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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红堂藏清末民初京调折子禁戏研究
——以《庆顶珠》《趴蜡庙》《小上坟》为例

丁淑梅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成都610064)

提 要： 双红堂藏清末民初京调折子戏中，存有一批禁戏目。考察以《庆顶珠》《趴蜡庙》《小上坟》为代表的京调折子

禁戏的刊版样貌与藏本异同、图像叙事与名伶效应。可以透视早期京剧的刊行策略及域外流播情况；而探讨英戏中戏的套层结

构传达出的戏谑与温情相交织的民间立场与艺术趣味，有助于我们从一个特定角度回溯早期京剧谋求发展的路径和艺术探索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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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红堂文库w为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善本

全文影像资料库，其中藏有近千种清末民初木刻、石印、排印唱

本。这些唱本有很大一部分是早期京剧折子戏，选刊成集的6

种列在双红堂一戏曲170、171、172、175、176、179目中，分别为

清刊本《真正京调四十二种》、光绪中北京响遏行云楼石印本

《绘图京调十七集)62种、上海图书集成公司石印本《绘图京都

三庆班京调十二集)56种、民国元年石印本《绘图京都三庆班

京调脚本十集)50种、民国三年上海改良小说书局石印本《中

华第一等共和班戏曲脚本十二集)46种、民国十五年上海世界

书局石印本《绘图京调大观初集二集》二卷104种、归入双红堂

188、189、190目之集部南北曲杂曲类所属杂腔唱本合刻本之

“民国初年(约1915--1928年间)北京铅字排印唱本八帙六十

六札652册”④，亦有不少京调折子戏。在这些京调折子戏藏本

中，据笔者统计，涉及禁戏的剧目有91种之多，重出剧目亦不

少同名异事者；这些剧目颇为流行，并未因禁毁而湮灭不存。

讨论以《庆顶珠》《趴蜡庙》《小上坟》为代表的京调折子禁戏在

存本风貌、传播效应、程式结构及题旨趣味上的独特性，有助于

我们进一步了解清末民初京剧的发展、传播及影响。

一、存本形制与禁戏举要

从选本合集刊刻时间及堂号看，双红堂藏六种京调选本合

集大致出现在清光绪年间至民国十九年间。关于刊刻印书堂，

据目前所知不完全信息，清末民初标有“京调”的戏曲刊本与

选本有：《绘图京调》《三庆班戏曲全集》十二集、《绘图京都三

庆班真正京调全集》九集、《绘图三庆班京调全集》十集、《绘图

京都三庆班京调》十二集(观澜阁石印本)、《绘图京都义顺和

班京调脚本》《校正京调》《绘图京调全部》79册8种④，还有

《绘图京调六十二种》、光绪元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875年一

1908年)北京响遏行云楼刊本、《绘图京都三庆班京调脚本十

集》，不著辑人，1910年北京响遏行云楼刊本，《真正京都头等

名角曲本》9册78卷，闻声馆主编选，清末文宜书局石印本等。

双红堂藏京调选本中，光绪中石印本《绘图京调十七集》62种，

其剧本前均标有响遏行云楼原稿，应与光绪元年至光绪三十四

年(1875年一1908年)所刊《绘图京调六十二种》为同一种刊

本。上海集成图书公司刊《绘图京都三庆班京调》十二集应与

观澜阁为同一刊本。而国内藏本不全，双红堂藏本保存完整。

民国元年刊《绘图京都三庆班京调脚本》十集与清末文宜书局

本为同一刊本。而《真正京调四十二种》，据剧目比对，很可能

与清末石印本《校正京调)30册为同一刊本。

在双红堂藏清末民初京调选本合集与单出折子戏中，涉及

禁戏的剧目，《真正京调四十二种》有《庆顶珠》《绘图小上坟》2

种，《绘图京调十七集》有《乌龙院》《买胭脂》《关王庙》等5种，

《绘图京都三庆班京调十二集》有《乌龙院》《玉堂春》《打金

枝》等4种，《绘图京都三庆班京调脚本十集》有《讨鱼税》《晋

阳宫》《打严嵩》上下本、《雷峰塔》《拾玉镯》《翠屏山》等9种，

《中华第一等共和班戏曲脚本十二集》有《绘图打金枝》等3

种，《绘图京调大观初集二集》有《请宋灵》《目连救母》《玉堂

春》《庆顶珠》《狮子楼》等11种。双红堂188、189、190目之北

京唱本195册、652册中有《打渔杀家》《趴蜡庙》《海潮珠》《大

劈棺》《小上坟》《游湖借伞》《铁冠图》《乌龙院》《双珠凤》《打

花鼓》《天齐庙》《梵王宫》《翠屏山》等57种，共计91种。这些

多以白蛇故事、水浒故事、目连故事、隋唐故事、施公案故事、西

游记故事为系列的折子戏，及《打花鼓》《荡湖船》等偏于玩笑

戏的折子戏中，《庆顶珠》《趴蜡庙》《小上坟》几种藏本较多，刊

本及内容倾向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刊刻书局与堂号。除中华印

刷局晚出外，有二酉堂、泰山堂、致文堂④，此三堂与中华印刷

局刊刻的曲本、抄本、石印和排印本都有，泰山堂排印较精良考

究，致文堂稍逊，二酉堂虽是老字号，但双红堂其藏本印制粗

简，中华印刷局本较清晰整饬。

此三种剧目清后期都曾遭到禁毁，《庆顶珠》又名《打渔杀

家》，最早出现在同治八年(1869年)余治禁戏文字中，称“《打

渔杀家》，以小忿而杀及全家，《血溅鸳鸯楼》等剧，皆足使观者

称快，然其主人固有可杀之，而其合家中数十余口何罪，诸如此

类，皆作者欲图快人意，信笔写去，未及究其流弊耳。藐法纪而

炽杀心，更适足开武夫滥杀之风，破坏王法，端在于此”@。《趴

蜡庙》作为《英会审员蔡太守奉到苏藩司黄方伯禁演淫戏告

示》的禁戏目，首次登于光绪十六年《申报》，以“演唱淫戏易启

邪思，演唱武戏尤近诲盗”、“亵神侮圣之戏亦不准演”等理由，

计开包括《趴蜡庙》在内的强梁戏十二目，《卖胭脂》《小上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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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淫戏十八目㈣。《小上坟》作为禁戏第一次出现在同治八年

(1869年)余治所开《永禁淫戏目单》④中，此后在光绪十一年

(1885年)12月上海租界会审官颁布禁戏告示所列淫戏目20

种中以《荣祖祭归》⑧出现，光绪十六年《申报》载《禁演淫戏告

示》凹再次列出；至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申报》载《诲淫重

罚》一文，依然强调“扮演淫戏与歌唱淫词，同干例禁⋯⋯前日

英界山东路会仙髦儿戏馆女伶，搬演《小上坟》，易其名日《小

荣归》，雨意云情，描摹尽致”，包探张才宝即报捕房，捕头令传

掌班人朱锡臣之英美租界公堂，虽然朱辩称“《小上坟》一剧，

并无淫秽关目，且今各戏馆演者甚多，叩求明鉴”，最终还是判

罚洋银100元田。宣统元年，成都戏园演出“官长之示禁者屡

矣”的淫戏、凶戏，并巧改名目，如“《杀子报》改为《天齐庙》，

《翠屏山》改为《双投山》，《小上坟》改为《荣归祭祖》，又名《游

虎邱》之类，难更仆数，公然仍复活原名，毫无顾忌”@。从剧情

内容看，此剧并未涉及所谓“淫秽”细节，很可能是表演上出了

“问题”。因《杀子报》被禁，《小上坟》被控，掌班还可以《小上

坟》并无淫秽关目、各戏馆演者甚多之申诉，以罚银了事，已见

沪上淫戏之禁的松动和变通。可见，官方禁毁并未能遏制民间

演剧的热盛，以这三本戏为代表的众多强梁戏、武打凶戏、风情

戏，在各种地方戏中都有或易其名、或改其事、或翻其唱的改编

脚本搬演，双红堂藏京调折子禁戏的域外流向亦示此一端。

双藏京调折子禁戏《庆顶珠》8种及一单曲，中华印刷局排

印本重出，实7种。其一《真正京调四十二种·庆顶珠》为清刊

本，时间较早。内页题“校正京调庆顶珠全本”，人物直接上场，

后方标出“末⋯旦”“生”“付”“净”等角色字样。唱腔只有“西

皮”“倒板”之标明，白多唱少，科白戏份大，语言浅碎，有错讹

文。其二《绘图京都三庆班京调脚本十集·讨鱼税》为民国元

年石印本，与《真正京调四十二种》属同一底本系统。其三《绘

图京调大观二集·庆顶珠》又名《打渔杀家》，上海世界书局民

国十五年1l版，属生部唱做并重戏，剧前有一段剧情说明。与

前两本萧恩妇女出场不同，此剧李俊、倪荣先上场，无角色标

示，唱腔标“西皮”，板眼节奏标示如“摇板”“倒板”“快板”等。

其四至八种呼与《绘图京调大观二集》属于同一底本系统。以

《庆顶珠》泰山堂排印本与《绘图京调大观二集》本相较，一是

人物上场顺序及情节稍有变化；二是唱腔板眼节奏更为丰富，

如“摇板”、“快板”、“倒板”、“哭板”、“摇快”等；三是次要人物

白口改唱，如“郭先生上唱摇板”。而《高庆奎演庆顶珠》单曲，

属唱本652册之北京二酉堂石印本，惟原板西皮“昨夜晚吃酒

醉和衣而卧，架上鸡惊醒了梦里南柯⋯⋯”一单曲，是高庆奎保

留曲目。双藏京调折子禁戏《趴蜡庙》五种，两种重出，实三种，

均为民国九年至十八年(1920--1929)刊印，北京唱本652册所

属，底本相同，内容首尾开阖一致。此剧作为武打戏的突出特

点，一是身段表演做多唱少，开场唱腔富于变化，如净上吹场，

有曲牌[点绛唇]，唱倒板西皮转快板，老旦唱摇板西皮，二付净

唱摇板，有分唱，有同唱，有排子。语言俚俗，如“长的勾勾又丢

丢”，“大家喽喽嗽”等。二是上场人物多，故事线索复杂。以

费得功一线、被打杀良民一线与黄天霸一线形成集群式人物阵

营，虽以男性人物集群为主，但女性角色如天霸妻张桂兰、费得

功家仆春妈的情节引线与集群出入贯穿作用不可小觑，人物关

系场饱满而有张力。三是科介动作繁复，如四下手，四龙套，扫

头@，如抢、撞、碰、绑、打、拦、逃、杀等诸多武艺做场，应接不暇。

双藏京调折子禁戏《小上坟》3种及一单曲，仅开场稍异。其一

《真正京调四十二种·绘图小上坟》为清刊本凹，无标点，唱处

无角色提示，白处标“旦白”或“丑白”，是重白口的戏。另两本

为北京唱本652册所属，泰山堂本内有“付”、“占”角色标示，

唱段元曲牌、无板眼，属对口唱之_-1b戏；致文堂排印本第“廿

八”本留，与泰山堂本开场人物声口稍异，由两青袍引刘禄敬

上，道白朴素，不显官威。单曲《小上坟》∞截取素贞唱“正走之

间⋯⋯想起了古人蔡伯喈⋯⋯正走之间抬头看又只见刘家新

坟台”止，显系时兴名段。

从存本形制与禁戏举要看，双红堂藏京调折子禁戏存目丰

富，同一题材戏本版刻形态各异，重本亦多。以《庆顶珠》《趴

蜡庙》《小上坟》为代表，有的折子采自同一底本，形成了相对

完整独立的故事系统，而有的折子则形成了层次错落的不同底

本系统，不同底本系统在故事脉络与情节设置、人物出场与角

色关系、唱腔繁简与语言声口、整本戏与名段析出等方面，都呈

现出同中见异、异中出新的样貌。

二、图像叙事与名伶效应

双藏京调折子禁戏大多配有插图剧照，或一集数图，或一

剧一图，封面大多标出名伶或名班脚本。围绕着舞台演出“打

本子”和注重戏班戏路传承的剧本编演实践，应和了读者阅读、

观众接受心理以及市场消费期待，其刊行的策略预期了折子戏

本良好的传播效应。

从刊行策略上看，双红堂藏京调折子禁戏的部分剧目配有

封面及剧首插图，有些剧名即为《绘图⋯⋯》，绘图一般居于集

首或斩首，以线描人物角色和名伶扮相剧照为主。这些“绘图”

以先人为主、夺人眼目的图像叙事，重在渲染舞台搬演的鲜活

神气、名伶扮相的风仪姿容与剧情最富张力的矛盾场。如《绘

图京都三庆班京调脚本丙集》所收《讨鱼税》，图题“庆顶珠”，

图绘正面二角色，生角萧恩竖眉愤怒，裹老人巾，挂满髯，披蓑

衣，穿碎花裤，着裹腿方口布鞋，斜半蹲马步，右手执刀，左手撩

腰垂带，一副决绝复仇的样子；右立旦角桂英，盘高髻，侧身背

剑，着及踝元宝纹长裙，身形纤长娇小，低首含忧。而《绘图京

调大观二集》之《打渔杀家》，则图绘正反二角色——即生角萧

恩与丑角教师爷搏打的场面。萧恩居左，穿无纹布衣，挂满髯，

单脚立地，左脚及膝提起，左手按左膝，右手执教师爷左臂，脸

侧向教师爷，一脸愤懑与刚毅。教师爷则亦步亦趋，着素色长

褂，绑花腰带，戴头盔，左手如提线木偶一样被提起，着碎点裤

的两腿弯曲发抖，满脸沮丧与惊恐。在唱本652册所属三种

《庆顶珠》中，泰山堂排印本封面之绘图又很不同，乃萧恩父女

渔家扮相的演员剧照亮相，萧恩居右，戴布衬笠，怒目圆睁，挂

满髯，着长袍，左手抬起与桂英右手相擎，右手折过胸前，与桂

英左右相握，前襟下摆处绘有“义虎”绣字，左脚撩襟前迈，斜纹

裹腿及膝。桂英居右，戴冠，穿素色镶边斜襟短褂，半裙及踝，

仇恨填胸的神情与乃父的决绝相应。二酉堂石印抄本，封面只

标“打渔杀家”一剧字样，花纹底衬，中图亦绘萧恩父女渔家扮

相亮相姿态，与泰山堂同幅。这些封面插图与名伶剧照，从不

同层面刻画了剧中主角萧恩在被逼之下，为争取个人基本生存

权铤而走险、义无反顾雪耻复仇的姿态；以及老生与旦对应衬

托、老生与丑对立互补的人物关系场。

《真正京调四十二种》之《绘图小上坟》，绘图为四人，萧素

贞左立，穿旗装，花裤子，做侧身苦诉状，一臂前伸抖帕，斜肩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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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中间轿上坐刘禄敬，戴乌纱，跷二郎腿，低首掩面，似有羞

惭；旁二轿夫，其一“付”持杖向前半跪，二“付”拱手后立。画

面描绘的是祭坟相遇之瞬间场景，但小媳妇稍显夸张的动作身

段却暗含着夫妻相认之喜。而唱本652册之《小上坟》，绘图只

有萧素贞一角，裹头，长辫垂至前膝，穿暗纹戏服，上身斜襟边

叉长褂，下裹没脚裙，手提祭品，旁边立有花盆，背后有大树及

栅栏，一脸苍茫悲戚，暗示郊外祭坟之苦行。两幅插图一为线

描角色画，一为名伶扮相图，风格情调迥然有别，一着眼于夫妻

邂逅与情思传递的流动感，一重在呈示小媳妇多年来独守困顿

的悲苦辛酸。唱本652册所属《趴蜡庙》三种，因与其他折子合

刻，与此相关的绘图仅泰山堂排印本一幅：封面绘图亦为名伶

扮相——天霸妻子武旦装束，乔装打扮女英豪，头戴三层珠凤

冠，半甲着身，右手端定胸前，左手执刀，刀尖向上，弓步亮相，

腰间垂带长穗落地，眉宇间流露出慧捷与勇武，英姿飒爽。《趴

蜡庙》本是一出上场人物繁多，故事线索复杂多变的武打戏，但

此幅插图却只选取了武旦一角戎装亮相，意在凸现此剧以女性

人物为引线、巧设关窍与恶霸费得功周旋交手的意味。

此三种剧目不仅通过图像叙事直观展示场上搬演的生动

场景，还通过名伶标榜达到耸观耸听、迅速传播的效应。如选

刊之集名都标有“真正京调”、“京调大观”等字样，剧名前多标

“校正京调”、“校正全京调”字样，抑或标出脚本所属戏馆及主

唱名伶。如《真正京调四十二种》之《绘图小上坟》，标“云樵主

人听音馆，真真京都头等名角曲本”；泰山堂《庆顶珠》封面下

框排“名角真正准词”，中图左右竖排“京调名伶真词”；《绘图

京都三庆班京调脚本丙集》之《讨鱼税》标“真正京都头等名角

景四宝曲本，闻盛馆主题”，内页剧名为“校正京调庆顶珠全

本”；《绘图京调大观二集》则冠以“增补校正绘图京调大观第

二集”，并将《庆顶珠》归人生部唱做并重戏。致文堂刊《趴蜡

庙》则标“校对无讹、名伶真词”。此外，其他禁戏如《绘图京调

十七集》第五集之《乌龙院》、乙集之《买胭脂》均标“京都头等

名角万盏灯曲本、京都响遏行云楼原稿”；又如《乌龙院(绘图

坐楼杀惜)》《玉堂春(绘图)》收入《绘图京都三庆班京调十二

集》子集，标为“改良京调秘本全部”等。

这些刻本刊记值得注意，其一，这些折子脚本来源、所属名

伶与戏班信息丰富，立体地展现了彼时名伶名班联手串演、打

造京调名折与戏班推出保留剧目的情形。三庆班最早是乾隆

五十五年(1790年)以高朗亭为首的第一个徽班——三庆班进

京寿诞贡演时出现的；随后形成“三庆”、“四喜”、“春台”、“和

春”等戏班，并称四大徽班。双藏京调折子戏标明“京都三庆

班”，是打出名班旗号，以示其“京调”之渊脉沉厚与正宗。而

共和班，与传统戏班不同，最早产自上海，后在京剧、秦腔等各

种地方戏中都有类似组织，是一种剧院与戏班联合以谋求演出

市场和赢得戏曲消费观众的经营形式。其表演或不及三庆等

老班精雕细琢，但多跟进时事、排演新戏，社会反响较大。景四

宝、万盏灯都是彼时京剧名伶之艺名，都有自己的拿手功夫和

保留剧目。景四宝，生行演员，曾入永盛奎班、阜城班，与武生

行鼻祖之一杨隆寿@有合作演出。万盏灯，原名李紫珊，又名

李子山，四喜班名角，是徽班青衣中仅列梅巧玲、杨贵云后的第

三号人物，擅扮刀马旦、花旦，曾入天福班、小鸿奎班，光绪二十

六年(1900年)曾列选进宫表演@，其拿手戏有《虹霓关》《小上

坟》等；其演f小上坟》步法走起来轻盈曼妙，冠绝一时，有“旦

角孝、一身俏”之誉。其二，这些选本和合刻本折子均明确标出

之“京调”，是京剧发展初期皮黄、京腔、京戏并称时的一种称

名，但特示“京调”，有凸显京剧调式独立性与侧重点之用意。

从双红堂所藏京调折子禁戏的声腔大多只标“西皮”，而少见

“二黄”、具体调式曲牌标出不多情形看，这些剧目应该是在京

剧形成过程中，西皮与二黄尚未完全结合、以西皮为重、表情达

意更为自由热烈、活泼健朗的曲本。双藏京调折子禁戏在选本

及合刻折子戏本封面及剧目内页多处题识的所谓改良、校正、

增补、准词、全本、秘本等说法，显示出“京调”由起初粗糙无序、

腔调随意串合到唱腔板式逐渐固定、艺术表演逐步提升的过

程。双红堂藏京调折子禁戏使用的西皮板式有原板、慢板、快

板、导板、散板、摇板等，虽不完备，但已灵活地展示了人物角色

情感起伏隐现的内在节奏，使得抒情与叙事、论理与摹物富有

了装饰性和艺术性。从双红堂所收清末民初唱本，与京调并存

的还有大量梆子、大鼓书、乐亭调、徽调唱本看，亦可见当时板

腔体唱腔体系形成背后地方声腔交汇、国剧酝酿成熟的情景。

三、套层戏谑与底里温情

双红堂藏京调折子禁戏，作为京剧形成期的剧本遗存，从

特定层面生动反映了彼时戏曲折子戏创作的观念形态和审美

取向。《庆顶珠》《趴蜡庙》《小上坟》三剧在情节措置、程式结

构及故事呈现方式上，透示出京调折子戏虽截取故事碎片、却

能利用情节关目、科介动作设置冲突线，以问与讨、打与杀、告

与审的套层戏谑翻出波澜、在动作的叠与断、程式的往与复中

开阖叙事、衬以底里温情，表达民间正义的趣味。

先从问与讨的三复情节说起。《庆顶珠》又名《打渔杀

家》，此剧最早的演出记录，见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成书的

《听春新咏》。其本事源于陈忱《水浒后传》第九、十两回，原写

李俊惩戒豪绅丁子燮和贪官吕志球的故事，是京剧经典剧目。

双红堂藏本《绘图京调大观》收录《庆顶珠》有剧前说明，故事

背景是梁山起义失败后，好汉李俊、倪荣流落江湖，但故事主线

却是围绕萧恩父女河下谋生展开的：“宋梁山伯耆氏阮萧恩，字

小五，捕鱼为业，生一女取名桂英，年方及笄，已字花荣之子逢

春，以庆顶珠为聘。阮父女二人，以舟为家，烟蓑雨笠，潇洒自

乐。有土豪丁员外向阮需索鱼税，漏规，阮坚不承认。丁遣教

师率家丁捕阮，阮怒举手一挥，众皆倾跌，员痛而窜，丁告县逮

阮，笞杖四十下，阮出大愤，率女至丁府，残其全家。父女二人

逃隐梁山也”凹。此剧情节措置，以双藏北京唱本652册之泰山

堂本《庆顶珠》所设两起“三讨三问”的程式化往复引线最有特

色。一起三讨三问，是郭先生借问路趁机打探萧恩父女舟所准

备讨税。原本被萧恩以天旱水浅、鱼不上网、改日送还为由支

回的讨税丁郎，紧接着被李俊倪荣追来两次发问——讨鱼税

“可有圣上的旨意”、“可有六部的公文”、“凭着何来”逼出“本

县的太爷所断”，随后李俊以“大街撞见有些不便”扬言告免、

倪荣更以剜眼剥皮恫吓拒缴。这三问的情势蓄发，等于是一步

步向官府盘剥良民的不公激言宣战。二起三讨三问，是丁郎回

府后，与员外与郭先生诉说讨税遭拒的经过，模仿李俊倪荣声

口，复述对话，言来语去，绘声绘色，中间穿插员外与郭先生的

打探与递问，尤其是复述到李俊倪荣追问讨税依据——可有圣

旨、六部公文、凭何断来时，员外应声回答——“无有”、“也无

有”、“本县的太爷”，这种套层迭出的程式化做功表演，在交代

前情时抖落出员外被“激怒”的强横跋扈，且牵出后事——发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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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教师爷实施武力追讨的动作链。像这样的三复情节还有很

多，如教师爷带领家丁来至河下，一问谁识萧恩，二诳家中无

人、三议谁去开门，把这一群窝囊废凑胆子走路、未接招先惧的

滑稽丑态暴露无遗；动武之间，教师爷一撞三羊头、二耍扁担、

三抡茶壶，活画出狗腿子变泥腿子，黔驴技穷、告饶败逃的嘴

脸。需要提及的是，双红堂藏《庆顶珠》的多个本子，都未续写

官在兵追捕下萧恩被迫自刎、女儿流落江湖的悲剧性故事结

局，而是戛然止于远退梁山。在整个剧情推展中，此剧一方面

着意敷演萧恩性格转变的动因——一身武艺、身怀绝技、起初

迫于生计不敢招惹势豪的萧恩，在丁吕勾结、官匪沆瀣，肆意蹂

躏盘剥小民之际，无法忍受羞辱、县衙遭受毒打后决然奋起反

抗的心路；一方面又在矛盾激化的一些关节点上特意穿插不少

插科打诨的段子，痛快淋漓地嘲弄了丁府爪牙——丑角教师

爷，以武艺的较量凸显了人格的较量，以反讽的笔法解构了所

谓的王法，显示了民间的生理、民间的正义。除此之外，此剧的

人物关系场营造，还具有对比和增衬意味，如李俊、倪荣的江

湖，是英雄与恶霸对峙的民间好汉社会，好汉们总是在急难中

能够时时周济、回护像萧恩父女这样的良民。而在萧恩父女之

间，隐忍世事与不谙世事，相依为命与自保心理、反抗与犹疑、

不舍与追随，都透露出底层的温情与人性的复杂真实。

《趴蜡庙》一名《招贤镇》《拿费得功》，自《莲花院》至此，

有“八大拿”之称，事见《施公案》第五集17至22回，是京剧做

功戏的代表剧目。剧叙淮安招贤镇土豪费得功依仗削铁如泥

的宝剑和触人即亡的毒箭，杀人放火，残害良民，逼索梁大刚之

妹成亲不成，嗜杀满门；又路遇张氏逼抢其女兰英为妾，无恶不

作，独霸一方。黄天霸等人意欲除之，借游八蜡庙之机侦得费

得功行迹。施大人召集众义士询问庙中访案情由，金大力引见

张家院公告冤，众义士动议计擒费得功。褚彪、天霸妻桂兰与

贺仁杰假扮父女爷孙与费得功门前诱之，被抢入费府的桂兰以

允亲赚得宝剑和毒箭，不想天霸与桂兰却被费得功擒获，危急

中众义士兵围费府，擒拿了费得功。此剧情节铺展中，有两条

三问三讨的引线，恶霸费得功这一条线上的三问三讨是：一问

梁大刚讨妹不成，残杀满门成冤；二问张氏讨女儿兰英，不允强

抢，不从乱棍打死；三问褚彪讨桂兰不成，率兵横夺。众义士这

一条线上的三问三讨是：黄天霸为侦查梁大刚案一问老道讨疑

犯踪迹；施大人为打探强人情况二问众义士讨费得功家底，并

议计捉拿凶犯；贺仁杰装扮的桂兰子三问费得功家丁讨桂兰回

府，被拒斩丑。此剧虽然人物众多，武打身段繁复，场上表演热

闹非凡，剧本恰恰在着眼于场上之搬演的同时强化了其民间文

学的趣味性，这体现在一些独具匠心的细节撰构上。如施大人

派黄天霸微服私访，这是民间期望清官主持公道的路数；黄天

霸访案、金大人送冤，各路英雄议计巧扮父女爷孙擒贼，则是民

间集体智慧的展示；故事结尾，黄天霸夫妇被擒，差点葬身荒

郊，各路英雄出击搭救，费德功被拿，这也完全是民间演绎故事

的波折与团圆套路。而《小上坟》又名《小荣归》《丑荣归》《飞

飞飞》，是二小戏的名折，各种花部地方戏都有改编本表演。剧

演刘禄敬进京赶考多年未归，托娘舅李大公捎书信及纹银三百

两于家中，不想李大公昧银藏信，并唆使公婆逼萧氏改嫁，萧氏

不肯，针黼度日，誓守柏舟。后家况萧条，萧氏于荒冢累累间祭

扫刘家祖坟，得遇刘禄敬得官奉旨回乡祭祖，夫妻经过一番陈

冤告白、怀疑试探、对问相认，证信物诉离衷，携手同归。双红

堂藏《小上坟》亦有三问三讨场面的设计：三问一是刘禄敬问

祭坟妇为何啼哭，二是萧素贞问老爷为何来刘家新坟，三是刘

禄敬问素贞困顿中谁人照应；三讨是夫妻相认中萧素贞一讨四

方乌纱、二讨菱花宝镜、三讨手绣布鞋来验明丈夫真身。与前

两剧不同，这三问三讨并非有前因后果串联、而是各自独立的

片段。三问是外层故事线上清官的一疑与冤妇的反问并续以

内层故事线上丈夫的回问，三讨是内层故事线上妻子对丈夫身

份的三疑与婚姻信物的三问，外层故事线和内层故事线套层递

进、真假交集而成戏中戏，而收以内层故事线——嘲弄了清官

的不自清，回护了民间的真情。

再说打与杀、告与审的动作线措置。《庆顶珠》一折中有二

打一杀、一告一审。二打是萧恩赤手空拳痛打教师爷，县太爷

施淫威大板罚打萧恩，一杀是萧恩勇闯丁员外府，以献宝为名，

愤杀豪强，斩恶除霸；中间穿插着萧恩往县衙抢原告之“告”，与

吕子秋动用酷刑的不审之“审”。《趴蜡庙》一折亦有二杀一

打，一告一审。二杀是费得功杀梁氏全家、杀张兰英，一打是众

义士擒打费得功的收场戏；一告是张家院公向施大人告冤，一

审是施大人巡访议事厅与众义士合议“计判”之审。两剧之打

与杀、告与审的不同动作线，自然形成了故事的叠与断，关目的

开与阖。《小上坟》作为--d'戏，则只有告审而无打杀；其三告

三审的动作线，巧妙地构成了清官与冤妇、丈夫与妻子的套层

叙事空间：冤妇萧素贞一告公婆打骂虐待之苦，二告娘舅逼索

改嫁之难，三告丈夫赶考为官、忘家丧身之悲；佯装清官的刘禄

敬，一审不准告父母不是之状，二审不信娘舅逼嫁之事，三审则

审出自家隐情，原来是李太公昧银欺亲，假传死讯，害他夫妻成

异路人。清官和冤妇的三告三审，妻子和丈夫的三疑三认，使

得故事层叠套进，如果说公婆的打骂置媳妇于不公；娘舅的折

磨实为小人作乱，那么，儿夫为功名丧亲弃妻，就不仅是人情暗

昧，已是王法不容了。《小上坟》一折开篇借萧素贞之口吟唱了

南戏刘文龙菱花镜的曲词，将负面主题潜转，衍出了故事的开

放性和多种可能性，号称清官审民女冤情，却怎料自陷不义，接

到这样的官，难保不是百姓民女的晦气，好在赳禄敬不是一个

负心汉，夫妻终得欢喜相认。倒是小媳妇理直气壮较着劲怀疑

面前人的认妻之举，表现出底层女性勇于回护真情与持守道义

之举。这本戏既无“诲淫”之内容，夫妻相认也无调戏之举，何

以成为禁戏实在叫人有些不解。或许是祭祖坟的悲戚与夫妻

相认的欢言不称?或许是扮演小媳妇的旦角在做工上刻意于

姿态妖媚的风趣?抑或是优伶即兴添加了插科打诨、调笑风情

的段子?显然被列入风情戏的《小上坟》，内容恰恰是提倡贤孝

节义的教化戏，将它和《秋胡戏妻》《小寡妇上坟》视同一类“有

伤风化”的禁戏，看来是不对题的。三剧共同设置的打与杀、告

与审的故事套层，在王法与民情之间，形成了内在的故事节奏

与情节顿挫。如果说打与杀反映的是官衙昏昧、势豪肆恶下顺

民难寻活路起而武力对抗的话，那么，告与审则以戏谑化的方

式，颠覆了官堂威势，揭露了王法无道，伸张了处于弱势的小民

的生存权利。

萧恩抢了原告，却意外成为被告；黄天霸夫妇行侠，却也为

恶霸受掣；素贞贤孝，却无端遭受公婆打骂。教师爷原本是打

手，在萧恩面前变成了“抄手”；原本胆怯怕事的桂英，最后却出

其不意助父杀家；意气洋洋奉旨回乡的刘禄敬，邂逅患难持守

的发妻而羞愧难当；原本朝着痴心女子负心汉方向发展的故

万方数据



文 化 193

事，最终夫妻相认欢心团圆。在这些善恶交缠的琐碎人情背

后，故事的套层戏谑与程式往复营造了富有张力的戏剧表现空

间：问与讨讨问的是小民的生理，打与杀打杀的是贼官的淫威，

告与审审告的是王法与人情之孰轻孰重。或许，费得功杀了梁

家满门，萧恩杀了丁府满门，虽一样血腥，一样牵及无辜，似也

有一报还一报的民间集体无意识寄寓；或许恶霸已除，萧恩父

女远退梁山，民间自有民间的活法；土豪镇法，黄天霸夫妇行走

江湖，民间自有民间的逻辑；小人受惩，刘禄敬夫妻苦尽甘来，

民间自有民间的真情，这恰恰昭示了民间生活的温情与太平

念想。

双红堂藏清末民初京调折子戏选集与和合刻折子存本与

国内藏本互见重出，可以做进一步的比勘清理，以见出早期京

剧发展和域外传播的更多细节。作为早期京调折子禁戏的代

表剧目，《庆顶珠》《趴蜡庙》《小上坟》三剧以对故事发展方向

和场面措置的创意设计，独特的刊行策略与传播效应，还原了

舞台扮演的现场感，为京剧演出史提供了生动丰富的动态图

景；其从民间叙事的套路汲取养分，以戏中戏的套层结构传递

出戏谑与温情相交织的故事趣味，绕开并滤去了官方对强梁

戏、武打戏、风情戏的指罪，从一个特定侧面，呈现了民间的智

慧、民间的生理与民问的趣味，带动和开掘了早期京剧创编与

搬演的艺术潜质与发展内力。

注释：

①双红堂文库系日本法政大学长泽规矩也藏中国明清戏曲小说．

后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书斋之称名，缘于长泽先生

大正十四年购得宣德十年刊<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及觅购崇祯本《娇

红记》。东大双红堂文库虽已无“双红”之所在，但文库存明清戏曲小

说文献丰富，多为世罕见。

②黄仕忠‘双红堂文库藏清末四川“唱本”目录》，FI本《东洋文化

研究所纪要》第148册．2005年12月。

③<绘图京调>不著辑人。民国年间上海听音馆铅印本22册；《三庆

班戏曲全集》十二集，不著辑人，民国年间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据鄱

志群《北京史百年论著资料索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

页)；《绘图京都三庆班真正京调全集》九集，不著编者，光绪丙午(1906

年)铸记书局石印本；《绘图三庆班京调全集》十集(存四集)，三庆班编

选，清末文宜书局铅印本；《绘图京都三庆班京调》十二集(存六集)，清

末观澜阁石印本，《绘图京都义顺和班京调脚本》，义顺和班编选，清末

文宜书局石印本(原卷数不详，现存一册)，《校正京调》30册，清佚名编

选，清末石印本(据田根胜《近代戏曲的传承与开拓》，上海三联书店

2005年版，第291～292页)；《绘图京调全部)79册，清杨月楼等真本，

石印袖珍本(据王灿炽《北京史地风物书录》，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④此三堂均为北京打磨厂附近刻书堂，二酉堂清光绪年间已有。

彼时印刷技术改进，使得书籍简便易行地大量印行，图书销售、流通和

阅读更为经济迅速，集中建在打磨厂附近的印书堂看到了印行通俗读

物的巨大市场，刊印了大量时曲、戏文唱本和通俗文艺读本。

⑤⑦余治：《得一录·翼化堂条约》卷十一，同治己巳(1869年)刻

本，第6页。

⑥⑨《申报)1890年6月14日第3版，《申报》缩印本第36册，上海

书店1983年版，第967页。

⑧《申报))1902年1月21日第3版。《申报》缩印本第70册，上海书

店1983年版，第122页。

④《申报)1902年1月16日第2版，《申报》缩印本第70册，上海书

店1983年版，第92页：

⑩傅崇榘：《成都通览》，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77页。

⑥为唱本652册所属五种，刊于民国九年至十八年间，分别为北京

打磨厂泰山堂排印本、北京二酉堂石印本、致文堂排印本、中华印刷局

排印本(重出一种)。

⑩为展示剧情紧张激烈减去末句唱词而替以动作，配合动作的锣

鼓经称扫头。

@剧前有插图一幅，内题“校正京调小上坟全本”。开场付上、丑上

引白，以二、三、四、五、七、九字句断开排印，尾有“完全”字样。

⑩与《钓金龟》《滑油山》《目连救母》《柳林池》合刻。

⑩与《马前泼水》《捉放曹代宿店》《乌盆计》合刻。

⑥杨隆寿是杨小楼的老师，梅兰芳外祖父。武生行鼻祖之一。另一

人为姚增禄，京剧早期代表剧目“八大拿”的本子都出白姚手。

⑩苏移：《京剧二百年概观》，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⑩双红堂藏《绘图京词大观二集》，上海世界书局民国十五年(1926

年)石印本，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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