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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代末年是梆子腔的鼎盛时期，在诸多色艺俱佳的梆子演员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十三旦侯俊山。同治年间，北京剧坛徽班称

雄，梆子班势力薄弱，侯俊山一出，声名大著，并使得社会观剧风气为之一变，更有“状元三年一个，十三旦盖世无双”之誉。侯俊

山不仅是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同时也是出色的戏曲改革家，他戏路宽，演技精湛，许多表演特技都可称是“戏林绝技”，无人能

及。他还对花旦角色进行创新，并创立了“夹生旦”这一新行当。他带领梆子班打破京师皮黄须生独霸的格局，与皮黄相抗，并开创

了旦、丑等为主角的戏剧新局面，为梆子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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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来者”，“对后进及女伶，凡向其请益者，均乐为

指示”，“始终保持其伶工之人格”等，认为其“实

可称梨园中终身得意之人，亦伶界中可奉为模范之

人物也。”并将其誉为“盖世无双十三旦   菊部前辈

老骨董    梆子班中甘蔗头 [4]”。

一、盖世无双十三旦
    ——侯俊山的艺术人生

侯俊山（1854—1935），名达，字喜麟（一说“喜

麟”乃其入宫承应时慈禧太后所赐名号），祖籍张家

口市万全县东红庙村，其父名世昌，以农为业。

关于侯俊山的籍贯，以前一直认为他是山西洪

洞人，周贻白先生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中说 ：

“有名旦色侯俊山（十三旦）系洪洞（原系晋南平阳

府）人，最初也唱的是蒲州梆子，后来改唱北路梆

子，在张家口落户，到了北京，便掺和口梆子的唱

法而唱京梆子。”[5] 周先生的这一说法让人一头雾水，

敢情侯俊山从蒲州梆子唱到北路梆子，又唱口梆子

改京梆子。也正因此，山西人说他是山西梆子名角，

河北人说他是河北梆子鼻祖，张家口人更认为其是

口梆子的标志，其实都是归属地不清造成的混淆。

清朝末年是梆子腔的鼎盛时期，梨园人才辈出，

在诸多色艺俱佳的梆子名角中，最引人注目、成就

最高的当推“十三旦”侯俊山，时人对其评价极高，

称其在伶界中之地位犹如鸟中之凤凰、兽中之麒麟。

同治年间，京城徽班称雄，梆子戏屡因所演“尽系

桑间濮上之音”的粉戏而被禁，侯俊山以其身手不

凡的表演打破了这一格局，于是“秦腔复盛于都门， 

俊山实为元勋 [1]”，不啻“老生界之谭鑫培也 [2]”。

京城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文人墨客、票友优伶乃

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都以一睹十三旦之戏为

幸。时有说法“程长庚出而二黄盛，十三旦出而秦

腔盛 [3]”，侯俊山以其惊才绝艳倾动九城，也奠定了

其在伶界的地位。

侯俊山不仅是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同时也

是出色的戏曲改革家，他以精湛的演技赢得了崇高

的声誉，同时又不断探索创新，为梆子艺术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肖伧《记老十三旦侯俊山》

一文中概括其一生成就云“侯俊山自少迄晚年，始

终誉溢全国，其间未尝失败，或稍受挫折”，“以梆

子出身，而能压倒皮黄班中一切有名人物”，“以梆

子花旦而兼擅武生，才兼文武，卓绝一时，可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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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家口的戏曲研究者对侯俊山的

出生地进行了实地调查，认定他出生在张家口市万

全县东红庙村，且调查结果显示，侯氏祖辈早已在

此定居。虽然侯家宗谱及墓地的明堂、墓志都已湮

灭，无从考证，但据当时仍健在的同村侯氏老人们讲，

侯俊山属天字辈，到他这辈侯家已经在此传承了六

代，一位侯登运老人说，他父亲叫侯天岭，与侯俊

山同辈，他父亲给他留下的祖先牌位里面最早的牌

位祭的是侯元品，前明故去，其他牌位依次是侯祀永、

侯良俊、侯本林、侯世金、侯天岭。东红庙一带至

今还流传着许多侯俊山儿时的故事。

侯俊山九岁开始正式学戏，之前曾拜村里的秧

歌艺人为师，学唱秧歌，9 岁时进入张家口市小南

关的“席片园”学戏，园中主角有“狗儿红”、“捞

鱼鹳”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梆子艺人，侯俊山在此

学艺，经名角指点，进步很快，几个月后便能登台，

那时候他经常演出的是滑稽小戏《鬼拉腿》：

彼时侯仅十一二，惯演鬼拉腿小戏，饰偷儿，

迨钻穴入室，被一女鬼将两腿拉住。此戏须武功，

并将侯氏之彩裤拉下，侯即当场撒溺，因其系一童子，

故博观客一笑。[6]

此后没有几年，“十三旦”的名字便不胫而走。

关于“十三旦”艺名的来历，也有好几种说法 ：

一是说他“年甫十三，即以花旦蜚声剧界”[7] ；一是说

他出科时即学会十三出旦角戏，故得名“十三旦”① ；

还有一种说法是侯俊山因十三岁那年主演的《十三

妹》轰动了十里八乡，人送绰号“十三旦”[8]。

侯俊山的演艺生涯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

（一）同治九年至光绪初元，崭露头角的

时期
同治九年（1870），侯俊山 17 岁，首次离开张

家口，在北京全胜和搭班，因演《打金枝》、《辛安

驿》等戏一炮走红，声名大著，闾巷传闻，有口皆碑。

从同治十一年开始，侯俊山在北京连演五年，“艳名

噪燕都”。当时北京剧坛以皮黄一统天下，梆子班势

力薄弱，且剧目质量较差，难登大雅之堂，侯俊山

一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使社会风尚，亦能

随之转移。[9]”许多“京昆迷”转而追捧梆子。张肖

伧《记老十三旦侯俊山》中说 ：“迨光绪元年间，声

誉鹊起，一时有能行牡丹之目，名流之捧俊山者甚夥，

若徐颂阁、潘祖荫及词人李莼客等，均有诗文揄扬，

著述记载。徐颂阁以侯登台时之圆姿替月，润脸羞花，

叹为惊才绝艳，曾有‘状元三年一个，十三旦盖世

无双’之语，一时传为妙词。……当时侯之轰动公卿，

不啻今日之梅畹华也。[10]”

（二）光绪初至光绪二十六年，红极一时

的演艺全盛时期
光绪初年，侯俊山先后在北京的全胜和、瑞胜

和、宝胜和搭班演出，始终是挑大梁的演员，后来

又自立太平和戏班，专演梆子。据《绛云馆省身日记》

和《郑孝胥日记》记载，光绪三年至五年，侯俊山

先后三次赴上海演出，红遍上海滩。之后回到张家口，

在翠峰园（即旧园）当老板。翠峰园位于下堡南门外，

建于光绪六七年间，据说是察哈尔驻防协领景棋（后

升黑龙江副都统）专门为其干儿侯喜麟（即侯俊山）

所建。班中既有狗儿红、捞鱼鹳、老盖天红、盖陕西、

白菜心等老辈梆子艺人，也有麻儿黑、狼山黑、老

月亮黑、白耗子、秃丑、驴肉红、冯黑灯等一批张

家口本地梆子精英，当时狼山班、锦屏班等本地梆

子戏班均以唱武戏取胜，侯俊山及他的翠峰园从这

些散班借鉴学习了一大批张家口本地梆子（即口梆

子）特有的武戏，如《迷人馆》、《画春园》、《连环套》、

《珍珠衫》等，并推广演出，带动了口梆子的全面繁荣。

这一时期是侯俊山演艺生涯的全盛时期，除了

享誉京津沪和张家口外，更重要的是他被选入内廷

供奉并深得慈禧青睐。岫云《升平署之闻见》说 ：

“光绪初年，始传外班入内廷供奉，朔望传差。[11]”

侯俊山便是光绪初年就传入内学当差之人。《中国戏

剧史》载 ：“因东后（慈安）喜武剧，西后（慈禧）

嗜昆曲、皮簧，故匡桂芬、谭鑫培、孙菊仙、王楞

仙、瑞德宝、杨小楼、金秀山、黄润甫、侯俊山（老

十三旦）等始渐次被诏入宫也。[12]”光绪十八年（1892）

又入升平署外学。深受慈禧太后的喜爱，齐如山在

谈到慈禧最喜欢的演员时说 ：“谭鑫培是第一人，再

者，彼时红人，尚有三位，比如侯俊山（外号十三旦）、

陈德林、余玉琴（通称余庄儿），还有武生杨小楼。”

当时内廷供奉演戏的赏金是分档次的，第一档案馆

今存“光绪二十三年赏单”上记录了一次宫中演戏

的赏金份额，最多得赏 30 两，最少只有 6 两，而侯

俊山、谭鑫培等自然是得 30 两的。光绪三十年，慈

禧又下谕旨命侯俊山总管“梆子文武”事宜，加添

二两钱粮米，可见对他的重视。

（三）庚子以后，离开宫廷，晚年休养以

娱天年的时期，偶尔演出，虽老而台风依旧
庚子以后，侯俊山离开宫廷。宣统二年，他将

北京的太平和班交给张国瑞、张斌荣掌管，自己则

①据侯俊山五世孙侯玉良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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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玉成班唱戏。1912 年，已 59 岁高龄的侯俊山再

次前往上海，在丹桂园演出，《申报》发表文章《记

十三旦》，详细地描述了侯俊山的表演，说他出台 ：

“如一朵彩云下降，五光七色，将人眼光分作数处，

一时合拢不来，越想看越看不清楚，谓善于剧喜也，

然此不过意想之境，求此人材，岂能得也，……[13]”

他演《辛安驿》：“出台之时，旋转如风，背插钢刀

一把，寒光闪闪，久之不能见其容貌，其行矮步，

舞钢刀一场，精彩飞溢，光气满台，神志为之一振。

大呼一声，如空山虎啸，令人发噤，其真有如荼如火，

不可阕度之意。其后，将胡须往地下一掷，嫣然而笑，

几欲倾城。后在后台见之，则齿豁面皱，已六十余岁，

上装看去不过三十许人，不知当妙盛之年，其声价

更何如也。然其人精神极旺，喜诙谐，无论见何人，

莫不取笑，真可谓千年之老精怪也。[13]”甚至认为，

跟侯俊山相比，“北京唱青衣，花旦若姜妙香、王惠芳、

朱幼芬、梅兰芳、贾望云，为一班所称许者，以余

观之不过皆中人之材”，“十余年来，唯十三旦可称

杰出 [13]”。

从上海回到张家口后，侯俊山决定退出舞台，

颐养天年，于是蓄须罢戏，回到位于张家口市行宫

巷的家中。民国初，溥仪大婚时又应诏入宫，这是

他最后一次入宫，与其同时的宫廷艺人已所剩无几，

仅存孙菊仙、侯俊山、杨小楼等数十人。

退出舞台后的侯俊山平日不常出门，但常与玉

石娃娃培养的一班“筱”姓、“金”姓辈坤伶一起切

磋技艺，也偶尔会粉墨登场，但基本是以为消遣游戏，

往往于科白中插入津白或沪谚以及任意做作处。也

会每年进京一两次，参加一些赈灾义演之类的活动。

此时侯俊山已年逾古稀，但“台风依然美丽，远而

望之，俨然二十许佳人。[7]”《歌舞春秋》记民国十

年三月在奉天会馆赈灾义演，侯俊山演出了《辛安驿》

和《八大锤》两出戏，以其六十七岁高龄仍能在场

上连战四将，抵挡八锤，双枪旋舞，身段依然翩翩，

声势依然动人，精神依然健旺，真是令人惊叹。

1935 年农历五月初一日，侯俊山病逝于张家口

老宅。

二、梆子班中甘蔗头
     ——侯俊山之表演艺术
侯俊山戏路很宽，集文武生旦于一身，技艺超群，

他常演的剧目有《三上轿》、《断桥》、《牧羊圈》、《三

堂会审》、《烈火旗》、《双锁山》、《辛安驿》、《双合印》、

《谢冠》、《少华山》《海潮珠》、《延安关》、《迎亲》、《小

放牛》、《紫霞宫》、《翠屏山》、《伐子都》、《珍珠衫》、

《铁弓缘》、《蝴蝶梦》、《送银灯》、《芭蕉扇》、《卖胭脂》、

《拾玉镯》、《杀狗》、《戏叔》、《英杰烈》、《狮子楼》、《凤

仪亭》、《回荆州》、《八大锤》、《花田错》、《汴梁图》、《黄

鹤楼》、《红梅阁》、《打金枝》、《九花娘》、《探亲》、《梵

王宫》、《反延安》、《七星庙》、《锁云囊》等。他不

仅是优秀的戏曲表演艺术家，更是著名的戏曲改革

家，他创新了花旦角色，创造了夹生旦新行当，他

独特的表演技艺更是无人能及，他还喜欢奖掖后进，

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梆子人才，如荀慧生、张小仙等。

（一）独特的表演技艺

清同治庚辛间，“都人士嗜秦腔，重旦角，以貌

艳丽而技能演刻画入微者为上乘 [7]”。侯俊山“年方

妙龄，擅色、声、艺三者之长”，“圆姿替月，润脸

羞花，艺臻上乘，尤娴武艺”，“工于技击，善于腾掷，

扪云有棱，柔若无骨，而又能宛转引吭，回肠荡气者，

始足极其衷感顽艳之致”[7]，他“做戏活泼，勿论演

何剧皆抖擞精神，无丝毫弱点 [14]”。演《辛安驿》“始

而红髯怒磔，叱咤风云，忽而绿鬓徘徊，慧媚温柔，

描摹儿女英雄，伶人惊爱交集”；演《小放牛》“媚

眼流波，莲步轻移”；演《花田错》“轻倩妙爱，曲

意传神”。又擅长以旦角反串武生，如《八大锤》、《伐

子都》，枪花身段武功无人能出其右。

《迷人馆》中，侯俊山扮演九花娘，此剧武打场

面最能见功夫，前台挂一幔帐，台上分设四把椅子，

九花娘事先卧于帐内，徐胜潜入卧室，轻轻揭开帐幔，

让观众看见里面有人，然后放下帐幔，向帐内猛刺

一刀，令观众为之一惊。此时，九花娘随着一声锣

响，猛然跃出帐幔，落在一把椅背上，而后她踩着

硬跷与四将开打，跳来蹿去，绝不离开台上的四把

椅子。一方在椅上，一方在椅下，或顺跳，或逆跳，

或穿花，并作出叠背、过肩等各种招数，如蝴蝶飞

翻于花上，令观众不禁叫好称妙。最后败走，还是

从椅子上越过高桌一个翻身亮相而下，整场表演始

终不落地，踩跷在椅子上翻飞，如履平地。这靠的

是其过硬的武艺和精湛的跷工。跷工是梆子旦角的

一种表演特技，跷子是木制脚垫，尖而小，约三寸长，

外面套绣花小鞋。演员只能用两个脚趾穿假鞋，而

且要将鞋绑在脚趾上，因此，称之为扎跷。扎跷之

后，演员只能凭两个脚的脚趾行走，脚跟高高提起，

在这出戏里，侯俊山扎着跷在四把椅子上跳跃腾挪，

如履平地，可见其技艺之高超。侠公说他“跷工良

佳有幼工”，“媲美皮黄班路三宝。”[14]

在《大劈棺》中侯俊山饰演田氏，手拿斧头上

灵桌去劈棺材时，斧头刚刚举起，庄子即由棺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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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起来，这时候侯由桌子上一个“屁股座子”摔

到离桌子五六尺远的椅子上，一腿弯曲，一腿向下

直伸，纹丝不动，堪称一绝。《小放牛》是张家口地

方小戏，侯俊山将其引入梆子戏中，《顾曲随笔》记

述十三旦主演的《小放牛》：“亦如作家之版权，从

无人敢仿效。或谓俊山《小放牛》村女，所著披肩排穗，

终此剧不容贴身，盖极端形容其身段活泼，无一时

呆滞也。[15]”

《八大锤》和《伐子都》都是旦角反串生角戏。

《八大锤》中侯饰陆文龙，连战四将，抵挡八锤，中

间杂以双枪旋舞，身段翩翩。反串小生，与杨小楼

大将风度易趣，却又有小楼所未及者。每打败一员

锤将便耍一段花翎，“露少年顾盼自豪、得意神情”，

稚气毕肖。至老迈犹不减，民国十年在奉天会馆赈

灾义务戏上演《八大锤》，其时已年近七十，以衰朽

之年，力摹童稚之态度，且精神健旺，力量雄伟，“洵

足令人惊叹！”《伐子都》演春秋时许庄王伐郑，郑

国将领公孙子都和颖考叔因争夺帅印失和，子都用

冷箭射死颖考叔，霸占其功，郑庄王设宴庆功，颖

考叔显魂，子都精神失常而暴亡。剧中侯俊山饰演

子都，武工神色，均极神化自然。其中的“吊毛”

也是绝活，子都穿蟒，系玉带，厚底靴，插雉翎，

由桌子后边一个“吊毛”翻到桌子外面，双翎不折

不断，玉带、蟒袍、盔头不乱。

《新安驿》是侯俊山最拿手的一出喜剧，剧叙赵

美容因父亲被奸臣陷害，与丫鬟罗雁逃出家门，罗

雁改扮男装，假作兄妹同行。路过新安驿，误入周

凤英所开黑店，周见罗雁英俊，心生爱慕，强订婚

姻，及入洞房才发现罗雁也是女子，周凤英懊恼不已。

侯俊山在剧中扮相极佳，第一场乔装巨盗，“气势壮

盛，身手夭矫”，“发音举步，粗犷暴戾，竟若武净

登台，处处表现强梁者之威稜。”及见小生美貌，陡

起爱怜之念，便“弃须拔鬓，还其本来面目，嫣然一笑，

又顿现一荡妇色相。”扮巨盗，“红髯怒磔，叱咤风云”，

还女装，“绿鬓徘徊，慧媚温柔”，声容之佳，一时

独步，令人惊爱交集。

（二）创新花旦角色，首创“夹生旦”行当

侯俊山以花旦戏见长，拿手戏有《三疑记》（即《香

罗带》）、《花田错》、《翠屏山》、《英杰烈》、《大劈棺》

等，他扮相优美，“圆姿替月，润脸羞花”，表演或“媚

眼流波”、“绿鬓徘徊”，或“轻倩妙爱”、“莲步轻移”，

令观众争相倾倒，即使其年近古稀，台风依然美丽，

俨然如二十许美人。

而他并不满足于仅仅花旦一个角色，还常兼演

小生武生戏，旦角反串《八大锤》陆文龙，便是自

侯俊山首创，在此之前，剧坛从无旦角演生角的先例，

侯俊山此举一出便大为轰动，并得到了剧界的认可。

《八大锤》演的是岳飞等小将大战陆文龙，大闹朱仙

镇的历史故事，原本只是岳家小将轮番会战陆文龙，

后皮黄名武生徐小香将其改造成陆文龙战四锤将，

场面更为精彩。侯俊山便是学自徐小香，得其真传。

《菊部杂谈》说 ：“其《八大锤》一出，……见者皆

谓其纯然徐小香。今程继仙之《八大锤》已不恶矣，

若较之俊山则相去远矣。”

从演出《八大锤》后，一些演武旦的艺人纷纷

效仿，于是他创立了“夹生旦”行当，即花旦兼武生，

如《八大锤》的陆文龙，《黄鹤楼》的周瑜等角色。

这个行当必须同时具备花旦兼武生双重行当的高超

演技，二者无前后轻重之别。自创立以来，这个行

当就成为口梆子专用行当而得以传承，如花女子李

桂莲，一直到中路梆子艺人刘仙玲，夏存举等人。

（三）带领梆子班打破京师皮黄须生独霸

的格局，改变戏风

同治九年，侯俊山进京搭班时，北京剧坛完全

是皮黄的一统天下，徽班极盛，梆子班势力薄弱，

并受到徽班的排斥，“大栅栏一带无梆子也”。侯俊

山一出，“而情形遂变，使社会风尚，亦能随之转移。”

呈现出梆子压倒皮黄之势，迎来了魏长生之后的第

二个梆子高峰期。《都门纪略》有诗云 ：

几处名班斗胜开，

而今梆子压春台①，

演完三出充场戏，

绝妙优伶始出来。

按照当时惯例，“各部院，各省同乡，同年，团

拜必演剧助觞，均系徽班（二黄昆曲），从无演秦

腔者（即梆子腔），自老十三旦（即侯俊山）到京

后，惊才绝艳，焜耀一时，堂会遂有秦腔加入（时

同治末光绪初年）。以《新安驿》，《珍珠衫》最著

名，……竟有二黄、秦腔合演者，亦潮流所趋也。[16]”

侯俊山技艺之精能，无以上之，自其驰誉一时，梆

子腔便赢得了与皮黄同等的身价地位，一时王公贵

族、文人墨客争相追捧。“每堂会必首招俊山”，便

是程长庚掌三庆班时亦无如之何。

北京剧坛重生角戏，向以老生为台柱。道、咸

①春台班是四大徽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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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三派：奎派（张二奎）、余派（余三胜）、程派（程

长庚），后起之伶大约不出此三派。当年魏长生等人

便是因多唱“粉戏”被禁，旦角戏几乎没有落脚之处。

侯俊山带领天明亮、杨娃子、六六旦、毛毛旦等梆

子花旦在瑞胜和唱红，从根本上改变了徽班须生独

霸的格局，开启了京师剧坛花旦戏的新局面，为以

后京剧四大名旦、四小名旦的出现打下了基础。不

仅旦角戏，侯俊山所带的一班口梆子艺人的演出也

使得丑角主演的戏成了独立之势，改变了历来丑角

为配角的戏风，从而改变了北京只演老生戏的单一

局面，使北京戏剧舞台百花齐放，异彩纷呈。

侯俊山所唱的梆子“声调系一种口梆子，居晋

腔直隶梆子之间，较为奈聆，兼口清脆，韵味悠扬，

比天明亮、盖陕西之纯粹山西腔易有人懂。[14]”所

谓“口梆子”，其实就是山陕梆子流入张家口与张家

口本地民歌小戏相融合，并采用张家口特有的方言

腔调唱出来的梆子腔。梆子腔尽管流入张家口的年

代很早，但口梆子却是在光绪年间才借以侯俊山为

代表的一批张家口籍艺人而闻名，轰动剧坛，甚至

一度盖过徽班的声势，就此在梆子声腔史上留下了

它的印迹。

侯俊山及他所带领的一班口梆子艺人对中国戏

曲发展的贡献就在于 ：一、扭转了以须生为主的戏

剧形势，旦角戏、丑角戏蓬勃发展 ；二、丰富了中

国戏曲的演出内容、表演技艺 ；三、为京剧提供了

许多新鲜而精彩的剧目，如侯俊山的保留剧目《关

王庙》，进京后被八位皮黄名角改编成为今天的名

剧《玉堂春》；另有一大批精彩的口梆子武戏如《下

水牢》、《画春园》、《连环套》等，充实了皮黄武戏

的内容，改变了京都剧界的剧目格局 ；四、创立了

“夹生旦”的新行当，并创新了花旦艺术，演出并确

立了一大批旦角戏剧目和表演形式，为后来的“四

大名旦”、“四小名旦”开辟了道路 ；五、精湛的表

演技能和表演艺术，形成的口梆子特有的表演体系

影响了几代人，成为戏曲史上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峰，

象《八大锤》、《九花娘》等的表演现已成为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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