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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 研究動機 

 

京劇形成於十九世紀的北京，而後流佈各地，在京劇發展史上，唯一堪與北京相

提並論的京劇重鎮，就是上海。二十世紀以降，上海京班向外流布，足跡北達東

北，南抵台灣、東南亞，以上海地區為主發展出來的上海京劇（亦可稱「海派」

1），其影響之深遠不下於北京京劇。 

 

時至今日，上海京劇與北京京劇有著極為不同的面貌，甚至上海京劇的活力較之

北京京劇有過之而無不及，筆者對此深感興趣。經過深入考察，筆者認為，其根

本的差別在於上海京劇的「當代性」遠甚於北京京劇，而上海京劇的「當代性」

建立於十九世紀下半葉，因此，要探討上海京劇，首先必須觸及其於十九世紀下

半葉的發展。 

 

然而，到目前為止，對京劇的研究多集中在北京京劇（亦稱「京朝派」），相形之

下，上海京劇的整體發展並未受到應有的關注，遑論其於十九世紀的演進，這促

使筆者選擇十九世紀的上海京劇作為研究對象，以補當前京劇研究之不足。又因

為研究資料的缺乏（詳見下文「二、研究範圍與前人研究成果」），因此選擇有別

於一般戲曲研究習於運用的資料——《申報》戲曲廣告，作為主要論述依據。 

 

                                                 
1 「海派」本僅相對於「京朝派」而發，由京朝派口中說出時雖帶有歧視意味，卻也能反映出歷

史的真實。但因二十世紀二三十年代一度有「惡性海派」的出現，亦即將上海京劇某些為後人詬

病的成分誇張揚厲之作，「海派」一詞遂由輕微的歧視轉至深具貶意，因此現今大陸京劇界皆避

用「海派」一詞，而以「上海京劇」稱之。本論文討論年代下限僅至 1899 年，當時「海派」與

「惡性海派」二詞均尚未出現，因此採用「上海京劇」一詞，以避免不必要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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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撰寫之目的，並不在為上海京劇翻案，也不在探討新聞報業、廣告行銷與

藝術本體之間的關連，純粹基於「十九世紀上海京劇相關資料不足」此一前提，

故以《申報》戲曲廣告作為考察十九世紀上海京劇的一個切入點。 

 

本論文主要試圖解決以下問題：在十九世紀報刊戲曲廣告中呈現的上海京劇與現

行史志所描繪的上海京劇是否相符？如果有差異，這些差異從何而生？既然有差

異，透過當年資料所看到的上海京劇究竟有著怎樣的發展軌跡？ 

 

在論文撰寫過程中，透過審視當年劇團逐日提供的資料——《申報》戲曲廣告，

作者試圖將詮釋歷史的權利交還給「在過去和現在都缺少發言權」的劇團本身，

儘可能站在上海當地的角度正視京劇在上海的發展，並經由「戲曲廣告」這種瑣

碎卻具體的史料探討上海京劇在中國京劇史上的真正定位，期能彌補現行京劇史

對上海京劇研究之不足。 

 

二、 研究範圍與前人研究成果 

 

到目前為止，大陸地區對上海京劇的討論皆偏重於當代的舞台呈現與未來的發展

策略，前者多為散見於報紙期刊的單篇文章，具體討論個別劇目各項製作環節與

演出效果；後者則可以上海京劇院理論研究室所編《上海京劇發展戰略論集》2為

代表，關切重點在於上海京劇在當代社會面臨的種種問題、並探索生存之道。此

類文章數量雖多，但焦點限於當代劇壇，未及於上海京劇的近、現代發展。 

 

涉及近代上海京劇且較具系統者，僅有《中國京劇史》3、《中國戲曲志  上海卷》

                                                 
2 上海：文匯出版社，1997。 
3 馬少波等著。北京：中國戲劇，初版二印，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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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上海京劇志》5三書。《中國京劇史》由北京學者主導，以北京立場書寫京劇

史，全書依年代分為三卷，近代時期歸於上卷；各卷又分「歷史演進」與「傳記」

兩部分，上卷「歷史演進」部分共計十章，論及上海京劇者居其二：「南派京劇

的形成與發展」與「京劇改良運動」6，而以「南派京劇的形成與發展」一章與

本論文有直接關係。該章介紹京劇南來前的上海劇壇，京班、徽班、梆子彼此間

的融合，簡單說明上海京劇因主客觀條件配合而得以形成，歸納其於表演、演唱、

劇目、布景四方面的特點，最後論及女班（由女演員組成的戲班）與小班（科班）。

7儘管已涉及戲劇發展的各個層面，但因篇幅關係，對各環節皆僅能點到為止，

難以深入表象探討其成因，對其演變遞嬗亦無暇顧及，且受限於寫作年代較早，

未及使用近年重新出版的第一手資料，對 1920 至 40 年代的期刊依賴甚深。至於

《中國戲曲志  上海卷》，其性質接近百科全書，包羅所有曾在上海活動的戲曲，

京劇僅為其中之一部分；《上海京劇志》是《中國戲曲志  上海卷》的副產品，

性質近似，而蒐羅更細，全書多數篇幅以條列方式書寫，兩者主要價值在於資料

提供。 

 

至於台灣地區對近代上海京劇的討論，似乎僅有陳芳《清代戲曲研究五題》8曾

特闢章節介紹晚清上海劇壇概況。除此之外，或屬概述性質，或與海派的種種文

化現象並置，系統化、理論化的研究為數不多。 

 

目前對上海京劇的研究之所以落後於對北京京劇（「京朝派」）的研究，主要有兩

個因素： 

 

                                                 
4 中國戲曲志編輯委員會編。北京：中國 ISBN 中心，1996。 
5 徐幸捷、蔡世成主編。上海：上海文化，1999。 
6 以上海為主要發生地、部分開明知識份子與京劇演員試圖以改革後的戲曲啟迪民智的一次運

動，一般以 1904 年為起點，1911 年前後達到高潮，民國建立後迅速消歇。 
7 《中國京劇史》（上卷）。pp.246-297。 
8 台北：里仁，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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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朝派」一貫排斥上海京劇。 

 

北京是京劇的發源地，「京朝派」素來被視為正統，就歷史發展而言，這是無可

否認的事實，但此種信念之堅定無可避免地影響了研究者對「北京以外地區」的

京劇之認識。 

 

由於歷史的因素，在 1920 年代，上海本地出現的第一批京劇研究者幾乎也都深

受「北京正統觀念」的薰染。在 1920 至 40 年代那個報章雜誌盛況空前的時代，

他們為上海京劇留下無數或有所偏、或有所限的追憶、評論與報導，而這批史料

又被當代深受「北京正統觀念」影響的京劇史家援引，致使現行京劇史志對上海

京劇的討論受到先天與後天的雙重限制。 

 

二、是由於上海京劇的資料不足。 

 

研究任何一個戲劇種類，都必須分從以下兩大面向來做研究： 

 

（一）內部研究： 

（1）劇本文學：劇目類型、劇作家、編劇技法 

（2）表演藝術：演員、表演藝術（唱做唸打） 

（3）演出環境及劇壇生態：劇團、劇院、觀眾、評論  

 

（二）外部研究： 

（1）時代背景：社會環境、政治氣氛、經濟發展（劇種發展的客觀條件） 

（2）文化教育：文化積累、教育水準（影響劇種審美觀的建立） 

 

在外部研究方面，北京京劇與上海京劇的條件相當，都有充足的資料可資依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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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內部研究方面，兩者卻有天壤之別。 

 

北京京劇重視傳統，嚴守家法，變異性弱，因而留下非常完整的資料。就以前述

分類而言： 

 

（1）劇本文學：十九世紀的演出文本至今不僅有大量書面資料留傳，當代舞台 

演出也依然以古為法，劇目與劇本保存完好，傳承非常穩固。 

 

（2）表演藝術：演員表演以模擬為主，力求神似前輩藝術家，不僅模仿其表演 

的一招一式，就連演唱時的換氣、嘴形都力求相同。因此，儘 

管十九世紀藝術家並未留下錄音或錄影資料，但因為傳承非常 

固定，其表演藝術仍然有跡可循。 

 

（3）演出環境及劇壇生態：由於一切都重視傳統，講究師承，劇團與劇院的組 

織營運變動較少，演出環境與劇壇生態較為固定。 

且因為北京大量文人仕紳高度介入劇壇，從十九世 

紀起即有許多相關的筆記、日記、專著；二十世紀

以降，又出現更多期刊、回憶錄等書面資料，提供

十九世紀北京劇壇研究相當充分的資源。 

 

因此，今人欲研究北京原生京劇並非難事。 

 

然而，上海京劇由於具有強烈的「當代性」，與現實世界緊密結合，從劇目到表

演方式都在時時變化更新，變異性強，資料不易留存。同樣以前述的分類來看： 

 

（1）劇本文學：由於具有強烈的「當代性」，與現實世界緊密結合，上海京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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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目經常更新，即使同一個劇目，演出劇本也會隨時代不同而 

有大幅度的變動，因此，時至今日，十九世紀的劇目與劇本資 

料嚴重缺乏。 

 

（2）表演藝術：同樣由於重視「當代性」，演員表演以創新為尚，不能以師承自 

限，因此無法以代代相承的方式上溯其根源；此外，上海京劇 

以武戲見長，但十九世紀沒有錄影技術，欲保存「重武打場面、 

不重唱腔」的武戲極為困難。因此，十九世紀上海京劇藝術家 

的表演藝術於今幾乎不可得見。  

 

（3）演出環境與劇壇生態：這部分的困難來自三個方面： 

（a）上海京劇自始就與商業經濟緊密結合，隨著十九世紀上海經濟規模 

的迅速膨脹，京劇界的生態也日新月異，變動不居。 

（b）上海文人仕紳數量遠低於商賈，十九世紀留下的書面資料為數極少， 

而且都很零散。 

（c）二十世紀後的期刊、回憶錄等數量雖多，但上海是個移民城市，居 

民皆來自外地，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上海居民重疊性並不高，故 

其種種追憶的可信度也隨之降低。 

 

縱上所述，對十九世紀上海劇壇生態的研究雖不至於如劇本文學與表演藝術、有

無從著手之苦，但難度仍然高於研究北京京劇；而且，「劇壇生態」畢竟屬於「週

邊環境」，「劇本」、「演員」與「表演」才是戲劇的根本。 

 

因此，今人欲研究上海京劇，首先要面對的就是資料嚴重不足的困境。 

 

職是之故，筆者雖因對當代上海京劇深感興趣，而欲追本溯源、探討上海京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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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時期（亦即十九世紀）發展的軌跡，但本論文之題目委實無法定為「十九世紀

海派京劇研究」。 

 

面對資料嚴重不足的困難，本論文另闢蹊徑，由《申報》戲曲廣告（類似今天的

節目單）著手。 

 

本論文之所以選擇《申報》為研究範疇，是因為它與清末京劇在上海的發展幾乎

是相始終的。上海第一個京班戲園「滿庭芳」在 1867 年（同治六年）開幕，1872

年（同治十一年）英籍茶商美查（Ernest Major）便在上海創辦了《申報》，9一個

多月之後，《申報》第七頁便出現「各戲園戲目告白」一欄，這是我國戲班刊登

報紙廣告之始。《申報》是中國報業的先鋒，刊載於其上的各式廣告為我國報紙

廣告之濫觴，戲曲廣告出現既早，持續時間亦極長，因此選擇《申報》戲曲廣告

作為研究晚清時期上海京劇發展之依據在時間上是相當周全的。 

 

比時間因素更重要的是上海京劇的商業性。上海是商業城市，幾乎無物不可為商

品，戲曲亦不能置身事外，上海京劇的發展自始就與商業經濟密切相關。在晚清

時期，上海是全中國最接近現代化的都市，她的商業機制運作方式對上海戲曲界

各個環節的發展都有重大影響，透過這些環節彼此間的互動，構築了上海戲曲市

場的獨特面貌。因此，欲研究上海京劇，最重要的是觀察當時上海的商業機制對

這些因素的影響，透過商業運作所展現的劇壇生態，才是上海戲曲界最重要的特

質，而當時戲院業主在報紙上刊登的戲曲廣告正是今日我們瞭解當時戲班、戲

院、演員、劇目等四個生產環節彼此互動的最佳管道，是故本論文以《申報》戲

曲廣告為主要資料，探討上海京劇在晚清時期的發展軌跡。 

 

                                                 
9 《申報》發行時間跨越清朝與民國，本論文一律採西元記年，後以括弧加註清朝記年（含月日），

以利對照；西元記年之年月日均採用阿拉伯數字，清朝記年與民國記年則皆以國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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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討論時限，本論文選擇 1872 至 1899 年（同治十一年至光緒廿五年）作為主

要討論對象。 

 

京劇在 1867 年（同治六年）被正式引進上海，而《申報》創刊於 1872 年（同治

十一年），戲曲廣告之刊登亦始於該年，本論文既以《申報》戲曲廣告為主要論

述依據，自當以 1872 年（同治十一年）作為討論上限。 

 

至於本論文討論的下限，則是 1899 年（光緒廿五年）。該年，上海京劇發展史上

出現重要劇作——《湘軍平逆傳》，在仔細閱讀《申報》戲曲廣告與其他相關資

料之後，筆者確定此劇可視為上海京劇臻於成熟的里程碑；不僅如此，當時所形

成的上海京劇種種特徵仍為今日上海京劇所承襲，雖在形式上因時代演進而有所

改變，但本質並未動搖，故選擇 1899 年（光緒廿五年）作為本論文討論下限應

屬合宜。 

 

關於《申報》的歷史，目前已有徐載平等《清末四十年申報史料》10、宋軍《申

報的興衰》11兩本以介紹性質為主的著作。針對《申報》戲曲資料的整理，則有

倪百賢等編《《申報》戲曲文章索引》12、朱建明主編《《申報》崑劇資料選編》

13、蔡世成主編《《申報》京劇資料選編》14三本重要的奠基之作。至於相關的研

究，一般散見於討論上海戲曲、文化、社會的篇章中，雖然兩岸皆有部分學術研

究係利用《申報》資料作為論述依據，但多係參考前述諸書而成。真正全面且直

接針對《申報》內容進行研究的，以筆者所見，僅有朱瑞月《申報反映下的上海

社會變遷（1895-1927）》15，該論文隸屬社會史範疇，至於戲曲界，在這方面的

                                                 
10 北京：新華，1988。 
11 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6。 
12 上海：上海藝術研究所，1987。 
13 上海：上海藝術研究所，1992。 
14 上海：上海藝術研究所，1994。 
15 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張玉法指導，1990 年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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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至今尚無直接明顯的具體成果。 

 

三、 研究方法 

 

本論文使用的主要資料，為《《申報》縮印本》16。儘管已有前述倪百賢等三書

對《申報》戲曲資料作出整理，唯此三書編選對象都是報紙正刊所登載之文章，

罕有及於廣告，而筆者討論範圍係以《申報》戲曲廣告為主，三書的相關性相對

較低。因此，諸書雖亦具參考價值，但筆者仍以逐日檢閱《申報》縮印本原件作

為本論文論述的基礎，同時也是舉證的主要方式。 

 

由於筆者對上海京劇的分期基礎係由《申報》戲曲廣告見出（參見下文），而此

分期基礎即為本論文劃分章節之依據，且論文大部分論述係來自對廣告的觀察推

論，儘管在撰寫過程中（尤其是第二章「奠基期」）無可避免地必須運用其他資

料，但這些資料皆係作為《申報》戲曲廣告之佐證，全文論述主軸之脈絡仍出自

對《申報》戲曲廣告的閱讀與觀察，故本論文以之為題。 

 

《申報》是近代中國第一份以華人為對象的中文日報，也是發行時間最長、影響

最大的一份報紙。當時戲曲廣告刊載方式有如今日之電影廣告，而內容則與今日

的節目單相似，逐日刊登當日演出訊息，同時也刊載預告。所提供的資訊包括：

「劇團」和「劇院」的名稱與地址、「演員」名及其特色、演出「劇目」及其特

色、有時也包含票價。若以前述戲劇內部研究的三項分類來看： 

 

（1）劇本文學：在缺乏劇本的前提之下，報紙廣告至少提供了詳盡具體的劇目、 

以及情節關鍵。 

                                                 
16 上海：上海書店，1983-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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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演藝術：在缺乏表演傳承的情況下，報紙廣告至少詳述演員的表演特色。 

（3）演出環境及劇壇生態：廣告內容必然具備劇團與劇院的名稱地點，也提供 

大量院團營運、行銷的具體情況，可補現有資料之 

不足。 

 

通過逐日閱讀戲曲廣告，十九世紀各劇團的擅演劇目、著名演員的表演特色乃至

劇團與劇院的經營手段均可勾勒成型。儘管廣告的宣傳詞經常誇大不實，在運用

時必須極為小心，而且只通過廣告還是無法全面研究上海京劇，但在資料缺乏的

無奈狀態下，這就是今日我們所能得到的、關於十九世紀上海京劇相對具體而完

整的一份材料，以此為切入點，當足以為京劇史的書寫補充具體資料。 

 

本論文第一章將說明《申報》戲曲廣告之重要性，再以筆者由《申報》戲曲廣告

中歸納所得的上海京劇發展分期為依據，進行第二章至第五章之撰寫，最後作一

結論。茲分別說明各章大要如下： 

 

第一章討論《申報》戲曲廣告之大要及其意義。首先說明《申報》在中國報業史

上的地位；其次以兩節篇幅呈現《申報》戲曲廣告之流變與種類，最後提出筆者

歸納閱讀心得所作之上海京劇發展分期，作為第二至五章之撰寫依據。 

 

第二章說明上海京劇奠基期的種種現象。由於當時劇壇運作之軸心為劇場，故本

章亦以劇場為撰寫重心。首先觀察本時期劇場本身的軟硬體設施，其後以三節篇

幅輻射探討劇團、演員、劇目與劇場的關係，第六節討論劇場彼此之間的競爭狀

況與營銷方式，最後則說明京劇初入上海這二十年間觀眾組成的變化。 

 

儘管本論文以 1872 年《申報》創刊作為討論年代上限，但《申報》創刊伊始曾

刊登少量竹枝詞與追憶劇壇過往、描述劇壇現象的文章，其內容皆溯及 187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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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就中略可窺見 1867 至 1872 年（同治六至十一年）京劇初入上海時的發展

概況，由於本章採用部分此類材料，故將此數年亦納入討論，不作刻意劃分。 

 

第三章探討上海京劇發展期的劇壇概況。儘管劇場經營者一直是上海京劇界的主

要推手，但本時期劇團、劇院的營運體制及其與演員的關係一仍前期，並無變化，

而京劇在上海已由「與其他劇種競爭」轉為「與自己競爭」，為因應激烈的競爭

態勢，戲園開始嘗試新的劇作類型——「時事新戲」，因此，對本時期劇壇的觀

察焦點也由「劇場」向「劇作」移動。第一節由鬆動梨園舊制的《火燒第一樓》

說起，觀察此劇及其仿效者對當時上海菊壇的影響，說明官方面對新興菊壇潮流

的態度，並探討此潮流背後透露的業者心理。第二節首先勾勒本時期六年間的上

海菊壇大勢，而後說明繼「時事新戲」而起的眾多「時式新戲」在上海京劇發展

史上的意義。第三節逐項探討本時期「時式新戲」在劇作題材、舞台美術、審美

標準等等各方面的進展，最後呈現一貫謹守家門的崑班如何因應此時的新編戲風

潮。 

 

第四章廓清上海京劇成熟期的發展大要。本時期劇團、劇院、演員之間的關係仍

無多少變動，而隨著劇作類型日漸繁多、以及政治大環境的變化導致時事新戲開

始挑戰對官方禁例，「劇壇與社會的互動」逐漸凌駕「作品的編演與製作」，成為

影響本時期上海京劇發展最關鍵的因素。1893 年《鐵公雞》及其後續類似作品

《左公平西》在民間大受歡迎，卻一度遭清廷官方禁演，官方與民間截然不同的

反應透露當時上海劇界乃至上海政壇背後中西勢力角勝的痕跡，這是本章第一節

關注的焦點。第二節接續第一節，說明戲園業者藉著英國人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

最高行政機關「工部局」之力、得以與清廷官方抗衡，使得《鐵公雞》等作品在

禁令下越演越盛，不僅帶動上海菊壇的第二度新編戲高潮，從而建立上海京劇自

身的獨特風格，也催生了上海京劇的最著名的劇作體式——「連檯本戲」。本章

前兩節呈現的是當時菊壇主流，第三節則回頭觀察本時期新編戲風潮下的其他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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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馬戲雜技對當時劇作的滲透、以及京崑演員對傳統的堅持是本節討論的兩個

重點。 

 

第五章析論在成熟期趨於定型的上海京劇特徵。至十九世紀為止，上海京劇發展

出的特徵有三，依其出現的先後分別為：極度重視舞台美術、審美觀偏離寫意而

傾向寫實、強烈的「當代性」。三者表現的順序係由形式向內涵逐步滲透，本章

亦依此序分別論述：第一節說明舞台美術對上海京劇的重要性及其所由生，並討

論「時事新戲」與「時式新戲」先後在提升舞台美術重要性時所發揮的不同作用。

第二節討論寫實風格確立的原因及其深層意涵。第三節透過上海城市與大清帝國

的對比說明在當時上海人集體意識與主體意識形成的過程，並探討本時期上海人

不同於前、不同於外地人（特別是北京人）的視野與心理背景如何決定了京劇在

上海的走向，最終導致了上海京劇的形成。 

 

由於本論文大量引用《《申報》縮印本》之資料，為免繁冗，在註腳中以「［］」

內的數字代表縮印本之冊數，其後之數字則為頁數，如［6］13 即指《《申報》

縮印本》第六冊第十三頁。此外，另一份資料《新聞報》並未重新出版，目前僅

能使用微縮膠卷，17無法直接閱讀紙本，亦無頁次可言，因此在引用時僅能註明

日期與微卷之卷數，卷數以「【】」中之數字表示，如【31】即指《新聞報》微卷

第三十一卷。謹此說明。 

                                                 
17 藏上海圖書館，共 526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