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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福州专业戏班考论!

张晓燕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

摘5要#戏班是戏剧活动的组织载体!也是戏剧传播的载体# 以娱乐市民为主且以盈利为目的的专业戏班的大量出

现!是剧种走向成熟以及剧业兴盛的重要标志# 晚清民国福州戏剧演出进入相对成熟的时期!表现出剧种繁多"专业戏

班增多!商业化演剧日渐兴盛等特征# 专业戏班的大量出现!刺激演剧商业化!加剧了剧种之间"戏班之间的竞争!由此

出现了因戏班之组织模式"经营方式乃至演员技艺水平参差不齐而导致的优胜劣汰#

关键词#晚清$福州$专业戏班$组织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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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晚清福州专业戏班考

福建是戏曲大省#诸腔杂奏#有悠久的演剧历

史% *中国戏曲志/福建卷+载!&明中叶后#弋阳

腔(昆山腔(四平腔等相继传入福建#并且为福建各

地声腔所融合吸收#又产生了许多各具特色(异彩

纷呈的声腔剧种%'

!万历之后#弋阳腔(徽戏(四平

戏等外地声腔陆续入闽#明天启六年"$1!1$#福州

城曾演*鸣凤记+和屠隆的*彩毫记+% 至清道光年

间#闽剧三大前身之&儒林戏'&平讲戏'&江湖戏'

逐渐融合渗透定型#形成闽剧#闽剧专业戏班纷纷

成立#与势力最强的徽戏&上三班'&下三班'等#形

成激烈的竞争态势#促进福州剧业的繁荣%

!一"闽剧专业戏班

闽剧正式形成之前的戏班#都按&儒林' &平

讲'&江湖'三大前身分类命名#最早儒林戏班为

洪塘儒林班#后有&驾云天'&醉春园'#再后是&达

云霄'&赛月宫' &庆仙园'等十三家儒林班)平讲

戏班有同治(光绪年间的&宝发班' &旧仕梅班'

&新仕梅班'&三仕梅'班等)闽剧&江湖班'在史

料中未见有确切班名记载%

清末#闽剧戏班较为出名的当属十三家儒林

班#分别是!&达云霄(驾云天(赛月宫(仿桃源(乐

琼仙(庆云天(庆仙园(正天然(青云天(凤麟奇(乐

云天(谱云霄(仿霓裳%'

"据*十三家儒林班的概

况+文载#&达云霄'最早#约在咸丰(同治之前或

之间成立#民国八(九年间改名&庆云天'% 另郑

丽生*闽剧班团初步调查+文载#&达云霄'成立时

间约在民国初年% 两则史料关于&达云霄'成立

时间出入较大% 杨湘衍*儒林发展史+提到!&达

云霄'&赛月宫'和&庆仙园'三个儒林班是继&驾

云天'之后的后起三戏班% 其对&驾云天'的创办

历史#乃至出现后继三个儒林班的原因都有详细

论述% 就以上三则史料推断#&驾云天'比&达云

霄'创办早#它是十三家儒林班中创班最早的%

对十三家儒林班创办之创立先后#大部分研

究者只对第一个戏班给予重视% 杨湘衍对除上文

述及四个班社之外的其他班社也有探讨!&,,

"1驾云天2班$这样的大好戏景#便引动剧界中人

的个个眼红#前后几个儒林班的艺友从而发生分

裂% 不四(五年间#先后成立1凤麟奇2 1谱云霄2

1仿桃源2 1乐云天2 1海
.

亭2 1仿霓裳2 1正天

然2(大春台2%'

#此处所提八个戏班#加之先前四

个#共十二个#与上文&十三家儒林班'之说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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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班社名称上有三班之差% &十三家儒林班'之

说包括&乐琼仙'&庆云天'两班#无&海
.

亭'班)

&十二家儒林班'无&乐琼仙' &庆云天'两班#有

&海
.

亭'班% 后人多采用&十三家儒林班'%

除影响力较大的戏班外#晚清福州还有很多

戏班#据郑丽生*闽剧班团初步调查+文记载#清

中叶后#最早约在同治(光绪年间的闽剧班社有

&白老鼠' &阿花'#稍后于&阿花'的#还有&新阿

花'和&假刘'#这几个班社取名都以班社主要演

员命名% &清末民初#上海(江浙及天津(济南等

地兴起了由女性雏伶组成的戏班'

!

#&这些女子

班社最初以堂会演出为主#后逐渐进入戏园公

演'

"

% 光绪年间福州&晋自然'班#是闽剧最早的

女班#其开启闽剧女班之先河% 后在福州陆续出

现女班#如&群芳' &庆声' &泰记' &瑞福' &群仙'

&乐瑶官'等% 另#约存在于光绪到民国初年的戏

班有&玉庚'&仕梅' "亦称&旧仕梅'$#及稍后于

&仕梅'的&三仕梅' &四仕梅' &五仕梅'等#其中

&玉庚'&仕梅'两班皆以演员名字命名#后三个皆

模仿&仕梅'之名命名% 另有&群乐天'戏班约于

光绪末年出现%

清末民初#因处戏曲改良大环境#加之各剧种

自身发展(蜕变#闽剧出现几个较有影响力的戏

班#如&旧赛乐'&新赛乐'&三赛乐'&善传奇'等%

这几个戏班一直存在于整个民国时期#个别存在

至建国之后% &旧赛乐'&新赛乐'&三赛乐'三个

班社的创建#有内在关联!

'旧赛乐)前身为闽剧科班 '仿桃

园)#系临时拼凑#组织不健全#为民间

婚丧喜庆演出% $%$# 年#班主邵亨友将

班名改为'赛乐天) !一说'赛琼天)"#

后邵到李厚基总督衙门申报成立戏班

事#先申请'旧赛乐) '新赛乐)#后申请

'三赛乐)#均获准%

#

据*闽剧三赛乐班史+ "载*福建戏曲历史资

料+第十三集$文载#&旧赛乐'由邵亨友负责#&新

赛乐'由其弟邵亨泉负责% 清末#福州南台下三

班没有资格在会馆等地演出#&三连福'老板林祥

云欲将其班改为闽班演出官戏#苦于无法注册#后

与邵亨友商量#三赛乐班牌照送给了林祥云#之后

便收儒林班的演员#演出闽剧#闽剧&三赛乐'班

正式问世% &善传奇'前身系&群乐仙'#据*关于

&善传奇'班的历史+

$文载#这是一个由一群业余

闽剧爱好者组织的民间碒艺团体#成员大部分为

开设在福州市区小桥一带的杂货店(伞店(水果店

老板% $%$" 年#以&群乐仙'为基础而正式成立

&善传奇'班#中亭街的水果店老板阿?(阿福兄

弟组办% &善传奇'班名之称是阿?之子&招鱹'

所起#他在&善传奇'成立初期#发挥重要作用%

!二"徽戏专业戏班

相对于闽剧班社数量繁多及演变较快特征#

徽班数量略少且相对稳定% 晚清福州徽班最出名

当属上三班&大吉升' &祥升' &三庆'#及下三班

&三连升'&三连福' &三和顺'

%

% &上三班'三个

班社规模很大#据郑丽生文载#&大吉升'班最晚

于嘉庆末年成立#&祥升'班最晚于道光末年成

立% &三庆班'命名模仿北京的三庆班#成立年代

不详% 又据闽剧老艺人论述!三庆班由祥升班分

出来#在福州设立科班#专收福州本地弟子#学员

人数一度达到七十多人% 三庆班以&宝'字辈给

演员命名#有&来宝' &怪宝' &国宝' &月宝' &仙

宝'&起宝'&妖宝'等% 郑丽生以此为据#认为三

庆班约在光绪初年成立#三个戏班皆约于民国十

五年前后解散%

学界对徽班&上三班' &下三班'#有不同提

法#*闽剧三赛乐班史+一文云!&清末#福州的徽

班有1三庆21祥升21大吉2#住在乌石山一带#称

为上三班,,另有徽班1三连福21三连升21三连

庆2均住在1南台2#称为下三班%'

&

#与郑丽生

&上三班'和&下三班'提法略有出入% 郑丽生为

亲历当时世事之人#又专注研究福建戏曲及相关

文献史料记载)另两位口述者#与郑相较#虽未有

相关研究#但毕竟也是亲历者#实难判断二者哪个

更为准确#目前学界大多采郑丽生提法#有研究者

在论述之时#二种说法皆会提及%

&上三班'&下三班'之后#光绪末年有&下洋

班'&新下洋班' &三下洋班'#三班社位于福州南

台区域#取名也因其所处地域命名% 据郑丽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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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洋班'约成立于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解散#

&新下洋班'晚于&下洋班'#&三下洋班'晚于&新

下洋'班#二者也都于民国初年解散% 三个&下

洋'班规模都很小#都是&乡下班'#多在农村乡下

流动演出%

另#据郑丽生文载#当时还有被称作徽班&江

湖班'之&北路一'&北路二'&北路三'三戏班#当

时人们认为其用官话演唱#来自北方#故称为&北

路'或&京路'#它们大部分在乡里流动演出% &北

路一'约于清末成立#民国初年解散#&北路二'晚

于&北路一'#&北路三'晚于&北路二'#二者也都

于民国初年解散% 另有&吉祥'&凤凰台'两戏班#

存在时间大约在光绪年间#两个戏班演出史料记

载很少#其中&吉祥班'可能从祥升班分离出来#

规模相对&凤凰台'戏班略大)&凤凰台'可能还叫

&谱凤凰'#班规模很小#大部分在乡下农村演出%

由上可知晚清福州戏班一些基本状况及特

征!一是班社数量众多#但除个别实力相对较强

外#大部分纷纷成立#没多久便解散消失#闽剧班

社尤为突出% 二是戏班之间并非独立存在#无论

在戏班名称上#还是在人员(戏班组织上#都有前

后继承性)即使在同时期存在的戏班#在艺人之间

的交流(及师徒教授技艺的过程中#都存在戏班与

戏班间人员流动现象% 三是有的戏班分离出来多

个戏班#如从徽班&祥升'分离出来的&三庆班'和

&吉祥班'% 四是由上对闽剧(徽戏两剧种班社记

载可知#当时无论是风行于世的徽戏#还是渐趋成

熟的闽剧#在市区乃至市郊乡野都有戏班踪影%

戏班命名大体有三种方式!以著名演员命名(模仿

已有著名戏班命名(据戏班所处地域命名%

二5晚清福州专业戏班组织形式的

演变

早期戏班#大部分是传统家庭戏班或民间不

固定流动戏班#尤其在经济欠发达时期#两种戏班

在社会演剧中占很大比例% 传统家庭戏班&至乾

隆末年而后#就逐渐销声匿迹了% 其消逝原因#首

先是皇帝禁止#雍正二年禁1外官蓄养优伶2"&雍

正上谕内阁'$#乾隆三十四年又1严禁官员蓄养

歌童2#1朕恭阅皇考谕旨#有饰禁外官蓄养优伶

之事2#1何以近日尚有揆义托黄肇隆代买歌童之

事021思之实可痛恨2 "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

七十$% 嘉庆四年禁止官员蓄养优伶#1若署内自

养戏班#则习俗攸关#奢靡妄自废#并恐启旷废之

渐2% 1嗣后各省督抚司道署内#俱不许自养戏

班2"道光*中枢政令+卷十三$%'

!由此可见#入

清以来#朝廷再三律令#禁止官员蓄养家班#政治

对家庭戏班影响甚大% 至清中叶#严格的政治限

制#使家班渐少#经济环境逐渐开放#商业发展#促

使民间商业娱乐性质戏班大量出现% 其以娱乐世

人为目的#通过演出赚取利益% 戏班内部组织(分

工渐趋明确细致#每部分有特定人员负责#每一部

分也渐渐有了名称%

晚清福州戏班#除个别较有影响的戏班相对

稳定外#大部分还处于成立与解散之间迅速转换

的不稳定状态% 但戏班组织形式#已从原来家庭

戏班或伶人随意搭班流动演出的形式#走向由

&主脚'或&主要演员'搭班的戏班形式% 如平讲

戏班和江湖戏班#在清中叶前大都于乡野市井#流

动演出#伶人随意搭班#几个人组成一个名义上的

戏班#四方奔走#演出谋生% 清中叶后#平讲(儒

林(江湖融合#戏班开始注重演技#重视满足更多

观众喜好% 面对班社间的竞争#他们开始重视自

身技艺的提高#重视戏班里出众演员在观众中的

影响力#注重&名角'效应#为招揽更多观众#戏班

开始以艺人的名字命名%

抛开家庭戏班不论#不固定伶人组班流动演

出的戏班组织形式#以及随之出现之&主脚'搭班

的戏班#艺人在参与演出的同时#也参与戏班日常

事务#分工不甚明确% 戏班是演员及其他相关人

员的生存之地#更是艺人走向成功坚实的后盾%

健全的戏班制度#不仅对戏班的长远发展有益#更

对演员的专业演出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健全的戏

班不仅体现在部门齐全(制度健全(分工明确上#

更体现在能为演员开拓良好的演出市场(谋求良

好发展道路上% 晚清还未见福州有专门规范戏班

制度的条文#大部分戏班的成立和组织#都是对之

前已有戏班继承中模仿#模仿过程中进行自我探

索% 实际上#晚清福州戏班组织繁多混乱#一是商

业经济发展水平所致)二是相关从业人员经营意

识所致% 当然#戏班能否良好发展#系多方因素使

然#就宏观社会背景来讲#商业(经济尚在发展阶

段#商人观众出现#在数量上还未达到一定规模#

&捧角现象'和&名角效应'不是很普遍#商人观众

对演剧兴盛的影响作用不是非常明显% 这时#尽

管戏班意识到&名角效应'#但其毕竟处摸索时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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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经营者思维和视野上的局限#直接影响到戏班

组织状况和经营模式% 此现象直至清末才出现

变化%

清末#因经济及商业贸易的发展#剧界名角纷

纷出现(捧角现象也开始兴盛#有些戏班开始出现

摆脱&主脚'搭班或组班的现象% 也开始有专人

组班招纳艺人#这些人士大部分为商人#他们经济

富裕且爱好戏曲#组织戏班是其经商之道#靠其谋

利% 如&善传奇'之前身&群乐仙'是由业余曲艺

爱好者组合而成#大部分为水果店老板或杂货店(

伞店老板% 他们拥有一定经济基础#又有浓厚的

兴趣爱好#到 $%$" 年#即民国二年#&善传奇'班

正式成立#它以&群乐仙'班为基础#老板为中亭

街水果店阿?(阿福兄弟% 带有商业特征的&老

板'之称#很多时候也成对戏班班主的称呼% 这

种戏班组织形式对福州后来的戏班组织形式产生

很大影响% 其优势有!其一#分工明确#戏班制度

相对完善% 细化分工可以使戏班有序经营#戏班

制度的完善#可以规范戏班人员的行为% 其二#演

员从纷杂的戏班事务中脱身出来#专注演技的提

高#这对演员自身乃至戏班皆有益% 其三#演员身

份附属在戏班内#班主给艺人发酬薪#这与之前艺

人自给自足的方式不同)班主的特殊身份#使戏班

的经营模式朝着商业化的演剧的方向发展#之后

戏班向股份制和薪酬制发展%

三5晚清福州专业戏班之组织经营

模式

!一"晚清福州专业戏班内部机制

专业戏班有演员(乐队(行政(剧务等几个主

要组成部分% 戏班#对内部成员来讲#是其所依附

的工作团体#提供演出机会#联系演出场所的组

织)戏班的内部运作方式直接关系到戏班的赢利

状况和发展前景% 清末福州戏班已走向商业娱乐

化发展道路#戏班内分工明确#组织经营相对

完善%

$*演员之入班与薪水

张发颖*中国戏班史+云!&我国历史上乐籍

中娼优不分#其实属于罪人家属配隶而为乐户及

买良为娼优者#大部分属娼#而真正的大部分戏曲

艺人多属于一些农民在荒年歉月以艺谋生#稀里

糊涂而被视为和进而成为乐户者%'

!张发颖论述

无疑指明早期戏曲艺人的主要来源% 社会贫困人

员是戏曲艺人的主体#早期家班及后来专业戏班

也都有买童习俗#明时昆曲家班#&除了曲师请苏

州人以外#一些家乐戏班班主为了保证自己的班

子吴音纯真#便多采取直接购买吴儿为家伎家伶

的做法% 这种情况#甚至造成苏州的穷苦人家把

卖儿卖女学戏当成了谋取生路的手段%'

"福州旧

时戏班招收的艺徒也大都是从穷人家过来#年龄

大部分在十二三岁至十四五岁的孩子#戏班给其

家长数千元津贴费#签完&卖身契'之后#这些孩

子便归戏班#开始从艺之路% 成为艺徒的孩子#身

份低下#在戏班受尽凌辱#他们扮演什么脚色(什

么时候登台(什么时候技成#什么时候可以离班#

都受所进戏班之班规所限!&,,入班后#即请教

师"多为退老之演员$教之演唱#衣食皆由班中供

给#中途不得退出% 按照品貌(体态(声音#分使充

任
.

头脚"即女角$与挂须脚"即男角$% 大概三(

四个月即可登台#一年余即行技成#但非至出艺#

不能索取薪资% 技艺优良确得观众欢迎者#班中

每月酌给津贴#以作鼓励% 故戏班得收一个优良

艺徒#每获利不赀#则可自由加入各班演唱%'

#由

此可见#戏班对演员的培养上#却已有严格标准%

班主先根据艺徒的品貌(体态(声音等身体特征确

定脚色和行当% 三(四月即可登台演出#一年余久

技艺则成% &出艺'大概意思是艺徒完全学成#与

戏班脱离原来的&附属'关系#成&雇和聘'的关

系% 艺徒身份成了艺人#而非学徒% 资料所云

&但非至出艺#不能索取薪资'#说明艺徒在技艺

未成之时#与和戏班的附属关系没有解聘之前#没

有任何薪水#戏班只是酌情给那些技艺优良而又

得到观众欢迎的艺徒#发些津贴作为鼓励%

艺人脱离学徒身份#受雇而被聘为戏班演员

后#二者为雇和聘的关系#艺人才会领取相应的薪

水% 薪水由班东做主发放#但也并非定额(定时发

放#戏班之招艺徒与发给薪水#与社会上其他普通

商号和工厂绝然不同%

戏子论薪资#高低有阶级///其薪

资均按日计算#视技术之高低#而定薪资

之多寡% 大抵花旦&青衣最多#小生&须

生次之% 有演有钱#无演无钱% 膳食#有

演午晚两餐均为干饭#无演全日均吃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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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 即有演出#薪资亦不一定十足发给%

譬如全班一天须开销三万元者#戏资能

收三万元#始发十足$收二万四千元#发

八成$收一万五千元#发五成$若超过三

万元#又入班东私囊% 故一个演员#日薪

虽有一千元#除停演折成之外#每月至多

一万五千元% 况全班中#又花旦&青衣&

小生&须生几个角色薪资较高#其余均甚

低微#甚有不够个人日常零用者% 且演

员皆无学识#风气极为恶劣#每日所发之

薪#多付之赌饮#不使稍有盈余#是以戏

班中除几个高等角色#能蓄养家眷外#其

余多为终身无家可归的单身汉%

!

此资料清晰地展现了戏班演员薪水状况% 首

先#脚色之分是薪水发放最直接依据#花旦(青衣

最多#小生(须生次之% 演员无基本收入#有演出

才有收入% 其次#班主还会根据整个戏班的收入

和开销#来确定发放给演员的薪水数额%

!*戏班之乐队与乐器

戏曲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形式#音乐是必

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伴奏乐队的组建也是晚清福

州戏班完善的重要体现% 由林家辉(杨森端讲述#

唐崇煊记录的*闽剧乐队的组织分工及某些介头

的演变+一文对闽剧乐队有相关介绍% 其云!人

们最早将闽剧的乐队#称为&后台'#乐员称作&后

台司'% 闽剧定型之前的儒林(平讲(江湖三大前

身时期#乐队和乐员就已被称作&后台'及&后台

司'% 闽剧乐队指挥#称&掌鼓师'#亦称&鼓板'或

&鼓板司'% 闽剧有武场和文场之分#&武场' &文

场'之分是根据徽班&上三班'而来% 闽剧中#武

场又称硬片#主要以打击乐为主#鼓板司是武场最

直接的指挥)文场又称软片#主要以管弦乐为主#

管弦乐的指挥#则被称为&上把'% &后台乐队的

组织#和后台司的分工一般是六人#称为1六条

椅2% 以后多了1副鼓板2---1替鼓2艺人#一共

七人#叫做 1七条椅2% 但在江湖班里#只有乐

员---1后台司2无人#所以只称为1五条椅2%'

"

闽剧&武场'和&文场'之分由徽班上三班而

来% 剧种音乐#如服装行头(化装扮相等其他戏剧

元素一样#随着社会动态发展而不断进行吸收和

变革% 闽剧音乐在发展变革中#不论是晚清徽班

上三班(下三班时期#还是民国四大京班抵榕时

期#受徽戏影响最大% 林家辉(杨森端口述#唐崇

煊记录之*闽剧打击乐---金革乐器的演变+

#

文#从金革乐器"硬片$受不同时期徽戏影响#继

而发生的历史演变进行论述#将金革乐器的演变

分三个历史时期"即清末民初以前时期(四大京

班来闽的大变革时期(解放初到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时期$来谈% 分别从三个时期内#金革之主要

乐器!清鼓(

.

板(替板(战鼓(大锣(小锣(吼锣(大

钣(小钣(双罄等乐器的体重大小(发音和声等方

面的演变进行论述% 如#&大锣'在清末民初之

前#罗身约有一尺八寸六左右#重量约为五斤十二

两#锣边较窄#敲击的锣槌#内面需要用纱带扎紧#

敲击起来#声高厚如钟#坚实不破% 至第二时期#

四大京班来闽之后#大锣发生很大变化% 外形上#

锣身已演变得甚小#最重不过二斤#发音上既高又

坚#非常刺耳#在文戏中使用#会影响整场戏的韵

味% 锣槌子之前用铁环子#到了此时也改成用皮

环子% 再如#&清鼓'#在清末民初之前#&月位'打

的地方比较宽#发音较低#似母鸡叫#但到第二时

期#&月位'缩小了很多"之前&月位'如碗大$#声

音也变尖% 文中说#当时闽班使用之&清鼓'#几

乎完全是京班&京鼓'#使用的话需去上海购买%

四大京班在声(乐上对福州本土剧种的影响#不止

限于闽剧#文中说#就连晚清时期的徽班上三班也

跟着变为&京班化'%

!二"晚清福州戏班演出形式

$*戏班

晚清福州徽班数量不及闽班#但影响绝不逊

于闽班% 因有政治因素保障#徽班不仅应会馆(商

行之召#更亦有应官宦衙署之召而演出#加之民间

市井及庙宇演出#这使它具广泛的观众基础和广

阔的演出场所% &福州民间曾流传着几句谣谚#

对于1三上班2的评价道!1大吉"升$好排打#祥升

好武打#三庆好做打%2意思说大吉升班行头漂

亮#道具齐全#排场最佳)祥升班擅长武戏)三庆班

则重在做工#各有特色%'

$郑丽生云!&这几句话

好象是套着道光间北京群众对于1四大徽班2的

评语!1四喜曰曲子2 1三庆曰轴子2 1和春曰把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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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21春台曰孩子2而变文"语见*梦华琐簿+$%

年代稍后一些#反映了徽班在福州社会所留下的

深刻印象%'

!当然#并非每个徽班皆备如此特征%

位于南台的下三班#及福州远郊的徽班#可能系徽

班&江湖班'之缘故#这些戏班不能到会馆演出%

南台徽戏班社大都在市井演出#远郊徽班大部分

在农村流动演出%

清中叶后#儒林班在走向商业娱乐性专业戏

班的过程中#逐渐从家班演出走进市井% 儒林班

最开始不被会馆邀请演出% 至光绪#因福州戏景

繁荣#市场需求日增#儒林班也已像徽班一样#出

进于各大会馆% 当时#福州闽班被邀请到会馆演

出之外#就连福州邻近的县级闽班戏班也被邀请

到市区会馆演出!

新起梅邑裕乐轩儒林景戏于月之初

旬由梅到省#初七日先在闽清本会馆开

演一台#后龙潭尚书庙&复初庵&木伙三

山堂布帮陆续请去#前后共计演有五六

台之数% 按梅邑虽属福州#不过弹丸小

邑#当其未到之时#人咸谓其偏壤#此中

焉有佳弟子( 孰意一经开演#不特曲调

介步准而且脚色纯全#计弟子十五人#其

仿佛何郎&卫之神似者#不下三四五

辈% 彼时人山人海一而传十#十而传百#

同声赞赏#几欲倾动全城%

"

&梅邑'乃今之闽清#梅邑戏班到福州闽清会

馆演出#不排除其中有乡土情感因素% 但打破了

传统演出场所局限#此行动是有意义的% 由资料

可知#这种乡间闽班技艺已达到一定水准% 进城

演出#一开始受到市民质疑#人们甚至嗤之以&此

中焉有佳弟子'的话语% 但待到演出之后#反响

却非同一般#&同声赞赏#几欲倾动全城'的盛景#

即使是省城名班可能都难以与之媲美%

晚清福州城乡之间#乡镇与乡镇之间#戏班交

流演出非常频繁% 这种演出形式早突破早期戏班

流动演出的内涵% 乡村戏班进城演出如上文闽清

戏班到福州演出盛景#城里戏班走进乡镇演出#及

村与村之间的交流演出境况也甚好#相关记载史

料也较多% 官桂铨*清末民初福州北峰大王庙演

戏题记+

#文载到福州北峰大王庙交流演出戏班

有!光绪六年三月廿六日兴乐天班#光绪廿年六月

廿日吉庆#古邑坝头班#光绪二十七年侯邑洋里升

合班#光绪廿七年六月廿四侯邑新合和班#光绪三

十二年正月一十二日侯邑大兴金全新和顺班等%

其*闽侯县洋里仙洋村闽越王庙喜剧题记+

$文#

记录闽侯县洋里仙洋村闽越王庙的演出#既有其

他乡村戏班#也有会城戏班#如!光绪元年四月古

邑路下吉升班#光绪五年六月初六前洋儒林班#光

绪十六年(光绪十八年(光绪廿年二月十四日闽邑

曹"

.

$三连福班#宣统元年二月邑井达村合兴

班#宣统二年二月十六大吉昌班#宣统二年二月十

六大吉昌宝福班等% 另官桂铨*闽侯县马厝戏台

题记+

%文相关记载#如"光绪$二十三年古邑胜天

班#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升和兴班等%

综上来看#晚清福州徽班及闽班演出#从形式

上讲大部分为应召演出#这与当时还未出现专业

的演剧场所"剧院(戏园等$有很大关系% 至清

末#会馆(茶园大量兴盛#会馆的大量兴建促进会

馆戏台大量出现% 据刘闽生*福建古剧场+统计#

晚清福州会馆大大小小多达近百个#几乎每一个

会馆都附建有供戏班演出的戏台% 会馆各种活

动#给戏班提供相对比较固定的演出场所和市场

需求#加上商业的无形刺激#使某些戏班逐渐成为

某会馆常见的戏班% 随着商业经济发展#酒馆茶

楼渐多#很多茶楼附设戏台#客人在这里休闲娱

乐#闲谈听曲%

!*演员

晚清福州专业戏班已有自己代表性的演员#

多为戏班旦角和生角% 作为戏班出色的演员#他

们大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戏和专长#大众较为认可%

无名氏*清末福州&十一家儒林'名艺人的表演+

文#对当时较有影响的儒林班演员进行相关论述!

&1达云霄2象头戏#先起挂衣#有一只兴化人#阿

紫青衣#戏做*三娘断机+#做苦恻戏着让伊%'

&这

段话的意思是#达云霄戏班演穿头戏 "布袋木

2!$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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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偶$#当开始演戏时#青衣为兴化人阿紫#表现悲

苦凄凉的戏他最好% 再如&1庆仙园2#花旦名角

妹馨#伊守本二出戏*打面缸+*卖菊花+#平胶妆#

伊郎罢碢象庄#一月间十三千#股穿#生疮%'

!其

大体意思是庆仙园戏班的花旦是妹馨#她有两出

拿手好戏#分别是*打面缸+和*卖菊花+#还有她

的父亲不像样#屁股有生疮% 以上两则资料记载

不同戏班不同演员的特色#都用福州方言表述%

因是民间歌谣#故某种程度也代表观众对该戏班

演员的评价和印象% 该文提到的著名演员还有

&驾云天'花旦&依奴' &赛月宫'花旦&益兄'#容

貌赛观音#拿手戏是*三僧会+和*祭墓+)&乐琼

仙'花旦&思河'#声音袅娜#美貌赛嫦娥#拿手好

戏是*递简+和*卖洋桃+)&正天然'花旦叫&品

官'#文武双全#貌赛潘安#拿手好戏是*打铁锏+

和*卖话+)&青云天'花旦&莫红'#拿手好戏是

*杀子报+ *卖鲜花+)&乐云天'花旦&细奴'#演

&*樱桃记+ *铁砚图+盖世难寻'

"

#演 &*补缸+

*重台别+堪称绝神'

#

%

戏班代表演员的出现#侧面体现观众意识对

演剧的间接参与$

% 观众从最早将演戏当做红火

热闹#到开始关注哪个演员技艺高(哪个唱青衣

好(哪个唱花旦好等相对专业问题上来% 除上文

所提儒林班有名角之外#平讲班也有#如光绪年

间#&旧仕梅著名角色!"三花$立娇#"三花(老生$

真
.

#"三花$假
.

#"花旦$仕梅#"青衣$宝贵%'

%

&新仕梅著名角色!"花旦$新仕梅#"

..

$天庄#

"丑$三花秋#"生$五鱹#"生$福官#"旦$李发魁#

"花旦$春明#"花旦$官菊#"女丑$自升%'

&戏班

在这种影响下#开始注重对演员技艺的培养和塑

造上% 技艺高(观众喜欢的演员上演次数渐渐增

多#其渐成戏班主角#这就催生了&主角'挑班制

演出形式的出现%

&名角'挑班制是演剧商业化的结果% 张发

颖在其*中国戏班史+云&名角'挑班制是出现在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 实际上晚清出现的&名角效

应'已是&名角'挑班制的前身了% 至清末民初#

商业繁荣#剧界票房(票友渐增#而戏班名角在社

会中的声誉也渐渐凸现#观众捧角现象日渐明显#

剧界已出现某一名角为戏班挑梁演出的现象% 上

文儒林班名角就是典型代表% 当然#张发颖之所

以将时间界定为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也不无道理%

辛亥之前#观众关注程度重在&脚色'#如&赛月

宫'的花旦(&达云霄'的青衣等% 而辛亥革命爆

发之后#逐渐偏重于对叫什么演员的关注#福州剧

界之名角挑班演出亦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 就

连后人对戏班发展阶段时间的界定上#也以名角

在戏班发展历史中登场(退场时间为依据% 十三

家儒林之善传奇班#后人对其班史的发展界定为

以下几个阶段!$($%$4 年-$%$+ 年时期)!($%$%

年-$%!2年时期)"($%!+ 年-$%"4 年时期% 这

三个时期开始年限分别是郑奕奏(陈芝卿和林芝

芳进班时的年份#三个时期被称作&善传奇'班的

郑奕奏时期(陈芝卿时期和林芝芳时期% 由此可

见#名角对戏班影响作用确实很大%

晚清福州观众对戏班某脚色的关注#乃至民

国开始对戏班某演员的关注#这一变化#表面看似

是&脚色'向&演员名字'的变化#但实质体现的

是#观众对演剧关注重点的变化#更是戏班内部演

出形式的隐性变化% 前者#戏班演出中#不同演员

之间演出场数的多少#在观众中的影响力存在差

别#但可能不大)而后者#名角与普通演员之间的

影响力相差悬殊#甚至有天壤之别%

"*戏资

戏班要生存赢利#要谋求发展#便要有相关收

入% 戏资是观众邀请戏班为其演出#而付给戏班

的演出费#是戏班最直接的收入% 平讲班(江湖班

在流动演出中#会向观演的观众收取戏资#专业戏

班形成之前#戏资很少#大抵上只能满足艺人基本

生活所需% 儒林班可能因最早在文人家中演出的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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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张晓燕!晚清福州专业戏班考论

历史原因#有公共演出不收戏资的老例#也不准观

众在观演时候饮酒赏戏% 杨湘衍*儒林发展史+

云#&驾云天'戏班的开台演出#完全打破了儒林

戏班这一规矩% 高喜福创办之&驾云天'儒林班#

不仅在开台之日收取贺礼和赏钱#他还积极制定

戏资的规例#戏资的收取有时按照单双日收#有时

按照日夜场收#也有按照 &期' 为单位收取%

&,,单日场三出戏六元#日夜场六出戏拾元%

在城隍庙第一次开台完毕之时#就有福州城台各

行业以及郊区各乡村#互相争抢定戏% 亏那高喜

福想出抽签办法#排列前后日期#每十日为一期#

许多定戏的人都按以办法为例%'

!看来#在高喜

福的身体力行和倡导实践下#儒林戏班不收取戏

资的惯例很快就被打破#其他后继戏班也纷纷效

仿% 这对戏班走向成熟的商业娱乐化是大有裨

益的%

戏班收入#除戏资之外还有赏钱% 理论上讲#

赏钱是在演出过程中#或演出之后#观演者量力而

行随性而给% 但在演剧商业化刺激下#看戏给赏

成约定俗成的事#更成为观演者身份和地位的象

征% 演戏领赏钱渐渐成戏班的主要收入之一%

但是当时为看各处庙宇的酬神还

愿#以及人家的祝寿结婚#铺张庆贺的喜

事#都非演戏不够热闹% 同时官府乡绅

的衙署公馆#由于举行议事宴会#需要排

场#也开始派遣差役临时征戏% 被征的

戏班#向来不收戏资#似是戏班的损失#

但赏戏的风气正盛#像'驾云天)这一红

牌的班子#每遇'阔老)在场#一出手就

是八元&十元的赏封% 有的一台戏曾得

到赏钱三&四十元以上++

"

史料所述#戏班在没有收取戏资的时候#有时

候一场下来赏钱就可以领到三(四十元% 上文笔

者述及&驾云天'戏班收取戏资的规例中说#戏班

在一天三场的演出中才收取六元#日夜场六出戏

也就拾元% 由此不难看出#赏戏风气对戏班生存

的重要性#我们说赏钱是戏班主要收入之一#也不

为过%

总而言之#晚清福州本土闽剧形成#并与以徽

戏为主的外来剧种竞争发展#剧业发展繁荣兴盛%

戏班之间竞争激烈#促进了戏班分工细化和规范

化管理#同时也加速了主角挑班制的出现#其为民

国福州剧繁荣奠定了基础#为福州剧业的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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