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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框架探究

王之
（嘉兴大学 文法学院，浙江 嘉兴 ４１４００１）

摘　要：近现代上海，经济繁荣，娱乐活动兴盛，戏剧教育机构随之兴起。学术界对上海戏剧教育研究经历了两大阶
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史料的整理与初步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研究则呈现多方位、多角

度特点，涵盖上海戏剧教育的各个方面，尤其在戏剧教育理论、戏剧教育机构及戏剧教育家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然

而，现有研究成果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未来跨学科多元化研究将成为上海戏剧教育研究的新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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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４３年，上海开埠之后，伴随着外国商品与
资本的大规模涌入，其经济发展迎来了迅猛的飞

跃，人口也随之急剧膨胀。在这一背景下，为了满

足日益增长的市民娱乐需求，各类演艺团体纷纷

涌入上海，其中戏班作为核心组成部分，扮演着举

足轻重的角色。据《中国戏曲志·上海卷》记载，

近代上海汇聚了昆曲、徽班、京剧、沪剧、梆子、粤

剧、甬剧、绍剧、锡剧、苏剧、淮剧、扬剧、评剧、越

剧、花鼓戏、滑稽戏等十多个剧种的戏班，竞相献

艺［１］。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系统地培养新一

代演员，京剧、沪剧、扬剧、越剧等剧种因在上海的

长期演出和众多戏班的扎根，相继创立了科班制

度。京剧领域，夏家班、李毛儿女伶科班、永胜玉

科班、小金台科班、天华锦科班、玉成科班、芳字科

班、孙家科班、喜临堂科班、厉家班等一系列科班

相继开办；同时，上海戏剧学校、中华国剧学校等

正规教育机构也应运而生。１９４７年夏声戏剧学
校亦迁址上海，扩大了戏剧教育的版图。扬剧方

面，新新社、民鸣社、永乐社、尹家班、张家班等科

班的创办，为扬剧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越剧领域，联升舞台、春风舞台、中兴舞台、鸿兴舞

台、四季班、陶叶剧团、少少剧团、忠孝班、金龙女

子越剧团等众多科班的兴起，进一步丰富了越剧

的演出与教学体系。沪剧方面，婉社儿童申曲班

的创办，标志着沪剧教育向专业化、系统化方向

迈进。

步入２０世纪，话剧这一新兴戏剧形式传入上
海，为上海的戏剧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通鉴学

校、南国艺术学院、中法剧艺学校、新春秋戏剧学

校、华光戏剧专科学校、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等

一系列话剧教育机构的创办，不仅培养了一大批

优秀的话剧人才，也标志着上海戏剧教育在继承

传统戏剧教育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吸纳西方新式

教育理念，开创了全国戏剧教育的新风尚，引领了

戏剧教育现代化的潮流。学术界对近现代上海戏

剧教育的研究大致以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１　史料整理与初步探索
１９４９年以前，学术界对近代上海戏剧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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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相对有限，研究成果亦显稀缺。此阶段的研

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方面。

第一，戏曲演出史料整理。王梦生、周明泰、

张次溪、王芷章等学者致力于晚清民国时期戏曲

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他们的著作如王梦生的《梨

园佳话》，周明泰的《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道

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

抄》，张次溪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王

芷章的《清代伶官传》《清升平署志略》等［２－８］，详

细记录了宫廷和民间的戏曲演出情况、艺人活动、

艺人师承以及表演特征，为上海戏剧教育的初步

探索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

第二，一些以伶人为切入点的戏剧史著作，如

穆辰公的《伶史》、波多野乾一的《京剧二百年之

历史》等［９－１０］，虽然主要关注演员谱系和色艺品

评，较少涉及京剧艺术的其他方面，但在介绍艺人

时，往往涉及他们的出身、坐科生活、科班情况、师

门前途等，这些内容为研究上海戏剧教育提供了

可资参考的史料。

第三，一些著作对戏曲教育的重要形式———

科班进行了介绍。王梦生的《梨园佳话》在“科班

各项名色”中介绍了科班培养不同行当演员的情

况。日本学者
!

听花的《中国剧》对京剧艺术的

各个方面都有涉及［１１］，其中有戏曲教育机构的历

史和规模介绍，还专辟“优伶”一章，对科班组织

进行了整体介绍，包括科班的组织者、学生（入

社、年龄与种类、分科、命名、起居、食物、健康）、

学生与文字、学生与剧场、戏剧教授法、学生毕业

后的状况等，是民国初期科班整体状况最为详细

和系统的介绍。唐伯的《富连成三十年史》全

面系统地介绍了我国戏曲教育史上历时最长、规

模最大、培养优秀演员最多的科班富连成的情况，

包括其规制、师生小传及考辨等内容［１２］。此外，

齐如山的《戏班》详细记述了本时期京城科班的

组建体制和手续、研制人员的配置、内部管理规则

以及对外经营的运作方式［１３］；潘光旦的《中国伶

人血缘之研究》较早运用家族学遗传学的成果，

对中国伶人的地域分布、出身成分、血缘关系、家

族结构进行全面分析，从全新的角度为世人提供

了一种演员文化的解读［１４］。这些著作虽然没有

直接述及上海的戏曲科班，但其丰富的材料与崭

新的研究角度为上海戏剧教育研究提供了重要

参考。

第四，在戏剧教育理论方面，谷剑尘的《戏剧

教育之理论与实际》和洪深的《抗战十年来中国

的戏剧运动与教育》等著作对民国戏剧教育规律

进行了探讨和总结［１５－１６］。谷剑尘的《戏剧教育之

理论与实际》从戏剧与教育、社会的关系中定位

戏剧教育，并阐述了有关戏剧教育的本质、特征、

作用以及有关制度等理论问题，如“戏剧教育的

价值”“戏剧教育的特征和其定义”“戏剧教育的

六大路线”等；同时述及戏剧教育实施的前提条

件与具体步骤，如“戏剧教育人员和其专业问题”

“怎样推进中国戏剧教育运动”等。洪深的《抗战

十年来中国的戏剧运动与教育》一书对抗战十年

来的戏剧教育进行了归纳总结，从戏剧如何教育

观众、戏剧服务抗战、“演剧宣传”与“巡回教育”、

民间形式与地方戏、“旧剧的现代化”与秧歌抗

战、戏剧的自我教育、抗战戏剧的自我批评七个方

面进行分析。该书还收录了顾仲彝的《十年来的

上海话剧活动》，分阶段阐述了抗战时期的上海

话剧运动及话剧教育机构，为上海戏剧教育的初

步探索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五，报刊上也发表了很多关于戏剧教育方

面的文章，如晚清时期的《论戏剧之有益》《告优》

《改良戏剧之计画》《论戏曲》《剧场之教育》

等［１７－２１］。这些文章对戏剧及其从业者进行了新

的定位，并构建于晚清民国以“改良戏剧”为宗旨

的教育机构的创办宗旨。１９１２年后，上海的报刊
对戏剧的关注文章更多，关注的重点开始转到戏

剧人才的培养上，如《论梨园子弟之急宜就学》

《学校演剧须知》《戏曲教育》《谈伶界教育问

题》等［２２－２５］。

总体而言，１９４９年以前，学术界对近代上海
戏剧教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主要通过

报刊发文、史料整理等方式，对上海伶人的学艺过

程、传承门派、擅演剧目、表演特征以及科班、学校

公演等情况进行了关注和评介，这些工作为后来

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并扩大了戏剧教育

的影响。此阶段的研究虽处于初步阶段，但在史

料整理与理论探索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２　戏剧教育的多元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对戏剧教育

的研究成果显著增多，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戏剧

教育研究领域涌现出大量学术成果。这些研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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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深入探讨了戏剧教育理论，还广泛涉及近代上

海戏剧教育的各个方面，展现了该领域研究的多

样性和深度。

首先，在近代戏剧教育理论研究方面，学者对

古代及近现代戏剧教育的形成、发展与演变进行

了系统梳理。周培松的《中国古代戏剧教育浅

窥》为这一领域的早期探索提供了重要基础。朱

文相通过《科班教育与中专教育》《口传心授与中

国传统教育方式》等文，将科班教育与学校教育

进行了深入比较，指出了当下戏校教育的不足，并

提出了改进建议［２６－２８］。傅谨在《现代戏曲教育体

系的建构及其内涵》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阐述了“四功五法、口传心授”“成品教学”“教学、

演出、创作与研究相结合”等戏曲教育模式的优

越性［２９］。田根胜的博士论文《近代戏剧的传承与

开拓》和杨正娟的博士论文《近现代中国戏曲教

育与传承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近代戏剧

教育进行了全面论述，其中均涉及近代上海戏剧

教育的相关内容［３０－３１］。柯凡的《疏影幽兰———中

国昆曲的当代传承与发展》也从昆曲教育的角

度，论及了上海地区的昆剧教育［３２］。

其次，在近代戏剧教育机构研究方面，学者对

上海及全国各地的戏剧教育机构进行了深入研

究。刘沪生的《京剧厉家班史》和厉慧森的《京剧

厉家班小史》两部著作对上海京剧科班厉家班进

行了详尽的分析和阐述，特别是后者全面介绍了

厉家班的成立背景、戏路特色、经营方式、演出剧

本及其师生教育情况［３３－３４］。程宗骏的《喜临堂童

伶列传》则系统梳理了喜临堂科班的发展历史，

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３５］。王晶晶的《二十

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戏剧学校的办学经验》一

文，从董事的尽力、转益多师、新旧结合、一视同

仁、因材施教等多个维度对上海戏剧学校的办学

经历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总结了其成功的根本

原因，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３６］。

再次，还有一些论著涉及上海戏剧教育机构，

如李悦的《中国近代戏曲组织》一书第二章戏曲

教育组织，分节梳理了近代出现的科班、曲社、专

科学校等教育机构［３７］，其中涉及上海戏剧学校及

１９４７年迁入上海的夏声戏剧学校。赵景勃的《回
望“戏校”的初创期》一文针对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４９年
创办的戏剧学校进行了评价讨论［３８］，其中涉及上

海榛苓小学、春航义务学校、上海戏剧学校。吕珍

珍在《科班的营利性及其对戏曲传承活动的影

响》一文认为科班的营利性对科班的教育制度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影响了学制的安排，如学徒

入科三个月即开台演出，其次影响了教育内容的

设置，如多以演出为主［３９］。胡斌的《近现代江南

昆曲教育》、傅谨的《南通伶工学社的兴衰及启

示》以及邹元江的《从＜申报＞（１９２４—１９４１）看昆
剧传习所“传”字辈的盛与衰》［４０

－４２］等论著全方

位地分析传统戏剧教育机构的人才培养模式，对

上海戏曲教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近代戏剧教育也涉及上海戏剧教育机构。阎

折梧的《中国现代话剧教育史稿》按照时间顺序，

将中国现代话剧教育分为辛亥革命、第一次国内

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五个

时期，同时以教育机构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收录

全国各个时间段与话剧教育有关的教育组织的论

文［４３］。其中涉及与上海有关的话剧教育组织，如

通鉴学校、上海艺术大学“戏剧系”、南国艺术学

院以及中华艺术大学讲习班。胡忌、刘致中的

《昆剧发展史》在第七章深入论述了昆剧传习所

的创办和发展历程，特别是强调了该传习所在办

学期间多次到上海演出，对昆曲在文化传承方面

的重要作用［４４］。贾冀川的《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戏

剧教育史稿》按照时间顺序分章节罗列近代中国

重要的话剧教育机构并对这些教育机构概况予以

介绍［４５］。其中涉及近代上海的有通鉴学校、上海

艺术大学“戏剧系”、南国艺术学院、上海市立实

验戏剧学校、夏声戏剧学校。杜长胜的《中国戏

曲教育现状与改革发展研究》第一章中国戏曲教

育的历史回顾中提到了戏曲教育的历史［４６］。贾

志刚的《中国近代戏曲史》分上中下三部，中部第

七章分析了不同时期科班与学校教育体制并行发

展，同时还介绍了票房活动；下部分析了 １９３８年
至１９４９年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的戏曲发展
情况［４７］。贾志刚在书中指出，上海在汪伪反动统

治下，艺人的生存环境极其艰难和屈辱，他们的抗

争方式也是曲折多样的。戏曲演出从剧目内容和

艺术形式上来看，虽然也存在良莠不齐的复杂现

象，但是整体而言是有进步的。一些地方剧种在

艰难困境中发展起来，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剧

种。赵丹荣的《清末民国都市戏曲人文生态研

究》在分析民国戏曲内部生态时，简单提及了上

海出现的科班、戏曲学校以及教习师傅［４８］。曹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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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的《上海戏曲史稿》一书认为 １９３７年后上海
“孤岛”时期租界的戏曲演剧活动频繁，带动了专

业戏曲教育活动的发展，如在租界创办的上海戏

剧学校［４９］。在昆曲的演出与传承中，赓春曲社与

平声曲社被认为是上海大众戏曲教育的典范。付

文芯《演员的诞生———中国百年戏剧表演教育》

一书分时间段罗列各个地区较为著名的戏剧教育

机构，并分别对教育机构的概况进行介绍与分析，

其中涉及不少近代上海的戏剧教育机构［５０］。《清

末至民国的艺术教育》在谈及民国时期的专业艺

术教育中论及戏曲专业教育，其中涉及部分上海

的戏剧教育机构［５１］。裴雪莱的《晚清民国江南曲

社曲家与昆剧传习所关系考论》提到了上海的一

些曲社［５２］。

上海的戏剧志书及资料汇编也涉及近代上海

戏剧教育机构。《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上海京

剧志》《上海文化艺术志》《上海昆剧志》《上海越

剧志》等，也对近代上海开办的各类戏剧教育机

构有所提及。而薛理勇主编的《上海掌故辞典》、

王荣华的《上海大辞典》、熊月之主编的《稀见上

海史志资料丛书》《旧日上海史料汇编》等著作，

以及赵山林的《近代上海戏曲系年初编》《上海戏

曲史料荟萃》等，都对上海戏曲教育机构进行了

丰富的介绍。话剧类的史料文献，如《中国话剧

运动五十年史料集》（共三辑）、《中国话剧史料集

第１辑》等，也涉及上海话剧教育机构的相关
内容。

最后，近现代上海戏曲教育家研究。一些研

究戏剧教育家的著作中涉及近代上海戏剧教育，

如《新中国戏曲教育纵论》这本书主要收录了关

于萧长华、田汉、王瑶卿和史若虚四位戏曲教育家

的回忆文章，其中提及田汉曾在上海创办过南国

艺术学院的过往［５３］。《〈戏曲艺术〉二十年纪念

文集戏曲教育卷》则涉及曾在上海从事戏剧教育

的刘仲秋、田汉、赵桐珊、梅兰芳等人［５４］。毕业于

上海戏剧学校的张正芳、顾正秋、孙正阳等都是著

名的戏剧演员，晚年都深耕于戏剧教育事业，张正

芳的《入戏———张正芳京剧生涯自述》、顾正秋的

《休恋逝水———顾正秋自传》以及忻鼎亮的《江南

美丑———孙正阳传》［５５
－５７］等著作，既有对戏曲教

育家成长的回顾，也涉及其在上海戏剧学校学习

的细节。类似的还有《昆剧传字辈》通过对“传”

字辈的口述进行整理编辑，从学生的视角还原了

当年昆剧传习所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并真实生

动地讲述了薛传钢、周传沧、周传瑛、王传渠等一

大批“传”字辈演艺人跑码头、跑龙套，为传承昆

曲艺术呕心沥血、艰苦卓绝的从艺经历［５８］。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对

戏剧教育的研究成果丰硕，特别是对近代上海戏

剧教育的探索日益深入。这些研究不仅涉及戏剧

教育理论、教育机构、教育家等多个方面，还广泛

运用了史料分析、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展现了上

海戏剧教育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脉络，为未来的研

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视角。

３　研究局限与前景展望
纵观学术界对近现代上海戏剧教育的研究，

虽然涌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研究

局限。

首先，研究内容多以描述性为主，缺乏深入的

理论分析。大多数研究聚焦于戏曲教育机构的起

源、出资方式、学生来源、演出状况等基础信息的

介绍。这种描述性的研究固然为后者提供了宝贵

的史料，但其往往止步于表面现象的罗列，未能深

入挖掘其背后的社会背景、时代特征、市场运作机

制以及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教育学理论强调

教育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传承作用，而在这方面，现

有研究显然未能充分展现戏剧教育在近现代上海

社会变迁中的独特地位与影响。

其次，针对近现代上海戏剧教育研究存在明

显的失衡性。尽管关于近现代教育机构的研究颇

为丰富，但聚焦于上海这一特定地域的研究成果

却相对较少。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之

一，其戏剧教育的繁荣与发展理应成为研究的重

要对象。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办学时间长、影

响较大的教育机构，如厉家班、喜临堂、上海戏剧

学校等，而对于其他同样具有历史价值但可能办

学时间较短或影响力相对较小的戏剧教育机构则

关注不足。此外，研究还呈现剧种偏好的特点，大

多聚焦于京剧教育机构，而对于曾广泛流行于上

海的越剧、沪剧、维扬剧等剧种的教育机构则缺乏

足够的关注。这种偏颇无疑限制了我们对近现代

上海戏剧教育全貌的理解。

最后，对近现代戏剧教育家的研究也存在失

衡现象。学者往往更关注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教学方法与成果，而对于其在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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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成立前的教育教学经历则探索较少。教育

学理论强调教育者在其职业生涯中的成长与发

展，以及他们如何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因此，对

戏剧教育家完整职业生涯的考察，不仅是对其个

人贡献的认可，也是理解戏剧教育变迁的重要

途径。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戏剧教育的研究虽已展

现出一定的关注度，但对于近现代上海戏剧教育

的探讨仍显薄弱，相关研究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

与全面性。未来研究应当致力于弥补这一空白，

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教育学、社会学、文

化学等多重视角，对近代上海戏剧教育进行深入

挖掘与全面梳理。这不仅有助于形成更为完整、

系统的学术著作，为理解近现代中国教育文化的

多元化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与见解，还将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认识戏剧教育在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中

的独特价值与功能，为当代戏剧教育的改革与创

新提供历史镜鉴与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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