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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数百个戏曲剧种之中，昆曲的教育意义

是非常突出的：它不仅拥有成熟的表演体制与形态，

更是我国韵文文学传统、韵文歌唱传统、民族戏剧

传统的集大成者，是我国古典文学与艺术的“活态

遗存”。因此，在昆曲成为我国第一个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口述及非物质遗产”的背景下，

校园成为昆曲艺术传播、普及、发扬的重要阵地，“昆

曲进校园”成为昆曲传承与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

当我们回望昆曲传承与发展的历史，就可以发

现自 20 世纪初“废科举、兴学堂”，新式学校纷

纷建立开始，“校园”与“昆曲”的联系就一直非

常紧密。在笔者《民国时期校园昆曲传习活动的

发展》［1］一文中，已经详细论述了民国时期“课

余生活中的昆曲艺术实践”“国文学科下的曲学授

受”“音乐教育下的昆曲传唱”等形式的校园昆曲

教育活动。而在此之外，还有一类校园昆曲活动尤

其值得关注，就是关系着昆曲传播与普及、并且真

实反映昆曲文化生态的校园昆曲游艺活动。

一、民国校园昆曲游艺活动的流行

“游艺”之名源自《论语》的“志于道 , 据于德 ,

［1］邹青：《民国时期校园昆曲传习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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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昆曲是我国古典文学艺术的活态遗存，其教育意义非常突出。自 20 世纪初“废科举、兴学堂”的风潮始，

校园与昆曲的联系就非常紧密。其中，校园昆曲游艺活动关系着昆曲的传播与普及，并且能够真实地反

映昆曲的文化生态。通过对《申报》125 次相关报道的梳理可以发现，民国时期校园昆曲游艺活动在沪、

苏地区表现活跃，不仅覆盖各级各类学校，并且能够自然融入校园生活的各个环节。这些活动不由职业

昆剧班社和演员主要承担，其组织形式有：其一，校园昆曲课或曲社师生演出；其二，学生曲友展示；

其三，邀请校外曲社、曲家进校演出。以上可以反映出民国时期知识阶层是校园昆曲教育的主要动力，

曲社是昆曲传承发展的主要阵地，民国时期昆曲文化生态有其积极方面和亮点，不能仅因职业昆班萧条

而被认为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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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于仁 , 游于艺”。民国时期，社会集体娱乐组织

或活动开始统称为“游艺会”。在校园内，“游艺”

则是学校课余生活和娱乐活动的代称。伴随着蔡元

培先生“美育”观念的深入人心，“游艺会”这种

群体娱乐方式在校园内普遍开展起来。1930 年唐诚、

朱经农编写的《教育大辞书》中就有“游艺会”的

条目，详述其开办方法、注意事项，其具体细节虽

不可能概括彼时校园游艺活动之全部，但足可见游

艺会已经成为各类学校的常规活动，并且在“约定

俗成”中形成一定的组织方法： 

【游艺会】方法：于学年之末，择适当之时日

举行之……游艺之种类为唱歌、谈话、作文、读本、

朗诵、英文会话等。游艺之组数，虽有十数种之多，

然出演者，仅居各级学生之一部分，不出演者未免

向隅，故须家各级全体唱歌一组，使各人皆有所担

任，以增其兴趣。开会时间约为三时左右，不可太

长，长则儿童易感厌倦。事前须预先准备开会秩序，

及讲求开会时迅速进行之方法。［1］

《申报》作为“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社会影响也

最大的一份报纸”［2］，是晚清民国时期具有全国辐

射效应的社会百科全书，是彼时全国范围内、尤其是

沪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全面反映。检阅《申

报》，我们可以发现数量丰富的校园游艺活动相关报

道，其中就包括了含昆曲节目的游艺活动。这一批消

息和报道，对于研究民国时期校园昆曲游艺活动具有

代表性意义。现整理其基本信息如下：

［1］唐铖、朱经农、高觉敷编《教育大辞书》，商务印书馆，1930，第 1336 页。

［2］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主编《中国通史·近代后编 1919—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 17 页。

表 1  《申报》所载校园昆曲游艺活动简表

序号 校名 时间 事由 演出者 期号

1 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校 1917.7 同学会 蒋韵笙 15967

2 敬业学校 1917.8 校友会 15984

3 南洋公学 1918.11 湘赈、援助欧战 东山曲社昆曲名家二十余人 16447、16450、16451

4 北京大学 1919.2 游艺会 16511

5 劝业女师范 1920.1 游艺会 袁克文 16856、16858、16859

6 南洋公学 1920.3 图书馆开幕礼 钧天集 16903

7 松江县第二高小 1920.5 游艺大会 16973

8 澄衷中学 1921.4 学校二十周年纪念 17296

9 澄衷中学 1921.4 学校二十周年 17296

10 江苏省立一女师 1921.5 会堂落成礼 17338

11 浦东中学附属高小 1921.5 立校者纪念日 17339

12 浦东中学附属高小 1921.5 立校者纪念日 17339

13 省立第五中学校 1921.6 音乐大学 17360

14 国语专修学校 1921.8 同乐会 17411

15 博文女学 1921.12 筹募建筑基金 李霞圃 17526

16 交通大学上海学校 1921.12 庆祝元旦大会 游艺部自行筹备 17543

17 乐益女学 1921.12 欢迎孟禄博士 17550

18 交通大学上海学校 1922.2 新旧同学恳亲会 该校师生同学眷属 17599、17602

19 交通大学上海学校 1922.3 同学恳亲会 小学生之昆曲 17618

20 澄衷中学 1922.4 周年纪念 合唱，有项馨吾 17649

21 澄衷中学 1922.6 第二次同乐大会 校友项馨吾 17708

22 苏州县立第二高等小学 1922.6 第二次学术演讲会 王具二君 17708

23 无锡志成女校 1922.9 筹募经费 杨荫浏 17813

24 第十一国民学校 1922.12 十五周年纪念会 毕业生之昆曲 17884

25 无锡圣公会圣马可中学 1922.12 筹赎胶济铁路

26 金陵大学 赎路游艺大会 通俗教育馆音乐部 17907

27 复旦大学 1922.12 校音乐会第二次同乐大会 17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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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校名 时间 事由 演出者 期号

28 立群女学 1923.5
该校学生、粟社俞振飞、殳九组、

殷震贤、项远村、项馨吾
18027、18030、18035

29 江海幼稚园 1923.6 筹资添设初级小学 徐太夫人及其三位孙女 18069、18070

30 圣约翰大学 1923.1 同学会上海支部游艺会 徐凌云、张予权、潘荫棠 18186

31 两江女子体育师范 1923.11 演剧 赵君玉 18230

32 两江女子体育师范 1923.11 游艺会 殳九组 18233

33 民立中学 1924.1 二十周年纪念会 江紫来、王汝嘉、袁躯波、袁卧雪 18267、18270

34 澄衷学校 1924.4 同乐大会 国乐会 18366

35 圣约翰大学 1924.5 同学会上海支部恳亲大会 昆剧传习所 18404

36 华童公学 1924.6 全体交谊会
唐朴丞、赵朴丞、赵伯英、笛师包

棣华
18414

37 江苏第一女子师范 1924.7 交际大会 一女师 18445

38 上海国语师范学校 1924.8 毕业联欢、第三次同乐大会 严工上 18484

39 圣约翰大学 1925.5 万国学生同盟会周年纪念游艺会 约翰杨君荫浏 18761

40 立群女学 1925.5 该校学生 18767

41 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1925.5 十五周年纪念会 16915

42 国师附小 1925.8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交际会 国师附小学生 18855

43 东亚体育专门学校 1925.11 七周年纪念日 18926

44 景平女中 1925.11 筹募基金 该校学生 18942

45 复旦大学大学部、中学部等 1925.11 同乐大会
该校学生（大学部昆曲团王式卿、

周怀礼、周孟庵）
18947、18948

46 持志大学 1925.12 一周年纪念会 复旦学生 18955

47 华东女学 1925.12 游艺大会 辛酉学社 18961、18967

48 上海艺术大学 1926.1 图画展览会同乐会 林科棠 18981

49 群治大学 1926.1 新年同乐会 学生会游艺组筹办 18981

50 苏二女师小学 1926.1 艺术展览会及同学会 18984

51 景平女学 1926.1 上海学生联合会同乐大会 景平女学昆曲 18984

52 南洋公学 1926.1 同学会年会 叶上之、沈叔达、曹叔衡、李动谋 18984

53 宝山县立师范 1926.1 元旦庆祝 18984

54 澄衷中学 1926.1 元旦日开大会庆祝 杨子永、项远村两君 18984

55 浦东中学 1926.1 国乐演奏会 黄玮女士唱，杨子永奏笛 18985

56 南昌第一中学 1926.1 江西全省国语运动大会 第一中学 18997

57 光华大学 1926.1 寰球中国学生会学生游艺联合会 光华大学杨荫浏、华渭两君之昆曲 18999

58 南洋大学 1926.1 春夏季中开三十周纪念大会 学生会之游艺部 19006

59 明华学院 1926.2 恳亲会 胡君之昆曲 19015

60 大夏大学 1926.4 恳亲会 19066

61 华童公学 1926.5 开春季交谊大会 19097

62 东南大学附属中学 1926.5 童子军五周年纪念会 徐光明 19125

63 光华大学 1926.5
上海各大学所合组之各学校学生游

艺联合会第一次游艺大会
光华大学童伯章华渭二君之昆曲 19107、19113、19118

64 嘉兴县立第二小学 1926.5 纪念大会 校友张君师石周君敏仁之昆曲 19111

65 上海大学 1926.5 上大湘社大规模之游艺会 19121

66 上海美术专门学校 1926.6
中西音乐演奏大会，纪念新校舍落

成并为美术图书馆筹款
昆曲教授陈桂生（该校音乐系艺术

教育系师生共同表演）
19138、19140

67
上海幼稚院暨上海小学、 

幼稚园
1926.6 恳亲会 小学生王文礼吹笛，童锦清唱 19146

68 神州女学 1926.6 美术科展览会游艺会 19148

69 约翰大学 1926.6 丙寅级举行毕业游艺会 高日枚昆曲，谢锡恩君吹笛 19149

70 神舟女学 1926.6 恳亲艺会 昆曲唱者为文科三年生 19153

71 江苏省第四小学 1926.6 苏省理科实验竞赛会 四小学生 19138

72 安徽公学 1926.7
旅沪安徽公学近因第三届毕业纪念

兼筹基金
来宾张益斋吴铭新等 19157

73 坤范女中 1926.7 歌舞大会 该校程隐青女士昆曲 1915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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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校名 时间 事由 演出者 期号

74 上海美术专门学校 1926.1 校友会例有同乐会，双十同乐会 女同学 19260

75 敦仁女子公学 1926.1 寒假休业礼 初级小学生李爱娟、李爱珍合唱 19355

76 南洋大学 1926.2 同学会年会 沈吉诚 19368、19372

77 南洋大学 1926.1 三十周年纪念会
昆剧班、徐烈承兄弟、江紫来、周

企唐
19254、19258

78 浦东中学 1926.11 廿周纪念 , 游泳池开幕礼 杨子永、王蕙昆曲 19281、19286

79 振德女中 1926.12 歌舞大会 宋剑心女士 19295、19309

80 沪滨公学 1926.11 歌舞游艺会 陈赓扬君等七人 19304

81 爱国女学 1926.12 纪念会 该校学生 19310

82 国民大学 1926.12 聚餐会 史国彬 19340

83 商科大学 1926.12 已已级游艺 王宗培 19340

84 南洋大学 1927.2 同学会年会 沈吉诚、徐德成 19370

85 敬业学校 1927.5 新剧乐林社 19453

86 光华大学 1927.6 成立二周纪念举行第一次恳亲会 昆曲教员童伯章与华渭 19479

87 澄衷中学 1927.6 校友会开成立大会 项馨吾、项远邨 19484

88 中华歌舞学校 1927.6 歌舞大会 袁寒云、王汉伦 19502、19503

89 中华歌舞学校 1927.7 筹款捐助小学 19524

90 同济大学 192710 庆祝大会 19607

91 南洋中学 192710 三十周纪念会 校友王百雷、来宾严工上 19608

92 南京中区实验学校 192710
南京市立第一通俗图书馆社会教育

表演游艺会
19607

93 新安公学 1927.12 六周纪念会 严工上等 19674

94 南洋女子中学 1927.12 欢迎会 教员蔡德允女士 19690

95 中华职业学校 校友会游艺会为建筑会所筹募经费 珊珊社 19686

96 东吴二中 1928.1 举行庆祝 来宾朱让丞之昆曲 19962

97 曙光公学 1928.1 庆祝典礼 该校教员王会川之国技昆曲 19962

98 旦华学校 1928.1 举行市校儿童音乐会 学生 20062

99 南洋中学 1928.3
校友会学术谊演讲会敦请胡适之演

讲学术
19784

100 光华大学 1928.4 光华大中学生会同乐大会 童伯章 19798

101 光华大学 1928.6 该校成立三周纪念大会 童伯章、俞振飞 19835

102 城东女学 1928.7 毕业典礼 19877

103 旦华学校 1928.7 第二次音乐会及小学毕业礼 学生 20217

104
上海幼稚师范学校、上海中学、

小学、幼稚园
1929.1 纪念大会 该校教员许茗芳女士之昆曲 20315

105 民立中学 1929.1 元旦日廿五周年纪念 20040、20042、20044

106 新华艺术大学 1929.1 二年校庆 该校师生 20042

107 金陵女子大学 1930.1 十五周年纪念会 20716

108 光华大学 1930.6 五周年纪念游艺会 张允和等 20510

109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1930.11 20712

110 精劝小学 1930.12 十五周年纪念会 周婉珠 20730

111 昌明艺术专科学校 1930.12 20741

112 大同大学 1931.3 二十年纪念 周婉珠、陆荣定 20820

113 大同大学 1931.6 校友会开会 秦通理夫人、校友蒋德培、张志让 20909

114 苏女师校友会 1933.1 盘新学友会大会 21444

115 复旦大学 1933.6 二十二度年会 缪育万女士 21628

116 暨南大学 1933.6 大学部成立六周年纪念 俞振飞 21612、21613

117 浦东中学 1933.11 新校长欢迎会 许凤岗女士 21773

118 大中中学 1934.1 师生同乐会 张志让、范叔寒 21816

119
私立上海中学、上海幼稚师范、

上海小学、上海幼稚园
1934.5 创校十周年纪念大会 21928

120 复旦大学 1937.6 二十六度年会 穆家瑞 23031、2303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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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校名 时间 事由 演出者 期号

121 京江中学 1939.4 校庆纪念 23386

122 惠群女学 1939.5 十五周年纪念日 23435

123 武训补习学校 1947.2 新春游艺大会 赵景深 24784

124 东吴大学 1947.9 文理学院义演 俞振飞 24994

125 苏州乐益女中 1947.9 基督教苏州参观 24994

续表

由上表可见，民国时期校园昆曲游艺活动颇为

流行，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表现活跃。就笔者所见，仅《申报》一

报报道者就有 125 次之多，在此背后，自然还有更

庞大数量的未见诸报端者。

其二，遍及江苏各市。《申报》社址在上海，

1927 年上海特别市成立之前，上海隶属于江苏省，

故《申报》报道了大量上海各类校园的昆曲游艺

活动（如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上海艺术大学、

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南洋公学、澄衷中学、浦东

中学附属高小、立群女学、上海幼稚园等等），

但仍可见数量丰富的苏州、无锡、南京等江苏其

他城市校园昆曲游艺活动报道（如江苏省立第五

中学校、苏州乐益女学、苏州县立第二高等小学、

无锡志成女校、无锡圣公会圣马可中学、金陵大学、

江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南京中区实验学校、苏州乐益女中等等）。另外，

由于《申报》是有全国辐射力的报纸，亦偶有北京、

江西、安徽等地的相关报道。由《申报》一报之

报道即可见沪苏地区校园昆曲游艺活动的流行程

度，亦可以推想校园昆曲游艺活动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

其三，覆盖各类学校。从学校类型而论，涉

及的学校有大学（如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

中学（如浦东中学、南洋中学、东南大学附属中

学等），小学（如精劝小学、国师附小、嘉兴县

立第二小学等等），还有幼稚园（如江海幼稚园、

上海幼稚园等）、女校（如城东女学、乐益女学、

景平女学等），还有各种专门学校（如昌明艺术

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东亚体育专门学校、

中华歌舞学校等），可见校园昆曲游艺活动在各级、

各类学校中普遍开展。

其四，包括昆曲节目在内的游艺活动有校庆纪

念、新年纪念、开幕典礼、落成典礼筹募大会、欢

迎会、恳亲会、聚餐会、校友会等，可见昆曲自然

地融入了彼时的校园生活。

其五，一些学校的游艺活动不止一次将昆曲作

为游艺会的内容，上海澄衷学校由叶澄衷父子兴办，

蔡元培、曲家吴粹伦都曾任过该校校长。1921 年的

廿周年校庆［1］、1922 年的廿一周年校庆［2］、1922

年第二次同乐大会［3］、1924 年的廿四周年校庆［4］、

1926 年的元旦庆祝大会［5］、1927 年的校友会成立

大会［6］都有昆曲演出。1930 年，大同大学在图书

馆通过决议，拟定“定期举行聚餐及恳亲会等”“拟

请校友中之擅有艺术特长者奏演昆曲以为余兴”［7］，

之后的 1931 年 3 月大同大学举办二十年纪念游艺

会，请周婉珠、路荣定二女士表演昆曲；［8］同年 6

月，大同大学校友会在知止堂开游艺会，也有秦通

理夫人、校友蒋德培、张志让唱曲。［9］可见，在

一些学校昆曲成为游艺活动的常规节目。

［1］《澄衷中学廿週纪念会续记》，《申报》1921 年 4 月 19 日，第 10 版。

［2］《澄衷同乐大会之预报》，《申报》1922 年 4 月 14 日，第 15 版。

［3］《澄衷同乐会之纪事》，《申报》1922 年 6 月 12 日，第 15 版。

［4］《澄衷学校二十四周之纪念式》，《申报》1924 年 4 月 17 日，第 15 版。

［5］《澄衷中学元旦庆祝会记》，《申报》1926 年 1 月 4 日，第 17 版。

［6］《澄衷校友会将开成立会》，《申报》1927 年 6 月 10 日，第 7 版。

［7］《大同大学校友会近讯》，《申报》1930 年 4 月 29 日，第 10 版。

［8］《大同二十年纪念日第二日》，《申报》1931 年 3 月 22 日，第 11 版。

［9］《大同大学校友会开会》，《申报》1931 年 6 月 21 日，第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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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可见，民国时期，校园游艺活动中包含

昆曲节目的做法颇为普遍，校园是昆曲艺术传播、

普及的重要阵地。

二、校园昆曲游艺活动的形式

当前，在“高雅艺术进校园”“戏曲进校园”

工作备受关注的背景下，校园场域下的昆曲演艺

活动并不少见。但是细查其形式，我们可以发现

当前校园昆曲演艺活动的主要承担者是专业昆剧

院团和职业昆剧演员，这与《申报》所显示出来

的民国时期的校园昆曲游艺活动风貌不同。在上

表所示的 125 次活动中，仅有 1924 年圣约翰大学

的一次恳亲会邀请了尚未出科的昆剧传习所学员

演出，并有“江浙士绅设立昆剧传习所之昆剧颇

饶雅致”［1］之说。其余相关报道中昆曲节目的组

织形式均不是邀请职业艺人进校演出。其组织方

式如下：

（一）昆曲游艺节目为校园昆曲课或曲社活

动的延伸

一些校园游艺会的昆曲节目是由校内师生表

演的，尤其是一些学校有自己的曲社或者昆曲

组，学生就在校园游艺会上汇报自己的学习成

果。1907 年常州府中学堂建立，曲家童斐任古

文教员并在该校设置“昆曲游艺课”，开展校园

昆曲教育，是为我国校园昆曲教育之端。1913 年，

常州中学校改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童斐任校长

十余年。“游艺课昆曲部系校长童伯章君所主

持……成绩俱斐然可观”，［2］第五中学于 1921

年 6 月 19 日举办音乐大会，各界中外男女来宾

答一、二千人，学生表演昆曲，［2］童斐作为校

长发表演说，“痛论国乐之堕落，并畅发今后改

良音乐沟通中西曲调之意见，复证明音乐在教育

上之价值”［2］。可见，从设置校园昆曲游艺课

到音乐大会的举办，童斐都带有传承与保存中国

传统文化艺术的自觉意识。1926 年，童斐任光华

大学国文系主任，之后又在该校国乐会成立昆曲

组，［3］吸引了不少学生学习昆曲，由此光华大

学的游艺活动常常包含昆曲内容，仅见诸报端者

就有多次。如 1926 年寰球中国学生会与淞沪各

学校联合组织学生游艺联合会，昆曲部长华渭与

时为光华大学学生的杨荫浏唱《絮阁》与《刺虎》，

“音调甚佳”［4］；同年 5 月，童斐与华渭又在

各校联合游艺会上唱曲，［4］1927 年 6 月，光华

大学在校内大膳厅内举行恳亲会，童斐再次与华

渭唱曲；［5］1928 年的一次游艺会上，“童伯章

之昆曲”“受人意外之欢迎”；［6］1930 年光华

大学举办大规模游艺会，时任女同学会游艺部部

长的正是“张氏四兰”之一张允和，也准备了昆

剧剧目。［7］

又如上海立群女学建于 1922 年，［8］在扩充

校舍后“注重美育”，广办音乐、昆曲、图画诸科，

其音乐科由南洋大学朱织云教授担任，昆曲科由

著名曲社粟社社员指导，学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

习，“已能歌《小宴》《游园》等五、六折”［9］。

1923 年 5 月 12 日，立群女学在夏令配克大戏院举

办游艺会，该游艺会由暨南大学赵厚生主席，演

出节目由学生担任，是日“来宾到者二千余人”，

其中就有昆曲节目《长生殿·小宴》“清平词”（按：

即【泣颜回】）及《牡丹亭·游园》。另外邀请

该校昆曲组指导教师粟社粟社俞振飞、殳九组、

［1］《约翰同学会沪支会恳亲会纪》，《申报》1924 年 5 月 25 日，第 14 版。

［2］《申报》1921 年 6 月 22 日，第 8 版。

［3］《国乐会昆曲部》，《光华年刊》，1928 年第 3 期。

［4］《各学校学生将开联合游艺会》，《申报》1928 年 11 月 18 日，第 7 版。

［5］《光华大学二周纪念恳亲会记》，《申报》1927 年 6 月 5 日，第 7 版。

［6］《光华大学之同乐大会》，《申报》1928 年 4 月 29 日，第 11 版。

［7］《女生筹备演剧》，《申报》1930 年 5 月 5 日，第 24 版。

［8］罗国辉：《从〈申报〉的舆论看上海的教育（1919—1927）》，载邵雍等《社会史视野下的近代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3，第 219 页。

［9］《立群女学现兼注重美育》，《申报》1923 年 1 月 26 日，第 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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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震贤、项远村、项馨吾等清唱。［1］1925 年，

立群女学又在夏令配克大戏院举办歌舞游艺会，

“表演之佳者有该校学生之昆曲，嘹亮婉转，不

同凡响”［2］。

（二）校园游艺会为学生曲友的展示平台

还有一些学校虽然没有昆曲社，但是学校

安排一些长于唱曲爨戏的学生在游艺会中演出。

被誉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奠基者”的杨荫浏先

生 12 岁时进入历史悠久的江苏无锡曲社“天韵

社”，跟随全国知名曲师、天韵社社长吴畹卿

学曲，并掌握琵琶、三弦、古琴等乐器演奏技术。

1923 年至 1926 年，杨荫浏在圣约翰大学及光

华 大 学 读 经 济 系。［3］1925 年， 圣 约 翰 大 学 举

办“万国学生同盟会周年纪念游艺会”，时为

圣约翰大学学生的杨荫浏唱《长生殿·絮阁》

中的曲子，并加上自谱之丝竹，“颇极抑扬顿

楚之妙”［4］。

曲家徐凌云曾在徐园招待昆剧传习所学生

演出，其间上海小学学生王文礼和童锦清在此观

戏，耳濡目染，开始学习唱曲吹笛，1926 年，

上海幼稚园和上海小学在徐园举办恳亲会，王文

礼吹笛，童锦清唱《长生殿·小宴》，被誉为“此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盖娇声之转

折回环别有情致也”［5］。又如上海敦仁女子公

学于 1926 年 1 月举办寒假休业礼，初级小学生

李爱娟、李爱珍合唱昆曲；［6］北平大学七周年

纪念，所属各院联合举行庆祝会，女子学院举行

游艺会，师生联合扮演昆曲《长生殿·闻铃》，

杨淑范饰高力士、廖书筠饰唐明皇、金琪端饰陈

元礼。［7］

（三）邀请校外曲社、曲家、曲友进校演出

在更多的情况下，校园游艺会的昆曲节目由曲

家、曲友担任。由于曲家视唱曲为自娱性的艺术实

践，而游艺会又非严肃的艺术场合，因此一般而言

曲家不喜参与，杨荫浏就曾在《天韵杂谈》中讲过

社友对社会一般之游艺会的厌恶：

“社友最恶游艺会之招请，以为合座听客

解曲者十仅一二，或姑妄听之，而莫辨其趣，

或屏不敢声，而勉为听客。上下时间，又被规定，

至为短促。既不足为知音之弹奏，又不能为社

友之相娱，此等事最为难堪，可以回绝，终当

回绝。”［8］

但是对于学校游艺会的邀请，曲家则采用另

外一番态度，1922 年无锡圣公会圣马可中学校的

筹赎胶济铁路游艺会就邀请了天韵社唱曲。［9］

此外，“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寒云也不喜一般

之游艺活动，“寒云主人雅奏，非能轻易演唱

者”［10］，但是在劝业女子师范在上海大戏院开

游艺大会，袁寒云“特自南通返沪愿为该校勉

尽义务唱《梳妆掷戟》一出”［11］。除此之外，

1923 年江苏省教育厅行政会议主办各校游艺，

吴梅、汪鼎丞等曲家唱曲；［12］上海国语师范学

校于 1924 年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举行第三次同

乐大会，“最受欢迎者”就有“严工上君之昆曲，

［1］《立群女学游艺会预志》，《申报》1923 年 5 月 5 日，第 18 版；《立群女学本星期日开游艺会》，《申报》1923

年 5 月 8 日，第 18 版；《立群女学游艺会志》，《申报》1923 年 5 月 13 日，第 17 版。

［2］《夏令配克歌舞小记》，《申报》1925 年 5 月 31 日，第 19 版。

［3］杨荫浏：《杨荫浏小传》，载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杨荫济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第 549 页。

［4］《国际学生亲善会之中国夜会》，《申报》1925 年 5 月 25 日，第 11 版。

［5］《上海幼稚园恳亲会记》，《申报》1926 年 6 月 22 日，第 19 版。

［6］《敦仁女学举行休业式》，《申报》1926 年 12 月 28 日，第 8 版。

［7］李尧生：《北平大学七周纪念》，《青岛画报》1935 年第 19 期。

［8］杨荫浏：《天韵杂谈》，原载于《锡报》1926 年 1 月 30 日，载杨荫浏《杨荫浏音乐论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第 9 页。

［9］《申报》1922 年 12 月 31 日，第 11 版。

［10］《今晚新舞台演剧筹赈》，《申报》1919 年 11 月 4 日，第 11 版。

［11］《劝业女子师范之游艺会》，《申报》1920 年 1 月 23 日，第 11 版。

［12］《申报》1923 年 1 月 15 日，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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嗓音清冽，抑扬顿挫，煞是可听”［1］；曲家项

馨吾为粟社力将，曾就读于澄衷学校，在澄衷学

校的数次游艺活动中，均返校唱曲……如上表所

示，东山曲社、钧天集、粟社均为影响力较大之

社会曲社，徐凌云、殷震贤、项远村、项馨吾、

赵景深、俞振飞等均为知名曲家曲友。

三、校园昆曲游艺活动所反映的民国昆曲

文化生态

综上所述，昆曲作为我国古典文学艺术的活态

遗存，其教育意义非常突出。自 20 世纪初我国现

代意义的教育发端始，“校园”与“昆曲”的联系

就一直非常紧密。其中，校园昆曲游艺活动关系着

昆曲的传播与普及，并且能够真实地反映昆曲文化

生态。通过对《申报》百余次相关报道的梳理可以

发现，民国时期校园昆曲游艺活动在沪、苏地区表

现活跃，覆盖各类学校，并且自然融入校园生活

的各个环节。其组织形式有：其一，校园昆曲课

或曲社师生演出；其二，学生曲友展示；其三，

邀请校外曲社、曲家进校演出。梳理民国时期校

园昆曲游艺活动，可以从一个微观角度观察民国

时期昆曲文化生态，并藉此对民国昆曲发展的整

体情况加以观照。

首先，知识阶层是推动校园昆曲教育的主要动

力。如前文所述，当前包括昆曲在内的“戏曲进校园”

活动主要是由职业院团的演员承担的。而回望民国

时期的校园昆曲游艺活动，可以看到其主要的推动

者和实施者都是不以昆曲为职业的知识阶层。从根

本上说，这符合昆曲“文士文化”［2］的文化性质；

从昆曲发展史角度来看，这反映出文士阶层（近代

以后可称为知识阶层）在昆曲传承文化生态构建中

的关键意义。

其次，曲社是民国时期昆曲传承发展的主要阵

地。从前文所列之民国时期校园昆曲游艺活动中可

以看到，无论是校园曲社还是校外曲社，是校园昆

曲游艺活动的主要承担者。这反映出民国时期，在

职业昆班萧条的背景下，“曲社”是校园昆曲教育

乃至昆曲传承与发展事业的重要阵地和基本单元。

再次，民国昆曲发展的整体情况并非极度衰

败、乏善可陈。昆曲游艺活动相关报道频现报端的

20 世纪 20 年代，正是知识阶层创办、支持昆剧传

习所最力之时，可见校园昆曲游艺活动是昆曲文化

生态的缩影。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3］和胡忌、

刘致中《昆剧发展史》［4］等经典昆曲史均以演员

和职业昆班为研究视角叙述昆曲发展的历史，由此

职业昆班萧条的民国时期常被视为昆曲史中的“低

谷期”。通过对民国时期校园昆曲游艺活动的梳理，

可以看到彼时昆曲传承文化生态中的积极方面。这

启示着我们，如将研究视角从“演员”延伸到“知

识阶层”，那么关于昆曲史的一些普遍性认识可能

需要重新考量和补充。

（ 本 文 系 2020 年 江 苏 省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青

年项目“百年江苏校园昆曲教育研究”【编号

20YSC006】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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