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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铭与京剧在台湾地区的传承

郝苗苗

[摘 要] 本文以史料和口述史分析为依据, 剖析了台湾国民党军中将领王叔铭将军为京剧艺术在

台湾的传承和发展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这位国民党将领为中国京剧传承和传播所做出的贡献迄今罕为人

知, 值得记述和世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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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叔铭 (1905—1998), 出生于山东诸城, 曾先后出任

国民党空军第五路司令官、 国民党空军总司令, 为国民党

的空军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
王叔铭将军更为引人注目的, 并非只有他的军旅生涯, 而

是他为京剧在台湾的传承和传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一、 王叔铭将军与台湾京剧表演专业组织的创立

在笔者首次赴台进行田野考察时发现, 每逢谈及京剧

在台湾的发展, 台湾人都会提及两个人: 齐如山与王振祖。
不可否认, 两位先生对京剧在台湾的发展影响甚远。 前者

是京剧表演理论的集大成者, 后者开创了台湾复兴剧校和

儿童京剧。 然而, 在研究文献资料和赴台京剧伶人口述史

的过程中, 笔者发现: 若论京剧在台湾真正生根落地, 却

与另外一个并不为大家所关注的人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
这个人就是国民党将领王叔铭。 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没有王叔铭将军, 就没有大陆赴台京剧伶人的艺能交流平

台, 就没有台湾当地自觉培育京剧名伶的意识, 也就没有

京剧在当代台湾的受众之广和蓬勃生机。 而这一切, 还要

从 20 世纪 40 年代说起。
“三六年 (1947 年) 北平时局很乱, 我们只好睡戏院

躲着, 后来听说门前有国民党伞兵招兵, 月薪十六银元,
六菜一汤、 五年退伍, 于是大家一招呼都去投效伞兵……
到南京时有二十多位演员。 司令对我们戏曲艺人很好。 总

统来校阅时也特别接见我们, 叫我们多劳军, 而且加发一

笔奖金……还好我们可以拍戏休息……这个单位演员一吆

喝, 凑起来唱戏, 边唱边往南走。 时局虽乱, 生意还是不

错……” [1]从这段京剧名伶孙元彬的口述历史, 可以窥见如

下端倪: 其一, 大量京剧伶人因时局混乱加入了国民党军

队以求谋生; 其二, 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时已有 “以戏劳军”
的传统。 这种以戏劳军的传统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撤退而转

移至台湾。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 热爱京剧的台湾军中将领

王叔铭将军最早发现了军中的京剧人才, 在他的主持下,
调动了军队中的朱世友、 马元亮、 孙元彬等大陆伶人, 并

汇聚了台北的京剧演员苏盛轼及从冈山飞虎剧团的京剧演

员马桂甫等, 而在 1950 年最终主持成立了台湾第一支以京

剧表演为核心的正规机构 “大鹏剧团”。
由于 “大鹏剧团” 在诞生之初就处于体制之内, 加之

位于台北的地缘优势及演员影响力极强、 权力阶层支持的

人缘优势, 使得 “大鹏剧团” 的生存和发展并不艰难。 然

而, “大鹏剧团” 诞生之意义并不仅限于标志着台湾第一个

以京剧表演艺术为核心的专门表演组织之成立, 更为重要

的是, 它为正宗的大陆京剧艺术在台湾真正落地生根提供

了一个平台。 正如朱世友先生曾如此回忆 “大鹏剧团” 成

立后的京剧表演情况: “大鹏多排富连成班的戏, 因为队里

富社的人多, 各有专攻, 一凑就是一出。” [2]

此外, 综观这个军中剧团的演员结构 (朱世友、 马元

亮、 孙元彬、 马荣利、 赵荣来等), 并不难发现, 该团的京

剧艺人大多出身著名京剧科班富连成、 鸣春社、 荣春社等。
其中, 朱世友出身梨园世家, 自身也是富连成科班的优秀

弟子。 马元亮、 孙元彬同样出身于富连成科班, 为 “元”
字辈。 而后两者则是荣春社的名伶。 这样的演员结构, 不

仅能够将非常正宗的大陆京剧表演艺术引入台湾, 也为不

同京剧科班的艺术风格之交流融合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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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还有荣春社、 鸣春社的人, 有的戏三个科班都有, 加起

来就是一出戏……” 在 “大鹏剧团” 的影响下, 其他军中

剧团纷纷成立, 如 “陆光国剧团” “海光国剧团” 等, 极

大地推动了京剧在台湾的发展, 更为京剧在台湾后续的在

地化发展奠基。

二、 王叔铭将军与台湾本地京剧人才的自觉培育

“大鹏剧团” 的演员结构之优势不言而喻, 然而, 王叔

铭将军却是感受到京剧在台湾发展之危机的第一人。 “本以

为在台湾培养京剧人才可难着了” 便是齐如山先生与王叔

铭将军对当时台湾京剧表演后继无人之情景的论断。 可见,
王叔铭将军早已明白培养新生代京剧小演员的意义之重大。
然而, 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 台湾社会对戏子持有一定的

偏见, 让孩子 “做戏子” 并非一般家庭所可以接受的。 鉴

于这种情景, 王将军亲自出马, 以空军司令的身份先后说

服了大量具有表演天赋的孩子的父母。 与此同时, 王将军

最早发起了对有京剧天赋的台湾少年之专门培育, 这也便

成就了后来培育出的台湾本地第一位京剧旦角名伶徐露。
徐露也曾回忆那段被专门栽培的历史: “齐公公特别带我到

罗斯福路的一个空军单位, 介绍我认识王叔铭伯伯……我

把会的都拿出来唱一遍。 他们兴奋极了, 齐公公说 ‘在台

湾是可以培养京剧人才的, 本以为台湾可难着了’。 大鹏就

已经正式决定要栽培我……初一、 初二那两年, 苏盛轼、
刘鸣宝老师每天都来家里教我……直到初三我才正式到大

鹏去学。” [3]

随后, 将军又着手推动组建了第一支军中正规培养台

湾本土京剧小演员的京剧幼年班——— “小大鹏”, 并聘请

“大鹏剧团” 中年长的大陆京剧名伶为师。 为了拓展学员,
王叔铭将军尽己所能地支持着 “小大鹏” 的发展。 在他的

努力下, “小大鹏” 对所有的京剧小学员免除学费, 还酌情

发放零用钱。 由此也吸引了一大批家境相对贫寒的台湾孩

子投身京剧艺术的学习与传承。 对此, 王安祈先生亦有评

述, “王叔铭将军对台湾京剧的贡献, 不仅在剧团的组织,
更在人才的培育, 这样的作为虽然是以个人京剧喜爱为根

据, 但更是站在当时军中广大京剧戏迷人口的立场所做的

考量”。[4]

“小大鹏” 是台湾本地第一个京剧儿童人才培育的摇

篮, 标志着台湾对本地京剧人才进行自觉培育的开端, 实

现了台湾京剧演员培养的在地化, 更为重要的是, 该班栽

培出的台湾第一批京剧名伶古爱莲、 张富椿、 陈良侠等人

为后来京剧在台湾的传播贡献深远。
此外, “ 小大鹏” 的成立及其训练举措对其他军中剧

团均有影响, 使得其他军中剧团也纷纷着眼于下一代演员

培养而着手创建 “小儿班”, 这一时期兴起的 “小儿班”
先后有: “陆光幼年班” (小陆光)、 “海光幼年班” (小海

光) 等。 显而易见, 在王叔铭将军的引领和推动下, 台湾

京剧新生代演员的培养也被投注了极大热情, 而这些都为

京剧在台湾真正地落地生根奠基。
今天看来, 王叔铭将军所做的一切, 对京剧艺术在台

湾的传播与发展意义非凡。 无论是其为京剧伶人搭建演出

交流平台、 建立军中剧团之创举, 还是培育台湾本地专业

京剧小演员的创新, 都深深地影响着京剧艺术在台湾的传

承和发展, 是值得后人称道和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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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 “西安鼓乐暨丝绸之路

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西安音乐学院举行
2016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 2016 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 “西安鼓乐暨丝绸之路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西安音

乐学院举行。 研讨会共分为西安鼓乐传统曲牌展演、 西安鼓乐素材创作音乐会、 西安鼓乐暨丝绸之路音乐学术研讨三个

单元, 由文化部、 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 陕西省文化厅、 民进陕西省委、 西安音乐学院共同承办。
西安鼓乐暨丝绸之路音乐学术研讨邀请了来自法国以及来自我国台湾等各地的四十多位专家、 学者, 举办了 “西安

鼓乐音乐文化” “丝绸之路音乐文化” “西安鼓乐素材创作” 三场主题学术报告会。 此次 “西安鼓乐暨丝绸之路音乐国际

学术研讨会” 的举行, 充分体现了西安音乐学院坚持特色发展、 高地建设、 国际视野的办学理念。
作者: 闫若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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