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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漱芳斋室内小戏台

北京颐和园古戏台



京剧 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形成于北京，流 

布于全国。历史上曾有皮黄、亍黄、黄腔、京调、京戏、平 
剧、国剧等称谓。主要腔调为吊皮、二黄。京剧之名始见 

于清光绪二年Q876）的《申报》,随后传到北京,渐及全国 

各地。1928年至1949年，北京曾改称北平，京剧也改名 

平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称京剧。

源流沿革 一、形成与传播：京剧前身是清初流行 

于江南地区，以唱吹腔、高拨子、二黄为主的徽班。徽班 

流动性强，与其他剧种接触频繁，在声腔上互有交流渗 

透,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也搬演了不少昆腔戏，还吸收了啰 

啰腔和其他一些杂曲。清乾隆五十五年Q790）,以高朗 

亭（名月官）为首的第一个徽班（三庆班）进入北京，参加 

乾隆帝八十寿辰庆祝演出。《扬州画舫录》载:“高朗亭入 

京师,以安庆花部,合界秦二腔,名其班曰三庆。'’刊于道 

光二十二年（1842）的篇懋建《梦华琐簿》也说:“而三庆又 

在四喜之先,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髙宗八旬万寿入都祝厘 

时，称‘三庆徽'，是为徽班鼻祖。”伍子舒在《随园诗话》 

批注中则更具体指岀是“闽浙总督伍纳拉命浙江盐商偕 

安庆徽人都祝厘”。随后还有不少徽班陆续进京。著名 

的为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班,虽然和春成立于嘉庆 

八年。803）,迟于三庆十三年，但后世仍并称之为“四大 

徽班进京”。

■ /乾隆、嘉庆年间，北京文物荟萃，政治稳定，经济繁 

荣，全剧种艺人麋集。赵翼《檐曝杂记》说:“滇蜀皖鄂伶 

人俱萃都下，梨园中戏班数目有三十五。”刊于嘉庆八年 

小铁笛道人《日下看花记》说:“有明肇始,昆腔洋洋盈耳， 

而弋阳梆子琴柳各腔南北繁会，笙磬同音，歌咏升平， 

伶工荟萃，莫盛于京华。往者六大班旗鼓相当，名优云 

集，一时称盛。”描绘于乾嘉之际北京舞台昆腔、京腔、秦 

腔三足鼎立、相互对峙的局面。徽班到京，首先致力于 

“合京秦二腔“。当时秦腔、京腔基本上同台演出,“京秦 

不分”（《扬州画舫录》），徽班发扬其博采众长的传统，广 

泛吸收秦腔（包括部分京腔〉的剧目和表演方法，同时继 

承了众多的昆腔剧目（还排演了昆腔大戏《桃花扇》）及其 

舞台艺术体制,因而在艺术上得到迅速提高。

徽班本身的艺术特色，是它能够在争衡中取胜的主 

要原因。在声腔方面，除了所唱二黄调以新声夺人而 

外，它“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日下看花记》在剧 

目方面,题材广阔，形式多样；在表演方面，纯朴真切，行 

当齐全，文武兼重,因此适合广大观众的欣赏要求。

在演岀安排上，据《梦华琐簿》载，四大徽班“各擅胜 

场”。三庆以“轴子”取胜（连日接演新戏）,四喜以“曲子” 

取胜（善唱昆曲），和春以“把子”取胜（善演武戏），春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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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取胜（以童伶为号召）。在艺术和经营上各有侧重 

点，能够发挥专长，取得较快进展。至道光后期,徽班已 

在北京占据优势。《梦华琐簿》说：“今乐部皖人最多，吴 

人亚之,蜀人绝无知名者矣。”又说:“戏庄演剧必徽班。戏 

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 

班为主。” •

徽班成长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它向京剧姬变的过程。 

这一嬪变的完成，主要标志为徽汉合流和皮黄交融，形 

成了以西皮、二黄两种腔调为主的板腔体唱腔音乐体系， 

使唱念做打表演体系逐步完善。最早随同徽班进京的汉 

调演员是米应先（又名米喜子），湖北崇阳人（一说安徽 

人），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约于嘉庆年间加入春台 

徽班进京演唱，演为生，擅红生戏，声望极隆（见《梦华琐 

簿》及李登齐《常谈乐录》）。被视为著名汉调演员余三胜 

的先驱（当时曲艺唱词有“亚赛当年米应先”之句）。道光 

年间（1821-1849）,汉调演员至京加入徽班演唱的逐渐 

增多，著名的有王洪贵、李六。粟海庵居士《燕台鸿爪集》 

（约作于道光十二年以前）说:“京师尚楚调。乐工中如王 

洪贵、李六善为新声称于时。“楚调即汉调，也就是西皮 

调。可见当时北京已流行西皮调，王洪贵、李六“善为新 

声”，又推动了西皮调的革新发展。在徽、汉演员的共同 

努力下，逐步实现了西皮与二黄两种腔调的交融。开始， 

不同的剧目，根据不同的来源,分别唱西皮或二黄;后来， 

有些戏就兼唱西皮和二黄,甚至在同一唱段中先唱二黄， 

后转西皮,并能相互协调，浑然一体。《罗成叫关源出徽 

调《淤泥河》）就是一个例子。声韵方面,形成“中州韵、湖 

广音”的格律，字声间杂京音、鄂音，兼用北京、湖北两种 

四声调值,分别尖团字音，按照“十三辙”押韵。二黄的伴 

奏乐器，几经反复，终于在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 
废笛,而与西皮统一使用胡琴（定弦不同）,但唱吹腔时仍 

按徽班传统用笛伴奏。

«群英会》画像

程长庚饰鲁肃徐小香饰周瑜 

卢胜奎饰诸葛亮

道光末年,西皮戏大量涌现,徽班中皮黄并奏习以为 

常。据刊于道光二十五年的杨静亭《都门纪略》载，三庆 

班程长庚、四喜班张二奎、春台班余三胜和李六、和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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