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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ldquo;大家小书&rdquo;，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
此所谓&ldquo;大家&rdquo;，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
大家的读物。
所谓&ldquo;小书&rdquo;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
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
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
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
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
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
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
的乐趣。
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
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
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
们价值不菲。
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
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
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
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　　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
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ldquo;大家小书&rdquo;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
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
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　　，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ldquo;大家小书&rdquo;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
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
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后记　　去年《文汇报&middot;浮世绘》副刊的编者，想在副刊上经常有这么一点谈京戏的文章
，约人撰写，可是没有适当的人，后来就跟我商量。
我觉得这很为难，因为我虽然很喜欢听戏，然而对于戏却是不懂的。
哪里有资格每天一段地经常发表议论呢。
说来可笑，我现在连什么是倒板、摇板&hellip;&hellip;都弄不清楚。
虽然也曾经读过齐如山先生的&ldquo;上下场&rdquo;之类的&ldquo;剧学丛书&rdquo;，然而也还是不能
够安心记忆，我只觉得我的兴趣是在看与听，而且有时候对一件事不太内行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情。
否则照_般老辈评剧家说来，现在的这一些角儿都是&ldquo;离经叛道&rdquo;的家伙，那么哪里还有什
么戏好听呢？
　　在答应写以前，我自己就先决定了几点原则：第一，因为我不懂戏，所以尽量避免谈得深入，以
免出了笑话，贻笑大方；第二，为了有一点现实意义，不只是捧角喝彩、赏色评腔，也因为可以写得
活泼一点，不至于太单调，我的文章有时候是谈到戏外面去了的。
这样，我写了约莫有五六十篇小文。
　　我的文章写得很自由，因为《浮世绘》是娱乐版，不宜太板紧了面孔。
一开头就说自己听歌三十余年，其实这当然是不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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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因为如此，有很多地方是信手写来，只代表自己当时的一时的感想，如果有不确实或者有被疑惑
是在讽刺谁的所在，务希原谅，不必作准。
如果一定要指着自己的鼻子，说&ldquo;他就在说我&rdquo;，那也没有什么办法，删改费事太多，所
以也就索性一仍其旧了。
现在有机会出一本小书，于是就略加删定，编成了这一册。
计删去五篇，添写两篇，重写一篇，一篇不发表，现存五十六篇，分为五辑。
第一辑里所收大抵是泛论，也多少说明了一点我对京戏的看法，因为时间匆促，没有系统，所以这里
所说的也不过是零碎不完全的意见。
第二辑中所收大抵是&ldquo;正宗&rdquo;的谈戏的东西，计共谈及戏二十四出。
这也并没有什么系统，想到哪一出就谈哪一出，这一部分似乎还可以和书名相合。
　　第三辑所收谈戏小文九篇，这大抵是我所喜欢的几出戏。
尤其是前面的几出小喜剧，是为我所深深欢喜的。
第四辑谈到了几位伶工。
本来我很讨厌捧角儿文字，尤其是捧坤角儿，因为那往往是会集肉麻之大成的。
然而我却也喜读不肉麻的记伶工身世的文章。
只可惜这不多，买到了张次溪所编的《燕都梨园史料丛刊》皇皇数十册，翻看一遍，真难找出一二不
肉麻的篇什。
我这里所写以现仍存世的伶工为限，谭叫天、龚云甫，我是不谈的。
伶官传在旧日史料中也是一个部门，并没有什么比不上王公大臣的地方，只可惜我是在瞎谈，并不足
以供史家的采择、学人的利用。
像潘光旦先生就写过一本《清代伶人血缘的研究》的书，可惜这书久已绝版，想买也买不到了。
那正是我所十分向往的文章。
　　第五辑所收几乎已非谈戏而是杂文了，不过好像看来还是在谈戏而已。
虽然，这里面却很有我自己喜欢的地方。
剑拔弩张，像煞有介事。
&ldquo;忽发狂言惊四座&rdquo;，这种快乐我是直至现在还可以记忆起来的。
因为这本小书本身的寒伧，所以请几位师友给写序题属，对于他们的殷勤的盛意，我一并在此致谢。
　　1948年3月编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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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家小书·旧戏新谈》：“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
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
。
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
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
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
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大家小书·旧戏新谈》，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
多的知识。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
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
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
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
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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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裳，原名容鼎昌，笔名黄裳、勉仲、赵会仪。
当代散文家、高级记者。
1919年生于河北井陉，原籍山东益都北城。
曾在南开中学和交通大学就读。
1944年被征调往中国昆明、桂林、贵阳，印度等地任美军译员。
后任《文汇报》记者、编辑。
有著作《旧戏新谈》、《妆台杂记》、《过去的足迹》、《珠还记幸》、《榆下说书》、《来燕榭读
书记》、《来燕榭书跋》、《笔祸史谈丛》等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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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徐序
吴序——关于黄裳先生
章序
第一辑
　评剧家
　“评剧家”之二
　京白
　叫好
　“十万春花如梦里
　关于川剧
　关于违碍戏
　《水浒》戏文与女人
第二辑
　《法门寺》
　关于刘瑾
　《打渔杀家》
　《连环套》
　《盗御马》
　小生三类
　《安天会》
　《新安天会》
　《春闺梦》
　《青石山》
　《朱痕记》
　《四进士》
　《美人计》
　《回荆州》
　《截江夺斗》
　《祭江》
　《西施》
　《战宛城》
　《骂殿》
第三辑
第四辑
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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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我虽然听戏多年，然而自己却未曾学会“叫好”之术，一半是天分太低，二者也是拉
不下面皮来之故。
然而积数十年的剧场经验，叫好也听过了不少，印象最深者是这么一次：我在北平吉祥听杨小楼的《
艳阳楼》，据老辈说，这戏最好的地方是杨小楼一掀帘的“亮相”。
所谓“亮相”，即是一个Pose，说也奇怪，这一个亮相，原是人人皆会的，总不见得扫边角色就爬了
出来吧？
然而却又确有分别。
杨小楼的亮相即有“气吞河岳”之势。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该时杨已老，而《艳阳楼》实在又不常贴，可惜我坐的是上场门，无法看
见，当时心生一计，等高登将要登场、锣鼓紧张了起来以后，我设法从台旁踱过去，慢慢地走，随时
注意，居然看到了这“亮相”。
不料这就激怒了一位老先生，他摸着花白的胡子向我交涉，事态极为严重，因为我挡住了他的视线，
使他无法叫“迎帘好”——沪语“碰头彩”——使他深深地引为遗憾。
从这次以后，我才深知“叫好”之重要，有许多人，似乎是到戏园中来喊上一嗓子，发泄其郁气，视
之为养生之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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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去年《文汇报·浮世绘》副刊的编者，想在副刊上经常有这么一点谈京戏的文章，约人撰写，可是没
有适当的人，后来就跟我商量。
我觉得这很为难，因为我虽然很喜欢听戏，然而对于戏却是不懂的。
哪里有资格每天一段地经常发表议论呢。
说来可笑，我现在连什么是倒板、摇板⋯⋯都弄不清楚。
虽然也曾经读过齐如山先生的“上下场”之类的“剧学丛书”，然而也还是不能够安心记忆，我只觉
得我的兴趣是在看与听，而且有时候对一件事不太内行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情。
否则照_般老辈评剧家说来，现在的这一些角儿都是“离经叛道”的家伙，那么哪里还有什么戏好听
呢？
    在答应写以前，我自己就先决定了几点原则：第一，因为我不懂戏，所以尽量避免谈得深入，以免
出了笑话，贻笑大方；第二，为了有一点现实意义，不只是捧角喝彩、赏色评腔，也因为可以写得活
泼一点，不至于太单调，我的文章有时候是谈到戏外面去了的。
    这样，我写了约莫有五六十篇小文。
    我的文章写得很自由，因为《浮世绘》是娱乐版，不宜太板紧了面孔。
一开头就说自己听歌三十余年，其实这当然是不确的。
也就因为如此，有很多地方是信手写来，只代表自己当时的一时的感想，如果有不确实或者有被疑惑
是在讽刺谁的所在，务希原谅，不必作准。
如果一定要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他就在说我”，那也没有什么办法，删改费事太多，所以也就索性
一仍其旧了。
    现在有机会出一本小书，于是就略加删定，编成了这一册。
计删去五篇，添写两篇，重写一篇，一篇不发表，现存五十六篇，分为五辑。
    第一辑里所收大抵是泛论，也多少说明了一点我对京戏的看法，因为时间匆促，没有系统，所以这
里所说的也不过是零碎不完全的意见。
    第二辑中所收大抵是“正宗”的谈戏的东西，计共谈及戏二十四出。
这也并没有什么系统，想到哪一出就谈哪一出，这一部分似乎还可以和书名相合。
    第三辑所收谈戏小文九篇，这大抵是我所喜欢的几出戏。
尤其是前面的几出小喜剧，是为我所深深欢喜的。
    第四辑谈到了几位伶工。
本来我很讨厌捧角儿文字，尤其是捧坤角儿，因为那往往是会集肉麻之大成的。
然而我却也喜读不肉麻的记伶工身世的文章。
只可惜这不多，买到了张次溪所编的《燕都梨园史料丛刊》皇皇数十册，翻看一遍，真难找出一二不
肉麻的篇什。
我这里所写以现仍存世的伶工为限，谭叫天、龚云甫，我是不谈的。
伶官传在旧日史料中也是一个部门，并没有什么比不上王公大臣的地方，只可惜我是在瞎谈，并不足
以供史家的采择、学人的利用。
像潘光旦先生就写过一本《清代伶人血缘的研究》的书，可惜这书久已绝版，想买也买不到了。
那正是我所十分向往的文章。
    第五辑所收几乎已非谈戏而是杂文了，不过好像看来还是在谈戏而已。
虽然，这里面却很有我自己喜欢的地方。
剑拔弩张，像煞有介事。
“忽发狂言惊四座”，这种快乐我是直至现在还可以记忆起来的。
    因为这本小书本身的寒伧，所以请几位师友给写序题属，对于他们的殷勤的盛意，我一并在此致谢
。
    1948年3月编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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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家小书:旧戏新谈》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阅读大家经典、感受大家风范、普及大家知识、传承大
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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