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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幅绘画中有与戏曲演出相关的内容，例

如人物扮相、演出场面、演出场所等，我们就将其

列入“戏曲绘画”之范畴加以考察。本文所谓“绘

画”，是指直接绘于纸、绢、墙壁上的画，可分别

称之为纸本画、绢本画和壁画。纸本画、绢本画可

统称为“纸帛画”，其装帧形式主要有卷轴（长

卷）和册页两种。卷轴适用于画心比较大的绘画，

可张挂于厅堂供装饰和观赏；册页适用于画心比较

小的绘画，属于书画形制中的“小品”，多用于私

人交际的案头展玩。壁画指直接绘在建筑墙壁（包

括梁柱）上的画，其功能不仅在于装饰殿堂，更在

于对观者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

宋元时期戏曲绘画的数量极其有限，纸帛画

只是两张南宋杂剧绢画（其中一幅周贻白先生定

名为“眼药酸”［1］），壁画则主要是元代洪洞

明应王殿杂剧演出壁画和山西西里庄元墓戏曲人

物画。到了明清时期，与当时戏曲大繁荣及其在

中国民众生活中的地位愈加重要相呼应，戏曲绘

画的数量明显增多。明清戏曲绘画可大致分为两

［1］周贻白：《南宋杂剧的舞台人物形象》，《文物

精华》1959年第1期。

从附庸到独立：明清演剧图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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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时期的演剧图按其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点缀的演剧图，出现于表现生活内容长

卷绘画之一角，另一类是作为主体的演剧图，演剧场面占满整张画幅。从这两类演剧图的

绘制时间来看，作为点缀的演剧图多绘制于清中叶之前，而作为主体的演剧图则基本是晚

清时的作品，这显示出明清时期的演剧图经历了从点缀繁华到独立自主的转变。演剧场面

本身占满整张画幅，成为绘画艺术的独立审美对象，可谓从附庸变为独立，从次要变为主体。

这种转变发生的时间，不一定迟至晚清，但应不会早于清中叶，而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

清中叶以来演剧生态的变化对画坛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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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第一类是演剧图，即表现戏曲演出场面、包

括舞台和观众的绘画。第二类是戏曲人物画，即

指仅表现戏曲舞台扮相、不包括舞台和观众的

人物画，其又可分为戏扮人物画和戏出场面画

两种。

明清时期的演剧图按其性质可分为两类，一

是作为一种点缀，出现于表现生活内容的长卷之

中。如表现明代南京繁华的《南中繁绘图卷》，

以及宫廷画师们为康熙、乾隆皇帝和太后们绘制

的万寿图、南巡图等中的演剧场面。这类绘画是

根据当时实际情形而进行的创作，具有很高的史

料价值。另一类是专门的演剧图，演剧场面占满

整张画幅，而不再只是作为一张画中某个角落的

点缀，如清代“光绪年间茶园演剧图”。从此两

类演剧图绘制时间之先后来看，显示出明清时期

的演剧图经历了从点缀繁华到独立自主的转变，

而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清中叶以来演剧生态的

变化对画坛观念的影响。

一、作为点缀的演剧图

据笔者初步统计，明清时期作为点缀的演剧

图现存约13幅，多是清中叶以前的作品。从其所

从属绘画的表现内容上看，可将他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表现各类庆典活动的绘画，例如清代

《康熙万寿图卷》；第二类是表现城市繁华生活

的绘画，例如明代《南都繁会景物图卷》；第三

类是用于寺庙墙壁装饰或法会的绘画，例如清代

《精忠庙喜神殿壁画》。这些绘画中之所以出现

演剧场面，是因为戏曲演出在其所绘生活内容中

作为点缀繁华、助兴庆典之用，可见明清时期戏

曲演出参与社会生活的场合和用途，也在客观上

为戏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形象材料。下面每类择

其要者分论之。

（一）表现庆典活动

表现各类庆典活动的绘画，共有7幅包含演

剧场面，分别为《康熙万寿图卷》《康熙南巡

图》《康熙庆寿图》《乾隆南巡图》《崇庆皇

太后万寿盛典图》《御制平定安南战图》《修

堤图》等。就其剧场类型而言，有清宫大戏台、

厅堂、临时戏台、水畔戏台四种，下面分别各举

一二例说明之。

清宫大戏台之演出，见于《御制平定安南战

图》之局部，如图1所示。这张图刊载于1932年

出版的《国剧画报》1卷10期，命名为“清乾隆

时代安南王阮惠遣侄阮光显人觐赐宴在热河行宫

福寿园之清音楼观剧图”；廖奔《中国古代剧

场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中所附图片

第117幅，题名为“弘历热河行宫观剧图”，自

然是为了突出三层戏台的性质，才使用了“观

剧图”这样的题名。其实，据《国朝宫史续编》

载，此图名称当为《御制平定安南战图》之第六

幅“阮惠遣侄阮光显人觐赐宴之图”，并非专为

“观剧”而绘，其中演剧场面只是作为庆功图

中之一小点缀而已［1］。图的右侧，画的是热河

福寿园的清音阁三层大戏台，福台、禄台、寿

台上，满台的伶人都面向左方跪着。图的左侧，

画的是观剧正殿，乾隆皇帝端坐在正对戏楼的

殿内。图的中间，画有两侧侧殿内被赏看戏的大

臣，正殿和戏楼之间，许多内廷的侍卫和太监之

类，他们都站着。在这些侍卫、太监的中间，有

八个跪着的人，那就是入觐的安南王阮惠遣的侄

子阮光显和他的随从了。

这张图的珍贵之处在于：第一，它是今存唯

一的乾隆在热河清音阁观剧的实况绘写。第二，

它是已经毁于抗日战争时期兵火的清音阁的形制

图画。所以，今人在研究清代宫廷大戏台时，一

般都会用到这张图。

［1］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6，第18-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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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清《御制平定安南战图》（局部）

厅堂之演出，见于《康熙庆寿图》之局

部，如图2所示。该图描绘康熙寿诞庆祝场面，

现藏中国音乐研究所。该图之一部分是演剧场

面，园中一亭，上坐主人，旁立官员数人。周

设栏杆，前面中间为通道，亭前月台上铺红氍

毹，画中一男角身穿官服，正背身举手表演，

可能是正式剧目开演之前致祝颂之词。画面两

边靠下方绘有演员化妆、候场情景，右边是伴

奏乐队，有三弦、笛子、笙、长号，云锣、拍

板、鼓、锣等乐器；左边是等待上场的角色，

架上悬挂髯口、面具等［1］。

图2  清人绘《康熙庆寿图》中演戏场面（局部）

水畔戏台之演出，见于《乾隆南巡图》之局

部，如图3所示［2］。水畔戏台，一般是将戏台的

部分或全部建在水面上，观众往往驾船观看，既

便于来往交通，又有了观看场所。例如描绘乾

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的情景的

《乾隆南巡图》，就有两处描绘水畔演剧之场

面，分别位于第七、八卷。如第七卷“入浙江卷

到嘉兴烟雨楼”描绘乾隆二月二十七日自苏州府

吴江县起行，经平望、吉庆寺进入浙江省嘉兴南

湖和烟雨楼。画中的乾隆盘坐在船头红漆金交椅

上，众多大小官员跪列岸边接驾，一座戏台上八

名演员装扮成八仙模样，皆拱手站于台前。“八

仙庆寿”寓意吉祥，故在皇帝巡视路途中安排演

出，而当皇帝经过戏台时，演员暂时停止演戏，

拱手毕恭毕敬地迎驾。

图 3  清《乾隆南巡图》（局部） 

八仙庆寿演剧场面

临时戏台之戏曲演出，见于《修堤图》《崇

庆皇太后万寿盛典图》等之局部。临时戏台一般

是在场地空旷处，用条木席布等原料临时捆扎搭

架而成，所谓“架木为台”，往往比较简陋。例

如约绘于康熙、雍正年间的《修堤图》由“截流

抢险”“填土打夯”“修堤植草”“演戏庆功”

四幅连环画卷组成，形象地表现了清代潮州官民

修复被洪水冲决的韩江北堤的情景，以及竣工后

演戏庆功的盛况。其中的“演戏庆功”局部图，

可见六柱的戏台，台中张挂竹帘为幕，竹帘两边

夹有绣帐为幛，竹帘后隐约可见有锣鼓，并有扮

八仙模样的伶人。帘前设一桌二椅，乐手分坐两

［1］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史图

鉴》，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第158页。

［2］王宏钧：《神游盛清的黄金年代——读〈乾隆南

巡图〉》，《紫禁城》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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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左边三人中有一人手抱琵琶，一人吹笛，一

人奏铙；右边三人中有一人吹笙，一人拍板，另

一人所持乐器难以辨认。戏台前方的广场上人山

人海，观者之中有身穿官服的巡逻员，有赤膊的

民夫小贩，有奔走追逐的孩童，还有远处楼阁中

倚窗窥视的妇女［1］。

如果是京城皇家庆典活动中的临时搭台演

戏，一般都豪华壮观，呈楼阁式，多数带有后

台。例如描绘乾隆十六年为崇庆皇太后六旬寿辰

庆祝活动的《崇庆皇太后万寿盛典图》中，有数

十处临时搭设的彩棚戏楼［2］，清人赵翼《檐曝

杂记》卷二“庆典”条对此描述说：“自西华门

至西直门外之高粱桥，十余里中，各有分地，张

设灯彩，结转楼阁……每数十步一戏台，南腔北

调，备四方之乐。”［3］

（二）表现城市繁华

表现城市繁华的绘画，共有4幅包含演剧场

面，分别是明代《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南中繁

会图》及清代《清人绘清明上河图》《盛世滋生

图卷》。

前三幅都是临时搭台，或在闹市，或在郊

区。如《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图4）是明末

南京城市繁华风貌的写照［4］，其中有一演剧场

面：在闹市中心当街搭建一座木构席棚戏台，

分前台后台两部分，前台为尖顶卷角席棚，后

台为平顶席棚，均建于高出地面的木板座基

上，台周有栏杆围绕。前台有桌椅和道具，

台上有一男角，头戴黑色展脚幞头，穿圆领红

袍，挂黑三髯，腰围蓝色玉带，面对观众展示

条幅，似乎演出《天官赐福》一类剧目。在一

桌二椅后，有乐工四人伴奏，所用乐器为拍板

一、平面鼓一、笛二。上场门里面有一头戴黑

方帽的男角探首窥看前台。后台戏房里有戏

箱，一红脸艺人正在对镜化妆，一女子在旁观

看，另一杂役在寻找物件。戏台前方为平地，

观众站立观看比较拥挤。戏台左前方搭建两座

台脚相连、逐个升高的高脚看棚“女台”，上

有布幔覆盖，台上坐有众多女眷。

《图卷》中的戏台生动地反映了明末南京民

众当街看戏的盛况。宋元时期，大城市中一般都

有商业性剧场——勾栏瓦肆，这是市井小民日常

生活中的观戏之所。但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明

代中后期已不见勾栏的踪迹，城市民众观看戏曲

演出的场合似乎只剩下两处，一处是富贵人家的

厅堂演出，而这是一般平民难以入内的；另一处

是市郊的神庙戏台演出，但这类演出每年举行的

次数极其有限。那么，城市中的一般民众在平时

有机会看戏吗？在什么地方看戏呢？《南都繁会

景物图卷》似乎可以提供一种思路：在城市中，

有当街搭建临时戏台进行演出的做法，也许这也

是城市中普通民众看戏的一大方式。这是免费

的，非商业性剧场。

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杂剧

院本”条载：“《三星下界》《天官赐福》种种

吉庆传奇，皆系供奉御前，呼嵩献寿，但宜教坊

及钟鼓司习之。”［5］这段文字结合《南都繁会

景物图卷》中《天官赐福》的演剧场景，如图4

所示，可知今天演出“跳加官”类剧目时手持

“天官赐福”字样条幅做法的由来已久。

［1］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广东

卷》，中国ISBN中心，1993，第448页。

［2］朱家溍：《〈万寿图〉中的戏曲表演写实》，

《紫禁城》1984年第4期。

［3］赵翼：《檐曝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第14页。

［4］王宏均、刘如仲：《明代后期南京城市经济的

繁荣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卷的初步研

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又见《中国

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图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1983，第10页。

［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第

648-6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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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明《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局部）

相比之下，《盛世滋生图卷》中描绘苏州城

的戏曲演出多位于固定戏台，如图5所示。《姑

苏繁华图》为清乾隆时宫廷画家徐扬所绘，完

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现藏辽宁省博物

馆［1］。该画卷从苏州城西灵岩山起，至虎丘而

止，画出了苏州的湖光山色、水上人家、水运漕

行、田园村舍、商贾云集等繁盛图景。画中共有

三处演戏，一处是木渎法云庵右侧遂初园，系康

熙时吉安太守吴铨建造，轩厅内正在演出《白兔

记·麻地》一出；一处是狮子山前的万年台，栏

杆式，重檐歇山顶，台上所演似是《红梅记·打

花鼓》；第三处是盘、胥门间运河岸边的青楼歌

台一座，前卷棚后硬山式，亦有戏班演出，剧目

不详。从中可见乾隆见苏州戏曲活动之一斑。

图 5  清《盛世滋生图卷》（局部） 

遂初园轩厅演戏

（三）用于寺庙墙壁装饰和法会

在与寺庙相关的绘画中，有2幅包含演剧场

面，即《月明楼》和《精忠庙喜神殿壁画》。

古画《月明楼》，原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无量（大召）寺，每逢该寺法会时取出悬

挂于寺内公中仓正厅，供人瞻仰。所绘内容，

据当地传说，为康熙二十八到三十五年（1689—

1696）之间，玄烨亲自率军至西北某镇时，私

访当地酒楼“月明楼”的故事［2］。绘制年代不

详，廖奔认为该画为我们提供了康熙年间酒馆演

戏的实物场景，从中可以窥见其建筑形制［3］。

画中所绘为一座酒楼的内部，中间为一大厅，两

侧有楼廊，有楼梯供上下，楼上楼下都有客人围

坐酒桌吃席，厅内四处悬挂灯笼照明。其建筑方

面的独特之处，在于大厅中部有立柱数根，用以

支撑屋顶，而后来的茶园为了便于看戏取消了中

柱。大厅正面楼上有戏子一班，正在演唱。其中

间二人为演员，一男一女，男子着冲天翎二根，

演出内容似乎为《吕布戏刁婵》。两侧二人为乐

师，正在演奏乐器。从画幅大厅中部没有桌席，

两旁的客人有的背对演出而坐，厅里四处站立着

闲散人等。厅中设柱，以及缺乏正式戏台建筑而

用一侧楼廊代替来看，这座酒楼还不以演戏为主

要营业方式，体现了酒馆演戏比较早期的形式。

《精忠庙喜神殿壁画》约绘于乾隆三十二年

（1767）［4］，初刊于1932年《国剧画报》第1卷

第8期，为齐如山所拍摄，命名为“北平精忠庙

梨园会所壁画之四”，此演出场面只是整幅壁画

之一部分。画面四周为山峰树木，中间绘戏台一

座，前台为卷棚顶，三面敞开，台口设栏杆，台

［1］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出

版社，1984。

［2］塞·文都素：《古画“月明楼”简介》，《文

物》1961年第9期。

［3］廖奔：《清前期酒馆演戏图〈月明楼〉〈庆春

楼〉考》，载《中华戏曲（19辑）》，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6。

［4］周华斌：《京都古戏楼》，海洋出版社，1993，

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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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正在演出。后台亦为卷棚顶，侧面山墙开一窗

户。戏台左边为二层看棚，上有妇女观看，台前

空地有数十男性观众，画面右下方又绘二桌，数

人围坐观戏，左下方又有数人在打斗，如图6所

示。该庙毁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图 6  清 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局部）

以上所述三类作为点缀的演剧图，虽非专

为演剧而绘，却在客观上对明清戏曲研究，尤

其戏曲演出方面如剧场形制、上演剧目、角色

扮相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已被学界重视

和利用。如在剧目及其表演方面，仅绘于康熙

五十二年（1713）的《康熙万寿图卷》中可辨

认的就有《安天会·北饯》《白兔记·回猎》

《醉皂》《浣纱记·回营》《邯郸梦·扫花》

《邯郸梦·三醉》《上寿》《列宿遥临》《单刀

会》《金貂记·北诈》《连环计·问探》《虎

囊弹·山门》《刘海戏金蟾》《玉簪记·偷诗》

《西厢记·游殿》《双官诰》《鸣凤记》等剧目

及其上演实况。［1］

二、作为主体的演剧图

作为主体的演剧图，是画家专门为了表现戏

曲演出场景而绘，不再只是作为一种点缀。就其

反应的剧场类别而言，有戏园戏台、神庙戏台、

临时搭台等，下面将其分别列出分析，包括对某

些绘画时代的考证及演剧实况的描绘等。此外，

晚清画报作为其中独立的一类，描绘演出场面及

与戏曲相关者比较多，本章则以《点石斋画报》

为代表加以考述。

（一）清代农村演剧图

如图7所示，“清代农村演剧图”是《中国

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图版14页刊登时的命

名，原图无名，有“时光绪建元岁次乙亥秋月”

字样，题署“刘春戏作”。光绪建元即光绪元

年（1875），所绘为秋季农村临时搭台演戏之场

景。现藏南京博物院。

画面上远山近水，大雪覆盖，村旁空地搭建

一木构戏台，为平顶席棚，建于高出地面的木

板座基上，底部木柱支撑，平顶左右后三面绕

以木构栏杆。前台正中设氍毹一方，演员三人

站立演唱。正中一人戴相貂，挂黑五绺髯，着红

底团龙蟒袍，两手下垂；右一人戴黑色风帽，挂

苍髯，着黄底红花大蹩，右手持节；左一人戴蓝

色风帽，挂黑三髯，着绿衣红花大氅，双手拱于

胸前。氍毹后置二长桌，一横一竖，呈“丁”字

形，前桌覆以桌围，乐工三人分坐竖桌两侧演

奏，所用乐器为板鼓、洞箫、拍板；另一乐工立

于戏台右侧，正持小锣敲击。

前台后隔板上饰一巨大红色“福”字，两侧

设上下场门，上场门挂浅蓝色门帘，一演员头戴

素相貂，挂黑三，着红色官衣，双手持笏，正

准备上场。下场门无门帘，可窥见后台，一丑扮

演员正对镜装扮。戏台左右两侧，分别搭木构平

顶高脚看棚两座，女眷数十人于内观看演出，此

为“女台”。右边看棚左方，另置长方大桌，老

妪、孩童于上观赏。戏台正前方平地，男众近百

人站立拥簇观看。周围小贩或设摊，或挑担，或

肩扛，混迹观众中叫卖。戏台底部儿童嬉戏，鸡 

［1］朱家溍：《〈万寿图〉中的戏曲表演写实》，

《紫禁城》198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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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相逐。

这幅绘画形象地展现了清末农村演剧时的杂

闹场面，对了解当时农村舞台建筑形制和观众观

赏习俗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图 7  清代农村演剧图

（二）清光绪年间茶园演剧图

如图8所示，“清光绪年间茶园演剧图”是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图版15页刊登

时的命名，作者不详，绘于光绪年间。现藏首都

博物馆。

茶园是清代中期之后城市中流行的一种商业

性戏园。此画绘典型的清末戏园内景。台四方

形、三面突出，台基曰半人高。正中一伸出式舞

台，红栏杆。两角柱上对联：“金榜为名虚欢

乐，洞房花烛假姻缘”，柱测两边挂两小牌，一

为“今日同庆班演呈，代演失街亭”，二为“明

日同庆班演呈，均演奇冤报”。台上正演出一

场武生短打戏，演员六人，乐工四人，于乐床持

拍板、大锣、二胡、板鼓伴奏。桌上放水壶，供

饮场用。戏台前为观众席，分上下两层。楼下为

“池子”，与台口垂直，放置长条桌及长凳，观

众围桌相对而坐，侧向戏台观赏，这是一般平民

百姓的坐席。观众自由饮茶、抽烟、谈笑，自由

往来，并有小贩卖馒头。楼上两侧临近戏台的是

“官座”，供地位较高的官员富豪专用。

图 8  清光绪年间茶园演剧图

（三）清人绘广庆茶园演剧图

如图9所示，“清人绘广庆茶园演剧图”系

《中国音乐史图鉴》刊登时的命名［1］，因为戏

台前额上悬“广庆茶园”四字。该画的性质与

“清光绪年间茶园演剧图”基本相同，乃清代商

业性戏园演戏之内景。

此画不知绘于何时，从广庆茶园的舞台形

制来看，必是乾隆之后的产物。据笔者考察，

“广庆茶园”最先出现于晚清小说《永庆升平

前传》中。光绪十八年（1892）宝文堂刊本《永

庆升平前传》第七回《五英雄救驾兴顺店，四

霸天大闹广庆园》：“往南顺菜市口大街，往

东至前门大街。见各路墙上贴大黄报子，上写

‘广庆茶园今日准演，特请豫亲王弟子班，准演

夺锦标’。”［2］据该书卷首郭广瑞光绪十七年

（1891）序所言，此书系咸丰年间由姜振名演说流

传，由郭广瑞“增删补改”得“百数回”，交宝

文堂刊本。据此推测，广庆茶园应是晚清时的商

业性戏园，该图所绘时间当在咸丰至光绪年间。

［1］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史图

鉴》，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第160页。

［2］姜振名、郭广瑞：《永庆升平前传》，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2004，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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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清人绘广庆茶园演剧图

（四）伪造的查楼演剧图

日本人冈田玉山1805（嘉庆十年）年撰《唐

土名胜图会》中有“查楼演剧图”，如图10所

示。1932年《国剧画报》2卷30期首次刊登该图

照片，并附说明文字。周贻白《中国剧场史》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10页）、《中国大

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1983年版，第568页）等均认为此图反映了嘉

庆年间广和查楼的演戏实况。李畅《〈唐土名胜

图会〉“查楼”图辨伪》一文，指出图中众多矛

盾和不合情理之处，经对照研究，发现此图竟然

根据《康熙万寿盛典图卷》等图中的绘画场景拼

凑而成，根本不是茶园剧场的格局［1］。李文观

点现已成定论，实为功力深厚、体察入微之作。

图 10  日人伪造的查楼演剧图

（五）晚清画报中的演剧图——以《点石

斋画报》为例

晚清时期，以新闻性为主、图文并茂为辅的

“画报”，做到了雅俗共赏，所以颇受读者欢

迎。这些画报注重写实，其中一些作品生动地

反映了光绪年间的演剧面貌，其中又以吴友如

（1840—1894）最为有名、产量最多，此处即以

其主绘的《点石斋画报》为主要考察对象。

《 点 石 斋 画 报 》 创 刊 于 清 光 绪 十 年

（1884），光绪二十四年终刊，长时间内由吴友

如任主笔。据笔者统计，其中描绘城乡演剧场景

的有《和尚冶游》《狎优酿命》《海屋添寿》

《看戏轧伤》《看戏坍台》《凤化凫飞》《女

伶得庇》《狐请看戏》等8幅画，涉及戏园、庙

台、庭院演剧、堂会演剧等形态，下面予以简略

介绍。

《和尚冶游》《狎优酿命》和《女伶得庇》

等3幅，是对清末上海戏园演戏场面的描绘。其

中《和尚冶游》具体地描绘了光绪初年老丹桂茶

园演出时内景情况，如图11所示。画面上舞台是

方形的，两侧有柱子，沿舞台边设有栏杆；观众

席楼上，正面称“花楼”或“月楼”，两边用板

间隔单间称“官座”，是售价最高的座位，大都

为达官贵人专用。楼下摆列方桌，观众坐在藤椅

上看戏，与北京戏园用长桌和长凳不同。楼下正

面后部称“正厅”，中间称“官厅”，左右两边

座位称“廊子”，售价比较低廉。观众中有男有

女，女观众有的是妓女。所谓“和尚冶游”，就

是有一个和尚携带妓女一同看戏，在时人看来颇

为不伦不类，所以入画，由此亦可见“招妓观

剧”是当时一种习尚。《狎优酿命》描绘了光绪

年间上海福合园演戏之时发生命案时的骚乱场

［1］李畅：《〈唐土名胜图会〉“查楼”图辨伪》，

载《戏曲研究（第2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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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其戏园之形制与《和尚冶游》中的丹桂园大

致相同。

图 11  《点石斋画报》之“和尚冶游”

《女伶得庇》描绘某位女戏子遭到地方官绅

的驱赶，后得到一位和尚因为从中斡旋，才准许

再逗留几天。这幅画十分细致地表现了戏园开

演前后台的忙碌情景，画上左面有几个女演员正

在作演出前的准备，其中一个唱老生的演员已扮

好戏在等待出场，她旁边一个净角演员已勾好脸

还未穿服装，另有一个女演员正坐在衣箱上穿靴

子。此外还有一些穿清代民服的男性后台工作人

员，其中一个貌似师傅的老者正在为年轻演员化

妆。远处架子上挂着盔头、行头等，墙边摆列着

刀枪把子等，如图12所示。

图 12  《点石斋画报》之“女伶得庇”

如图13所示，《海屋添寿》描绘了某户祝寿

时延请女班在自家庭院演戏之场景。演戏地点不

在屋内，而是在庭院天井处临时搭建一座简陋

的戏台，舞台为木板拼凑而成，木板架于长凳之

上。面向主屋演戏，后一个屏风以为“墙”，乐

队在此屏风前伴奏，女眷则在二楼探头看戏。边

厢中一个屋子作为戏班后台化妆候场之用。此图

颇为可贵，一般人家如果请戏班来家中演戏时，

在庭院中搭建临时戏台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措施，

而此图描绘的正是此种演剧情形。

图 13  《点石斋画报》之“海屋添寿”

《看戏坍台》《看戏轧伤》和《凤化凫飞》

等3幅，都是描绘神庙演剧时发生的意外情况，

我们可从中了解清末神庙演剧之信息。如图14所

示，《看戏坍台》描绘关帝庙演戏时有人被挤死

之事，图中可见台上正在上演一出武戏，人潮涌

动，十分拥挤，戏台是砖木结构，与寺庙大门相

对，此种演剧环境十分热闹嘈杂，却是民众看戏

之一种重要途径。

图 14  《点石斋画报》之“看戏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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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从上述两类演剧图的绘制时间来看，作为点

缀的演剧图多绘制于清中叶之前，而作为主体

的演剧图则基本是晚清时的作品，这显示出明

清时期的演剧图经历了从点缀繁华到独立自主

的转变。演剧场面本身占满整张画幅，成为独立

的审美对象，可谓从附庸变为独立，从次要变为

主体。这种转变发生的时间，不一定迟至晚清，

但应不会早于清中叶，这就要考察现象背后的

原因。

此由附庸变为独立的原因，是由于演剧环境

的变化影响到了画坛的观念和实践。在传统的绘

画观念中，为文人学士主导的画坛一般不会为戏

曲演出场面而专门作画。但中国戏曲自十八世纪

中叶以来，演剧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突

出的两种现象便是花部戏曲的勃兴和职业戏班的

兴盛［1］，其对近三百年的戏剧史而言尤具有特

殊的意义。原本隶属于中国农村的各种花部戏此

后争相进入城市，职业戏班将戏曲演出带到国家

的各个角落，从而使得戏曲在整个中国民众日常

文化生活的地位愈加重要，戏曲在整个中国文化

中的影响力也最值得瞩目，而此种剧坛的新动向

带来了画坛观念和风气的转变，即开始重视戏曲

这种“小道”的专门描绘与展示，演剧场面亦得

以成为绘画艺术的独立审美对象。

“花部”是相对“雅部”而言，“雅部”

指用昆山腔演唱的戏，而用其他地方性腔调演

唱的概称“花部”或“乱弹”。清中叶以来

“花部”戏兴起的标志或关键，便是“花部”

不但流行于农村，而且通行于都市。对花部戏

班或伶人而言，演戏主要是一种生存方式或谋

生手段，虽然观众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毕

竟下层市井小民居多，所以为了招徕观众，戏

剧表现更偏向于娱乐性、技艺性，着重在扮相

艺术和表演技艺方面下功夫，给人耳目一新之

感。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科技的引进，中

国水陆交通水平也有明显提高，这也便利了流

动人口较大空间的迁移。由于花部伶人各操其

方言，故都有明显的地域性局限，但为势所

迫，不得不带上行头，闯荡江湖，四海为生。

这样我们看到的历史现象便是，原本隐于地

下、默默无闻的花部纷纷涌出地表，东南、华

北等地区的城市或稍有规模的城镇，都可以听

到“南腔北调”“四方之乐”。［2］加上清乾隆

中叶后，家班退出真正的戏曲演出，职业戏班

成为中国戏曲唯一的演出载体，将戏曲演出带

到国家的各个角落。这些都使戏曲演出在中国

民众日常文化生活的地位最为突出，故戏曲演

出成为画坛专门描绘和表现的对象。

此外，商业性戏园在全国范围内各大城市的

发展和兴盛，正主要集中在清末的光绪和宣统年

间，并延续至民国时期。［3］近代商业性戏园的

出现和兴盛，可以说直接影响了中国本土戏剧的

戏剧形态和面貌，使得戏剧在整个中国民众日常

文化生活的地位愈加重要［4］。在作为主体的演

剧图中，就演剧场所而言，数量较多的是晚清的

商业性戏园，这当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对当时

演剧生态的直观反映。

［殷璐  朱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

化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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