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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晋商对戏曲的贡献
刘文峰

在以农业为本的中国封建社会，

农业不发达地区有一个普遍现象，即

有积蓄者常携资外出经商，贫困者往

往 卖 身 学 艺 。 这 两 种 行 业 都 被 看 作

“贱业”“末流”。因此，商人和戏曲艺

人有一种天然联系。这种联系突出表

现在戏曲艺人在经济上要靠商人势力

的支持，戏曲艺人为商人提供娱乐和

精神产品。

在 19 世纪之前，戏曲是一种最普

遍、最受人欢迎的娱乐形式。豪商大

贾 无 疑 是 仅 次 于 皇 家 最 有 钱 的 观 众

群。一个剧种、一个戏班，能否赢得豪

商大贾们的喜爱和支持，对其生存和

发展影响甚大。山陕的梆子戏之所以

能在各地流行发展，与晋商的支持密

不可分。

梆子戏是明末清初在山陕豫民歌

和民间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吸取北杂剧

和昆曲的剧目和表演艺术而形成的剧

种，清乾隆中叶发展成为板腔体的戏

剧形式。乾隆末年到嘉庆年间，梆子

戏占领山陕豫的戏曲舞台后，借助山

陕商人势力的支持迅速向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发展。

一种声腔剧种向外发展，需要一

定的条件，诸如自身有较高的艺术水

平，足以超过所去地区的戏曲剧种或

其他的艺术形式；有一定经济实力观

众的支持。梆子戏在乾隆晚期已具备

了这样的条件。特别是后者，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五台新志》曰：山西商人

“皆服贾于京畿、三江、两湖、岭表、东

西北三口，致富皆在千里或万余里外，

不资地力。”他们离乡背井，远离亲人，

虽然在物质生活上比较富裕，但精神

生活却非常贫乏。为了解除思想上的

空虚与寂寞，他们常常不惜重金邀聘

家乡的戏班来演出家乡戏。这样，邀

班唱戏，逐渐在山陕商人中形成风气，

并影响到当地的其他观众，梆子戏就

在外地站住了脚，有的甚至扎下了根，

长出了新枝，开出了新花。梆子戏班

在外地有利可图，有些名角并由此而

发了财，更刺激了梆子戏向外流动。

为了更好地欣赏家乡戏，在山陕商人

聚集的一些商业重镇的山陕会馆都建

有规模宏伟的戏楼，如现存的河南社

旗的山陕会馆悬鉴楼、山东聊城山陕

会馆戏楼、安徽亳州山陕会馆花戏楼

等，不仅建筑宏伟，而且有不少精美的

戏曲砖雕、木雕、石雕、彩绘，为研究晋

商和梆子戏的发展历史提供了宝贵的

形象资料。北京平阳会馆戏楼建于明

末 清 初 ，是 我 国 现 存 最 早 的 室 内 剧

场。逢年过节或每月之朔，同乡欢聚

一堂，祭神祀祖，聚餐演戏。一些虽有

山陕商人聚集，但距离山陕比较远的

小城镇，一般无固定的梆子戏班长期

演出，而一些商业中心城市如北京、天

津、上海、张家口等则有梆子戏班长期

演出。凡梆子戏盛行的地方，必定是

晋商云集的地方，只要有晋商的踪迹，

常常能找到梆子戏的遗响。

晋商对戏曲的贡献，最为显著的

是对山西梆子戏的改革和发展。乾隆

时期，在山西境内演唱的梆子戏并无

剧种之分，约在清朝嘉庆年间有了南

北之分。道光年间，晋中商人势力崛

起，他们非常喜好家乡的地方戏，但觉

着梆子戏过于高亢，秧歌戏虽然委婉但

演不了整本大戏，欲得到一种介于二

者之间的新腔。这时恰有一些不适合

高 调 的 艺 人 和 文 人 知 识 分 子 研 制 新

腔，他们将原有的梆子腔糅合进了晋

中秧歌，并对原有的伴奏乐器进行了

大胆的改革，演出后立刻得到晋中豪

商大贾们的支持和广大群众的喜爱。

同光年间，晋中商人纷纷出资成立“字

号班”，其影响较大、延续时间较久的

有祁县渠姓号称金财主为东家的“双

聚梨园”，有太谷县杨诚斋为东 家 的

“锦梨园”和“二锦梨园”等。在张家口

经商的山西商人亦有成班的，如祁县

人王肃歧办了一个戏班带科班叫狼山

班，常年在北京的康庄、延庆，河北的怀

来、赤城一带活动。

晋中商人不仅是中路梆子戏的忠

实观众和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且有不

少人吹拉弹唱、粉墨登场，是中路梆子

艺术的实践者。据清代史料《塞上轶

闻》记载：清末张家口四大票友都是商

人出身，其中第三位叫吴志远，山西忻

县人，“裕园永”商号的伙计，为人伶

俐，板胡、二弦、大锣、板鼓、铙、梆子样

样能拿，生旦净末丑行行能演，且能博

得彩声。晋中商人从掌柜到伙计，许

多人都会唱中路梆子。各柜上都备有

全套伴奏乐器，晚上关了门没事干，大

家就在铺子里吹拉弹唱，自我欣赏。

有的甚至成立起业余性的剧团叫自乐

班，如“大盛魁”商号的掌柜罗粥臣物

色了二十几个出色的票友，在会馆里

成立了自乐班，一切开支皆由“大盛

魁”供给。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他总

要在会馆大客厅里打坐场。

由于晋中商人的喜好和支持，中路

梆子得以在同光年间迅速发展，成为观

众最多、势力最大的梆子声腔剧种。

晋商对我国戏曲的发展产生过积

极的作用，但戏曲艺人在经济上依附

于豪商大贾，亦对戏曲产生过负面的

影响。如一些女演员依附于豪商大贾

以后，失去了人身自由，过早地脱离舞

台；一些演员为了金钱，取媚于豪商大

贾，在舞台上演出内容庸俗、品格低下

的剧目等。尽管如此，晋商对戏曲发

展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山西商

人，号称新晋商。他们中有不少人发

扬明清时期晋商的优良品德，积极资

助和参与各项文化事业，特别是能代表

家乡文化的传统戏曲，这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中出现的好现象。我国

的戏曲不仅是一种优秀的表演艺术，而

且是一种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影响巨

大的传统文化，只有全社会的参与，特

别是商界的支持，才能发扬光大。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

究所副所长）

安徽亳州山陕会馆戏曲砖雕《击鼓骂曹》

大裆裤、兜肚、绑腿，这是黄河岸

边山西吉县唢呐人最具特色的标志；

高亢激昂、粗犷豪放、原生态展示，这

是吉县唢呐表演的特色。目前，吉县

唢呐已入选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唢呐艺术在吉县流传已久，兼具

宫廷韵味和黄土风情，是晋南地区吹

乐的典型代表。据史料记载，吉县唢

呐已有 480 余年的历史，其体系的形

成与明嘉靖年间的朝廷重臣石宝有

着密切的关联。石宝原籍河北藁城，

官至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明

世宗登基后，由于石宝秉性耿直，凡

事“据理力争，持论坚确，遂失帝意”，

被发配至山西吉州（今吉县）王家原

一带，“贬为乐人，十世不得科考”。

石宝和全家历经千辛万苦落户

王家原西关后，恪守乡规，以礼仪传

家。儿孙们拜当地老艺人为师，刻苦

研习唢呐技艺，个个练出了一身绝

活。石家乐人演奏的唢呐高亢、明

亮，方圆百里无不闻其名。石宝将宫

廷音乐的一些优秀元素嫁接到唢呐

吹奏中，使曲调更加优美动听。即使

曲调名称和周边县市相同或相似，但

其旋律更流畅悦耳。至今当地还流

传着“西关响家到，女子才上轿”“西

关乐人到，新郎满脸笑”等赞誉石家

乐人的顺口溜。几百年来，晋南人把

吉县唢呐视为正宗，竞相习之。

吉县唢呐演奏技艺主要靠口传

心授。高超的唢呐绝活，如口鼻无休

止循环换气、一口吹多个唢呐、用鼻

孔吹奏、模拟男女对唱等技艺，需要

几年的勤学苦练方能达到一定的水

准。吉县唢呐吹奏的曲目、曲牌十分

丰富，代表曲目有《朝廷出南门》、《下

坡趟核桃》等，这些经典曲目既彰显

了当地农民憨厚朴实的天性，又体现

了富丽堂皇的皇家风范，成了当地群

众不可或缺的视听盛宴。

新中国成立以后，吉县唢呐艺术

步入新时代，以杨吉生、葛文、刘晋明

等为核心的吉县唢呐传承人们，几十

年来奋战在传承第一线，培养了众多

技艺高超的传承人。近年来，由吉县

农民组成的壶口原生态唢呐队，频频

应邀参加上海世博会、北京农博会等

各大盛会。在高亢激越的唢呐声中，

吉县壶口汉子们以夸张的动作、高超

的演奏，让人们记住了震天怒吼的壶

口瀑布，也记住了这群黄河汉子的粗

犷豪迈。

吉县唢呐吉县唢呐

兼具宫廷韵味与黄土风情
董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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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河北记者李秋云

通信员杨国勇）经专家委员会评审、

社会公示等环节，河北省文化厅近

日 公 布 了 省 级 首 批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

评选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是河北省加大非遗保护力度的一个

举措，旨在通过评选扩大影响，提高

非遗传承人的地位，使非遗在生产

实践中得到保护，实现非遗保护与

社 会 经 济 协 调 发 展 的 良 性 互 动 。

此 次 评 选 的 生 产 性 保 护 示 范 基 地

共 分 为 传 统 美 术 、传 统 技 艺 、传 统

医 药 三 大 类 别 ，共 有 64 个 单 位 参

评，最后有 17 家胜出，他们都是河

北省开展生产性保护的成功典型。

复排的宁波滩簧小戏受热捧
本报讯 （驻浙江记者苏唯谦

通讯员黄文杰）近日，4 出挖掘复排

的宁波滩簧小戏《拔兰花》、《双投

河》、《康王庙》和《扒垃圾》与浙江宁

波的观众见面。

宁波滩簧是甬剧的前身，其系列

代表作品“七十二小戏”曾在宁波、上

海等地广为流传。因多种原因，这些

剧目已消失了半个多世纪。宁波市文

化艺术研究院（甬剧传习中心）的工作

人员在实施“甬剧老艺人抢救性保护

工程”中，偶然发现了一些脚本线索。

经过半年的挖掘、整理和排演，终于使

部分经典小戏复活并呈现于舞台。

据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郭

国强介绍，4出小戏的特点是草根性、

民间性，因代表了传统宁波滩簧的特

点而广受欢迎。演出当晚，台上仅一

桌二椅、四个民国时期样式的汽灯，串

场人解说、翻戏牌等旧时光景重现。

一些戏迷表示，滩簧小戏虽小，但乡土

味浓，重现了百年前宁波的生活画

卷。赏滩簧小戏让那些看惯了大戏恢

弘舞美和音响的观众耳目一新。

河北公布首批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旧时的北京天桥是百戏杂练的市

井喧嚣之地，数百年来一直是京城民俗

的集聚之所。提起天桥，上了年纪的老

北京人也许还记得掼跤耍幡的宝三儿、

玩杠子的“云里飞”、拉洋片的“大金牙”、

说相声的焦德海……即使对老天桥历史

了解不多的年轻人，恐怕也对“天桥的把

式——光说不练”等类似的俗语并不陌

生。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昔日喧嚣热

闹的老天桥盛景已成过眼云烟，一些有

着珍贵价值的绝活也渐渐失传。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天桥的历史

文脉，从 9 月 3 日至 10 月下旬，在北京市

西城区文化委员会等部门的支持下，北

京天桥演艺区建设指挥部利用天桥丰

富的演艺资源，举办了北京天桥系列文

化活动，让百姓重温天桥的文化记忆。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的天桥演艺

区将是一个以老天桥文化为依托的首都

演艺核心区，在这里传统与现代并存，既

能欣赏到评书、相声，也能观赏到芭蕾舞

和歌剧的演出，而保护传承天桥文化是

其核心和基石，这里将是与天桥有关的

非遗项目赖以生存发展的栖息地。

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

“天桥的历史可追溯到 700 年前的

元代。天桥得名于皇家文化，是皇上去

天坛祭天的必经之桥，出名却缘于平民

文化，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在民国初年

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氛围，被视为

老北京平民社会的典型区域。”天桥演

艺区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安朝晖说。

此次天桥系列文化活动，采用剧院演出

和露天展演相结合的方式，展示了老天

桥文化艺术风貌，弘扬和传承了老北京

文化的精髓。

“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

家。”在过去，天桥对老北京人来说有着独

特的魅力。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

授岳永逸描述，广义的天桥一般以天桥南

大街为轴，北到珠市口，东到金鱼池，南到

天坛公园、南纬路一带，西到万明路、西经

路；而狭义的天桥仅指老人记忆存留中，

有各种卖艺表演，包括三角市场、公平市

场等在内的方圆不到二里的地方。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乱，使得天

桥的表演和民间技艺出现了‘断篇儿’

现象。如今，许多老手艺、老绝活面临

传承危机。天桥文化作为老北京文化

的一种象征，应该传承下去。”穆派戏法

第四代掌门人田学明表示。

“小时候常听长辈们讲当年在天桥

撂地的情景，简单地用长条板凳围一个

圈，就在里面表演摔跤、评书、相声、杂

技等，观众围在外面看。”“北京面人郎”

郎志丽的徒弟张宝林是一个地道的老北

京，对天桥很有感情，“天桥展现了底层

百姓生活的真实状态，培育出相声大师

侯宝林、评剧大师新凤霞等众多表演艺

术家。作为新一代艺人，我十分期待能

够重温老天桥的文化氛围。也许只有重

建一个这样的文化空间，评书、相声等才

能在这里得到繁荣和发展。因此，我们

对天桥演艺区的建设寄予厚望。”

演艺区将传统与时尚结合

“天桥地区具有丰富的演艺资源，京

剧、评剧、曲艺、杂技名家荟萃，更是聚集

了天桥剧场、德云社等 14 个剧场。我们

要通过整合天桥地区现有的、丰富的演

艺资源，将天桥地区打造成为文商旅相

关联的首都演艺中心区。”安朝晖说。

天桥演艺区是北京市“十二五”期

间的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自去年 6 月

启动以来，始终以天桥历史文化为基

石，力争将其建成一个以演艺产业为主

导，集演出、休闲、商务等于一体的首都

演艺核心区。西城区政府还专门成立

了天桥演艺区建设指挥部，负责统筹、

推动各项工作。演艺区规划总占地面

积 2.07平方公里，东至前门大街、天桥南

大街一带，西至虎坊路、太平街，南至永

定门护城河，北至珠市口西大街，将形

成“一核、两轴、五片区”的布局结构。

“一核”指天桥艺术大厦、天桥艺术中

心、市民广场和天桥汇 4 个区域；“两轴”

分别是南北演艺轴和东西演艺轴；“五

片区”则由表演艺术区、文化体验区、文

化商务区、先农坛文化展示区、演艺活

力区五大功能区组成。

复兴天桥文化，有期待有担忧

目 前 ，西 城 区 政 府 已 与 国 家 话 剧

院、中央芭蕾舞团、北京人艺等 20 多家

演艺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些重

量级的艺术单位今后将为天桥演艺区

不断输送新鲜的演艺资源。基于这样

一个基础，未来在天桥演艺区欣赏到最

时尚、最高端的演出已不成问题，但传

统的天桥文化又该如何呈现呢？

据天桥演艺区建设指挥部有关负

责人介绍，按照演艺区建设规划，未来他

们会为老北京各类传统民俗重回天桥创

造条件。他们将在天桥市民广场恢复各

种民俗演出，定期进行表演和展示。不

远处的铺陈市胡同，将引入抖空竹、耍

中幡、鼓曲、评书等传统表演形式，成为

展示天桥文化的露天博物馆。

在传承人心目中，恢复建设完成的

天桥应该是什么模样呢？他们表示，其

心目中的天桥与老艺人心目中的天桥是

一样的。“天桥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地方，

过去这里是艺人们施展技艺的绝好舞

台和赖以生存的地方，在天桥撂地卖艺

的民间艺人个个出类拔萃，艺术精湛高

超；来客即使身无分文，也可以在卖艺者

的露天剧场外驻足观赏，得到各种艺术

享受。”

天桥中幡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傅文刚举例说，天桥的表演有各种规

矩，比如过去老天桥的中幡艺人们通常

是在傍晚快收摊的时候才开始表演，其

初衷主要是为了不抢其他艺人的生意，

久而久之也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表演时

间。幡起人聚时，不仅是游客，就连卖

艺的艺人也会围过来鼓掌喝彩。

也许像这样开放的、有一些规矩的

天桥，才是大家记忆中的天桥，也是游

客想看到的天桥，但这样的昔日盛景能

否重现还是个未知数。记者认为，要想

真实再现老天桥文化，不是画一张蓝

图、设几条步行街就能完成的，还需躬

下身来多做一些调研，通过寻访一些老

艺人，摸清门道、了解需求，脚踏实地地

做好规划和建设。

昔 日 盛 景 能 否 重 现
—北京天桥演艺区让百姓重温天桥文化记忆

本报实习记者 张 妮

本报讯 （记者杜洁芳）11 月 4

日 ，由 福 建 省 委 宣 传 部 、中 国 民 间

文 艺 家 协 会 、福 建 省 文 联 等 单 位

共 同 主 办 的 首 届 福 建 乡 土 文 化 能

人 工 艺 大 师 高 级 人 才 研 修 班 在 福

建惠安正式开课，拥有国家、省级工

艺美术大师称号的乡土文化能人共

40 余人参加了本次研修班。

此 次 研 修 班 邀 请 了 国 内 多 位

长 期 从 事 民 间 艺 术 专 业 理 论 研

究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等 方 面 的 专 家

学者 前 来 授 课 ，他 们 从 不 同 角 度 ，

就 有 效 发 挥 传 统 工 艺 的 核 心 价 值

与 提 高 工 艺 大 师 自 身 修 养 等 问 题

作了深入探讨。此外，在研修班开

幕式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还授

予 惠 安“中 国 雕 刻 艺 术 传 承 基 地 ”

称号。

福建举办工艺美术大师培训班

近日，由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改编的大型歌舞剧在贵阳被首次搬上舞

台。《亚鲁王》是苗族的长篇英雄史诗，有 4 万余行。2011 年，《亚鲁王》入选第

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为“亚鲁”和他的两名妻子在祭奠。

新华社记者 李黔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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