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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申報》戲曲廣告及其意義 

 

前  言 

 

本章將先深入介紹《申報》在中國報業史上的重要性，進一步說明為何選擇《申

報》而非他報之戲曲廣告作為觀察的對象；其次簡介《申報》戲曲廣告的種類並

釐清其於《申報》出現的時間；第三部份介紹《申報》戲曲廣告在形式與內容兩

方面的演變；最後提出由《申報》戲曲廣告中歸納而得的十九世紀上海京劇發展

分期，為本論文之撰寫奠定基礎。 

 

第一節  《申報》的重要性 

 

十九世紀後半，是中國報業的發軔期；香港與上海，是中國報業發展的前哨站。

當時並非僅有《申報》一份中文日報，《申報》也並非一直都是最受歡迎的報紙，

那麼本論文為何選擇《申報》戲曲廣告作為觀察對象？相較於其競爭對手，《申

報》有何特出之處？本節將呈現《申報》在中國新聞史上的重要性與特殊性，並

說明本論文以《申報》戲曲廣告為研究對象的理由。 

 

一、《申報》是中國第一份以華人為對象的中文日報 

 

一般的中國新聞史或中國報業史都認為：我國報業可上溯自秦漢時期的「邸鈔」

（政府公報），但真正符合現代意義的報業其實發軔於晚清。1鴉片戰爭之後，西

                                                 
1 關於早期中國報業發展概況，參見戈公振《中國報學史》（1926）（上海：上海書店，據商務印

書館 1928 年版影印，1990）、黃天鵬《中國新聞事業》（1930）（上海：上海書店，據上海聯合書

店 1930 年版影印，1991）、張靜廬《中國的新聞記者與新聞紙》（1930）（上海：上海書店，據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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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東漸，當時在歐美已頗有成就的報業也隨之進入中國，先是以外僑為對象發行

外文報紙，而後始有中文報刊的出現。最早的一批中文日報是： 

 

1. 1858 年（咸豐八年）創刊於香港的《中外新報》 

（《孖剌報》之中文版） 

2. 1862 年（同治元年）創刊於上海的《上海新報》 

（《字林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中文版） 

3. 1864、1865 年（同治三、四年間）創刊於香港的《華字日報》 

（《德臣報》（Daily Press）的中文版） 

4. 1872（同治十一年）創刊於上海的《申報》 

 

《申報》由英籍茶商美查（Ernest Major）創辦，創刊號於 1872 年 4 月 30 日（同

治十一年三月廿三日）發行，雖非我國第一份中文日報，卻是第一份「非西文報

紙中文版」的中文日報。 

 

由於與西方接觸較早，香港成為中國報業的發源地，前述《中外新報》與《華字

日報》都在香港創刊出版，但《申報》出現之後，中國報業中心迅速轉移到上海。

儘管北京才是政治中心，人文薈萃，但天子腳下的思想控制也最為嚴密；上海則

不然，1843 年（道光廿三年）開埠與外國通商，1846 年（道光廿六年）列強開

始闢設租界，各方勢力交錯，東西思潮交會，社會氣氛比北京活絡，言論更遠較

北京自由，因此，除了抗戰時期之外，在 1949 年（民國三十八年）以前，上海

一直是中國報業的中心。 

 

在繼續介紹《申報》創刊前後的上海報紙之前，有一點必須先作說明。在十九世

                                                                                                                                            
代書局 1932 年版影印，1991）、趙君豪《中國近代之報業》（1938）（上海：上海書店，據申報館

1938 年版影印，1990）、胡道靜《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1935）（上海：上海書店，據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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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的中國，傳教士扮演了多重角色，新知識的傳遞者便是其中之一，在來華西人

創辦各種西文報紙的同時，教會也在中國辦起了雜誌。其中，創辦於 1868 年（同

治七年）的週刊《萬國公報》2由於持續報導中外時事、評議時政並大量介紹西

學新知，對十九世紀後期嚮往改革的開明知識份子影響極大，甚至康有為與梁啟

超後來創辦的維新雜誌也採用《萬國公報》之名。但是，這些教會刊物雖名為

「報」，實則為雜誌，通常是週刊或月刊，與《中外新報》、《上海新報》、《華字

日報》、《申報》等日報不能混為一談。而且，這些教會刊物僅有《萬國公報》與

《格致匯編》3因世俗消息與科學知識的比重偏高而深獲好評，餘者因內容多以

宗教為主，一般發行量都不大。即使是《萬國公報》與《格致匯編》，由於是嚴

肅刊物，儘管對開明知識份子深具吸引力，卻也不是一般人容易親近的，這一點

與日報以庶民百姓為主要讀者的特質也相當不同。 

 

在《申報》之前，流通於中國的中文日報僅有前述的西文報紙中文版《中外新報》、

《上海新報》與《華字日報》，但西文版設定的讀者群為在華的外籍人士，因此

中文版的內容並不真正切合華人所需，逮及《申報》創刊，情勢才有了轉變。《申

報》的英籍創辦人美查雖出身茶商，跨行辦報卻相當投入，並不以報業非其本行

而輕忽，他為《申報》作出了清楚的市場定位：一份辦給華人看的商業報紙。至

此，中國才出現第一份專為華人而辦的中文報紙。 

 

二、《申報》是近代中國發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報紙 

 

由於定位不同，《申報》無論是形式或內容皆與當時上海既有的中文報紙有所區

                                                                                                                                            
通志館 1935 年版影印，1990）。 
2 主編林樂知，1868 年創刊，初名《中國教會新報》，1872 年八月三十一日第 201 期改稱《教會

新報》，1874 年九月五日第三百期改稱《萬國公報》，1907 年終刊。 
3 英籍傳教士傅蘭雅主編，中國第一份專業科學刊物，初為月刊，後改季刊， 1876 年創刊，1892
年終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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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美查特別延請著名文士錢昕伯赴香港考察，並向《中外新報》的顧問王韜請

益，錢氏返滬後即為《申報》主持筆政，前幾代主筆（主編）與編友（編輯）幾

乎全是思想較為開明的秀才或舉人，4時稱「秉筆華士」。編輯群思想開明使報紙

的取材立論易為見多識廣的上海人接受，秀才的出身則可確保報紙的文字水準。

至於美查本人，由於是英商身份，有利於透過特殊管道取得新聞，甚至可能曾親

自進行採訪。戈公振寫於 1926 年（民國十五年）的《中國報學史》有謂： 

 

同治十三年，台灣生番戕殺琉球人，日本興問罪之師，美查四出探訪，

務得真相。5 

 

同治十三年即 1873 年，《申報》才剛成立，一切尚屬草創，當時除社論與讀者投

稿之外，其它的新聞作者並不署名，因此無法由當年的報紙找到美查親自跑新聞

的直接證據，僅有「聞之於西客」之類的資料來源說明語。在後來的中法戰爭期

間，由新聞內容可知《申報》確實派出了戰地記者。6戰事往往為新聞事業帶來

轉機，在《申報》草創時期，美查把握了戰爭帶來的發展機會，由於報導的新聞

既速且確，《申報》的銷售量迅速成長。 

 

美查不僅要求新聞報導要儘可能迅速確實，對社論也頗為看重。《申報》每天都

有長篇社論，主題非常廣泛，由針砭時政、新思想的提倡、對租界華洋不平等現

象的大力批判、7到各項經濟議題的討論、文化現象的省思、社會新聞的評騭等

                                                 
4 宋軍《申報的興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pp.19-21。 
5 p.79。此事亦見胡道靜〈上海的日報：《申報》〉《《申報》介紹》（上海：上海書店，1983）。

p.30。 
6 參見《申報》1885 年一、二月之相關報導，其中較重要者有：〈台灣消息〉、〈台灣義民善戰說〉、

〈論法人以無謀致敗〉、〈京電照譯〉、〈臺事確音〉、〈法船游弈（曳）〉、〈西貢電音〉1885 年 1 月

23、25、29 日（光緒十年十二月八、十、十四日）。［26］131、143、167。〈京師飛電〉、〈基隆

大捷〉、〈法人殘暴〉、〈法船不堅〉、〈裹屍回國〉、〈西報照譯〉、〈基隆又勝〉、〈台嶠近音〉、〈辨西

報及東京信息〉、〈基隆消息〉1885 年 2 月 4、9 日（光緒十年十二月二十、廿五日）。［26］199、

229。在〈基隆消息〉中甚至明確說出「本館淡水訪事人」語。 
7 不過，由於美查為英籍，《申報》對英租界不平等現象的批判便不如對其他租界之批判中肯有

力，此實無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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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曾是《申報》社論關注的焦點。有時主筆們因批評清廷而得罪當道，他也

會出面為報館承擔來自官方的壓力，但從未因而撤換主筆或要求主筆噤聲。由於

創辦人對新聞事業的投入、對新聞自由的相對尊重和秀才主筆們欲透過辦報針砭

時政、引介西學以期有利於國計民生的熱忱，儘管在《申報》之前，上海已有《上

海新報》，但如前所述，它其實是《字林西報》的中文版，並非專為華人而設，

兼以使用高級紙張致使售價不菲，因此讀者層面始終無法普及，儘管在太平天國

之亂中，由於主事者的西方傳教士身份，使之能得到清廷與太平天國雙方的消

息，一度有「凡注意戰事者，靡不人手一紙」之說，8但作為英文報紙的附庸，

編輯的主要著眼點終究並非華人讀者，因此《上海新報》雖發行了十年，是上海

第一份中文報紙，但在華人圈中的影響力仍相對有限，《申報》創刊後，《上海新

報》即使削價亦無法與之抗衡，終於在《申報》創刊未滿八月時宣告停刊。 

 

《申報》不僅在銷售上領先群倫，舉凡增刊、派遣戰地記者、以電報傳遞新聞等

等重要舉措，亦皆由其首倡，9《申報》培養了當時上海華人的閱報習慣，使「報

紙」這一項新興事物成為上海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由是社會知閱報之有益……

至於增加材料，推廣銷路，免除誤會，亦頗煞費苦心，逐漸前進。雖其間有效有

不效，然美查開路之功，不可沒也」10。由於美查與第一代主筆們的努力，《申

報》在上海乃至內地甚至一度成為「報紙」的同義詞。11 

 

直至 1949 年（民國三十八年）5 月 27 日停刊為止，《申報》在上海華人社會裡

始終深具影響，12儘管後起的《新聞報》急起直追，成為「中國第二大日報」13，

長期與《申報》並稱「申、新兩報」（或「新、申兩報」），甚至一度取代《申報》

                                                 
8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p.78。 
9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p.79。 
10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p.79。 
11 張靜廬《中國的新聞記者與新聞紙》（1930）。pp.15-16。徐鑄成〈談老《申報》〉《《申報》介

紹》（上海：上海書店，1982）。p.20。 
12 《申報》唯一一段衰落時期是 1898 至 1905 年（光緒廿四至卅一年），詳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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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龍頭地位，但《新聞報》創辦於 1893 年（光緒十九年），畢竟晚了《申報》整

整二十年，作為近代中國發行時間最長的報紙，《申報》在上海報界自有其無可

取代的價值。 

 

除了銷售量大、創刊年代早、發行時間長，經過筆者逐日比對之後，發現 1893

年之後在《新聞報》上刊登廣告的戲園，通常也同時在《申報》上刊登廣告，兩

者的重疊性相當高，因此，選擇《申報》而非《新聞報》作為主要參考資料是較

為合理的。 

 

本論文欲透過觀察近代上海報紙的戲曲廣告探討京劇在上海的發展脈絡，《申報》

在上海報界的地位既非他報可比，其戲曲廣告又堪稱齊全，故《申報》戲曲廣告

當為最具代表性的取樣，至於在《申報》短暫停刊與發行量相對萎縮的時期，《新

聞報》則可作為最佳的輔助資料。 

 

 

第二節  《申報》戲曲廣告的種類與出現的時間 

 

戲曲是一門綜合藝術，編導演音舞美環環相扣，任何一環稍有鬆懈都會影響整體

表現。既然可用以宣傳的焦點不只一項，那麼，《申報》戲曲廣告是否只有單一

類別？戲園業者（廣告業主）應該如何就不同要素作文章，以吸引各有偏好的讀

者（潛在觀眾）都願意走進劇場？此外，《申報》在上海發行，存續期間由 1872

年至 1949 年（同治十一年至民國三十八年），跨越清代與民國，先經改朝換代，

後歷外患內戰，上海租界又是各方爭奪之地，處在這樣動盪不安的歷史背景下，

《申報》本身存續是否受到影響？戲園的經營是否受到影響？ 

                                                                                                                                            
13 張靜廬《中國的新聞記者與新聞紙》（1903）。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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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分為兩個段落。在第一個段落中，筆者歸納了《申報》戲曲廣告的四大類別，

並說明各類別的特徵。由於戲曲廣告的出現並非在一開始之後便接連不斷，在

1905 年（光緒卅一年）之前是頗有斷續的，因此，在第二個段落中，筆者整理

出自 1872 年至 1949 年（同治十一年至民國三十八年）《申報》刊登戲曲廣告的

時間，以清眉目。 

 

在閱讀過全部七十八年份的《申報》戲曲廣告之後，依據主要內容，筆者將之分

為四類：「戲目告白」、「名角廣告」、「新戲（名劇）預告」、「啟事聲明」。 

 

一、《申報》戲曲廣告的種類 

 

《申報》創刊於 1872 年 4 月 30 日（同治十一年三月廿三日），同年 6 月 18 日（同

治十一年五月十三日），《申報》第七頁出現了「各戲園戲目告白」一欄，14這是

中國戲班首度刊登的報紙廣告，這一則「戲目告白」為中國戲班宣傳史翻開了新

的一頁。此後，雖然「戲目告白」的篇幅常因景氣榮枯而增減，廣告內容也隨之

繁簡不一，但除少數幾次因特殊情況而有短暫停頓之外（詳見下文），戲曲廣告

可謂與《申報》相始終，成為《申報》廣告版面的重要固定組成。 

 

綜觀 1872 年至 1949 年（同治十一年至民國三十八年）《申報》的戲曲廣告，依

其內容，筆者將之分為「戲目告白」、「名角廣告」、「新戲（名劇）預告」、「啟事

聲明四類」，依序簡單說明如下： 

 

（一）戲目告白：戲曲廣告的常態，逐日提供讀者最新的演出資訊。 

                                                 
14 ［1］164。徐載平《清末四十年申報史料》（北京：新華，1988）p.75 謂始於 1872 年 9 月 28
日（同治十一年八月廿六日），未知何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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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角廣告：由「戲目告白」中的演員名單分化而來，為新到演員或班中主

要演員單獨宣傳。 

（三）新戲（名劇）預告：由「戲目告白」中的劇目分化而來，為即將首演或重

新排演的重要劇目單獨宣傳。 

（四）啟事聲明：因事而生，數量最少，通常與舞台演出關係較小，而與劇團或

劇院經營有關，如公告劇團轉讓、衣箱拍賣之類。 

 

在四類廣告中，「戲目告白」出現最早，其內容具備當時劇院希望提供給觀眾的

所有資訊，基本要素包含劇院名、演出時間與演出劇目，性質如同今日的報紙電

影廣告。唯一的差別是電影廣告必然有主演演員的名字，而「戲目告白」是中國

報紙廣告初期產品，一開始未列演員名，後來時有時無，直至 1900 年（光緒廿

六年）以後，演員名才成為「戲目告白」的固定組成，不再有變更或例外。 

  

稍晚於「戲目告白」出現的是啟事聲明，這也是四者中為數最少的一類，主要對

劇團與劇院營運方面的事務進行告知。此類廣告性質本應最為單純，但早期有些

廣告雖冠以啟事聲明之名，其內容卻在告知讀者與演出相關的訊息，如新到演

員、新劇劇情等，發揮的不僅是「告知」的功能，而進展到了「宣傳」的領域，

於今觀之，很容易認為那是變相的廣告、偽裝的宣傳，藉啟事聲明之名行廣告宣

傳之實。然而，從當時整體報紙廣告內容來看，這種名不符實的「聲明」其實反

映的是早期報社與廣告業主對「廣告」的認知並不清楚，而非他們對廣告功能已

然完全掌握並且運用純熟的結果。 

 

首先，這類「啟事聲明」的出現時間在「名角廣告」與「新戲（名劇）預告」之

前，當「演員」與「劇目」由劇目告白中獨立出來成為單獨宣傳的重點後，這類

「非啟事聲明」的「啟事聲明」有很長一段時間功成身退，幾乎不復出現，「啟

事聲明」回歸到「與演出相對無關」的本質。直到民國以後，廣告手法日趨靈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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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開始有戲園以較為少見的啟事聲明標題吸引讀者，而行宣傳之實。 

 

其次，早期報紙的廣告客戶除戲園之外，以洋行、航運公司為最大宗，透過此二

者之廣告，當可對當時廣告發達程度有所瞭解。洋行廣告不外大宗拍賣、貨物出

售或土地房產招租出售廣告；航運公司則通告所屬船隻啟航時間與目的地。船期

公告相當制式，除日期、船名、地點、船公司之外，別無贅語： 

 

四月十九日進口船禮拜五 

大有輪船  由寧波  招商局 

湖北輪船  由寧波  旗昌 

日新輪船  由煙台天津  招商局 

林巴地輪船  由香港英國  英公司 

二十日出口船禮拜六 

  快也堅輪船  晚往漢口等  旗昌啟 

  安順輪船  往汕頭香港省城  招商局 

宜發達輪船  晚往東洋美國  三菱行 

柯利沙輪船  晚往東洋等處  英公司 

軒都士坍輪船  晚往香港英國  英公司15 

 

洋行的拍賣廣告數量甚多，而且無日無之，由於上海是商業城市，此類廣告到後

來篇幅遠過於輪船船期，但內容千篇一律： 

 

〈拍賣〉 

准於五月十九日十點鐘在浦東旗昌木行拍賣洋松數十萬尺。如  貴商合

辦者，至期請到該行拍定可也。此佈。同治十三年五月十六日。會德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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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啟。 

〈拍賣〉 

啟者。於今日二點鐘在本行拍賣露果、酸果、杏仁、紫胡桃乾、火腿、

醬油、醋一切食物，及瓷水乎（壺）、大菜色另物等。如  各寶號欲意

者，請至面拍可也。此佈。五月十六日。魯意師摩行啟。16 

 

除了時間、地點、貨物名色、主拍洋行與歡迎競拍之語，再沒有多餘的話。而這

也是當時各類廣告的常態：僅止於發揮「告知」功能，除了所欲傳達訊息之基本

要素外，並不試圖透過其他方式影響讀者。戲班廣告一開始之所以被報社定名為

「戲目告白」、並且將各戲園的廣告集中在一欄之內刊登，而非採用較醒目的「各

園獨立分欄」方式刊登，也是這種「僅止於告知，並不試圖擴大影響」心態的反

映。 

 

由於當時尚處於報業發展初期，報紙廣告並不發達，廣告內容與形式登都相當公

式化，因此，之所以發生前述「啟事聲明」名實不符的情形，應非戲園業者企圖

「藉啟事之名行廣告之實」的手段，而是報社與廣告業主雙方皆尚不具備充分廣

告意識的結果。 

 

至於出現較晚的「名角廣告」與「新戲（名劇）預告」皆由「戲目告白」分化衍

生而來，儘管兩者發展到後來數量龐大，幾乎無日無之，但終清之世其提供的資

訊卻相對單純，形式與內容的變化不能與「戲目告白」相捋，要到民國以後，由

於風氣開放，加上北方名角大量南下演出，「名角廣告」與「新戲（名劇）預告」

的形式和內容才產生了大幅度的轉變。 

 

                                                                                                                                            
15 《申報》1876 年 5 月 13 日（光緒二年四月二十日）。［8］440。 
16 《申報》1874 年 6 月 29 日（同治十三五月十六日）。［4］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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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之前，四者之間的區別較為明顯；到民國以後，雖然「名角廣告」與「新

戲（名劇）預告」的篇幅增加，但也逐漸出現合流的現象。亦即「戲目告白」的

內容大幅擴充，將所有資訊一網打盡，而同時又刊登「名角廣告」或「新戲（名

劇）預告」，以重複出現的方式加強讀者印象。此時「戲目告白」的樣式已經非

常接近現代報紙上的電影廣告，某些時期版面的活潑程度甚至較今日猶有過之，

唯不再標示「戲目告白」之名，統稱之為「廣告」，其形式的豐富多變亦遠非原

始的「戲目告白」可比。 

 

二、《申報》戲曲廣告刊登的時間 

 

1872 年 6 月 18 日（同治十一年五月十三日），是《申報》刊載戲劇廣告的開始。 

 

《申報》創刊於 1872 年 4 月 30 日（同治十一年三月廿三日），初創時，刊登廣

告者以洋行為主，當時的中國商人尚未體認到廣告的功能，這牽涉到當時的上海

正處於農業社會與商業社會的過渡。上海在 1843 年（道光廿三年）開埠通商，

因地利之便，迅速成為遠東第一大商港，也是中國商品進入世界貿易體系的大

門，她本身是一個商業城市，但是中國的其他地區幾乎都仍處於農業社會，在上

海活動的人也都是在農業社會裡成長的，相對於商業社會而言，農業社會的經濟

活動較為保守，商家與消費者重視的都是「信用好、牌子老」，建立知名度靠的

是「口碑」，而不是花錢去買的「宣傳」。因此，儘管《申報》創刊近兩月後戲園

經營者才開始在其上刊登廣告，但他們已經算是敏感度極高，在短期內便想到可

以運用報紙這項新興媒體來作宣傳了。 

 

1872 年 6 月 18 日（同治十一年五月十三日）開始刊登的中國戲曲史上第一批報

紙戲曲廣告，到 1873 年 4 月 16 日（同治十二年三月二十日）突然停止，原因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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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這次停刊為期一年九個月，直到 1875 年年初（同治十三年年底），「丹桂茶

園」因年關將屆而「通同申江各班文武角色會戲」，在 1875 年 1 月 26、28、30

日（同治十三年十二月十九、廿一、廿三日）三天刊登會戲告白，17戲曲廣告才

重現於《申報》。 

 

然而，同治帝在 1875 年 1 月 12 日（同治十三年十二月五日）去世，經過十三天，

皇帝駕崩的消息才傳至上海，因此，1875 年 1 月 26 日（同治十三年十二月十九

日）在《申報》第六頁（第六版）固然出現了久違的「戲目告白」，但第一頁（頭

版）刊登的卻是皇帝的死訊。 

 

由於上海戲園幾乎都位於租界內，國喪期間八音遏密的定制並未立即被遵行，及

至迫於清廷官方壓力與輿論批評而不得不停演，園主仍以生計為由，分別向英租

界會審衙門、法租界會審公堂、美國領事署陳情，儘管先後遭到駁回，斷斷續續

仍偶有戲園開演，遂引起各界非議，即連外地如蘇州杭州都有人投書報端力主上

海戲園不應開演。18直到 1875 年 2 月 21 日（光緒元年正月十六日）哀詔送抵上

海，清廷正式下令禁演，所有戲園只能歇業，否則便是改演「西洋影戲」。19在

這種情況下，前述丹桂的三日廣告猶如曇花一現，一直要到國制期滿、各戲園陸

續開演，戲曲廣告才在 1875 年 4 月 21 日（光緒元年三月十六日）重現。20 

 

從 1875 年 4 月 21 日（光緒元年三月十六日）到 1881 年 4 月 27 日（光緒七年三

月廿九日），戲曲廣告一直是《申報》廣告欄的重要內容，次日，因為慈安太后

                                                 
17 ［6］87、95、103。 
18 關於戲園業主與官方之交涉及輿論反應，可參見下列《申報》之新聞與評論：光緒元年（1875）

1 月 6 日〈戲園主具稟〉［6］122。1 月 7 日〈戲園主復請開禁〉、〈上海戲園不得不禁〉［6］126。

1 月 10 日〈寶興茶園演戲〉［6］133。1 月 11 日〈勸戲園勿開演說〉［6］138。1 月 15 日〈論禁

止音樂事〉［6］153。 
19 2 月 11 日丹桂茶園開演英國影戲、12 日金桂軒開演法國影戲、16 日富春茶園開演美國影戲。

參見〈開演影戲〉、〈新到外國戲〉、〈疊演影戲〉，［6］241、245、257。 
20 ［6］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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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戲園遵照國制停演八十一日，戲曲廣告也隨之暫停，至 1881 年 7 月 16

日（光緒七年六月廿一日）才復現，此後持續十九年不曾間斷，這是有清一代《申

報》戲曲廣告連續刊登最久的一個時期。 

 

1900 年 6 月 28 日（光緒廿六年六月二日），《申報》的戲曲廣告突然消失，原因

不明，可能與當時《申報》逐漸成為「頑固」、「腐敗」的代名詞致使銷售量大減

有關。因為本時期《申報》主要競爭對手《新聞報》上的戲曲廣告並未消失，而

且份量日多，內容亦越見新意。至於《申報》之所以成為頑固與腐敗的代名詞，

與當時總主筆黃協塤的政治立場有關。黃氏政治立場本就較為保守，但其他主筆

多贊成維新派，《申報》言論因而尚得以持平。1898 年（光緒廿四年）戊戌政變

後，黃氏強烈表態支持慈禧太后，《申報》社論立場亦由同情維新轉向批判康梁。

然而上海堪稱支持維新運動最力之地，黃氏的文字引起上海其他報紙公憤，銷售

量一落千丈，但因各地通訊網根底雄厚，在其他新聞的採訪上仍為他報所不及。

直至 1905 年（光緒卅一年）開春，黃協塤遭董事會撤換，報紙自版面內容到言

論立場盡行改革，不久又重獲讀者肯定。21 

 

在 1900 年（光緒廿六年）六月之後的四年半裡，戲曲廣告在《申報》只出現兩

次，兩次都是特殊情況。一次是 1900 年 12 月 27 日（光緒廿六年十一月六日）

「丹鳳園」開幕，「丹鳳」的「戲目告白」曾帶動另一家業者跟進，但旋即消失，

「丹鳳」本身也只刊登到 1901 年 1 月 6 日（光緒廿六年十一月十六日）；另一次

是 1904 年 1 月 1 日（光緒廿九年十一月十四日），當時在上海已經沒有專屬舞台

的崑班特別邀集清客串演三日，主事者因而刊登戲曲廣告，三日之後，告白也就

停止了。 

 

1905 年一月底（光緒卅年年底）春節休假期間，《申報》進行了創刊以來幅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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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一次改革，（後來稱之為「1905 年大改革」），開春之後，在光緒 1905 年 2

月 7 日（光緒卅一年正月四日）以全新的面貌問世，戲曲廣告也復現於第一張第

七版（後有時亦置於六版）。22此後，歷經改朝換代、抗戰前的動盪不安、孤島

時期乃至國共內戰，儘管政權幾經更迭，市況榮枯無定，《申報》只在抗戰初起、

太平洋戰爭爆發與抗戰勝利三個階段曾有過短暫停刊，23其他時期無論大環境怎

樣艱困，直到 1949 年（民國三十八年）5 月 27 日上海易幟、申報館被共軍接收

為止，《申報》在上海始終堅持出刊，但凡《申報》出刊一日，《申報》的戲曲廣

告便存在一日，陪伴上海人度過無數個風雨晨昏。 

 

從 1872 年 6 月（同治十一年五月）到 1949 年（民國三十八年）5 月，七十八年

間戲曲廣告在《申報》上僅有四次為期較長的停刊，除此之外，幾乎可說沒有間

斷。由於「戲目告白」是戲曲廣告的根本，「名角廣告」與「新戲（名劇）預告」

雖然內容花俏，篇幅也經常過之，但論實質卻都只是「戲目告白」的衍生物，因

此，下面僅將七十八年間「戲目告白」的刊登情形製成表格，同時簡單說明包含

的內容，以供參考。 

 

《申報》戲目告白刊登時間及內容大要 

刊登起始日期 刊登結束日期 內容 停刊原因 備註 

同治 11 年（1872）

5 月 13 日 

同治 12 年 

（1873） 

3 月 20 日 

1. 地點 

2. 時間 

3. 劇目 

不明 金桂軒於 10 月 23

日至 12 月 20 日

固定刊登主要演

員名 

同治 13 年 同治 13 年 1. 時間 國喪（同治帝 係丹桂園為各班

                                                                                                                                            
21 事見宋軍《申報的興衰》。pp.57-69。再由該時期報紙廣告量的消長亦可窺其大要。 
22 ［79］190。 
23 三次停刊的確實日期分別為 1937 年 12 月 15 日至 1938 年 10 月 9 日、1941 年 12 月 9 日至 14
日與 1945 年 9 月 18 日至 11 月 21 日，以第一次的停刊時間最長，當時報館重要人員與機器為避

戰火而撤離上海，經漢口轉至香港，故 1938 年至 1939 年《申報》在上海停刊期間曾先後在漢口

與香港繼續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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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9 日

（1875/01/26） 

12 月 23 日

（1875/01/30） 

2. 地點 

3. 劇目 

4. 演員 

5. 製作特色

6. 附帶優惠

逝世） 會戲而隔日刊登

光緒元年 

3 月 16 日

（1875/04/21） 

光緒 7 年 

3 月 29 日

（1881/04/27） 

1. 時間 

2. 地點 

3. 劇目 

4. 演員 

5. 製作特色

6. 附帶優惠

7. 偶見本事

與特定劇

目宣傳語

國喪（慈安太

后逝世） 

光緒元年 

4 月 11 日至 20 日

（1875/05/15-24）

曾中斷十天 

光緒 7 年 

6 月 21 日

（1881/07/16） 

光緒 26 年 

6 月 2 日

（1900/06/28） 

1. 時間 

2. 地點 

3. 劇目 

4. 製作特色

5. 宣傳套語

6. 價目 

可能因報紙

銷路不佳 

光緒 26 年 

11 月 6 日至 16 日

（1900/12/27-190

1/01/06）、光緒 29

年 11 月 14 日至

16 日

（1904/01/01-03）

曾復現兩次 

光緒 31 年 

1 月 4 日

（1905/02/07） 

民國 38 年 

5 月 27 日

（1949/5/27） 

1. 時間 

2. 地點 

3. 劇目 

4. 演員 

5. 製作特色

6. 宣傳套語

7. 價目 

上海易幟，申

報館被接收 

曾因抗戰初起、

太平洋戰爭爆發

與抗戰勝利而有

三次短暫停刊，

參見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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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電話號碼

 

 

第三節  《申報》戲曲廣告的流變 

 

對《申報》戲曲廣告的種類與出現時間有所瞭解之後，不免要問：歷經了從晚清

到民國的漫長歲月，政治體制改變了，統治者改變了，社會人心也改變了，既然

時代變遷如此劇烈，那麼，以社會各階層人士為受眾的戲曲廣告本身是不是必須

相應做出改變？此外，既然當時已有「招貼（帖）」、案目等其他宣傳行銷管道，

戲園業者為什麼願意額外支出費用，持續在報端刊登廣告？ 

 

本節的討論分為三個重點。首先，將觀察《申報》戲曲廣告在形式與內容上的遞

嬗，並以《《申報》縮印本》的影本作為附圖，具體補充說明。其次，再討論筆

者歸納出的《申報》戲曲廣告的四種主要表現方式，並分別舉例，以見大要。最

後，再剖析戲曲廣告與當時戲園慣用的其他宣傳途徑有何異同，並探討何以上海

戲園必須運用報紙戲曲廣告，而此種新興宣傳方式又如何對京劇在上海的發展造

成影響。 

 

一、形式與內容的改變 

 

前一節曾經說過，1872 年 6 月 18 日（同治十一年五月十三日）是《申報》刊載

戲劇廣告之始，當時稱為「戲目告白」，刊登方式是合各園於一欄，稱為「各戲

園戲目告白」，當日有「丹桂茶園」、「金桂軒」和「九樂戲園」三家合刊，內容

只是載明各園演出時間（日期、日場或夜場）和劇目（見附圖一），這樣簡單的

「戲目告白」很快就有了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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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年 5 月 22 日，「金桂軒」在劇目《黃花舖》七本之上，標出了主演演員綠牡丹

之名，24「戲目告白」的內容開始有所改變，除了劇目之外，演員首度成為戲曲

廣告的重點。不過，同業並未立刻跟進「金桂軒」的作法，而「金桂軒」本身也

只是偶一為之，並沒有固定採用這種廣告形式。直到 7 月 3 日，「九樂園」告白

中才出現「李興齋演黃金台」的字樣；25接下來是 10 月 6 日「丹桂茶園」在《六

出祁山》上標明「客串」；26；10 月 12 日，「金桂軒」在《寧武關》等五個劇目

上分別標出「新到」、「客串」、「馬六」。27從 5 月 22 日開始，儘管有「金桂軒」

打破成規，新意初現，但經過整整五個月的時間，一般而言「戲目告白」仍維持

著最單純的內容，只刊登演出時日和劇目，演員名單等其他資訊僅能零星得見。 

 

10 月 23 日，又是「金桂軒」帶頭打破慣例，固定將班中主要演員藝名標註在主

演劇目之上（見附圖二），28偶而也加註「燈彩」、29「新戲」、30「夜戲外加京都

奇巧煙火」、31「全彩」32等字樣，提供讀者以演員名單為主的進一步演出訊息。

但其他戲園並未仿效。「金桂軒」這個作法一直持續到 12 月 20 日結束營業為止，

其後只剩下「丹桂軒」和「寶興園」繼續刊登「戲目告白」，兩家維持著原來的

簡樸樣式，變化極少。 

 

同治 12 年（1873）3 月 20 日，「戲目告白」的刊登突然停止，原因不明。在這

段長達十個月的刊登期間內，只有「金桂軒」的告白內容較具創意，其他戲園一

                                                 
24 ［1］195。此綠牡丹為老綠牡丹，並非二十世紀三０年代名列「南方四大名旦」之綠牡丹黃

玉麟。 
25 ［1］331。 
26 ［1］647。 
27 ［1］667。 
28 ［1］707。 
29 ［1］719。 
30 ［1］747、［2］43。 
31 ［1］767。 
32 ［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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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都維持著「園名、演出時日和劇目」的基本內容，以劇目為宣傳重點，其他資

訊非常罕見。至於為何金桂軒特別強調演員，由於資料的缺乏，只能推測也許其

旗下演員較具號召力，而其他戲園之所以不跟進，或者表示其演員較不知名，由

於早期演員均來自外地，知名度的建立需要時間，上海戲曲界的「名角隊伍」此

時可能尚未形成。 

 

暌違了一年九個月，直到「丹桂茶園」為了「通同申江各班文武角色會戲」在

1875 年 1 月 26、28、30 日（同治十三年十二月十九、廿一、廿三日）三天刊登

會戲告白，33戲曲廣告才重現於《申報》。這三天的告白無論形式或內容都與前

有別（見附圖三），由於是不同於例行演出的「會戲」，演員名單至關緊要，頭兩

日以較大字體標明劇目，下以小字開列演員名單，一齣戲最多開至六人；第二日

進一步加註檯包觀眾另有贈品；第三日上演「新排燈戲長生殿全本」，取消了演

員名單，代之以場次齣目和近百字的新式燈彩介紹。這三天的告白內容幾乎就是

終清之世戲劇廣告的藍本，只缺少「本事」一項，其他諸如時間、地點、劇目、

演員等主要元素和製作特色、附帶優惠等次要元素都包含在內，後來的廣告雖然

詞句越出越奇、篇幅越刊越大，所提供的資訊大抵皆未出上述範圍。演員名單的

強調，應當意味著名角隊伍已逐漸形成。花部亂彈劇本多成於演員之手，文學性

無足深論，觀眾進場為的是演員的表演，經過相當時日的市場運作，優勝劣敗，

適者生存，演員中的佼佼者已逐漸具有與劇目相同、甚至更高的號召力。 

 

儘管演出市場日漸繁榮，但天有不測風雲，同治帝就在這一年的 1 月 12 日（農

曆十二月五日）去世，十三天後消息傳至上海，位於租界的戲園仍然照常開演，

無視於國喪期間八音遏密的定制。租界是個奇特的存在，中西官方在此本就多有

扞格，借題發揮的情形所在多有，戲園此舉引起清廷官方與華人社會輿論的強烈

不滿，1875 年 2 月 21 日（光緒元年正月十六日）哀詔送抵上海，上海道正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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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禁演，直到國制期滿，「戲目告白」才得重現。 

 

與同治年間不同的是，光緒元年開始的「戲目告白」改為各園獨立刊登，各以園

名為該欄標題，不再合併稱之為「各戲園戲目告白」。起先，只有「丹桂園」與

「金桂軒」於各齣劇目上列有主演演員，其餘各園仍僅開列劇目與演出時間（見

附圖四）；不多久，其他各園也比照丹桂金桂辦理，而且開列的演員數量日漸增

多，偶而也添加本事或宣傳語，逮及 1881 年 4 月 27 日（光緒七年三月廿九日）

因慈安太后去世遵國制停演前夕，劇目與演員名所佔篇幅已成一比三甚至一比四

之勢（見附圖五）。34除了劇目與演員的消長，其他較值得注意的新手法還有：

以啟事形式為劇情完整的劇作開列眾多演員名單；35為自家生意興隆與演員妙技

特別宣傳、36為新聘名角刊登「擇吉起演」的預告；37為連台本戲一次預告上演

的全部日程；38將 1874 年（同治十三年）「丹桂」首創的「看戲贈物」發揚光大，

並且引起同業仿效（見附圖六），39兩園競相以贈品招徠觀眾，持續近月。不過，

這些新的宣傳手法並未立即成為固定出現的元素，而是時隱時現的。一般而言，

「戲目告白」的內容雖日漸充實，但仍然維持較為樸素的形式，與同版面的其他

廣告相較，並不特別突出。 

 

至於「新戲（名劇）預告」，僅偶爾為大製作而特別刊登，尤其是當時流行的燈

戲；「名角廣告」還不多見，而且常以「名班告白」的形式出現，主打的是「名

班」而非「名角」。無論是「新戲（名劇）預告」或「名角廣告」，皆有相當篇幅

                                                                                                                                            
33 ［6］87、95、103。 
34 ［18］443。 
35 由專演崑曲的一桂軒於 1875 年 5 月 15 日（光緒元年四月十一日）首創，仿效者亦多為崑班

戲園。［6］443。 
36 金桂軒。1875 年 5 月 26 日（光緒元年四月廿二日）。［6］479。 
37 金桂軒。1875 年 11 月 18 日（光緒元年十月廿一日）。［7］483。 
38 昇平軒，預告的劇目為《得意緣》。1875 年 5 月 27 日（光緒元年四月廿三日）。［6］483。 
39 由一桂軒於 1875 年 6 月 15 日（光緒元年五月十二日）起頭。［6］547。同樣專演崑曲的山雅

園於 1875 年 6 月 19 日（光緒元年五月十六日）開始跟進。［6］563。附圖是 5 月 16 日的戲目告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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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敘述性文字，以內容取勝，而且標題常常是「某某茶園如何如何」，而不是後

來常見的劇目與演員名，且劇目和演員名的字體亦未特意放大，版面編排也中規

中矩，並不超出正常欄位之外。 

 

1881 年 4 月 28 日（光緒七年三月三十日），各園因慈安太后去而遵制停演，八

十一日後，「戲目告白」重現，從此展開有清一代《申報》持續刊登戲曲廣告最

長的時期，自 1881 年 7 月 16 日（光緒七年六月廿一日）到 1900 年 6 月 27 日（光

緒廿六年六月初一日），歷時十九年，而且當時是不歇夏的，至多因天熱而停演

日戲。十九年間，除了農曆春節封箱的七到十天之外，讀者每天翻開申報一定可

以看到「戲目告白」。 

 

剛恢復之時，規模比八十一天前大幅縮小，無復演員名，偶有新到主演，則於告

白中簡單標明。這樣小規格的「戲目告白」維持了相當長的時間，改變不多，只

在新戲或重頭戲上添加「全武」、「文武合演」、「燈彩新戲」、「新編文武全本新戲」、

「全班文武名角合演」之類的宣傳套語，並以寥寥數語簡介該戲特色（見附圖七、

八）。後來主要演員和重點戲碼被獨立出來，成為「名角廣告」與「新戲（名劇）

預告」，「戲目告白」本身變得更單純，只保留劇目和極精簡的宣傳套語（見附圖

九、十）。唯一例外的是粵班與潮班的告白，廣東大戲與潮州戲雖有廣幫、潮幫

商人為基本觀眾群，戲班仍須努力開拓客源以利營運，由於語言隔閡、演員陌生、

演出劇目與京梆差別較大，他們的「戲目告白」往往敘明全劇來龍去脈，經常還

將劇中主要角色的演出者逐一寫明（亦見附圖九、十）。 

 

十九年間，戲曲廣告最明顯的改變是「新戲（名劇）預告」出現的頻率大幅提高，

敘述性文字也略少於光緒初年，劇名字體或放大、或異體、或周邊留白，已經注

意到「醒目」的重要。「名角廣告」時而有之，但為「個人」刊登者仍然較少，

多係數人合刊、或者全班合刊，標題仍然多作「某某茶園」或「名角（一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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檯」，與光緒初年一樣，讀者仍必須詳閱內文方知名角誰何、由來與所長。就「劇

名比演員名更早成為宣傳焦點」這個現象來看，上海戲園經營者對「劇目」的注

重要早於對「名角」的注重。而後來廣告中劇目與演員的消長，則反映了名角日

漸增多，為數可觀的名角隊伍逐漸形成，由此可以窺見當時表演市場的興盛，同

時，在商言商，在戲園業者眼中，演員已經取代劇目，成為販售價值更高的商品。 

 

1900 年 6 月 28 日（光緒廿六年六月二日），《申報》的戲曲廣告突然消失，此後

的四年半，「戲目告白」在《申報》只出現兩次，兩次都是特殊情況，這部份在

前一節已作了說明。 

 

1905 年年初（光緒三十年底），在春節休假期間，《申報》進行了創刊以來幅度

最大的一次改革，（後來稱之為「1905 年大改革」），開春之後，在 1905 年 2 月 7

日（光緒卅一年正月四日）以全新的面貌問世。「戲目告白」也復現於第一張第

七版（後有時置於六版），40各園都在劇目上標明主演演員，與 1881 年（光緒七

年）時作法相同，同年 2 月 9 日（正月初六日）出現「新戲（名劇）預告」，2

月 11 日（正月初八日）出現「名角廣告」。儘管「名角廣告」的數量迅速增加，

但與四年半前不同的是，「戲目告白」上的各齣主演演員始終沒有消失，可見演

員已經成為與劇目一樣重要、甚至更重要的宣傳重點。另外，越來越多的戲園每

隔幾日就在園名之下寫明正廳的價位，並且經常出現一日減價、短期減價的情

形，顯然戲園之間的競爭已日趨激烈。 

 

到了宣統年間，「戲目告白」除園名、日期、宣傳套語、各齣主演演員與劇目外，

經常標明價票價與園址，新編新排個別戲碼多有廣告詞強調該劇特色、紳商煩

演、行頭新彩或改良新戲。不過，內容方面最大的變化當屬電話號碼的出現與詳

盡的價位說明，從這些細節可以窺見時代的改變。至於形式上改易的幅度就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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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了，在此每年僅舉一日為例：1909 年 1 月 27 日（宣統元年正月初六日），除

園名字體稍大之外，所有內容幾乎皆以小字排印（見附圖十一）；經過一年，從

1910 年 2 月 21 日（宣統二年正月十二日）的廣告可看出版面已經比較活潑，有

些戲園不僅園名採用大型黑體字，重要演員與劇目也比照辦理（見附圖十二）；

到了 1911 年 10 月 13 日（宣統三年八月廿二日），所有戲園都採取了前述作法，

不僅演員的名字越放越大，而且運用了簡單的幾何圖案如實心三角、實心或空心

圓圈等等，希望使告白內容更加清楚易讀，不再只是單純的文字排列組合（見附

圖十三）。一直到 1911 年 12 月 31 日（辛亥十一月十二日）清朝結束、改元民國

的前夕，這樣的編排方式與內容都沒有什麼改變（見附圖十四）。 

 

民國以後，由於《申報》發行範圍與影響力的擴大，外地的戲園也開始於其上刊

登廣告。此外，演員已經取代劇目成為宣傳焦點，而且重要性遠勝於劇目，特別

是京角至滬，往往先揚其名，稍晚再刊劇目，而且演員名的字體遠較劇目字體醒

目，此時京劇市場上販售的重點產品完全是演員。不知是否由於民國的生活步調

比清朝快速，上海戲園對報紙廣告的運用手法不僅日新又新，而且可謂已臻化

境。以民國五年王鳳卿與梅蘭芳到上海「天蟾舞台」的演出為例：王、梅的前一

檔是李吉瑞，9 月 21 日的廣告以斗大的黑體字說他「只此一天，今後北上不易

南來」，4122 日字體加大了一號，卻又說「臨別紀念，紳商再四挽留三天」，緊鄰

著的下面一欄便是「王鳳卿梅蘭芳  頃接京電由安平輪船即日來申」與傍王、梅

的小生姜妙香的介紹（見附圖十五）。從此以後，王、梅、姜三人的名字天天在

報上以相同的篇幅出現，直到演出檔期結束，而且位置移至版面左上方，更加搶

眼。再細看他們未到上海之前的廣告內容，從 9 月 27 日開始，修正了 22 日的內

容，改口說「頃接京電，已由新銘輪船南下，即日到申」，4210 月 2 日起則是「現

                                                                                                                                            
40 ［79］190。 
41 ［142］339。 
42 ［14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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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到申擇吉登台」，43到了 10 月 4 日便預告 6 日起演的打泡戲碼。44演出預告並

不稀奇，但從將登程、已登程乃至抵達上海，在那個沒有電視的年代，一連串鉅

細靡遺的「巨星動態追蹤」確實充分利用了報紙廣告「極具時效性」的優勢。而

且，當時王鳳卿雖已受滬上戲迷尊崇，但梅蘭芳與姜妙香均尚未於上海成名，篇

幅超過四分之一版的廣告連登逾月，必然為他們的演出製造了可觀的聲勢，上海

人說「花花轎子人抬人」，運用媒體哄抬炒作並不始自今日，「天蟾舞台」的這一

波宣傳攻勢可謂將報紙戲曲廣告的功效發揮到了極致。 

 

隨著時代的腳步加快，民國以來的戲曲廣告內容雖仍不脫劇目、演員、時間、地

點、劇情、行頭等要素，但形式可謂日新月異，極盡炫目之能事。劇名與演員名

的字體越見醒目自是不在話下，劇情介紹的篇幅更隨之暴長，即使如《水滸傳》

這樣當時人耳熟能詳的題材，也會用三分之二版的面積詳述各個劇中人的事跡，

並亟誇扮飾演員的妙處（見附圖十六），外加劇照以補文字之不足（見附圖十七）。

然而，韶華盛極的另一面便是衰亡的陰影，上海灘頭，新的娛樂選項已經日漸茁

壯，戲曲廣告雖在《申報》影劇廣告版面仍佔有相當的篇幅，更多版面卻為其他

類型的娛樂廣告所佔據，其中威脅最大的，便是電影廣告。 

 

前文曾經說過，1875 年（光緒元年）同治帝國喪期間，「西洋影戲」被租界戲園

業者拿來墊檔以資餬口；到了民國十三年，電影廣告已經能與戲曲廣告分庭抗

禮，篇幅相當；45時序進入三０年代，這段歲月堪稱是戲曲在上海最燦爛輝煌的

年代，但戲曲廣告與電影廣告所佔版面卻呈現一比四之勢，戲曲廣告的篇幅僅有

電影廣告的四分之一。 

 

猶有甚者，當電影廣告以大幅劇照、聳動文辭乃至平均較低的價位吸引觀眾時，

                                                 
43 ［142］535。 
44 ［14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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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廣告的宣傳重點已經無法完全專注於劇情、演員或行頭新彩這些戲曲本有的

元素上，必須試圖追求立即可得的感官刺激，期能與之抗衡。以民國廿三年 1

月 5 日尚小雲與譚富英在「炳記三星舞台」演出的廣告為例：當晚大軸是尚小雲

的《卓文君》，而前四頁的電影廣告詞有：「胡蝶皇后的裸腿赤腳」（《鹽潮》）、「青

春少女追求男性的狂熱」（《青春之火》）、「武則天是中國歷史上最荒淫之后！亨

利第八是英國歷史上最淫亂之君！」（《英宮豔史》）、「普及神秘裸體運動  租界

當局絕對禁映」（《健美的女性》）、「帝后一浴牛乳萬斛」（《羅宮春色》）等等，

46緊跟在諸如此類的文辭劇照之後，「名震全球色藝雙絕獨樹一幟文武兼擅青衣

花衫泰斗」尚小雲的《卓文君》被形容為「兩千年前女招待」，而且在四分之一

版的篇幅裡以大小不等的字體重複了三次（見附圖十八）。影響觀眾品賞標準的

因素與影響他們選擇娛樂活動的因素一樣複雜，而且不是本文討論的重點，但

是，一葉知秋，社會節奏越來越快，生活步調也不再悠閒如昔，僅從廣告內容與

所佔篇幅的比例便可窺見民初戲曲與電影這兩種娛樂事業在上海的消長。 

 

民國廿六年，日軍進佔上海，歐美各國僑民大半都先行撤離，沒有了租界的庇護，

上海的絕代風華轉瞬間風流雲散，《申報》也一度改在漢口與香港出刊，將近一

年後才又回到已成孤島的上海。孤島時期，各行各業均受日人管制，報紙減張，

娛樂業也未能自外於時局，包括戲曲廣告在內的所有影劇廣告都大幅萎縮，內容

隨之日減，到抗戰後期所有影劇廣告加起來僅佔三分之一個版面，戲曲廣告的內

容幾乎僅存劇目、演員、時間與地點等基本資料，若與同治年間最早的一批「戲

目告白」並置，不同之處僅有排版而已。抗戰勝利後，市面稍復，北方名角陸續

南下，戲曲廣告一度微幅復甦，但二三０年代的盛況已然無法重現。隨後又有國

共內戰，雖然上海附近戰況不算激烈，但畢竟不比承平時期有利娛樂業的健全發

展。儘管與過往的繁華不可同日而語，但到民國卅八年 5 月 27 日上海易幟為止，

                                                                                                                                            
45 參見［206］至［208］。 
46 ［312］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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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的戲曲廣告從未間斷，它們與《申報》一樣，忠實地陪伴著上海市民，

直到國民政府在上海的最後一天（見附圖十九）。 

 

二、四個表現層次：告知、宣傳、吹噓、攻擊 

 

《申報》的戲曲廣告前後持續了七十八年，經過這漫長的逾四分之三世紀的歲

月，廣告形式與內容的改變已如前述。然而，改變之處僅止於資訊量的多寡與美

編排版的活潑嗎？廣告內容的表現方式可曾有所轉變？為什麼有此轉變？ 

  

綜觀這四分之三個世紀的《申報》戲曲廣告，其表現層次可概分為四，其出現順

序與表現手法的誇張程度正好成正比，越晚出現者越誇張。這四個表現層次分別

是：告知、宣傳、吹噓、攻擊。四者的內涵與主要目的如下： 

 

（一） 告知：廣告的基本功能。以平實的文字開列劇目、演員、地點與時間四 

項主要元素，不及於其他次要元素，僅限於資料提供，有願者上鉤的意味，

目的在於資訊的傳達。早期的「戲目告白」幾乎皆屬此類： 

 

〈各戲園戲目告白〉 

丹桂茶園十二日演 

《虎囊彈》、《洒金橋》、《大賣藝》、《繫（擊）掌》、《打龍袍》、《金

水橋》、《胭脂虎》、《拿謝虎》、《通天□》 

金桂軒十三夜演 

《雁門關》、《蘆花河》、《山海關》、《玉蘭記》、《丑配》、《飛坡（波）

島》、《賣身》、《丁甲山》、《清石嶺》 

九樂戲園十三日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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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雲會》、《戰北原》、《三上吊》、《迥（迴）龍閣》、《一疋布》、

《黑沙洞》、《義虎報》、《鬧花燈》47 

 

（二） 宣傳：承上。除四項主要元素之外，亦兼及次要元素如行頭、燈彩、贈

品等，或選擇產品重點特別加強介紹，帶有教育觀眾的意味，有時遣詞用

字雖略顯誇張，但基本出發點多半仍是誠懇的，誇張的目的在於引起注

意。從「戲目告白」中分化出來的「新戲（名劇）預告」與「名角廣告」

其本質便屬此類。這種表現方式雖在清代便已出現，但在民國以後得到更

充分的發展。一來因為白話文日漸通行，相對於文言文的典雅考究，當時

尚未定型、沒有成法可循的白話文更適用於長篇述說。其次，民國之後報

紙全面增張，廣告版面大幅擴充，廣告業主有更多字數可以運用，遂得以

暢所欲言，因此，在民國之後此類宣傳方式被運用的頻率也大幅提高。以

目前各家公認民國初年支持京劇改良運動最力的「新舞台」夏氏兄弟（夏

月珊、夏月潤）為例，他們在推出膾炙人口的連檯本戲《濟公活佛》時，

就曾經試圖將神怪劇情與當時局勢結合起來，以戲救國： 

 

〈十八本《濟公活佛》  救世道人心的好戲〉 

十八本的佈景特長，已在報上宣布多日，可以不必多說了，今日

且把我們編排這本戲的用意何在說一說。 

人孰不怕死？然而一個人到了無可奈何的時節，非但不怕死，並

且還有不願活的呢！十八本中有一個書生，因鍾情於一個女子，

出生入死了好幾次，經了無數曲折，總被奸人作弄，不能完滿因

緣，於是兩個人便憤世嫉俗，自願戕賊身體，雙雙同死，想作一

對精神上的夫妻。後來幸得活佛趕到枉死城中去，苦口婆心把他

                                                 
47 《申報》同治十一年（1872 年）五月十一日。［1］164。此為第一份《申報》戲目告白，括弧

中字為筆者所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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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勸化明白，才肯回轉陽間，白頭偕老。 

現在的世道人心，是一天天地望（往）下墜（墮）落，青年人往

往抱厭世主義自殺的新聞，常常在報章上披露。人存了賤視生命

的念頭，便對於世事多抱悲觀，遇事自甘退讓，不能與惡勢力奮

鬥，這實在是人類進化上一個大大的障礙。何況現在中國處於這

種危機四伏的時候，國民更不得不具有不屈不撓的志願，希與一

般野心家決一死戰，如人人把性命看得一錢不值，都願躲到世外

去避免一切人類應盡的責任，則中國前途更不可問了。本台有鑑

於此，特地用「寓言式」的體裁，編成這一部好戲，喚醒世人的

迷夢。又恐陳義太高，一般人不易了解，故費盡心血，想了許多

「機關佈景」、「九音合唱」等物出來，以資號召。雖不敢說是救

世的生力軍，然於維繫人心總算盡了一些微力了。48 

 

（三） 吹噓：承上。無所不用其極地誇耀劇目或演員，手法變化多端，可信度

堪慮，但也最具可看性。「吹噓」與「宣傳」同樣都具有誇張的特點，不

盡不實。但「宣傳」的出發點相對而言比較誠懇，顯得較有節制；「吹噓」

則無所不至，只怕連執筆者也不會信以為真。同樣以新舞台的《濟公活佛》

為例，儘管「新舞台」同仁皆頗有救世之心，但在需要自我吹捧時，一樣

連篇累牘，無所不用其極： 

 

〈降妖伏魔  諸邪迴避〉 

……濟公活佛是伏魔降妖的老前輩，驅鬼捉怪的專門家，不要說

是妖怪見了他要害怕，就是稍帶三分邪氣的人，遇見活佛，也有

些頭腦子脹的。所以《濟公活佛》是端午節的絕妙應時戲。諸君

看了活佛的戲，心目中有了濟公活佛，無論什麼妖魔鬼怪，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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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避三舍的了……49 

 

〈十三本《活佛》是秘本〉 

……這本新排的《活佛》，可非同凡比，彩景已預備了三、四個

月，戲情則覓得百年前老伶工所編之《火燒煙雲塔》秘本。場子

之緊湊，編置法之美備，實非近代編劇家所能望其項背。此劇因

登場正角需二、三十人之多，從前戲館中沒有這許（多）角兒，

所以不能演唱，漸漸的將一本絕妙好戲竟失傳了。現在本台也沒

有這許多藝員演這本戲，故此特將劇中重要人物，都請優等藝員

兼扮，一人飾二個角兒，，唱戲的果然非常吃力，看戲的眼福可

真不小。……50 

 

除了對劇情天花亂墜的吹捧之外，此類宣傳文字對演員也不吝筆墨： 

 

〈《花月痕》  情之所鍾，端在誰何？〉 

……馮子和飾秋痕，面如花美，心比蓮苦，恰合身份。他演戲，

好在眉能表情，目能傳神，演這路幽怨戲，入木三分，尤其對工。

麒麟童飾痴珠，滿腹牢騷，不著一字，自能發出，請想他的演戲

程度高與不高。他與子和配戲，來言去語，絲絲入扣，子和如今

克享盛名，他的功勞原不在小數。王靈珠飾采秋，逼真是個目無

下士，睥睨一世的俠妓，可愛不可狎，可望不可即，令人肅然起

敬。…… 

 

此外，廣告主還經常為演員冠上長串頭銜，如「寰球歡迎敻絕無上花旦青

                                                                                                                                            
48 《申報》1922 年 2 月 14 日。［177］688。 
49 《申報》1919 年 6 月 2 日。［158］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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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梅蘭芳，民國五年）51、「環球獨一泰斗文武老生」（李桂春，民國

十五年）52、「名震全球獨一無二青衣花衫」（尚小雲，民國十六年）53、「寰

球歡迎譚派正宗文武鬚生」（安舒元，民國十七年）54等，形容誇張，毫

無保留，也是這種宣傳方式的顯證。 

 

（四） 攻擊：承上。但在遣詞用字之間有意無意貶抑競爭對手以抬高自身。實

際運作方式則有含蓄與露骨之別：含蓄者以「說自己絕不如何如何」暗示

「對手如何如何」；露骨者則放言「滬上戲園如何如何」以表示自己卓爾

不群，且措辭亦較激烈。在晚清時期，此類宣傳措辭以直接露骨者為多，

尤以戲園為新到演員作宣傳或競相編演新戲時最為常見： 

 

詠霓茶園〈特請頭等名角〉 

本園不惜重資，特聘請到京都內城府第一等第一名花旦人人愛。

其歌喉婉囀，風韻娉婷，而音調更為清雅，別有一家風味，較之

前次來滬之十三旦尤勝一籌。在京演唱時，在座觀者無不欽愛，

甚至戀戀忘歸，洵屬超群軼類，並非小園砌詞裝飾，哄騙諸君……

55 

 

老丹桂〈新排《見聞遺事》燈戲〉 

本園並非混造謠言，以誠實為主。此戲頭次初演，其中曲直幽雅，

無不精妙……56 

 

                                                                                                                                            
50 《申報》1919 年 10 月 27 日。［160］1032。 
51 ［142］571。 
52 ［227］386。 
53 《申報》1927 年 9 月 19 日。［238］407。 
54 《申報》1928 年 3 月 19 日。［244］467。 
55 《申報》1886 年 10 月 17 日（光緒十二年九月二十日）。［29］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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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丹桂〈新排新戲《蝴蝶盃》〉 

本園向來新排各戲最不喜海市蜃樓凌空捏造，定要實事求是，或

善或惡，務使觀者興感，則雖戲也，要亦未始無益也。尤最惡淫

亂之戲，一則顯違禁令，一則暗壞人心。雖目下習尚浮靡，專以

編造淫戲為得計，而本園實所不取焉。今排成《蝴蝶盃》一齣，

情真事確，自有證據，至其情節之曲折，音調之高雅，洵是有目

共賞……57 

 

天仙茶園〈特編新樣連檯新戲《文武香球》〉 

本園自串新戲，承蒙諸君稱羨讚美，足感之至。然而所謂新戲者，

不過兩門：曰慘，曰浪。慘則破腹屠賜（腸），當場出彩，見之

者咸以為可驚可駭，得未曾有；浪則目挑眉語，暱態怪聲，見之

者不覺動魄移情，心為之醉，所謂不足雅觀者也。小園近日別開

生面，出奇制勝，新製戲劇，名曰《文武香球》，用意則新穎，

節目則奇警，打揮（諢）插科，不啻為當頭之棒喝；高歌淒唱，

無異於大聲疾呼。雖無變化，亦能眩人耳目，擂檯比武，則以醒

人睡魔，頗稱大觀也。58 

 

〈和春茶園  聘請南府名角已到〉 

……本園主人見滬上戲園林立而名優實屬寥寥，舞濫歌庸，難動

雅人之聽，因親往都門邀請南府供奉之伶南來演唱……59 

 

同樣以攻擊為手段的戲曲廣告也出現在其他報紙上，可知這是當時普遍採

                                                                                                                                            
56 《申報》1886 年 11 月 2 日（光緒十二年十月初七日）。［29］766。 
57 《申報》1886 年 12 月 27 日（光緒十二年十二月初三）。［29］1104。 
58 《申報》1888 年 11 月 4 日（光緒十四年十月初一日）。［33］825。 
59 《申報》1892 年 6 月 2 日（光緒十八年五月初八）。［4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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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的一種宣傳方式： 

 

〈桂仙茶園  《蓮花院  揚州奇聞》〉 

當茲新年，正是  諸君優游之日，今茲黎（梨）園所演各劇，無

非循環故套，令人生厭，即偶有新戲，亦屬齊東野語。本園特聘

名角，排演《蓮花院》一齣……60 

 

〈丹桂茶園  七盞燈《四郎探母》代〈回令〉〉 

……此戲小叫天、孫菊仙只能二簧，惟七展燈前段唱二簧、後段

唱梆子……61 

 

到民國之後，可能因為上海戲園經營者逐漸皆具幫會背景，各有勢力，戲

曲廣告較少見正面攻擊對手的行為，通常僅出之以暗示，且以攻擊方式做

廣告的頻率也明顯降低。 

 

在戲園彼此競爭尚不激烈的年代，廣告只要做到「告知」便已足夠。隨著越來越

多的戲班與劇種進入上海，隨著越來越多戲園的建立，僅止於「訊息告知」的廣

告便顯得不足，戲園經營者（廣告主）必須設法引起讀者（消費者）注意，讓自

己的廣告在眾多廣告中能脫穎而出，從而誘使讀者進場看戲（購買商品）。而戲

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不同，引起讀者注意的方式可能不只一種，因此，戲園經

營者會在不同的階段採取不同的廣告策略，期能牢牢抓住讀者眼光。 

 

三、戲曲廣告與其他宣傳方式的異同 

                                                 
60 《新聞報》1901 年 2 月 28 日（光緒廿七年正月初十日）。【30】。按：由於《新聞報》並未重

新出版，目前僅能調閱微卷，故引用時僅以「【】」註明微卷卷數，無頁次可言。下同，不另說明。 
61 《新聞報》1901 年 11 月 28 日（光緒廿七年十月十八日）。【34】。 



 

 44

 

看過廣告內容所呈現出的、戲園業者絞盡腦汁所使出的宣傳策略之後，回過頭來

不禁要問：戲曲業者為什麼選擇報紙廣告這個陌生的新興宣傳途徑？沿街張貼發

送的「招貼（帖）」（海報）與「戲單」（說明書、宣傳摺頁）在戲曲行業行之有

年，其訊息承載量遠過於報紙上的小小廣告欄位，尚處於草創期的報紙憑什麼吸

引戲曲業者額外撥款在其上刊登廣告？ 

 

在「戲目告白」刊登之前，戲園與觀眾溝通的重要途徑有二：一是沿街張貼或發

送的「招貼（帖）」（戲單、海報）；一是案目（類似票房經紀人）。關於案目與戲

園的關係，本論文在第一章第一節「戲院的軟硬體設施」將作詳細說明，此處不

贅。簡單地說，案目是戲園與主要觀眾之間的橋樑，他向戲園承包一定數量的座

位，主動到顧客府上推銷演員與戲碼、徵詢訂座意願、接受訂座、也接受顧客預

約點戲。 

 

真正與報紙廣告的功能重疊的，是「招貼（帖）」與「戲單」。招貼形制較大，類

似今之海報，上書演員名與劇名，以張貼為主；戲單較小，類似今日供人取閱的

宣傳小摺頁（DM），內容接近節目說明書，上依演出序開列演員名、劇目名、

對重要劇作或較新的作品還會詳細說明劇情大要，類似「本事」。招貼傳達的是

最基本的演出訊息；戲單則鉅細靡遺地提供所有戲園業主認為觀眾可能想瞭解的

演出資料。 

 

在報紙廣告出現後，戲單逐漸有被取代之勢： 

 

〈勸止戲館惜字告白〉 

……滬上梨園，自丹桂軒以次，不下十餘所，每日傳送劇單，藉為招徠

之計……入園觀劇，一客又予單一紙，殆至哄然散去，往往飄零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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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聲錯雜，踐踏交加，一日之間，散棄者何可稱道……62 

 

儘管如此，但戲曲廣告畢竟只能取代戲單「宣傳單」的作用，無法替代其「說明

書」的功能，因此直到民國年間，戲單仍然存在，並未消失。 

 

戲曲廣告與其他宣傳管道最大的不同點，在於其發行量大，普及性強。由於報紙

「大量出刊」、「銷售點廣佈」的特性，報紙廣告具有強烈的普及性；由於報紙「每

日出刊」的特性，報紙廣告又具有強烈的時效性；在沒有廣播電視的年代，「日

報」這個平面媒體就是最快捷的大眾傳播媒介。而戲曲廣告會從一開始的照本宣

科漸變為逐日視情況而有所變動，可見得戲園業者逐漸領略了日報的時效性與普

及性，並且充分利用此特質與讀者（潛在的觀眾）進行互動，對當時的上海京劇

觀眾而言，戲曲廣告很快就成為他們獲取演出資訊最重要也最便捷的管道。 

 

那麼，這種管道為什麼重要？當時京劇原生地北京並沒有這種管道，戲園也一樣

正常經營，為什麼上海戲園業者就必須依賴這個新興的宣傳方式？ 

 

事實上，北京京劇市場的主要收入來自堂會（達官貴人聘請戲班或演員到私邸演

出），「與大眾對話的途徑」對北京劇團的經營者而言，重要性相對較低，有案目

從中周旋，再加上招貼與戲單，便已足夠。但上海京劇市場主要仰賴普羅大眾支

持，如果沒有暢達的資訊流通，市場便無法正常運轉，而報紙的戲曲廣告正是這

其中不可或缺的一環。 

 

上海與北京不同之處在於上海是商業城市，上海京劇也因此一開始就被商業機制

所籠罩，因此，交易市場上買賣雙方溝通的管道便不可或缺，而且必須是便捷可

靠、具有大量受眾的管道。戲曲廣告具有強烈的普及性與時效性，為京劇表演市

                                                 
62 《申報》1874 年 7 月 16 日（同治十三年六月初三日）。［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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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買賣雙方搭起了一座橋樑，使得戲園能以最快速的方式將演出資訊送到最大

數量的潛在觀眾眼前，而觀眾則得到充分的時間得以深思熟慮，決定是否進場看

戲（購買商品）。唯有健全的市場機制，才能培養出相對成熟的生產與消費行為，

「業者與觀眾互動迅速且頻繁」此一當時上海劇壇特有的情況使得業者的機動性

特別強，能夠精準掌握觀眾心理、體察時代脈動，推出的作品也因此特別具有市

場性，而這個「與市場緊密結合」的特質也回過頭來深切影響了京劇在上海的發

展。 

 

 

第四節 上海京劇發展的歷史分期 

 

經過仔細研讀《申報》戲曲廣告之後，筆者確信十九世紀是京劇在上海發展的奠

基期、發展期與成熟期，而 1887、1893、1899（光緒十三、十六、廿五年）分

別是這三個階段的關鍵年份。 

 

1867 年（同治六年），上海出現第一所商業京班戲園，這是京劇正式進入上海之

始。從 1867 至 1887 年（同治六年至光緒十三年）屬於京劇在上海的奠基期，本

時期影響較大的演員主要聘自天津北京、或者是經過京津延聘而來的山西、陝西

演員，此時期京劇在上海實為「北京原生京劇的支脈」，標榜的是京津品格，都

門風貌。 

 

1887 到 1899 年（光緒十三至廿五年），來自外地、在上海落地生根的京劇從業

人員開始適應當地品味，嘗試推出上海色彩濃厚的新編劇作，中國京劇史上因此

出現全新的劇作類型——時事新戲。1887 年（光緒十三年）的《火燒第一樓》

開其端，1893 年（光緒十九年）的《鐵公雞》再掀風潮，1899 年（光緒廿五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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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湘軍平逆傳》總其成。經過 1887 年與 1893 年（光緒十三與十九年）兩度掀

起的新編戲風潮，上海的京劇工作者終於在 1899 年（光緒廿五年）完成一系列

獨具特色的代表劇目《鐵公雞》、《左公平西》與《湘軍平逆傳》，京劇在上海日

臻成熟，並且走上了與北京原生京劇不同的道路，形成「上海京劇」這個相對獨

立的派別。 

 

綜上所述，十九世紀的上海京劇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 奠基期（1867 至 1886 年，同治六年至光緒十二年）： 

移植北京原生京劇與融合其他地方劇種時期 

 

（二） 發展期（1887 至 1893 年，光緒十三年至十九年）： 

上海本地意識抬頭、但尚未具有充分編演與製作實力、主體性 

醞釀時期 

 

（三） 成熟期（1893 至 1899 年，光緒十九年至廿五年）： 

主體性顯現、審美觀確立、代表劇目完成、上海京劇成熟時期 

 

此分期係筆者逐日閱讀《申報》戲曲廣告所得的觀察結果。以下，將依照此順序

進行本論文之撰寫。 

 

 

結  語 

 

在戲園彼此競爭尚不激烈的年代，廣告只要做到「告知」便已足夠；隨著越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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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戲班與劇種進入上海，隨著越來越多戲園的建立，廣告主（戲園經營者）必

須在不同的階段採取不同的廣告策略，而這些廣告發揮的效果又回過頭來影響了

戲曲在上海的發展，對近代上海的戲曲發展史、特別是京劇發展史而言，「戲園

經營者對報紙廣告的運用」與「報紙的戲曲廣告對戲曲發展的影響」互為表裡，

是不能忽略的重要環節。翻開一個世紀之前的報紙，逐日檢閱當時的人們極可能

因為「明日會有更新的消息」而閱後即丟的戲曲廣告，乍看之下，似乎不過是大

同小異的格式、千篇一律的內容、乃至誇張離譜的吹捧，但在長卷盡展之後，多

少戲園、劇目與演員宛若流星過眼，近代上海戲曲的一頁繁華正從其中靜靜地流

洩。對生在百年後的今人而言，《申報》戲曲廣告之所以成為值得重視的研究對

象，其意義就在這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