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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多姿多彩，内涵丰富，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润物
无声地滋养着民族世代相承的文化土壤。
世界发展的历程昭示我们，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不仅取决于经济、科技等“硬实力”，还取
决于“文化软实力”。
作为保留民族历史记忆、凝结民族智慧、传递民族情感、体现民族风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
家和地区历史的“活”的见证，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保护好、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守护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薪火，就是维护
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对增强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之源，拥有特色鲜明、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
据考古发掘，早在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在这方古老的土地上活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浙江大地积淀了著名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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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本《嵊州越剧》中，为充分体现越剧所拥有特色、魅力和精神，编者以史述为依据，用图文并茂
的形式，从越剧的孕育诞生、发展沿革、艺术特色、演出剧日、传承谱系、艺术评价、振兴发展等几
个方面作了翔实的介绍，力图把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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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士波，嵊州市文广新局研究员；俞伟，嵊州市越剧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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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越剧，在它的孕育阶段——“落地唱书”时期，从“田头歌唱”到“沿门唱书”再到“走台书”
一路走来，走到1906年3月27日，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从曲艺蜕变成为戏曲，进入了“小歌班”时
期，开始了它作为一个地方戏曲剧种的发展历程。
　　小歌班诞生不到一年，嵊县境内涌现了200多副戏班，演员都是男性。
当时嵊县仅1000多平方公里土地、30多万人口，一时难以容纳数以百计的戏班，艺人们为了生存努力
向外扩展。
演出范围很快从嵊县扩大到沪杭甬绍。
　　随着小歌班商业化的发展，许多半农半艺的艺人都转为专业演出人员，并出现了戏班经纪人。
1910年起开始进入省城杭州开拓市场，于1920年在杭州“大世界”专设小歌班演出场所，标志着省城
演出市场的成熟。
　　1917年，以袁生木戏班为首的艺人初闯上海滩。
随之，大批艺人抱着百折不挠、艰苦创业的精神，历经数年努力，创作了《碧玉簪》、《梁祝》等一
批新编剧目，他们以良好的演出效果，逐渐在观众中声名鹊起、地位日高，并在上海扎下了根，为日
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小歌班在上海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后，大大鼓舞了艺人进一步发展越剧事业的信心。
大家又提起配乐队伴奏之事，觉得光敲敲鼓板、打打小锣的清唱，人声接腔，难获好效果，质量难提
高，事业难发展。
　　戏院老板也看到了这一点，欲争取观众、获高利，也关心起后台戏班演出质量问题，尤其是前台
升平歌舞台合股者、后台老板周麟趾更为关心，他还想到升平歌舞台开馆时嵊县老乡竺鸣涛送的一副
对联上写的：“升平世界倒也清雅，歌舞场中还是的笃”，觉得没丝弦伴奏太不合时尚了。
为此，他回到家乡高薪请来了三位“戏客班”乐师，并言明：你们为小歌班配乐，配糟了没关系，工
资不少，大胆尝试。
　　这三人是：乐师周小灿，熟知绍兴大班，懂京戏，擅拉板胡周孝棠是位专职的鼓师；周林芳吹唢
呐，又是能弹“斗千”会打秽鼓的多面手。
他们都是周麟趾的同乡本族。
1920年底，他们到上海后，先倾听演员们的意见和要求，演出时坐在台下看戏听演唱，又互相研讨，
平时与卫梅朵等几个演员边演唱边尝试配上起调、过门、落调，丝弦配合演唱最终被搬上舞台。
尽管演唱时不配乐，但演出时已有丝弦相配，并以丝弦替代人声接腔。
“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经过一个多月的试验，以鼓板、板胡、斗子三件乐器组成了“三件头
”乐队。
1921年初，越剧史上的第一支乐队终于在上海升平歌舞台正式成立。
从此，小歌班结束了清唱艺术的历史。
　　1922年，越剧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1922年8月23日出版的《申报》演出广告栏中，首次提到“绍兴文戏”之名。
小歌班诞生在嵊县，嵊县隶属绍兴府，小歌班与同出于绍兴以武戏、宫闱大戏为主的绍兴大班相比，
内容更侧重于家庭伦理、儿女情爱，媒体由此称之为“绍兴文戏”。
这一时期可分为“绍兴文戏男班”和“绍兴文戏女班”两个阶段。
　　男班艺人们进入上海后，苦苦挣扎好几年，坚持虚心学习、不断创新，终于打开了局面。
这大大鼓舞了留在嵊县“娘家”的艺人们，他们觉得男人学戏，终有前途，便招徒举班，自任教师，
培养下一代。
他们中的优秀者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杭州、上海的戏班。
除此之外，更多的艺人虽没机会进上海，但他们十多人为伍，巡回演出于本地城乡，有的还流动于绍
兴、诸暨、临海、象山、慈溪等地，让绍兴文戏的影响波及更多的地方。
　　据不完全统计，在男子绍兴文戏的鼎盛时期，男班先后在上海的新化园、镜花戏园、升平歌舞台
、共和戏院等30多个戏院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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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袁生木班、梅朵阿顺班、马潮水张云标班、王永春白玉梅班等20多副戏班，嵊县的名角几乎全集中
在上海。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嵊州越剧>>

编辑推荐

　　◎越剧于上世纪初发源于浙江嵊县，经历了小歌班、绍兴文戏、女子越剧等几个阶段。
越剧的唱腔清丽、委婉而富于抒情色彩；表演虚实结合，使意境与现实、视觉与听觉相结合；长于表
现质朴细腻的思想情感和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
越剧在从内容到表演的改革中，涌现出了一批久负盛名的艺术家，产生了大量著名的保留节目，发展
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地方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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