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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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剧》，由陈忠国主编。
《淮剧》的内容提要如下：
淮剧发源于古楚国域内，距今约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主要流行于苏北、皖北、上海及沪宁沿线一些城
市，几经风雨，现已成为江苏和上海的主要剧种之一。

从进入上海至今的一百多年，淮剧在上海这座大都市里已拥有了深厚的根基。
海纳百川的上海赋予了这一江淮小戏以都市生活的现代气息与恣意挥洒的人文气质。

上海难剧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悲情美感的奋斗史，它的每一页都浸透着上海的百年沧桑和巨变，同上
海人民血脉相连，随着上海域市文脉前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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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跟随逃亡的脚步来到上海的淮剧最初只能以逃亡的姿态在上海生存，艺人们生活在最
基层的普通劳动者之中，以最简单原始的形态开展演出活动，走街串巷，敲曲演唱。
其时上海早已有了设备完整的剧场，但对于淮剧艺人却显得那样的遥远。
淮剧来到上海的最初几年，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演出阶段：走街串巷，敲曲演唱艺人们自由组合，以
竹筷和盘子为简单的伴奏，在街头唱曲，谋求生存。
“搭墩子”走街串巷几年以后，艺人们终于有了相对固定的演出地点。
1912年，闸北太阳庙路、南码头和南市斜桥等街区，艺人们开始搭起简陋的平台，坐唱淮戏小唱段。
这一年淮剧艺人韩太和，创建了“韩家班”，活跃于上海南市、南码头等地区，从此，艺人们告别自
由组合，有了统一组织的戏班。
这是上海淮剧的重要一步，标志着淮剧终以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争得了一席之地
。
“拉帏子”1914年，沪上流散的淮戏艺人，在露天广场围圈演出街头戏，史称“平地大舞台”。
同年，在闸北汉阳路，首次出现了以帏布或篱笆围成的，简陋的演出场所，这是一种清唱加简单化妆
的演出。
茶楼戏园1915年，韩家班进入鹤鸣园茶楼演出。
淮剧由露天进入室内，茶楼戏园虽非正规的剧场，却已经具备剧场观演的要素，为淮剧进入剧场做好
了准备。
戏院，真正的剧场1916年，韩家班与何家班搭档，在闸北太阳庙路一个当时兴建的、土木结构的叫做
“太阳庙小菜场戏院”，演出淮戏。
这是上海的江淮小戏首次进入正规剧场演出，标志着淮剧正式走上了专业舞台，成为真正的剧场艺术
。
1929年，南市区的民乐大戏院，旧称“四十间”正式落成迎客，申城出现了第一家专演淮戏的戏院。
1957年12月22日，上海市文化局决定将金城大戏院作为淮剧的基本演出场地。
周恩来总理为其命名并亲笔书写了——“黄浦剧场”四个字。
自此，金城大戏院就改名为黄浦剧场。
走进剧场，不等于征服剧场，要成为适应城市舞台的演出艺术，淮剧必须不断进行在舞台表演上的提
高。
首先是剧目上的拓展。
在进入剧场演出之初，是以传统的“三可子”和“徽夹可”的形式演出，多以“三出头”(《隔墙相会
》、《水漫蓝桥》、《罗凤英三访》)，“二小戏”(小生、小旦)，“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为
主打剧目。
在上海舞台上的成长过程中，淮剧一直向那些更早拥有剧场演出的剧种借鉴、学习。
淮剧借鉴移植了不少兄弟剧种的剧目同时也开发出自己的保留剧目。
20世纪30年代，中华新戏园演出的淮剧连台本戏《精忠报国》影响深远，在唱腔、伴奏、表演程式、
剧目等诸多方面有全面的艺术提升。
这次演出是江淮戏成长为较完整戏曲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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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淮剧是劳动人民的剧神　　——周恩来进入上海前，淮剧的艺术水平的提高极慢，进入上海后的淮剧
有了相对集中的市场、有了一定范围的艺术竞争、有了向兄弟剧种学习的机会。
有了观众的爱好，艺术上才有了较快的发展。
正因为这样，虽然淮剧的故乡在江苏，却能旁枝突出，成为上海的常驻剧种之一。
　　——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 刘厚生淮剧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实际也就是苏北人和上海的关系苏
北移民和淮剧艺人至今已在这个城市中奋斗了近百年，淮制作为苏北文化的代表已经成为海派文化中
不可割的一部分。
苏北人百年来给上海文化带来的影响已经渗透到这个城啊的血脉当中。
　　——中国戏居家协会副主席、剧作家 罗怀臻上海淮剧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对上海文化的贡献那
么大，很值得总结。
这同上海淮剧不断产生一代代的优秀人才和一批批的优秀剧目有关，也是淮剧之所以能在上海站住和
发展的最根本两条，淮剧将来的展也应当抓住这两条。
　　——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 荣广润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淮剧>>

编辑推荐

《淮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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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