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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杭州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自秦置县至今，已有2200余年历史。
五代吴越、南宋王朝的14位帝王曾先后定都于此，历237年。
于长达八千年的文明演进和发展中，在杭州这片土地上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
、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从而构成了完整的文化发展系列。
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杭州的文脉悠长，积淀深厚。
唐宋时期，杭州经济的发展带来文艺特别是诗词艺术的蓬勃发展。
唐宋诗词大家自居易、苏轼曾先后任职杭州，并留下了大量吟咏西湖山水的名篇佳构。
吴越国纳土归宋，为杭州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时的造像艺术上承李唐，下启赵宋，具有鲜明的江南特点，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
至宋室南渡，汴梁等地艺人云集杭州，大大促进了南北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
绘画艺术空前发展。
成立于绍兴年间的南宋画院，集北宋南渡画家和江南绘画高手于一堂，成就了李唐、刘松年、马远、
夏圭等“南宋四大家”，画风亦由雄浑厚重而转为空灵俊秀。
同一时期形成于杭州的浙派，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成体系的古琴流派，并对后世的古琴艺术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此外，当时杭州的刻书业也以刻印精美而冠绝海内，被公认为全国的刻书和出版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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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杭州越剧发展史》内容简介：“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杭州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自秦置县至今，已有2200余年历史。
五代吴越、南宋王朝的14位帝王曾先后定都于此，历237年。
于长达八千年的文明演进和发展中，在杭州这片土地上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
、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从而构成了完整的文化发展系列。
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杭州的文脉悠长，积淀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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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杭州是越剧成长的一方沃土第一节 杭州为越剧提供了优越的人文环境第二节 杭州为越剧提供
了丰富的戏曲文化滋养第二章 20世纪初越剧在杭州的试演(1906-1922)第一节 “落地唱书”流传到杭嘉
湖一带第二节 “落地唱书”艺人在杭州郊县的演出第三节 “小歌班”首次在杭州郊县试演第四节 “
小歌班”初进杭城演出第三章 女子越剧在杭州的兴起(1923-1945)第一节 施家岙女班首进杭城演出第二
节 女子科班在杭州郊县的兴起第三节 杭州——30年代女子越剧大本营第四节 新登“东安剧社”闯荡
上海滩第五节 杭州城乡的越剧演出第四章 在困境中崛起的杭州越剧(1946-1949)第一节 杭城越剧名伶
大会串第二节 越乡戏班云集杭城第三节 “大世界”的越剧演出第四节 杭城越剧演出的特点第五节 越
剧编剧第一人——樊篱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杭州越剧的发展(1949-1955)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杭
州越剧演出第二节 浙江省实验越剧团在杭成立第三节 袁雪芬率团来杭演出第四节 杭州越剧界的“改
戏改人改制第五节 杭州越剧团体登记与剧团布局调整第六节 杭州越剧参加省市戏曲会演第六章 杭州
越剧的曲折发展与繁荣(1956-1966)第一节 杭州越剧团成立第二节 越剧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彰显成果第三
节 越剧剧目创作在曲折中前进第四节 杭州越剧现代戏晋京演出第五节 西子湖畔的越剧现代戏盛会第
六节 整理改编越剧传统戏与编演越剧现代戏的启示第七节 越剧团上山下乡下海岛演出第八节 越剧男
女合演的探索第九节 周恩来总理在杭州看越剧第十节 杭州越剧在我国对外交往中展示魅力第十一节 
五六十年代杭州越剧作家与作品第十二节 五六十年代杭州越剧演员和主创人员的代表第七章 “文化
大革命”中的杭州越剧(1966-1976)第一节 越剧队伍解散第二节 越剧剧目凋零第三节 越剧工作者的不
屈抗争第八章 新时期杭州越剧迈出新步伐第一节 杭州越剧的复苏与振兴第二节 西子湖畔的“小百花
”会演第三节 省、市越剧院先后在杭成立第四节 杭州越剧剧目创作的繁荣第五节 新时期杭州越剧晋
京演出第六节 杭州越剧映现银幕第七节 杭州评选越剧“新十姐妹”第八节 西子湖畔的越剧盛会第九
节 杭州的越剧艺术教育第十节 开展越剧艺术研究与民间越剧活动第十一节 杭州越剧与对外文化交流
第十二节 新时期杭州越剧作家与主创人员的代表第十三节 新时期杭州越剧演员的代表第九章 当代杭
州的越剧团体第一节 杭州越剧艺术表演团体第二节 植根于西湖风景区的黄龙越剧团第三节 在杭的省
属越剧艺术表演团体第十章 新时期杭州越剧的审视与展望第一节 新时期杭州越剧的审视第二节 杭州
越剧未来的展望后记后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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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城市经济的发展为越剧提供了市场鸦片战争以后，杭州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895年签订
的《中日马关条约》将杭州辟为通商口岸。
同年，日本在杭州拱宸桥一带设立租界。
这一方面加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开始改变在长期
封建社会中形成的闭关锁国状态，促进了近代的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兴起。
杭州陆续出现了一批丝绸工厂、棉纺织工厂、机器制造工厂和火力发电厂、造纸厂、火柴厂等近代机
制工厂。
根据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不完整资料，其时杭州的机制工业已有28个行业、226户，从业人
员10800余人。
近代的金融业、邮政电信业以及公路、铁路、航运、航空等交通运输业，也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
。
工业生产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杭州商业的繁盛，而且对发展娱乐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拱宸桥租界地到市区，新建的电影院、戏院多了起来，报纸开始刊登戏曲演出广告，为市民观看戏
剧提供信息，这些都为越剧进人杭州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特别是随着丝织业、棉纺织工业的发展，集聚起大批女工，她们中不乏喜爱越剧的观众，业余时间高
档的娱乐场所去不起，一般小戏馆的演出，对她们十分适合。
各种行业的发展又催生了一批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职工家属，他们中也有一批人成为越剧的观众。
所有以上这些，都为来自嵊县的越剧在杭州的试演扎根，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催生了广泛的观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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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文化杭州丛书》第四辑将与广大读者见面了，作为编者，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欣慰。
特别是2006年以来，《文化杭州丛书》有意选取杭州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题材，以保护、传承和推广
杭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己任，已编撰出版了《浙派古琴艺术》、《杭州小热昏》、《杭剧研究》三本
专著和经典话本集《杭州评话》一部十本。
这次又有三部专著付梓：《杭州评话研究》、《杭州越剧发展史》、《淳安睦剧》。
可以说，自面世以来，《文化杭州丛书》在坚持挖掘与探究城市历史文化的同时，很好地担当起了城
市文化“薪火传人”的重任，尤其在抢救性、突破性和填补空白的开创性研究方面，为杭州城市文化
的继续辉煌和不断发展奠定了一个极为坚实的基础。
本辑丛书能够得以顺利地编辑出版，我们首先要感谢为此付出了无比辛劳的著作者，正是他们的不懈
努力和孜孜以求，才有了今天这样令人欣慰的成果；我们还要感谢众多为本辑丛书的顺利编辑出版提
供了大量无私帮助的热心朋友以及有关文艺院团和文化机构；我们还要感谢原杭州市文化局局长胡效
琦，他不仅承担了《杭州评话研究》、《杭州越剧发展史》两部书稿的审订工作，还直接参与了《杭
州评话研究》的创作丁作；我们还要感谢浙江摄影出版社的精心设计和编辑。
此外，我们还要感谢各级领导一直以来对《文化杭州丛书》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特别是为丛书第
二辑作序的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和为丛书第三辑作序并题写书名的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等领导同志，
正是他们不断的勉励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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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杭州越剧发展史》是文化杭州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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