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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北京故宫博物院释藏_)

高宋杂剧演出图

^劈清人画『)

杭州涌金门井演剧图



仓 周恩来总理与杭州越剧团演职员亲切交谈。

反与出长演都界副艺扬文周都部首宣为中团、剧理越总州来杭思，周

"后。月日惫4节留年小影强的合均事员新职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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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四月，杭州越剧院一团参加中国首届莎剧节，演出((冬天的故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莎学会主席曹禺欣然为剧团题

词留念。



杭州越剧茁演出((孟丽君))，赵碧一I饰孟丽君，高

爱娟饰皇帝。



苋州越剧院二翻演出《桐江雨势，谢群英饰金未
§雪萍饰二龙。

吭州越剧院三团演出《金殿拒婚静，陈书君饰爿



O 杭州滑稽剧团演出《上海小姐》，王鹏飞饰李

振平，胡九皋饰倪继光，龚一呆饰周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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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杭州第一座现代化剧场，城站第一舞台建干1912年。

(根据老人回忆绘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杭州市戏曲志》

主’编：胡效琦

副主编：钱呜远

。 ，主要撰稿人(以姓氏笔划为序)：

士心 王与昌 王天一’ 王心道 王建军

j些塑焦Jj 刘慕寒 朱秋僧 朱英 李干才

李骅 沂德华 吴顺治 应志良 应勇发

沈祖安 陈清 陈宝康 陈庆生 余惠民

杜钦 j里—堡I 郑在尧 洪毅 秋爽

姚俊 胡效琦 俞成富 袁之 郭荷英

钱呜远 章达庵 黄启明 龚同明． 谭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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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鬻嚣篓胡效琦杭州市文化局局长⋯一1

杭州是钱塘江畔的一座古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风光

旖旎，古迹林立，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隽秀的西子湖蜚声

中外，被誉为“中国的一颗明珠”。据考证，早在四五千年

前，我们的祖先在现城之北的老和山麓就聚族群居。当今良渚

地下，蕴藏着记录史前原始村落、人类繁衍生息活动的无数宝

藏。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距今已有4700

多年的历史．较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地仰韶文化。仅晚750一

1700年。杭州在历史上又曾二度定都。先后历时220多年。五

代是吴越古都，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派臣。继

吴越王钱谬，建城筑寺，兴办百业．始名杭州。吴越文化也

相应出现。南宋则是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高宗在此建

都，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140余年。那

耐杭州极度兴盛繁华，咸淳年问杭州人口高达39万户，120

万人，可谓“杭州大街，买卖昼夜不绝黟，“烟柳画桥。风

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难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惊

叹为矗世界上最美的华贵的城市"。经济繁荣之城文化必然

发达：当时杭州设有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太学生多达4000

多人。尚有武学、宗学、算学、书学、医学等专门学术机构

和画院，才人书会、说社、绯绿清音社等社团。宋室南渡。

促进了南北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融合，产生了南戏(戏文)，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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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则成为南戏的发祥地．据《武林旧事》记载．仅官本剧目就

有280种。当时。评话、滑稽、傀儡、皮影、杂技等百花争

艳．杭州评话已相当兴盛．杂技已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在

《都城纪胜》中记着“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更后方

静，而五更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

皆然。"当时杭州是戏艺集中之地，演出场所瓦子(瓦舍，瓦

肆)遍布杭城内外，据记载统计城内外有瓦肆20余处。且一瓦

肆中少者勾栏一二个，多者十余个。而演出场所从流动到固

定，则由宋代瓦肆开始，这不得不说，为戏艺的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环境和条件，实属我国戏曲史上的一大进步。堪称的南宋

文化。是杭州历史文化的辉煌时代和重要组成部分。以后历代

杭州一直是浙江省会，由于战事连绵，商业大不如前，但仍是

东南的重要城市．也不失其文化发达、名家荟萃之地。仅从良

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来看．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之

由来． “文化之邦”之美称．绝非空图虚名．而由历史所佐

证。

在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中国戏曲是我国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戏曲，作为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我国历代劳

动人民和戏曲工作者的伟大创造。她，渊源于秦汉的百戏，唐

有参军戏，北宋时形成宋杂剧(金元时称院本)。南宋时戏艺活

动鼎盛，南北艺术交融．温州一带产生南戏，又称戏文，发样

地在杭州．一般认为是中国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金末元初在

北方产生元杂剧，剧目创作和演出十分繁荣，出现了一些著名

的戏曲作家、作品和艺人。明清两代又在戏文和杂剐的基础上

形成传奇。各地方剧种广泛涌现，随之。南曲形成昆山，海

盐、余姚、杭州、弋阳诸声腔．并以昆腔、京剧为代表，创造

了丰富的戏曲文学和完整的舞台艺术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诞

生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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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曲进行了发掘，整理、加工，改革和艺术创新工作．各

民族各地区戏曲尉种繁花似锦(据1982年统计就有367余

种)。编演了众多的新历史剧和现代戏。戏曲获得了前所未有

的全面繁荣。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这是弘扬我国民族优秀文

化结出的硕果。无疑．中国戏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巨大精神财

富。也是世界艺术宝库的瑰宝。

从大量的中国戏曲史料的记载，考证中．可以看出杭州盼

戏曲作品、戏艺活动。不仅历史悠长、名家辈出、著作宏富。’

而且在中国戏曲的形成，衍变、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作出过巨大的贡献。遗憾的是．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我国戏

曲及其艺人的鄙视、禁锢、乃至迫害。戏曲历来无志，不仅没

有专志，就连各种方志中也几无记载，偶有片言只语提及多

系禁演文字。面对漫长岁月，浩如烟海的传统戏曲艺术和建国

以来戏曲事业发展的辉煌成就。亦为对今后戏曲艺术的更为发

展和对戏曲工作者有所启迪和教益．我们深感有责任把历史遗

留下来的戏曲无志的空白填补起来。使其载入史册，也作为我

们这一代文艺工作者作出的微薄而又有价值的一点贡献。当

然，我们现在能够做这件事，是因为我们国家政治经济稳定，

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日益富强．“盛世修志"之历史必然。

今天。我们编篡、出版《杭州市戏曲志》(以下简称卷

书)，旨在向人们介绍杭州的戏曲历史，“以史为鉴弦．从中总

结历史经验。稗益于当前文艺工作，惠及后人，进一步推进我国

社会主义戏曲事业的发展。《志书》参考《中国戏曲志》地方

卷体例，分搿综述刀、口大事年表"、矗志略"、 “人物传

记刀及“附录’’等几个部分，记录了有关杭州戏曲活动的较为

翔实的史料。其中“大事年表"自南宋建炎元年排列至公元
1988年止。‘‘人物传记矽则记录了从南宋至今的杂剧、传奇及
戏曲作家。搿戏曲班社"条目中．收集记载了二十年代临安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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蛉金蚰村组织男子“的笃班”，一把胡琴、四只稻桶当舞台在

当地演出的史实。在“戏曲音乐"条目里，记录了杭滩、杭刚

及睦剧的创始、衍变、兴衰的史料⋯⋯。《志书》虽广为搜

集、编篡四年，仍感缺乏规范。尚有不尽人意之处。鉴于《志

书》是从零起步．还可算作比较全面地记录了戏曲在杭州地区

流入，发展、兴盛、衰落．再发展、再繁荣的史实，比较真实

地反映了杭州地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戏曲活动的历史面貌及其

发展规律。愿《志书》的编篡付印。能成为杭州市广大戏曲工

作者的一本工具书，能成为杭州文化工作一部重要的历史文

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

由于史期漫长，资料缺乏，人员变迁，编撰人手不足，加

之。我们学识和水平的限制．又缺乏编篡经验，虽各尽其力．

但难免所编撰的史料有局限、疏漏、所记录的史实有差锵失误，

望各位专家、同行、读者不吝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正。在查

找、撰写、编篡过程中，曾得到有关部门、单位的领导和个人

的热情支持与帮助，借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让我们共同祝贺．在九十年代第一春的美好时光．《杭州

市戏曲志》的诞生。

Ⅳ

1990年3月25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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