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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科班与戏校

华廉抖班 徽昆科班。 建于清乾隆五十二年( 1787 ) 内 班址设徽州歇县雄村 班主曹

之舟 该班为曹府家班、当时，户部尚书曹文填致仕后在家寂寞，便让族侄曹之舟办了眩

班b 从京师或扬州聘请了几名昆曲艺人为师资，在徽州一带相学童八十名人班学戏。 由于

班中培训学员采取淘汰制，童伶出科后大多技艺精湛俨 府中逢有官员过往和喜庆之事，便

开场搬演故事。 起初演唱的大多是昆曲、京腔折子戏，以后遂有改唱徽调的户 曹文植死

后， ì亥班伶人散入地方徽班演出 。

(资料 K)

小样瑞班 北方昆戈科班。 清嘉庆末期至道光年间建于北京 【 晚清重要王府科班之

一.成王府:H资所办，班址即在北京什刹海后海北岸成王府邸 坐科学生皆以"祥"字排

行，所学昆腔、 一飞腔兼擅d 仅知的"祥"字辈简况如下:刘祥茂(习净)、张样成(习丑.

与黄三雄合演《定计化缘》、《借靴》、《叩当》最称佳作，光绪=气年搭入四喜班)、白祥套(习

大武生，擅演《筐IJ铜旗》、《膜麟阁》、《宁武关》等)、赵祥安 (T老生，曾在成王府任管事)

以及阎样恒、祥生、样全等，于同治二年( 1863 )搭人醇王府安庆班;另有周祥)1阪(习老

生，后即在成王府当差 ， 1864 年曾组吉生昆吃班)和寇样禄、自祥义等于同治十二年亦搭

入障王府安庆班;还有阎样安(习净)于光绪三年( 1877 )搭人醇王府安庆班。 晚清著名昆

吃艺人孝-丁(习老生)、李仓儿(习王帽生兼老生)虽未排行"样"字，亦皆学艺于小样瑞

科班c

(朱复)

全福班 昆腔科班。 清同治十二年( 1873 )七月建于北京。 晚清重要王府科班之一。

领班人杜步云( 1836一? )名世荣，又名双寿，苏州人，习昆腔小旦，搭三庆班。 咸丰十年

( 1860 ) 以民籍学生选入异平署，曾往热河行宫，承应颇繁。 代表剧曰如《佳期拷红》、《走

雨拜月》、《踏月窥醉》、《跪池》、《秋江》、《刺虎》、《刺梁》、《活捉》及《饭店》、《寄子》等。 同

治十一年自立嘉礼堂于小安澜宵。 素与恭亲王奕听交善，恭亲王嗜昆腔，乃出资命杜步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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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戊立仑丽屁!肘胶K陀:升丰科:斗↓班， f俗符称"小学堂

精忠旧庙]的 J化包伞名;J川册』叶}， l 问于生行以|陈寿峰为厅 1-六人、小生行以陈边儿为厅 1-人、且行二 1-

人、 ì'jt行 1-六人、且行二十儿人 战金制、|的;金积 q忠蒋)等皆曾入 i衷和1- J;!E归结 除授徒

外、义以仓俐昆j应班名义具结， ;þ: J且如平捍传差演ll\ 丰J:步孟子杜亦b;， _j.Jl主 l应小生)ít武

生， UP搭该fm窗口H 历时一年余.逢同情同t是‘丰1:步云将班务移交珩同阿民匀;管理，携眷

南 l)j .不知所终 未几班散，坐科学生钱金制、陈德霖等改入程璋阳u三峙的|刑箴堂科班继
&去三A丘. ,1-
辑:子乙

(来复)

l叫箴世王j犬班昆、乱(皮簧)科班佳于清同治年间至此绪初]年 由程氏庚之继子

程章 f自主11、 聘请山宝琳等为教师.也徒小有殷荣悔、孙二宦、张ijL休、陆存林、 Ur福

海、钱金丽、{美r)J三、李成林、乍寿山吁 以上请人均于Yt绪六年( 1880) 至光绪卡六年.

在内廷IR应演 1 1\ 。 程民庚曾聘南方朱某为教师，授《芦花荡》 报散时间不i芋

( ;，奋斗 : D) 

名但在科班 族主j 昆腔的科班 注于情)H~四年( 1878). 由曾演川昆的大名班于四川

陪吕县双凤驿创办，学员均以"士气.，字取名(以宋代蜀伶袁三为楷模)，如傅士气乾、林气

官、接 二气品等，所以又称 u-字科社" ì刻t重视昆腔戏的传习，生脚要学关公戏《单刀

赴会~，花脸要学《醉打山门》、 R脚要学《坠马》、《情捉三郎》和《晏婴说楚》等。 主要的

昆刷教师便是川民名角岳春，从ah腔的传IJ:.川化来讲，他和这个班杜部发挥了继往开来

的作用 }

(吴新雷)

普天同庆班皮簧、昆曲科班沽'此结儿年( 1883) 建于北京 慈禧太后挑选宫巾年

幼太监组成的本亩. (即其所居之宫)戏班.太监们称之为"本家戏"以学习皮黄为主，才丧

学昆)应 该班不入界平署编制，学徒太监的钱恨不 rl3异平署领取，均列入 pfj太后宫中额

数、 {U f~l 异平:再指派教习，分配演 H\戏码 i衷班续延到宣统气年( 1911). 1ft华民国以后、

太监被放 11\ 臼各自|可家 班中拜谭鑫i吕为师的 l班德(子回)、拜王愣 (111 为师的耿迸喜(玉

清)等人继结搭班uþ\戏，并曾i1J l:悔演出

(þ'fr . .); D) 

自主 E府小ja荣班北方昆℃戏班放科班请光绪 1- 四年( 1888) 建于Jt京晚清重要

王府班之一，为醉王府出资所办 领班人文IJ丽泰.艺名气)1顶， T~生，是 I肖腔刘家，.主

要成员刘王兴段子.曾是安庆班主要挠'员 小恩荣班花名册见光绪卡 fJq年赞记注册 主要

演员小，生行如孝-丁、李仓儿、文lJ五)1田等， ì争行如刘二届(刘福泰胞弟)、盛庆玉等，旦

行如l崽j点、纪 l交 }.f等，丑行如庆瑞、庆惚等 该班)f招收京~~旗辑、汉箱子弟气 卡余人

学艺.皆以"荣"字:排行，昆尤兼t且 只小/j茬生虫11 恒|荣仁、陈荣会、荣义、荣稿、荣泰、

荣元等.习 t5æiÆ生 ~~I张荣戚、何荣梅等， _j..J小生如刘荣和、荣山支等.)才武生如荣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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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荣祥等，习且如荣安、荣升、黄荣达(兼高腔红净)、钱荣喜、荣业、荣魁等，习净如

裴荣庆、吴荣英、张荣.mL、吴荣占、荣德等，之J丑如张荣寿、张荣秀、李荣来、荣彬等。

见于注录的"荣"字辈尚有赵荣麟、荣恩、荣丰、荣春、荣辰、荣庄、荣珍、荣}I田、荣瑞

等人。 光绪卡六年底( 1891 年元旦)醇亲王奕嚣逝世，小恩、荣卫F不久报散ι 醇王府培养的

"庆"、"荣"两辈昆一飞 ι人中盛庆玉、罔荣仁、文IJ荣和、吴荣挠、荣广等继续在北京搭班

唱戏;胡庆元、胡庆和、张荣凤等去京东玉田县搭昆飞到Eì丛生;陈荣会、张荣成、何

荣海、黄荣达、裴荣庆、张荣寿、张荣秀、李荣来、荣安、荣升、荣彬等去京南安新、

文安 、 高阳 、 无极等县搭昆飞班或教乡间昆-飞子弟会谋生，其中张荣寿 、 荣升等在京

南戚家落户 n

(朱复)

位合班北方昆一飞科班 佳于清光绪「六年( 1890)‘班址在河北玉田县达王庄班主

王绳，出身望族，家资丰厚 其王氏宗祠有房十数间，科班即办于此及毗邻之观音庵c 所

聘教师计有:赵四(工净)、 钱雄( -1二武生)、郝振基(T净及老生) 、 徐延璧(工老生、各行

兼能)等 招收艺徒皆来自本县或丰润县，计三十八名，其年龄约在儿至卜五岁间 。 所有

艺徒均以"益"字排行，有侯益才(高腔青衣、花衫)、侯益太(文武小生)、侯益祥(文武

丑) 、 王益朋(老生、老旦)、王益友(武生)、张益长(本名荫山，高腔正生、武生)、唐益

贵(架子花脸)、李益仲(袍带花脸)、孟益广(小生)、苗益山(小生)、王益会(大武生)、

李益全(花旦)、石益柏(丑)、孙益永(架子花脸)、王益荣(高腔黑脸、老旦)、李益广

(小生)、边益平(老生)、马益怀(刀马旦)、周益成(老生)、益丰(高腔青衣、花衫)、益

}I顶(花脸)、益来(花旦)等。 世称京东昆吃"益"字辈。 科班艺徒主!昆腔，兼学高腔，原定

七年科满，但因光绪二十一年时京东大饥荒，班主元力支持，所有师徒向谋生路。 饥荒过

后，王绳复召集原科班师徒，组织昆吃益合班，演于京东各县。 京南高!控黑脸王玉山曾来

京东搭班。 至光绪二十六年夏，京东开仗，王绳病逝，益合班报散b 部分艺人如王益友、

侯益才、侯益太、李益仲、唐益贵 、 侯益样及益来等到京南住班，其中侯益才、侯益太兄

弟在京南饶阳落户 待京东平静后，光绪二十八年王绳次子王作功复组益合班，王玉山又

来京东搭班。 曾来京东搭班的昆吃艺人压有霸县下王庄郭蓬莱(高腔黑脸兼丑)、樊志清

(高腔红脸)、王树云(旦)及高阳河两村韩子云(旦)、 韩子峰(武花脸)等 益合班于民同

初年停办

(来复)

用i金玉抖班东阳气合班( I甸、昆、乱)科班- 建于民同芝年 ( 1914) 由原王玉麟班

领班王连青与郑光洪合办G 班址在浙江东阳下马庄L 学徒进班后，第一年学打大楞，第二

年学f丁小锣，第三年量才授ι』主教师傅郑光洪，是文武双全的花且，戏路广，演技高。

科班制度严格，教学得法，培养出小生荣富、立方，花旦茂棠，武小生丽金、正生金荣，

大，ft.全法等一批颇有影响的演员 c 民同五年‘迁班至严州(今建德)，归郑克洪一人主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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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地生疏，景况不佳，未能续招新徒，至民国八年左右，郑光洪病故，不久散班

(资料: Cl 

升宇再班 湘昆科班c R>j学员艺名以"升"字排行，故名 。 建于民国儿年( 1920)，班

址在湖南省桂阳县莲塘慎。 班主彭守禄、彭敬斋，对昆曲最为爱好，但鉴于时代的变化，

弹腔之盛行，科班乃以亦昆亦弹为教学宗旨，学徒既习昆曲，又学祁剧。 先后聘请昆曲艺

人谢金玉、侯文保、李向献、李向阳、刘明亮、唐若生、马日苟、匡荣瑞及祁剧艺人刘照

玉、欧汉南、程文杰、李汉英等担任教师。 谢金玉"肚子最饱\声望最高，班中尊称他

为"大先生'飞出科演员老生有罗升孝、袁升义、程升智，小生匡升平、周升武、程升安，

旦脚彭升兰、李升莲、邓升翠.老旦刘升庆，削j!jJ李升豪、刘升猛，丑)j!j喉升强、唐升国

等。 其巾匡升平、彭升兰、李升豪等颇为出名 J 升字科班虽然不是专习昆曲的科班.但对

湘昆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李楚池)

昆刷传习所(含新乐府、仙克祉) 昆剧科班、班壮。 创建于民国十年 (1921 )8 月 。 由

苏州道和、模集由杜业余昆曲家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等发超.并在汪鼎?ß、吴梅、李

式安、 i濡振宵、吴粹伦、徐印若、叶相11村、陈冠三、孙咏霉的赞助下，共同组成十二人的

董事会，其中卡人各赞助一百元.合资一千元，作为开班经费。 民国十一年初，由经济实

力雄厚，又雅好昆山的上海纺织工业实业家穆藕初接办后，以"昆刷保存利"名义，于同

年 2 月 10 至 12 日晚，假上海夏令配克戏院(今新华电影院)举行"江浙名人会串"三场。

参加者有江浙两省著名曲家二十八人，串演了《民生殿·酒楼 ·醉k己》、《蝴蝶梦. ì方师、

吊莫》、《牡卅亭·学堂》、《向罗衫·看状》、《自兔记·出猎》、《狮 JqL 记·跪池》等三十余折

昆剧传统折子戏。 穆藕初、张紫东、徐镜清、贝晋屑、孙咏等、俞振飞等皆粉墨登场，券

资所入净余八千多元，悉数充入该所经费。 之后，穆私人承担该所每月约六百元的全部开支。

该所所址选定在苏州桃花坞西大营门五亩园(现苏州林业机械厂所在地)。 聘请道和

曲社的曲友孙咏霉任所长，共开设四张"桌台

泉主教小生(其他各行皆精，技艺全面，被尊称为"大先生" )，沈斌泉主教副、丑、净(人

称"二先生" )，吴义生主教外、末、老生、老旦，许彩金主教旦行。 半年后，许因病离所，

由尤彩云接替。 另有笛师高步云，拳术教师邢福诲，文化教师周铸JL、傅子衡。 原定招收

学员三十名(均是男孩)，穆接办后扩展为五十名 。 学员多为苏州梨园或贫家子弟.年龄为

九至十四岁不等。规定须试学半年，所方认为有培养前途者，方写"关书"正式学戏。学

习三年，帮演二年，五年毕业。 顾时雨(传听)、朱祖泉(传若)、赵鸿钩(传瑭)、张金寿

(传芳)、沈坤生(传馄)、王森如(传i陆)、姚新华(传洒)、华福林(传浩)、文IJ顺斌(传衡)

等十九人为首批学员 。 后周根荣(传瑛)、姚兴华(传萝)、邵锦源(传铺)、龚仁(传华)等

相继入学。

该所提倡文明办学，不打骂学生，并斤设罔文课，分初级、高级班。 学习《古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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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四声、音韵等，以提高学员的文化素养。 开始时，学"拍曲"不分行当，先学拍群

唱较多的"同场戒" 。 如《上寿》、《赐福》、《定情》、《赐盒》、《请郎》、《花烛》、《赏荷》、《赏

秋》、{{山圆》等等。 一支曲子，往往要拍数十遍乃至一二百遍，直拍得滚瓜烂熟为止。 民

国十一年初，开排了《三挡》、《养子》、《胖姑》等戏，作为拍 l曲初阶段尝试性的"踏戏" 。 不

久，张紫东的母亲寿诞，学员应邀前往张府(苏州补园)玉兰堂演戏，以示祝贺。 有众学

员献演的《上寿》、《仙|匮I~ 以及朱祖泉(传著)主演的《白兔记 · 养子》、沈南生(传锐)主演

的《膜麟阁 · 三挡~，深受行家赞许。民国十二年初，所方根据各人的条件，确定行当，谚调l 
整学戏的"桌台"飞，\，开始全面"踏戏

做皆重的各行本工戏。 除学戏外'还规定每个学员均须兼学笛子及其他某种乐器，以增

强乐感，提高识谱能力，有助于舞台实践。 民国十三年元月 2 日，学员们首次赴上海台湾

路徐(凌云)宅客厅内部试演，获得成功。 继于同年 5 月 23 至 25 日，以"昆剧传习所"名

义于上海笑舞台首次对外公演五场。 剧目有《院纱记 · 越寿、打围、拜施、分纱》、《千金

记·追信、拜将》、《即嘟梦·扫花、三醉》、《烂柯山·痴梦》、《连环记 · 起布、问探、三

战》等传统折子戏四十八折，每场均由俞振飞、项馨吾、殷震贤等著名曲家加串名剧，一

时间"嘉宾满座，茧声扬溢

备受苏州观众欢迎。 在此之前，穆藕初邀请挚友王慕描(上海屡春曲社曲友)为首批学员

题了艺名 。 该所先后共招学员约七十名，经陆续淘汰，取得"传"字艺名者实为四十四名。

以艺名最后一字的偏旁标志行当。 "玉"旁(俗称"斜王旁" )为小生行，如:顾传甜、顾传

琳、周传瑛;"革"字头为旦行，如:朱传若、张传芳、华传萍、沈传芷、姚传萝、文IJ传裔、

方传芸，金"旁为老生、外、末、净行，如:施传镇、郑传鉴、倪传饿、赵传钩(后改冠

生，易名传理)，汪传铃、沈传馄、邵传铺;"水"旁为副、丑行，如:王传端、姚传湘、华

传浩等。

四年后，学员们已学会了二百三十余折戏，在所长孙咏霉率领下，于民国十四年 11

月 26 日起，再次赴沪假笑舞台、徐园、新世界等处实习公演。 其时，沈月泉、吴义生亦

随往，继续为学员"踏戏"，又增聘了昆剧名角陆寿卿、施桂林来所任教，并千方百计学

习、吸收保存在京剧舞台上的昆腔、吹腔新戏、武戏，大大丰富了上演剧目，深受观众赞

许。 顾传勃、朱传著、张传芳的生、旦戏，施传慎的老生戏，更风靡艺坛，观众为之倾

倒。 此后，该所又往返演出于苏、沪之间，以实习演出收入贴补办学经费。后穆藕初因事

业失利，已无经济实力支持该所，延至民国十六年 10 月下旬，将所务移交上海实业界人

士严惠宇及陶希泉接办，投资两万(银元)，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于同年 12 月 13 日正式

改组成新乐府昆班。 特花四千余元巨资购置一堂"十跻、十靠"全新衣箱，并租广西路笑

舞台为专演场所，内部修饰一新，对外称"笑舞台新乐府昆戏院"。聘请负有盛誉的曲家张

某良、俞振飞为前、后台经理，又委派林子彝，启用孙咏等共同主持日常工作。

新乐府的诞生，标志着"传"字辈学员的出科，经济待遇己从原实习演出阶段每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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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发零钱，改为月包银制，并Jv:开档次，差月IJ较大(最高科一百元，最低档二 1-元) ， 续聘

陆寿卿、施桂林、吴义生任教.为"传"字辈演员继续学戏创造条件

民罔十七年 4 月 5 日.与笑舞f?合约期满，新乐府作了最后的告别演:H ~并由全体人

员在台上合影留念 此后，又先后演出于苏州青年会、上海大世界等处 ! 随着"传"字楼

演员的声昔日高.以及由于包恨差距较大而导致的戏班内部矛盾逐渐激化.不久.师兄弟

们推派代表 、 与严惠宇i谈炎岁尹判IJ要求"向立

州 r巾l'央大戏院演完最后一台戏后，新乐府i差传散t

同年 1 0 月 l 日起，以倪传饿、郑传鉴、周传瑛、赵传王吉、 å3E传萝、张传芳、刘传街、

王传龄、华传浩、施传镇、颐传i阑等卡一人为发起人‘自筹资金置办衣箱.建成了集体经

营性质的昆班一一仙霓午t 参加1成员达芝 1-余人 l 无班主，采用民主管理方法推选倪传

饿、郑传鉴主持村'务.件|顾传淋l负责 h值戏码" o J tFH' ，~小生顾传阶己弃伶就学.名丑姚

传调亦改搭京班.阵容!也前略逊 然冠生赵传.$巳声誉鹊起，后来居上;Jl脚华传浩亦能

独挑大梁，因此，全班阵容仍不失行当齐全，实力雄厚 首演于上海大世界，一炮打响

此后 ， 又辗转演出于上海、苏州、南京以及浙江杭、嘉、湖一咐，在观众中享有盛誉。

仙霓社经历了昆剧传习所、新乐府的发展阶段，共积累上演剧目七百余折(出) 它主

要承袭了先辈丈班昆剧的艺术传统，演出了不少元、明、清杂刷、传奇中的名剧，如《荆

钗记》、《琵琶记》、《白兔记》、《幽闺记》、《牧羊记》、《院纱记》、《牡丹亭》、《即嘟梦》、《西厢

记》、《西楼记》、《鸣凤记》、《千金记》、《玉替记》、《狮吼记》、《水浒记》、《义侠记》、《翠屏山》、

《连环记》、《金印记》、《金锁记》、《金雀记》、《蝴蝶梦》、《钗制11记》、《绣隔记》、《占花魁》、《下

忠戮》、《十五贯》、《长生殿》、《茹翠园》、《风筝误》、《白罗衫》、《渔家乐》、《如是现》、《铁冠

图》等，以及《单刀会 · 训11子、刀会》、《东窗事犯 · 扫秦》、《吴天塔 · 五台》、《紫钗记 · 折

柳、阳关》、《草庐记 · 花荡》、《双珠记 · 卖子、投渊》、《四声猿·骂曹》、《宝剑记 · 夜奔》、

《鼓绢记 · 写状》、《惊鸿记·吟诗、脱靴》、《永团嗣 · 击鼓、堂自己》、《燕子笼 · 狗洞》、《雁佣

甲 · 盗甲》、《跃鲤记·芦林》、《万里缘 .n差》、《虎囊弹 · 山亭》、《孽海记·思凡、下山》、

《疗妒羹 · 题由》等一大批优秀传统折子戏 : 又在实践中不断串演新戏、武戏，以适应多层

次观众的需要。 如由顾传澜编排、整理的大型昆腔本戏《三笑烟缘H 上、中、下集)、《奈

何天}(上、中、下集)、《玉搔头}(上、中、下集)，均成为该社较卖座的常演剧目 由京

剧名角林树棠、林树森、王益芳、蒋砚香、王洪等亲授的《安天会》、《状元fp~、《凤凰山》、

《雅观楼》、《割发代首》、《武松打店》、《蝶蛤岭》、《快情林》、《玉膜麟》、《大名府》、《乾元山》、

《盗皇块》、《时迁偷鸡》等昆腔、吹腔武戏亦陆续搬上舞台，不仅吸引了一批新的观众 . 也

造就了如tl:传斡、方传芸等优秀武戏演员，打破了原正宗南昆不分武行的传统‘形成了

"传"字辈巾的武生、武旦行当u

正当"传"字辈演员在困境巾奋斗、艺术上 H益成熟之际，民罔二十六年下半年.在

上海福安公司游乐场演出时J·八一=了 战火烧毁了仙霓性的全副衣箱，使该社被边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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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 翌年 9 月起，部分"传"字辈演员又重新聚合，租借行头后，断断

续续地演出于上海东方目场、仙乐大戏院、大罗天、大中华剧场等处，终因门庭冷落、观

众寥寥，于民同气十一年 2 月 7 至 9 日，假东方第二书场公演三场后，正式告散，从此，

"传"字辈师兄弟星散，各奔东西。

(桑毓喜)

江南春儿童昆刷社永嘉昆剧小科班。 创办人为票友陈青锁，时在平阳宜山镇开设布

j占 7 民同二十四年( 1935)，他在县民众教育馆及当地士绅的支持下，变卖田产创办此科

班、因科班设在平阳江南区，故称"江南春" 。 招收十一二岁学员四十余人。 陈青锁自任教

师.另聘徐王明、陈日初、蔡尚容等授文戏，京剧演员姜兰妹任武功教练.教养良好，训

练严格。 创办仅三个月，就教会《荆钗记》、《合莲会》、《匿锁记》、《金眼麟》四本大戏以及

《吃攘》、《上路》、《偷诗》、《拷红》、《罗梦》等折子戏，刊登了演出启事，进行实习演出，所

到之处‘深受观众赞赏。 后兼学温州乱弹及京剧《大闹嘉兴府》、《梅龙慎》、《打妹封官》等

居11.逐渐演变成为"莲花班" (兼演京剧等刷种之戏班)。 江南春培养了当家旦陈芸香(又名

"江南春" )、花旦陈银兰、小生陈巧卿、老生陈万里、小丑陈娟弟、大花脸陈万存、武生

陈万招等一批演员 。 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解散。

(资料: C) 

荣庆社昆曲科班 民国二十六年( 1937) 由马样麟、侯永奎等在天津成立。 学员来自

河北省高阳、饶阳两县，共二十一人。 第一期排行为"荣"字，如王荣复、宋荣兴等;第

二期拟接排"庆"字，后未续办。 授课教师有高五庄、景和}I田、马凤彩、侯益太、侯永奎、

吴祥珍、马祥麟、侯玉山等。 班址在旧法租界慧果里。 该班学员当年曾做实习公演。 民国

二十八年天津发生水灾，该班随荣庆社解体而散班。

(资料: G) 

上海市戏曲学校昆剧演员班 1954 年 2 月，华东戏曲研究院遵照中央文化部及华东

行政文化委员会的批示在沪筹办，招收十至十二足岁、具有小学四年级以上文化程度的

学员，经初、复试.录取六十名(男三十四.女二十六)，初定学制九年。 班址在华山路

1448 号。 由华东戏曲研究院副秘书长周矶璋兼班主任。 1955 年 3 月，华东戏曲研究院

撤销，建立上海戏曲学校，由周矶璋任副校长，该班改为戏校昆剧演员班(后称为"昆大

班") 0 1957 年 5 月俞振飞出任校氏，同时增选育慧珠、陈洛宁为副校长。 早期专业教师

有沈传芷、朱传苦、郑传鉴、华传浩、张传芳、方传芸、王传革、薛传钢、邵传铺、周传

沧、马传菁、倪传锁等"传"字辈昆剧演员及陈富瑞、松雪芳、盖春来等京剧老演员。"昆

大班"提前于 1961 年 7 月毕业.当初招收学员六十名，实际毕业五十四名.有计镇华、蔡

正「、华文响、岳美提、梁4年音、王芝泉、张向澎、蔡珞镜、刘异龙等学生，享受人民助

学金待遇 r 课程设置:拍|曲排戏、基木功(身训11 )、毯子功、把子:l)J 、基本乐理、视唱、戏

曲简史等。 前五年强调打功底，集小学习各行当的传统骨子戏，女1] {游同》、《惊梦》、《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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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回猎》、《水斗》、《断桥》、《思凡》、《下山》、《问病》、《扫秦》、《借扇》、《挡马》、《三挡》、

《寄子》、《花荡》、《山门》、《嫁妹》、《夜巡》、《夜奔》、《探庄》、《界牌关》等;后三年注重开

阔学生艺术视野，开教表演艺术难度较高的剧目，如《另IJ母乱箭》、《刺虎》、《戏叔、别兄》、

《活捉》等，并请周信芳、盖叫天等为学生教授京剧;经常组织学生观摩电影、话剧及各地

来沪演出的优秀剧目 。 鼓励师生编创剧目.加工、创排了《百花赠剑》、《墙头马上》、《拜月

亭》、《调风月》、《盗仙草} . 以及现代剧《钢龙飞舞》、《红松林》、《悔上撞歌》、《风雨送菜》

等。 各组教完的剧日均于周末和周日公演e 该班毕业生很多后来成为昆剧院团的骨干演员

和戏校的主要教师。

第二届昆剧演员班于 1959 年 9 月招生，称"昆小班" 。 "昆小班"有学员七十一名(男

五十一，女二十).实际毕业四十五名、其中有张静娴、陈同申、周志刚、挑祖福、史洁

华、段秋霞、蔡青霖、刘德荣等。 原定学制八年，因"文化大革命"而提前结束。 "昆小班"

的专业教师在"昆大班"原有教师基础上又补充了京剧武生谭锦霖和"昆大班"毕业留校的

张陶澎、甘明智、顾兆琳、屠永亨、蔡瑶镜、戴蓓蓓、卫如瑾、胡其娴、周雪雯、徐蔼

云等。课程设置、教学情况与"昆大班"基本相同，排演现代戏有《琼岛红花》、《奇袭自虎

团》、《两块六》、《神仙盐》、《双教子》、《战海浪》等。

第三届又称"昆三班". 1986 年 9 月招生。学员五十六名(男三十八，女十八)，享受

中专艺术院校类学生待遇，学制八年。 专业教师有张向审、王英姿、余慧清、周清明等。

外聘教师有蔡正仁、岳美堤、周志刚、王芝泉、周启明等。 增设了《文艺学常识》等课程，

同时加强了武戏教学，排演了《游街》、《闹天宫》、《闹龙宫》等剧日 。 曾两次与其他艺术团

体组团访日演出，十七次赴美演出 。 1 993 年 6 月毕业。

(资料 B)

植州戏曲学员训练班昆剧班 1957 年 9 月，温州戏曲学员训练班开始在市区、瑞安、

平阳等地公开招生，共招收一百多名，分京剧、越剧、温州乱弹、和调、昆剧五个剧种

由胡崇刚主持训练班工作，吴桐、鲁桂春、史玉珍负责教务。 昆剧教师有李魁喜、杨永棠

等前辈名家，乐队则由永昆著名鼓师陈达辉负责教习 。 昆剧班的开蒙戏有《挡马》、《约钗

闹钗》、《秋江赶船》、《见娘》、《断桥》等剧目， 1958 年元旦向全市人民作了汇报演出 。 该班

为永嘉昆剧团培养了一批功底扎实、品质优秀的接班人，如陈欣欣、林媚媚、王有圭、叶

德远、郑淑兰等，都成了永昆的新生力量。

(沈沉)

嘉禾昆曲学员训练班 湖南省梆州专区嘉禾县人民政府受省文化局委托， 1 957 年 10

月招收男女学员二十五名， 11 月 16 日开学，分演员、演奏员两组培训，学制三年。训练

班由李楚池负责，并担任文化课及剧本、曲谱发掘整理工作。 昆曲名师萧剑昆(鼓师)、匡

升平(小生)、彭升兰(旦)、萧云峰(小生)李升豪(净)、李兴儒(文场)等担任教师。 省

文化局提出"一切为了抢救遗产，继承传统"的办学方针，以传授昆曲专业为主，并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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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音乐课程.同时培训学员一专多能，既懂服装穿戴管理又能参加场面伴奏。

全班学员有老生唐湘音、蒋贤罗、周继松，小生郭静蓉、刘再生、雷满生.旦脚梁淑玲、

谢金华、周凤珠、李嘉玲、欧四秀、李玲霞.老旦雷静婷，净脚雷子文、彭云发、胡久

清、彭三元，丑脚李忠良、李兴运、蒋有正，演奏员萧寿康(笛、琐呐)、唐基鼎(琐呐、

三弦)、李元生(鼓)、雷纯门(锣)、邓安一(锻)。 经过五个多月培训，于 1958 年 5 月 1

日首次演出《藏舟、刺梁》、《议剑、献剑》、《三闯、负荆》等传统折子戏 1958 年 12 月啕

训练班学员到长沙参加全省小演员会演，受到各方好评。 1960 年 2 月，以训练班为基础

成立梆州专区湘昆剧团时，学员已继承了昆曲《醉打》、《出塞》、《杀嫂》、《三挡》、《琴挑》等

三十多个传统折子戏，还学会了十余出祁剧剧目，并能对外公演。 优秀学员有雷子文、郭

静蓉、唐湘音、萧寿康、李元生、彭云发、李忠良等 】

(李楚池)

江苏省戏曲学校昆曲班、江苏省戏剧学校昆刷抖该戏曲学校有五八班和六O班两

批。 五八班的情况是: 1958 年 9 月办昆曲实验班.招收演员专业学生二十余人。 宋选之任

主任，宋衡之任副主任，主要教师有宋选之、宋衡之、吴秀松、文1J衡桐、徐子权、丁鞠初

等。 1961 年该班撤销，除俞燕敏、朱蔷妹、张天乐、张游平等少数学生派人江苏省苏昆剧

团当演员外，其余大都转业。 六O班的情况是 : 1959 年 4 月学校扩大建制，改名"江苏戏

曲学院" " 1960 年 5 月学院与省属地方珑曲剧团合为江苏省地方戏剧院。 9 月复又恢复江

苏戏曲学院，其地方戏曲系设昆曲基训班，招收演员、乐队两专业学生一百二十余人。 演

员专业学制八年，乐队六年。 先后由宋选之、王洛夫任主任，宋衡之、丁莲芳、王传革、

徐效长、马健任副主任。 1962 年 9 月改中专，仍名"江苏省戏曲学校" 。 主要教师有宋选

之、宋衡之、吴秀松、蔡乃昌、徐韶丸、王传蓝、薛传钢、童曼秋、何静洒、、范崇实、钱

一羽、许振寰等。 乐队专业于 1966 年毕业.计八人;演员专业于 1968 年毕业，计四十jL

人。 1969 年大部分派人江苏省苏昆剧团，其中在昆剧艺术上卓有成就者，有胡锦芳、石

小梅、戴培德、王正来、张弘等 ;11 月学校与南京艺术学院合并为江苏省革命文艺学校;

1972 年又改名为"南京艺术学院"，直至 1977 年 10 月恢复中专建制，名"江苏省戏剧学

校"; 1978 年设昆剧科，招收演员、乐队两专业六卡余人。 演员专业学制为七年，乐队为

五年，先后由华月秀、屈曼玲任主任，武美玲、钟铭元、蔡鸣芬任副主任。 主要教师有高

慰伯、李锦泉、徐据民、王正来、包世蓉、徐雪珍、王维娟、曹小丽、 i比莹、王文华、翁

以敏等。 乐队专业于 1983 年毕业，演员专业于 1985 年毕业，全部分配入江苏省昆剧院。

其中在艺术上取得成就的有柯军、徐云秀、李鸿良、孔爱萍、龚隐雷、王振声、潘巾琦、

孙建安、王建农、程敏、钱振雄、 孙海蚊、计韶清、鲍学军等。 现经筹划，昆剧科将再次

招生，培养 21 世纪的昆刷接班人。

(王如陈平朱国芳)

北方昆曲剧院学员训练班 1958 年北方昆曲剧院招收学员洪雪飞、许凤山、马玉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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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文 、 韩建成、陈婉容等二十余人 开设毯子功 、 腿r}J 、 把子功 、 文戏 、 音乐哼基尔功

课程n 韩世昌、严!云生、侯;j(奎、马洋麟、侯玉山等教搜文戏课; f.傅尊Z

青负责音乐课 lω96ωO 年训练班改为高等U训|川|怡主练东班.增加了 i演寅 l出十妇l 实践 几年 Ir学员们排i演宽了

《春香闹学》、凡《游同↑惊京梦 》趴、《恰l闹嗣丽副i 叫 1m町m回î > 、 《思凡、下山 》 、 《琴挑》、 《昭君出塞》 、 《林冲夜奔》、

《蟆蛤岭》 、 《醉打山门 》 、 《探庄》 、 《激良》、《醉皂》 、 《借皂》 、 《荆钗记》、《雷峰塔》 、 O<L筝误》、

《巾山根》、《社长的女儿》、《小红军》 、 《红嫂 》等大小近二百出(忻)传统和现代题材刷日

(资抖 0)

甜崩i江省戏I曲H刷l学校昆 l曲u刷JI班 始办下 l阳959 年 l 月 学员招向惭江嘉兴、平湖 、 湖州 、 长

兴以及江江.苏苏州等I地也 入学年龄为 1- 丁芝.至十四用岁， l订计1-招演员专业阿十余名.音乐专业

十六名 l凹96ωO 年 8 月' 全班转入浙?江E昆2茄苏自耳;刷团土珩附古古.划讪训l川|吨 J成￡为 i该衷凶向办办、的学员班 l叩96臼2 年 l吱:皮立

称"盛字班

H时才 ι名被取?消肖.均恢复本名) 班主任顾撞M。 授课教师先后有周传琪、王传湘、沈传馄 、

姚传萝、周传铮、包传锋、马传菁、张传芳、张娴、叶鸿宾、毛11' 1 {i1 1 、 项金根、张正7Jj_、

包世蓉、周世瑞 、 部明琴、程唐高 、 周正兴、廖显儒等 教习的刷日大多取自 《连环记》 、

《牡丹亭》 、 《长生殿》、 《玉替记》、《雷峰塔》、 《义侠记》、 《贩马记》 、 《 下忠、戮》、《琵琶id 、 OflJ

钗记》等优秀传统剧臼巾的折子戏，多达八十巾，同时又教演了 《十五贯》 、 《河1~1娶扪》、

《三关排宴》、 《 向蛇传》 、 《燕煎》 、 《迎春花》、《血泪!塘》等大型传统刷、历史剧和现代戏 此

外和剧团一起排练公演的剧日有 《琼花》 、 《奇袭向虎团 》 、 《曙光初mu等 在学期间:‘肆"

字班还常赴杭州、嘉兴、 湖州、宁波、绍兴等地区实习演出，其巾如王奉梅的 《琼花》、

《断桥>.张志明、陶波的~ =气岔仁1 >.马佩玲 、 |勾蜒的 《问马 >.何定宦、说;宝康的 《访测 》

等剧目已颇具光彩，受到观众的喜爱 1965 年 8 月.有三十三名学员正式毕业‘其中演员

二十五名，演奏员八名，全部进入浙江昆苏剧团 U

( 周世瑞 )

天津市戏曲学校昆曲班 在"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巨大影响下，天津市戏曲学

校于 1959 年 12 月正式开办了昆曲班，从在校的京剧班学生中调入一部分.另从本市各

中、小学招收一部分，共有学员七 1-余人 聘请的昆剧专职教师有囚瑞庭、周哇庵、朱传

铭、田绢'林、邱惠亭、崔祥云 、 钱一羽、郭凤翔 、 李玉亨、李梓凤 、 李 1日 111 、 高振月、宋

锡气等，客座教师有|气云生、侯玉山、侯水奎 、 马祥麟等 学习期间曾多次到北方昆曲剧

院和河北省戏校昆曲科参观访问.互相交流 学员因材施教，分行当培养，他们的阵容

是:武生何宝臣、陈文良、阎邦建、王忠礼、王世林、李忠排、王子仪、刘德云等，老生

刘凤奎、徐家森、 王五福、贾文琪 、 梁世柿、赵树森、朱云等.文武老生孟凡忠等，小生

崔学武、黄淑英、曲日晴、贾金桂、许少海、李世义、杨志远等，旦渠天凰(正旦兼刀马

且)、全秀兰、张重华、马王楼、武孝.~、、郑惠王、文lJ乃强、王恩、才 、 张均、于影秋 、 察

路、郝东惑、关也娜、桂芬 、 程晓华、程广援等 . 净何水泉、邓沐伟、马 f t5民 、 韩银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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怅间生 、 曹金坡、房家村 、王永年、张延平等，丑陈雾 、 王世琳 、 理文森、戴凤义、王

宝样 、 柯:积仓、未猛、刘凤义、张珠 I Li、刘尚云等 ; 文场黄树卢 、 宋家增、杨玉成、杨树

森 、 文 1]乃来 、 马民生 、 李撮轮 、 张 I: t曾 、 批金文 、 胡传11气、张玉芳等.武场李凤阁、孙新

华、田沛森、曹七元 、 李绍文、英1))) ~rï 、 陈玉风等 学员在校学习五年. 111:练和演出的刷

H有近百 :U之多 经常排演的足 ~ j虫 1 11 打乍》 、 ~}蝶麟阁 》、《别时乱简》、《刀会》 、 《扫松》、 《夜

奔》、 fl友巡 》、《月二台会 》、 ~ : I \ 塞》、《佳wn、《花荡》、《借 ~It )) 、 ~ {也婆 》 、 《赠盒n 、 《小宴》、《连环

记》、《打店》、《山门 》、《火判 》 、 《北昨》、《寄子》、《学堂》、《游同惊梦》、《琴挑》、 《问病》、《草

诏 》、《刺梁》、《借荼》、《悔庄》、《饭店》、《刺虎》、《盗草》、《水斗-~、《断桥》 、 《闻传》 、 《弹词》、

《嫁妹》、《学青》、《思凡》、《下山 》、《写状》、《挑滑车》、《安天会》、《打瓜同》、《艳阳楼》、《虫吴

蛤岭》、《雇家庄》、《青石山 》、《乾元山 》、《棋盘会》、《天里阵》 、 《红孩儿》、《金钱豹》 、 《通天

犀》、《下河南》、《卖饼子》、《饵大缸》、《打面缸》 、 《小上坟》等 中央首长和省市领导对昆曲

班极为关怀 . 曾多次观摩他们的演出，并支持和鼓励 如 1960 年毛泽东主席来天津视察

时 . 在千部俱乐部小礼堂观赏了昆曲班演出的 《下山 ~ . 1 962 年周恩来总理观看了 《山门 ~n

1 964 年以后，由于大演京剧革命现代戏，昆fltl班被裁撤，大部分毕业生被分到天津市京剧

网.小部分改行转业

(又芳)

苏州 专区戏曲学校苏昆班 1 960 年设立，校址位于苏州市宋衙弄乐益女中旧址 校

l到爵也新，副校长陆素娟 起初仅设锡剧班. 1 960 年 9 月开始，增设苏昆班，分甲、乙两

班 . 共有学员儿十名 : 另段音乐班.有学员匹|名 。 学员由江苏省苏昆剧团从业余乙校中挑

i韭或在社会 七公开招收。 学员昆、 J)t剧精学。 昆剧教师有贝祖武(兼任教务) 、 吴边纲 、 许

报寰、吴绣，均是苏州业余昆 1111家;苏刷教师有朱少祥、朱继同等; 音乐班则由昆曲堂名

艺人吴锦亚教笛子、陈继撰摆琵琶。 此外，还聘请戴仕熊等专职文化教师开设语文、数学

课，以提高学员们的文化素养。 196 1 年 7 月，该校被撤销。 此时，苏昆班学员己陆续被

淘汰至二十六人 ， 加上音乐班学员四人，均进入江苏省苏昆剧团。 同年 9 月始，除音乐班

学员钱洪明、顾再欣 、 翁再庆 、 缪婷珍已留团充实乐队外，原苏昆班师生又井入位于天宫

坊的苏州戏曲学校苏昆部 昆剧教师吴迪纲因故不再任职.其余教师无变动;苏刷教师则

改 ili 王南政担任.继续出专职文化教师开设文化课。专业课除继续教授昆 、 苏剧的唱 、 念

外 ， k压E聘 i请青江苏省毋苏;昆刷团教师夏良民、 林鸣宵为学员 11们门.丁1"踏戏

《游同》、《思凡》等昆剧传统折子歧 lω96臼2 年 7 月.该校在另一 专业评弹部的基础上 . 改组

成苏州市i'评、孚F弹学校 苏昆部学员赵文林 、 陈金援 、 杜玉康 、 马正)光t 、 俞永清、华吉民等六

人被分配至江苏省苏昆剧罔任演员， 其余均改行转业 20 世世.纪 9叨0 年代巾'为培养跨世纪

的苏昆接班人哩又恢复了苏昆班.招 11立了四十五名学员，附设在苏州市评弹学校内.后毕

业分人江苏省苏昆剧阳

( 桑毓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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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戏曲学校昆曲科 该戏校建于 1955 年，系一所以河北梆子、京剧为主的综合

性戏剧专业学校。 校址在保定市 . 1970 年迁往石家庄，改名为河北省艺术学校。 该校培

养昆曲演员始于 196 1 年 5 月，由省文化部门上调 1 959 年秋成立的原高阳县昆曲业余戏曲

学校全体师生入该校成立昆曲科。 教师有吴祥珍、白玉珍、朱林、李鸿文、王祥寅等。 先

后学演南、北昆剧目百余出，又学演过《琼花》、《师生之间》等现代戏。 著名北昆演员韩世

昌、白云生、侯永奎、侯玉山等曾亲临讲学授艺 1964 年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后，该科学

员并人京剧科改学京剧.昆曲科从此停办

(杨栋)

浙江省戏曲表演研究班 1961 年 6 月，浙江省文化局选调本省戏曲专业剧团中的优秀

青年演员四十余人. fl主浙江戏曲学校举办为期三个月的戏曲表演研究班。 班主任周两，邀

请了昆刷、京剧、越剧著名演员盖叫天、周传瑛、王传晴、沈传瑜、姚传萝、彼毛豹、赵

麟童、章兴娟、魏银凤、张茵及上海声乐研究所薛天航等前来讲学，对学员迸行分行当的

基本训练，并选排了昆剧、京剧、越剧折子戏.启发学员探讨表演艺术的规律，提高表演

水平。 先后排演的昆剧折子戏有《桂枝写状》、《双下山》、《挡马》、《冥判》、《借茶》、《相约、

相骂》、《游园、惊梦》、《佳期》、《乔醋》、《见娘》等 u

(资料: C) 

湖南省艺术学校湘昆科 1978 年分上下期两批招生，共计四卡名，其中男二十四人电

女十六人。 由湖南省艺术学校委托梆州地区湘昆剧团代管培训n 负责人唐湘音、卢太善

(兼授专业课)。 专业老师有王其新、李凤章、孙金云、文菊林、孙毅华、陈宋生;文化老

师有彭英涛、陈亚俐。 教学内容按省艺校教学大纲结合湘昆传统剧目授课。 学员经过三年

培训，在艺术、文化课考试合格后，由省艺校发给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证书。 其中大部分分

配到湘昆剧团工作、成为剧团艺术骨干的有罗地、崔美芳、周恒辉、傅艺萍(旦).黄学

军、谭益友(老生)，夏国钧(净).陈小云(丑)， :X1J健武(笛).李幼昆(筒、二胡)等。 20

世纪 90 年代下半叶又招收了一批湘昆新学员，培养新世纪接班人

(李楚池)

永昆学馆(平阳昆剧学馆) 1978 年 10 月，浙江平阳人周云霄(原温州戏剧学员训练

班昆剧班学员)为了振兴永昆，不惜典卖房屋 . 在永昆老艺人支持下开办了永昆学馆，招

收学员七十名，在苍南县沪山街挂出了"平阳昆剧学馆"的牌子 学员一年内学会了《荆钗

记》和《秋江》等十多个剧目，于 1 980 年到1且州等地演出 但因该馆生员都来自农村，不

是温州市内居民，所以有关部门未予登记，只得在 1 983 年散班。 另外，永嘉县抢救永昆

领导小组曾在 1992 年 6 月申办惭江省艺术学校校外JÌ<.嘉昆剧班，拟招收三十五名学员，

正式培养永昆的接班人，获浙江省文化厅同意，批发了"浙文艺 1992 年 25 号"文件.但

逢永嘉县府领导班子换人，致使该项计划未能实现η

{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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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品刷目l表演艺术陪训班 由惭江昆剧|利主办，旨在向兄弟剧种青年演员传撞舞

台表演乙术 始于 1984 年.至 1993 年已举办九期、学员人数达二百余人，由活rr昆主

要演员任教师 参加培训的学员来自京剧以及婪剧、越剧、绍刷、南剧、湖刷、和剧、

四刷、评刷、』粤刷、调!臣、 ~L弹、梨同戏等卡多个地方刷和11 的演出凶体.也包括部分

业余爱!If者

(周 t廿瑞)

梆州地区艺术学技湘屁科 创办于 1985 年，内设湘昆科，由省文化厅 F拨兰十名中

专学生指标 . 受省艺术学校的委托.于 1985 年 8 月拥收男女学生=之十名 . 培训湘昆艺术

人才.学制五年 校长宋信忠.副校 i乏郭松华、卢太善(兼授专业课)。 专业老师先后有李

凤章、郭静蓉、文菊林、孙金 5 、彭去发、陈f.11'Í芳、谢序 F 、晋德才、彭明光、徐美君、

刘存可1 、黎任斌、古纯l' J等

(李是池)

苏州大学中文系 (1989 )陆剧艺术水科班 为了弘扬民族文化，造就提兴昆曲艺术急

需的人才、苏州大学在 1982 年 3 月于苏州重建的昆剧传习所的协助配合下，于 1989 年 9

月开办此班 学制四年.共招收高 11=1毕业入学的本科生二卡布、 H 尔留学生一名 .由巾文

系周秦老师任班主任 L 要求培养既能从事理论研究，又有艺术实践能力的高级昆剧艺术通

才吨因此.该班对课程设置作了周密安排 . 除保证公共必修课和汉语言文学基础课外.重

点加强了中罔戏剧史、戏r!tl作品选、戏rth理论、两方戏剧史、戏 r!!1美学、艺术心理学、艺

术文献学、诗律学等相关谏程.并聘请有关专家主讲民族传统乐理、戏曲导演、舞台美

术、昆rlu棉律、昆剧锣鼓、戏剧1欣赏和表演艺术系列讲座等专业课程。 此外，每周还安排

十五课时左右的艺术实践课，内容有民族发声方法训练、形体和戏曲程式训练、昆 rlll ll目

念、昆剧乐队演奏.以及昆剧传统折子戏排演等ν 应聘担任实践课指导老师的有昆剧演

员沈传芷、郑传鉴、蔡正仁、张静娴、权1I继雁，老一辈音乐t作者孙从音、肖翰芝、宋

承宪、张志锐.老曲师高慰伯等二卡余人 学生们转益多师.博采众长，经过四个学年的

主IJ苦学习， 1综较好地完成公共必修课与汉语言文学基础课各科学习任务外.并能拍曲、掘

筒、熟识简谱、五线谱、 t尺语，能作乐队小合奏.还先后学会了《游园》、《惊梦》、《抬

回》、《叫回》、《题 Án)、《卖子》、《投制》、《寄子》、《望乡》、《芦林立《奸遁》等二十余出昆剧

传统折子戏，唱念、身段均得姑且:正宗南昆的忡韵 1991 年川月 17 日，庆祝东吴大学

(苏州大学的前身)边校 90 周年之际， (自该校大礼堂首次公演了《牡丹亭·游团》、~~子

笼 · 狗洞》 江苏、上海和中央电砚白相继在新闻节目 It1播发了这次演出的消息 翌年 5

月，全班又赴杭州大学推行实习演出.献演了《游同》、《惊梦》与《痴梦》等经典传统折子

戏，受到杭大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学生们在杭期间，还与浙江昆剧界的前辈座谈、联欢.

Jf: x见摩了·浙江昆剧问演 H~ 的~ 1-五贯》 苏州大学:首创的我同第一个昆 11h艺术大学本科班.

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慕名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该班先后接待了来自台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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