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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属于当代北京编辑部组织编写的《当代北京丛书》中的史话系列，它
的目的是记录和宣传北京在新中国成立后，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发展和进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当代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帮助
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为迎接2008年奥
运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向世人展示当代北京的成就和风貌。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是其中的一册《当代北京剧场影院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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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柯小卫，1957年9月生汉族，文化学者。
 
    上世纪80年代曾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现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北京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
理事、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
 
    主要作品出版长篇人物传记《陈鹤琴传》；文化丛书《当代北京餐饮史话》；发表散文《今夜月最
明》；纪实文学《梅州大侠廖安祥》、《晚年陈立夫》、《孤岛往事》、《松林中新生的学校》、《
我的父亲柯在铄》、《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全国学联》、《又到香江涨潮时》等，学术论文《陈鹤琴与
晓庄》、《重读“活教育”》、《为了人的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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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种是宫廷戏楼、戏台。
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宫中就设有“宫廷教坊司”，其职责为“掌乐舞承应”，兼演杂剧、戏文；该机
构设在本司胡同；同时，该司在勾栏胡同设有“丽春院”，为皇家、贵族观赏艺伎表演的场所。
据记载，位于现在东城区的演乐胡同就是当年艺伎们的“排练场”。
清朝建都北京后，帝王们喜好戏曲，宫中专设演“南府”，后改称“升平署”，将民间戏班召进宫内
为太后、皇上和王公、贵族、大臣表演；同时在紫禁城、圆明园、颐和园以及承德的避暑山庄等皇家
禁苑搭建舞台、戏楼。
清代时的四大戏台为颐和园的大戏楼、紫禁城的畅音阁、圆明园的同乐园（又称清音阁）和避暑山庄
的清音阁。
其中圆明圆同乐园戏台的形制与紫禁城宁寿宫的畅音阁大致相同，都是三层大戏台。
每逢宫廷中举办重大典仪和时令佳节，都要邀请戏班来园中演戏酬神，皇太后、皇上携后妃和众皇亲
国戚、近臣一同观戏。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秋，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有“万同之同”和“世界园林之于”之誉的皇家御
苑圆明园被侵略者付之一炬。
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3000万两白银，在清漪园的废墟上兴建颐和园，
其中包括规模更为雄伟壮观的大戏楼。
据资料显示，大戏楼自1891年开工至1895年完工，用工4年，耗银71万两；整个建筑高21米，宽17米，
共分福、禄、寿3层，天花板上设7个天井，地板下有1个水井和5个水池，据说是为演出神鬼戏时，表
演中装扮成鬼神的演员们借助滑车可上天人地；同时，还可设置大水法等舞台布景，经常变幻，其规
模超过建于1771年的紫禁城宁寿宫畅音阁大戏台。
有记载，当时的名伶谭鑫培、杨小楼等都曾在此为慈禧太后演出过。
除此之外，在紫禁城中分别有景祺阁戏台和“漱芳斋”的“风雅存”、宁寿宫倦勤斋等小型或室内戏
台，供太后、皇上和嫔妃、宠臣娱乐享用。
20世纪20年代初，梅兰芳曾进宫为逊位皇帝溥仪演出过《游同惊梦》和《霸王别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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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北京剧场影院史话》：北京戏楼、戏台、戏园子是京味文化组成部分新文化、新艺术从改造旧
戏班和演出场所开始“文革”时期的红色剧场与红色影院二十一世纪北京影剧院面面观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北京剧场影院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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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