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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报刊剧话的文体承变与理论革新

孟　 昕

摘　 要：报刊剧话与聚焦传奇杂剧、文学批评本位的古代曲话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承继关系，而是直接滥觞于清中后期
文人的梨园花谱写作。经由报刊媒介的形塑、戏剧改良思潮的推动与中外剧论的滋养，剧话于民国元年前后定型为一种

以京剧、新剧等舞台流行剧种为主要批评对象，以即时化、公开化、品牌化的跨平台专栏创作为特色生产模式，文本与舞

台兼重、史论研究与实践批评并举的综合性艺术批评文体。舞台本位意识在清末民初报刊剧话中的建构发展反映了古

典戏剧理论“剧学”体系内部重心由“剧本作法”向“表演艺术”的迁移，曲话的独立发展、京剧与新剧剧话的日趋分离亦

可视作传统剧论对近代传奇杂剧、花部戏曲、外来新剧“三足鼎立”之全新剧体格局的直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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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Ｆｕｎｄ 牗１９ＺＤＡ２５９、１５ＺＤＢ０７９牘 ．

引　 言

报刊业的发展在中国古典文艺批评现代转型

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戏剧领域，“话体”

这一传统批评文体亦以报章杂志为依托，在全新

的创作传播机制下焕发出别样生机，与新生的专

题论文、论著体式共同跻身近现代戏剧批评的主

流文体行列。
①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报刊中涌现出大

量以“剧话”“剧谈”为题名的话体戏剧批评作品，

据笔者初步统计，其数量已逾两千种。其中如冯

叔鸾《啸虹轩剧话》、徐凌霄《凌霄汉阁剧话》、翁

偶虹《偶虹谈剧》等评剧名家以专栏连载形式发

表的剧话，创作周期往往长达数年，总篇幅则多达

十几万字。相较于聚焦传奇杂剧、以文学批评为

本位的古代曲话，报刊剧话的批评对象、文体形式

和理论重心都发生了显著改变。在“平量戏剧之

编演二方面”（天行室主，《评剧之意义及其分类

（四）》）、究明“演艺之学理”（马二先生《神州日

报》１９１６年 ８月 ２日）的舞台本位批评理路下，活
跃于大众剧场的京剧、新剧成为当时报刊戏剧批

评的核心剧种，报刊剧话也逐步发展为文本与舞

台兼重的综合性艺术批评文体，内容广涉古今中

外各种戏剧样式的编、导、演、观、评各环节。这一

规模庞大的文献集群一方面即时记录着近现代剧

界活动的真实生态，另一方面也为本土戏剧理论

的发展作出了诸多切实贡献。

近年来，学界对报刊业影响下传统戏剧批评

的现代转型问题多有关注。但相较于专题论文、

剧评等新兴文体，既往研究极少对“旧瓶新酒”式

的报刊剧话进行独立讨论。
②
研究者对报刊剧话

的历史渊源、演进线索、批评特色等基本问题尚未

作出全面明晰的论断，研究路径的模糊也为剧话

文献的发掘利用带来了不少阻碍。回溯其发展历

程，清末民初恰是报刊剧话由诞生走向繁荣的关

键时段。本文旨在从原始文献出发，全面梳理该

时期报刊剧话诞生发展的历史脉络，探析作为传

统批评样式的剧话于清末民初在新思想、新媒介

影响下所完成的文体重构与理论革新，在古今通

变的视野中重审近现代报刊剧话的戏剧史、批评

史意义。

一、历史回溯：近现代剧话写作传统界说

在中国传统戏剧学语境下，“曲”“剧”二词虽

均可用作戏剧的代称，其内涵指向仍各有侧重。

在“诗歌文学”“综合艺术”（谭帆 　 陆炜 ６２）的
戏剧观念差异之外，就所涵戏剧类别而言，“曲”

往往作为传奇杂剧的专名被广泛应用，“剧”则可

同时容纳非南北曲体制的花部诸腔。
③
在话体批

评领域，明中叶起以传奇杂剧为主要批评对象、围

绕剧本批评形成的“曲话”写作传统与近代以来

流行于报刊的“剧话”之间也并非简单的线性承

继关系。

中国戏剧学史上最早以“剧”为题的话体著

作问世于清中叶。出于综合艺术观念下对戏剧故

事搬演属性的重视，李调元、焦循的戏剧研究中展

现出鲜明的“曲”“剧”二分观念，演剧史探索与剧

作本事考评的内容篇幅在二人的话体著作中显著

增加。李调元将该部分内容进行独立编排，在

《雨村曲话》外单独辑出《剧话》，焦循则径自将作

品命名为《剧说》。花部诸腔也以此为契机首次

进入话体著作的批评视野，《剧话》《剧说》均涉及

少量对花部声腔历史、剧作内容的讨论，焦循亦另

著有《花部农谭》专论其剧作故事。但总体来看，

这三部著作仍未能脱离曲话诞生之初即建立起的

文学批评本位、聚焦案头的写作惯例。道咸以后，

当文人在剧本批评、剧史考证中不再关注花部诸

腔时，这部分内容也又重新回到“曲话”题名之

下。
④
凡此种种，都与近代以来报刊剧话舞台本位

的批评思路有着显著差别。概言之，二者虽同样

题作“剧话”，同属于中国传统剧论中“以综合艺

术观念为指导，以阐明戏剧剧本作法和戏剧表演

艺术为核心”的“剧学体系”（谭帆　 陆炜 ６５），但
李、焦著作中涉及戏剧搬演的文字多是记录、考证

而非文艺赏评，赏评之落点亦在于“剧本作法”，

而报刊剧话之“剧”侧重的则是“表演艺术”。

那么在报刊剧话诞生之前是否存在以“话

体”撰成的演剧批评作品？翻检历代论剧文献，

符合独立成编、随笔散谈之“话体”体例要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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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瑞鹤山房抄本《戏曲四十六种》载《梨园原

序》《见闻杂记》两种艺人笔记。《梨园原序》从脚

色、声腔、鼓板各方面详考“梨园出处”（刘亮采

２２７），介绍梨园行规习俗，间或借由考证旧制来
指出当下舞台搬演的“非法”（２３９）之处。《见闻
杂记》的内容体制与之类似，主体部分是对“参

堂”“加官”等具体表演程式、锣经曲牌的考索解

析，并录有梨园登场字诀两种。较之同一时期的

李调元、焦循作品，二著与现实舞台的联系更加紧

密，并在记录考证外增加了艺人视角下对演剧技

法的探索。故而其虽未以“剧话”冠名，实际上已

可被视作体例完整、考论兼备的演剧之“话”。但

二著问世后长期以抄本形式在伶界内部流传，因

此也难以在报刊剧话诞生伊始对其产生直接

影响。

上述结论也在清末以来报刊剧话撰著者对自

身写作传统的述说中得到了印证。无论是包括李

调元、焦循“剧话”在内的剧本创作、剧史考证之

“话”，还是《梨园原序》《见闻杂记》这两种有实

无名、伶人本位的梨园演剧之“话”，都未曾被时

人提及。就形式体例而言，时人认为报端所载剧

话、戏评“性质与诗话、笔记类似”（沈芳尘）：“诗

话为评诗之文字，诗中精义，题外余韵，乃至作者

之遗闻轶事，一篇之章法句法，皆择精语详，颇饶

意味。戏评之于戏，亦犹是耳。”（豂子）撰有《吟

秋轩剧话》《蒨蒨室剧话》等多种长篇剧话的评剧

名家张肖伧直言“予剧话命名之由来，实昉于各

家诗话，随得随录”，“特以此名，概我对于戏剧之

琐碎言论耳”（天行室主，《评剧之意义及其分类

（五）》）。而在内容方面，时人多将报端包括剧话

在内的戏剧评论视作“晚近报纸中新流行之笔

墨”（沈芳尘），并判定梨园花谱为“评剧文字之滥

觞”（《芳尘剧话》）。

在中国文论史上，诗话在话体批评各体中诞

生最早，体例最为成熟，对词话、曲话、小说话诸体

的兴起具有特殊的示范效应。近代报刊诞生后，

话体批评刊载平台的迁移、专栏连载模式的建立

也同样肇端于诗话。
⑤
在我国最早集中刊载文艺

批评作品的报刊《瀛寰琐纪》中，同诗话、词话并

列的戏剧批评作品并非曲话，而是梨园花谱《燕

市群芳小集》《瑶花梦影录》。清中叶后，观剧赏

艺日益成为文士、商贾乃至普通市民文化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在雅文学体系内亦处于边

缘位置的曲学批评，演剧批评显然更加切合报刊

的受众需求，而撰写花谱正是自乾嘉起文人介入

演剧批评的主要方式。如《群芳小集》《明僮小

录》等直接载入报刊的花谱自不待言，早期报馆

文人所撰其他各类评剧文字也普遍承袭了花谱评

伶的写作模式———报刊剧话自然也处于这一写作

传统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梨园花谱中的确存在一类独

立成编的话体著作———学界称其为“菊话”（吴存

存 １７１）。如张际亮《金台残泪记》卷三《杂记》、
杨懋建《梦华琐簿》、艺兰生《侧帽余谭》等著，多

记梨园掌故轶闻，兼有品评伶人色艺的零言碎语。

这种有别于李调元、焦循“文人剧本写作之‘话’”

（刘明今 ７６４）的“具有文化史意味的另类剧话”
（７６５）确实为报刊剧话的写作奠定了基础。然
而，限于此类花谱的论说对象———清中后期京师

伶人兼任侑酒、演剧二职的复杂身份，诸作中仍然

掺杂了不少征歌选色的非戏剧内容。故而从文体

角度来看，这类作品尚未完全转化为专言戏剧的

独立剧话。

综而言之，近代报刊诞生前，文人主要以撰写

梨园花谱、品赏伶人色艺的方式介入演剧批评。

此时虽已有《梨园原序》《见闻杂记》两种艺人撰

写的演剧“话”问世，但在主导传统文艺批评的文

人视野中，舞台本位的“剧话”文体尚未产生。据

笔者考察，报刊剧话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批评文

体的定型约发生在 １９１２ 年前后。从赏色评伶的
梨园花谱到综合艺术观念统摄下的报刊剧话，这

一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传统批评资源与新媒

介、新思想在此过程中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下文将从文体形式、理论内容两方面对此加以

详述。

二、文体重构：刊载空间的生成与报刊剧话

的兴起

　 　 中国本土报刊与戏剧批评的结缘始于上海。
１８７２年《申报》创刊后，即以《戏园琐谈》等“夹叙
夹议的戏曲报道”开创了“新闻报道中的评论之

风”（傅谨 １４）。此后的近三十年间，沪上三家商
业大报———《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成为报

刊评剧文字登载的主阵地。与此同时，作为私寓

文化特殊产物的京师花谱也在科举交游中传播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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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上海开埠后剧业的繁荣、寓沪文人群体的形

成又催生出《瑶花梦影录》《粉墨丛谈》等品题本

地优伶的花谱。其时主持报馆笔政者多为嗜好观

剧赏伶的传统文人，士伶交往、赏剧评艺的文化空

间遂由花谱书册扩展至报刊平台。正是在这一背

景下，报刊戏剧批评一方面延续着花谱评伶的传

统写作模式，另一方面也在报纸特殊的内容、版面

规定与时代思想的新要求下不断发生新变，报刊

剧话亦随之诞生、成长。本文将清末民初报刊剧

话的演进过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报刊剧话的诞生：花谱写作模式的承续
与改造

戏剧及其论评在早期报刊中并没有固定的刊

载园地。除了《瀛寰琐纪》这种汇录大报未刊稿

件的特殊刊物，版面较充裕的期刊此时几乎与戏

剧无涉，报载戏剧论评则混编于新闻、社论中，刊

载空间极为狭小，内容也多服务于报纸的时效性、

公共性需求。故而早期流行于报端的评剧文体，

一方面是自花谱文体分割而来、篇幅短小的序跋、

题咏、评传、记事随笔等传统体式，另一方面则是

在时评、社论等新闻文体影响下产生的剧评与论

说文。依循报首论说栏目体例生成的戏剧论文注

重探讨戏剧禁毁等宏观政策、理论问题，剧评体则

“借鉴新闻评论的方式进行戏剧批评”，其特点在

于“所评能紧跟当下演出形势，具有新闻性和时

效性”（赵海霞 ８０）。
上述诸文体的发展都对报刊剧话文体面貌的

形成有着重要影响。随笔漫谈、条目连缀是剧话

的基本形式特征，前述剧评、论说、题咏、评传、记

事随笔等均可通过随机组合的方式形成一部完整

的剧话。但也正是这种自由松散的结构特色，使

得剧话对报刊版面的空间尺度与稳定性有着更高

的要求；相较于其他文体，剧话的生成过程也更为

迟缓。笔者所见最早的报刊剧话是 １８８６年 ７月 ８
日《申报》所刊《菊部新谭》，部分内容如下：

庆顺和班以秦腔驰名日下，班中老

生十二红、十三红歌喉浏亮，响遏行云，

一曲登场，万人喝采。五月中二人夤夜

私逃，以致顾曲无人，歌场寥落，班主乃

邀请花旦飞来凤，俾得多赚戏资。

［……］经班中人控诸中正司署，司官立

派差役锁赵及梁下狱。旋于廿三日

详城。

该作由两则记事随笔组成，批评成分极其微

弱。此后《申报》又刊载了《菊部清谈》《戏场书所

见》等零星几种剧话，面貌皆与《菊部新谭》类似，

各由二到四则简短的梨园见闻组成。其中《菊部

清谈》可视作前述剧评体与记事随笔体的混合，

内中对京师同春班所演《战宛城》有略为详细的

评论：

京师同春班以《战宛城》戏剧擅名，

每一登场，座无虚位。盖老生小叫天扮

张绣，有色有声，惬心贵当；大净金秀山

扮曹操，描写奸雄情状，亦能委曲传神；

而其扮张绣婶母之田桐秋，玉软花嫣，脂

柔粉腻，宛如十七八好女子，几令人忘其

乌之雌雄；以故哄动一时，万人倾靡也。

四月二十七日，方在大栅栏庆和园开演。

忽有中西坊署差役将园中掌柜传去，

［……］说者谓有某当道见此剧淫荡不

堪，有关风化，故饬令一律禁演也。然

乎？否乎？

该作对花旦田桐秋的评论仍着重于色相，未

脱花谱习气，但总体已是一部立足当代演剧活动，

有批评、有观点的完整剧话。概言之，兼具记事、

批评功能，以舞台演剧为主要考察对象的报刊剧

话在 １９世纪末的《申报》中已初具雏形。但受制
于报纸有限的刊载空间，为数不多的几种作品更

侧重梨园掌故新闻的记载，批评功能尚未得到充

分发展。

（二） 批评空间的扩展：小报风潮中的专栏
剧话

以 １８９７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为起点，文
艺小报在 １９００ 年前后成为戏剧批评的又一重要
刊载平台。早期小报在版面设置上仍采用与《申

报》类似的混编体例。但得益于其对伶界艺事更

高的关注度，内中所刊剧话数量相较于《申报》等

商业大报已有所增加。《游戏报》在 １８９７ 年至
１９０２年间已登载了至少二十种短篇剧话。１９０１
年，《世界繁华报》又在小报中开创了按类分栏的

编排体例，先后设置“菊部要志”“梨园杂录”等多

个评剧专栏，并公开向读者征集剧评。此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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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天日报》“顾曲闲评”栏（１９０３—１９０５ 年）、《笑
林报》“粉墨丛谈”栏（１９０６—１９０７ 年）等均仿其
例，《游戏报》也在 １９０５ 年由混编改为分栏排版。
小报戏剧专栏的诞生为剧话构造了更加稳定、充

裕的刊载空间，同时也促进了剧话文体的形态与

功能衍变。

专栏化创作是近现代报刊贡献给传统话体批

评的全新生产机制。小报评剧专栏通常由不著撰

者的多则短章连缀组成，其整体体例可被视为一

种“专栏剧话”。空间扩展对小报剧话文体形态

的影响主要也体现在这类专栏作品中。一方面，

部分专栏剧话开始在每一条目之前增加独立标

题。如《世界繁华报》的《菊部要志》在 １９０１年 １０
月 １１日这期就由“说子弟班”“小叫天左右做人
难”“记王长林”等六则短评组成，有叙有评，内容

丰富。另一方面，新闻掌故、剧评伶评、传记题咏

诸体在小报专栏空间内已经实现了自由组合，剧

话的文本结构也变得更加松散灵活。如《桂仙观

剧记》《记丹桂角色》等具有一定篇幅、能够完整

承载批评功能的单体剧评，以及《记春仙角色》

《记金月梅》等伶人品评题咏之作，都已被纳入专

栏名目之下。
⑥

刊载空间的拓展与文体形态的改变直接推动

了剧话理论批评功能的扩充。此时小报中已经出

现了以演剧批评为主、记事为辅且有一定艺术思

考的剧话，如《游戏报》１９０１年 １２月 ７日所刊《顾
曲闲情》：

前夜桂仙脚色，除朱素云外，余如林

小芬、崔玉楼、小金钢钻等皆初次上台，

故看客陡见其盛。

京班戏中生净副末固有分挡，而一

出中两角登台，更有正角副角之判。正

副者，宾主也。如《定军山》之黄忠是正

角为主，若赵云则倍黄忠而作，是副角为

宾。故赵云应出力之处，须让与黄忠，而

黄忠乃显。前夜林小芬扮黄忠，其得神

处无论矣。乃看客中有谓赵云不甚出力

者，岂知言哉？

小金钢钻台步声容，可称佳妙。惟

配以牛松山扮武生，似嫌参差不类。

作品第二、三则均聚焦于演剧评赏，并特别提

出了舞台表演中的脚色配搭与正副角关系问题，

总体上已具有明确的艺术批评属性。此类作品在

专栏剧话中数量更多，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作中

理论批评内容的占比亦呈现出增长之势。

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受到清末文艺小报的

娱乐价值取向与文人视演剧为小道的观念所限，

这一时期小报剧话的批评功能主要是由作品的广

告、新闻属性推动生成的。诸作常在剧评后附以

戏码预告，并用“有周郎癖者，曷往观乎”（《记桂

仙》）等号召语作结，各戏园的新剧编排进展也常

在剧话中率先披露。梨园消息的分享传递是清末

小报剧话的首要撰著动机。这其中既有诸戏园

“折柬相邀观剧”（《观剧闲谈》）、报人撰文为之

揄扬的商业因素，亦有“违心之论，识者所嗤，故

不得不纠其谬，以为顾曲周郎告也”（《论〈查潘斗

胜〉》）的同好交流需求。小报剧话的理论批评功

能较之早期《申报》等大报的记事类剧话虽已有

所进展，但整体上仍难免是“新闻或市场价值大

于批评价值”（张天星 ２４２）。
（三） 批评意识的自觉：专栏创作机制的成熟

与剧话文体定型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

文揭开了戏剧改良运动的序幕，为革新剧界、改良

社会提供思想舆论支持此时成了评剧者的新诉

求。严肃剧评意识的发展与对言论自主的追求促

使诸人开始主动规划、争取独立的刊载园地。首

先，版面空间更充裕、言论属性更鲜明的期刊成为

剧话的全新刊载平台。首部专业戏剧期刊《二十

世纪大舞台》在 １９０４年问世，其中“丛谭”“纪事”
两栏连载了《舞台掌故》《梨园杂志》两部记事类

剧话作品；此后《新朔望报》《旅客》等综合性期刊

又专门设置“戏曲”“剧谈”栏目刊登剧本、连载剧

话。随后，伴随着启蒙与商业双重主题下分栏式

大报文艺副刊的诞生发展，报纸评剧空间也由文

艺小报逐步扩展至综合性大报副刊的评剧专栏。

上海《时报》于 １９０７ 年 ２—３ 月间在栏目式副刊
《报余》中设置“品剧 ／剧谈”栏，连载了“新剧之结
果”“剧场改良说”等数则戏剧改良论评文字。

《顺天时报》在 １９０８年开设的《消夏录》“戏评”栏
及栏目式戏剧副刊《消闲录》总体上虽仍秉持着

游戏遣兴的创作心态，但也出现了燕市游民《剧

界闲谭》这般以书册体例自主撰成，兼具传统伶

艺品第旨趣与近代戏剧改良视野的长篇论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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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后，大报副刊又在革命思潮中实现进一步发

展，由特约撰稿者乃至职业剧评人主导的专栏连

载式剧话在其中流行开来，由此打开了剧话文体

发展的新局面。

以《文娱报》“梨园”（１９０８ 年）、《国华报》
“粉墨场”（１９１０—１９１１ 年）、《北京新报》“戏评”
（１９１０—１９１３年）为代表，前述署名意识淡薄、商
业消闲色彩浓厚的早期专栏剧话写作模式至民元

前后仍有延续。但在同一时间，启蒙风潮中戏剧

批评自觉意识的出现已为专栏剧话创作机制的演

变埋下了伏笔。倡言改良的《时报》“剧谈”栏目

在初创时就以笔名标示了各部分内容的著作权归

属。
⑦１９１０年 ２ 月至 １９１１ 年 ２ 月，包天笑在《时

报》新闻版版末重辟“剧谈”栏，除了各条目不设

标题外，体例、宗旨一仍其旧，由包氏及其友人徐

卓呆共同撰稿。该栏目在开办两月后开始公开征

稿，并陆续登载了陆镜若、何海鸣、陈景韩等新剧

同好的评剧短札，总体仍由包、徐二人主撰。志趣

相投的友人同好借助报界资源开辟专栏、围绕大

致固定的主题发表议论，这一全新的专栏剧话创

作机制与梁启超在《新小说》主持连载的《小说丛

话》（１９０３—１９０４ 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剧
谈”此时并非《时报》的常设栏目，它在 １９０７ 年、
１９１０年的两次开设均系出于明确的理论批评
诉求。

而同样由包天笑主持、１９１１ 年 ７—１０ 月设于
《时报》副刊《滑稽时报》的“剧谈”栏目又有新的

改变。诞生于晚清谐趣文化潮流中的《滑稽时

报》主要刊载谐文与小说。在该刊问世 ５个月后，
以《〈二十世纪新茶花〉之来历》一篇剧评来稿为

引子，主编包天笑自 ７ 月 ２０ 日起在刊首复设“剧
谈”栏目作为个人评剧园地。该栏所评剧目以新

编戏为限，且对早期话剧的编演状况尤为重视，与

副刊其余滑稽文字风格迥异。直到 ９—１０ 月间，
“剧谈”的栏目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内中加入了

醉剧《群舞台女伶月旦》等传统伶艺品评之作，包

氏的个人专栏此时已转化为副刊谈剧文字的集合

地，早先关注新剧建设的栏目精神内核也已于无

形中消散。１９１２ 年 ４ 月，为与副刊的趣味导向相
区别，包天笑复将“剧谈”移回新闻版版末，并集

中刊载了署名为“芬”的一组新剧评论文章。然

而在不久后，包氏便放弃了对“剧谈”栏目整体批

评导向的维护，转而为自己的谈剧文字冠以“钏

影楼剧话”的独立题名，将其与《花部宵谈》等主

题多元、观念各异的剧话剧评作品共同置于“剧

谈”栏目下———这一园地此时所承担的，更多只

是集合版内评剧文字的空间规划功用。

“室名字号＋剧话 ／剧谈”这一剧话命名方式
的出现标志着专栏剧话的另一种新形式———个人

专栏剧话的诞生。创此先例、声名亦最著者，当属

郑正秋在 １９１０年至 １９１３年间发表的“丽丽所”系
列剧话。１９１０ 年 １１ 月，《民立报》刊载了郑正秋
《丽丽所戏言》《丽丽所伶评》系列来稿。郑氏首

先在 ２６日的《戏言》中申明“戏剧能移易人性情，
有裨风化不少”“改良戏剧，不在竞编新剧，要在

修改旧剧”的理论主张，确立脚本剧情与唱做表

演并重的批评标准，复以《伶评》论说旧剧诸伶的

表演技艺，整部作品有着明确的批评导向与鲜明

的个人风格。《民立报》稿件刊发未毕，其续作

《丽丽所戏言补》《丽丽所优语录》已开始在《国华

报》“粉墨场”栏目中连载。此后以《民立报》社长

于右任聘其主持《民立画报》评剧专栏为开端，郑

正秋又先后以主笔身份在《民立报》《民权报》《中

华民报》等报陆续连载了《丽丽所观剧记》《丽丽

所戏剧谭》《粉墨场中之杂货店》等多部作品。无

论是作为投稿者还是专栏主持人，郑氏在不同报

刊发表的剧话大都以“丽丽所”作为统一题

名———这实际上是郑氏为其思想主张在公共传媒

空间中的连贯、完整传达所刻意打造的独特品牌

标识。不同报刊登载的“丽丽所剧话”虽然在具

体内容上没有必然联系，但在批评理念、话语体系

上实属一脉相承。这种以作者本人的批评个性凝

聚文本，能够超越时空限制、跨报刊组合登载的新

型专栏剧话日后也成了民国评剧家最为青睐的剧

话文体样式。时人所称“四大评剧家”中，冯叔鸾

《啸虹轩剧话》（１９１２—１９２１ 年）在《大共和日报》
《时事新报》《上海亚细亚日报》《神州日报》等处

持续连载了十余万字，张肖伧《蒨蒨室剧话》

（１９１７—１９４６年）的刊载平台更是跨越了《锡报》
《十日戏剧》等三十余种不同报刊。

报刊剧话的专栏创作从不著撰者、仅供消闲

到同人合撰、明确文责，进而发展至特定报刊专栏

整体批评导向的解散与个人剧话专栏跨平台刊载

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剧话与具体某一报刊的评

剧栏目开始在空间位置及文体意义上实现分离，

著者的主体性、报刊剧话的文体独立性亦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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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凸显。“剧评之成为专科，实当自正秋君

始。”（亦佳）民元前后，评剧之风蔚起，“国中大小

报纸，几无不列评剧一栏”（剑云 １８９），但这时的
评剧专栏已无法像早期小报专栏那般被视作一种

完整的剧话体作品。戏剧批评的自觉意识在此时

进一步表现为评剧队伍的扩大、署名意识的增强

与批评文体的多元发展。如郑正秋主持《民立画

报》时戏评“不登来稿”“求言论一致”（《粉墨场

中之杂货店》）的做法在民国后已不多见，报刊评

剧栏目成为撰者、文体各异的评剧文字集合地。

专栏剧话文体成立的主导因素由报刊变为著者，

个人专栏剧话蔚然成风，同人合撰作品也逐渐脱

离报刊栏目完成独立。
⑧
即便是一些单期刊载的

短篇剧话，此时也好以室名字号立目、借此凸显批

评个性。１９１２年的《时报》除了在新闻版“剧谈”
栏独立连载的《钏影楼剧话》《花部宵谈》之外，副

刊《滑稽余谈》也同步登载了《耕尘舍剧话》《咏蓼

轩剧谭》等多种剧话；《申报·自由谈》在完成吴

下健儿《戏考》的连载之后，亦将“戏评 ／剧谈”栏
目固定化，在民初陆续刊发了便便《剧本考实》、

柳遗《东篱轩谈剧》等风格各异的独立作品。进

入民国以后，报刊剧话的文体形态已渐趋于稳定。

就文体功能而言，这一阶段，自觉的批评意

识、鲜明的理论诉求与剧话随言短长、拉杂命笔的

形式特征也在碰撞与磨合间产生了新的化学反

应。在西方学术文化与报章政论新文体的影响

下，围绕戏剧功用、改良对策与悲喜剧等理论问题

所作的论说文规模日盛，成为改良运动初期报刊

戏剧批评的主流文体———这一成就被剧话所吸

纳，便造就了 １９０７年后报刊剧话理论功能的显著
成长。１９０７ 年至 １９１０ 年间，说理成分远重于实
践批评的立群《菊部杂说》（《新朔望报》）、龙《剧

谈》（《旅客》）、素《说剧》（《帝国日报》）等著首开

理论类剧话之先河。随着戏剧改良舞台实践的发

展与演剧市场的持续繁荣，此类作品在民国后已

不多见，但剧话区别于一般剧评的理论功能在评

剧家群体中仍备受重视。冯叔鸾《啸虹轩剧话》

便将“就艺褒贬”与“泛言剧理”（《游戏杂志》１）
置于并列位置，并明确指出：“剧话之作，较诸剧

评范围稍广。盖评之云者，必徵之实相，而剧话则

可以就演艺之学理上发挥也。”（《神州日报》１９１６
年 ８月 ２日）紧密结合剧界演出的“实相”批评始
终是剧话立体之本，而理论功能的发展、创作机制

的成熟与报刊评剧栏目普及后刊载空间的扩充亦

进一步使得报刊剧话观点性与资料性并重、理论

言说与实践批评有机结合的独特文体优势得以全

面发挥。

与此同时，在报刊载体公共性、时效性特征的

共同作用下，近代戏剧编演、批评与理论言说的即

时互动生态在剧话一体中又有其特殊呈现。清末

民初几部体量较大的个人专栏剧话常刊有读者来

信与作者回应，郑正秋《粉墨场中之杂货店》部分

篇目更是直接以回答读者提问的方式撰稿。一部

具备自主品牌意识、跨平台长期连载的个人专栏

剧话往往能够动态展示出著者的批评观念、思想

在其与剧界的即时沟通中不断发展的立体生态，

理论言说与实践批评的共同在场亦可起到互补互

参之效。就其对现实舞台的干预来看，具有广泛

社会影响力的名家专栏剧话对剧界的宣传与监督

效用也远非一般剧评可比。

综上所述，经过近三十年的酝酿发展，报刊剧

话文体在 ２０世纪 １０年代基本实现定型。其主流
创作方式分为个人独撰、同人合撰两种，其中又以

新媒体环境下个人独撰作品的特殊形态———跨平

台专栏创作最为流行。２０ 世纪初学术文化思想
的更新、戏剧改良思潮的涌动直接推动了戏剧批

评自觉意识的生成，在娱乐消闲、启蒙教化的双重

动机下，以文本拆分、压缩的形式进入报刊场域的

梨园花谱也在时人对报刊专栏、专刊等戏剧批评

刊载空间的持续开拓中被改造、重构为论理、录

事、品人、评剧、述史、考索诸种功能兼备的独立剧

话文体。传统话体松散自由的文体结构与报刊传

媒开放的时空属性不断磨合碰撞，最终将报刊剧

话打造为新媒体平台中戏剧编演、批评、理论联合

互动的公共空间，形成了报刊剧话注重现实干预、

开放互动的文体品格。

三、理论革新：综合艺术观念下的批评体系

建构

　 　 清末民初报刊剧话所讨论的戏剧样式横跨花
雅、中西，涉及的理论话题也十分丰富。本节对报

刊剧话理论革新的探索将主要聚焦于其核心戏剧

观念的转变与批评标准、体系的建构过程，并尝试

从观念、内容角度对清末民初报刊剧话在中国剧

话古今演变脉络中的历史定位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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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自觉时代”的报刊剧话虽直接延续了梨

园花谱以色艺为考察标准的评伶模式，但在京沪

演剧环境差异及载体属性的影响下，其论述范围

已逐渐由“品人”扩展至“评剧”。报纸新闻体例

的影响令剧话更多地关注到具体的演出事件，同

光年间以剧情穿插、机关布景为卖点的连台本戏、

灯彩戏等新编剧目在沪上戏园的盛行亦促使文人

开始关注起剧作整体的排场处理。《世界繁华

报》评剧栏的征文广告将“扮演之优劣、编排之得

失”（《本馆投函用纸》）两项标准并列———所谓

“编排”既包括剧本情节的处理，也全面涉及场上

的脚色配搭、科诨砌末设计等。文人士子在世运

变迁中对戏剧编演“以游戏之关目为警世之良

规”（《丹桂园新编〈青杨地〉》）的社会功用的关

注也促使其在评剧时注目于剧作的命意布局及伶

人的戏情传达。于是便有《世界繁华报》之《鼓吹

录》评汪笑侬《马嵬坡》“词句极雅”，《花天日报》

之《顾曲闲评》评《游张园》“情节甚妙，灯彩鲜

明”“扮演认真，描摹尽致”；《采风报》之《菊部新

声》尤重《奇梦惊人》“情节之奇巧”，次日又另有

单篇剧评赞其人物情节设置“如文法之一反一

正，愈逼愈紧”，插科“皆为切中时弊之言”（《观丹

桂记□演〈奇梦惊人〉新剧记》）。剧话中的传统
剧目批评虽未见情节讨论，但如《笑林报》之《粉

墨丛谈》评《回荆州》（１９０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著者
在赏评正角唱做时，亦不忘肯定其他脚色配戏之

妥帖。概言之，命意宗旨有关风化，情节穿插引人

入胜，脚色选配合理，演员技艺纯熟、唱做传神，科

诨砌末安置得当，此即本阶段报刊剧话对于一出

好戏的最高评价。这时的小报文人已在市场需求

的催动下将传统戏曲叙事、表演批评的思路糅合

进剧话写作中，在戏剧批评领域初步勾勒出一个

舞台本位、编演结合的综合艺术批评框架。虽然

相关批评文字均极简略，但这较之尚未发展出独

立评剧意识的花谱已是一大突破。

在戏剧批评进入自觉时代后，时人对提高优

伶地位、发挥戏剧社会教育功能的呼吁与域外戏

剧理念在本土评剧实践中的应用均直接推动了报

刊剧话综合艺术批评体系的进一步扩充。一方

面，在演剧以启民智的功利性观念下，戏剧“绘声

绘影”“以情动人”（程华平 １９９、２００）的审美特征
在时人对戏剧接受机制的空前关注中被反复重

申，评剧者们亦多将戏剧视作“全局的学问”

（酒），所谓“事迹情节，与夫段落场数，以及锣鼓

之凑合，丝弦之融洽”皆“缺一不可”，“盖其能动

人之处，不仅在事情词曲，必色色俱佳，足以烘托

之，乃能印入观者脑中，而启其无限之感情也”

（立群 ４９）。剧本的思想题旨在整个剧话批评体
系中受到高度重视，伶人打磨唱做技艺的目的在

于使“观剧者趣味自生，劝惩有效”（正秋，《丽丽

所戏言（续）》），评伶亦“专以能肖古人身分与否

定高下”（燕市游民）；此外如伶人素质品行、衣冠

砌末、随手场面、戏园经营等等，亦全数被纳入剧

话的批评视野中，并以诸要素对剧情的配合程度、

所收感化民众功效的大小定其优劣。

另一方面，“美术演剧”
⑨
观念在与春柳社新

剧实践互为表里的徐卓呆《时报》剧话里首次被

提出，并在民初剧话中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其中又

以冯叔鸾的“戏学”说最具代表性：“合音乐、文

学、美术诸般学问而成为戏学；精娴戏学而献其艺

于舞台之上者，是之谓名伶；集合若干名伶而演一

戏，始能目之为好戏。”（《上海亚细亚日报》１９１５
年 ９月 ２３日）在这一观念下，评剧者普遍能够在
审美维度对一部剧作从脚本编制、角色选配到舞

台表演的全过程进行更加细致的整体考察，并以

导演思维提出中肯的改进意见。就批评标准的构

成而言，诸作一方面将戏剧活动拆解为脚本、姿势

（动作表情）、声调（唱念）、舞美（服饰、化妆、布

景、砌末）各项独立要素，“严脚本结构与演员艺

术之分别”（马二先生《游戏杂志》１），另一方面
又尤为注重诸要素服务于戏剧整体效果的联络配

合关系，追求“剧情”“艺术”“景物”三者间的“相

得益彰”之象（马二先生《上海亚细亚日报》１９１６
年 ５月 ２５日）。域外演剧中负责协调各类演职人
员的“舞台监督”一职也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徐

卓呆即在剧话中提出该职“不能由优等伶人兼

任，盖兼任则剧中主要人物必致不能顾全体之调

和”（呆《时报》１９１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此外，清末
启蒙思潮中已经引起剧界关注的剧场经营、观众

心理及评剧问题在民初剧话中也逐渐发展为专门

学问。冯叔鸾在《戏学讲义》中率先列出“演戏心

理学”之名目，《啸虹轩剧话》对戏园观众、评剧家

的素养问题也多有论述。总体来看，报刊剧话至

此已建立起全面覆盖编、导、演、观、评各个戏剧环

节的综合性艺术批评体系，在理论建构方面亦日

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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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批评体系的建构过

程中，戏剧的文学属性获得了空前关注。对于直

接在域外文艺观念影响下生成的新剧批评而言，

重视脚本编制自为其题中应有之义。在理论资源

方面，诸作中虽不乏古典戏曲叙事学批评语言的

植入，但也有黄远生《新剧杂论》等著同步引入了

与新剧艺术特征相适应的编剧理论。而此时以京

剧为代表的花部脚本批评的兴起又有其特殊意

义———当评剧者们开始以文学眼光审视花部剧本

时，清中叶李调元、焦循的案头剧话写作模式又重

新被拉回主流视野中，由花谱演剧批评一脉发展

而来的报刊剧话此时方得以实现对传统批评资源

的全面接续。吴下健儿《戏考》、阿严《花部宵

谈》、瘦碧《耕尘舍剧话》等著直接汲取了李、焦二

人开创的剧史、本事考据法，并将叙事、表演评论

融合于其中，形成了综合艺术维度下史论研究与

实践批评并举的新面貌。郑正秋、何海鸣、冯叔

鸾、周剑云、徐凌霄几位评剧家也在这时从文词、

剧情两方面初步建立起京剧脚本的批评准则。

《啸虹轩剧谈》（中华图书馆 １９１４ 年版）卷上《旧
剧脚本之精神》一文可视作京剧情节结构批评的

代表作品，其理论资源多取自传统戏曲叙事结构

论、文法理论等。在文词方面，冯、徐等人提倡在

“慎察旧词来历、考证戏情、参合音节”的基础上

将其打造为一种雅俗共赏、明白畅达，“既富有文

学的意味，又无修饰之痕迹”（《凌霄汉阁戏谈》）

的通俗语言：“盖歌乐之道，本有通俗与达雅二者。

词藻典丽，自应让昆剧独步。皮黄音调抗爽宜俗，

当使曲词如白话，雅俗咸解，方为能事，更不宜强加

修饰成一种似通不通，既不足称雅、又不能通俗之

文词也。”（《啸虹轩剧谈·戏剧改良之商榷》）

古代案头剧话写作传统在清末民初报刊剧话

中的延续同样体现在专研传奇杂剧的曲话批评的

复兴中。以陈栩《古今词曲品》、吴梅《奢靡他室

曲话》、王国维《录曲余谈》的问世为开端，承续明

清曲家写作传统、以读曲研剧为务的案头曲话逐

渐将刊载阵地转移至报刊。１９１５ 年后，伴随着表
演复兴，昆剧舞台艺术逐渐走入报刊评剧家的视

野。自此以后，在综合艺术观念的影响下，案头批

评传统最为根深蒂固的曲话亦逐步实现了文本批

评与舞台批评的融合。

当我们将报刊剧话批评体系的考察单位整体

转换为传奇杂剧、花部戏曲（京剧为主）、外来新

剧三种不同的戏剧形式时，就会发现，虽然同样是

在综合艺术观念指导下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批评框

架，三者甚至在早期共享着传统案头剧话、花谱菊

话所赋予的理论方法资源，但其相互联系却在随

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弱。曲话在整个近现代时期

始终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对于生存境遇更

为接近的各舞台流行剧种来说，当时人对话剧艺

术的认识逐渐加深、开始提出建立独立评论标准

的诉求时，“严新旧剧之界线”（马二先生《游戏杂

志》１）也就成了剧话撰著者的自然选择。概言
之，报刊剧话在其自觉伊始所面对的便是与古代

截然不同的传奇杂剧、花部戏曲、早期新剧“三足

鼎立”的全新戏剧文体格局。民国初年，在启蒙

思潮回落、戏剧批评向文艺本位倾斜的时代背景

下，报刊剧话在充分接纳传统批评资源的基础上

不断调整着自身的内容结构，开始尝试在综合艺

术观念下建构起与最新的戏剧文体格局相适应的

批评体系。这也正是传统剧话、乃至整个中国本

土剧论完成现代转型需要解决的关键理论问题，

评剧家们在报刊剧话创作中对该问题的持续回应

亦成为中国剧论古今演变的重要推进线索之一。

余　 论

报刊是近现代剧话的第一刊载平台。根据笔

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综合艺术批评体系在剧话

中的萌生与确立亦完全借由报刊载体实现。本文

对清末民初报刊剧话演变轨迹的梳理基本能够呈

现出这一时段剧话发展的核心面貌。作为中国传

统戏剧批评的重要体式之一，剧话在清末民初的

这段变迁历史所反映出的恰是古典戏剧理论现代

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当“剧话”一词的文献实

指由李调元、焦循的案头之作变为近现代报刊中

舞台本位的综合性艺术批评文体时，古典戏剧理

论“剧学”体系内部的两大重心———“剧本作法”

与“表演艺术”的理论进展也日益走向平衡。与

此同时，近代古今中西交汇的时代背景中所形成

的传奇杂剧、花部戏曲、早期新剧三足鼎立的戏剧

文体格局又为中国本土戏剧理论批评的发展带来

了全新的挑战。除了部分宏观问题，在作法研究

和具体批评的开展中，评剧者均需根据所涉戏剧

形式的细部艺术特征建立起与之相适配的独立批

评体系。前述曲话的独立发展、京剧与新剧剧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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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趋分离，正是近现代戏剧理论批评格局这一

调整重塑过程的直观呈现。

相较于传统话体著作，我们在考察报刊剧话

时尤当注重甄别其所提供的史料、理论信息中隐

含的营业性因素，关注言论生成的具体语境。报

刊剧话的撰著行为本身也是近现代戏剧史的重要

构成环节。以晚清戏剧改良运动为例，既往研究

对运动前期理论主张落地途径的关注多集中于戏

剧编演实践，对“戏剧批评”这一中间环节反而多

有忽略。细察之，《时报》剧话与春柳社、郑正秋

剧话与新舞台的演剧实践之间均有着密切联系，

郑正秋、徐卓呆等人的剧话撰著正是戏剧改良运

动在戏剧批评领域的回响。

本文将考察时段限定于清末民初，意在通过

揭示报刊剧话由诞生到定型的历史演变过程，对

其文体属性、理论面貌进行更加全面科学的总结，

并以此为基础探寻更为恰当的报刊剧话研究路

径。而就报刊剧话的整体发展历史来看，清末民

初的剧话文献仅为冰山一角。报刊剧话在 １９１６
年后才真正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仍有大量文献有

待于学界的发掘探索。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话体”之定义，参见黄霖《应当重视民国话体文学批
评的研究》：“所谓‘话体’，是如诗话、词话、文话、曲话、小

说话一类形式独特、自成一体的文学批评著作。话体文

学批评的基本特征，就是既有别于传统文学批评中诸如

序跋、评点、书信、论诗诗、曲谱、词谱、单篇文章等其他文

体，也有别于现代有系统、成体系的文学论著，其主要表

现形态为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凡论理、录事、品人、志

传、说法、评书、考索、摘句等均或用之。”（７６）据笔者初步
统计，自 １８７２ 年首篇报刊戏剧批评文章《戏园琐谈》在
《申报》刊出起至 １９４９年，约有 ９８％以上的话体戏剧批评
作品发表在报刊中。同期问世的单行本剧话仅有四十种

左右，且发行时间都在 １９１０年以后，其中又有半数以上是
报刊作品的结集再版。

② 既往学界对报刊剧话的专门论述仅见于赵海霞《近代
报刊剧评研究：１８７２—１９１９》、单永军《民国戏曲期刊研
究：１９１２—１９４９》（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２１年）两部专著
及其相关论文中。两位学者都对报刊剧话的历史渊源、

创作特色有所总结，指出了剧话进入报刊后的专栏化倾

向与艺术批评属性，但总体上仍以现象描述为主；单著的

考察范围亦限于期刊，未及报纸。

③ 戏剧学中“曲”的内涵在近现代出版物中存在泛化现
象。如苏少卿《寿春壶斋曲话》即以京剧批评为主，“曲”

在“剧本”这一意义层面被使用时也可指称话剧。但就总

体情况来看，除“顾曲”一词应用时普遍不设剧种限制外，

此种突破传统的做法在当时仍属个例。本文在行文中仍

以“剧话”作为话体戏剧批评（包蕴花雅、中西所有戏剧形

式）之总名，并以“曲话”作为传奇杂剧话体批评的专称。

④ 曲话的详细发展进程，参见拙文《曲话文体源流新
探》，《戏剧艺术》５（２０２３）：１３５—１４８。

⑤ 据笔者所见，１８７３年《瀛寰琐纪》第 １２卷所刊《蝶梦楼
诗话》为近代首部报刊话体批评作品。２０世纪后，梁启超
《饮冰室诗话》、狄葆贤《平等阁诗话》等名著在报刊中的

连载式、专栏化写作亦有开风气之效。

⑥ 诸作分见于《世界繁华报》１９０１ 年 １２ 月 ７、１５、２５ 日
《梨园杂录》，《春江花月报》１９０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月府霓
裳》。

⑦ 该作连载于《时报》１９０７ 年 ２ 月 ２４—２８ 日，３ 月 ２—４、
８、９、１３、１４日，初名“品剧”，署名有笑、冷、白、黑衣，其中
“笑”为包天笑，“冷”为陈景韩，均系《时报》报馆编辑。

⑧ 具体案例可参考《歌场新月》１９１３ 年第 １、２ 期“剧谭”
栏所刊《话雨楼剧谈》及第 １期独立组稿的《贾冯丛谈》。

⑨ 《时报》载呆《剧谈》：“演剧，艺术也。戏剧，美术也。”
（１９１０年 ５月 ６日）“美术的演剧，其要素有四：第一曰科，

演剧之精神也；第二曰白，演剧之本体也；第三曰线与色，

舞台之中心也；第四曰节奏，此乃舞蹈之要点也（此项指

歌舞剧而言）。四者完备，即成美术的演剧矣。”（１９１０ 年
５月 １５日）

引用作品［Ｗｏｒｋｓ Ｃｉｔｅｄ］

《本馆投函用纸》，《世界繁华报》１９０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第
１版。

犤  Ｆｏｒ Ｏｕ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Ｎｅｗｓ牞 ２４
Ｊｕｎｅ牞 １９０１． 犦

程华平：《中国小说戏曲理论的近代转型》。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犤 Ｃｈｅｎｇ牞 Ｈｕ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１． 犦

呆：《剧谈》，《时报》１９１０年 ５月 ６、１５日第 ５版。
犤 Ｄａｉ．  Ｄｒａｍ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牞 ６ ＆ １５
Ｍａｙ牞 １９１０． 犦

《丹桂园新编〈青杨地〉》，《游戏报》１８９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第
３版。

犤 Ｄａｎｇｕｉ Ｔｈｅａｔｅｒｓ Ｎｅｗｌｙ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Ｐｌａｙ Ｐｏｐｌａｒ Ｌａｎｄ． 
Ｇａｍｅ Ｄａｉｌｙ牞 ８ Ｏｃｔｏｂｅｒ牞 １８９８． 犦

《芳尘剧话》，《药风》１９１９年 ６月 ２０日第 ２版。
犤 Ｄｒａｍ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ａｎｇｃｈｅｎ．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ｓ牞 ２０
Ｊｕｎｅ牞 １９１９． 犦

傅谨：《大众传媒与新兴的戏曲批评———中国戏曲文献的

·１７６·



清末民初报刊剧话的文体承变与理论革新

体与用研究之四》，《民族艺术》６（２０１３）：１２—１６。
犤 Ｆｕ牞 Ｊｉｎ．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牶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ｐｅｒ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Ｎｏ． 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ｓ牞 ６牗 ２０１３牘 牶 １２ １６． 犦

《鼓吹录·记汪笑侬〈空城计〉》，《世界繁华报》１９０２年 １２

月 １４日第 ４版。
犤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Ｂｏｏｋ牶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ｎｏｎｇ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ｔｙ Ｃｉｔｙ Ｔｒｉｃｋ．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Ｎｅｗｓ牞 １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牞 １９０２． 犦

《顾曲闲评·记群仙灯戏》，《花天日报》１９０３ 年 ３ 月 ３ 日
第 ４版。

犤 Ｉｄｌ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Ｏｐｅｒａｓ牶 Ｌａｔｅｒｎ Ｏｐｅｒａ ａｔ ｔｈｅ Ｑｕｎｘｉａｎ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ＨａｎａＴｅｎ Ｄａｉｌｙ牞 ３ Ｍａｒｃｈ牞 １９０３． 犦

《顾曲闲情》，《游戏报》１９０１年 １２月 ７日第 ２版。
犤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Ｏｐｅｒａｓ．  Ｇａｍｅ Ｄａｉｌｙ牞 ７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牞
１９０１． 犦

《观丹桂记□演〈奇梦惊人〉新剧记》，《采风报》１８９８ 年 ８

月 １４日第 １版。
犤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ｎ Ａｍａｚｉｎｇ Ｄｒｅａｍ ａｔ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ｕｉ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Ｆｏｌｋ
Ａｒ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牞 １４ Ａｕｇｕｓｔ牞 １８９８． 犦

《观剧闲谈》，《游戏报》１８９９年 ６月 ２１日第 ２版。
犤 Ｉｄｌｅ Ｔａｌｋｓ ａｂｏｕｔ Ｏｐｅｒａ．  Ｇａｍｅ Ｄａｉｌｙ牞 ２１ Ｊｕｎｅ牞 １８９９． 犦
黄霖：《应当重视民国话体文学批评的研究》，《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３（２０１７）：７６—８１。
犤 Ｈｕａｎｇ牞 Ｌｉ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ｌａｃ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Ｓｔｙｌ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Ｆｕｄ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牗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牘 牞 ３牗 ２０１７牘 牶 ７６ ８１． 犦

《记桂仙》，《春江花月报》１９０２年 １月 ２８日第 ３版。
犤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Ｇｕｉｘｉａ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ｏｎｌｉｇｈｔ Ｎｅｗｓ牞 ２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牞 １９０２． 犦

剑云：《三难论》，《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３》，傅谨
主编。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１８５—１９１。

犤 Ｊｉａｎ牞 Ｙｕ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Ｐｅ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牞 Ｖｏｌ． ３． Ｅｄ． Ｆｕ Ｊ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牶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１９． １８５ １９１． 犦

酒：《品戏》，《长春公报》１９１１年 １月 ５日第 ５版。
犤 Ｊｉｕ．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ａｍａｓ．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牞 ５
Ｊａｎｕａｒｙ牞 １９１１． 犦

《菊部清谈》，《申报》１８８９年 ６月 １６日第 ２版。
犤 Ｃａｓｕａｌ Ｔａｌｋ ｏｎ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Ｓｈｕｎ Ｐａｏ牞 １６ Ｊｕｎｅ牞 １８８９． 犦
《菊部新声》，《采风报》１８９８年 ８月 １３日第 ２版。
犤  Ｎｅｗ Ｖｏｉ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Ｆｏｌｋ Ａｒ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牞 １３
Ａｕｇｕｓｔ牞 １８９８． 犦

《菊部新谭》，《申报》１８８６年 ７月 ８日第 ２版。
犤 Ｎｅｗ Ｔａｌｋｓ ｏｎ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Ｓｈｕｎ Ｐａｏ牞 ８ Ｊｕｌｙ牞 １８８６． 犦
立群：《菊部杂说》，《新朔望报》１（１９０８）：４８—５０。

犤 Ｌｉｑｕｎ．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ｕｎａｔｉｏｎ牞 １牗 １９０８牘 牶 ４８ ５０． 犦

豂子：《戏评与诗话》，《公言报》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第
７版。

犤 Ｌｉａｏｚｉ．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ｒｙ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Ｎｅｗｓ牞 １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牞 １９１７． 犦

《凌霄汉阁戏谈》，《时报》１９１６年 ５月 １７日第 ５版。
犤  Ｄｒａｍ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ｘｉａｏｈａｎ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牞 １７ Ｍａｙ牞 １９１６． 犦

刘亮采纂辑：《梨园原序》，《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瑞鹤山

房抄本戏曲集》第 ６ 册，杜步云选录，何燕华主编。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２２７—２４２。
犤 Ｌｉｕ牞 Ｌｉａｎｇｃａｉ牞 ｅｄ．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ｏｆ Ｌｉ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ｉｈｅｓｈａｎｆａｎｇ Ｃｏ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６． Ｅｄｓ． Ｄｕ Ｂｕｙｕｎ ａｎｄ Ｈｅ
Ｙａｎｈｕ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牶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牞 ２０１８．
２２７ ２４２． 犦

刘明今：《中国分体文学学史·戏剧学卷》。太原：山西教

育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犤 Ｌｉｕ牞 Ｍｉｎｇｊ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ｎｒｅｓ牶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Ｔａｉｙｕａｎ牶 Ｓｈａｎｘｉ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１３． 犦

《论〈查潘斗胜〉》，《春江花月报》１９０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第
３版。

犤  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Ｐａｎ Ｄｏｕｓｈｅｎｇ．  Ｓｐｒ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ｏｎｌｉｇｈｔ Ｎｅｗｓ牞 ２９ Ｍａｒｃｈ牞 １９０２． 犦

马二先生：《啸虹轩剧话》，《游戏杂志》１８（１９１５）：１—２０，
《上海亚细亚日报》１９１５年 ９月 ２３日第 ４张第 ８版、
１９１６年 ５月 ２５日第 ３张第 ７版，《神州日报》１９１６年
８月 ２日第 ７版。

犤 Ｍｒ． Ｍａ Ｅｒ．  Ｄｒａｍ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Ｓｔｕｄｉｏ．  Ｇａｍ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牞 １８ 牗 １９１５ 牘 牶 １ ２０．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牞 ２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牞 １９１５．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牞 ２５ Ｍａｙ牞 １９１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ｒａｌｄ牞 ２
Ａｕｇｕｓｔ牞 １９１６． 犦

沈芳尘：《评剧界之花花絮絮》，《笑舞台》１９１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第 ２版。
犤 Ｓｈｅｎ牞 Ｆａｎｇｃｈｅｎ．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Ｌａｕｇｈ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牞 １６ Ｍａｙ牞 １９１８． 犦

谭帆　 陆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增订本）》。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１年。

犤 Ｔａｎ牞 Ｆａｎ牞 ａｎｄ Ｗｅｉ Ｌｕ．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ａｍａ Ｔｈｅｏｒｙ 牗Ｅｎｐａｎｄ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牘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２１． 犦

天行室主：《评剧之意义及其分类（四）》，《春声日报》

１９２１年 ６月 ２日第 ２版。
犤 Ｔｉａｎ Ｘｉｎｇ Ｓｈｉ Ｚｈｕ．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１７７·



文艺理论研究　 ２０２４年第 ２期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牗 ４ 牘 ．  Ｃｈｕｎｓｈｅｎｇ Ｄａｉｌｙ牞 ２
Ｊｕｎｅ牞 １９２１． 犦

———：《评剧之意义及其分类（五）》，《春声日报》１９２１年 ６
月 ３日第 ２版。

犤 ．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牗５牘 ．  Ｃｈｕｎｓｈｅｎｇ Ｄａｉｌｙ牞 ３ Ｊｕｎｅ牞 １９２１． 犦

吴存存：《清代梨园花谱流行状况考略》，《汉学研究》２６． ２
（２００８）：１６３—１８４。

犤Ｗｕ牞 Ｃｕｎｃｕ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ｙ牞 ２６． ２
牗 ２００８牘 牶 １６３ １８４． 犦

《啸虹轩剧谈·戏剧改良之商榷》，《时事新报》１９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日第 ４张第 ２版。

犤  Ｄｒａｍ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Ｓｔｕｄｉｏ ＆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ｍｅｓ牞
１３ Ｍａｙ牞 １９１４． 犦

燕市游民：《剧界闲谭（续）》，《顺天时报》１９０８ 年 ９ 月 ８
日第 ５版。

犤 Ｆｌａｎｅｕｒ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 Ｃｉｔｙ．  Ｄｒａｍａ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Ｔａｌｋｓ
牗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牘 ．  Ｓｈｕｎｔｉａｎ Ｔｉｍｅｓ牞 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牞 １９０８． 犦

亦佳：《画报与剧评之关系》，《大亚画报》２０１（１９２９）：７。
犤 Ｙｉｊｉａ．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Ｄａｙａ 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牞 ２０１牗１９２９牘 牶 ７． 犦

张天星：《报刊与中国文学的近代转型：１８３３—１９１１》。上

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犤 Ｚｈａｎｇ牞 Ｔｉａｎｘ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牶 １８３３ １９１１．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５． 犦

赵海霞：《近代报刊剧评研究：１８７２—１９１９》。济南：齐鲁
书社，２０１７年。

犤 Ｚｈａｏ牞 Ｈａｉｘｉ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Ｄｒａｍａ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牶 １８７２ １９１９． Ｊｉｎａｎ牶 Ｑｉｌｕ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７． 犦

正秋：《丽丽所戏言》，《民立报》１９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第
６版。

犤 Ｚｈｅｎｇ牞 Ｑｉｕ． Ｄｒａｍ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ｉｌｉ Ｓｔｕｄｉｏ．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牞 ２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牞 １９１０． 犦

———：《丽丽所戏言（续）》，《民立报》１９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第 ６版。

犤 ． Ｄｒａｍ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ｉｌｉ Ｓｔｕｄｉｏ
牗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牘 ．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牞 ２７ Ｎｏｖｅ
ｍｂｅｒ牞 １９１０． 犦

———：《粉墨场中之杂货店》，《民立画报》１９１１年 ６月 ５日
甲版。

犤 ． Ｔｈｅ Ｇｒｏｃｅｒｙ Ｓｔｏ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 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牞 ５ Ｊｕｎｅ牞 １９１１． 犦

（责任编辑：程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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