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北京京剧“票房”空间初探

胡光莹朱文一

“票房”的名词起源于道光、同治年

间。清政府为了稳定政局维护政权．组织来

自滦扑l和乐亭的艺人编写歌颂之词，派赴外

地演唱进行宣传。后叉扩大规模．专门设立

了教习机构用于进行培训人员，凡考试台格

者，由内务府发给一张印有两条金龙的“龙

票”作为演唱执照，派往外地演唱。凭此票

即可接受当地府、县的食宿招待，井为其组

织听众及提供演唱场所。这种场所最初为官

办，后演化成包办处，称为“票房”，参加

人员即称“票友”。。

后世所谓“票房”，是指票友，也就是

会唱戏而不专业以演戏为生的爱好者们固定

的练习、演出的活动地点和同仁组织。 “票

房”里的票友们所“票”的曲艺形式很多，

但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就数京剧“票

房”了。以至于在近代北京．一提起“票

房”、票友，一般都是专指的对京剧而言。

本文着重就1 864～1949年之间的北京

京剧“票房”空间的分布与特征进行探讨。

由于近代“票房”的含义与指“电影放映期

间累计之总收入”的当代票房概念有很大区

别．本文中的“票房”都用引号加以标明。

京剧这个名称最早是在清光绪二年(公

元1876年)的《申报》上面出现的，之前历

史上曾经有皮黄，二黄、京调、京戏、国剧

等称谓，四大徽班自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

1790年)陆续进京演出后，在嘉庆、道光年

间把原有剧种与来自湖JL的汉调相结合．并

吸收了昆曲、秦腔的一些曲调、剧目和表演

技法，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艺术交融，终于

衍变成了京剧，完成了这一中国最大戏曲剧

种的创造。2京剧的剧目取材之精、形成流

派之多、剧团分布之广、倾心好者之众、社

会影响之深，堪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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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京剧活动在北京的产生与流传，京城的京剧票房也大为普

及、发展。在“票房”产生后的百余年的时间里， “票房”空间成为老

北京独具特色的一类民间文化活动空间，也是北京长期作为文化中心城

市的重要功能组成空间之一-o

通过对自同治三年(1864年)到解放前的不完全统计的50余处著名

“票房”的具体位置的归纳．可以得到一张著名京剧“票房”的区位分

布图，从中也可以看出京剧。票房”在时空分布上的一些有趣的特征。

老北京的城区可为内城、外城两大部分，内城主要为旗人居住，

又被皇域中轴线分成东西域两部分。外城指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一

线以外的南城，主要为汉民聚集。各个城区的“票房”分布也有着各自

的特点(图1)。

西城，东城的房间型“■房”空问

房间型“票房”是指京剧票友们，在自有或租用的传统四台院式

建筑群落中，使用一组房间作为“票房”活动的场所。由于历史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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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达王府票房 地安门东皇城根遮王府 1906年成立
24 甫月牙椠房 地安九内南月牙胡同 1914年至1920年
27 燕居驻集暴房 地安门外沙井胡廊 不详
28 哑恩寺票房 曾匮孽寺 {920年成立
29 千佛寺暴房 安定九内千佛寺胡同 1924年成立
3l 雪社票房 东变民巷鞋商顾氏离所 不详
32 协和医院票房 体和医院 不详

54 差帝庙票身 朝阳门瓮城戎帝庙 下详

3B 精嗣莱社 安定门外下关 19：4年至}9l 7年
42 西大院蓁社 安定门内 不详

45 三佛寿茎社、兰官庙萘社 朝阳门外 不详

50 德昌荣社．只．新藁壮等 末安市增内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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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子观票房 德胜门内甘水协果子观 日25年成立

继隶票房 麻花胡同继子寿宅院
兴化专票房 兴化寺街 不：}

刮艺宴进叁 西单蠛二条甲3[|号 9 5’年成立

昔乐药天票軎 毫朽南头 F薛

S7 欣蚨_采荼社 西田的西安审暂内 不详
4i 謇和囊蓁社 堆安门升 不详

43 龙泉居藁社 阜_醌门井 不详
44 紫霞官茶社 童武门内 不详
47 三盛蒹社 西四 不详
48 是生幕社和祧牵圃茶拄 西单 不详
49 二台唇蔡社

‘

新衡口 不详

主+此表磐者根据《京剧票专*(肖宜仁金看出版社)资料归纳

表2南域票学”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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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乐套 宣武1雌的江西套馆 】91 8妊成立

松筠晦票鲁 宣或1牛达智桥胡同 一详

59 第一接茶桂 前九外税音寺 1951年停业
40 青山厝萘社 崇文『1外北羊市口内 1945年停止
4e 宾赛楼蓁桂 翦九井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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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西城、东城旗人富户居住较为集中，索

有传习曲艺文化的传统，加之经济实力足咀

支持票戏活动，所以房间型“票房”率先在

这一地区兴盛起来。

西城聚集了相当多的知名“票房”，

50处著名“禁房”(表l，表2)中分布在西

城就有26处。而这一现象在前清时期尤其明

显。1914年之前在西域成立的彩唱“票房”有

14家，占了同时期全市票房的三分之=。西

城不单是“票房”众多．高水平戏迷、票友

的数量在老北京也是首屈一指的。在当时西

城附近的有一座阜城园戏院．它与同时期位

于大栅栏内的戏院的规模、市置和习惯都相

差无几，但是=者观众群体差别却相当大。

《梨同外史》当中曾经借在两地赶场演出的

演员的亲身体会做了说刚】，大栅栏的观众虽

然众多，但多以官员、商人和外地人为主。

而阜城同的观众当中商人极少．大多数是禁

友。他们不但懂戏，而且很多人能演能唱。

水平甚至不亚于专业演员。观众对演员的要

求也格外的严格。一字之差便可能引起倒

好．演员们在这里演出也都是份外的认真。

4这也从一个删面说明了当时西城票友、 “祭

房”兴起的盛况，这雎“票房”基本部是房

间型“票房”，多使用自有或租赁来的房屋

进行“票房”活动。这其中尤其是作为庵馆

寺院所拥有的庙产房屋经常成为当时社会活

动的_叶‘公共性场所，用于兴办“票房”。很

多著名的京剧“票房”，山自这类地山。，如

翠峰庵“票房”．元恩寺“票房”、关帝庙

“票房”、国子管“票房”等等。

相比之下， “票房”在东域的出现比西

域晚了不少：元明寺“票房”和肃王府“票

房”都是在1890年之后才成立的。1914年前

的“票房”总数也只及西城的i分之一。东

城的“票房”发展较晚．主要是因为这里不

具备像西城那样的诸多有利条件，但随着时

代的发展，1914年之后，东城的“票房”却

有r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北京“票房”数

量增长最|臭的区域。

同时由于使馆区就在东城．就近造就

了一些近代西式企、峨这也使得一批具备新

阶层的“票房”在东域兴起。比如雪社“票

房”．社长张吾义，是一外闻公一J的驻华经

理。成立于东交民巷鞋商顾氏昆仲寓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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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宽敞雅致．每星期日下午活动．参加者多

系洋行职员。另外协和医院“票房”是以协

和医院职工为主成立的。著名黾角朱琴心，

原是该医院的英文速记员。生、旦、净、丑

齐全．当时影响颇深。百代唱片公司曾请协

和医院累房的名紫灌制了《法门寺*唱片传

世。5这些都是产生在东域的以新行业、新

企业职工为特征的新型“票房”。

南城的会馆型”票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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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京剧“梨房”活动日渐兴盛．规模渐增．原有的自娱自乐为

主的房闸型“票房”已不能满足于票友活动的错求。m新兴的仕会阶层

也带来了新的社会交往模式和城市公共窄闻，这就是老北京会馆建筑的

产生带来r京剧“票房”空间新的发展。

首先要说明，戏园子和会馆是有明确差别的。戏园子专门表演各

种戏曲，是『fr井大众看戏的地方，一段时间里．有身份的官员们经常出

入戏园子也会披当作是不正当的行为。就更不用说是臀台票戏了t而会

馆是官员商贾出资兴建．文人士大夫从事交际活动的场所，其中也少小

了会兴建戏楼邀请名家捧场。提起南城的京剧表演场所，人们首先会联

想到南城为数众多的戏园荣楼。南域被称为京剧的摇篮，这里的商业演

卅场所之多．在全国也是首届一指的。众多著名戏园部在南城，尤其是

聚集在大栅栏一带。更不用说南城还有大蠡带有半商业表演性质的各地

会馆。可是相对于众多的商业演出场所，这里的“票房”只有8家，不

及50家“票房”集聚地总数的五分之一，空间密度与东，两城相比有较

大的差距。造成这样的对比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作为“票房”的空间活动主体，附近居住的居民的整体

生活水平和西城相比有一定差距。南城是清政府允许汉民居件的外

城地区。自古就有“贵西城，富东城、穷崇文、破宣武”的说法，

这里的人民的居住环境，生活水准普遍不如东．西域地区，人们经

常为生计而奔波．他们也不可能有太多金钱和精力投入到京剧。票

房”活动中。

其次．过于商业化的表演场所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票房”空

间迅速发展的Ⅵ能性。根据对比发现，南城的“票房”和众多的戏园几

乎没有蘑叠利Jfj场所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商业性的戏园都是以商业利

润为首要目的，观众席位也多达几百座，租金也高，作为业余“票房”

的活动场所尤沦是时间和场所都不合适。另一方面，众多的高水平商业

演}n也会抑制禁友的心理艺术需求。在南城，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到附近

的戏园去欣赁丰富的高水平演出，这自然彳F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票友们自

娱自乐的演唱需求。从此也可以看出，纯粹的商业演艺空间，可以寅现

商业价值的最大化，但井不足“票房”适f：形成的空间。

与纯商业表演审问相比，南城的会所的社会公共活动空间价值

更高。据徐珂在《清稗类抄》中记载： “或省设一所，或府设一所．

或县设一所，大都视各地京官之多寡贫富而建设之，太小凡四日余

所。”这蟪会馆大多集中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一带的商业区。

直到民国时期，北京尚存的会馆仍四百余所。众多的会馆为职业戏班

和票友提供了演出场所．还有些还形成了比较著名的“票房”，比如

浙慈会馆，银号会馆【正乙祠)、湖广会馆等，既具备了基本的表演

观演场所要素，叉不会与戏园子的商业表演相冲突，成为重要的幕房

卒间类型(图2．图3，图4)。

广布的清音社“曩房”空闻

另外．还有一类“票房”空间由于独特的形式和自由的分布可以单

独列出，这就是清唱荣社。与先前提到的众多彩唱“票房”不同，清唱

荣社里面的演唱形式是以“清音桌”的方式来完成的。前门外劝业场的

第一楼茶社．崇文『1外的青山居茶社就是这类“清音桌”的代表。

这种清唱“票席” ·般是设在茶楼J：的一个营业性娱乐窄问，进

。E京观舶津谊131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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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票房”参与活动需要收取的茶资稍高于一般茶楼。清音桌的布置

形式很有特色，一个一尺余高的木板台置于茶楼中央．台前设八仙

桌，桌前置戳灯两盏．戳灯后有细瓷茶具．还有红木架、象牙签等

“戏规”放在戳灯之间，用于公示戏码。桌后是放花梨木透雕的八屏

屏风，镌有名人字画。票友进了茶楼．被主人请安后让到后排茶座，

沏上一盏好茶，报出欲演唱的剧目唱段与台作对象·主人离开后．慕

友便悠闲地边品茶边听戏．边等候上台了。“演唱的时候八仙桌的一端

是文武场面．另一端由主唱票友分坐在两侧的长凳上，随弦清歌，不

加任何身段动作。轮到谁时谁就坐下唱．唱完一出即离开桌子。7

清唱“票房”在统计表中有十三处聚集点，其中有些聚集点还不

止一家茶社。

由于清唱茶社的普遍性、公开性高，空间简单，不需要专门的舞

台。所以即便是在票友人数较少、规模不大的区域。只要有茶馆。也

很容易设立。虽然参与活动时会收取一定的费用(门票，茶资)．但

由于没有彩唱，京剧茶社不会像戏园那样受到清政府的管制，所以清

唱茶社遍布京城各城区，还有一些建在了Mr]外不远处，是广大普通

戏迷愿意参与，进入门槛低、生命力强、流动性高的一种“票房”空

间形式。

西城“票房”素倒分析

虽然京剧”票房”在北京城分布很广．遍布城区．但各个区域内

的“票房”类别却有很大不同。造成如此明最的差异化倾向和当时的

城市功能与居民分布有着密切关系．而这又是源于清朝政府“分而处

之”的城市管理方式。

老北京的城区可为内城，外城两大部分，内城主要为旗人居住．

叉被皇城中轴线分成东西城两部分·外城指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

一线以外的南城．主要为汉民聚集。不但如此．内城的八旗民众分区

居住．不许擅离训地，戏园会馆这类娱乐场所也只许开在外城。诸多

管制造成各区域之问功能、聚居者的差异很大．职业背景、经济状

况、审美情趣，闲暇时问都大不相同。所以也就在各地产生了各不相

同“票房”空间类型。

为什么在西城，尤其是西单，西四，新街口等区域，会产生这么

多知名的“票房”呢?这是一个可以详细探i-寸的问题。

首先， “票房”在一定的城市空间中高密度产生，一个基本原

因是因为这里有这一大批具备一定欣赏与演艺水平的参与者。在清朝

时的北京，内城的主要居住者是八旗子弟，他们由于有国家的粮饷供

给．吃穿不愁，加之清政府又不允许他们从事旁业。大多数人都沉浸

在琴棋书画与曲艺戏剧之中，成为那个时代社会的主要文化承载者。

当时很多子弟学习演唱清音子弟书，井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发给“龙

某”。 ·时间演唱清音子弟书的风气流行于各旗的驻地。

由于清政府有着“各旗旗民分区居住．不得擅离驻地”的规定。

这就决定了各旗的子弟只能在离本期驻地不远的范围内活动．即便是

演唱交流八角鼓也不例外．而当时的北京城在规划上．叉由于皇城中

轴线的一分为=，使得东西两部分内城的交流不是甚为便利，这样

东西城形成了不同的艺术特色的西城调和东城调也就不奇怪了。譬

如“赏心悦目”子弟“票房”，就是类似昆曲的西城调八角鼓”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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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成立于光绪初年，设在恭亲王府后花

园戏楼南院。由于参加者的水平都很高，又

有着特殊的背景和优越的物质条件．在北京

城的影响很大．曾有“京城第一票房”的美

誉。8

西城清音子弟书这类曲艺形式．声崆卜

类似昆曲．为后来的雅部花部各系戏种的流

行，培养了很大一批有艺术修养的欣贺者，

也就容易成为产生戏迷票友的沃土。

其次，除_『有广泛的听众，有经常表演

高水平的京剧演出的演出场所也是培养戏迷

人群必须的。由于清政府的多年来的法令：

不允许在八旗子弟居住的北京城内城开设商

业性戏楼、剧院，所以北京的著名戏园子几

乎都集中在南城。这一现象直到1903年才被

吉祥戏园打破。在此之前．无论是东城还是

西城内部，都没有京剧的正式商业表演场

所。但西城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在

阜成f1外有一所重要的戏院子——阜成园。

阜成园于1860年被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收

购．成为了内务府和界平署挑选民间艺人的

场所。9这里的每出戏、每个角．都要经过

舁平署管事太监的仔细过目挑选。在宫廷演

唱．能得到皇上宠爱的伶人，就会被赐给内

廷供奉的职衔，每个月可以得到一定的钱、

粮的待遇。可以说，阜成园就是舁平署选拔

内廷供奉的一个预选场所。在阜成园演过戏

的名角。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四大徽班的程

K庚、张=奎，卢胜奎、杨月楼、刘赶三、

谭鑫培等等，都在这里出演过．以后也被赐

为内廷供奉。直到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

人京，阜成园被毁．商业演出才就此结束。”

阜成园就在西城区附近，距离西单、西

四都不算远，为西城的戏迷、票友看到高水

平的京剧演出提供了莫大的方便。可以说．

凡是要到官内为皇上、太后演出的名角，都

要先被这里的观众接受。这些名角的高水平

演出也极大地提高了此地听众的欣赏水平。

此外， 。票房”本身对于票友培育起

到的传承作用．是这里“票房”兴盛的另一

大原因。众所周知，由于戏曲表演艺术形式

的特点．心口相传成为艺术传承的最主要方

法。无论是职业演员的师徒传承．还是票友

之间的艺术交流．均是如此。一处“票房5

空间，非但是票友们自娱自乐的地方，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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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艺会友，培养文化传承者，进而发展出

更多的“票房”。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赏心乐事“票

房”，俗称“翠峰庵票房”，成立于西直门

内盘儿胡同．是同治年间由清朝皇室载雁宾

创办起来的。翠峰庵本是载雁宾家的家庙．

僻静宽敞．而月．有许多空房子。于是，载雁

宾就利用这里的空间，设立了“票房”。因

为这里的唱戏条件好，很多票友们都喜欢集

中到这里来。其中不乏能书善画的文人墨

客。他们对于京剧曲目的推敲和研究，甚至

超过一般的艺人，形成了一个越办越兴旺京

剧艺术的研究团体。

光绪年间是翠峰庵“票房”发展的极盛

时期，票友越来越多，人才济济，各行角色

齐全，具优秀资格的就有八十多人．不亚于

专业演员。 “票房”每月逢三、六、九登台

串戏，观众争先恐后来观看，对周边地区的

戏曲文化氛围有极大促进。而且。这个翠峰

庵“票房”曾涌现过许多“名票”，如金秀

山、汪笑侬、刘鸿声等都曾是此处票友。”这

当中不少翠峰庵“票房”的票友后来到其他

票房活动，或组建新的票房。比如1885年成立

于崇文区南官园的华兰习韵“票房”的主要

演员．原就是来自翠峰庵的龚云甫。叉比如

1894年成立于宫门口的公悦自赏“票房”，

创办人就是原来翠峰庵“票房”的主持人安

敬之。还有塔院“票房”的创办人样云甫及

戴阔亭、萧润峰、恒乐亭、古同轩、云雨三

等，他们都曾是翠峰庵。票房”的票友。”

结语

自京剧在北京形成到新中周成立前的这

一百多年间，京剧“票房”空间在北京发展

到空前繁荣的程度，这是与北京的人文地理

特点及当时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的．同时也

证明了“票房”这种空间形态所具备的强大

生命力。 “票房”作为京剧戏曲文化在城市

生活中的主要承载空间，对京剧的发展起到

了极为重要的作用t同时作为群众戏曲活动

的舞台，也深受京剧形式变化的影响。

1949年以后，随着新的政治、经济、文

化条件的变化， “票房”空间的特征也有了

新的演化。尤其在文革期间．随着作为政治

标志的八大样板戏在全国上F的迅速推广，

“票房”空间的普及也被推到了一个极致高

f艟堰J：亨 RESEARCH

固5近代她希西碱“熏房”分丰鸹t砟者嫠勃)

度。近年来．随着国内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兴起，举国上下对传统戏曲

文化的重视程度愈加提高。 “票房”这种既古老叉饱含生命力的公共文

化场所必然会为北京多元化的城市特色空间再添更丰富的色彩。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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