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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剧画报》与“宫廷戏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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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现代戏剧刊物的谱系中，《国剧画报》是较为特殊的一种。它刊载了较多的涉及“宫

廷戏曲”的相关图像与文章，不仅初步整理和披露了“宫廷戏曲”的史料之性质，而且塑造了“宫廷戏

曲”的基本知识，为后世“宫廷戏曲”研究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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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在中国现代戏剧刊物的谱系中，《国剧画报》是
较为特殊的一种①。其一，它是最早的一种以图为
主、图文并茂的戏剧画刊，在戏曲刊物中居开先河

之位置。其二，它所刊载的“图像”文献及其叙述，

已成为戏曲史的重要材料，或者说，经由数十年的
戏曲史之建构，《国剧画报》所提供的戏曲史材多已

运用、渗透其间，而多不察焉。近年亦有论者以其
具有“文物学价值”②。然而，迄今为止，关于《国剧
画报》的研究，专门者少。而其于戏曲史、戏曲文献
等多方面的价值尚未得到重视与阐发。其中，《国
剧画报》与“宫廷戏曲”研究之间的关联，则是尚未

或较少被探究的领域之一。
《国剧画报》创刊于 1932 年 1 月 15 日，终刊于

1933 年 8 月。每周一期，每期四版，共出版二卷七
十期。虽然出版时间不长，但“包含了大量珍贵的
戏曲文献资料，对研究民国的社会文化、民风民俗，

尤其是研究戏曲艺术，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③。
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剧画报》的刊行，正处于两个
关键的节点上: 一个是“剧学”的提出与形成，另一

是宫廷戏曲文献的“外流”与整理。前者，譬如张一
帆描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时期的戏剧

研究”“开始全面转向集中戏剧艺术本体诸要素的
‘剧学本位’”④。在拙文《〈春柳〉杂志与民初之戏
曲改良》⑤中，以 1918 年创办的《春柳》杂志为中国
戏剧学之初步建构。而《国剧画报》的刊行，以及国

剧学会的诸多活动，正是“剧学”的再一次集结与系
统化。后者，则是又一契机，因 1924 年冯玉祥“逼

宫”，昇平署曲本、档案等文献资料大量流于宫外，

为个人与团体所收购、收藏，并有所整理与研究⑥，

直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文献尚待披露、整理与研

究。《国剧画报》刊行之时，既是因有这批文献可作

为登载材料，因而内容丰富，并造成较大影响; 亦随

着这批昇平署材料的整理、介绍，而形成了初步的

较有规模的“宫廷戏曲”之研究，并因此促成了戏曲

研究由零散之花谱、剧评之类的批评向系统之“剧

学”转型的可能。

一 《国剧画报》中的“宫廷戏曲”

《国剧画报》登载、展示的戏曲文献史料非常丰

富，此为后世之评说。然而，涉及“宫廷戏曲”的文

献在其中所占比重如何? 在《国剧画报》中所发表

的之“戏曲研究”文章中的位置如何? 其详情如何?

则至今 尚 未 见 到 统 计 与 叙 述。以 下 从 四 个 方 面

述之。
其一，第一版所登载的大图。《国剧画报》每期

四版，其中第一版为画报的正面，应是最显眼也最

重要的版面，此版一般会刊登一幅大图。因现今所

见《国剧画报》的目录索引多不列图籍。兹将七十

期之第一版大图予以整理，列表如下:

卷期 图名

1 － 1
廿年前正乐育化会全体欢迎民党要人黄兴陈其美等

来京纪念摄影

1 － 2
十二音神图 北平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之一 ( 齐如

山先生摄)

1 － 3 北平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之二( 齐如山先生摄)

1 － 4 北平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之三( 齐如山先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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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民七上元节梅兰芳君初次公演《上元夫人》在新明大

戏院留影

1 － 6
故宫漱芳斋内之风雅存小戏台 ( 传为清乾隆帝演剧

处)

1 － 7
景山观德殿旁所祀之神像( 参阅嘉庆生母为歌者之传

说一文)

1 － 8 北平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之四( 齐如山先生摄)

1 － 9
景山观德殿旁所奉之喜音圣母又一摄影( 故宫博物院

赠刊)

1 － 10
清乾隆时代安南王阮惠遣侄光显入觐赐宴在热河行

宫福寿园之清音楼观剧图( 朱桂辛先生赠照)

1 － 11 龟兹国乐工造像( 朱桂辛先生赠照)

1 － 12 故宫宁寿宫倦勤斋之小戏台( 故宫博物院赠刊)

1 － 13 图绘中之宋朝戏台(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之一段)

1 － 14 四川万县恒侯庙之戏台

1 － 15
北平唯一之女科班崇雅社全体合影 ( 齐如山先生赠

刊)

1 － 16 宋代院画之《岳阳楼图》

1 － 17
山西万泉县四望村后土庙之元代戏台( 徐次辰先生赠

刊)

1 － 18 四川自流井南华宫之戏台

1 － 19 国剧传习所全体学员合影

1 － 20
山西万泉县四望村后土庙元代戏台正面近摄之影( 徐

次辰先生赠刊)

1 － 21 北平国剧学会新落成之戏台

1 － 22
同光时代北平著名票房“赏心乐事”之翠峰庵( 清逸先

生赠照)

1 － 23 故宫宁寿宫内畅音阁戏台( 故宫博物院赠刊)

1 － 24
安徽灵璧县项王庙之项王虞姬造像 ( 徐叔明先生赠

刊)

1 － 25 安徽灵璧县之虞姬墓( 徐叔明先生赠)

1 － 26 杨贵妃出浴造像( 竺山先生赠刊)

1 － 27 平西琉璃渠村关帝庙之戏台( 营造学社赠刊)

1 － 28 颐和园中德和园之戏台

1 － 29 王宝钏造像( 齐竺山先生赠刊)

1 － 30 山西蒲州普救寺全影( 齐竺山先生赠)

1 － 31 大同玄武庙曹福之造像( 刘儒林先生赠刊)

1 － 32 西安城隍庙戏台全影( 齐竺山先生摄赠)

1 － 33
浙江建德县朱买臣庙之戏台及古朱池( 孟伯群钟慎之

先生摄赠)

1 － 34 重华宫漱芳斋之戏台( 故宫博物院赠刊)

1 － 35
梅巧玲君《雁门关》萧太后画像 ( 传真家沈蓉圃绘 )

( 缀玉轩藏)

1 － 36
刘赶三( 右) 李宝琴( 左) 二君《探亲》之画像( 传真家

沈蓉圃绘) ( 齐如山先生藏)

1 － 37 宋代院画之《黄鹤楼图》( 国剧学会摹藏)

1 － 38 四十年前之黄鹤楼( 李芷洲先生赠刊)

1 － 39 清代昇平署( 南府) 戏台( 郑颖孙先生摄赠)

1 － 40 清代昇平署( 南府) 戏台( 二) ( 齐如山先生摄赠)

2 － 1 四川乡镇戏台之一种( 德国萨培德夫人摄赠)

2 － 2 平番得胜图之一段( 中国营造学社赠刊)

2 － 3 山西五台山之鸟瞰( 心芸先生赠刊)

2 － 4 陕西西安新城之戏台( 齐竺山先生摄赠)

2 － 5 颐和园听鹂馆之戏台( 齐如山先生摄赠)

2 － 6
甘肃天水县城隍庙之戏台( 清康熙间建) ( 范柳樵先生

摄赠)

2 － 7 宋代院画之《滕王阁图》( 国剧学会摹藏)

2 － 8 四川自流井山西会馆戏台( 齐如山先生藏)

2 － 9 国剧学会招待陕西易俗社到平全体合影

2 － 10 陕西潼关凤凰山鸟瞰图( 齐竺山先生摄赠)

2 － 11 宁波福建会馆之戏台( 齐如山先生赠刊)

2 － 12 故宫景祺阁中颐和轩小戏台( 故宫博物院赠刊)

2 － 13 唐代伶工黄幡绰之墓( 赵叔雍君摄赠)

2 － 14 南海纯一斋戏台内部之影( 齐如山先生摄)

2 － 15 南海纯一斋戏台之外部( 齐如山先生摄)

2 － 16 山东济南城隍庙之戏台( 文朴庭先生摄赠)

2 － 17 北平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之七( 终) ( 齐如山先生摄)

2 － 18 山东曲阜县山西会馆之戏台

2 － 19 山东泰安之包文正公祠( 齐如山先生摄赠)

2 － 20 山西介休县绵山之胜景( 李泽舫先生赠刊)

2 － 21 山东济南碧霞宫之戏台( 闻博庭先生赠刊)

2 － 22 陕西三原县城隍庙之戏台( 齐仲年先生摄赠)

2 － 23 山东泰安县城内城隍庙之戏台( 齐如山先生摄赠)

2 － 24 唐秦琼之故宅( 贺继唐先生摄赠)

2 － 25 山东临淄县之管鲍墓( 王芳亭先生摄赠)

2 － 26 山西三原县火神庙之戏台( 齐仲年先生摄赠)

2 － 27 南海春藕斋之小戏台( 齐如山先生摄)

2 － 28 田单墓图( 王芳亭先生摄赠)

2 － 29 山东泰山关帝庙之戏台( 齐如山先生摄)

2 － 30 乾嘉时代之广和查和楼图( 日本冈田玉山氏画)

《国剧画报》第一版所刊 70 幅大图，皆是与戏

曲相关之图像材料，大约可分为三类: 一，与戏曲史

相关之文献，包括戏台、壁画、画像、雕像等，有 47
幅; 二，戏曲故事、剧本中所涉之古迹，包括雕像、墓
地、风景、图画等，有 17 幅; 三，国剧学会之活动及演

剧合影等，有 6 幅。其中，以戏台摄影、图像为最多。
与宫廷戏曲有涉的文献材料，则包括戏台、壁画、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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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画像等，共 20 幅。《国剧画报》的第一版所刊大

图，以戏曲史文献材料为主; 而在刊登的戏曲史文
献材料中，又以与宫廷戏曲相关的文献为多。这一
比重可说明《国剧画报》同人对“宫廷戏曲”之重视。

其二，第二、三版所刊载之图像。因这两版所
刊图像数量甚多，故不再一一列举，只举出其较为
重要者，来说明“宫廷戏曲”相关文献的大致情形。

1． 昇平署扮像谱。昇平署扮像谱在《国剧画
报》上连载，从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二卷第三十期，共
刊载 62 幅，为《国剧画报》连载时间最长的一类画
像。画像名称里标明为“缀玉轩藏”。傅芸子在《昇
平署扮像谱题记》一文里述及昇平署之来历，以及
梅兰芳收藏这些扮像谱的缘由，并称“此谱在研究
剧艺上，极关重要，足以考见内廷与民间今昔扮像
之异同也。”⑦

2． 缀玉轩所藏明代脸谱。此脸谱系列为梅兰
芳之收藏，在《国剧画报》连载，28 幅。这些脸谱，
《国剧画报》上并未附文章介绍，但据后来的说明，

这批脸谱来自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的收藏。而在
《国剧画报》上登载的清初脸谱，据戴云研究，应是
清乾隆时期绘制⑧。因之，这批明代脸谱及清初脸
谱，应是来自宫廷。

3． 故宫博物院所赠刊相关档案实物摄影，包括
昇平署行头 12 幅、昇平署外学目录 16 幅、昇平署内
学承应目 录 12 幅，以 及 昇 平 署 腰 牌 等 实 物 摄 影
照片。

这三类图像，在《国剧画报》第二、三版所刊图
像中虽不算多，但特点在于长期连载，而且主要来
自梅兰芳和故宫博物院，梅兰芳所藏也是收购自外
流的内廷之物。因此，这一系列图像的刊登，实际
上也是对宫廷戏曲的相关实物、文献的披露与初步
整理。

其三，《国剧画报》所刊载的文章。与“宫廷戏
曲”有关的文章也不在少数，第一卷每期和第二卷
的大部分期数几乎都有相关主题的文章。大约分
为两类: 一类是登载图像时所附的解说，如《昇平署
扮像谱题记》《嘉庆生母为歌者之传说》《关于精忠
庙壁画》《风雅存小戏台志》《宁寿宫畅音阁小记》
《德和园戏台考略》《南府戏台志》《景祺阁小戏台
记》《纯一斋剧台志》《昇平署腰牌记》等; 另一类是
对“宫廷戏曲”往事的叙述和史料，这些叙述和史料
往往涉及宫廷戏曲机构、剧目、戏俗、传说等内容，

如《内庭除夕之承应戏———如愿迎新》《南府轶闻》
《昇平署之闻见》《藤阴杂记中之戏剧史料》《关于
“昇平署之闻见”》《同乐园演剧之史料》《内廷演剧
之史料》等。这些文章，既是对“宫廷戏曲”的初步
研究，也构成了后世对于“宫廷戏曲”的基本知识。

其四，第四版刊登的剧本。第四版，除广告外，

一般连载珍稀剧本，陆续有《虹霓关总本 ( 昆曲) 》

《双合印( 昇平署本) 》《失街亭( 皮黄旧本) 》《凤还

巢( 缀玉轩剧本之一) 》，另有《缀玉轩所藏戏曲草

目》。其中，《双合印( 昇平署本) 》为齐如山所藏昇

平署剧本。《虹霓关总本( 昆曲) 》为缀玉轩所藏，为

光绪二年抄写，是否来自内廷，则是未知。此外，傅

惜华所撰《缀玉轩所藏戏曲草目》所录剧名里，也有

部分来自内廷所藏。
以上所述，为《国剧画报》中所登载涉及“宫廷

戏曲”的相关图像与文字。从主题与内容来看，一

方面带有整理“宫廷戏曲”史料之性质，另一方面又

为后世“宫廷戏曲”研究之先声，或者说，“宫廷戏

曲”的研究范畴及基本路径，大多可追溯至此。

二 《国剧画报》里的“宫廷戏曲”之建构

今之“宫廷戏曲”研究，往往追溯至二十世纪

二、三十年代，即如前说，以昇平署档案文献外流为

起点，随着对这批材料的整理与研究，逐渐出现“宫

廷戏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⑨。在这一时期，虽然
《戏剧丛刊》《北京画报》《南金》等刊物皆有此类文

章发表，但多零散，而《国剧画报》应是刊登相关文

章、文献较多且集中的重要刊物。而且，由于其“画

刊”的性质，更是集中刊载“宫廷戏曲”图像资料最

多的杂志。
其一，在《国剧画报》里，形成了关于“宫廷戏

曲”的基本知识。在诸多对图像的解读和叙述文章

里，呈现了一个“宫廷戏曲”的基本样态，“宫廷戏

曲”最早的多种叙述亦开始形成，成为其后“宫廷戏

曲”的知识基础，并确立了“宫廷戏曲”研究的基本

范畴。譬如，对宫廷戏曲机构、宫廷演剧机制、宫廷

戏台、宫廷戏目、扮像谱等知识的整理与研究，也正

是此后“宫廷戏曲”研究的基本路径。
1． 宫廷戏曲机构。傅芸子在《昇平署扮像谱题

记》里⑩，开篇即是叙述昇平署、南府之由来，“昇平

署初名南府，始自康熙间，隶内务府掌仪司，为清代

掌戏机关。迨至道光七年二月，宣宗乃取歌舞昇平

之意，易名昇平署。”次则述其内学外学之分及机构

之变迁，“初康熙时，外间戏班，尚未传入，故设是

署，使幼年内监，学习剧艺，成为内廷之戏班，又分

内外学，以备承应。后因宫中力求俭朴，南府人役

遣散。迨光绪间，始复旧观。然为时不久，值庚子

拳乱，又 复 星 散 矣。”而 在 岫 云 的《昇 平 署 之 闻 见
( 上) 》瑏瑡一文中，则结合所藏宫廷档案，对这一变迁

叙之更详:

高庙巡幸江南，始带回昆剧并四大名班。
昆腔班，隶南府，专排当时新编之剧，并承应高

庙亲制之御制腔。( 因余家藏有乾隆年南府之

旧账簿，上记某日传昆腔新小班二学入内廷排

戏字样。) 据此考知昆腔班，为外学小班也。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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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内学者，即为南府供奉。所演只昆弋二

种，与南昆不同，以此别之。内学者以太监为

多数，令外学菊部人教之。兼有外学人在内学

戏者，谓之内学学生。( 后在光绪时，凡久在内

廷教戏者，皆称南府学生。) 至一二三学，大概

即当年所分之班。……
从这一叙述来看，可见到关于宫廷戏曲机构的

知识是如何由档案、口述材料( “闻见”) 之类的史
料，逐渐开始丰富，从而形成后世关于宫廷戏曲机
构的基本知识。

2． 宫廷演剧机制。除南府、昇平署、内学、外学
等机构的变迁外，宫廷演剧机制，亦见于《国剧画
报》，如傅惜华所撰《南府轶闻》系列文章，描述了
“报请”“迎请”“送驾”“净台”“开场”“传 外 班”
“赏”等宫廷戏俗戏规。岫云的《昇平署之闻见》系
列文章，亦叙述了宫廷演戏的一些基本程序与规
矩，以及逸闻趣事。

3． 宫廷戏台。在《国剧画报》第一版所刊大图
中，戏台占有重要位置，而宫廷戏台尤其是一个持
续刊载且不断得以收集、研究的主题。综合相关文
章，实物摄影约有风雅存小戏台、倦勤斋小戏台、重
华宫漱芳斋戏台、宁寿宫畅音阁、德和园戏台、南府
戏台、景祺阁小戏台、纯一斋戏台、颐和园听鹂馆之
戏台等，图画材料有《清乾隆时代安南王阮惠遣侄
光显入 觐 赐 宴 在 热 河 行 宫 福 寿 园 之 清 音 楼 观 剧
图》。这些戏台实物摄影和图像材料展示了宫廷戏
台的大致情形。而图像刊登时所附的解说文章，不
仅对这些戏台的位置、形制等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而且亦对这些戏台的渊源与分类做了一个综合叙
述。如齐如山在《南府戏台志( 下) 》瑏瑢一文里，谈及
宫廷戏台之概况:

宫中演戏之所，大致亦可分为五种: ( 一)

“三层楼式”，如宁寿宫之畅音阁，颐和园之德

和园，热河行宫之清音楼，及从前圆明园之同

乐园、寿康宫之台，皆系三层楼式。下边仍有

地窖，合算共是四层。上两层之门，名曰昇天

门，为神仙出入之门; 下层为人员出入地窖之

门，名之曰旁门，为鬼怪出入。此为极正式之

建筑，遇万寿、大婚、告捷，宴藩等日，方在此演

戏。每演于此，则必赐外藩王公大臣等一同观

剧，为极大之庆典。( 二) “一层台式”，如漱芳

斋之台，纯一斋之台，听鹂馆之台，圆明园敷寿

堂之台，以及此台，皆一层台式。亦为正式建

筑，遇生日，满月，年节，初一，十 五 等 小 庆 贺

日，即在此演之。凡演于此，则外人不得同观，

最多不过近支王公福晋而已。( 三) “暖台式”，

如长春宫，丰泽园等处，常搭此台，完全为棚铺

用杆席布板等物搭成，为临时性质，只于冬令

天寒时用之。凡演于此，大致只皇帝，太后，妃

嫔等观之; 有时亦赐王公福晋同观。( 四) “小

台式”如漱芳斋之风雅存，倦勤斋内小台，春藕

斋前小台，等等皆是。大致此等地方，只皇帝

自己看看杂耍; 风雅存，则乾隆皇帝自己偶尔

演之。( 详说见本报第六期) 皆非正式戏台也。
( 五) “板台式”如宫中之养心殿，圆明园之慎德

堂等处，常搭此种演台，大致只一木板之台，专

备排戏之用，非正式演剧之所也。然遇彩排，

则皇帝亦常观临，如慈禧太后，亦常在养心殿

观看排戏也。
之所以将齐如山讲解南府戏台时，顺便道及的

宫廷戏台情形大幅引来，实乃是因为此篇文章所述
宫廷戏台，不仅涵盖了后世关于宫廷戏台的大致分
类，如“三层楼式”“一层台式”“小台式”，亦述有后
世常忽略之“暖台式”“板台式”，大约是因为这两种
戏台为临时或非正式之建筑，所以为研究宫廷戏台
者较少注意。由此可见后世研究者与二十世纪三
十年代至研究者之差异，后世研究者多从建筑的形
状与功能出发，而对宫廷戏台作一分类; 而彼时之
研究者，则是以戏台之功能来看待戏台。此外，如
圆明园之同乐园、听鹂馆之台，圆明园敷寿堂之台、
南府戏台、春藕斋前小台等，或许因已损毁或消失，

很少见后世研究者论及。此外，齐如山在给所摄的
小戏台写的讲解里，对这些戏台的描述，可能是第
一次对于宫廷诸多戏台的描述。而且，大部分戏
台，都是齐如山亲自去寻访、摄影并介绍，可说是一
次有意的保存、整理、研究“宫廷戏曲”史料的行动。

岫云的《昇平署之闻见 ( 下) 》瑏瑣亦述及三层大
戏台之详情，并提及慈禧太后将三层大戏台改名之
事，可与齐如山之叙述相互补充。此处不多引。

4． 宫廷戏目。介绍宫廷上演戏目的文章有两
类，一类是叙述承应戏之戏俗与内容，如傅惜华的
《内廷除夕之承应戏〈如愿迎新〉》一文，开首即介绍
宫廷的月令承应戏之习俗，“清代乾隆以后，海宇昇
平，内廷中每遇元旦上元端阳中秋除夕诸节令，昇
平署皆奏演关于其时令之戏曲。如岁发四时，景星
协庆，屈子竞渡，题糕搁笔，蒙正祭皂，如愿迎新等
剧; 或演昆曲，或歌弋腔，盖均为征祥应瑞，添筹锡
福，歌功颂德之戏曲，故谓之月令承应戏也。”瑏瑤此
后，便是介绍《如愿迎新》这出除夕上演的承应戏的
剧情及声腔、演唱。另一类是故宫博物院提供的内
外学演出的戏目摄影，如《外学目录》，有谭鑫培、王
凤卿、杨小楼、王瑶卿、杨得福、李宝琴、侯俊山、龚
云甫、谢宝云、罗寿山。还有《内学承应目录》，包括
《昆腔目录》《文戏目录》《武戏目录》《乱弹目录》。
这些宫廷戏曲档案的实物摄影，不仅展示了宫廷戏
曲的剧目、若干伶人，还有每出戏的演出时间。

5． 扮像谱、脸谱、腰牌、道具等。《国剧画报》连
载梅兰芳所藏的《昇平署扮像谱》《缀玉轩所藏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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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等图像资料，已入前述，至今仍是考察宫廷戏

曲，以及戏曲之流变的重要材料。《昇平署扮像谱》
与后来所发现的《清代南府彩绘戏剧脸谱》、芝加哥
自然历史博物馆所藏脸谱构成现今所能见及的清
代宫廷戏曲扮像、脸谱的主要内容。《国剧画报》上
还刊登了昇平署腰牌、《佛旨渡魔》的魔王套子等用
具、道具。

其二，从《国剧画报》所刊载的“宫廷戏曲”的相
关文章里，可以看到“宫廷戏曲”研究的基本路径，

为田野调查、口述史与档案的整理与挖掘。
田野调查方法之运用，最典型的便是宫廷戏台

和精忠庙壁画的摄影、登载与介绍、讨论。宫廷戏
台的实物摄影，除故宫博物院提供外，便是齐如山
实地摄影。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也是齐如山摄影
而得。傅惜华在《关于精忠庙壁画》一文里，述及齐
如山拍摄此壁画之缘由及曲折，“齐如山先生，精研
剧学，近年尤注意于戏剧历史方面之考究。当民二
时，如山即发见此画壁，以其有关于中国戏剧之历
史，及梨园界之信仰，拟摄影而未果。迨至民十七
春间，复往摄影，而与当事者之接洽，摄影之设备，

柜橱之挪移，经过种种困难，始得全影而归。”瑏瑥值得
注意的是，首先，这一田野调查方式带有学术研究

之目的，为研究中国戏曲史及宫廷戏曲; 其次，带有
抢救之性质，如前述，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景山观
德殿喜音圣母神像及部分戏台逐渐损毁，因而后世
无法实地调查研究，只能根据齐如山等人所摄照片
来解读，或者从“宫廷戏曲”的研究领域中消失。

口述史方法的运用，也是非常明显。不仅诸多
关于“宫廷戏曲”的描述、忆往文章带有访问、记录
之后的重述性质，而且因为其时“宫廷戏曲”之当事
人尚有人在，亦有着口述之流传。如口述史之运用
与彼时档案之发现与利用相对照，则往往有精彩之
公案。譬如岫云的《昇平署之闻见》系列文章，述昇
平署之机构、机制、轶闻甚多，至于来源，其自述云:
“课余时，( 方星樵) 即与鄙人述说孝钦太后时，南府
轶闻，即以笔记之。相处二年之久，所记轶事甚多。
……凡关昇平署轶事，除鄙人当日所亲见者，余多
闻自方星樵，并老供奉王福寿二公所谈。”瑏瑦在另一
处，岫云亦谈及其文章材料“鄙人所记昇平署闻见，

或从家藏先世笔记，或闻诸亲友所谈，并摭拎内廷
供奉所传，及鄙人昔在内廷所亲见者，并无一语出
自杜撰，更无一语敢自作聪明。”瑏瑧，由此可知，其关
于宫廷戏曲之描述文章，当时来自亲见、档案、口述
三个来源。在《昇平署之闻见》系列文章所述方星
樵与谭鑫培史实时，周志辅以朱希祖所整理之昇平
署档案质疑，其后又为方星樵之后代方问溪以家族
记忆而质疑之。因而呈现出以口述与档案材料互
相印证的讨论。

其三，最早一批“宫廷戏曲”研究者的出现。借

助于《国剧画报》，以及一些以戏曲为主的文史掌故

类刊物，一些对“宫廷戏曲”感兴趣的研究者开始出

现，如齐如山、傅惜华、傅芸子、庄清逸等。虽然这

些研究者的主要领域并不仅限于“宫廷戏曲”，但是

仍然有其意义，一方面，这些研究者初步奠定了“宫

廷戏曲”的研究基础，另一方面，“宫廷戏曲”在这些

研究者自身的学术领域及体系中有着重要作用。
前者以“宫廷戏台”为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

后，对“宫廷戏台”描述最早，亦最权威的为朱家溍，

其文描述宫廷戏台的形制及用途瑏瑨，如果对照《国剧

画报》里对于宫廷戏台之描写，大体仿佛。朱家溍

仅以对杨小楼等人的访问予以辨析。虽然朱家溍

关于宫廷戏台的描述，不一定来自《国剧画报》，更

可能是因地缘之便的观察与调查，但《国剧画报》中

的关于“宫廷戏台”的描述，则可说是奠定了“宫廷

戏台”研究的基础。
后者以齐如山为例。在近现代戏曲史上，齐如

山以剧评家及为梅兰芳编剧闻名，从近年编纂出版

的《齐如山文集》来看，其领域集中于老北京民俗、
戏曲研究、京剧编剧等。其中，以戏曲研究为最主

要。而其宫廷戏曲研究，则是其戏曲研究的重要

阶段。

三 喜神庙神像: 一个田野调查和编读讨论的实例

在《国剧画报》上，披露与挖掘的材料以及事例

较多，譬如上文提及岫云对于昇平署的叙述，齐如

山、傅惜华对北平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的拍摄与初

步探讨等，都是非常显著的例子。此处仅举喜神庙

神像的披露与讨论为例，或者较能说明《国剧画报》
上的宫廷戏曲研究的状态及其特点。

1932 年 3 月 4 日，齐如山在《国剧画报》第一卷

第七期发表《嘉庆生母为歌者之传说》一文，并刊登
《景山观德殿旁所祀之神像》照片。在文中，齐如山

叙述了寻访此神像的经历，先是听了剧界前辈和亲

贵的宫中传闻，又向曾入宫演戏，担任过梨园供奉

的陈德霖求证，再和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几位朋友

一起去寻访，最后在昇平署里找到此神像的小庙，

并在对此神像观察后作出推理:

……有一 座 三 间 的 小 庙，都 是 黄 琉 璃 瓦

顶，中间神龛供着一神像，确是女神，穿着明朝

式的黄龙蟒袍，塑工极细，身上的金色到现在

还光彩夺目呢! 头 戴 冠 冕，两 旁 有 两 小 童 侍

立，身上穿的也是明朝太监服装; 神龛前面，有

一香案，案上供着两个牌位: 一位是嘉庆皇帝，

一位是道光皇帝。……
齐如山根据这一观察，推测出自宫中及剧界的

传说似乎有一些可靠，然而又有疑问。这篇文章展

示了齐如山对于宫廷戏曲的调查过程。

·61·



第 37 卷第 1 期 陈 均:《国剧画报》与“宫廷戏曲”研究

在 3 月 18 日的《国剧画报》第一卷第九期上，

登载了《关于“喜音圣母”———王瑶卿君之来书》一
文，并《景山观德殿旁所奉之喜音圣母又一摄影》照
片。王瑶卿读过《国剧画报》上齐如山文后，据自己
在宫内承差演戏的见闻对齐文作了辨析、回答和补
充，譬如证实此神像确实是嘉庆生母，遗言按照戏
中打扮、供于昇平署中等。王瑶卿还说明此神像原
供奉于旧昇平署，并说:

记得当年在旧昇平署正殿供奉时，旁边所

立之太监四人，亦有两个持笛子与鼓板的。如

今 影 片 上 剥 落 不 全，大 概 是 迁 移 又 失 落 了

两个。
在王瑶卿之文后，齐如山又加以按语，除介绍

王瑶卿的身份及对于掌故的权威之外，又对此神像
的变化作了描述:

又龛前案上，原有嘉庆道光两位 皇 帝 神

牌，前者拍照时，惜未摄入。日前又托友人再

往补摄，则道光皇帝之牌已毁，殿前匾额亦失。
前后不过数月，而有关掌故之事物，不意竟散

失至此。虽然，数月以来，中国所毁损者，又岂

仅此耶? 兹再将新摄之片，仍登报端，恐再过

若干时间，并此恐亦不可复睹矣。
齐如山、王瑶卿二文，实际上是以实地调查与

口述访问的形式，对此神像作了溯源与推断，此亦
是宫廷戏曲的重要材料或现象。但据王瑶卿及齐
如山的描述，由于社会时局的变化，这一处遗迹正
处于毁损之中。

至 4 月 22 日，《国剧画报》第一卷十四期上刊
登《景山喜音圣母殿之探微》一文，作者为刘雁声，

自述在故宫供职，见齐如山描述喜神像后，亦去探
访，结果是:

……殿前 尚 有 较 宏 之 殿 三 楹，并 东 西 配

庑。殿内存一木龛，空无所有。龛中左右板壁

上，左绘彩凤，右绘丹鹤。后方板壁则绘二龙

戏水，风起云涌之势。龛前供奉毫无所有。殿

中四壁，犹存有极工细之壁画，贴金彩画，颇见

工致。惟剥落甚多……
刘文由齐如山对喜神庙的披露，而去寻访，虽

对此庙有更细致之描述，但也可见及，齐如山在二
月所见的神像，已荡然无存了。

此后，《国剧画报》再未刊登关于喜神像 ( 喜音
圣母) 的相关资讯。从《国剧画报》上所刊登的三篇
文章和两张照片，可以见到《国剧画报》的作者、编
者与读者关于某一宫廷戏曲之现象的调查与研究。
只是随着遗迹的消失，这种探讨也只能搁置，并成
为在历史中失踪之个案了。

结 语

如前所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戏曲研究

的一个转型期，诸多概念、方法的产生与形构都与

这一时期相关，亦肇因于此。就《国剧画报》而言，

与同时期的戏曲研究刊物如《剧学月刊》《戏剧丛

刊》、兼有戏曲内容的文史掌故类刊物等不同的是，

“宫廷戏曲”研究、尤其是其图像与早期口述史与档

案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在《国剧画报》中占据了重要

的位置，因而在近现代戏曲、戏剧史上有其意义。
而且，与近些年来的宫廷戏曲研究的比较，如朱家

溍、傅雪漪等通过文献与口述材料的写作与研究，

及通过利用昇平署档案开展的研究相比，一方面为

其后研究之基础，另一方面，因《国剧画报》上所登

载多为照片等实物照片，如戏台、戏装，亦有诸多古

迹多已无存或毁坏，已成为在历史中消失的知识，

因而也有其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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