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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闽剧连台本戏
撰文／王晓珊

“连台本戏”是中国戏曲剧目的一种．顾名思义，即多本连

台演出，或由多部整本戏构成，或把一部全本戏加以延长，一般

每天演出一个整本并连续演出许多天的长篇剧目．近现代以

来，人们提起连台本戏一般指的是始于清中叶、以海派京剧为

代表并辐射到各地方剧种中的连台本戏．它们具备以下几个特

点：首先是超过一部全本戏的长度．一般是两本以上．每本都是

自成起讫的一出大戏；其次是情节连续，故事曲折．人物众多，

行当齐备，有文有武，排场热闹；其三是多演长篇历史演义和武

侠、神话故事题材，一度也很流行演绎现实题材的故事：其四是

在新式舞台上演出，服装华丽，搭配炫目布景。本文所要讨论的

闽剧连台本戏就属于这样的剧目类型。

长期以来。人们对连台本戏褒贬不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经

过戏改．连台本戏的演出减少许多．这一方面是由于演出环境

的变化，一方面也和连台本戏自身的衰败有关系．但是各剧种

还是有许多优秀的连台本传统剧目保留下来。近年来．还有一

些新排的连台本大戏在城市舞台上演出，如京剧连台本戏《狸

猫换太子》《宰相刘罗锅》、越剧连台本戏《甄娠传》等。在闽剧发

展史上．连台本戏也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

期至50年代，基本上占领了闽剧舞台近四十年．其创作的繁

荣、演出的活跃．都远远超过单本戏．目前常演的闽剧连台本戏

有《甘国宝》《狸猫换太子》《孟丽君》等。

一、闽剧连台本戏概述

闽剧连台本戏最初的剧目基础是江湖戏中的历史演义剧、

以及从徽班、京班移植来的一些剧目，20世纪初，这些剧目被

改为连台本戏演出．算是闽剧自发的连台本戏。之后还有直接

从上海京班移植来的连台本戏以及闽剧班社剧师编创的新的

连台本戏。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闽剧连台本戏伴随着机关

布景的兴盛形成热潮，这种兴盛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期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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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台本幕表戏．大大扩充了连台本戏的篇幅和规模．原来三、四

本的戏，可以演到几十本。使得连台本戏的发展有些失控，并在

40年代末逐渐走向衰败。尽管如此．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

到50年代初期。连台本戏一直是各闽剧班社主要演出剧目。50

年代初，福州仍然还有连台本戏上演，如三赛乐班演出《三会桃

花剑》三本，赛天然班演出《三盗夜明珠》三本。80年代以后，有

些剧团又上演经过重新整理或新创作的连台本戏如《狸猫换太

子》《孟丽君》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但总的剧场效果和上座率

都已经大不如前．闽剧连台本戏的发展也告一段落．

在闽剧发展最鼎盛的三十年间．连台本戏是各个班社最主

要的演出剧目．因此数量很多．尽管有不少曾经上演过的连台

本戏剧本佚失．但保留下来的剧本仍然很丰富．大约有一百多

种，目前在《福建戏曲传统剧目索引》一至五册中保留了闽剧连

台本戏48种156本．在福建省艺术研究院保留的闽剧连台本

戏抄本约有68种297本。这些剧目可分为历史故事、仙侠故事、

传奇故事、时事题材故事、本土题材故事等不同类型。

(一)历史故事剧目大多取材于章回小说．包括历史演义、

传记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岳飞传》等。常演

的闽剧连台本历史戏有《秦始皇》《甘露寺》《花和尚》《桃花扇》

《岳飞传》《杨家将》《孙庞传》等，其中《岳飞传》是影响比较大

的．它是闽剧最早演出的连台本戏之一。还有一类历史戏只能

说与历史人物相关．但故事情节与史实不符．即使与传奇小说

相比出入也很大，例如《戚继光》《康华瑞》(乾隆下江南)、《郭子

仪下山》《杨娥传》(九龙池)、《隋炀帝看琼花》等。还有一类历史

戏是将许多情节复杂的故事附着于历史人物身上．勉强称为历

史戏．由于这一类剧目采用的是公案戏系列剧的形式．也可以

将一整个系列以某案命名，例如《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

《林公案》等。这些剧目均来源于小说以及福州评话本，有些剧

目内容包含许多侠客的故事，也可当武侠传奇剧来看待。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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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淑琴、豫小玉演《孟丽君》中洞房一出

演得最火的是赛天然班的《彭公案》与新国风班的《施公案》，人

物角色、服装道具、机关布景均不分上下，观众称为“二公赛台”。

(二)仙侠故事剧目。这一类剧目在闽剧连台本戏中占很大

比例．包括武侠和神话传说两个类型．一部分取材于传统章回

小说，如《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西游记》等，一部分来自民

间故事。讲述绿林英雄、江湖侠客故事的剧目有《白玉堂》(七侠

五义)、《十三妹》《少林寺》《铁珠访晏海》《绿姑女侠》《八大剑

侠》《樊梨花》《巫山双蝶》《宝剑金钗》《红莲教》《朱光龙》《淡月

疏星》(阴阳双合剑)、《荒江女侠》《四幅锦裙》等。除了常见的

《白玉堂》《十三妹》《樊梨花》等取材于长篇章回小说的剧目外，

一些剧目则改编自近代坊间的武侠小说，如《八大剑侠》取材于

“血滴子”的故事，《宝剑金钗》讲的是李慕白和俞秀莲的故事，

这一类的剧目与《十三妹》《白玉堂》相比，更具现代气息。

仙侠戏的另一种类型则是纯粹的神话传说．它们有的来自

章回小说如《封神演义》《西游记》等，有的来自民间故事和传

说。常演的有《封神榜》《济公案》《西游记》《陈光蕊》《盘丝洞》

《十粒金丹》《目连救母》《妈祖出世》《观音十八难》《刘香女游十

殿》《唐太宗游十殿》《人道》等。其中《刘香女游十殿》是较有名

的剧目。

(三)传奇故事剧目。这一类剧目没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主

要以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戏里人物众多。行当齐备，场面也很

丰富，适合各班社全面展示自己的实力。常演的有《八美楼》《云

翎燕》《宏碧缘》《天豹图》《鸳鸯梦》《英雄泪》《秋泪》《花会传》

《梁天来》《粉妆楼》《柳暗花明》《三门街》《六美图》《孟丽君》《王

华买父》《忠臣血》《四香缘》《两驸马》《铁血红颜》《闹菊园》等，

《梁天来》是这类传奇故事剧目的代表。该剧是严天铎与郭犬命

等人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为闽班三赛乐合作编写的连台本

戏．共八本，基本是传统公案戏的模式，但剧情曲折，人物性格

突出．演出后很受观众欢迎．并捧红了不少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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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了古装戏。闽剧连台本戏中还

有不少时装戏。闽剧连台本时装戏主要受

上海文明戏的连台本戏以及海派京剧的时

装连台本戏的影响。闽剧演出时装连台本

戏．表明它在变革时期汲取西方戏剧形式

的营养，尝试调节观演关系．为寻求剧种自

身与新时代最佳契合方式所做的努力．闽

剧时装连台本戏常演的有《夜光杯》《宦海

潮》《恶家庭》《新茶花》《张汶祥刺马》《养媳

恨》《阎瑞生》等，这些剧目是文明戏(或话

剧)、海派京剧、闽剧三者共有的剧目，其中

《夜光杯》(四本)影响最大。

(五)闽剧连台本戏除了改编单本戏，

移植海派京剧外．有不少是由各班社剧师

编创韵。比较出名的闽剧连台本戏作者有

严天铎、朱丽泉、郭犬命、李廷元、十三司

(师)、林飞、晋响亭等。严天铎的作品如《梁

天来》《夜光杯》等很有名，此外还有《审黄经》(二本)、《青云寺》

(二本)等。朱丽泉、郭犬命都是经验丰富的剧师，熟悉闽剧唱腔

曲牌，擅长福州方言的戏剧性表现，他们编的连台本戏《四香

缘》《松江府》等都很受观众欢迎。林飞是创作连台本戏最多的

剧师之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创作整理改编不少连台本戏

如《八大剑侠》《四进士》《闹菊园》《天豹图》《绿姑女侠》等，都十

分卖座。晋响亭最有名的作品是《少林寺》《六美图》，李廷元的

《八美楼》、十三司的《甘国宝》也是至今都很有影响的连台本

戏。

闽剧连台本戏中还有一部分取材于福州本土历史人物和

民间故事，如《甘国宝》《陈靖姑》《周艳冰》等。《周艳冰》取材于

章回小说《闽都别记》，共有两本。《陈靖姑》是七本连台大戏，与

福州地区的临水夫人信俗有密切关系．戏里的情节部分取材于

小说《闽都别记》，还有的则来自民间信仰衍生出来的传说故

事。闽剧连台本戏《陈靖姑》是夫人戏中较为特殊的一种，民间

信仰色彩淡薄而娱乐色彩较浓．有仙侠戏的特点．以机关布景

著名。《甘国宝》最早是剧师十三司编写的单本戏，后来扩充为

连台本戏，连台本戏《甘国宝》的大部分故事情节来自评话本

《玉提刀》共六本，讲述甘国宝从一个补鞋小匠人成长为一代名

将，官封九门提督的故事，戏中不少场面都脍炙人口，其中《王

莲莲拜香》等经过不断的演出实践，演变为闽剧经典剧目。

二、闽剧连台本戏的发展与闽剧都市化进程

连台本戏有曲折的故事情节、热闹的场面、诸多名角的联

袂演出等要素．也需要相当的物质基础，因而它是戏曲发展特

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闽剧连台本戏的产生有外在的原因．同时

也是闽剧剧种自身发展的需求，它带有特定的时代气息．是闽

剧都市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和主要表征。

(一)闽剧连台本戏产生与发展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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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20世纪20至30年代．

福州城市商品经济发展良好．促成福州市民阶层崛起和市民文

化的兴盛，也伴随着娱乐业的兴盛。福州开放、时尚的城市个性

与品格反映在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中．则表现为新异锐进的变

革思想和商业社会的物质主义观念．在大众娱乐文化消费方面

追求真实化、视觉化、通俗化以及不断的创新，这一切是闽剧连

台本戏产生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时代环境。

其次．从闽剧观众的观剧心理和习惯方面来看．闽剧虽然

一向标榜自己“宗自元之词曲”．也具备有文人戏曲特征．但是

闽剧在“三合响”后真正形成一个剧种也不过在辛亥革命前后．

历史文化积淀不是特别深厚．更重要的是福州的主流文化是市

民文化．在审美口味和观剧心理上更倾向于新奇刺激．福州观

众历来重扮相、重做工、重服装，追求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追

求舞台景观的新奇华丽．满足于荡心娱目的演出．因此相对于

折子戏而言。故事情节完整的本戏更受欢迎，以情节跌宕起伏、

机关布景新奇炫目著称的连台本戏更是成为观众追捧的对象。

其三．从演出环境来看．当时福州已经具备有演出大型连

台本戏的物质基础．连台本戏代表近代娱乐商业文化发展的一

个高峰．其产生和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新式

舞台以及舞美技术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民国初．福州就有新式

剧场“游艺戏园”。随后又有“第一舞台”、“瀛洲戏园”(后改名

大新舞台、大光华戏园、大中华戏园)、“新舞台”、“大舞台”、“大

乐舞台”(后改名乐舞台、大世界、大罗天)等新式剧场陆续兴

建，后来又建了“新世界”、“南华戏院”、“大声舞台”、“歌舞台戏

园”、“天声戏院”、“新光戏园”等。福州戏园演剧呈现出一派繁

荣的景象。东街口“文艺剧场”和台江“天华戏园”更是福州最有

名气的戏园，闽班乐大观的连台本戏《济公大破猩猩关》、闽班

四赛乐的连台本戏《宏碧缘》都曾在“天华戏园”演出．观者如

云。①新式剧场为闽剧连台本戏的演出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

础．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传统的演剧内容和演出方式都形

成了巨大冲击。首先，演出环境和观剧条件的改善凸显了演员

的重要性．也使得舞台演出与视觉相关的因素得到了强化．重

做工、重场面、重服装、重布景的连台本戏应运而生。其次是布

景．只有借助新式舞台．当时新潮的学习西式舞台建立起来的

写实性的布景才能更好推广．尤其是机关布景．没有新式舞台

硬件设施的支持．本身就带有许多科学与技术内涵的机关布景

根本无从展现，是新式舞台的时代才把机关布景推向了极致．

也才有连台本与机关布景携手推出的“大制作”。

其四．是海派京剧的影响。对于闽剧来说．无论怎样估计上

海京班的影响都不算夸大。福州的观众历来趋时好异、对于代

表流行与时尚的“上海模式”表现出衷心的欢迎．连台本戏作为

商业娱乐文化的突出代表．受到海派京剧的影响更深。人们把

(D参见刘阚生《闽剧演出场所的历史沿革述略》，《福建艺术))2010

年第3期。

机关布景与连台本戏联系起来作为海派京剧的特色．这几乎也

可以用来形容闽剧。只是闽剧连台本发轫迟于上海京剧。《上海

京剧志》以及《上海京剧连台本戏筒表一一<申报>演出广告辑

录》辑录了自1872年至1949年期间在上海演出的大部分连台

本戏剧目．将它们与现有保存的闽剧连台本戏剧目(不包括佚

失的剧目)相比较，大约有四十多种剧目是相同的，如《盘丝洞》

《封神榜》《三门街》《济公传》《粉妆楼》《宏碧缘》《王华买父》《彭

公案》《施公案》《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唐皇游地府》《白玉

堂》《隋炀帝看琼花》《张汶祥刺马》《阎瑞生》《松江府》《破腹验

花》等。这四十多种剧目的来源分三种情况：一是闽剧江湖戏早

期的剧目．后来各班社看到连台本戏景好就改成连台本戏演

出，如《天豹图》《柏玉霜》《斩晏海》等，以历史演义或武侠传奇

类的居多。二是早期闽剧移植了徽班、京班的剧目，后来改成连

台本演出，如《四进士》《甘露寺》等。三是直接移植或改编自上

海京剧．或者闽剧剧师根据相同故事再编创的剧目．演出的内

容和本数都有缩减或增加。

除了剧目移植．闽剧连台本戏在演出方式、舞台表演方面

也受到海派京剧的冲击，这种影响并不完全体现在唱腔、动作

程式上．更多在于一种观念的渗透和方式的改变．表现为重扮

相、重做工、重场面、偏写实化的表演方式。海派京剧与北京的

京朝派相比，更注重做工。闽剧连台本戏也一样重做工、重场

面．不喜欢闽剧的人士往往以此作为批评闽剧太浮夸的理由．

认为闽剧过于“重色”。而且闽剧连台本戏有不少是时装戏．那

些建立在古装基础上的特有的程式如甩发、水袖等都不再用

了，和舞台相适应，表演比较写实．这也是海派京剧所特有的表

演特点的影响。海派京剧与以正宗自居的京朝派相比．最受争

议也最受诟病的是表演．上海舞台上演出以真刀真枪、火爆刺

激著称．这种特点的形成自然是和观众的消费心理有着直接的

关联。闽剧连台本的演出也带有这种火爆的风格．新赛乐、旧赛

乐等班社几次去台湾演出．都是以“博风”的武戏、真刀真枪的

演出为招牌。有批评者认为闽剧在“举步、行台、姿势、做工”等

方面都“不及平剧”，但也承认闽剧“武技略具特色”。②

重扮相自然也重服装和化妆．一般传统戏曲强调的是“宁

穿破，不穿错”，但海派京剧的戏服却是新颖别致，力求美观，化

妆亦是如此。闽剧连台本戏也很是追求服装的鲜艳亮丽．班社

或艺人在添置服装方面费钱不少．戏服算是排新戏的一大预

算．而戏园定戏也将服饰华美与否当做定戏资的一个条件．新

国风班演连台本《白玉堂》，服饰刺绣别出心裁，剧中“山西雁”

徐良(林务夏扮演)全身的衣帽都绣上飞雁，“御猫”展昭、“陷空

岛”五鼠等六个角色的服装，也都按动物形象加以刺绣．猎奇斗

巧．演出后轰动榕城。

舞美方面学习海派京剧．重视华丽布景就更不必说．闽剧

(D《闽剧管窥》《福建戏曲历史资料》(三辑)，福建省戏曲研究所

1961年9月编印．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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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关布景最初就是传自上海，经俞鸿冠、贺逸云、林景籁等闽

剧布景师发扬创新．机关布景在闽剧连台本戏中大放异彩。而

以上这些布景师又经常在上海为各大舞台新排的各种剧目设

计机关布景．其间福州闽剧与上海京剧在舞台美术方面的交流

不断加深．机关布景领舞美潮流先锋，闽班各班社演出连台本

戏都会打机关布景的广告．戏单上不厌其烦地渲染机关布景的

新奇炫目．各班社到上海、台湾等地以及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

国家演出，除了演员年轻、服装鲜艳、武打出色之外，最重要的

还是以机关布景吸引观众。

(二)闽剧连台本戏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因素

除了以上各种外部环境的影响．闽剧连台本戏的产生和发

展也是闽剧剧种自身发展的需求。连台本戏的产生有一个先决

条件：即长期稳定的观众群和活跃的商业文化气氛。唯有如此，

才能保证市场．班社也才肯投入资金排演。当然还必须有招牌

明星、编剧高手，外加一套齐整有实力的角色配置，才能保证演

出成功。所有这些都表明闽剧都市化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首先．闽剧班社已发展成熟，具备演连台本戏的实力。连台

本戏人物繁多．角色行当齐全．非有一定实力之大班演不成大型

连台本戏．连台本戏不仅在前台需要大批演员，还需要乐队、布

景师等．还要有大量幕后职员，单是布景，在安置、切换布景时

进行的工作就需要多人来完成。因此其演出的首要条件仍然是

班社的演出实力。

闽剧自辛亥革命之后获得极大发展．到20世纪20—30年

代．闽剧班社已经发展成熟并不断壮大。据记载，闽班新赛乐

1924年赴台湾演出所带的演员阵容是：旦角有曾元官等8人．

文武生有郑斌官等5人．老生有陈瑞瑞等4人，老旦有妹官等

2人．花脸有陈庆福等6人，丑角有黄宝官等3人，乐队有林家

辉等7人．以及布景师等后台工作人员若干，演出《八美楼》《狸

猫换太子》等22个剧目，在台湾演出三个月，赢得“空前绝后”

的牌匾．载誉归来。①这是出省的演出．为节省旅费，许多演员身

兼数职．但还是有这样的阵容。1928年，闽班新赛乐赴新加坡

演出，带有各行当演员、乐师、管戏师父、布景师以及工作人员

共七十多人．在新加坡小坡“同乐园”剧场，连台本戏《陈靖姑脱

胎祈雨》《刘香女游十殿》《火烧碧云宫》等都是连演七场，“主要

原因是：(1)演员年轻，都在二十岁左右。(2)行当齐全，生旦丑

末净都有．大多数演员还具有一专多能，如小生兼须生，小生兼

小旦，大花兼二花、三花，文生兼武生。(3)基本功扎实，主要演

员都是‘新赛乐’科班出身，⋯⋯演出《铁公鸡》时，二十四开门，

真刀真枪．观众看了惊心动魄。(4)机关布景。⋯⋯”②事实上，除

了新赛乐、善传奇、旧赛乐、赛天然、三赛乐、庆乐然等有名的班

社，四赛乐、新国风、复兴班等班社也都很有实力，具备演出连

①林家辉、黄珊惠、黄细悌、陈秋如、张秋藩讲述，唐崇煊记录《续

谈闽剧的分布情况一一出省台湾》，《闽剧历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福州

闽剧院1963年2月编印．

②罗舁林桢藩《福州闽剧班赴国外演出情况》，《闽剧志》(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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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本大戏的能力。

其次．闽剧连台本戏的产生和发展也是闽剧自身发展到兴

盛时期的剧目需求。闽剧自“后三合响”之后。发展一直很迅速．

及至20世纪20—30年代．闽剧已经真正完善和成熟起来．完

全发展成为一个城市化的剧种。《闽剧管窥》记载，福州“所有的

戏院都让闽剧占据着，其实还不仅如此，闽海十县，福宁七县，

以及闽北古田、屏南各县，均为闽剧世界，他们的班数有数十

个．直接靠此生活的总有好几千人．他们每班各拥有人马自数

十人至百余人不等⋯⋯它(闽剧)在福州四十万人口中．是市民

们不可缺少的娱乐。”③虽然《闽剧管窥》的作者对闽剧基本上持

贬抑的态度．认为闽剧难登大雅之堂．但仍然惊诧于闽剧的繁

荣和闽班的兴盛。这种情况下．出现班社众多与演出剧目紧缺

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剧目是一个班社的立足之本．也是评估

一个戏班等级的重要标准．一个班社无论到城镇或乡村演出．

总需要备上十几个或二十几个剧目．才能有满足戏东挑选的戏

单。一个没戏演或缺戏演的班社．演员表演再好都难以保持一

等班的地位．连台本戏可以就一个故事连绵不断地演下去．在

剧目体式上就大大缓和了“剧目荒”的问题。此外，和传统单本

戏相比，以历史故事、武侠传奇、时装新戏为主要内容的连台本

戏在题材内容方面也极具优势．传统单本戏的结构往往大同小

异．不外乎“小姐游花园．公子中状元”或者“奸臣迫害，满门抄

斩，公子报仇，重振家园”的套路．连台本戏生动曲折的故事情

节给闽剧观众带来新鲜感．编演连台本戏是解决剧目少缺最有

效、最有利的手段。

其三，已有的剧目基础。闽剧儒林戏、江湖戏、平讲戏积累

了许多剧目，同时还从徽班、京班等其他剧种移植了不少剧目，

这些数量众多的传统单本戏．尤其是历史故事、侠义传奇、民间

传说等类型的剧目都是连台本戏的丰厚的剧目基础．许多连台

本戏就直接改自传统单本戏，如《梁天来》《天豹图》等。连台本

戏还有一个剧目基础就是幕表戏．幕表戏在形式上更接近连台

本戏。幕表戏的流行源于闽剧的一种演出方式叫做对台戏．就

是两个班社竞赛演出。早期闽剧对台戏的幕表戏有一个要素就

是演出时按朝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先后演下来，某种意

义上已具备连台本戏的形式．如果是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历史

人物按时间顺序先后演上几本戏．也就是连台本戏了。福清江

湖班很早就开始演出连台本戏．就是得益于幕表戏的演出。以

幕表戏为过渡基础．连台本戏的演出形式渐渐地为班社和观众

所认同．进而更大范围推广。后来再吸收海派京剧的演出形式，

连台本戏最终形成热潮．此后更有连台本幕表戏将连台本的发

展推向另一高峰。

其四．在舞台美术方面也已经具备有演出连台本戏的能

一)，福州市文化局《闽剧志》编辑部1984年9月编印，第57页。

③《闽剧管窥》《福建戏曲历史资料》(三辑)，福建省戏曲研究所

1961年9月编印，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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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连台本戏真正发展到兴盛时期，总离不开机关布景，有些连

台本戏或许不需要机关布景．但是一个班社如果没有机关布景

设计能力．那就谈不上真正具有演出连台本戏的实力。如上所

述．机关布景来自海派京剧．但闽剧机关布景自成一派，不论技

术创新还是艺术想象都比得上甚至胜过海派京剧的布景。福州

布景大为发展，不仅在福州、上海、苏州、广州、台湾等地的班社

演戏常聘闽剧布景师．就连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暹罗(泰

国)等国的戏班也聘闽剧布景师。当时福州一等闽剧班社，基本

都有自己的布景师，除了李燕友、俞鸿冠、贺馨如、贺逸云、林景

籁等有名的布景师外，还有郑斌、郑鹤鸣、黄霖宝、林子祥、林森

官等布景师．更不用说许多班社不知名的布景师。福州布景已

发展成为一种新兴行业．名布景师大都离开戏班．自行经营“绘

幕社”等。例如“连江派”布景师贺逸云和林景籁有“建星美术绘

幕社”．“福州派”大师俞鸿冠也有自己的绘幕社。他们为全国各

地如上海、杭州、长沙、南京、苏州、天津、广州等地以及东南亚

各国的戏剧班社设计布景。俞鸿冠受上海丹桂舞台、大世界、共

舞台、天蟾舞台聘请，为海派京剧《开天辟地》《彭公案》等剧目

设计了大量复杂奇妙的机关布景。贺逸云长期与周信芳合作．

为《封神榜》等剧目设计的机关布景可称得上巧夺天工。总之，

福州布景业十分兴盛．有大量人才．有全国乃至东南亚一流的

高超技术．这无疑是闽剧连台本戏演出的最有力的技术支持。

三、闽剧连台本戏的特征及意义

闽剧连台本戏的出现是闽剧都市化发展的产物．也是在福

州娱乐商业文化极大发展的条件下．剧种发展的一种主动选

择．表现了闽剧剧种自我革新以及适应时代发展的能力。连台

本戏以新颖的演出方式、丰富的舞台表演、数量众多的剧目以

及持续三、四十年的影响力．推动了闽剧的变革与发展，引领闽

剧进入全盛时期．

(一)闽剧连台本戏的独特演出形制体现了充分都市化的闽

剧对观演关系的成熟商业化处理．它能够抓住观众的审美期待

与审美兴奋点．准确判断观众需求．并成功使观众把这种期待

和需求转化为消费行为．发展成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娱乐商业运

行机制．闽剧连台本戏在处理观演关系方面的优势表现在连台

本戏吸引观众的能力．也表现在连台本戏在剧目长短、情节内

容、表演细节等方面的灵活应变。首先，和单本戏相比，连台本

戏往往一个剧目一演数日、甚至半年，它不断延伸的情节和人

物关系牢牢地吸引住人们．使人欲罢不能。它打破了单本戏的

时空局限。一般单本戏的演出时间为--d,时左右．戏剧矛盾的

发生、发展、高潮直到结局只能在这有限的时空范围内终结，而

连台本戏少则三、四本．多则十几本，演出时间增加了几倍、十

几倍，容量比单本戏大许多。因此，连台本戏具有内容丰富、故

事情节曲折复杂、戏剧矛盾尖锐、悬念强烈等特点，紧紧扣住观

众心弦。连台本戏连接观众、班社、剧场，组成一个完整的市场

运营体系。当年《梁天来》的编剧严天铎被聘往泰国，观众们看

不到续集．闽班三赛乐差点断了财路．“大中华”等戏园也十分

着急。后来严天铎在泰国赶写续集寄回国．最后又经不住三赛

乐老板再三恳求．终于提前回国。这时的连台本戏已不仅是一

个长篇故事．它已经是福州市民的“文化大餐”．是他们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

其次．连台本戏高度依赖舞台．随时根据观众的反应调整

演出本数、情节内容。以适应市场的需求。例如闽班演“高台戏”

或去往乡村“出水”演出时，剧目演出往往要“缩水”．如果是连

台本幕表戏．那么其灵活度则更高。闽剧连台本戏不仅根据观

众反应缩减或者拉伸演出本数．还有情节的增删．在某些观剧

效果特别好的地方．还会有细节的丰富与扩充．这也是许多连

台本戏即使不再演出．往往也会沉淀出特别受观众欢迎的单本

戏和折子戏来的原因。因为它们根据演出环境和时机．以突出

的剧场意识和效能原则，灵活自如地演绎剧目形式的变化．快

速捕捉观众的趣味反映．使观演两方面最大限度的契合获得了

某种可能．

(二)连台本戏促进了闽剧剧种本身的提高与发展．它推动

了闽剧舞台表演的规范化、体系化．进一步向综合艺术的道路

上发展。其表演方式有革新创造，舞台美术方面采取写实、立体

的布景，灯光道具也应用现代技术。尤其是机关布景．使得闽剧

的舞美艺术发展达到新高峰．

周信芳曾总结出一句话说“连台本戏既出人又出戏”。连台

本戏好看，同时也能锻炼演员、成就演员。连本戏的魅力不光体

现在剧情上．演起来也很过瘾。因为连台本戏要求剧目内容要

有号召力．容量大，故事曲折，非一般单本戏可比。它在结构布

局上是多线索的．这就为它在广阔的背景上展现社会生活提供

了条件，同时也决定了连台本戏必然是“群戏”的格局．人物众

多且身份不同，必然要求表演方法、表演方式的不同．这对于演

员熟悉各个行当，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有些连台本戏如《封神

榜》，由于角色众多，几乎所有的演员都必须在一场戏中饰演两

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角色，时文时武．时老时少．这对演员而言是

一个压力．也是锻炼基本功的机会．

事实上．闽剧艺人无不经过连台本戏的历练才成才．一般

年纪小的演员就在连台本戏里演孩生．例如倪小玲学艺初成就

在《封神榜》中扮演殷洪，著名花脸演员王安安在《施公案》中饰

演潘福官，由此慢慢懂得演戏。尽管连台本要有名角阵容．但人

物众多．演戏经验多一些的就可以演连台本戏中的其他各种角

色，不分文武、老少、男女，所以闽剧很多演员都是“一专多能”，

能演旦角也能演生角，会文戏也会武戏。像倪小玲．除了演《封

神榜》孩生，还演《天豹图》里的文武小生、《秘书楼》里的花旦

等。李旦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当红的闽剧旦角

之一，他学艺及成名的时间都是连台本兴盛的时期．因而连台

本戏于他有重要意义。他进闽班赛天然后，首次在《八大剑侠》

中演青衣就大受好评，奠定自己在班中地位，之后演出《四进

士》《三娇院》《双救驾》《闹菊园》《朱奎斩侄》《两驸马》《云翎燕》

等连台本戏，表演细腻，唱腔讲究，戏红人也红。有的演员就是

在演出连台本戏时走红。名丑林务夏在《七侠五义》中演“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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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徐良，迅速成名。又在《梁天来》中演凌贵兴，奠定自己演文

丑的行当基础，后来连续演连台本《阎瑞生》《陈靖姑》都很受好

评。名旦郑奕奏饰演《八美楼》中苏小燕一角，只一套“拍马”动

作，四句『滴水1，就赢得满堂彩。有的连台本戏一下捧红许多演

员，如《梁天来》捧红了李铭玉、林务夏、李小白、刘小琴，他们后

来都成为闽剧名角。有的连台本戏中某个人物刻画得特别成功

还成为闽剧经典人物形象，如《西游记》中的猴王(詹传顺饰)、

猪八戒(薛文祥饰)，观众称“真猴王”、“真猪”。此外还有《甘国

宝》中的王莲莲、《阎瑞生》中的阎瑞生等。

其次．连台本促进了闽剧表演程式的细致、成熟化，使得闽

剧表演艺术更加丰富、形式多样。“一个连台本戏各本中，有正

剧、悲剧、喜剧，有家庭戏、宫廷戏，有文戏、有武戏，形式多种多

样。在表演艺术上．连台本戏不仅唱、念、做、打俱有，而且武术、

魔术、杂技兼备”，①这种丰富性、多样性是单本戏远不能比的。

连台本戏各本内容不同．形式不同，人物众多，要求演员行当齐

全．阵容整齐，而且行当分工更细，如生行就有正生、小生、风流

生、啼生、武生、半文武小生、孩生、老生等，老生又再细分为青

须、白须、花白，丑行三花按身份又分为破袄三花、短打三花、长

把三花等，各行当都有自己的一套程式和技艺。连台本戏兴盛

近四十年．使得闽剧表演艺术日趋成熟、规范，不少连台本戏都

留下经典表演范例。老生的表演如连台本戏《梁天来·截劫》中

的“三赶三追”．闽剧著名须生张江水饰演义士区元榜，表演三

追时分别用了“摇须⋯‘飘须⋯‘颤须”等手法．演技精湛。表现了

人物区元榜为避开凌贵兴截劫，内心的急切。又如人物对白，在

《梁天来．写状》中，张江水饰演施智伯，将四百多字的状词用

“连珠白”一气呵成．从缓、轻、低，到急、重、高，字字清晰，句句

响亮．最后如“闸门初放．瀑布倾泻”，“铿锵之声响彻梨园”。在

丑角的表演方面，林务夏在《花会传》中饰演张三槐，表演的“戏

猴”一折也极具特色．令人叹为观止。

连台本戏的舞台美术也更加丰富多彩。连台本戏的演出形

式和内容给机关布景很大的表现空间．闽剧机关布景人才多、

技术强．一时蔚为风潮。当时阵容豪华的连台本戏一般都要配

上最新奇的机关布景．追求“大制作”、“大场面”。我们可以说连

台本戏与机关布景是近代闽剧舞台上最壮观的场景．二者合力

推出了一道享乐主义和物质崇拜相伴的饕餮大餐．同时也将闽

剧都市化的进程推向高潮。闽剧连台本戏中常用机关布景且用

得很出色的剧目有：《刘香女》《陈靖姑》《白蛇传》《西游记》《十

三妹》《济公传》《少林寺》《白玉堂》《彭公案》《天豹图》《孔公案》

《施公案》《狸猫换太子》等。《火烧碧云宫》是三十六本连台本戏

《狸猫换太子》中的一本．其布景由林景籁设计，闽班新赛乐到

新加坡小坡同乐园剧场演出《火烧碧云宫》时，剧中的“火幕”设

计十分逼真．舞台上火烧三宫，满台烟火，一座座宫殿在“火海”

中倒塌．有的观众因为错觉以为真的失火，纷纷登台救火，连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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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队也赶到剧场。其他如贺逸云设计的《孔公第二案》中“黄河

决13”、《陈靖姑》中的“脱胎祈雨”等都是闽剧连台本戏机关布

景的典范之作．

闽剧连台本戏在人物化妆和服装方面也不断精益求精。尤

其是服装方面．追求鲜艳亮丽，质料多样，刺绣精致，图案新颖，

色彩艳丽。总的来说．服装用料从棉布发展到各色绸缎，以及乔

其纱、尼龙纱、喇叭布等，用料丰富也更科学。刺绣图案由图案

型转向结合花鸟造型．配色更写实．刺绣还与印花相结合。款式

更丰富．能够根据剧目特点设计除常见古装戏服以外的汉代服

装、清代服装：现代服装、少数民族服装、外国人服装等。在连台

本戏演出中，闽班善传奇首开服装奢靡风气，在《八美楼》中展

示刺绣全金线的八套武旦衣，其他时装戏、清装戏的衣服也是

全部绸缎新制．之后各班竞相效仿．五路蟒袍五路靠都纯用金

线刺绣．连手下龙套戏服也都是绸缎雇绣。各班社在服装上争

奇斗胜．后来舞台上甚至出现了用“暗扣”控制的可变形的生旦

服装．还有像形的婢女服装，例如辣椒形的婢女衣，瞬间变成石

榴形的。鞋靴也很讲究用各色绸缎刺绣，还要根据剧情搭配，因

此名旦黄荫雾(连台本《夜光杯》主演)私人的鞋子有一担，因戏

更换。头饰也富丽堂皇．除了金钗珠环等装饰外。主要旦角演员

还用珍珠绣出名字．挂在后髻之上．闪闪发光，一片珠光宝气。

(三)闽剧连台本戏在剧目建设方面对剧种的发展也有很大

的推进意义。首先数量众多的连台本戏丰富了闽剧的剧目类

型。对于剧种发展来说．能演各种类型的剧目才是发展成熟的

体现，连台本戏增加了不少时事戏、家庭戏，更多的是历史戏、

仙侠戏。其次．连台本戏剧目内容丰富．表演艺术水平高．很多

演出成功的连台本戏经过时间的淘洗．渐渐沉淀出优秀的本

戏、折子戏，成为闽剧的经典之作。如《甘国宝》中《王莲莲拜香》

成为闽剧市民戏的代表剧目．再经过历代表演艺术家的发展和

再创造．形成流派．而王莲莲也成为闽剧泼旦的代表形象。其表

演程式也经由每一次的演出而保存下来。还有一些连台本戏中

的一折常常被加工成为传统折子戏，例如《晏海探妹》就是从连

台本戏《铁珠访晏海》中保留下来。经由这些单本戏和折子戏，

连台本戏虽然不大演了．但其艺术生命力仍保持至今。

闽剧连台本戏兴盛近四十年．人们长期对它持批评态度．

认为连台本戏内容浮夸。只有故事，没有艺术表现，它还夹杂很

多家仇私恨或神魔鬼怪．带有较多因果报应迷信色彩．也被批

评封建、低俗。事实上。闽剧连台本戏的衰败是有以上各种因

素，但它也留下了许多优秀剧目。连台本戏推动了闽剧的发展

与变革．是闽剧充分都市化的一个表征。新的时代闽剧发展也

碰到一些困难．例如市场经营、武戏衰退、行当发展不均衡等问

题，在这种情况下．重新研究闽剧连台本戏、思考连台本戏对剧

种发展的意义，有益于闽剧继续保持旺盛生命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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