓦件，更换量约为 80％，修复小青

瓦合瓦屋面，修复正脊，维修叠瓦脊揭瓦，重新制作安装封檐板，重新制作并更换

梁架、檩条等，拆砌外鼓、开裂墙体，修复缺失的墙体，更换木楼板中严重腐朽、

缺失的木承重、楞木等。工程于2013年 1月完工。

勘察设计：覃 华 张学全 张相礼 黄德斌 廖 迪

施工管理：阮 亮

项目主持：陆 卫 周文安

马殷庙戏台修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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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古戏台修缮工程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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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楚大王庙戏台正剖面图（单位：毫米）

马楚大王庙戏台正立面图（单位：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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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古戏台修缮工程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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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楚大王庙戏台前台残损严重

马楚大王庙戏台维修前

马殷庙戏台修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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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古戏台修缮工程选集

马楚都督庙戏台

马楚大王庙戏台维修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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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戏台修缮工程

钟山县位于广西东北部，距贺州市 28千米。大田戏台位于钟山县公安

镇大田村，因村而得名。本地百姓大都会讲广西桂柳官话，对以桂柳官话语

言为表现形式的桂剧、彩调剧情有独钟。在戏剧盛行的清代，各村从搭台唱

戏发展为建永久戏台唱戏，因而形成了钟山县内人口较集中的乡、村都建有

戏台的现象。由于经济条件差异，加上相互攀比，所建的戏台有单檐，也有

重檐，形式虽大同小异，但在用料和工艺上却有所不同。大田戏台是广西戏

剧舞台发展比较成熟时期所建，是钟山县乃至广西现存较为精致的一座古戏

台。

据大田戏台碑记载，原戏台早已有之，但何时兴废却无可考证，目前所

存戏台为清光绪四年（1878年） 重建。1981年，该戏台被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钟山县乡村节日较多，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独立的节日庙会。庙会一般安

排在农闲的正月和农历八至十月，演戏是各村节日庙会的主要活动。部分戏

台建于市井，但大多数则建于各村祖庙或多村同族共建的祖庙前，既娱神也

娱人。大田戏台是建在大田村南水口祠祖庙前的一座戏台，与水口祠祖庙相

对。戏台总体平面呈“凸”字形，坐西朝东，为砖、石、木结构，通高近 10

米，分前台、后台，前台面阔 6.37米、深 5.5米，后台宽 10.12米、深 3.6

米。须弥座台基高 1.8米，全用大青石雕凿，成形后镶嵌其中，正面中部浮

雕八仙、寿星，花卉做基，上浮凿双龙护栏，雕刻精细，栩栩如生；南面则

镌清光绪四年（1878年） 加修戏台的碑记 6通，字体方正工整。台上八柱梁

大田戏台修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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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架，八角藻井复顶，前台与后台之间隔屏饰山川楼阁、彩凤仙鹤、牧童樵

夫木雕，构图和谐，工艺精湛。台顶设重檐，檐角飞翘；后台顶两侧设

“山”字形风火山墙，屋脊中设宝葫芦与鳌鱼作顶，两头设吻兽扶角。整座

戏台有青石、青砖、青瓦，雕工精美圆润，造形古朴典雅，正如其碑所述：

“凿八仙而贺寿，塑二龙以戏珠，左右如立天柱，上下严似云牙，或作两凤

以扶角，或描双狮以呈瑞，精湛悦目，雅足人。”该戏台除雕饰精美外，构

造亦符合力学、声学原理。整座戏台石构架、木构架完全以卯榫咬合而成，

不用一钉一浆。戏台四周古树修竹环抱，清溪环绕，景色十分幽雅别致。

2008年 5~9月，广西文物保护研究设计中心承担了大田戏台的维修工

程。根据勘察测绘及文物本体残损情况，主要维修项目如下：一是屋面揭顶

维修，更换已风化酥碱、缺角断裂、变形拱翘的瓦件，对已经朽损不能使用

的檩、梁、穿、瓜柱等屋面木构件给予更换，修复、加固屋脊，原状保留正

脊刹和陶塑鳌鱼，修复腐朽损坏的封檐板；二是对基础及墙体进行维修，清

理污损的墙面，维修被拆的墙体和墙角部分风化酥碱的青砖，保持原有基础

及台基；三是修复楼地面，对已腐朽或严重磨损朽坏的木楼楞、木楼板按原

貌修复；四是修复部分损坏的门窗及藻井天花，对木构件进行防虫、防腐处

理及重刷油漆。

勘察设计：卢孟永 张进德 黄 拓

施工管理：周文安

项目主持：张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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