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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虽然是我写的，可是所有的规矩名词等等，都是问询得来，没有一点是我创造的。
固然其中的名词，也有我代为斟酌者，但也都经过许多老脚同意，方算规定。
回想我问老脚的情形，也相当难，相当费力，问了四五十年，问过几千人，方能写得这本书。
虽然还不算周详完备，然也算是很可庆幸的事情。
何以呢？
当民国初年，老脚六七十岁之人，还有七八十位，不论本人技术如何，但知道的旧规矩总较多，每逢
问他们，还可以答出若干。
二三十年以来，所有的脚色，多是青年，再想问，也就无从问了。
以上的情形，看我所写的《国剧身段谱》一书前王瑶卿之序文，便可知其大概，且此书第一章中亦略
述之，不必再赘。
书写成后，曾在《政论周刊》及《中国一周》两杂志中，分期发表。
发表未到一半，便屡有人写信来问：几时可以出单行本？
当答以未登完之前，必可付印，后又有许多友人催促，奈因他事太忙，耽搁下去。
一年多以来，不断接到外国的学者来信，如美、英、日本人都有，都是询问几时方可问世，亦兼有催
促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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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剧艺术林林总总，本书是一本大全之书。
这本书是奠定齐如山“戏曲理论家”名分的书。
读这本书使戏盲也能睁眼，使木瓜也能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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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如山，河北高阳人，戏曲理论家、民俗学家。
一生著述丰富，撰写并编辑大量戏曲著作、和大量介绍北京（中国北方）风俗掌故作品。

齐如山在台湾有“文豪”之誉，大陆亦推崇其“戏曲理论家”之实。
其著述丰富、篇章浩繁、涉猎广泛，皆令人惊叹；尤其笔触所向之雅俗兼备堪称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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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背供者，背人供招也，乃背人自道心思之意。
两人或几人说话时，其中一人，心内偶有感触，便用神色表现，以便观众知晓（在真人也有这种情形
），倘感触之情节复杂，全靠神色表现，不易充足，则用白和唱，暗含说出，故打背供时，须用袖子
遮隔，或往台旁走几步，都是只使观众明了，不使台上他人知道及理会的意思。
　　按背供这件事情，为国剧之特点，乃东西各国戏剧都没有的动作，亦为研究写实剧者所不满，但
我则以为当年研究发明出这种办法来，实为国剧特优之点，也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发明，何也？
因戏剧一有背供，则省却无数笔墨，省却无数烘托，而添出许多情趣。
他的办法，种类也极多，极轻微的，使观众未理会而已过去；其繁复者，在台上做了许久的功夫，观
众不知他是背供。
兹简单举几种如下：　　极简单之背供这种只一露神气便足，毫无话白。
例如《武家坡》，王宝钏说“军爷请稍待”之后，薛平贵用袖一遮一出神。
再《审头刺汤》，把一应人犯带上堂时，汤勤一见雪艳便一出神，这都是背供。
戏中这种情形极多，几几乎每戏都有，不必多赘。
　　加一两句话白之背供　这种是除抬袖遮隔外，还加一句话白。
例如《武家坡》，王宝钏唱“狠心的强盗”一句时，薛平贵总加一句白日：“他倒骂起来了。
”又如《戏凤》，正德命斟酒时，凤姐无法，乃云“待我来哄他一哄”等等，这也都是背供，戏中这
种情形也多的很，几几乎是每戏都有，不必多举。
　　加大段话白的背供这种是说“哎呀且住”一语之后，还有大段的话白或唱功。
例如《戏凤》风姐说“哎呀且住，想他这银子是打劫皇家来的”云云。
又后边正德说“且住，这丫头真喊叫起来，惊动乡邻地保”云云，也都是背供。
戏中这种地方也很多。
　　繁复的背供这种有许多观众看戏多少年，不知他是背供。
例如《樊江关》，薛金莲、樊梨花二人坐定后，樊梨花日“来呀”，他的差官说“有”，樊说：“问
问薛侯爷带来多少人马。
”这几句话，虽然观众都听到了，但薛金莲及他的带队官都没有听见。
这是樊与差官的背供。
差官到台脸，暗唤薛之带队官，带队官问何事，差官说’“我们侯爷问薛侯爷带来多少人马”，带队
官说“三千零一个”。
这几句话是差官与带队官说的，而薛、樊两人都没听见。
这是他二人的背供。
差官回禀“他们有三千零一个”，樊说“每人赏银五两”。
这几句话，薛与带队官，都算没听见。
差官又至台脸唤带队官说“我们侯爷说每人赏银五两”。
这几句话，薛、樊都未听见，带队官回明，薛命前去谢赏之后，薛命带队官问“樊江关有多少人马”
，这两句话，樊与差官都未听见。
带队官至台脸叫差官问“樊江关有多少人马”，答以“十万零一个”。
这几句话，樊、薛又都未听见。
带队官回薛说有“十万零一个”，薛云“十万有余么，原赏退回”等语，这些话樊与差官又都未听见
。
带队官又到台脸，叫差官告以原赏退回。
这几句话，薛、樊又都未听见。
差官回樊说，“薛侯爷原赏退回”等语。
这几句话，薛与带队官又都未听见。
请看这种背供有多复杂，日久观众就不知道他是背供了，这种情形在戏中虽不多见，然亦往往有之，
如《四进士》一戏，宋士杰、万氏救杨素贞一场，带回家去，都坐定后，宋士杰使万氏问杨素贞姓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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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杨素贞说杨，又问叫什么等等一大段话白，也都是背供。
其实这种情况，宋士杰有何不可直问杨呢？
他所以如此者，乃欲以背供情形加添情趣耳。
不但此，就说《春秋配?捡柴》一场，姜秋莲所唱两段，也都是背供性质，比方他唱“问君子尊名上姓
”等句，都是他唱完后，再由乳娘去问，这就是他所唱之词，乃是对乳娘说的话，李春发并未听见也
。
这种办法，在写实剧中当然是没有，但国剧有此，乃特别另有他的一种情趣。
我所编的《凤还巢》末一场，洪功问了程浦，又问穆居易，再问程浦等等的情节，也是利用的这种办
法，若当面互问，则情趣减少多了。
　　同场的背供比如前边所谈的《樊江关》等等之背供，也是同场而各有背供，何以这一种又特名日
同场呢？
这因为彼同场又同坐，乃是在一处，此则虽同场，而是各在一处，彼此不但不闻，且亦不见。
例如《翠屏山?吵家》一场，杨雄出门，潘老丈、巧云、英儿三人还在场上，而石秀出场，与杨雄说了
几句话，石知已不可留，乃进门与潘巧云算帐。
这场杨雄与石秀所说之话，潘巧云等都未听见，因为二人是在门外说话也。
又如《二进宫》徐、杨二人出场，命敲宫门，进门后二人唱了不少句，此时太后虽在场，但也一句未
听见，因二人是在殿庭外唱也。
其实这种场子，很可不必如此，比方杨雄出门，潘老丈等也下去，石秀进门，再把他请出来，有何不
可，但是不及如此则另有点情趣耳。
按这种情形，于戏台有关（说详后第十二章），不一定说是背供，戏界老辈，向来也没有人说他是背
供的，但我曾和他们讨论过许多次，我说这与其他场上有人，又有人来者，如《捉放》吕伯奢在场，
陈、曹又上者，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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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这本书虽然是我写的，可是所有的规矩名词等等，都是问询得来，没有一点是我创造的。
问了四五十年，问过几千人，方能写得这本书。
　　——齐如山　　旁白：　　凡国剧有关各方面，包举无遗，既广罗众说，复断以己意，宜乎继往
开来，足成一家之言也。
　　——张群　　空前巨著，并不夸张。
　　——陈纪滢　　此乃中国绝无仅有之书也。
王通有言；“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　　——张其昀　　这给同时代与后来研究国剧的人们，该是如何方便。
　　——台静农　　齐先生之于国剧是使用了他的毕生的精力，看他从年轻的时候热心戏剧一直到倒
在剧院里，真是始终如一地生死以之。
　　——梁实秋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剧艺术汇考 (平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