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教学所需，六年前笔者曾于

网络上搜集题名为《京剧古董唱片

大考》的千余段音响资料(后无

偿捐献给沈音图书馆)。聆听欣

赏之余。知清末民初有名角“双

处”“许处”“龚处”等人分别于

胜利、百代等唱片公司灌录出版发

行若干张唱片。然而，彼时笔者独

一、只言凫语“双处"其人

读《吴小如戏曲文录》中《看票

友的戏》①一文，有关“诸处”的点

滴信息如下文中所述：

“从文献上看，可以说从有戏

曲的那一天起就有票友(即业余爱

好者)存在，而票友的演出水平也

是多层次的。很多京戏演员原是票

友出身，从前多用‘某处’字样来

表示这位演员是从票友‘下海’而

成为职业艺人的。如许荫棠称‘许

处’，龚云甫称‘龚处’，双阔亭

钟一辨皮黄音韵，却无暇考究“诸

处”究竟何人。2013／$秋冬时节，

于沈音偶识辽沈地区数位唱片藏

家，后经诸君介绍又结识京、津、

粤等地藏家多人。承蒙友人抬爱，

一睹部分唱片片芯图片，好奇之心

终将得以补偿。本就山野之人闲聊

之间提及话题，致使旧惑未解，新

称‘双处’等都是如此。清末的遥

吟甫畅票房，民初的春阳友会，以

及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属于全国铁

路系统的‘扶轮雅集’，都是著名

的票房，而且都培养出一批‘名

票’和由‘名票’下海的著名京戏

演员。”

除却吴小如先生文中所明确

提到的“票友下海”2而成职业演

员被称为“某处”。语出同意，再

则，可男见秦瘦鸥著《戏迷自传》

题又添。但终因笔者学力、学养不

及，未及深思诸“处”缘何而用，

“处”之称谓何时而终等问题。今

将萦绕于心、困惑许久的不是问题

之问题，通过文献学习研究，试做

其中只言片语梳理，拙笔为文，题

名《百年余音绕诸处不了情》，以

飨众友，盼请郢斫。

中《李春来与双处》3一文，原文

如下：

“在那次的上海之行中，我还

意外地看到了一位双目失明却依然

在舞台上演出的老演员双处。他出

身票友，故按当时习惯，出台挂牌

不用全名，只在姓以后加以‘处’

字，以区别于专业演员。例如更早

于他的著名京剧小生德瑁如在下海

前称‘德处’，老旦龚云甫称‘龚

处’。至于这个。处‘字究竟作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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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我曾请教过俞振飞、刘斌昆二

位大师，他们也无法肯定。双处的

全名叫什么，我一直不知道，最近

才蒙常在报刊上写剧评的柴俊为君

见告：双处是满族人．原名双阔亭

(一作克庭)。1913年梅兰芳来沪

演出时，双处也是同来的主角之一，

二、三言两语“诸处"禁用

偶读。清代杨米人等著《清代

北京竹枝词(十三种)》一书，其

中有署名兰陵忧患生著《京华百二

竹枝词》4一部，其中有竹枝词诗一

首，诗后并附释文。原文如下：

日见梨园声价增，

呼名一改旧时称。

殊红笺写黄金字， ·

雅篆高超无上乘。

“昔日梨园名脚，或称绰号，

或称小名，或称某脚色。而加其姓

三、砭篇断简“处"字何裾

前文疑问，京剧界何时兴起

“某处”的称呼?为何票友下海称

为“处”?依旧难解。

由此再读，胡渐逵《处女、处

士、处暑的处当作何解》5一文，其

原文如下所述：

“顺便说说。大约从清末起，

京剧票友又称处(Ch矗)，其中年

岁最高者为孙菊仙，此外，名票许

荫棠、龚云甫、德瑁如、双阔亭等

下海前曾称处。中国戏曲从她诞生

起，就产生了自己忠实的观众群。

这些观众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

酷爱戏曲的戏迷。一部分是不但爱

视力已较差。其后终于失明。”

从以上两著作的两篇文章中，读

者可清楚了解到以下两点信息：

其一。 “票友下海”后称为职业

演员而称呼其为“某处”。

其二。许荫棠称“许处”，龚云

甫称“龚处”，双阔亭称“双处”，

于上。其因玩票而改业者则称某

处。近日一律改称名号，如谭鑫

培、汪桂芬、俞振亭、杨小楼、何

桂仙、黄润甫、陈德林、余玉琴、

罗寿山、孙菊仙、德君如、许荫

棠、龚云浦诸名伶，不复有‘小叫

天’ ‘汪大头’ ‘小毛包’ ‘小

杨猴’ ‘何九’ ‘黄三’ ‘陈石

头’ ‘余桩’ ‘罗百岁’ ‘孙

处’ ‘德处’ ‘许处’ ‘龚处’

(或称‘龚老旦’)之称矣。西腔

看戏，而且自己还爱唱戏，甚至粉

墨登场的观众。这后一部分就称做

‘票友’。京剧票友何以称处?对

于这个问题，辞书均无解释。后经

查考，请教名家，我以为京剧票友

其所以称处，是因为处有隐义。既

然居于家中的‘女未嫁日处女，

士未仕日处士’ (《正字通·虐

部》)，那么居于家中尚未下海的

票友(指京剧票友，下同)。当然

也就可以称处了。也就是说，尚未

下海的票友，正如待字闺中的处女

和居家未仕的处士，因此称处；更

何况票友下海时，虽偶尔粉墨登

生活I杂谈随感

德琚如称“德处”。

同时，笔者也有两点疑问，困扰

于心。

其一，京剧界何时兴起，何时又

停用“某处”的称呼?

其二，为何称为“处”?“处”

字何解?

名脚，尚仍其旧。”

经考。兰陵忧患生所著《京华

百二竹枝词》于宣统元年(1 909

年)刊行于世。由此而知，或称

“某处”的下海票友，以及或称绰

号，或称小名，或称某角色的京剧

演员，“近日一律改称名号”，即

于1909年该书刊行前而禁用别称，

而直呼真名实姓。

回顾前文两点疑问。何时停用

“某处”的称呼?似乎可解。

场，但其声名才艺，却仍处于尚未

充分显露的玩票阶段呢?因此，人

们以处称之，于其票友身份，不亦

宜乎?”

胡渐逵先生所撰该文，着力

于文字考证的方法，强调“女未

嫁日处女。士未仕日处士”。对

于京剧票友何以称“处”这个问

题，因辞书均无解释，进而得出

“尚未下海的票友，正如待字闺

中的处女和居家未仕的处士。因此

称‘处’。”如此一来，胡先生

结论认为“对票友不直呼其名，即

含敬意而以处称之，既可示其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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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的客卿身份，又可以此表敬称

之意。因此，处这个称呼，是颇适

合票友身份的。”

读罢胡渐逵所撰一文，其似乎

可以自圆其说。

然而。再读朱承平《“处

四、收鞋缀轶“处"恃枚勘

前文已序，多位涉“处”之票

友下海而成名角，百年前多家唱片

公司为诸位“处”灌录唱片而传于

后世。笔者因文献资料有限，加

之力所不及，诸如“徐处” “张

处”“俞处”等皆难能一一考证清

楚，更无力辨别唱片之真伪正赝。

是故，仅以“双处”唱片为例，加

以说明原委。

文献所载，自始自终以“处”字

灌片发行而未用真名的演员，仅有

“双处”(双阔亭)一人。据“京

剧老唱片网”不完全记载。截至笔

唱片藏家提供的部分唱片图片

女”、“处妾”与“处妇”》187与

鲁六、吴振兴《谈“处女”、“处

士”之“处”及<汉语大字典>“处”

字条之不足》⑦两篇文章，同样以文

字考证的方法。分别论述了先秦两

汉至清代时期“处”字的含义，即

者撰文之日，便可知其唱片有56种

之多。其中，百代公司有剧目1 1

种(19面)，克纶便(今译哥伦比

亚)公司有剧目4种(6面)，物克

多(后来改名胜利公司)公司有剧

目41种(42面)。

当然，仅列举拥有百年左右历

史的“双处”唱片为例，诚如罗亮

生、吴小如、柴俊为等先生所考证

的结果而言，其确实真伪难辨，正

赝难分。正如吴小如先生在《吴小

如戏曲文录》中多次撰写文章所倡

导的一样，拥有百年历史的唱片的

有“独居、安居、隐居”。

是故，笔者以为称京剧票友为

“处”。不完全是客体戏迷对票友

饱含“敬意”的意思。而应该还具

有票友主体自己所认可的“独居、

安居、隐居”的含义。

的确确需要更多的能人志士，大

家一起齐心协力共同兴起“校勘

学”“版本学”“目录学”等方面

的深入学习和研究。由此，才有可

能为我们的后人书写出相对准确的

“中国唱片史”，进而不断填补、

修葺、完善“中国音乐史”“中国

曲艺史”“中国戏曲史”等等。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拙文一篇

旨在学习与梳理诸位前辈的考究结

果，全权为抛一砖以冀引群玉耳。

(责任编辑姜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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