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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剧场最早的

名称叫酒园，因为以经

营酒饭为主，以戏为

辅，故名。

酒园之后又改称

茶园，即以卖茶和零食

为主，以戏为辅。《都门

竹枝词》载：“茶园切未

摆来精，尺许红条等戏

名。栗子葡萄梨共枣，

更饶瓜子落花生。”戏

园不卖门票，只收茶

钱，因主要经营茶水零

食。当时各剧场都以园

命名，如大亨茶园、庆

乐园、天乐园、广兴园、

中和园、德胜园、裕兴

园、芳草园等等。唯大

栅栏里门框胡同的同

乐轩茶园不许称园，而

称轩，其原因是宫里和

圆明园内，有两处戏台

都叫同乐园，因怕和大内同名，故以轩代之。

民国以后，茶园方陆续改称戏院，如新明戏院、

开明戏院、华北戏院等等。观众俗称戏院为戏园子

或戏馆子。北京解放以后才改称为剧场，但群众当

时仍以戏园子称之。

老戏园子的戏台是方形的，四面几乎都可看

戏，戏台前的座位称“池子”，两边叫“两廊”，后边叫

“后排”，楼上正面座位叫“散座”，两旁叫“包厢”。戏

台后面地不大的地方叫“倒观”。当年吴祖光老先生

上学时间经常去听戏，为省钱，就在“倒观”的位子

上欣赏。另外，靠上下场“出将、入相”的门楼处，各

有两间雅座不许卖客，名日“官座”，这四间雅座各

有官差，一间给御史衙门；一间是给城上(即管地面

的衙门)；一问为本地面的坊官(比城上小的地方

官)准备的。这三间雅座是为这些官僚审查戏的内

容，看有无违禁之处而设的。另外一间则为南府太

监总管准备的，他们坐在这里专门挑选好的角色，

发现好艺人为皇宫演出。戏园子不设官座不得营

业。

旧北京女艺人被认为是“祸水”，不准她们在京

城演出。康熙十年、四十五年，都有驱逐女艺人的记

载，统治者认为：“名虽女戏，乃于妓女同”，“应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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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城，如违禁城者，照妓女迸城处分。”(见《元明清

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不仅梨园女艺人演戏难，而且妇女听戏也难，

清乾隆年间，郎苏门学士奏称男女混杂，有伤风

化。于是禁止妇女看戏。当时流传一首诗：“卓午香

车巷口多，珠帘高卷听笙歌。无端撞着郎螃蟹，惹得

团脐闹一窝。”因为郎苏门善画螃蟹，有郎螃蟹之

称。这首诗反映了郎苏门的奏请不得人心，遭到妇

女的反对。不准妇女看戏的情况，一直到民国初才

有改变。座落在前门西珠市口的“文明茶园”，首破

禁止妇女听戏之例，提出戏票不分男女皆售，但看

戏的座位仍有区别，当时一首竹枝词中说：“园自文

明创始修，开通破例萃名优。各家援例齐开演，男女

都分上下楼。”后来到民国二十六年，经广和楼戏院

申请社会局，经批准后才准许男女合座。

北京剧场现存的最早剧场，就是前外肉市路东

的广和剧场。《藤阴杂记》载：“京师戏馆，惟太平园、

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之

酒园也”。在太平园、四宜园未有史料证明之前，“查

楼”即而今的广和剧场，为北京最早的剧场。

广和剧场最初是“明巨室查氏所建戏楼”，供私

人享用，清初才成为营业性剧场。它前后四百余年

几度易名，最先叫查楼，后改称金陵楼、月明楼、广

和楼、广和查楼，现称广和剧场。查楼开始说评书，

演杂技、八角鼓、莲花落等。在光绪年间，约请许多

名伶、梆子班、二簧班、高腔班等经常在此演出。高

腔班演出时，金鼓喧闹，一唱数和，盛况空前。《百戏

竹枝词》载：“查楼倚和几人同?高唱喧主震耳聋。正

恐被他南部笑，红牙槌碎大江东。”

清朝时曾轰动京城的两部传奇，即洪升的《长

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都是以昆曲形式首演

于广和楼的。清末北京第一座戏校“喜连成”科班，

就在广和楼演戏。戏剧大师梅兰芳第一次登台也是

在这里，当时他年仅11岁，扮演的是《天河配》中的

织女。“喜连成”科班在这里演了三年多。民国三年

“富连成”科班也在广和楼演戏。“喜连成”和“富连

成”两个科班，在广和楼共演了二十多年。侯喜瑞、

马连良、于连泉、周信芳、谭富英、马富禄、叶盛兰、

裘盛戎、袁世海、毛世来、谭元寿等等著名演员，都

先后在这里演出。

解放后，广和楼经政府前后两次扩建，已焕然

一新，这里不仅演出各种戏曲，还放映电影。从1956

年起改名为广和剧场，成为首都市民的文化娱乐场

所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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