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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身的《新课程百科知识》进入学校
有两年多时间了，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给我们提
出了很多好想法和好建议，在这里我们要向所有关心本书的
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

社会在进步，知识在更新，观念在嬗变，我们的工作也不
能停下来。第一版《新课程百科知识》在知识结构设计和内容
的深度上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让学生朋友们更易于接受新观
念，更乐于学习新知识，我们根据读者的建议对其进行了适当
的删减和更新，删除了一部分专业性太强的篇章，对一些较深
的知识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再阐述，对一些过时的数据进行
了更新，浓缩成现在的《新课程百科知识》。

相信《新课程百科知识》第二版更合您的品味，我们期待
您关注的目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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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９９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简体字版的完成出版，宣告
“华文世界没有现代百科全书”的时代结束了。为了适应不同
读者的需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编写了
这套《新课程百科知识》。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针对青少年朋友精心编写的百科知
识书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新课程标准
全套书共５０册，涵盖了科技、艺术、文学、动植物、地球、

历史、地理等５０个方面内容，这些内容严格按照新课程标准
关于中学生学习的八大领域划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特意
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潜移默化到字里行间，是青少年朋友在
接受新知识的同时逐渐养成有效的学习习惯。

二、知识面广、趣味性强
本套书涵盖了中学阶段各学科的相关知识点，包括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为了使青少年朋友
能够在轻松与快乐中学习知识，编写者们采用讲故事、猜谜
语、讲笑话等多种形式对各知识点进行深刻透彻的阐释。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３０多位专家学者们艰险努力的结晶，
希望看到此书的小读者能像对待自己 的朋友一样好好珍视它，
钻研它，让《新课程百科知识》成为与你心灵相通的知己。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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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剧

京剧是在清光朝绪年间形成于北京（一说形成于道

光年间）的戏曲剧种。其前身为徽剧，通称皮簧戏，同治、

光绪两朝，最为盛行。

清朝道光年间，汉调进京，被二簧调吸收，形成徽汉

二腔合流。据《燕京岁时记》记载：“咸丰以前，最重昆腔

高腔……咸丰以后，专重二簧。”其中所提二簧，即指包括

西皮在内的皮簧戏。王梦生《梨园佳话》称：“徽调者，皮

簧是也。”可见在民国初年还有人把皮簧称作徽调。但严

格地说，二簧与皮簧两个名称应有区别：二簧只代表初期

的徽调，而皮簧则为包括西皮在内的新的徽调。至清末

民初，通称皮簧戏。

到光绪、宣统年间，北京皮簧班接踵去上海演出，因

京班所唱皮簧与同出一源、来自安徽的皮簧声腔不同，而

且更为悦耳动听，遂称为“京调”，以示区别。民国以后，



　　　　　　　　　　

２　　　　

?
戏
曲
百
花

上海梨园全部为京班所掌握，于是正式称京皮簧为“京

戏”。“京戏”一名，实创自上海，是后来才流传至北京

地区。

在这一过程中，同治、光绪年间皮簧班中改笛子为胡

琴，统一了伴奏乐器以后，陆续出现了一批著名演员。他

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善于吸取其他地方戏的各种优点，并

在艺术形式方面敢于进行革新尝试，形成了皮簧戏舞台

上争奇斗胜、百花齐放的局面，迅速促进了皮簧戏的发

展，终于形成一个崭新的剧种———京剧。近百年来，这个

剧种遍及全国，已成为中国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一

个剧种。一度称“平剧”，后来才改称京剧。

清朝初年，京师梨园最盛行曲种的是昆腔与京腔（源

出弋阳腔，简称弋腔，亦称高腔，传至北京的称京腔），到

了乾隆年间，这一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各种地方戏曲借着

为乾隆及皇太后祝寿之名，纷纷进京献艺。赵翼《詹曝杂

记》中提到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年）皇太后６０寿辰祝寿的

盛况，说：“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高梁桥，每数十步间一戏

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

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顾復眩。”又说：“后皇太后八

十万寿（乾隆三十六年）、皇上八十万寿（乾隆五十五年），

闻京师钜典繁盛，不减辛未（乾隆十六年）。”文中所说“南

腔北调”，当即指各种外来的地方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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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时戏曲剧种繁多，为了正名起见，从这时起，

戏曲开始分为“花”、“雅”两部。当时，京中花部以京腔为

最盛，王府大班皆演京腔。及至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
年），秦腔演员魏长生自四川入都，以《滚楼》一剧名动京

师，京腔大为减色，竟“使京腔旧本置之高阁”（《燕兰小

谱》）。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年），清朝统治者以魏长生的

表演有伤风化，一度禁止演出，秦腔受到压抑。随着乾隆

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扬州的三庆徽班入京，不久便吸收了

京秦二腔，京师梨园大部分为徽班所掌握。这是后来徽

班逐渐发展成为京剧的一个关键所在。

徽班并不是专唱徽调（即二簧调），而是指由安徽商

人投资组成的戏班而言。当时各地戏班进京，一是由于

乾隆自十六年（１７５１年）开始，曾六次南巡，在江南发现

有艺术精湛的昆腔演员，即命苏州织造选拔进宫，以备承

应；二是为了庆祝万寿盛典，组班进京祝贺。徽班进北

京，是属于后一种性质。它是扬州盐商江鹤亭（安徽籍）

为了庆祝高宗（乾隆）八旬寿辰，于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
年）秋组织进京的由高朗亭率领的第一个徽班，名“三

庆”。这个徽班在扬州时就以唱二簧调为主，并兼唱昆

腔、吹腔、四平调、拨子以及罗罗、梆子各种腔调，是个诸

腔并奏的戏班。

三庆班进京后，以其诸腔并奏和剧目内容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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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优势，很快就压倒秦腔。秦腔受此打击，使得有些演

员不得不脱离秦腔班而投入新兴的徽班以谋生计，结果

就形成徽、秦两腔合作的局面。其次，继三庆班接踵而来

的徽班有四喜、春台、和春各班，合三庆班世称“四大徽

班”。这一变化促使京师梨园面貌又迅速为之改观。道

光八年（１８２８年）张亨甫作的《金台残泪记》记述当时的

情况说：“京班旧多高腔（指京腔），自魏长生来，始变梆子

腔（指秦腔），尽为淫靡。然当时犹有保和文部专习昆曲，

今则梆子腔衰，昆曲且变为乱弹（指二簧调）矣。”

三庆徽班进京前，演出剧目虽有“花”“雅”之别，而演

员实早已花雅不分、昆乱兼演。据吴太初《燕兰小谱》记

昆曲演员四喜官，“幼习梨园……有玉峰梁豀丰度，虽兼

唱乱弹，涉妖妍而无恶习”。又记吴大保说：“本习昆曲，

与蜀伶彭万官同寓，因兼习乱弹。”都可说明乾隆中叶时，

昆曲演员为迎合观众，也已不能严格遵守“花”“雅”有别

的旧规与秦腔合作。这时，徽班不仅继续保持扬州时期

的诸腔并奏的传统演出，并且逐渐把北京秦腔的所有剧

目也陆续学了过来（《金台残泪记》）。从此，在北京素为

小市民喜爱的秦腔以及一向为宫廷和士大夫阶层所提倡

的昆曲，遂都为徽班所据有，从而出现了“嘉庆以还，梨园

子弟多皖人，吴儿渐少，蜀伶无知名者”的现象（《长安看

花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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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在当时流行的的腔调，缺乏文献资料可考。但

据《燕兰小谱》所记“蜀伶新出琴腔，即甘肃调，名西秦腔。

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为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话”，

以及《金台残泪记》根据吴太初所述，进一步说明“谓甘肃

调曰西皮调”的话，可知：乾隆末吴太初说甘肃有一种甘

肃调叫西秦腔，到了嘉庆八年张亨甫说这种甘肃调又名

西皮调，足证西皮调和秦腔原是一脉相承、同一系统的声

腔；甘肃调的伴奏乐器不用笙笛而用胡琴和月琴。从这

一方面来说，甘肃调的伴奏乐器和后来流行的秦腔、梆子

以及皮簧戏中的西皮调的伴奏乐器都完全相同。数十年

来已被戏曲界公认的西皮调源出甘肃一说，实即根据吴、

张两说而来，今粤剧亦称皮簧为梆簧，“梆”是梆子，亦即

秦腔。由此可知西皮调的前身就是秦腔。

徽班以唱二簧调为主，自从吸收了秦腔以后，除拥有

原有的昆腔、吹腔、四平调、拨子等腔调和剧目外，又新增

添了秦腔———亦即后来称为西皮调的腔调和剧目。徽班

的这种兼收并蓄，无所不包的特点，终于使秦腔难以与徽

班抗衡，而纷纷报散。从此，作为一个剧种代表的二簧调

便独尊剧坛，风行一时。这一形势一直发展到道光年间，

湖北演员王洪贵、李六、余三胜等入京，带来所谓“楚调”

之后，才又引起了一场新的变化，促成湖北的西皮调与安

徽的二簧调第二次合流，就形成了所谓的“皮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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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西皮与二簧两腔在北京演变的大致过程。至

于湖南、广西、江西、广东、四川、云南等地的皮簧戏（或称

“南北路”，南路指二簧，北路指西皮），据乾隆四十五年

（１７８０）广东琼花会馆所立《外江梨园会馆碑记》所载，在

１４个外江班中，就有文秀、上升、保和、翠庆、上明、百福、

春台、荣升等８个徽班之多，可见在乾隆五十五年三庆

徽班首次入京之前，南方的徽班早已将皮簧两腔结合在

一起，并且在江南地区流行一时。

关于西皮调和二簧调第二次合流的问题，京剧史研

究者根据《燕台鸿爪集》所记“京师尚楚调，乐工中如王洪

贵、李六，以善为新声称于时”一语，有认为楚调即今日之

汉调，由王、李二人带到北京，于是徽汉合流，发展成为皮

簧戏以及后来的京剧，故称之为“新声”的一说。

其实，早在清朝乾隆时吴太初的《燕兰小谱·咏四喜

官》诗中就已有“本是梁溪队里人，爱歌楚调一番新”之

句，《金台残泪记》也有“当时蜀伶而外，秦、楚、滇、黔、晋、

粤、燕、赵之色，萃于京师”的记载。所说“楚调”或“楚色”

实际并不是今天的汉调。以乾隆、嘉庆年间京师梨园所

演剧目为证，如《烤火下山》《锁云囊》《铁弓缘》《战宛城》

《杀四门》《截江夺斗》《玉堂春》等，在当时皆属秦腔的流

行剧目。到皮簧戏时期，则皆唱西皮调。可见流行于北

京的秦腔与由湖北传到北京的西皮调之间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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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见乾隆、嘉庆年间的徽秦结合与道光以后的皮簧结

合实出一源，只因其发展路线与流传地区不同———一在

湖北，一在北京，故腔调近似而又各有地方的特点。也正

因此，湖北的王洪贵、李六一到北京，便能立即加入徽班

与徽班演员同台演出，而不会产生太大的隔阂。

湖北地区的西皮调与北京的二簧调结合以后，经过

一段时间的发展，京师梨园又出现了一番新的气象，最显

著的是领班的主要演员的行当开始有了改变。自清初至

道光，无论昆腔、京腔、秦腔所演剧目，莫不是以旦角为

主。就花部戏曲而言，见于《燕兰小谱》的花部演员名下

所注的剧名，计有《烤火》《卖饽饽》《花鼓》《拐磨》《小寡妇

上坟》《浪子踢球》《王大娘补缸》《三英记》《缝胳膊》《龙蛇

阵》《樊梨花送枕》《倒厅门》《滚楼》《吉星台》《潘金莲葡萄

架》《打门吃醋》《狐狸思春》《别妻思春》《百花公主》《擂台

订姻》《看灯》《吊孝》《背娃子》《打灶王》等２４出，几乎无

一不是以做功为主的旦角戏。

而著名的徽班也是一样，第一个进京的三庆徽班就

是以名重一时的旦角高朗亭为其领班人。再从乾隆年间

刊刻的《缀白裘》中所载当时流行的花部剧目来看，也没

有一出不是以做功为主的旦角戏。及至道光后期，梨园

风气突然又起变化。据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都门纪

略》所列当时有名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嵩祝、新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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钰、大景和各班，其主要演员皆由旦角一变而为生脚，如

三庆班的程长庚，四喜班的张二奎，春台班的余三胜、李

六，和春班的王洪贵，嵩祝班的张汝林，新兴金钰班的薛

印轩，大景和班的梅东等，皆属当时闻名的老生演员，而

旦角则处于次要地位。由于角色的这一变化，演出剧目

随之亦改以老生为主，且都是唱功戏或唱做并重的戏，如

《文昭关》《让成都》《法门寺》《草船借箭》《四郎探母》《定

军山》《捉放曹》《碰碑》《琼林宴》《打金砖》《战樊城》《打渔

杀家》等，这些剧目至今大都还保留在京剧里。道光时所

以会发生这种变化，似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以来，清廷

三令五申禁演梆子乱弹，民间戏班为图生存不得不改变

剧目内容有一定的关系。

京师梨园经过这些变革，又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

道路。直至道光七年（１８２７年）又值内廷将原来的演剧

机构南府改为昇平署，把南府历朝民籍学生（即由民间选

入宫内演戏的演员）全数送返原籍；以后内廷演剧，概由

昇平署太监承应。当时民间徽班仍重乱弹，那些被撤退

的民籍学生，有不愿南返的，又纷纷搭入徽班以糊口（《金

台残泪记》）。各徽班得此一批学生，实力更为壮大。及

至咸丰年间，慈禧嫌宫廷所演的承应戏内容陈旧，缺乏新

意，借兰贵人被选入宫之机，并满足文宗对戏曲的爱好，

乃仿乾隆旧例，于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再一次挑选民间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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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入宫承应，庆祝万寿仍传三庆、四喜、双奎各班“伺候

戏”（即进宫演戏）。皮簧戏在民间发展和皇室的提倡下，

出现了名重一时的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三个杰出的表

演艺术家。

程长庚（１８１１—１８８０年）主工皮簧老生，兼擅昆曲。

道光后为三庆班首席老生，并掌管三庆班。长庚的唱，相

传声调绝高而宏亮，乱弹唱乙字，穿云裂石，余音绕梁，

“真有天风海涛，金钟大镛，莫能拟其所到之概”（《梨园旧

话》）。“登台一奏，响彻云霄；虽无花腔，而充耳餍心，必

人人如其意而去”（《梨园佳话》）。陈澹然《异伶传》记载

他演《昭关》一剧，有“长庚忽出为伍胥，冠剑雄豪，音节慷

慨，奇侠之气，千载若神。座客数百人，皆大惊起立，狂叫

动天”的誉词，可见他艺术造诣的高深。根据前人论述，

程长庚的行腔使气，纯用徽音，其唱以慢二簧为最胜。乾

隆、嘉庆以来，京师梨园素重旦角，自程长庚崛起，溶昆弋

于皮簧之中，匠心独运，遂夺旦角的首席地位而称雄一

时。从贡献来说，他可以称之为由皮簧戏向京剧过渡的

奠基人。他的剧艺博大精深，从道光后期起执掌三庆班

（徽班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戏班）达３０余年。咸丰、同治

年间，清廷为了传差方便，重新恢复了精忠庙（即后来的

梨园公会），他又被任为精忠庙的第一任庙首，直到光绪

六年（１８８０年）逝世为止。他是第一个以徽班演员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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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梨园的领袖人物。

张二奎（１８１４—１８６４年）是与程长庚、余三胜鼎足争

胜的三杰之一。擅王帽戏，在春台徽班唱大轴。以嗓音

嘹亮洪大闻名于时，腔调虽较平直，却大方矜重。相传他

演《打金枝》出场唱“景阳钟三响把王催”的“催”字，破空

而出，声震屋瓦。所以当时有人以诗咏赞：“春台一句‘把

王催’，三庆长庚也皱眉。怜他四喜余三胜，《捉放》完时

饶《碰碑》。”他的传人杨月楼、周春奎等，都是为皮簧戏的

兴盛作出了贡献的艺人。

余三胜（１８０２—１８６６年）原为汉调演员，道光中期来

京，搭徽班演老生，遂成为京皮簧演员。他在演唱上，将

汉调皮簧和徽调皮簧相融合，又吸收了昆曲、梆子的演唱

特点，创制出一种抑扬婉转的皮簧唱腔。在余三胜进京

以前，徽皮簧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但其唱腔还是处于比

较简单的阶段，经余三胜的改造才逐渐丰富起来。他的

唱腔以花腔为特色，如《碰碑》《牧羊卷》《乌盆记》等的二

簧反调都是从他开始才传入北京而后流行起来，故有人

误认为反二簧调是他所创制。在念白方面，他的特点是

将汉调的基本语音（即所谓湖广音）与京、徽语音相结合

（这也是以前的京皮簧所没有的），既富于音乐性的语言

声调，又使北京观众能够听懂，所以终于能在北京扎根流

传。其次，余三胜以湖广音唱皮簧，于四声分析十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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