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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传统
戏剧也开启了改革进程（简称“戏
改”）。

《小放牛》自然也进入了“戏
改”行列。

旧本《小放牛》中有较低级庸
俗的词句，舞蹈动作带着一些调
情的成分，如：牧童不让村姑离
去，唱词是：我爱你的小脚脚；村
姑：哥哥爱小脚呀，就该娶下我。
此时，牧童会托起村姑的三寸金
莲欣赏，也是旦角趁机亮跷的时
刻。

遵循当时的戏改要求，减小
了二人的年龄，牧童拦阻村姑就
自然成为孩子之间的淘气。

为了避免二小戏的乏味，强
化此剧的表演性和舞蹈性，在表
演上力求单纯、天真、活泼、可爱，
着重表现出村姑与牧童两小无
猜、纯洁无邪的童趣。

如村姑骑驴上场时，用“小步
圆场”“鹞子翻身”以及各种“蹉
步”等技巧来表现山路崎岖。二
人对唱中，又用“卧鱼”“串翻身”

“小碎步”等技巧来表现与牧童戏
耍的种种情趣。牧童则以“旋子”

“双飞燕”“矮子步”和多种腾跳来
表现他活泼调皮的性格。结尾处
用三个连贯的“转身腾跳”接“矮
子步”追村姑下场，把全剧的气氛
推向高潮，使其成为一出清新活
泼、格调健康且符合当时“戏改”
要求的歌舞戏。

同时期，北京京剧界对这出
小戏同样进行了改造，改动了一
些不合人物身份的和低级、庸俗
的词句。

“戏改”后能继续舞台演出的
京剧剧目锐减，而为了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演出活动依然频繁，资
料显示，1953 至 1962 年，著名京
剧表演艺术家李玉茹登台必演
《小放牛》，有时一月连演两出，甚
至一天两出。

如此频繁的演出，充分显示
了改良后的《小放牛》深受群众喜
爱。这期间《小放牛》在中国大江
南北唱演，北京、上海、合肥、无
锡、广东各大城市均有演出。

《小放牛》能唱响全国，跟这
出小戏自身的因素分不开。

花旦剧目中有很大一部分在
内容上说的是纯粹的北京俏皮
话，受方言局限，很多戏中的笑
话、逗哏在北京以外的地区演出
时观众反应冷淡。《小放牛》这样
有舞蹈、有剧情的花旦戏，观赏性
极强，且不受方言限制，所以在全
国上演也能被观众欣赏、接受。

经过改良的京剧版《小放牛》
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交流的
艺术作品，随着出访演出，走出国
门，唱演国际舞台。

1953年，《小放牛》作为慰问
志愿军的节目之一赴朝演出，京
剧《小放牛》开始走出国门。

根据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京剧
团出国（境）演出情况资料显示：
1955 年李玉茹、孙正阳版《小放
牛》参加在波兰举行的“第5届世
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
演出（获得联欢节优秀表演奖），
同年参加波兰世界青年学生联欢
会及赴印度、缅甸及印度尼西亚
演出。

1956年 11月至1957年 1月，
李玉茹和孙正阳随上海京剧团访
问苏联多地巡回演出该剧。1958
年4月到10月，李玉茹和孙正阳
又随中国戏曲歌舞团访欧演出，
《小放牛》在英国、法国、比利时等
7个国家24座城市上演，成为一
种重要的民族文化表征。

文/马 兰

■相关

“戏改”后的
《小放牛》

《小放牛》又名《杏花村》
《放牛》，是河北梆子传统剧目，
由出生于张家口万全县（今万
全区）的梆子名伶、中国著名戏
曲艺术家侯俊山创编首演于清
代后期。

《小放牛》的情节比较简
单，只有牧童（小丑）与村姑（小
旦）两个角色，以说白和歌舞
为主。

据《清车王府藏曲本》中乱
弹腔剧本类《小放牛总讲》记载，

《小放牛》讲述了朱七（牧童）由
于父母早亡，自己又贪玩好吃，
把家当耗尽，只好在张员外家以
放牛为生。三月天，一日风和日
暖，牧童在山间放牛，路遇村姑
向其打探买好酒的去处，二人由
此搭腔，接下来唱曲说笑、相互
打趣，表达了互有好感、情投意
合之趣，随后牧童发现牛不见
了，慌忙找牛，二人旋即分手。

这部歌舞小戏被京剧传演
百余年，名伶大腕竞相饰演，还
被各地方剧种改编，唱遍全国。

戏 曲 理 论 家 齐 如 山 回 忆
《小放牛》一戏：“最初排演，乃
是俊山（侯俊山）刘七（刘子云）
二人。后刘七去世，俊山才教与
王长林。按《小放牛》，乃是山陕
一带乡间小孩，在野地所演的
玩意儿，并未上过台，俊山到
京，才排出来的。”

通过这一记述可知，《小放
牛》是由山陕一带的民间歌舞
演变而来，大约在光绪中期，被
著名梆子腔艺人侯俊山搬上戏
曲舞台。

然而，侯俊山何时创编的
《小放牛》？最初《小放牛》属于
什么剧种？至今没有确切答案。

既然《小放牛》是在侯俊山
进京后创作的，侯俊山何时进
京，就成为判断此剧诞生年代

上线的关键。
但 关 于 侯 俊 山 进 京 的 时

间，说法不一。
戏剧评论家张肖伧追记侯

俊山发展轨迹指出：“在同治九
年（1870 年）迄光绪初元（1875
年）之间，是其（侯俊山）直隶梆
子班中，初露角之时代。”

即 1870 年－1875 年，刚入
京的侯俊山，由直隶梆子戏班
登上京城戏台。

戏曲研究家周明泰回忆侯
俊山：“同治九年（1870年）十七
岁初入京，入全胜和班，第一次
在庆和园演《打金枝》，在京连
唱五年，专演梆子花旦。”

从两人的回忆看，两人都
认为侯俊山是1870年进京的。

《中国戏曲志·北京卷》认
为侯俊山进京时间为同治元
年（1862 年）：“同治元年（1862
年）入京，搭全胜和梆子班演

出，是河北梆子与山西梆子两
腔并用的创始人，后主唱河北
梆子。”

《中国戏曲志·北京卷》记
录侯俊山生于 1853 年。由此推
算，1862年时，他还是一个年龄
不超过 10 岁的孩童。此时当为
其幼年学艺时期，尚未出师成
名，不可能进京登台演出。

另据光绪年间宣化知府的
公子吴闰青回忆：“侯为张家口
东红庙人，其父为人佣工，家境
极贫，侯于九岁时即学戏，时张
家口小南关有所谓席片园者，
系用席支搭之戏棚（状如北京
天桥之戏棚），其中角色有狗儿
红、捞鱼罐等，侯即在此班学
戏，在十岁时能登台演一出《鬼
拉腿》小戏。”

10岁的侯俊山刚刚学成登
台演出，尚未唱红张家口，也不
可能进京，因此笔者判断 1862

年入京当为笔误。
根据这些史料，笔者认为，

侯俊山入京时间为1870年更为
合理，因此《小放牛》创编年代
不会早于1870年。

据《粉墨丛谈》记载，侯俊
山 露 演 京 城 的 盛 况 ：“ 癸 酉

（1873年）、甲戌（1874年）间，十
三旦以艳名噪燕台。”

因此，笔者判断《小放牛》
创作首演年代应在 1870 年至
1874 年之间，侯俊山正值 17 岁
至 21 岁的青春年华，距今已有
约150年。

另外，目前能见到的最早
的《小放牛》剧本出自《清车王
府藏曲本·小放牛总讲》，学界
普遍认为其中剧本多为明清两
代的作品，而以清道光至光绪
年 间 的 作 品 为 多 。1870 年 至
1874 年，首演成功的《小放牛》
在京城戏园不断被伶人演绎，
剧本在光绪（1871年—1908年）
年间被记录整理收入《清车王
府藏曲本》，亦在情理之中。

“赵州桥鲁班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
走，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

这曲脍炙人口的《小放牛》是河北梆子传统剧目，由出
生于张家口万全县（今万全区）的中国著名戏曲艺术家侯
俊山创编首演，经过数代改编，成为京剧经典剧目，并被许
多地方剧种改编搬演，已经传唱百余年。

然而，《小放牛》的初始剧种与创编年代等至今未有确
切答案。

为此，笔者查阅亲自观摩过当时艺人演出的剧评人的
评论、艺人的口述记录资料，求证《小放牛》一剧的诞生年
代、初始剧种，还原它的传演盛况。

《小放牛》诞生记
□马 兰

创编年代距今约150年

清同治年间，随着山陕梆
子艺人大批北上京师，梆子戏
被京城观众追捧。侯俊山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京，并创编
了歌舞剧《小放牛》。

从剧种大类上看，侯俊山
最初演绎之《小放牛》属于梆子
剧种，又由于河北梆子在发展
历程中产生很多别称，在京演
出的梆子亦派别杂陈，而侯俊
山又是一位具有独特才能的伶
人，这就造成《小放牛》剧种出
身之谜。

判定《小放牛》的剧种，首
先需要辨析创编人侯俊山究竟
算哪派梆子。

有的文献记载侯俊山是山
西梆子的杰出代表，有的文献
记载其是河北梆子的代表，还
有的文献又说侯俊山是梆子演
员 ，但 不 再 细 分 究 竟 是 哪 派
梆子。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
因是，在侯俊山编演《小放牛》
的 时 代 ，尚 未 有“ 河 北 梆 子 ”
一名。

河北梆子源出秦腔，而“河
北梆子”的叫法是在新中国成
立后出现的。

《中国戏曲志·北京卷》一
书称河北梆子：“源自山陕梆子
腔，亦名秦腔、乱弹，清代先后
传入北京、直隶、天津等地，衍
变发展为京梆子、直隶梆子、卫
梆子等，它们大同小异，趋于统
一，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衰落。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恢复发展，统称为河北梆
子。”

梆子原名“秦腔”，出自陕
西，后由陕入晋而成“山西梆
子 ”，再 至 河 北 而 成“ 直 隶 梆
子”。

所以在“河北梆子”这一叫

法没有提出之前，通常按地域被
称为“直隶梆子”，按谱系归属

“山西梆子”，这也是侯俊山被视
作山西梆子传承人的原因之一。

从前人追忆文章看侯俊山
的唱工、做工特点，难以定位其
梆子具体为哪一种流派。

《中国戏曲志·北京卷》载
侯俊山：“祖籍山西洪洞，生于
河北省张家口附近的万全县东
洪庙村。八岁时，随师傅仁偢学
秧歌戏，九岁到山西太原喜字
科班学山西梆子。”

从侯俊山幼年时期生活的
地域看，他自幼学习山西梆子
占有先天地理之优势。

清末，流传于张家口一带
的山西梆子，有很多流派。在张
家口园馆班里，分为“陕西帮”
与“山西帮”，人们统称山西梆
子。因此，后人称侯俊山或为山
西梆子或为陕西梆子传承人。

也有戏曲评论家认为侯俊
山兼有山西梆子与直隶梆子声
调：“侯之声调系一种口梆子，
居晋腔直隶梆子之间，较为奈
聆，兼口清脆，韵味悠扬。”

也就是说，侯俊山唱的既
不是纯粹的山西梆子，也不是
纯粹的河北梆子。侯俊山的道
白 是 山 西 味 ，唱 腔 则 带 有 直
隶味。

侯俊山饰演《小放牛》村
姑，“所著之披肩排穗，终此剧
不容贴身，盖极端形容其身段
活泼，无一时呆滞也。”由此推
断，身为梆子演员的侯俊山，练
就了山陕梆子的独特做工，故
而能够应对《小放牛》一剧舞蹈
表演的难度与对体能的挑战。

侯俊山久在京演出，耳濡
目染多种剧种，且又是一位锐
意改革之人，在梆子腔争艳京
台的时候，各路梆子势必为迎

合京城观众的需求不断调试，
侯俊山必然不会将自己的戏路
限制在某一种剧种上。

入京后，侯俊山加入的是
梆子为主的全胜和班。全胜和
组班的同治十二年（1873 年），
恰好是侯俊山入京以后的时
间 ，也 正 是《小 放 牛》创 作 的
1870 年至 1874 年之间，虽然以
梆子为主，但含有昆、高二腔，
这种多剧种混融的戏班必然创
造一种包容的环境，为侯俊山
兼容并蓄多种剧种创造了客观
条件。

这种兼容并蓄都体现在侯
俊山的做工、道白、唱腔之中。

综上可以判断，《小放牛》
最初表演剧种当为梆子，加上
侯俊山自己的表演特点，以及

《小放牛》诞生于京城戏园的历
史背景，侯俊山的《小放牛》当
属于具有山陕梆子做工之长、
山西梆子道白之音、直隶梆子
唱腔之韵的一种独具个性特点
的梆子戏。

十九世纪70年代到二十世
纪 20 年代，直隶梆子进入兴盛
时期。

侯俊山进京之初，正是梆
子逐渐占领京城戏台的时期，
侯俊山凭借自己独特的演技改
变了京城戏迷对梆子的评价与
欣赏趣味。

《粉墨丛谈》的记述说明了
侯俊山的受欢迎程度：“初都门
不尚山陕杂剧，至有嘲之为‘弋
阳梆子出山西，粉墨登场类木
鸡’者，至是而靡然从风，争相
倾倒，冠裳裙屐，座上常盈。”

“几处名班斗胜开，而今
梆 子 压 春 台 ，演 完 三 出 充 场
戏，绝妙优伶始出来。”按照当
时惯例，“昔年旧历新春，各部
院、各省同乡同年团拜，必演
剧 助 觞 ，均 系 徽 班（二 黄 、昆
曲），从 无 演 秦 腔 者（即 梆 子
腔）。自‘老十三旦’（即侯俊

山）到京后，惊才绝艳，焜耀一
时，堂会遂有秦腔加入（时同
治末、光绪初年）。”

当时，梆子、皮黄（京剧）不
能同台演出，所有京城堂会外
串之戏均请皮黄，侯俊山名噪
京城，开启了梆子串演堂会的
先例。

清光绪八年（1882 年）八月
初七，恭亲王邀请四喜部、三庆
班及梆子班很多演员演堂会，戏
单中有侯俊山、刘七之《放牛》。

不仅达官显宦在自家堂会
请演梆子，而且梆子也得到清
朝统治者青睐。

侯俊山于光绪十年（1884
年）始应清内廷供奉，遂受慈禧
无上之宠，一直到庚子年（1900
年）止 ，其 间 光 绪 二 十 四 年

（1898年）在颐年殿与刘七合演
《放牛》一剧，为皇家贺岁。

梆 子 之 兴 得 益 于 侯 俊 山

的高超演技，世人评价“自程
长庚出而二簧盛，十三旦出而
秦腔盛”。有人誉之“状元三
年一个，十三旦盖世无双”，还
有人称其为“梆子一代宗师”

“梆子花旦鼻祖”。后世剧评
家进而肯定：“俊山一身，与梆
子腔之发扬方面，实有莫大之
关键也。”

当时京城皮黄、梆子都很
吃香，甚至出现了皮黄艺人搭
班梆子班社的局面，很快交融
合 作 成 为 从 业 艺 人 的 共 同
意愿。

1891年，京剧、河北梆子花
旦表演艺术家田际云以玉成班
为阵地，开创了梆黄同台演出
的“两下锅”，梆黄同演一剧及
梆黄对唱的“风搅雪”的演出惯
制，不仅叫座，给班社带来利
润，给演员博得声誉，更重要的
是促进了各自的发展与完善。

由于侯俊山等著名梆子艺
人的努力，清末民初梆子在京
城舞台的发展达到鼎盛。

清末，梆子花旦对京剧花
旦的贡献是不争的事实。

据 久 在 玉 成 班 的 李 玉 贵
（田际云的徒弟）说，彼时著名
的皮黄演员，除谭鑫培外，几乎
都参加过玉成班的“两下锅”演
出，梆子花旦更是孕育出来京
剧的诸多名旦。

除玉成班外，当时著名的
宝胜和班，也吸收了很多著名
的京剧演员。

据《立言画刊》173 期所载
《侠公戏话宝胜和梆子班之角
色》述：“迨至天乐玉成班改秦
腔皮黄‘两下锅’之后，其班仿
效斯法，亦梆子皮黄两戏兼演，
取混合制……秦腔花衫侯俊
山，未自承太平和以前，亦入其
班献艺”。

皮黄、梆子兼教兼习是当
时很多科班的做法。梆黄演员
互动交流的同时，也伴随着剧
目的移植，京剧花旦剧目移植
自梆子花旦的不胜枚举。

民国以来梆子逐渐衰落，
京剧却在兼容并蓄中不断发
展，特别是京剧的花旦艺术受
到梆子滋养，发展日臻完善，由
梆子改唱皮黄的演员又相继执
花旦牛耳。这些改工的京剧名
旦在其演艺生涯中，把梆子花
旦戏《小放牛》演绎出不同艺术
趣味的京剧版《小放牛》，各领
风骚。

经典传统剧目《小放牛》京
剧版已被传演百余年，地方剧
种版的《小放牛》也争奇斗艳，
川剧、滇剧、湘剧、徽剧、汉剧、
秦腔、同州梆子、晋剧、河北梆
子、豫剧、梨园戏、云南花灯均
有此剧目。

《小放牛》可谓百家争鸣，
一剧千面，在戏剧界给观众留
下了无尽的言说。

京剧京剧《《小放牛小放牛》》剧照剧照。。

独具个性的梆子戏

一剧千面传演百余年

本版图片均由马兰提供

侯俊山侯俊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