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剧式展具咯

窍二等多 辛苦

叫强 北枣来悄悄



?京剧结;展史唏
苏移著

哝妇?照来飞照理茫



图书在版编吕( CIP )数据

京剧发展史略/苏移著.-:lt京:北京燕出出强柱， 2013.4 

ISBN978-7-5402-3046-3 

1 . Q)京… II. ①苏… m. ①京剧一戏剧史一中国

N. ( J809.2 

中国摄本图书铺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7243 号

京剧发震史路

责任编辑:满嚣

封E设计:孙黑

责任校对:雇二军

出版发行:北京燕也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域区揭然亭路 53 号

电话 010-65240430

部结 1α)()54

印展:北京鲁汇荣彩部剧有限公司

开本 160mmx23伍nm 1116 

字数: 473 千字

印张: 29 

摄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自1刷

定价 46.∞元

摄权哥有翻印必究



4远销待戈夫止

非辜者以札创

一一《京剧发展史略》读后{代序 i

宋官林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于王国维等E学大师进入到戏曲研究领

域，被历代文入学者珩轻视的戏曲始登上学术的大雅之堂，并曰:斩成

为一门显学。经过几代学人孜孜不倦的学术探索，戏曲学学科的学术

沉淀和领域内各方向的理论积素 E 益丰盈，显现出 Jj，代学科的成黑、

科学之载。然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与其他体系庞大、庭蓬深厚、发展

成熟西从业者众的学科相较，毋蘑讳言，戏曲学学科的发展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悔，各方向的理论开握和梳理的工作还不军费，特别是作为

国粹的京剧的理论研究和总结尚里单薄，与其作为中望戏曲艺术集大

成代表的店史文化地位不梧1itl实。近年来，学术界注意到了京剧理论

研究的不足，开始把京副作为一门组立的学科~n京剧学进行建构，作

为一名京黠人，我感歪自由衷的高兴。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磷立了"扎实撞进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建设"的吕标。要求全党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京剧艺术从业者。适逢此

时，苏移先生近作〈京黠发展史略〉即将付梓，甚为可贺，当是为建

设京黯文化的传承体系，弘扬京鄙艺术散出了重要的开拓性工作。

苏移先生是我敬姆的前辈和师长。我与他相交未可言长，然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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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长者之气度，学者之情杯，为人孚易处，颇有谦谦儒雅君子之风。

苏移先生所学者，可谓告幸而精。他是中医或曲学校罕黯毕业生，智]写

老生艺术，曾问艺于雪喜福、贯大元、鲍吉祥等;后醇心于戏曲文史、

表导演理论研究，复得自黯色、李萦贵等大家富点 20 世纪 60 年代

初，从师翁儒虹、范钧宏先生研习戏曲文学。在其任教中E戏曲学校

{院}几十年中，其严谨治学不易，而勤耕细研弥精。 1993 年，苏移

先生任中国京剧院院长，其厚重的京剧文化积累和需雏之风菇，为剧

院注入了影嘻深远的文化气震。

苏移先生窥见历史车轮下京剧近二E年辙摸之丰盈厚重，亦深i音

京剧隽秀奇姿、灵修古韵的点滴皆掩藏于发展沿革的纹玉皇之间。前修

之大业未明雪后学安得前行?由于如是责任感，他开始了长达近四十

年的京剧史论学习、研究和教学实践，作为中国戏曲学院首任京剧史

教师，苏移先生可谓京剧学学科建设的先行者。其研做大量基础性的

奠基工作，耗时量之大，陆翻阅文章主史料之庞杂，不足为外人道，赤

让我深为惑髓。其长期在教学一线的实践经历，更是深根于京剧文化

的土壤，为京剧各类人才打下了扎实的京民吏论知识基础，为京剧学

学科的建设租京剧史论的积累，作出了重要贡献。

退休之后，步入晚年的苏移先生依然笔崭不辍，在修订〈京剧

二百年概现〉的基础上，增益 11 万余字，最终定稿为洋洋涯湛的万

字的〈京剧发展史略)，鸿篇博制，蔚为大观。亦成为新中盟成立后一

部较大篇幅叙述京剧茄史的专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该书的研究对象是从 1790 年到 1948 年间的京剧历史。作者对近

200 年京剧历史的梳理，散到了层次分明、分熏得当、主线突出、清

国古晤了。特黠是作者对京尉史的研究，并非孤立地"就又或支论戏

与京剧存在年代自的号政;治台、经济、社会、文化遗现象相勾连，将京剧历

史之创造、革薪、发展之动势如草蛇灰线，伏埋文间，倍以揭示了京

部艺术存在发票的时代住据。在编年体倒的有文描述中凸壶分期的历

史时代之姿，控握、丰富、开拓特定历史龄最京剧的风裂，这是该书

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包捂抗日根据地京属在内的

抗日战争年代京剧发展的情况被纳入书中。法段历史在~)l.1.主京剧史研

究中相对薄嚣，开掘未深，该书作者苦搜资料，遍阅典章，多方求证，

对该段历史做了较翔实的叙述和分析。该书在史的描述中还穿捂着周

廷的理论分析和富有创见的点评藏否以及对京剧艺术运生、发展的各

个时慧的相关演员、剧作家、评论家近 400 人做7个案分析，尤其是

对京剧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京剧流涯创始人和杰出剧作家，不仅述其

生平、艺术成就，对其剧吕特色、艺术风来，乃至他们在艺术生涯中

之开风菜、易习倍、树榜样等逸爵趣事，均有介绍，震现了特定历史

变革中一代代京剧人从艺之风姿、~果。全书语言E主持笛洁，平实中

不乏灼灼光华，在撞述史实完整准确的基础上生动而有可读性，不但

对从事戏曲专业研究者颇有黑处，对京副各领域的从业者、京剧爱好

者乃至一切对京剧艺术感兴趣的人亦是值得一阔的佳作。

从 2010 年至今，在我的提议下，国家京剧院每年都要召开各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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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领导座谈会，苏移先生每年都出席童读会，为剧院工作把陈会诊、

建言献策，对剧皖t包含深情，对我们后任的管理者爱护有姐，让我的

体会封一个老京剧人的赤子情怀。在苏移先生 1993 年至 2000 年担任

中E墨家京剧院院长期间，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发展和京剧文化的传播

虱菇，为出精品、出人才，为中国国家京剧院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不久前，苏移先生托人送菜全稿，嘱我作序。作为晚辈辈DFo学，

我甚感惶恐，不敢为序。我鼓辘苏移先生明前修大业的求索不渝，亦

惑其老骥伏栖、示来看轨则的青云之志。玉昆假以与苏移先生的交往和

拜读书稿后的感受与读者踊友们共享。

2012 年 12 月 14 日于北京



第一章京剧的形成

一、二百年前的北京戏曲舞台 / 1 

1.地方戏曲争柜迸京/ 2 

2. 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达为戏曲发展创造了条件/ 13 

二、徽戏艺术与西大徽班进京 I 15 

1.丰富住美的声腔出谓 I 15 

2. 内容生动、通俗易懂的居~本 I 15 

3. 齐全的有当，精悍的武打 I 17 

4. 重于做工，讲究表'情 I 17 

三、京嚣的捷生 I 18 

1.广泛吸收，博采众长 I 18 

2. 在竞争阜成长 I 19 

3. 徽班的壮大和皮簧合奏的确立 I 20 

4. 京剧的诞生 I 21 

四、京I'J表演艺术家{一) / 30 

余三胜张二奎幸呈长庚卢胜奎王九玲

蒋~J1轩龙德云徐小香浑志道郝兰回

庆春圈朱大麻子黄三雄杨呜玉刘赶三

第二章清末京剧艺术的繁荣

一、京路繁荣的桂会条件 I 43 

1.社会的进步思潮为京黯的变化和发展提供了思主里基础 /43 

2. 北京地区的誓时安定为京嚣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144 1 



3. 清王朝对京ÆiJ改变了态度/ 44 

二、演出活动 I 45 

1.演出国体一一戏班 145

2. 演出场新及舞台 /46 

3. ..罩友'与"票房" /49 

4. 观众 / 50 

5. 科班/ 51 

6. 向各地传播 I 52 

7. 梆子璋的再度兴起和"梆子、皮簧南下锅" 154 

三、京黯从英间进入宫廷/ 55 

国、京黯表演艺术家(二) / 61 

1.老生 /62

潭鑫培 i王桂芬孙菊仙杨月楼许荫棠

王鸿寿刘鸿声 贾洪林汪笑依潘月樵

2. 武生 I 76 

俞菊笠黄月山李春来杨隆寿姚增禄

3. 小生 I 80 

王楞1JJ 鲍福山 朱素云德、王君如 陆华云

4.g角/ 82 

梅巧玲余紫云 时小福 陈德霖侯俊山

部际云杨桂云 回桂凤珞三宝 王瑶事?

5. 武旦 I 92 

余玉琴朱文英

6. 老B 194

熊连喜周长J顿 罗福山谢宝云龚云甫

7. 净角 / 95 

何桂山金秀山刘永春黄润带钱金福

8. 丑角 I 101 

王长林罗百岁 张黑萧长华

第二章 演出剧目与国作家

一、丰富多彩的演出崩吕 / 104 

2 二、剧本的患想内容 / 107 



1.揭露封建压逞，歌嵌入民的反拉精神 I 108 

2. 反对民族侵略，宣扬爱E主义思芽、 I 110 

3. 歌蝶妇女的婚娼自主，反抗封建礼教 I 111 

4. 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民腐朽，歌颂正义秉公的清官 I 113 

5. 直接反嵌入~生活的小戏 I 113 

三、剧本的艺术特色 / 115 

1 .宜于表演 / 115 

2. 品类繁多的自本形式 / 117 

3. 语言大众化 I 119 

固、剧作家(一) / 120 

卢胜奎沈小庆刘三李世忠史松泉

杨镜秋李钟豫唐景毒乔苯臣樊增祥

赵松寿毓五王九龄玉鼎亘黄月山

俞菊笙松茂如回际云 i王笑依王鸿寿

贾洪林 王五层事?

第匹章清末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对京割的影院

一、京到改良运动 / 131 

1. S虽漓戏曲的教育作用，要求戏曲为现实斗争服务 I 132 

2. 改革旧习，提高艺人的社会地位 I 134 

3. 妇女演员的出现和捏女进戏E呈现ÆJJ / 135 

二、时事新戏/ 137 

三、参加民主革命斗争前京黯艺人/ 141 

1. EE际云参与戎戌变法，为光绪帝秘密传递进步书于IJ / 141 

2. 除德霖铁石肝睦，勇斗美国侵略兵 I 142 

3. 潘丹樵、夏民弟兄携梨圄勇士攻打"制造局.. / 142 

4. 主钟声为驱逐清廷，光主自由献出生命 I 143 

5. 文IJ艺舟率演出医巧夺登如城 / 144 

第五章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京剧

一、"五四"时期的社会状况/ 145 

二、或jlJ理及艺术审美观的泼变/ 147 

弱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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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京剧表演攘攘空前繁荣/ 152 

臣、黯界新风尚 / 153 

1 .废除"斋建忌震"吕停止演出 l吕法 / 154 

2. 废除"私寓" / 154 

3. 废用艺名 / 155 

4. 整理珑国秩序，建主新型剧场 I 155 

5. 艺人学文化 I 158 

6. 艺人经济收入的提高 I 160 

7. 男女演员同台演剧 I 160 

8. 艺人热衷公益 I 162 

五、新型戏曲学校 I 164 

1 .崇雅社 I 164 

2. 南通伶±学社/ 165 

3. 中华戏曲专科学校 I 166 

4. 国副传习所 I 167 

六J‘京派"与"海派" / 168 

七、京剧登上世界舞台 I 172 

1.梅兰芳两次赴日访泻演出 / 172 

2. 梅兰芳赴美访海演出 I 174 

3. 程政秋赴欧洲考察戏剧 I 176 

4. 梅兰芳赴苏联茹问演出 I 177 

J\., '‘民族虚无主义"和封建保守患想对京羁艺术的影响 I 182 

九、京羁表演艺术家〈三) I 184 

1.生角{老生、武生、红生、小生 ) I 184 

余叔岩 言菊m 高庆奎马连良周信芳

玉凤卿时慧宝双l司亭玉雨田 李鑫甫

谭小培李桂春赵如泉玉又哀郭仲街

林树森贯大元雷喜福白玉昆唐岳母笙

浮富英杨宝森矣啸伯 孟小冬李洪春

责俊卿李吉来牙呈永龙罗小宝安俊卿

高百岁 刘仲秋杨小楼尚和玉盖叫天

俞振庭马德成王忠德宝李吉瑞薛凤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郑法祥张德俊李兰亭 周军也安 沈华轩

这月亭李万春杨王起亭何月山 高盛麟

李盛斌杨盛春程继先金仲仁姜妙香

俞振飞 茹富兰叶盛兰

2. 曰角{青衣、在衫、花己、万马B、武E、老B ) I 221 

梅兰芳尚小云手呈现秋苟慧生雪艳琴

冯子和王莲、芳赵君玉徐碧云朱琴心

于连泉赵辑珊 贾碧云黄玉麟小杨月楼

黄桂秋新辛色秋毛，韵坷王芸芳华慧麟

王玉蓉孟硕君胡碧兰章遏云金素秋

蓉商娟张文奎张文艳金少梅碧云霆

琴雪芳阅或秋朱桂芳方连元 lil、云居士

李多奎陈文启 文亮臣孙甫亭

3. 净角{铜锤、架子在险、武花脸) / 254 

金少山都寿臣侯喜瑞袁桂仙董俊峰

李春恒袁盛戎袁世海范宝亭许德义

王益芳何佩亭j1j奎宫持盛信高盛虹

4. 丑角{文豆、武丑 ) I 265 

郭春山傅小山 慈军各全 张文斌 贾多才

马富禄刘斌昆李四广 朱斌仙 "t盛章

第六章 艺术评论与理论研究

一、京剧评论与理法研究活动的广泛开震 I 271 

1.京黯艺术的E趋成熟为京剧艺术研究准备7条件 I 272 

2.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 272 

3. 京黠队伍的成分发生7变化/ 272 

4. 艺人物最生活的提高 I 272 

5. 人们对于艺术品评、鉴别能力的提高 I 273 

6. 报刊书籍的大量印行 I 273 

二、京黯期刊与论著 I 274 

1 .期干Ij类 I 274 

2. 京剧论著类 I 280 

民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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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京黠理论家与评论家 I 284 

周明泰陈彦衡曹心泉齐如山徐慕云

5长次溪张缪子马彦祥徐J麦霄泻贻白

冯小隐冯叔骂 漱石生焦菊稳停惜华

李涛痕张古患玉芷章幸土颖殉

张肖伦周~J云刘豁公郑i立宣

妥l'子褒扬尘因姚民哀陈小部

第七章演出犀目与剧作家

一、黯吕概况 1294

二、黯本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305

1.思j本的思想内容 /305

2. 恶本前艺术特点 / 312 

三、黯作家(二) / 316 

刘守鹤

苏少卿

贾润回齐如山清逸居士罗瘦公潘镜芙

任夭民欧阳予传金仲莉、陈墨香陈俊卿

李准吴幻革、高步渎翁偶虹

第八章抗战年代的京剧

一、国琵党政府管辖地区的京剧就担/ 328 

1.拉曰战争初期武汉地区的京黠活动状况 /328

2. 陕西西安和广西榜州两所戏曲学载的建立 I 329 

3. 雪西北的 支歌~J队(即京黠演出队 ) I 334 

4. 重庆地区的京剧活动状况 I 335 

5. iZ!ï南第届戏剧展览会 1342

6. 00统地区京黯艺术的成就和问题 /345

- 臣、伪侵占地区的京到 1346 

1.东立沦陷地区的京剧状况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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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角{老生、武生、红生、小生 ) I 353 

李少春李盛藻梁一鸣陈鹤峰孙盛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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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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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鲁迅艺术文学院下属提平费医桂/ 414 

三、延安平黯研究院/ 415 

四、华北平黯研究院的建立 I 419 

五、山东根据地跑京崩活动 I 419 

1.股东地区 /420 

2. 滨海地区 /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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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甲

向德、康

管韵华

陈怀乎

齐冀民

李碧岩



第一章京剧约形成

第一章京剧的形成

一、二百年前的北京戏曲舞台

京剧，顾名思义，是在北京形成的戏曲剧种。京剧虽然形成于北

京，却不是北京土生土长的。京剧的彭成，穰括而言，是在进入北京

的徽、汉两个地方戏曲的基础上，同时摄取了昆曲、梆子、徽调、汉

调等一些地方戏曲的某些特点逐渐演变雨成的。有人说，京剧是集中

国地方戏曲之大成的产物，这种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没有地方戏

曲的发展，就没有京醋的出现。地方戏曲的肥沃土壤，培育了京剧这

棵新苗。因此，我们研究京剧的产生，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京剧形

成前，都有哪些地方戏曲进入了北京:当时北京戏曲舞台上的演出活

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京剧形成以前，大约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这段历史时期，在

北京流行的规模较大的戏曲剧种，除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昆曲外，还

有京腔、秦搓、徽i勇、汉调等诸撞方戏曲。当时，戏曲观众将社会流

仔的戏曲剧种分为两大类，即所谓"雅部"和"花部"ο"雅部

指昆曲"花部"飞，\，指除昆菌以外的其{饱也一切地方戏曲。如《扬州画前

录》所记:两淮盐务，倒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

"昆山腔'" "花部"为"京腔"、"秦睦"、"一飞ßE腔"、"梆子挂"、"罗罗

腔"、"二簧词"统谓之"乱弹"。

客观地讲，这里所谓的"雅"确有正规、标准、高尚之意"花"

者，这里是用其混杂、零乱、租浅的意思"花部"又有"乱弹"之

称，也是用其杂乱之意。

其实"花"、"雅"称谓，起始于听惯了昆曲的上层社会人士〈包

捂宫绅士大夫阶崖)，他们对于从乡镇初来城市的地方戏曲既不习憬，

再加花部诸蓝的词句浅显租锚，不如昆曲之文程端庄，这使听'院了昆

曲的观众对于花部诸腔流露出某些偏见或贬意，也是难免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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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关系如何。属于"花部"诸腔的地方戏曲，由于它反映了时代

和人民的斗争生活、患主吉、感情，仍 i臼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花部"

戏曲在城市盛行起来以后，不仅喜欢既"花部"戏曲的现众大量增加，

就是原来对"花部"戏曲持有异议的观众(包括达官贵需)也喜欢上

了"花部"戏曲，甚至成了"花部"戏曲的戏迷c 有一本盹作《梦中

缘》的传奇(清乾隆成书，作者张漱石)，谈到当时的政曲演出情况时

说"长安梨园称盛，商所好惟秦声、罗、飞，厌听吴骚，闻歌昆虫，

辄哄然敢去。"记录了花部戏曲的演出盛况。

1. 地方戏曲争相进京

大约从 1740 年到 1830 年，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先岳有一飞阳在、

秦腔、徽调、汉词、山西梆子、梆子搓、罗罗腔等诸地方戏曲来到北

京，盛行于北京舞台。现就其中影瞬较大者，分绍如下:

吃商腔

-t阳腔，又称"高腔"。是产生在江西飞隔一带的一种地方戏曲。

-t PE!膛的历史较旱，在元末明初(14 世纪)就产生了。大约到了

15 世纪中叶(明嘉靖年间)，曾一度衰徽。剪了 15 世纪 70 年代(明

万历年间)，经过一个叫谭纶的人，根据海盐撞加以改革，遂又复兴

(海盐控是产生在新江海盐地区的戏曲腔调，明嘉靖以后逐渐衰落。其

唱腔用弦乐伴奏，乐器有银筝、象毅、月面、琵琶等)。明末清初它是

与昆山撞同时称盛的一大声撞。

由于-t PE!腔产生于民间，长期活动于中小城镇，多演出于广场、、

草台，因此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更多地得到了农民主是众的支持。

-t ßE!腔颇具高亢、激烈的特点，在曲摆上较少婉转曲折。它与克

曲正相反，昆曲是婉转清柔，腔多字少。商一毛阳腔是起矿奔放，腔少

字多。演唱时一人独唱，众人帮租，这种形式又称"帮症"。演唱时元

音乐伴奏，只是在一个唱句之后，才如一个打击乐(鼓、援、镜镜、

譬等)作为间奏以持托气氛。在今天的川剧、悔自中还保留这类唱腔。

一飞 ßE!腔除上述的演唱形式外，还有一种叫作"滚洞"的形式。资

谓"滚调"就是以上、下句的形式(或五字句，或七字句)，在有节奏

的鼓板中进仔富于音乐性的朗诵。实际上就是在曲牌的演唱中穿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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