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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小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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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丛书《当代北京餐饮史话》发表散文《今

夜月最明》纪实文学《梅州大侠廖安祥)) .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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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柯在练)>.((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全

国学联》 、《又到香江涨潮时》等 ， 学术论文《陈

鹤琴与晓庄)) . ((重读 " 活教育 - )).((为了人的

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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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定都北京，于今已近 60 年了 。

六十年，一个甲子，共和国的人民、北京市的人民，在创造自己新生

活的过程中，亲历了多少成功的喜悦、顺利的舒畅，以及挫折的伤心

和连惘 。 然而，我们都已走过来了，我们毕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进

步!我们的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才会有今

天的收获。 我们抚今忆昔，怎不激动和感奋!

当代北京编辑部用几年的时间，策划、编辑了这套 《当代北京社

会生活史话》 丛书 。 这套丛书属于当代北京编辑部组织编写的 《当代

北京丛书》 中的史话系列，它的目的是记录和宣传北京在新中国成立

后，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发展和进步，尤其

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当代

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为迎接 2008 年奥运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向世人展示当代北京的成就和风貌。 这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历史是需要用文字、图片等记录下来的 。 记录的方式很多，党

史、国史、地方志以及纪实文学等等都是。 这套史话丛书，则是既体

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

识性，纵向脉络清晰，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即力求



叙述的通俗生动和议论的简洁明了，使老百姓愿意读、喜欢读 。 这个

努力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就需要请读者来做出许判了 。

我想，我们是否可以说，历史至少是人民群众参与创造的 。 人民

群众参与创造了历史，自然也有权了解历史。 从这个意义来说，当代

北京编辑部的这套丛书是这样一个尝试，即帮助人民群众了解历史，

或者具体说主要是帮助有一定文字阅读能力的老百姓了解当代北京的

历史。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尝试。

是为序。

荫街

20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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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早期北京的剧场和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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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北京人叫中文…有很重要地位…后
伴随着戏剧出现并开始流行，京城中的戏楼、戏台逐渐多了起来 。

1790 年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进京，开始了京剧作为"国

剧"的发展历程 1905 年，原"大亨轩茶楼"改名为"大观楼影戏

园经营丰泰照相馆、中西药房和木器行生意的商人任庆泰，同年

拍摄并公演戏曲影片《定军山~ ，成为中国民族电影的第一人。 随着

时光流逝，岁月沧桑，近一百多年来，过去留下来的许多老剧场、电

影院记载下了北京文化娱乐业的兴衰;承载着北京人对于自己生活着

的城市所怀有真实情感，同时见证了北京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所发生

的巨大变化。

A 、 早期的"茶园"

有资料显示，中国戏曲发展至元明时期形成第一个高潮， - 元末明

初时，包括元杂剧与南戏在内的早期戏剧逐渐成熟。 集中南戏与元杂

剧精华的杂剧形成戏剧主流。 明嘉靖年间， 一种被后人称为新昆腔

(又称水磨腔)开始流行，曲腔舒缓优美，格调高雅，受到皇室贵族

和士大夫阶层的追捧，被誉为"雅音"、 "官腔儿与此同时，民间



流行的"吃阳腔"则被称为"俗唱" 。 以后，大戏剧家汤显祖

(155萨一1616) 和他的传世名作《牡丹亭》又将新昆腔发展成为昆曲 。

在明中后期，昆曲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剧种，盛极一时。 据专家考

证，戏台的出现早于戏剧的出现。 宋元时期，人们将固定、集中的演

出场所称"勾栏瓦舍"也称"瓦子"主要用于演出歌舞百技等"秘

戏"其中演戏的部分叫"勾栏"。 "勾栏"内有戏台、后台、看席和

茶楼;观众席全部为木质结构，前低后高 。 元代时，演出场所称为

"舞厅

观众在四周观看;后来"舞厅"演变扩大为"舞厅"\、 "武殿"飞，\、 "乐

楼"飞、 "戏台"飞，\，初具定型舞台形式。 明朝时，许多演出通常在遍布内

外城的"茶园"举行。

清朝统一后，被称为"雅音"、 "雅部"和"官腔儿"的昆曲逐

渐失宠，而"吃阳腔"等"俗腔儿"受到贵族青睐，并在此基础上出

现了"京腔儿" 。 清乾隆年间，余庆、集庆、萃庆 、 宣庆五大京腔戏

班的十三位名伶被誉为"京腔十三绝" 。 这时，各地方剧种纷纷兴起，

被称作"花部"剧目不断丰富，观众范围更加广泛。 乾隆五十五年

(1790 年)为庆祝皇帝生日，全国各戏种进京汇演，四大徽班(三庆 、

四喜、春台、和春)以唱"二黄"为主，兼唱昆腔和梆子腔，受到广

泛欢迎，留在了京城。 十九世纪中叶，在程长庚、谭鑫培等人的推动

下，以"西皮"和"二黄"为主要唱腔，俗称"皮黄"的京剧吸收昆

曲、徽调、汉刷、秦腔等剧种唱腔、唱法和风格，成为成熟的地方剧

种，形成广泛社会基础和观众群，逐渐拥有了"国剧"和"国粹"的

地位。

明代时，京城的内外城遍布许多茶园 。 起初，茶同内并无专设

的舞台，演出大多为"即席"以后一些规模较大的茶同增设了专供

演出的舞台 。 到清代以后茶园"和"茶楼"盛行，茶客可以在

品有的同时观赏戏曲"茶资"中包含了"戏价茶客品茶昕戏

只付"茶资而无须"戏票"。 有专家考证，清中叶以后，北京的

苦在 - 可t '1飞翔北京的剧场和电影院 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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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年间茶园演戏图

茶园己颇具规模，据资料记载，老式茶楼的建筑多为砖木式结构，

呈长方形，茶楼内有一座六七米见方，高约一米的砖台， 三面有矮

栏，台顶有藻井，戏台上部有汽灯照明 。 茶楼分两层，楼上是为富

人而设的"官座"楼下为"散座木制长桌长条椅竖向摆放，桌

上有茶点，观众须侧身看(昕)戏。 随着四大徽班进京和京戏的形

成与发展，人们不以品茶为主，而是以听戏为主了，茶园也改称

"戏园子 " 0 (赵鸿明、汪萍著 {老北京的风土人情~ ，第 122 页，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 年 6 月 。 )

二戏楼、戏台、戏园 F

清朝时，在京城的演出场所中，分为四种: 一种是供太后、皇上

和王公、贵族、大臣观戏的宫延戏楼 ; 一种是建在内城贵族、大臣宅

第中的演出场所; 一种是各地会馆中的戏台，以及由此衍生的"堂

会" 一种是由茶园、戏馆发展而来的"戏园子"。



第一种是宫廷戏楼、戏台。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宫中就设有"宫

廷教坊司"其职责为"掌乐舞承应"兼演杂刷、戏文;该机构设在

本司胡同 ; 同时，该司在勾栏胡同设有"丽春院"为皇家、贵族观

赏艺伎表演的场所。 据记载，位于现在东城区的演乐胡同就是当年艺

伎们的?排练场"。

清朝建都北京后，帝王们喜好戏曲，宫中专设演"南府"后改

称"升平署"将民间戏班召进宫内为太后、皇上和王公、贵族、大

臣表演;同时在紫禁城、圆明园、颐和园以及承德的避暑山庄等皇家

禁苑搭建舞台、戏楼。 清代时的四大戏台为颐和同的大戏楼、紫禁城

的畅音阁、圆明园的同乐园(又称清音阁)和避暑山庄的清音阁 。 其

中圆明园同乐园戏台的形制与紫禁城宁寿宫的畅音阁大致相同，都是

三层大戏台。 每逢宫延中举办重大典仪和时令佳节，都要邀请戏班来

园中演戏酬神，皇太后、皇上携后妃和众皇亲国戚、近臣一同观戏。

威丰十年(公元 1860 年)秋，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有"万园之园"

和"世界园林之王"之誉的皇家御苑圆明园被侵略者付之一炬。 光绪

十四年(公元 1888 年) ，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 3000 万两白银，在

清溺园的废墟上兴建颐和园，其中包括规模更为雄伟壮观的大戏楼。

据资料显示，大戏楼向 1 89 1 年开工至 1 895 年完T，用工 4 年，耗银

7 1 万两;整个建筑高 21 米，宽 17 米，共分福、禄、寿 3 层，天花板

上设 7 个天井，地板下有 1 个水井和 5 个水池，据说是为演出神鬼戏

时，表演中装扮成鬼神的演员们借助滑车可上天入地 ; 同时，还可设

置大水法等舞台布景，经常变幻，其规模超过建于 1771 年的紫禁城

宁寿宫畅音阁大戏台 。 有记载，当时的名伶谭鑫培、杨小楼等都曾在

此为慈禧太后演出过。

除此之外，在紫禁城中分别有景祺阁戏台和"漱芳斋"的"风雅

存"、宁寿宫倦勤斋等小型或室内戏台，供太后、皇上和娱妃、宠臣

娱乐享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梅兰芳曾进宫为逊位皇帝溥仪演出过

《游园惊梦》和《霸王别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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