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多是应社交的需要依茶座而
坐!且在观演空间里"观众可点
戏"艺人亦需受招伺酒#观众席
间欢声笑语" 而戏台之上演员
也可随时终止表演" 召唤检场
上台送茶水#$长三幺二之摩肩
擦背而来者"亦且自鸣其阔绰"

轿班娘姨之辈" 杂坐于偎红倚
绿之间%更有各处流氓"连声喝
采"不闻唱戏"但闻拍手欢笑之
声&&'!"中西戏馆不同说 #$

%申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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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

台上台下的往来互动模糊了观
演空间的边界%此外"茶园以茶
水计费" 戏剧演唱是为了招徕
更多的客人%因此"茶园看戏行
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交行为的
附属%

更为重要的是" 茶园呈现
出来的观演空间仍然构筑在清
代等级观念之上% 茶园座位是
依社会等级来安置的% 达官贵
人的官座在二楼"类似包厢"普
通百姓只能坐一楼的散座 )池
座% 每个座位都表征了自己的
社会等级和相应的审美趣味 %

而且"戏剧艺人地位非常低微"

时而被召唤陪伺饮茶" 他们的
演唱活动和知名度仍依赖于达
官贵人的提携与赞助%可见"茶
园虽然是商业化经营" 但是并
未走向专门化" 它实际上是一
个多功能的社交场所" 戏剧的
审美功能仍然依附于茶园社交
这一主要的社会功能" 是晚清
等级观念藉由戏剧观演空间向
社会日常生活的渗透与强化%

%&'"

年
!'

月" 夏月珊)夏
月润兄弟在上海十六铺建造了
中国第一个仿照日本镜框式舞
台的新剧场***新舞台% 新舞
台的建立" 标志了上海传统观
演空间现代化转型的开始 "亦
是上海戏剧文化的教化功能在
剧场空间维度的呈现% 它不仅
在建筑空间上打破了戏台依附
于茶园的从属性" 而且构筑的
观演空间凸显了戏剧的艺术自
立和社会教育功能" 拓展了上
海戏剧文化的公共空间%

新舞台与茶园的不同之处
在于" 它把三面敞开的带柱戏
台改建成为半月形镜框式舞
台"演唱台面拓宽"可以使用各
类软硬布景# 采用了当时最先
进的声 )光 )电技术 #取消了台
前立柱" 观看空间里排椅代替
了茶座" 并自前往后成梯状逐
渐增高" 观看视线可以畅通无
阻%废除了茶园案目制"实行售
票制# 观看空间内取缔了一切
与观剧无关的诸如喝茶) 谈生
意等行为"剧场内+观者洗耳恭
听"演者各呈妙计'!%中西戏馆

不同说&$%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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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如此"观演空间各自独
立"彼此互不越界%观演分立的
剧场空间建制把看戏提升到与

听戏并重的地位" 使得传统的
以听戏为辅) 社交为主的戏剧
活动转变为戏剧审美活动% 表
演者及其表演舞台构成整个观
演空间的视知觉中心" 观众能
够在暂时达成一致的观看氛围
中形成某种默契的集体观剧心
理"从而实现观

)

演两端无论是
在艺术传达方式上还是情感交
流空间内平等的主体地位 "以
致于最终形成观

)

演之间的情
感认同% 这种基于平等主体之
上达成的情感认同是戏剧艺术
得以自立并实现其教化功能的
前提%

新舞台不仅促进了戏剧艺
术的自立和表演体系的完善 "

也推动了近代戏剧空间从一般
性的社交娱乐空间向具有教化
意味的公共空间的转型% 新舞
台是迎合戏剧改良运动的舞台
实践需要而诞生的" 因此它在
很大程度上成为改良运动的宣
传平台%新舞台建成之后"对剧
目内容进行了很大的创新和变
革" 上演了一大批表现现实生
活) 反映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
时装新戏"如,赌徒造化-,黑籍
冤魂-,黑奴吁天录 -,宦海潮 -

等等 "+或唤起民族主义思想 "

或讽刺社会现状" 取材颇有新
意 '!胡怀琛 ( %上海的学艺团

体 #$ %通志馆期刊 #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具有鲜明而
强烈的政治色彩" 激荡着民族
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如,黑籍
冤魂- 即是一部揭露鸦片罪恶
的时装连台本戏% 该剧目的上
演引起了鸦片贩子的怨恨 "但
是扮演烟鬼的夏月珊并不为所
动 " 反而在舞台上大声宣布 .

$我们不怕恐吓"毒要抗",黑籍
冤魂- 要演" 绝不退让'!梅兰

芳(%戏曲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

件事 #$ %中国戏剧 #

%&$%

年第

+$

期'% 为了宣传的需要"这些
新戏在唱词上采用方言" 说白
多" 唱功少"$演戏的目的是从
爱国思想出发"鼓吹革命"所以
在戏里是有长篇演说 ' !高黎

痕 ( %谈解放前上海的话剧 #$

%上海地方史资料#!五'$ 上海

社科院出版社
%&"$

年$第
%,-

页'%这种夹杂演说的表现方式

在当时不仅大受欢迎" 甚至还
引起了表演角色的变化" 出现
了所谓的$言论派老生')$言论
派正生'的角色"即表演中经常
发表鼓动性言论的角色"$颇合
当时观众的心理 '!%新舞台之

爱国新剧 #$ %申报 #

%&%%

年
*

月
%-

日'% 当时就有人这样描
述潘月樵在舞台上的巧舌如
簧.$马相伯演说似做戏" 潘月
樵做戏似演说 '!%上海掌故 #$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年 $第

,&)('

页'%

在新舞台的带动下" 上海
建造了一批新式剧场"如$大舞
台')$新剧场')$新新舞台')$天
蟾舞台'等"旧式茶园逐渐退出
历史舞台%这些新式剧场在当时
戏剧改良界人士的努力下"被开
拓为上海戏剧文化的公共空间"

具有明显的社会教化意义"体现
了当时上海戏剧界人士的文化
自醒和政治自觉%

戏剧报刊的教化

功能

与新型剧场以情感认同的
方式教化市民不一样的是 "近
代戏剧报刊以戏剧改良为武器
直接参与社会事务" 具备鲜明
的警世)教化功能"堪称为上海
戏剧文化公共领域的起点% 戏
剧界改良直接与启蒙救国的政
治需求相匹配" 其目的就是通
过戏剧来启蒙民众以达到救国
的目的.$现今国势危急" 内地
风气不开"//惟戏曲改良"则
可感动全社会"虽聋得见"虽盲
可闻" 诚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
也'!陈独秀 (%论戏曲 #$%新小

说#

%&'.

年第
,

卷第
,

期'% 近
代上海戏剧报刊的创办即是戏
剧改良开辟的更具有公共性和
教化意味的公共空间%

作为当时主流报刊之一的
,申报-对戏剧报刊的创办无疑
有着重要的典范性意义 % ,申
报 -创刊于

%"-,

年 "它虽然不
是戏剧专报"但发行量大"影响
深远" 关注戏剧时间远早于戏

剧专报% ,申报-创刊不久就开
始关注戏剧" 最早的戏剧类文
章以竹枝词形式出现在

%"-,

年
*

月
%,

日这一期 .+自有京
班百不如" //金桂何如丹桂
优"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京调
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 ',申
报- 还大量刊载了戏曲类广告
以及对近代上海戏剧戏园 )剧
目) 演员及舞台表演等方面的
评论% 这些评论促进了上海剧
场及剧场制度的改革" 号召戏
剧界人士从删除淫戏) 力去陈
腐)注重社会情状)提倡国家思
想四个方面对戏剧进行改良
!济民(%改良戏曲谈 #$%申报 #

%&,%

年
(

月
(%

日'"极大推动
了近代上海戏剧的改良运动 %

早期,申报-对戏剧的关注标识
着近代上海戏剧的传播方式进
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报刊成
为上海戏剧文化建构的另一大
教化空间%

维新运动之后" 上海戏剧
界开始出现戏剧类专刊%

%&'*

年陈去病) 汪笑侬等人创办了
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份戏剧专业
方面的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

丛报"刊物的宗旨即. +以改恶
俗 "开通民智 "提倡民族主义 "

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 '

0陈去病)汪笑侬等(%招股启并

简章&$%二十世纪大舞台&

%&'*

年
%'

月第
%

期(%柳亚子在,发
刊词- 中亦表达了同样的政治
主张.+今所组织" 实于全国社
会思想之根据地崛起异军 "拔
赵帜而树汉帜%他日民智打开"

河山还我"建独立之阁"撞自由
之钟"以演光复旧物)推倒虏朝
之壮剧)快剧"则中国万岁",二
十世纪大舞台- 万岁% '0柳亚

子 (%发刊词 &$%二十世纪大舞

台 &

%&'*

年
%'

月第
%

期 ( ,二
十世纪大舞台- 在内容上以戏
剧为评判时局的主要武器 "刊
登了汪笑侬) 孙寰镜等人创作
的,安乐窝-,鬼磷寒-,拿破仑-

,新上海 -等新编的剧作 "以此
来激励戏剧改良和社会变革 %

如 ,安乐窝 -即由女丑扮演 "批
判了西太后不仅反对变法 )阻
碍社会进步"而且还穷奢极欲)

丧权辱国的罪状%

,二十世纪大舞台-一经问
世便传播至诸如汉口) 苏州等
城市"甚至远销至日本东京)香
港) 新加坡等地" 广受读者欢
迎 .+夫申江为中原之重心点 "

舞台为申江之重心点" 陈君佩
忍)汪君笑侬等"为舞台之重心
点"其关系顾浅鲜耶1 //采采
流水"蓬蓬远春"此曰大舞台之
进步也%吾崇拜之"吾将率四万
万同胞"合掌欢呼"崩角稽首而
崇拜之 '0崇鼎 ( %崇拜 *大舞

台+&$"二十世纪大舞台&$

%&'*

年
%'

月第
%

期(% 香港同盟会
机关报亦对,二十世纪大舞台-

推崇备至.+戏剧司教育权之一
大部分" 渐为吾国有心人所公
认%是故优界改良之运动"颇有
其人%而最得风气之先者"为上
海一埠% //刊行优界杂志一
种"每月二卷"每卷二毫% 其中
精神高尚" 辞藻精工" 歌曲弹
词"自成格调%读之令我国家民
族之思想" 悠然兴发" 不能自
己 '0香港 "中国日报 &("绍介

*大舞台 +&$ "二十世纪大舞

台&$

%&'*

年
%%

月第
,

期(% 由
此",二十世纪大舞台- 以改良
为核心" 为当时的戏剧艺人和
社会仁人志士提供了参与社
会)评判现实的机会%

作为近代上海戏剧改良运
动的先驱报 " ,二十世纪大舞
台- 出版两期后的被迫停刊表
明了近代中国戏剧文化转型的
艰难%尽管如此"该报刊所倡导
的戏剧改良观念以及民族主义
精神" 开辟了近代上海戏剧文
化的公共领域" 为后来持续葆
有公众关怀的各类戏剧报刊提
供了典范%之后"一些类似的戏
剧报刊陆续创办 %

%&%'

年的
,梨园杂志-与

%&%(

年的,歌场
新月-均以启发民智)移风易俗
为办刊宗旨% 新剧在上海戏剧
舞台崭露头角并大受欢迎之
后"上海新剧公会

%&%*

年创办
了 ,新剧杂志 -"专门研究新剧
艺术%同年

&

月",俳优杂志-创
刊"就旧戏与新剧展开讨论%此
外诸如,剧场月报-,戏剧丛刊-

,鞠部丛刊-,春柳- 等报刊"就
戏剧理念的变革) 戏剧艺术的
完善和社会生活) 时事政治等
发表各方不同的见解" 表达了
近代戏剧界人士对当时社会时
政和国家命运的关切%

近代上海戏剧不仅在审美
上以市民趣味为取向" 更是通
过新型剧场和报刊传播的方式
构建了上海戏剧特有的文化公
共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戏剧从单纯社交到审美) 教化
的功能转型" 且其教化功能随
着民国时期戏剧艺人日益增长
的文化参与) 政治表达和民族
关怀而更为凸显%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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