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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公司一九四九年"五·一"戏剧竞赛优胜纪念匾(二等奖〉

建新公司文艺研究小组负责人阿英(左第 4 人)、刘汝礼(左第 2 人)

和干部们在讨论工人文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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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文史资料》自 1984 年创刊以来，己出版了 8 辑。其中两

辑是专题型的，即:((甲午战争在大连》和《八旗源流》。

根据多年来的实践，我们在总结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编辑、

出版等方面的工作中，逐渐认识到:在编辑方式上，除选辑型之外，

还应出版一些专题型的文史资料。选辑型既使于史料的广泛征集、

"抢救"和保存，也能及时地反映各方面人士提供的史料，有利于统

战工作的开展;专题型则能集中某一事件、某同类事件或某一个人

的史料，经过分门别类的整理、研究、鉴别、考订、取舍，使文史资料

的质量达到更高的水准，从而获得人们的欢迎。

《大连戏剧>>，就是我们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的第三

部专辑。

大连戏剧的历史，有它自己的特点。一个在沙皇俄国以及后来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 40 年的殖民地，中国的民族传统戏剧是个什

么样子?它是怎样生存、怎样演变的?这本身就有巨大的认识意义

和研究价值。

本专辑将入录的资料编排为 3 组。第 1 组的 7 篇资料，记述了

1905 至 1945 年大连的戏剧班社、票社;外地不同流派艺人来连演

出及演出的主要剧目 z新剧的引入、传播、演变;建筑风格各异的戏

楼、茶园、舞台以及当时大连民间艺术的零散史料。第 2 组共收 3

篇资料。从中可以看出 1945 年至 1949 年大连解放初期的戏剧工

作，是怎样在"由苏军军事管制，共产党当权领导"的特殊历史条件

下起步的;是如何在清除殖民地文化影响、开创新民主主义文化艺

术的前提下发展的。第 3 组的 3 篇资料，写了三位艺人的生活及从



艺活动。这 3 位艺人不仅在大连，而且在京、津、沪也都是很有名气

的。他们有的旱己谢世，有的虽年逾古稀商恢然键在。我们所以选

定这 3 住艺人附录于后，是因为他们在解放前的大连戏割界颠具

代表性。

本专辑是市政协文史委员汤兰升、杨力生、王文清三位同志，

以许多人口述的史料为基磁，参考大量文献资料并集其它同志提

供的多篇史料，几经厘剔，反复核实，寨辑或册。是戏剧工作者和地

方史研究者的有理资料。

这是一本戏剧专霄，在个别综合史料中也需有涉及音乐、美术

之处，但为数极少，在此顺便说畴。

我妇主观上力图使文史资料的贡量达到一定的水平，更好地

发挥文史资料的社会功能，至于效果如何，还有待我们的努力，尤

望各界同志教评、萄点。

大连市政悔文史资料

委员会 办公室

199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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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统治大连时期(1905-1945)的戏剧活动

大连市艺术研究所 汤兰外、杨右生、王文清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大连沦为自本的殖民地。蕴民当局→

方面在大连建港、办厂，进行疆民地经济掠夺的扩张和深化 E一方

面强化殖民统治，推行蕴民地文化专制、控制、摧残以至割裂大连

人民与祖国民族文化的密切联系和勇史渊摞，企图使大连的民族

文化失去接续和发展的条件，以费用疆民地文先统治大连，奴役人

民。然雨，历史不以建员者的意志为转移。以暴力消灭一个民族的

文住传统是不可能的，切断一个民族的文住历史也是妄想，豁绝一

个民族的现实文化联系窍样也是办不到的。随着大连地区海陆交

通和工商经济的发震、市区规模的日益扩大、内地居民的不断涌

入、国际雷内政?台形势的变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不仅

在大连广泛流传，商且也藤强地生存和发展着。

本世纪初，大连市区出现了科庆茶园、庆升茶雷、大规茶菌等

营业性剧场。 1910 年天福茶噩建成。部后，窍乐舞台、宏济大舞台、

福兴大戏院又先后惨建开业。于是，以茶匮、翻场为基地，出业主牵

头的京剧班社相继出现，京剧票社也应时高产生。由此，最先进入

大连地区的河北梆子渐次衰落，京剧或了影嘀最大的黯柿。北京的

松竹桂、文杏社、秀商社、永春桂以及言菊屈、谭富英、贯大元、金少

山、侯喜瑞等?南方的王鸿寿、汪笑假、周信芳、刘後葡，东北的唐韵

笙等，各种流援、各种风格前班社和艺人频繁来连演出，大连的戏

盘舞台呈现出活跃局面。

1920 年，评黯艺人孙风鸡带领凤鸣社白天津来大连演出，受

到市民欢迎。因商其他评黯班社也接踵而至 a 1922 年，再凤呜于西



岗露天市场建成自支出小舞台，大连开始有了评剧班社和自己经营

的剧场，孙凤鸣改班名为鼓山戏社，结林甫孙家班，捂牧女徒学艺

和演出。从此，评剧在大连发展起来，并成为大连市民喜闻乐见的

剧静。在此期间，大连地区还有茂黯、柳腔、昆曲等演出，但因活动

时间短暂，影响较小。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瑾民者强化战争体制，对大

连人民思想文让的控告tl更加严密、残酷。大连市区经济凋敝，民生

珉圈，大部份剧场停业，戏曲活动逐渐衰落。直至 1945 年放大解放

后，戏曲活动又趋向繁荣。

为使人们了解日本殖民统治大连时期的戏黠活动情况，现将

当时的戏剧班社、票社、来连艺人、演出眉目以及新剧的西世和语

慰的出台分述如下。

戏剧班社与戏剧科班

大连市艺术研究所 马葫捷、刘三星，X:IJ长海、孙正那

最先进入大连地翠的腾称是河立梆子。虽然活来"梆簧两 F

锅"的演出形式又掉续了一段时间，但由于演员分散，梆子在大连

却未能强主成班。而京剧、评剧、茂桂则都组有自己的班社。

京剧班社.多是以茶园、戏院为基地，由业主经营并牵头组成

的"业主成班"和自业主邀请本地或外地名角组成的"邀角班社"。

"业主成班飞一般存在的时间较长，成员也比较稳定。"邀角班社"

黯存在时间较短，成员时有变换，聚散较为灵活。当时大连的主要

班社有:同乐班、崔家班、孙家班、宏济大舞台戏班、福兴大戏院戏

班、吴家班、兴更大舞台戏班。

清末大连己有"蹦蹦"和"莲花落'气多在农村"摆地"或于"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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辘"演出。自从 1920 年评黯艺人孙岚鸣率班来连演出后，大连开始

有了评剧班社。主要有歧出戏社(并设科班〉、了福堂班、海老评副

柱、王金年班、庆乐班等。

在班社中还有 1944 年组成的一个茂腔班社。各班社情况是:

一、科班与学校

破山戏社小科班 评黯科班。由落子早期艺人、歧由戏社(原

风鸣班)班主弹凤鸣于天津能办。 1915 年至 1939 年共创办三样，

历时 25 年。二科于 1922 年办于大连， 1933 年在大连继5年三科，共

招收艺捷 40 余人，为奉天落子时期影瞬较大的科班。教师由在班

主要演员和有教学经验的艺人担任，并外聘教!邸，艺徒边学戏，边

参加演出。先后在一、二、三科任敦的教JIijJ有:孙凤鸣、张海亭、左凤

鸣、接桂凤、孙兰亭、张晓亭、被银凤、缓莲风、孙敬文、在~金凤、张凤

楼、接麻红、孙艳茹等。再凤鸣注重人材培养，执教甚严，还重金聘

请了男旦葡萄红、余玉披、张乐宾、张贵学等名!琦援课。教学副目有

《五女哭坟》、《黄民女辫阴 E、《珍珠衫》、《花为媒》、《绿珠坠楼》、《盗

金砖》、《二县令》、《劝爱宝》等。相继成为歧出戏社主要演员的有:

张翠芬、玉芙蓉、文金芳、于翠娥、徒麻红、接彩凤、被王风、使喜风、

孙玉亭、小桃花、街面华、小援麻红、夜Rf>I霞等。李金顿、花莲航、自

玉霜、侄桂花、接寐红等经过培养和长时间舞台实践.，在成了强有

的风格，成为奉天落子时期的代表人物。 1939 年主要演员先后离

班，或桂营业困难，科班鼓迫停办。

孙家班 京剧、河北梆子商合水班。本世纪 30 年代初活动于

大连。班主部本太(鼓姆，大连湾人)。演员有接银花、被银拮〈老

生)、夜银宝(老生)等，演出于金州、庄河、复县、旅额等地。演出剧

目有河北梆子《大英杰烈》、《翠屏出》、《宋金郎》、《丁香割内)).京剧

《虹霓关上《四郎探母》、《珠帘寨》、《金鞭记》、《狸猎换太子》等。霞

银花于 30 年代末去世，孙家班解散。

-3 



墨家班京剧班社。原为河北梆子班，后改演京剧。本世纪 20

年代末活动于大连。班主崔善堂。演员有紫荆花(老呈〉、海棠红

(老旦〉、花宝铃(旦)、程凤楼(老生〉、对崇文〈净λ常云蜂(红净〉、

赵德春(小生〉、刘中彦〈武生)等。巡西演出于大连、金外i、旅顾等

地。 1932 年，崔善堂经营大连同乐舞台，崔家班成为民乐舞台班

底。

吴家班京剧班社。本世纪 30 年代后期在大连地区活动。班

主姓吴，理族，绰号老围回，工老生、花膛。演员有吴宝森〈武生)、吴

小霞〈旦)、王宝善(老生、武生〉、吴文辛苦〈武生)等。经常演出的剧自

有《大回朝》、《渭水河》、《因杰村》、《自水摊》、《武松打崖》、《二进

宫》、《因郎探母2、《痪僧扫秦》、《铁公鸡》等。

兴豆大舞台戏班 戏曲班社。 1944 年春，业主刘某组成戏班，

于沙河口区香炉礁兴亚太舞台演出。后台经理荒j凤明。戏班为京、

评"两下锅飞京副演员、演奏员有赵羁声、邢秀雯、靳德林、辛华菁、

刘挂琴、黄景寒、杨永奎、赵玉声、赵玉琴、黄礼亭等 ;l平部演员、演

奏员有接燕燕、按牡乒尹、金宝莲、王晓芳、王砚奎、赵锡武等。演出京

黯《秦香莲》、《古域会》、《斩经堂》、《四进士》、《追韩信》、忍徐策跑

域2、《水淹七军》以及连台本戏《金鞭记》、《文u秀走国》、《猩猎换太

子》等，评戏《打费功夫》、《保龙由》、《珍珠衫》、《花为媒》、《夜宿花

亭》等。、京、评黯演员曾合作演出《临江驿》、《武松与潘金莲))，各自

演唱本剧种声程。 1945 年 8 月解体。

…四、 班社与 Itl m 
京剧班社

爵乐舞台戏班京雇j班社。本世纪裙，裔人赵德姓承租司乐舞

台，经班营业演出。班底先后有远寿平(老生)、4、菊处(河北梆子、

京剧旦角)、小凌云〈旦〉、袁永林〈净〉、小满堂(武生〉、都永祥(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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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船亭〈净〉、小六七(丑〉、李宝林〈小生)、被海棠(老旦〉、国窟明

(武生〉、郭翠英(老旦)、自玉前(老生)、幻影〈彭瑞林，老生〉等，运

台管事李宝林。曾邀李吉瑞(武生)、金秀出〈净〉、张黑(武丑〉、杨四

立(丑〉、程永龙(红净〉、芙蓉军(旦〉、张少甫(老生〉等，参加演出。

1932 年，河立梆子艺人崔善堂继赵德胜之后经营属乐舞台，

班提以崔家班或员为主，后台管事部为李宝林。

崔善堂成班时期，接来自号演员有李桂春叶、达子〉、赵松樵、扬

瑞亭、李万春、毛庆来、蓉丽娟、曹艺斌、韩宝春、徐菊华、张菁华、国

子文等。 1945 年，同乐舞台戏班解散。

宏济大舞台戏班 京剧班社。宏济大舞台前身为永善茶园。刘

凤祥、张歧官、王继宫先后在此成班。 1934 年，承善荼园易主改建，

更名为宏济大舞台。开幕时，邀请以赵如泉(文武老生〉、金素琴

(旦〉、刘五立(武生〉、陈被穆(老生)等为主要演员的上海三星舞台

全班演出，黯自有《再阳楼))，({螺丝路上《彭公案))，({赤壁摩兵》、《八

郎探母》、《胡奎卖人头》等 e

赵如泉等离连后，李掉爵承租宏济大舞台。后台管事XtJ三长。

班j富有吴喜昆{丑)、刘德兆叶、生)、文u报琴〈旦)、李富万(净〉、樊富

颇〈净)、雪叉琴(旦〉等。李祥割成班期间，京、津、沪等地的班社和

演员先后来此演出的有成皮社(张文治、赵艳秋、李福友、范富喜

等〉、永春社(李万春、毛庆来、簇奎宫等) ，文杏桂(李盛藻、陈丽芳毛

袁世海等〉、松竹社(金少山、吴素秋、李多奎等〉及赵挫捷、接九霄、

林树森、张桂轩、蘑韵笙、李f中林、王又震、胡碧兰、茹富葱、蓉丽娟、

曹艺斌、马德成、张进麟、邢威明、李香匀、李盛裁、言菊朋、小杨R

楼、张云溪、谭富英、杨盛春、魏莲芳、周瑞安、拣少霖、侯喜瑞、李少

春等。

北京的班社和演员演期较短，多演出传统尉吕。上海、东北各

地演员，演期较长，以连台本戏为主，如《刘海戏金瑭》、《人他得

道》、《后弄射 a )), ((封神棒》、《六嚣封相》等。 30 年代末，李祥商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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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用，宏济大舞台戏班解体。

福兴大戏院戏班京剧班社。 1937 年福兴大戏院落成，楼东

崔福庭委托陈富贵、袁金需等成班，后台经理闻子芳。演员有李铁

英〈文武老生)、闻子芳(净〉、盖玉亭(武生〉、荣桂芬(老生)、荣毓芬

〈旦〉、陈膜麟〈文武老生〉、李租春(净)、赵鹏声〈老生〉、雪艳苓

〈旦)、接海棠(老旦〉、黄金璧〈武生〉、张二庄(丑)、金义宇〈丑〉、朱

锦章〈小生)、马长有(净〉、王长奎(净)、李菊云〈旦)、邢秀雯(旦〉

等。

戏院开幕时，邀花京武生刘宗杨〈杨小楼夕阳扫演出《长援坡》、

《提滑车》等。先后应邀至戏院演出的还有张文琴〈旦〉、任百霞、任

玉燕〈旦〉、张春山(丑〉、镇九雪〈武旦兼演最戏)、沙世鑫〈文武老

生〉、自玉昆(文武老生〉、曹艺斌〈文武老生〉、蓉丽娟(旦〉、金碧玉

(旦)、高静轩〈老生)、秦友梅〈旦〉、郑冰如〈亘λ孟幼冬(老生)、被

玉亭〈武生λ石鸿栋(老生〉等。 1943 年，上海名旦王芸芳至戏院演

出，轰动大连。福兴大戏挠除演出传统黯吕外，还演出《狸描换太

子上《西裤记》、《自蛙传》、《七侠五义》、《汉先武复国走南阳》、《火

烧小春亭》、《封神榜》等连台本戏。 1944 年，福兴大戏院由吕本人

接管，戏班仍继续演出。至 1945 年解体。

评剧班社

庆乐班评副班柱。 1942 年自宫焕明〈赌场主)成立于大连。

演员 30 余人，于露天市场"1m合轩"游艺场演出。主要成员有援金

霞(蒋虱珍，又名被 ßB霞〉、苏小霞、来嵌艳、宋滋君、张雨娟、小莲

芬、小红霞、:X1J芳自〈后台坐中、丑)、董瑞武〈琴师)、王连余〈鼓师)、

姜喜权〈鼓师)等。该班女演员 10 余人，又被称为"四合轩小坤班飞

每臼午、晚演出商场，经常演出中、小型传统唇Ú !3 0 1945 年拭目战

争姓和前夕，宫娱明离开大连，庆乐班解散。

坡山戏桂 评黯班柱。前身为成鸣班， 1912 年孙凤鸣组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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