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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唐玄宗创立梨园以来，戏剧便与政治、经济、民风民俗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大凡政通人和、物阜民丰，鼙鼓欢歌，梨园繁茂，戏剧之花便“犹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
一旦国事昏暗、民生凋弊，风雨如晦，再好的园林也都春色黯然，戏剧也就“雨打梨花深闭门”了。
    清以降，新兴的旗装(彼时满人的时装)戏成长为戏剧园林中的一株绚丽的奇葩。
但是，它亦在世态诡幻的风雨中，经磨历劫、饱受折损。
因其独具的魅力所致，虽然几起几伏，一旦云收雨霁，梨花犹自带雨迎春。
笔者闲来撰写此书，对旗装戏的起源、特色、剧目、禁放，以及擅演旗装戏的歌郎、男旦、坤伶、名
票们在演出实践中所作的贡献，进行了一些粗浅的记述，谨借梨园旧典，以白居易之名句“梨花一枝
春带雨”冠为书名。
贴与不贴、切与不切，且听笔者述来。
    何谓“撮装戏”，在京剧史研究中对这一名词尚无明确的界定，一般只停留于演员和观众的口语当
中，如：  “明儿演旗装戏”，或是“我看了一出旋装戏”。
或说某某戏“是出旗装戏”等等。
一般地说，凡在舞台上出现身着清代满族服装角色的戏，便可以称为旗装戏。
    旋装戏亦称“清装戏”，与一般京剧传统戏有所区别。
其一，角色是典型的清代旗人装束，与戏中汉人的扮相迥然有异。
其二，角色的道白不上韵，说的是京白口语，一嘴“京片子”，清晰好听。
旗装戏在京剧表演体系上独树一帜。
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
百余年来，为人乐道，久演不衰。
    最早提出旗装戏这一概念的是北平国剧学会。
该学会是20世纪30年代初，由当时的京剧领军人物梅兰芳、余叔岩和京剧理论研究先驱傅惜华、齐如
山等人，在1931年联合发起创立的，会址就设在北京虎坊桥大街的一个大宅门内(即今珠市口西大
街241号)。
学会组织完善，聘有专职管理人员。
内设国剧传习所，京剧史料博物馆，并且定期出版学术刊物。
该刊物就是当年影响极大的《国剧画报》。
此外，该会还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探索京剧艺术的发展前途。
学者李石曾、胡适之、袁守和、于学忠、徐永昌、梁思成、焦菊隐等名流大家，都积极参与其事，承
担义务讲座，发表了许多戏剧论文，影响深远，从者如云。
    该学会在1932年9月16日出版的第三十五期《国剧画报》上，率先提出了旗装戏这一概念。
并以“旗装专号”为号召，连续两期介绍旗装戏。
用了六个整版刊登旗装剧照数+幅，声势浩大。
甚为轰动。
主笔傅惜华亲撰《引言》，他写道：    今天是二十一年的“九一八”纪念日，可算是民国以来最大的
国耻纪念，恰好又是星期，为本画报出版的日子。
就我们《国剧画报》的立场，应以何种方法来纪念此日呢？
“九一八”的国耻意义，是纪念失地，所以应该从地域风土特殊关系上，来引起国人对于失地的深刻
追忆。
那么，目前失去的东三省就是历史上的满洲，它的风土习惯有哪一种最特殊的事物遗留于国剧上面呢
？
想来想去，只有旗装这一件东西，是在近代国剧上可算一种特殊产物。
不用说，我们今日无论何人，若是看见旗装，就立刻感觉到这是满洲的服装，含有美的性质的。
而眼前的满洲已是被人占领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梨花一枝春带雨>>

这是何等重大的刺激？
何等合乎画报的立场来纪念国耻的条件啊？
于是乎。
我们最后的决定，便是出这《旗装专号》，以纪念今年的“九一八”的国耻。
    旗装，为什么是近代国剧上一种特殊产物呢？
因为国剧上所规定的妇女服装是：一蟒，二帔，三褶子，四宫装。
此外，武的加上一靠，这是戏剧上历来老例。
至于裤子、袄子，已经不是戏剧上的老规矩，而是时装了。
旗装的发生，更在裤袄之后。
一直到现在后台的衣箱，还没有预备旗装的衣服什件，所以这可算是一种特殊的产物。
由本期画报上所登旗装相片看来，他的样儿、尺寸、花样、高矮、前后、肥瘦都不比旁的戏衣，历来
无甚变动，而且是相差得很厉害，由这一点可以证明，这是一种趋时的服装。
    满洲是中国的，连满洲的旗装也是属于中国的。
请各位研究本次专号的用意，回想昔日的满洲，而今死哪里？
！
    著名京居编剧爱新觉罗·溥续也以“清逸居士”的笔名在第二期《旅装专号》中，发表了专门研究
旗装戏的文章，名为《“旗装戏”考》。
文章一开头这样写道：    蓬窗闷坐，又值秋雨绵绵，寂寞无聊，值案头有第三十五期《国剧画报》，
登载菊部男、女名宿旗装剧照，连封面共二十一张，实不易搜罗。
如此之多，亦奇观也。
缘此偶忆旗装戏剧，自同光以来，所有菊国名宿，演旗装戏最著名者共有多少人，旗装戏有若干出，
举所闻见者，均写出以供同好诸公。
但一人记忆恐有遗漏，尚乞高明见载。
    其后，溥续先生对旋装戏和早期擅演旗装戏的名家，做了一些简约的记述，可能拘于画报的篇幅所
限，全文不过一千多字。
谈得虽然并不深透，但言有所据，字字珠玑，依然是研究旗装戏历史的一篇有价值的史料。
    笔者由此得到启发，认为旗装戏之所以深受历代观众欢迎，屡演不衰，自有其更深的奥妙所在。
正如溥文中提到的：菊国名宿中，演旗装戏最著名者有多少人？
旗装戏到底有多少出？
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笔者爱好京剧，自幼跟随长辈出人戏园，听过不少好戏，长成也结识了一些内行朋友。
中年在报社工作，也看过不少近代名家的旗装戏，加之留意，搜集了许多珍贵的旗装戏史料和历代名
家剧照。
在接连不断的政冶运动中。
还耳闻目睹过几番旗装戏的禁、放、起、伏。
于是。
就萌生了写写旅装戏的想法。
    恰好去年温哥华的秋天特别短暂，转瞬之间，红枫藩尽，冬日来临，下午三点已经日落黄昏，四点
钟便万家灯火了。
而且室外阴疆多雨，昼短夜长，万籁俱静，雾雨蔽窗，此时最宣读书作文。
如是三月过后。
草成了这许多文字，仅供对旗装戏有兴趣的朋友们做茶余饭后、谈天说地漫话耳。
    作者    2012年5月于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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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何谓“旗装戏”？
其艺术特色如何？
它的代表剧目都有哪些，它缘何 紧跟时局起起落落？
它又成就了哪些名角儿和艺术大师？
在《梨花一枝春带雨：说不尽的旗装戏》里，笔者李德生以详堪 的史料、生动的叙述，对上述问题一
作答，同时穿插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梨 园掌故。
无沦你是否身处梨园，都可以被深深吸引，沉浸枉旧日的时光里，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梨花一枝春带雨：说不尽的旗装戏》部分内容已列入国家教育部人 文社科基地重大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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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壹 旗装戏考最早的旗装戏禁演旗装戏旗装戏的解禁清宫大演旗装戏旗装戏《四郎探母》登场太监伶人
演出的旗装戏慈禧太后尤爱旗装戏旦角独擅的旗装戏《四郎探母》风靡全国贰 擅演旗装戏的歌郎们旗
装大师梅巧玲跨行越界时小福擅创新腔胡喜禄后来居上余紫云身手不凡叶中兴备受呵护李宝琴文武兼
擅秦稚芬平生侠义陈德霖艺高胆大路三宝旗装翘楚孙怡云名动公卿郭际湘通天教主王瑶卿假凤虚凰姜
妙香叁 擅演旗装戏的男旦们梅兰芳的“样”尚小云的“棒”程砚秋的“唱”苟慧生的“浪”芙蓉草的
“阔”朱琴心的“俊”南铁生的“媚”乐砥舟的“牛”“四小名旦”的旗装戏天不假年的李世芳得天
独厚的张君秋允文允武的宋德珠失于浮躁的毛世来婀娜多姿的李金鸿时运不济的陈丽芳自毁长城的陈
盛荪硕果仅存的于玉蘅肆 擅演旗装戏的坤伶们温文儒雅李艳香旗装大明星胡蝶金笛仙子雪艳琴程皮梅
肉章遏云命运多舛新艳秋代师传艺华慧麟西洋公主雍竹君三自一包梁小鸾铁嗓钢喉王玉蓉名闺下海丁
至云女程观秋侯玉兰女梅兰芳陆素娟一笑倾城吴素秋昙花一现杜丽云党的女儿杜近芳南突禁地童芷苓
北开先河王蓉蓉命运多舛的旗装戏《四郎探母》(代后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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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三鼎甲”大红大紫的年代，正值咸丰帝主政。
彼时，慈禧太后还是个普通妃嫔，在宫中的地位不高，即便成丰宣召“十三绝”进宫演戏，慈禧也是
无缘一睹的。
所以说，慈禧太后没有机会欣赏他们的演出，包括梅巧玲演的戏，慈禧太后也是没有看过的。
但是。
咸丰皇帝一死，母以子贵，慈禧名正言顺地坐上“太后”的宝座，并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
    同治年间，京师中的戏剧基本上是二黄占领了主导地位。
昆腔、弋腔日趋式微。
居于深宫的慈禧爱听二黄，她多次传旨，要宫内的太监伶人学唱二黄。
如《清宫档案》载，同治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太后命“印刘传西佛爷旨，着刘进喜、方福顺、姜有才
学二黄鼓、武场，张进喜学武场。
王进贵、安来顺学二黄笛、胡琴、文场。
不准不学。
”不学。
就是抗旨不遵，给予严惩。
    到了光绪年间，慈禧一改祖制。
把京城所有著名演员都罗致人宫献艺。
《清宫档案》记载：自光绪九年到光绪十六年，慈禧太后先后选人宫中承差的演员有袁大奎、张云亭
、张淇林、杨隆寿、乔蕙兰、孙菊仙、时小福、杨月楼、王楞仙、谭鑫培、陈德霖、罗寿山、侯俊山(
十三旦)、王长林、孙怡云、朱四十、汪桂芬、郎得山、裘荔荣(即著名花脸演员裘盛戎之父裘桂仙)等
数+人。
入宫后或充当教习，或供奉演戏。
大批民间新戏，如《玉堂春》《回笼鸽》《双官诰》《二进宫》《包公案》《施公案》等。
也都登上了宫中的舞台。
在慈禧太后大饱眼耳之福的同时，二黄升为主流，昆弋完成了蜕变，京剧从此成型。
    慈禧太后喜爱京剧。
对旗装戏情有独钟。
如《探亲家》《铁冠图》《铁公鸡》《四郎探母》等，更是宫中常演之戏。
慈禧太后看戏，喜欢“对号入座”，常把自己与戏中的角色混成一体。
她特别重视戏中关乎“皇太后”的行动举止。
演员和侍候戏的官员们也都善于察言观色、曲意迎奉，所以把《法门寺》中的皇太后，《探母》中的
萧太后，都演得恩威并重、通情达理，真像一位大慈大悲的活菩萨。
《四郎探母》的结尾，把四郎“被杀”改为“被赦”，也是为了图“太后老佛爷”高兴而为。
饰演太后的演员自然更加注重化装修饰。
尽量模仿慈禧太后的仪容举止，以博太后的青睐与欢心：    慈禧太后喜欢《四郎探母》。
但是，她依然留恋宫本《昭代箫韶》的曲折缠绵。
所以，一直想自己动手改一改。
在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之后，慈禧太后退居“二线”，打算不再过问朝政，在颐和园颐养天
年。
随后她便降旨。
要亲自改编《昭代箫韶》，并计划让升平署付诸排演。
她在懿旨中称：排戏时要以升平署的太监伶人为主。
人手不够，可用民间艺人替代。
再不够时，可调用宫中“普天同庆”科班的小太监们上场。
慈禧还特别降旨为《昭代箫韶》添办了布城、平台、山树，到桌围椅帔等名目繁多的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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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咐内务府大臣要“赶紧办理”。
戏剧史家周明泰先生曾向“旧日慈禧太后本宫内监中曾列名于本家者”询问过此事。
他在《“昭代箫韶”之三种脚本》一文中写道：    据其所目睹慈禧太后当日翻制皮簧本《昭代箫韶》
时之情况，系将太医院、如意馆中稍知文理之人，全数宣至便殿。
分班跪于殿中，由太后取昆曲原本逐出讲解指示，诸人分记词句。
退后大家就所记忆，拼凑成文，加以渲染，再呈定稿，交由“本家”排演，即此一百零五出之脚本也
。
故此一百零五出本。
亦可称为慈禧太后御制。
    齐如山在《谈四角·陈德霖》一文中也转述了陈德霖参加改编这出旗装戏的经过。
他写道：    《昭代箫韶》原为昆腔，此次改为皮黄，却是一件很大的工作，升平署没有这种人才，紫
禁城内，只有内务府、如意馆、太医院几个机关。
于是，就由内务府、如意馆及太医院诸人出来全体帮助。
可是如意馆、太医院对此事是完全外行，只是帮助抄写，内务府虽较为内行，而通文之人则甚少。
按宫中关于文字的事情，都交翰林院办理，可是这件事情，西太后又不好意思交翰林院。
于是，就大家胡凑起来，西太后自已编的唱词也很多，德霖除安置场子并编词句外，还要把西太后所
编之词，都安上唱腔。
德霖常对我说：老佛爷所编的词，不但不能改，而且还得大恭维。
可是有许多词句，真是难以安腔，无论如何，也得想法子迁就。
所安的腔，唱出来好听，她便得意，自以为编的词句好，容易唱，倘安的腔唱出来不好听，她不好说
她词句不容易唱，她说腔安得不好，所以为她编的一套词安腔，得出几身汗。
(见《齐如山全集》)    奈何，未几国事大乱，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再次亲政。
这出戏只改到一半便匆匆收场了。
后来，陈德霖、王瑶卿等人在宫外演出的八本《雁门关》，便是这次改编结果的再改编。
P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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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旗装戏出现得很早，可以说在《桃花扇》之前的清初，民间出于对入侵者的不满，就有不少反清、蔑
清的小戏在农村乡镇上演。
这对于刚刚入主中原的异族新贵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顺治年间，朝廷就多次严旨“擅编歌谣剧戏，依律定罪”，“高台演搬杂剧。
渎神耗财。
概行禁止，违者重惩”(见顺治十四年《特禁恶风以安良善事》)，更不准演出着有本朝服色的旗装戏
。
    到了清代末年，由于政治腐败、经济衰落。
满族统治者励糟图治的雄心早已消失，文化禁锢有所松动。
一些无关政治的旃装戏就开始出现在京师的查楼酒肆之中，例如《思志诚》《探亲家》《送灰面》等
。
这些娱乐性的小戏，都是身着满人的服饰出现在舞台上。
因为这些“时装”戏很接近日常生活，不矫揉造作，使人耳目一新，而且还用“京白”对话，更显得
入耳好听，很受观众欢迎。
连九五之尊的皇帝、太后都给予了首肯，于是，旗装戏就时兴起来。
宫内常演的旗装戏《查关》《八本雁门关》等。
也被伶人搬出宫外上演了。
    ⋯⋯    据说这种改法，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据局内人讲：  “这出戏太长，一般招待首长看戏，大都
安排在两个小时之内为宜。
减去这场戏。
省去十五分钟，正好两小时。
”笔者闻言，如坠五里云雾。
罢了，果真如此，笔者也就无话可说了。
    作者    2012年5月于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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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从唐玄宗创立梨园以来，戏剧便与政治、经济、民风民俗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大凡政通人和、物阜民丰，鼙鼓欢歌，梨园繁茂，戏剧之花便“犹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
一旦国事昏暗、民生凋弊，风雨如晦，再好的园林也都春色黯然，戏剧也就“雨打梨花深闭门”了⋯
⋯    在这本《梨花一枝春带雨--说不尽的旗装戏》里，笔者李德生以详堪的史料、生动的叙述，对上
述问题一作答，同时穿插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梨园掌故。
无沦你是否身处梨园，都可以被深深吸引，沉浸枉旧日的时光里，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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