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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期间ꎬ皖籍文人从文献整理这样一个特殊角度ꎬ为中国传统戏曲的发

展立下不世之功ꎮ 他们以安徽特有的学术底蕴为依托ꎬ以严谨的考据精神、高昂的爱国

热情投入工作ꎬ其主要贡献有四:第一ꎬ为名伶作传ꎬ以确立演艺人员的社会地位、彰显

其艺术价值ꎻ第二ꎬ致力于传统戏曲精品剧作的发掘、整理、考证、刊出ꎬ使得大量濒于失

传的精品剧本得以传承ꎻ第三ꎬ大量收集梨园界相关史料ꎬ以利戏曲史的深入研究ꎻ第

四ꎬ解读、考订年湮代远的戏曲名词术语ꎬ完成了汉语辞书史上第一部戏曲辞书的撰写ꎮ
〔关键词〕传统戏曲ꎻ民国ꎻ皖籍ꎻ文献

清末民初ꎬ中国传统戏曲面临诸多考验ꎮ
第一ꎬ以程长庚、余三胜、谭鑫培等为代表的传统戏曲界泰斗级人物先后辞

世ꎬ许多优秀剧本、优秀技艺面临失传之危ꎻ
第二ꎬ二十世纪之初的“戏剧改良”运动中ꎬ由于救亡心切ꎬ也由于参与改良

的部分知识分子对舞台艺术缺少了解ꎬ他们过分强调了戏曲的宣传鼓动功能ꎬ强
化了戏曲高台教化的观念ꎬ致使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魅力受到损伤ꎻ

第三ꎬ“五四”文学革命中ꎬ以钱玄同、周作人、胡适等为代表的“五四”学人

认为ꎬ传统戏曲是非人的文学ꎬ“不是‘色情迷’ꎬ就是‘帝王梦’ꎬ就是‘封建

欲’且多颂圣之语”ꎬ而传统戏曲中的“脸谱ꎬ嗓子ꎬ台步ꎬ武把子ꎬ唱功ꎬ锣
鼓ꎬ马鞭子ꎬ跑龙套”等等ꎬ都是阻碍戏剧进步的“遗形物” 〔１〕ꎬ“如其要中国有真

戏ꎬ这真戏自然是西洋的戏ꎬ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ꎮ 要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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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像话的话全数扫清ꎬ尽情推翻ꎬ真戏怎么能推行呢?” 〔２〕

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之下ꎬ曲界人士不免产生“古音失坠ꎬ真理混淆ꎬ而谈剧

者亦庞杂益甚”之忧〔３〕ꎬ发出“梨花零落ꎬ菊部萧条”ꎬ“程余已死ꎬ谭氏新殂ꎬ皮簧

一道ꎬ殆将成绝响矣” 〔４〕的悲叹ꎮ
面对这一局面ꎬ一批“深明音律ꎬ熟悉梨园掌故” 〔５〕 的民国皖人ꎬ开始了他们

的“存古救弊”之举ꎮ 在此后二十多年的历程中ꎬ他们为众多名伶作传ꎬ抢救发

掘精品剧本ꎬ追溯记载史料ꎬ研究名词术语ꎬ从文献整理这样一个容易被人忽视、
却又是传承创新不可或缺的角度ꎬ为中国传统戏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ꎬ同时

为中国戏曲文献学的构建ꎬ铺下了基石ꎮ

一、推出名伶传记ꎬ盛道伶人历史

在各种中国戏曲文献整理中ꎬ民国皖人十分重视名伶传记的撰写ꎮ 此举不

仅在当年为确立传统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彰显其艺术价值起到了重要作用ꎬ就
是在今天中国的戏曲艺术传承史上ꎬ也是重要的文献依据ꎮ

民国初年ꎬ合肥周剑云曾作«梨云影再续»ꎬ为京剧名伶尚小云、元元红、小
翠花、小荷花、白牡丹等十二人小传ꎻ１９１８ 年ꎬ他又编辑出版被称为“五四时期有

代表性的京剧刊物” 〔６〕«鞠部丛刊»ꎬ其中“伶工小传”一栏ꎬ录谭鑫培、汪桂芬、梅
兰芳等百位名演员传记ꎻ同一年ꎬ桐城刘豁公出版«戏剧大观»ꎬ内“俳优列传”栏
录豁公亲撰张二奎、谭鑫培、张毓庭、王由宸、德珺如传ꎬ以及孤鹤、洗公等人所撰

孙化成、程长庚、余三胜、汪桂芬、王凤卿、吕月樵、马连良等近百人小传ꎬ以“盛
道伶人之历史” 〔７〕ꎻ１９２０ 年ꎬ刘豁公«戏学大全»与«梅郎集:兰芳轶事»相继出

版ꎬ前者内列“名优列传”一栏ꎬ为梅兰芳、梅巧玲、杨小楼、谭鑫培、张二奎、孙曦

丞等作传ꎬ后者内有«梅兰芳传»ꎻ１９３９ 年ꎬ更有怀宁程演生所著«皖优谱»出版ꎬ
专著皖籍优伶传记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出自民国皖人之手的名伶传记ꎬ深深地烙印着安徽学术

传统的印记ꎮ
首先ꎬ出于对史料的格外重视ꎬ这些伶人传记不仅包括近代大批中国传统戏

曲演员唱做技艺、传授渊源、人品性格等资料ꎬ还有对于传统戏曲发展史上许多

重要关节点的考证ꎮ 如全椒杨尘因之«筱菊笙传»ꎬ写筱菊笙(李百龄)早年“为
俞菊笙所器ꎬ列入门墙ꎬ春风桃李ꎬ日益增妍ꎬ且与小楼、振廷同侪”ꎬ“俞逝世ꎬ小
楼则花样翻新ꎬ鎔化杨俞为一派ꎬ而老俞之真传仅振廷、百龄为凤毛麟角ꎬ此筱菊

笙名所由来也ꎮ” 〔８〕又如刘豁公写张二奎听戏后“依声效之ꎬ腔调之佳ꎬ科班

所不及也ꎮ 时为咸丰初年ꎬ向例票友未拜伶人为师者”ꎬ于是ꎬ他接受朋友建议ꎬ
出资自建双魁班ꎬ“是时北京有昆弋而无乱弹ꎬ间唱一二段二簧ꎬ辄以双笛和之ꎬ
不用琴(胡琴)也ꎮ 自二奎出ꎬ乱弹戏乃大行ꎮ 票友之入梨园ꎬ为庙首者事ꎬ
实自张始ꎮ” 〔９〕另杨尘因之«许灵隐传»记载传主出身清末民初仕宦之家ꎬ却因

“时事日非ꎬ国家多难”ꎬ毅然“抛却仕版”ꎬ“跳上舞台ꎬ现身说法” 〔１０〕ꎬ成为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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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伶ꎻ而«钱柔声传»则述“世家子清季钱子密太史之嫡孙ꎬ卒业于上海震旦

公学ꎬ精德文ꎬ娴习音乐”ꎬ最终走上舞台为“闺阁派”的经过ꎮ〔１１〕 在此二部传记

中ꎬ清末民初伶人身份的变化清晰可见ꎮ
其次ꎬ由于深受桐城文风影响ꎬ且胸怀觉世牖民之志ꎬ皖籍学人写名伶不独

写艺、写技ꎬ更重写志、写神ꎮ 周剑云之«响九霄传»中ꎬ传主“虽习花旦ꎬ以妍姿

媚态见工ꎬ而赋性刚介ꎮ 除演剧外ꎬ绝不屈节承欢于达官贵人之前”ꎬ“庚子

之役ꎬ激于义愤ꎬ附和义和拳ꎬ以扶清灭洋为职志ꎬ与端王刚毅诸大僚分庭抗礼ꎬ
擘划国事ꎬ气概飞扬ꎬ俨然一时人杰ꎮ” 〔１２〕 杨尘因之«刘艺舟传»写刘氏“生来傲

骨ꎬ矫矫不与人群ꎮ 读书嗜韩申术ꎬ时辄谓人曰:男儿行事当为天下法ꎬ碌碌给人

供奔走ꎬ吾不愿为也ꎮ 武汉起义ꎬ各省响应者一日千里ꎬ艺舟大喜曰:‘黄龙

饮马ꎬ拔剑斩蛟ꎬ正此时矣!’结合塞上英雄ꎬ揭竿而起ꎬ三日夜夺关而入ꎬ下登

黄ꎮ 时南北统一ꎬ共和告成ꎬ艺舟卸军柄ꎬ与潘月樵南下ꎬ托身于新舞台ꎬ以
三寸舌为警世钟ꎮ” 〔１３〕

再次ꎬ透过怀宁程演生所著«皖优谱»ꎬ我们可见更多朴学风范ꎮ 全书按照

戏曲表演行当ꎬ分别记述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杨月楼、姚增禄、高朗亭、郝天

秀等 １７８ 名皖籍优伶从艺经历、造诣、贡献、影响ꎬ著者不以小传为满足ꎬ所记每

人、每事均注明出处ꎮ 如“杨月楼”条ꎬ著者于小传后录«菊台集秀»、«升平署志

略外学民籍年表»、«京剧二百年历史»、«梨园旧话»、«梨园轶闻»、«清稗类钞»
等文献相关记载ꎬ更为后世研究提供了诸多线索ꎮ

二、发掘传统剧本ꎬ保存戏曲精华

在中国传统戏曲文献的整理过程中ꎬ民国皖人还以严谨的态度、求实的精

神ꎬ去芜存真ꎬ发掘、整理、刊出一批极有价值的戏曲剧本ꎬ为中国传统戏曲精品

的流传立下不世之功ꎮ
首先是对流传于演员口头剧本的抢救发掘ꎮ 由于中国传统戏剧演员往往缺

少书写能力ꎬ时至民国ꎬ许多口口相传的优秀剧本或面临失传危机ꎬ或在流传过

程中讹误百出ꎮ 在整理这些剧本时ꎬ民国皖籍文人用力颇深ꎮ 他们搜集、采访、
整理、校对ꎬ在资料缺乏、手段落后的情况下ꎬ倾人力、物力、财力ꎬ使得一大批散

佚民间的剧本得以再现于世ꎮ
譬如ꎬ１９２０ 年ꎬ刘豁公所编«戏学大全»收录广调歌剧«黛玉葬花(带焚

稿)»、«白蛇传»ꎮ 编者于按语中指出:“本剧(指«白蛇传»)为名花旦苏州妹(粤
省著名女伶)生平唯一之拿手戏ꎮ 每次开演ꎬ粤人空巷ꎮ 吾书所录戏词ꎬ悉
出苏州妹业师口述ꎬ较诸外间以讹传讹之俗本ꎬ当然判若天渊ꎮ” 〔１４〕１９２５ 年ꎬ芜
湖鲍筱斋辑«湖阴曲初集»一卷〔１５〕ꎬ内录湖阴曲剧本«罗梦»、«扫秦»、«寄信»、
«跪池»、«劝农»、«打子»、«收留»、«教歌»、«莲花»、«旅店»、«扫松»、«拷红»、
«花魁»、«下山»、«花鼓»、«刺汤»、«借妻»、«学堂»十八出ꎬ间有眉批ꎬ末有点

评ꎬ使芜湖这一“乡乐”得以保留至今ꎮ 因此ꎬ有论者称ꎬ这一剧种ꎬ“如离却鲍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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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等人的“推波助澜和辛勤投入ꎬ那根本也是不可能的” 〔１６〕ꎮ
其次ꎬ经民国皖人多方发掘ꎬ中国古代大批戏曲佳作得以整理刊出ꎮ 以往中

国古代戏曲传本ꎬ体例不一、行款各殊ꎬ“至若成化坊本之类ꎬ系出自‘书会才人’
之手ꎬ段落不分ꎬ讹字脱漏ꎬ不一而足ꎬ更有难于卒读之感ꎮ” 〔１７〕有鉴于此ꎬ贵池刘

世珩刊刻«汇刻传奇»ꎬ采用统一行款ꎬ通篇句逗ꎬ另加圈点、眉批ꎬ刊刻精良ꎮ 此

丛书至 １９１７ 年合刊时ꎬ共录剧本五十九种ꎬ包括金«董解元西厢记»ꎬ元王实甫

«西厢记»ꎬ元高明«琵琶记»ꎬ明徐畛«杀狗记»ꎬ明徐渭«四声猿»ꎬ明张凤翼«红
拂记»ꎬ汤显祖«还魂记»与«南柯记»ꎬ吴炳«绿牡丹»与«疗妒记»ꎬ清吴伟业«通
天台»与«临台阁»、«秣陵春»ꎬ清马佶人«荷花荡»ꎬ洪升«长生殿»ꎬ清顾彩、孔尚

任«小忽雷»、«大忽雷»ꎬ附刊元钟嗣成«录鬼簿»、明吕天成«曲品»、清高奕«传
奇品»ꎬ另有明梁辰鱼散曲集«江东白苎»别行等ꎮ 尤为可贵的是ꎬ此书所收剧本

多附考据、图谱、音释、曲谱、评语、校注ꎮ 以«西厢记»为例ꎬ所附资料竟达十余

种之多〔１８〕ꎬ堪称一部«西厢记»研究资料汇编ꎮ 更加难得的是ꎬ这些作品都经过

编者“悉心雌校ꎬ校过付写ꎬ写过复校ꎬ校后付刻ꎬ刻后复校ꎻ自信可免割蕉

加梅之讥ꎬ一无拗嗓聱牙之弊ꎮ” 〔１９〕 正是因为如此ꎬ这部丛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

“戏曲丛书的精品”ꎬ“给研究工作和登台演唱提供了大量重要资料”ꎮ〔２０〕

１９４０ 年ꎬ绩溪汪协如女士标点«缀白裘»十二集四十八卷〔２１〕ꎬ也是民国皖人

整理传统剧本不可磨灭的成就ꎮ 此书原为清玩花主人选ꎻ清钱德苍续选ꎬ内录乾

隆时舞台流行剧目 ４８９ 出ꎬ其中昆曲 ４３０ 出ꎬ高腔、乱弹腔、梆子腔等 ５９ 出ꎬ均为

精华之作ꎮ 汪协如标点本成书后胡适做序ꎬ特引用赵万里之语说明«缀白裘»的
价值:“明清戏曲之有«缀白裘»ꎬ正如明朝短篇小说之有«今古奇观»ꎮ 有了«今
古奇观»ꎬ«三言»、«二拍»的精华都被保存下来了ꎮ 有了«缀白裘»ꎬ明清两朝的

戏曲的精华也都被保存下来了ꎮ” 〔２２〕

第三ꎬ整理刊印时下名演员剧本ꎮ 清末民初ꎬ经过新思想洗礼ꎬ更多有学术

底蕴与高深造诣的编剧、演员进入剧界ꎬ他们对旧本进行改编ꎬ传达对古典文学

作品的新认识、舞台演出的新体会ꎮ 此类剧本的及时编辑刊印ꎬ自然意义重大ꎮ
１９１７ 年ꎬ杨尘因«春雨梨花馆丛刊»录汪笑侬之«玉门关»ꎬ指出此剧“与旧

本之结构迥殊ꎮ 按旧本之谬点甚夥ꎬ考班超此时ꎬ乃一书生投笔从戎者ꎬ而旧本

误曰定远侯ꎬ又班超袭取番将时ꎬ曾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数语ꎬ乃英雄自壮其

气也ꎬ而旧本误曰觇虎跃于帐下ꎬ始作斯语ꎬ谬之甚矣ꎮ” 〔２３〕再如此书刊登的欧阳

予倩上演之«黛玉葬花»ꎬ有论者称:“结构精密ꎬ无词不香ꎬ无字不丽ꎬ将伤

春心思刻画入微ꎬ非腹有诗书盍克臻此” 〔２４〕ꎮ 编者于新本后附录旧本ꎬ更方便读

者比较ꎮ 另ꎬ周剑云«鞠部丛刊旧谱新声»录谭鑫培之«断臂说书»、«盘关»ꎬ
汪桂芬之«文昭关»、«行路训子»ꎬ汪笑侬之«博浪锥»ꎬ张胜奎之«三字经»ꎬ欧阳

予倩之«晴雯补裘»、«黛玉焚稿»ꎬ孙菊仙之«哭灵牌»ꎻ刘豁公«戏学大全»录梅

兰芳之昆曲«游园惊梦»ꎬ李雪芳之«黛玉葬花»ꎻ«梅兰芳新曲本» (又名«梅郎

集:梅郎曲本»)录梅兰芳之«狮吼记»、«西厢记»、«荆钗记»、«牡丹亭»等剧情与

—８２２—

学术界 ２０１５. ３学术史谭



唱词ꎻ皆为一代名家名作留下传响之本ꎬ而豁公所著«京剧考证百出»ꎬ不仅录

«空城计»、«捉放曹»等七十七出传统剧目剧情故事ꎬ且对戏曲角色、唱做、各派

演员表演特点、演出状况等进行了多方考证、评说ꎬ更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资

料〔２５〕ꎮ

三、汇集戏曲文献ꎬ以利研究传承

民国皖人在戏剧文献整理中ꎬ尤重史料收集ꎮ 譬如ꎬ周剑云«鞠部丛刊»辟
有“歌台新史”、“戏曲源流”、“梨园掌故”栏ꎬ分别录«上海票房二十年记»、«吴
门票集十年记»、«海上梨园五年记»、«久记票房七年记»、«民兴社始末记»ꎬ«程
长庚凤鸣关二六原词»、«张二奎上天台快三眼原词»、«戏迷传扉吕月樵所编»、
«八大锤溯源»、«久记票房之新十八扯»、«三国演义之京戏考»ꎬ以及«京华鞠部

琐记»、«关戏之创作者»等重要史料ꎻ刘豁公«戏学大全度曲金针»录«戏曲乐

器变迁考»、«说唱»、«说做»、«说武工»、«说昆曲»、«说秦腔»ꎻ«戏剧大观伶

工趣事»载«坤伶轶事»、«程长庚与余三胜得名之原因»等等ꎬ对中国传统戏剧史

研究均具重要作用ꎮ 此外ꎬ刘豁公主编的«戏剧月刊»也以刊载私人珍藏的稀有

脚本、胡琴乐谱(工尺谱或简谱)以及名伶照片等知名ꎬ成为沪上推进中国传统

戏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ꎮ 特别是此刊所出«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
«荀慧生»、«谭鑫培»、«杨小楼»六个专号ꎬ为后来者研究中国近代戏曲史提供

了珍贵的史料ꎮ
不过ꎬ在此方面首屈一指的记载与研究ꎬ当属至德周明泰的“几礼居戏曲丛

书” 〔２６〕ꎮ
周明泰出身于皖籍名门ꎬ为晚清重臣周馥嫡孙ꎬ近代著名实业家周学熙之

子ꎮ 民国期间他出版«几礼居戏曲丛书»ꎬ包括«都门纪略中之戏曲史料»、«道咸

以来梨园系年小录» (此书后更名«京戏近百年琐记»)、«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

材»、«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四种ꎬ汇集了中国近现代戏曲史上众多珍贵资

料ꎮ
«都门纪略中之戏曲史料»出版于 １９３２ 年ꎮ 清道光年杨静亭著«都门纪

略»ꎬ为记载北京风俗著作ꎬ内有“都门纪略之缘起”、“都门纪略中之戏剧”、“都
门纪略中之戏园”等ꎮ 周明泰从道光、同治、光绪六种«都门纪略»版本中ꎬ按戏

班、角色、剧目、剧园等类别加以整理、排列ꎬ比较异同ꎬ分别研究«都门纪略»中
之戏班、角色、戏剧、戏园ꎬ且以图表形式ꎬ使原本琐碎的记载井然有序ꎬ清晰地展

示了当年北京地区传统戏曲演出风貌及变化沿革ꎮ
同年出版的 «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ꎬ前编记录自清光绪八年 (公元

１８８２)至清宣统三年(公元 １９１１)北京几十个戏班所上演的九百余出剧目ꎬ部分

剧目注明主要演员ꎬ并附«戏名班数统计表»ꎬ«戏名通检»ꎻ后编照录北京各戏园

演出戏单ꎬ起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 １９０７)ꎬ止于 １９３２ 年ꎮ 编者不仅以日期先

后为序ꎬ分别著录每场演出时间、地点、戏班、剧目以及主要演员ꎬ且编写«名角

—９２２—

存古救弊　 去芜存精



初演戏名日期表»、«人名通检»两表ꎬ便于读者检阅ꎮ 刘半农称赞此书“以其治

学之手腕为之”ꎬ因此“有异于时下谈艺捧角诸贤之所作也ꎮ” 〔２７〕 近年来更有论

者以为ꎬ此书“前后两编相加ꎬ纵贯清末民初半个世纪ꎬ使当时北京戏曲演出的

鲜活实况ꎬ包括一些重要细节ꎬ得以存留ꎬ实在功不可没ꎮ” 〔２８〕

«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从嘉庆十八年(公元 １８１３)始ꎬ至 １９３２ 年止ꎬ按年

记述北京戏曲界轶事ꎬ侧重名伶生卒、入科、重要演出ꎬ囊括自清嘉庆十八年(公
元 １８１３)至 １９３２ 年一百余年间北京戏曲界轶事ꎬ包括 ４５０ 名京剧、昆曲、秦腔、
河北梆子等剧种演员、琴师、鼓师、票友之简历ꎬ演出活动ꎬ师承流派ꎬ亲友关系ꎬ
以及同期戏班、茶园、演出剧目ꎮ 有论者指出:“众多曾倾注毕生心血于梨园的

民间戏曲表演艺术家ꎬ正是有赖于此书的提及ꎬ才不至完全被后人遗忘ꎮ” 〔２９〕«小
录»成书后ꎬ作者又将内容续补至 １９４４ 年ꎬ更名为«京剧近百年琐记»ꎮ

«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成书于 １９３３ 年ꎬ详述自乾隆南巡ꎬ招江南伶工入

京供奉内廷ꎬ至四大徽班进京ꎬ皮黄大兴ꎬ清咸丰帝后酷嗜俗乐ꎬ同光之际因慈禧

更嗜皮黄ꎬ以及清代宫廷自制诸大传奇事ꎮ «著者序»称:“去年冬余得尽观北平

图书馆所收海盐朱氏旧藏清升平署档案五百余册ꎬ其中有嘉庆年间南府之档案

若干册ꎬ自道光七年ꎬ改南府为升平署ꎬ历年档案除光绪三十四年几全散佚ꎬ其余

鲜有阙者ꎮ 探本溯源ꎬ对于清廷演剧之情状ꎬ可略得其梗概矣” 〔３０〕面对如此

纷繁的档案史料ꎬ著者精心梳理ꎬ分类移录ꎬ集为六卷:卷一十六目ꎬ为一年中不

同节日演出活动ꎻ卷二十四目ꎬ为皇室各种寿辰及婚丧典礼演出活动ꎻ卷三九目ꎬ
为南府、升平署有关史料ꎻ卷四二十五目ꎬ为宫内演出活动各种细节ꎻ卷五十六

目ꎬ为戏曲音乐史料ꎻ卷六十一目ꎬ为演出剧目史料ꎮ 附录«乐器折一»、«乐器折

二»、«安设乐器次序单»、«清升平署存盘释名»、«清升平署存档详目»ꎮ 所有这

些ꎬ足以展示清宫九十年演剧基本情况ꎮ
除却“几礼居戏曲丛书”ꎬ民国时期周明泰还著有«续剧说» 〔３１〕ꎬ体例仿清人

焦循戏曲名著«剧说»ꎬ引用杨钟羲«雪桥诗话»、震钧«天咫偶闻»、王韬«淞滨琐

话»、张焘«津门杂记»、柴萼«梵天庐丛录»等三十九部书目ꎬ辑录有关昆剧作家、
艺人及演唱记事等各种戏剧史料ꎬ对于中国传统戏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ꎮ

四、考订名词术语ꎬ推进戏剧研究

中国传统戏曲传至民国ꎬ许多专有名词术语早已形成ꎬ但由于“伶工多不注

重文字ꎬ又无人为文记之ꎮ 年湮代远ꎬ讹以传讹ꎬ致有千里之谬ꎮ 故时至今日ꎬ能
道之者绝少ꎮ” 〔３２〕有鉴于此ꎬ民国皖人在多种著述中记载这些词语之意义ꎬ并进

行考证ꎮ
首先于此作出努力的ꎬ当属刘豁公ꎮ 早在 １９１８ 年ꎬ他就在«戏剧大观»上专

辟“京剧术语”栏ꎬ录京剧术语七十九条ꎬ诸如“摺”、“调门”、“念白”、“过门”、
“文场”、“武场”、“手眼身步法”、“尖团呕嗽音”等等ꎬ皆属“普通常用者”ꎻ１９１９
年ꎬ他又于«京剧考证百出»中以专文述«角色定名之意义»ꎻ１９２０ 年ꎬ«戏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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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更于“梨园常识”栏中介绍«关于场面之常识十八则»、«关于板眼之常识三

十则»、«关于锣鼓之常识三十六则»、«关于须发之常识三十七则»、«关于衣帽

等项常识七十九则»、«关于武器旗帜之常识五十八则»、«关于旦角化妆品之常

识三十七则»、«关于唱做之常识五十则»、«关于杂项之常识三十一则»、«关于

假物之常识五十三则»ꎮ
１９３１ 年ꎬ合肥方问溪«梨园话»问世ꎬ更将此项工作推向深入ꎮ 方问溪出身

昆曲世家ꎬ“其先世为前清供奉者ꎬ将及二百年”ꎬ祖父方星樵(秉忠)为著名笛

师ꎬ对于嫡孙ꎬ“尽以不传之秘以传之”ꎬ〔３３〕因此ꎬ问溪“颇得昆乱诸秘ꎬ而于戏剧

之组织、沿革、规俗等事ꎬ尤具精研” 〔３４〕ꎮ 为编写«梨园话»ꎬ他“搜集各书ꎬ所已

见他书者ꎬ就正于诸老伶工ꎬ以为无误ꎬ始录存之ꎮ 复广求遗闻ꎬ以扩充其资

料” 〔３５〕ꎮ
«梨园话»全书录戏班专有名词术语四百余条ꎬ按笔画顺序排列ꎬ逐条注解ꎮ

其中简明扼要者ꎬ如“大梨膏”:“凡伶工自夸其能ꎬ俯视一切ꎬ谓之大梨膏ꎮ” 〔３６〕

内容复杂者ꎬ如“大轴子”、“切末”、“打通儿”、“打背供”、“打黄梁子”、“科班”、
“后台”等诸条多有附记ꎬ旁征博引ꎬ详加考证ꎮ 以“大轴子”为例ꎬ著者首先释

义:“戏园中最后所演之戏谓之大轴子”ꎮ 然后附记:“高阳齐如山先生曰ꎬ北京

戏院中末一出戏ꎬ名曰大轴子ꎮ 按‘轴子’二字始于有清嘉道时代ꎬ盖长本戏之

谓也ꎮ «都门竹枝词»谓ꎬ‘轴’音‘纣’”ꎮ〔３７〕 接下来ꎬ作者先考证北方语中“轴”
字读音ꎬ复由“凡成一束者ꎬ皆可为轴” 〔３８〕ꎬ引向整本戏何时称为“轴子”ꎬ从而涉

及元明两朝及清初演戏习惯的演变ꎮ 此后ꎬ依据«百种曲»、«六十种曲»、«缀白

裘»、«燕兰小谱»、«品花宝鉴»等典籍纂辑情况ꎬ方氏进一步推论出“整本戏繁

而长ꎬ所抄本子卷为一轴ꎬ故班中呼为轴子戏ꎬ是即 ‘轴子’ 二字之所由来

也” 〔３９〕ꎮ 据此ꎬ他又记述“大轴”、“中轴”、“早轴”、“压轴”之不同含义ꎬ以及不

同历史时期“轴子”内涵的变化ꎬ堪称一篇严谨、详实之考据文ꎮ 此外ꎬ又如“科
班”条ꎬ著者于看似简单的介绍后ꎬ复记“科班”自清代至民国诸多变化ꎬ包括组

织、招生、契约、作科规则、毕业ꎬ并节录北平富连成科班训词ꎬ实“堪为有志研究

剧学者之助” 〔４０〕ꎮ
在中国现代戏曲史上ꎬ«梨园话»是一部被盛誉为可与著名戏曲学大家齐如

山的经典学术名著«中国剧之变迁»、«中国剧之组织» “鼎足而三”的中国第一

部戏曲词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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