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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柳社”之前的上海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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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恒夫 来源:《戏剧艺术》 时间:2004-12-14 14:24:27 浏览:961次 

  内容提要∶在“春柳社”之前，新剧已在上海存在了几十年。演出者为欧美等国在上海的侨民组织

的业余剧团A. D. C.，欧美、日本等国来华旅行演出的职业剧团以及上海的教会学校。演出的剧目为

《阴谋与爱情》等数十个。上海的中英文报纸经常登载新剧的信息，如演出海报、演员活动、国外剧作

家介绍、戏剧评论等。旅行欧美、日本的华人在回国后所着的游记中，亦介绍国外的戏剧状况，这些都

会对中国人自己演出新剧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十九世纪上海新剧  

  研究中国话剧史的人，都将“春柳社”的张帜之时，即1907年，作为中国话剧的发端。其实，“春

柳社”的话剧已经相当的成熟，他们演出时，从东京到上海，都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在此之前，话剧实

际上已经在中国尤其在欧美文化弥漫的上海涓涓缕缕地存在着了。笔者检索了上海一百多年前的报纸、

杂志以及有关上海的笔记，爬罗出一些材料，作一些梳理，希图将“春柳社”之前的上海新剧，作一个

粗略的勾勒，对中国话剧史或许有所补阙。  

                      一、外国剧团来沪演出与名剧介绍  

  由上海字林洋行主办的第一份华文报纸《上海新报》1867年3月19日第2版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  

  摩拿轮船与亚克美米兰轮船行离新加坡不远，两船相撞，摩拿轮船大受损伤。该船上载有外国戏

班，即前在上海“满庭芳”演戏之班也，内有一小梨园将腿碰断，可惨也。  

  “满庭芳”是剧院名，是上海第一家京戏园，也是租界内第一家中国戏园。位于石路（今福建中路

近广东路一段），英籍华人罗逸卿仿京式茶园建造。该剧院能容纳观众三四百人，在该戏园经常演出的

是中国戏曲。“外国戏班”在此演出，当然演的是外国戏。  

  一个外国戏班，不论是欧洲的国家还是美国，万里迢迢，漂洋过海到沪演出，就绝对不会只演一天

两天，可能长达一两个月都有可能。其观众因为语言与欣赏习惯的关系，自然多是租界内的外国人，但

是在浸漫于欧美文化并有崇洋倾向的上海，也肯定有中国人，如洋行的买办，他们不存在语言的问题，

因为工作的需要，他们也愿意更多地接受西方的文化。也有思想开明的中国读书人，他们可能带着看新

鲜的心理到戏园中看外国戏班的演出的。但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外国的戏剧都会对上海的文化生活

产生影响。  

  清末着名文人王韬即是其中之一，他在《瀛壖杂志》卷六中说∶  

  西人工为戏剧，如纵跃飞舞，皆以女子为之，短裙窄袖，袒胸及肩，衣裾四周，悉缀宝珠，雪肤花

貌，掩映于明灯之下，与烛光相激射。台下奏乐者十余人，抑扬嘹亮，皆西国之乐器也。女子步武疾

徐，悉中音节。……演剧时出山河宫阙，悉以画图，遥望之几于逼真，凡此戏术，皆从海外来，偶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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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非时有也，特价甚昂，非如关帝之看西施，仅舍一金钱已也。其他寻常游戏亦有可观，如电气之器

能令暗中发光，以数十人连环携手执之，无不震缩，又影戏皆以玻璃片画戏，而亦能变化无端，西人于

宴客时酒阑茶罢，率一为之，以供笑乐。[1]  

  由于当时的上海是一个经济繁荣、贸易发达的自由港与亚洲的第一大都市，吸引了许多外国艺术团

体来沪作营业性的演出，如《申报》同治壬申（公元1872年）四、五月间的报纸常登载着一幅外国马戏

班的广告，如四月二十四日的广告是这样的∶  

  外国男女马戏赠物  

  今有西国新到上好男女马戏一班，能于马上变幻百出，跳跃飞腾，并有多方奇巧，特欲中国人赏

鉴，准于礼拜六夜九点钟开演，头等客位坐取洋一元……务请诸君共来观看，幸勿自误，本园在江西路

锦名洋行对门便是。四月念三日，外国戏园主人谨启。  

  马戏班能来沪，演剧的戏班当然也能来沪，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时兰心剧院就经常有外国剧团的

演出，这在后文中有介绍。每一个戏班的每一次的演出都会对上海的演剧艺术产生冲击波，只是有强弱

之分而已。  

  除了外国的戏班来沪演出，让中国人直接接触到西欧的戏剧之外，报纸还介绍西方戏剧家与戏剧作

品。如刊于《上海新报》1867年6月6日第1版的一篇文章说∶  

  按演戏一事，凡有文艺之邦，自古皆有之，其中演戏者亦有才子之名。查英国书籍内，有顶出名

者，名舍记士比耳。所演之戏，曲文既佳，做法亦妙，且系大忠大义，皆英国有学问人读过之书也。不

但古往大事，能以演出，即平日之风俗亦可以演，以教化人心。其人生于1564年，幼时因家贫未能多读

书，幸天资颖悟，自能讲求至本国之书与法国之书、以大利国之书皆精。惜其人之父太贫耳，十八岁后

完姻，所娶之妇长伊八岁。初学戏时，常扮无关紧要之人，未得出人头地。舍记士比耳以为戏之妙处不

在依样葫芦，须独出心裁，方可惊人之目，故后来演戏，胜似前人。  

  昔看戏者之中有体面者俱不以下等人视之，况国中大有名望之人，皆乐与交好，助以银钱。嗣有皇

后名意里撒白最爱观之戏，且出题目，令伊照题而演。由是其名大振，因此致富矣。但其人最爱清静，

三十四岁在本乡买一清幽之处，欲谢世界繁华，希图安逸，至四十岁遂向所买之处而居焉。五十岁即辞

世矣。然在当时伊之全好处，人尚未尽知，数世后有学问之人无不全知其妙处也，即读书人亦追念此

人。窃意华人能读英国本文者定爱读其诗句，但诗句之佳不能译出，仅能就诗中大意译出来，如小说者

然，想华人定爱诵念，下次陆续即出可也。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介绍莎士比亚，文章虽短，但莎氏的生平、成就、影响都论及到了，尤其是莎

氏的戏剧观、英国演员的社会地位的介绍，一定对中国的剧坛产生良好的影响。之后《上海新报》连续

数次连载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丹国王名涵利德故事》。在连载结束之时，该报又评论道∶  

  这段大故事今已完毕，想华人看之，有云同中国演戏一样，有云同中国小说一样。总之中外事情，

外面或有不同，而论事大略则同，但看此书，须知此事系一千年前之事，比之近今人事风俗大不及，今

日明白者多也。本馆将此事陆续印出，非劝人看戏，何也？戏有好亦有坏，既看好戏，即要看坏戏，故

本馆译此，不过欲增人见识而已。  

  报馆的目的是增人见识，然客观上让中国戏剧界知道了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叫莎士比亚，他的代表

作品是《哈姆雷特》，还能从这样的介绍中了解到外国人的戏剧观，即戏剧须有曲折的故事情节与深刻

丰富的思想内涵。  

  据中国早期话剧的创始者徐半梅在《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介绍道，日本常有话剧团到中国来演出

∶  

  我还发现一处日本的小型剧场，在虹口文路。这是把一座中国式三上三下的房屋，将楼面改造成剧

场，连天井也消灭在内，居然这小剧场也可以容二百人光景。这剧场常有新派剧团开演，都是从日本来

的旅行剧团。每一剧团大约演一个月光景，辍演后，又有第二个剧团来演，一年到头，总是川流不息的

演出。我便常常在看，成了一个老主顾了。……它与日本都市中的剧场，情形不同，日本的剧场，往往

一出戏要演一个月光景，而东京席为了看客有限，每天必定换戏。……那时旅行剧团相当有趣，他们往

往一团只有十一、二人；但其中多数的伶人，都是一个人可以兼演好几种角色，某伶今天扮生，明天扮

旦，后天又扮老旦了。而且他们人数虽少，什么戏都可以演。他们会把世界名剧，也都搬上这小小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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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因为他们往往会将一部巨着缩成短小而完整的东西，所以虽然只有十一、二人，竟可以演数十人

大场面的戏。[2]   

  由上引的材料来看，日本剧团在上海演出的“新派剧”，是常演不辍的，剧目常换，且演世界名

剧。虽然演技并不高超，但它的表现形式却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戏曲，它成了中国人了解话剧的一个重要

的窗口。日本人办的小型剧场创办于何时，已不可考，它的观众主要是日本侨民，但也有一部分象徐半

梅这样的中国人经常去看戏。  

                  二、旅居上海的外国侨民与教会学校所演出的新剧  

  现在许多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所依据的大都是徐半梅的《话剧创始时期回忆录》，该书在第三

节“无人参考的参考品”中先介绍了1900年前后，在上海租界内博物院路，有一所外国人经营的兰心戏

院。其剧场完全是欧式的剧场，“前后台都很宽大，客座是三层楼。尤其是声浪，真令人满意。如果一

个演员在台上微喟一声，这极微细的声音，竟可以送达到三层楼上。”  

  上海还有一个外国人的业余剧团，简称A. D. C.，团员都是旅沪侨民，他们每年必定演剧三四次，

每次演期，大概总是三天光景，全是夜场。而这A. D. C.与兰心，有很密切的关系。A. D. C.每次演剧

的戏单上，总把历年来演过的戏名，一一附印着，而且还有开演日期。在四十几年前，我看那戏单时，

已晓得它有四五十次的演出历史了。所演的也都是世界有名的剧本，当然有相当成绩。……（中国人）

即使偶然有好奇之人，去欣赏一下，除惊叹布景的逼真外，对于戏剧本身，总觉索然无味。假使当时有

一部分人对于这剧团能加以注意，以它作参考品，那说不定中国的话剧，可以早十年产生哩。然而也并

非绝对没有中国的知音者踏进这所剧院，极少数有志于戏剧的人，倒是常去领教的，笔者就是其中的一

个。[3]  

  徐半梅所说的这个剧团有着五六十年的历史。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上海的西方侨民很多，为了

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他们组织了两个业余剧社——浪子剧社与好汉剧社。用货栈搭起临时舞台，来演

西方的名剧。1866年，浪子、好汉剧社合并扩充，组成了上海戏剧爱好者俱乐部

（Amateur  Dramatic  Club  of  Shanghai），简称A. D. C.，在这前后，租界内盖起了一个正规

的剧场，名叫兰心剧院。  

  A. D. C.剧团的台柱之一是上海最早的外文报纸《字林西报》的主笔李德尔，他是英侨中的首要人

物，人们称他为“巴柏叔”，曾做过电力公司的秘书，后又任工部局的总董。寻着这条线索，我们查找

了《字林西报》中有关A. D. C.剧团与兰心剧院的报道。  

  A. D. C.剧团的活动在《字林西报》中常有报道。如1867年1月21日第三版上登载了剧团的一名负

责人写给《北华日报》主编的信，信中希望居住在上海的英国与美国的女士们参加到剧团中里来，“我

敢肯定如果我们的女士们加入到戏剧社的队伍中，她们潜在的隐藏的巨大的戏剧和舞蹈才能将被挖掘出

来。即使有些女士的声音和气质不适合出演滑稽剧、笑剧、荒诞剧中的角色，她们也可以通过舞蹈来娱

乐大众。剧团需要6到8个女演员排演一个芭蕾舞剧。”据报上的广告得知，他们演过《水手之家》、

《巴黎来回五美元》、《驯服逃婚者》、《愉快的流浪者》、《伸出援助之手》、《水往低处流》等

等，以喜剧居多。  

  A. D. C.剧团基本上是在兰心剧院演出的，当然，在该剧院演出的决不止A. D. C.剧团一家，据

《字林西报》报首，1868年7月至9月份，在兰心剧院演出的有澳大利亚戏剧公司，他们上演的剧目有

《妒妇》、《年轻的寡妇》，还有玛丽剧团，他们上演的剧目有《一张图片》、《温柔的原始人》、

《阴谋与爱情》、《女仆与喜鹊》、《我们的美国侄儿》等等。  

  A. D. C.剧团是外国人办的，虽然属于业余性质，但由于他们对于话剧艺术比较熟悉，说不定其中

的个别人还是演员出身，我想其演出的水准尽管赶不上专业剧团，但其表现方式则绝对是西方的，或话

剧的，或歌剧的，或舞剧的。兰心剧院由于一年中有数十次的演出活动，因此，去该剧院的中国人虽然

没有外国侨民多，但一年中去的人次可能也不会少。正如徐半梅所说，象他这样去看戏的人还是有的，

既然有，就一定会对上海的演剧艺术产生影响。  

  在上海演出新剧的除了A. D. C.剧团、外国来华的职业剧团之外，还有教会办的学校。19世纪中叶

之后，教会开始兴办学校，在中国培养传教士与信徒。仅在上海一地的教会学生即有数千人之多。圣约

翰书院与徐汇公学，都是早期的教会学校。学校为了寓教于乐，使教学更有成效，经常将圣经中的故事



排演成戏剧，有时也演世界名剧。1898年的圣诞节，即12月25日，中国农历的11月份，圣约翰书院就有

演出活动∶“己亥冬十一月，约翰书院学生，于耶苏诞日，节取西哲之嘉言懿行，出之粉墨，为救主复

活之纪念。”[4]1898年的圣诞节，圣约翰书院上演了两个剧目，一是英语剧，一是反映中国官场生活的

《官场丑史》，1900年，南洋公学中院二班演出了新剧《六君子》，由于反映时事，吸引了很多师生，

他们自带蜡烛，把演出所在的教室照得通明。演出的效果出于编演者意料之外，受此鼓舞，他们又编排

了一出新剧《义和拳》。  

  同年，上海育才学堂以八国联军进京和江西教案的事件为素材，编写成剧本，演出时，恰好是举国

为庚子事变震惊，因此，反应特别强烈。1902年，徐汇公学根据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编演了五幕法语剧

《脱难记》。  

  1903年，南洋公学又演出了《张汶祥剌马》、《英兵掳去叶名琛》、《张廷标被难》、《监生一

班》。其中《张汶祥剌马》不但轰动当时，且成为后来各种表演艺术形式改编的蓝本。  

  1905年年底，新剧的爱好者汪优游联合了几个学校的同志，成立了一个业余演剧组织——文友会，

使新剧走出校园，让市民观赏。第二年的元宵节，文友会在画锦牌坊陈氏的私人宅院里举行公演，剧目

有《捉拿安德海》、《江西教案》和一出即兴编成的时装滑稽闹剧。  

  1906年，新剧演出不断，剧社接二连三地出现，闻名一时的有上海沪学会演剧部、上海群学会演剧

部、上海学生会演剧部、上海青年会演剧部、开明演剧会等。  

  这些多在校园内演出的新剧，对我国话剧的孕育有着极大的帮助，它们培养了新剧的爱好者与活动

家，如被誉为“实开今日各剧社之先声”的汪优游之所以能投身于新剧活动，就是从看了新剧《官场丑

史》后开始的，“这种穿时装的话剧，既无唱工，又无做工，不必下功夫练习，就能上台去表演，自信

无论何等角色都能扮演，对新剧大感兴趣”。[5]新剧除了学校的师生观赏外，学生的家长及其他人士亦

会观看，“这天主学校中，每年总有这么一二次公开的演剧，招待校外人参观，当然对于当时的社会，

有相当大的影响的。于是渐渐的使上海其他的学校，在开什么学艺会、游艺会、恳亲会等的时候，也盛

行拿演剧来助兴了。不过中国人办的学校中的演戏，往往不是学校当局所主张，而是学生们自己发动，

要求学校当局让他们参加，作为余兴的。所演的戏，并不象那天主教学校用外国语，而是用上海土白

的。”[6]  

                         三、游欧的中国人对西方戏剧的介绍  

  19世纪末，中国的一些驻西方国家的使节与个别游学欧洲的文人，纷纷写作游记，介绍他们在欧洲

的所见所闻所感，其中就谈到了他们看戏的体会。虽然这些人并非是上海人，但他们的游记大多出版于

上海，这对于喜欢接受西方文化的上海来说，肯定是有影响的。  

  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剧场，因为欧式剧场与中国的戏院差异很大，故而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黎

庶昌在《西洋杂志》中写道∶  

  巴黎倭必纳，推为海内戏馆第一，……正面两层，下层大门七座，上层为散步长厅。后面楼房数十

间，为优伶住处，望之如离宫别馆也。中间看楼五层，统共二千一百五十六座。[7]  

  王韬在《漫游随录》中介绍道∶  

  余至法京时，适建新戏院，闳巨逾于寻常，土木之华，一时无两。计经始至今已阅四年尚未落成，

则其崇大壮丽可知矣。[8]  

  中国的戏曲舞台上是没有布景的，一桌二椅等少数砌末而已，“景”随人现，已适应空间与时间的

随意迁移的表现特性，而西方的戏剧大都有布景，这也引起了游欧人的注意。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

云∶  

  西剧之长，在画图点缀，楼台沉邃，顷刻即成。且天气阴晴，细微毕达。令观者若身历其境，疑非

人间，叹观止矣。[9]  

  王之春在《使俄草》中，对西方戏剧的布景也有较为详细的描绘。王韬因为既去过西欧，又去过东

洋，故而他能对欧洲与日本的戏剧布景艺术进行比较，他在《扶桑游记》中说∶  

  鱼龙曼衍，光怪陆离，则以西国胜；庐舍山水，树木舟车，无不逼真，兼以顷刻变幻，有如空中楼

阁弹指即现，则以日本为长。[10]  

  中国人虽然喜欢戏曲，但是戏曲演员的地位并不高，在士大夫的眼里，他们是卑贱的，所谓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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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隶、卒，引车售浆者之流。但是外国演员的地位却是比较高的，这使他们十分惊讶，曾随李鸿章赴

欧美考察的蔡尔康说，“英俗演剧者为艺士，非如中国优伶之贱，故戏园主人亦可与于冠裳之列。”

[11]王韬虽可谓是一时的开明之士，对此也不能理解∶“习优是中国浪子事，乃西国以学童为之，群加

赞赏，莫有议其非者，是真不可解矣。”[12]  

  这些书籍虽然不是专题介绍西方戏剧的，但是西方世界对于当时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

的，充满着好奇心的地方，任何关于西方的介绍都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因此，关于西方戏剧的描述与议

论，虽然是片鳞只爪，但对于中国人认识西方的戏剧，改变传统的观念，肯定有所帮助。  

  “春柳社”发轫于日本，蓬勃发展则是在上海。春柳社的组织者们选择上海作为他们在中国发展新

剧的起点，是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上海有着新剧的观众基础，上海人对新剧有着思想的准备。通过上

文的介绍，我们就能够对上海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初在戏剧这一艺术形式上表现出鲜明的海派文化特色深

刻地理解了，因为它很早就接受了西方的戏剧观念，长期孕育着新式的戏剧。  

 

  注∶  

  [1]《瀛壖杂志》首序末题“咸丰三年岁在癸丑律中林钟之月保山蒋敦复”，次序题“同治十三年甲

戍仲秋下□岭南顺德黄怀珍百拜谨序具于羊城望古轩”，三序题∶“甲戍腊月上□侯官林庆铨拜识。”  

  [2]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7月版。  

  [3]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第4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7月版。  

  [4]朱双云《新剧史·春秋》。上海，新剧小说社1914年版。  

  [5]汪优游《我的俳优生活》。《社会月报》第1卷连载，1934年。  

  [6]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第8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7月版。  

  [7]黎庶昌《西洋杂志》47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  

  [8]王韬《漫游随录》510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  

  [9]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第35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  

  [10]王韬《扶桑游记》第44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  

  [11]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15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  

  [12]王韬《漫游随录》第14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  

  （作者∶同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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