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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旦"和 20世纪前期的上海

回达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摘要： 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先后成名上海，从而

促成了京剧鼎盛的局面，这是中国戏曲史上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他们成名沪上缘

于上海是个名角相对较少，束缚较少而宣传发达的新兴都市。四大名旦的上海之行带给

他们的不仅是声名的鹊起，也使他们的演艺突飞猛进；而他们的“走穴”申城也对上海京剧

舞台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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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苟慧生、

尚小云之于中国剧坛，犹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吉利，莫里

宸之于法兰西，是中国戏曲的灵魂，是民族艺术的骄

傲。而20世纪前期的上海之于四大名旦，则犹如助产

师之于婴儿，没有上海就没有四大名旦的崛起，进而也

没有京剧的鼎盛与辉煌。

说上海是“四大名旦”的成名地，这恐怕不能说是

妄畜。

“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八岁在北京登台时，并

非出类拔萃。他姑母曾这样评价他：“言不出众，貌不

惊人”。1913年，梅兰芳随京剧宗师王凤卿首次到上海

丹桂第一台演出时，技艺还没有得到观众认可。以致

公演前金融界人士找王梅二人唱堂会，丹桂老板许少

卿还加以拦阻，怕梅兰芳在堂会上唱砸了，影响公演卖

座收入。让人惊喜的是，梅兰芳的堂会演出相当成功。

接着公演，前三天的“打炮”(又作“打泡”)戏——(彩楼

配)、<玉堂春)、<武家坡)也场场满座。梅兰芳以其嗓

音的宽亮圆顺。扮相的华丽大方，终于得到了上海观众

的认同。之后，他在上海排演了刀马旦的应工戏(穆柯

寨)，更加反应热烈。1914年，梅兰芳再次应邀到上海

公演，又载誉而归。上海公演的两次轰动，使梅兰芳在

梨园内外的声名大震，以致返京时，车站出现了好几个

戏班邀请梅兰芳搭班唱戏的场面。

苟慧生先学梆子于天津，以“白牡丹”的艺名享誉

京津。嗓子倒仓后，在自社∞的帮助下正式转学京剧。

1918年与著名老生刘鸿生合演<胭脂虎>，“白牡丹”声

名大起。尽管如此，1919年，苟慧生随武生泰斗杨小

楼，后起之秀尚小云、谭小培去沪公演时，还有人说“唱

梆子的白牡丹”根本不够资格。初到上海，苟自己也提

心吊胆。首场他和尚小云同演<花田错>，由于配合得

珠联壁合。相得益彰，从而一炮打响。上演(思凡>、<汾

河湾>、<翠屏山>、(珠帘寨)、<南天门>、<虹霓关>、<樊江

关)、(游龙戏凤)、(春香闹学>等，还有南派本戏(七擒

孟获)、<三戏白牡丹>，均收到很好的效果。从此，苟慧

生誉满上海，风靡江南。演出结束后，他接受天蟾舞台

重金挽留，留沪唱戏。之后亦舞台、共舞台也争相聘

请。他三次莅临上海，演出将近四年之久。此后。他回

京半年多，又应亦舞台之聘，于1923年再度南下，更受

欢迎，直到1924年5月才离沪返京。1926年，苟第五

次来上海，集中首演一批新剧，苟派风格更为鲜明。到

1927年11月他第六次来上海时，苟派艺术已经在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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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重要影响。回京后，他与杨小楼、余叔岩、陈德霖

同台合作，使北京剧坛重掀热潮。可以说，苟慧生学艺

在天津，成名却在上海。

尚小云初名三锡，成名很早，1914年北京<国华日

报>组织童伶竞选大会，他被评为“第一童伶”，16岁出

科后，改名尚小云，边学边演，得到戴韵芳、陈德霖、路

三宝、王瑶卿等人的帮助，技艺进步很快。1917年尚小

云和杨小楼、谭小培、白牡丹(苟慧生)时称“三小一

白”，首次赴沪，演出于上海丹桂第一台。此次演出由

于阵容整齐，剧目丰富，轰动上海。尚小云和苟慧生合

作的剧目<十三妹>、<虹霓关>、<得意缘>等戏，更是表

演出色，反响良好。后来“三小载誉返京，一自独留上

海”。1919年，尚小云应邀和王瑶卿、朱素云、马连良等

再赴上海演出，合作的<乾坤福寿镜>又一次轰动申城。

程砚秋6岁学艺，1l岁登台演唱，15岁开始搭班唱

戏，在北京先后搭过喜群社、庆兴社等戏班。但年轻的

程砚秋在各处都不居主要地位，最多出演二路旦角。

同梅兰芳、苟慧生一样，他的真正走红也在上海。1922

年，程砚秋应上海亦舞台之约，与京剧泰斗余叔岩赴沪

唱营业戏。当时，“程砚秋”对广大戏迷们来说还是个

陌生的名字。抵沪后余叔岩遭小报攻击，悄然返京。

他的出缺却为程挂头牌担主演提供了契机。公演头四

天的“打泡戏”是传统名剧(女起解)、<头本虹霓关)、

<汾河湾>和(玉堂春>。程以新颖别致的表演，饱满酣

畅的唱腔。顿时倾倒了沪上观众。随后几天里。新编剧

目<梨花记>和<龙马姻缘>的演出更是盛况空前。上海

演出成功使程砚秋声名大震，当他凯旋京城时，已跨入

京剧旦角第一流的行列。1923年程砚秋再次赴沪，声

势又远非一年前所能比。返京时，梅兰芳亲往车站迎

接，称赞他有“青出于蓝”之势②。以后程砚秋每年都有

上海之行。

可以说，没有上海剧坛的成功，他们都可能只是默

默无闻的小脚色。也就没有著名于中国戏剧史的“四大

名旦”了。

京剧的“四大名旦”皆成名于沪上，决非偶然。

上海是在19世纪中叶开埠的，到20世纪初梅程苟

尚始登台时，上海已经是个五光十色的远东大都市了。

演戏的场所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茶园”、“戏园”时代

后。已出现了西洋式是新式舞台。而上海向京剧艺术

敞开大门，也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连“京剧”这一名

称，也是由上海人叫出来的。所以，上海对于京剧而

言，一方面是南方的一个主要演出基地，另一方面又以

自己地域文化的强势，毫不留情又潜移默化地改造着

京剧。总之，上海作为一个新兴城市，传统文化对它没

有多少束缚，欧风美雨影响相对深入，因此求新求变是

上海京剧观众对戏剧的要求。很多北方京剧中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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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常常在上海舞台上打破。因此，这种氛围，自然

比讲求论资排辈，讲究稳练的氛围中，更有利于年轻演

员脱颖而出。苟慧生在北京不时遭到宗派思想作祟的

同行的攻击，在上海却大受欢迎，就是一个明证。上海

就是这样接纳尚未露头角的梅程苟尚的。后来梅兰芳

在上海收俄罗斯女伶为弟子，程砚秋被西文报纸撰文

介绍，都和上海这座城市的五方杂处、海派文化的兼收

并蓄有关。

在京津的梨园艺人心中，上海是他们的“外府”@；

而对未成名或未成大名的北京演员来说，他们认为仅

仅在北京“走红”还不算是真正的“红”，必须要到上海

锤炼一番。在心态上，北京戏班虽然以正统自居，看不

起海派艺术，但无不承认上海是个大码头，在上海那边

唱红或先红了，回到北京舞台上再锦上添花，常常便

“大红特红”了。梅兰芳的上海之行，使自己成为众多

戏班争相礼聘的香饽饽；程砚秋的首次上海之行，由二

路演员．跻身一流名旦之列；苟慧生的上海之行，由不

容于京城，到返京后掀起京剧热；尚小云的上海之行，

使自己的声誉更隆。

赴沪演出经济收入可以比平时的日常演出翻几

番。一般而言，上海接待的方面要实行“四包”(接、送、

吃、住)，此外包银也非常可观。④因此，很多未成名的演

员对赴上海演出充满了欣羡。看一看当时赴沪的京剧

演员在沪上的收获，就能想象出上海对当时京津戏曲

艺人的巨大诱惑。梅兰芳第一次来沪包银就有1800

元，而同行的王凤卿更是高达3200元。程砚秋靠上海

的演出所得，清偿了长期的债务。

从京津来沪，原走海路，海路来沪，交通已是畅通

便利，后来京浦铁路的贯通，为京津名角到上海提供了

更大的方便。这也是京剧演员频繁去沪的一个重要原

因。

上海报纸非常发达，广告意识突出。梅兰芳对上

海的媒体炒作印象颇深，他说：“日报和海报，都在我们

的姓名上面，加上许多奇奇怪怪的头衔。凤二爷(指王

风卿，笔者注)是‘礼聘初到申天下第一汪派须生’、‘寰

球第一须生’；我是‘敦聘初到申独一无二天下第一青

衣’、‘寰球第一青衣’，像这种夸张得太无边际的广告，

在我们北京戏报上是看不见的。”@梅兰芳首次上海之

行，王风卿就陪他到几家报馆拜访过主持时报的狄平

子、申报的史量才、新闻报的王汉溪。o这也从侧面说明

报纸新闻力量的不可小觑。有这样的日报、海报为演

员的成名提供舆论支持，这样演员一旦唱红，其知名度

的扩大是相当容易的。

而从艺术角度分析，“四大名旦”的成名沪上，最主

要的原因还在于上海剧坛给他们提供了其他城市不具

备或不完全具备的演出条件。

京剧是北方发展起来的艺术，因而在上海从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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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的人员的相对缺少，这是不值得奇怪的。在上

海的京剧圈中，很多演员都是从京津来的。上海的大

戏园也经常邀请京角去演出，甚至不少戏园干脆实行

“班底制度”——只准备“二路”以下的演员，而“头牌”

则是要从北京邀请。而在北京，年轻演员就未必有那

么幸运。梅兰芳在谈到喜连成时讲，“在当时北京老角

好的这样多，刚出科的学生，就算艺术学得地道，在科

班里演唱，也是很红，等到大班里面，不定让他配一个

什么零碎角，那真惨了。”⑤因此，和北京相比，上海有同

样广阔的艺术市场，却不比北京剧坛的高手林立。这种

环境自然有利于年轻演员的展露头角。

另外，上海的观众特别喜欢看旦脚的戏。翻一翻

当时的<申报)，“沪上花旦一门，最能卖座”(1913年1

月30日／10版)，“沪上尤重视旦脚”，“盖以其于金鼓声

外。别寓优柔之味，英雄气中，兼写儿女之情”(11月6

日／13版)，这样的话比比皆是，有的还做了文章的题

目。这当与上海地处江南，吴越自古文化柔媚细腻有

关。早在“四大名旦”南来之前，上海京剧舞台上的有

造诣的旦脚已是明星闪烁了。第一代常子和、冯三喜

是外来的，第二代冯子和、毛韵珂等就是自己培养的

了，他们或会英语，或会西洋音乐舞蹈，对在上海刚刚

兴起的新剧(话剧)颇为关注，把新剧的写实、新奇的风

格揉入京剧表演中，所以他们的表演或啼笑皆真，或多

用新腔，后来梅兰芳、苟慧生就从海派旦脚身上汲取过

许多养分。除了全国范围的“四大名旦”，上海还有自

己的“四大名旦”，叫做“海上四大名旦”。是指赵君玉、

刘筱衡、小杨月楼、黄玉麟四人，虽说缺乏权威性，但在

上海也还是风流过一阵子的。京剧原本是重视老生

的。光绪二年(1876)三月初二<申报>上的<图绘伶伦)

一文，就有“京剧最重老生”之言(这也是我们上文说的

最早出现“京剧”一词的地方)。中国京剧的“四大须

生”成名于北京，而“四大名旦”成名于上海，这就很有

些意味了。

梅程苟尚上海之行的最大收获，就是初演取得巨

大成功，这使他们在上海、在北京两地站稳了脚跟，在

京剧界树起了声名。在成名效应的影响下，兼之四人

自身的努力，梅程尚苟终于在随后的舞台生涯中形成

了自己的流派。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发动读者投

票评选优秀京剧旦角，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尚小云

<摩登伽女)、程砚秋<红拂传>、苟慧生的<丹青引)荣获

前四名，当选为“四大名旦”。四大名旦的出现，打破了

生脚当家的局面，京剧舞台更加争妍斗奇，旦脚开始占

据突出地位，从而开创了京剧在其后20年的鼎盛局面。

这也是上海对“四大名旦”，进而对中国京剧的最大贡

献。

梅尚程苟的上海之行，对他们艺术的推动也功不

可没——那就是使他们获得了舞台艺术的新眼光、海

派戏剧的新养料和艺术革新的大勇气。

梅兰芳自己承认第一次在上海短短五十几天的逗

留，对其“后来的舞台生活，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弧

形舞台、明亮的灯光，道具、布景、化装的借鉴与吸收，

使梅兰芳获得了新的艺术表现手段。与欧阳予倩等人

的接触，来自于以表现现实生活为特征的“文明戏”的

影响，使梅兰芳返京后陆续排了(孽海波澜)、(宦海

潮>、(一缕麻>、<邓霞姑>、<童女斩蛇>等提倡妇女解

放、披露官场阴谋险诈、反对包办婚姻、破除神权迷信

的时装戏。这些剧目成为梅兰芳一生艺术实践的重要

内容。

程砚秋新编剧目(梨花记)和<龙马姻缘>在沪演出

成功，从此坚定了程砚秋创排新戏的决心，为程派艺术

的形成和发展，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上海之行初战

告捷，青年人的奋进、好胜使程砚秋决心自己挑班，干

一番事业。于是在半年内，程砚秋有七出新戏出台，轰

动京城。

苟慧生同样受益于海派艺术颇多。在上海期间，

他吸收海派演出经验，不断丰富自己的剧目，又广交同

行，结识了很多南方知名的戏曲艺术象，如革新派艺术

家夏月润、夏月珊兄弟、上海第一名旦冯子和、南派老

生潘月樵与周信芳等。新世界开阔了他的视野，新朋

友启发了艺术创造。比如苟慧生后来的念白熔韵白、

京白、苏白三者于～炉，别饶风味，就是受到了冯子和

念白的影响。沪上的许多文化名人都帮助苟慧生进行

艺术建设。他受惠于吴昌硕的绘画指点，后来就有(丹

青引>中绘画的出色表演。在上海的几年里，苟慧生还

对旦角的表演、唱腔做了不少探索与尝试，开始在舞台

上大胆使用五彩灯光和立体布景。由于苟慧生博采各

家之长，又锐意革新，不拘成法，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

的表演和唱腔。上海的积累为“苟派”艺术的创立奠定

了基础。

尚小云的舞台表演也颇受海派的影响。他的新编

剧目(摩登伽女)在舞台美术、道具服装、音乐设计等方

面均做了大胆的革新。舞蹈伴奏有吴晨兴钢琴、杨宝

忠小提琴，舞台布景“彩电数百，有机旋动，颇为壮丽”，

小云“作西方美人妆”，还“作‘英格兰女儿’舞”@。30年

代演出的<云弊娘)，尚小云曾采用少数民族的装束，当

时就有人认为“这是外江派，不是京朝派”，而这里所谓

“外江派”．就是海派。

四

梅程尚苟的走穴申城，无疑是上海京剧史的重要

篇章。它带给了上海京剧舞台深刻的影响。首先，梅

尚程苟来沪丰富了上海剧目和表演风格，活跃了上海

的舞台。“四大名旦”的代表剧目，如梅兰芳(宇宙锋>、

<贵妃醉酒>、<天女散花>、<霸王别姬>、<洛神)，程砚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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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龙马姻缘>、<红拂记>、(风流棒)、<青霜剑>、<碧玉

簪>、<锁麟囊>，荀慧生影响巨大的<丹青引>、<红娘>、

<杜十娘>、(玉堂春>，尚小云的<乾坤福寿镜>、(汉明

妃>等，都曾在上海演出过，有的甚至是首演于上海。

还有一些传统剧目，名角演来，别有风韵。这些表演无

疑给上海的京剧爱好者以很好的艺术享受。

其次，梅尚程苟的上海演出，弥补了上海演艺界的

演员不足和行当不平衡。在上海，很多戏园只准备“二

路”以下的演员，而“头牌”则是要从北京邀请。名角在

京剧中的重要作用是谁也不能小视的。当时上海旦角

相对较少，小杨月楼死后，就再没有出现过南派特点的

旦角人才。“四大名旦”往返京沪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上海旦角行当的空缺。

再次，“四大名旦”的上海献艺也带动了上海演员

水平的提高。梅兰芳在上海演艺界影响是深远的。梅

兰芳首次上海演出，与欧阳予倩结识，激发了欧阳对京

剧的巨大热情。从此，欧阳予倩开始进入京剧职业演员

的行列，并且在导演、编剧方面成绩卓著，尤其以“红楼

戏”表演最具特色，和梅有“南欧北梅”之称。海派名旦

毛韵珂的女儿毛剑秋曾被梅兰芳收为弟子；青年演员

赵君玉吸收了梅兰芳的艺术精华，再吸收冯子和、贾璧

云、毛韵珂等表演特点，遂成为南方著名旦角，获得“南

方梅兰芳”的美称。而京剧演员言慧珠，在1943年正式

拜梅兰芳为师，其执著的艺术追求深受梅兰芳的喜爱，

得到了梅兰芳的真传。她演出的(西施>、<洛神>、<贵

妃醉酒>等梅派艺术剧目，受到观众的认可。这一点

上。其他三位名旦的影响也很明显，只是没有梅兰芳的

突出罢了。

在中国，上海是一个特殊的存在。20世纪前期的

上海，对外开放，得西方文化风气之先，但也带有畸形

的殖民地色彩。就戏剧表演而言，许多新事物也都是

先出现在上海而后向别处辐射的。按照封建传统，帝

王去世各剧团要在“国丧”期间停演一月，这旧规是在

上海首先被改变的。“班园合一”的形式也是上海的创

举。而且许多戏园子都是由名演员任业主，如著名演

员孙菊仙经营的“升平轩戏园”、夏月珊、夏月润兄弟开

创的“新舞台”等。由于是内行经营管理，自然懂行得

多，“四大名旦”成名上海，与这一点也不无关系。上海

贡献于中国戏剧的近现代发展，可谓多矣!

(责任编辑：吴晓明)

注释：

①国画家胡佩衡、于非暗及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的学生发起组

织的一个以“白牡丹”为名的戏曲团体。

②程砚秋曾对梅兰芳执弟子礼。

③民国十六年1月<申报)之拙庵(近三十年来上海剧场之变迁

记)。

④徐城北著：(中国京剧>之<且说“京角儿”>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6年版。

⑤⑥⑦⑧梅兰芳著：(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

年版第67，143，127，187页。

⑨秋舫：(纪小云摩登伽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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