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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上海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丛书之一《独脚戏》，由刘庆主编。
《独脚戏》的内容提要如下：
独脚残发源并流行于江、浙、沪一带，作为滑稽表演的一个门类，以其平易、活泼、亲民的艺术风格
，丰富的娱乐功能，成为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质的曲艺奇葩。

从“逗笑”的角度来说，独脚戏表演的技巧性非常丰富。
“说、学、做、唱”四种基本表演手段通过滑稽演员长期的艺术实践具备了极其精妙的表现力。

历经近百年的发展，独脚戏成为上海市民文化生活中一项重要娱乐方式。
几代独脚戏演员，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令人捧腹的曲目为观众带来了欢笑，并通过特有的艺术表现形
式，多维度地反映了上市生活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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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距今100年前的清代末年，江南一带常有街头卖报的小贩，他们为了招徕行人，一面当
当地敲锣，一面用耳熟能详的方言念出当天报纸上的主要新闻。
人们将这种独特的兜售报纸的形式称为“说朝报”。
当时，苏州、杭州、上海还有不少的街头小贩以贩卖梨膏糖为生。
同样是为了带动生意，他们吸收了“说朝报”的特长，边叫卖，边说唱，多用民间小调，结合时事新
闻内容，自编自演各种节目，其中以杭州的杜宝林为有名。
杜宝林曾拜苏州的陈长生(艺名小得利)为师，1911年回到杭州后，开始独立唱曲卖梨膏糖。
他表演时一人表演，唱说并重，以敲击小锣作为伴奏。
这种形式生动活泼，滑稽诙谐，受到了民众的欢迎。
为避免“祸从口出”，招致麻烦，杜宝林自称为“小热昏”，意思是“热昏瞎说，不能当真”。
当时，在上海卖梨膏糖的小商贩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处是位于南市的城隍庙，那里有几家上海本
地人经营的小店铺；另一处是位于闸北的天妃宫，杜宝林的老师陈长生离开苏州后就曾在此落脚。
这些商贩也多采用“小热昏”的形式来促进生意的兴隆。
当时大概没有人想到，独脚戏会从这种诙谐、逗笑的街头表演样式中吸取到最为宝贵的营养，而小热
昏艺人杜宝林的一位私塾弟子江笑笑此后也将成为上海滑稽界声望卓著的一代大家。
“趣剧”与独脚戏、滑稽戏的关系也很密切。
它的演出最早是}昆杂于当时舞台上流行的文明戏中进行的，不具备独立的性质，表演的初衷是吸引更
多的人来观看“正剧”(文明戏)，其演员也多为文明戏剧团中的滑稽演员。
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趣剧凭借其独特的优势从文明戏中分化出来，并且有了一个新的名称：“滑稽
新戏”。
这种蜕变、新生的过程是与文明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并受到了从“舞台”到“游艺场”演出场所转
化的影响。
在观众好奇的目光和浓厚的兴趣中，滑稽新戏的演员、剧团和剧目开始大量出现，演出一直持续到40
年代。
其中的《孟姜女过关》、《约法三章》、《谁先死》、《贱骨头》、《代理丈夫》、《王小二过年》
、《呆中福》、《骗术奇谈》等剧目所运用的滑稽套路常常被独脚戏和滑稽戏借鉴，如《约法三章》
被改编为独脚戏《阿福上生意》，《骗术奇谈》被改编为独脚戏《骗表》、《骗皮箱》等。
1912年，一种新型娱乐场所——游艺场——在上海兴起。
自当年11月24日“楼外楼”开业后，新世界(1915年)、“天外天”(1916年)、“绣云天”(1916年)等游
艺场相继诞生。
1917年7月14日上海大世界开幕，此后又出现了先施乐园(1917年)、永安天韵楼(1918年)、花花世
界(1920年)、神仙世界(1926年)、新新屋顶花园(1926年)、福安游艺场(1933年)、大新游乐场(1936年)、
上海世界(1936年)等多家著名的游艺场。
大世界是其中的代表。
这个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游艺场由黄楚九创办，1930年黄金荣接手经营。
它曾经是旧上海最吸引市民的娱乐场所，占地一万四千多平方米，内设剧场、电影场、书场、杂耍台
、中西餐馆等，并有许多小型戏台，轮番表演各种戏曲、曲艺、歌舞和游艺杂耍等，汇集了五花八门
的表演项目。
如1920年1月1日那天，大世界里演出的节目就包括滑稽、京戏、电影、评弹、苏滩、魔术、宣卷、口
技、大鼓、文明戏等。
此后节目则随着观众的趣味不断地变化。
大批滑稽艺人活跃于游艺场中，独脚戏、趣剧、滑稽新戏等滑稽表演也在这样“百戏杂陈”的环境中
吸收了生长所需的各种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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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国古优创造了滑稽诙谐、讽刺的优良传统。
由唐代的“参军戏”，两宋的“杂剧”，金元的“院本”，明代的“过锦戏”，清未的“声想”到“
独脚戏”，一脉相承，代有提高，现在发展为“滑稽戏”，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提高且丰富了，滑稽戏
的艺人自不会忘记这个优良传统。
　　——著名戏剧史专家 董每戡独脚戏是一种曲艺形式.之所以称为“戏”，是因为独脚戏表演形式
很丰富。
不但有以“说”、“唱”为主的节目，还有“学”、“做”为主的节目，特别是“化妆表演”，不仅
观众喜闻乐见，而且客观上为独脚戏向滑稽戏过渡、演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滑稽表演艺术家笑嘻嘻优孟衣冠今犹存，滑稽列传赋新篇。
　　——京剧表演艺术家 尚长荣独脚戏这种形式出现之后，由于它贴近平民生活，迅速反映现实，形
式上灵活简便，滑稽诙谐，有极强的娱乐性，所以很快就在上海风行起来，受到大量观众的欢迎。
　　——著名戏曲、曲艺理论家 沈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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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独脚戏》：上海大都市纷繁复杂的文化生态和多元包容的文化风格，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积淀深
厚，形态丰富。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上海项目，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音乐、传统拉力器上
、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等多门类，是上海近现代历史，城市文化
和工商业文明的代表。
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的和丰富的历史积淀，构成了上海
古今融合，东西交汇的城市文化底蕴、既是海派文化发展的形体和见证，也是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的
基础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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