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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从茶园到戏园

老北京的大茶园一般都是二层楼，
所以也称茶楼。 楼下面是散座儿。 里
面全是长条桌大条凳， 是大众化场所；
楼上面则是包厢， 里面是八仙桌子靠
背椅， 甚是排场。 这里是社会上层人
士光顾之处。

那时的茶园里常有一些小贩在卖
花生、 瓜子、 糖葫芦、 烟卷等。 还有
一种有趣的服务 “扔手巾把儿”。 这
个活就是伙计们把热手巾卷成一个一
个卷， 用盘子托着， 给客人递过去擦
手擦脸用的。 这也是一般高档茶馆里
讲究的茶客用的， 它可不白用， 是要
给小费的 。 因为这茶园都是二层楼 ，
比如楼上有客人要擦手， 小徒弟避免
下楼拿了再上楼来回折腾， 于是向楼
下伙计打个招呼， 楼下伙计就将手巾
把儿扔上去就得了。

除了楼上楼下， 同一层东侧西侧
也来回扔 。 扔久了 ， 竞扔出了花样 。
扔的人手拿着手巾把的一头， 在空中
先抡一圈 ， 然后顺势向同伴甩过去 ，
同伴则手臂一伸， 稳接手中。 甩与接
动作干净利落， 颇有点表演性质， 常
引得茶客仰首观看。 但扔归扔， 可不
许吆五喝六。 否则戏没法唱了， 听戏
的也别听了！

当年茶园子在京城盛行一时， 各
处均有。 但主要扎堆在两片： 一片是
天桥地区， 计有万胜园、 同乐园、 泰
轩园、 开桂园等。

天桥因为是平民娱乐场所， 所以
这些戏园规模较小 ， 设备也很简陋 ，
甚至是席棚搭就。 另一片是前门外至
珠市口这片繁华商业区， 都是高档茶
园。 这些茶园多是典雅楼房， 西洋风
格， 豪华气派， 设备齐全。 当时这一
片茶园多达二十余家。 仅大栅栏这条
270米的街上就有六家。

看来越是繁华地区， 戏园就越多。
真是商场戏园， 共生共荣， 相得益彰。
这其中三庆园、 庆乐园、 庆和园、 广
和楼、 中和楼、 广德楼、 同乐轩七家
被誉为 “京城七大戏园”， 京剧名流大
腕只在这里演出。 国粹京剧就是在这
七大戏园子里孕育成熟后诞生的。

民国之后， 伴随着中西文化的交
流， 西学东渐， 许多戏园子也学习外
国， 相继进行了改造。 舞台添了大幕，
加了灯光。 地面也改造成前低后高的
斜面， 使后面也能看清舞台， 并将排
列整齐的桌椅改成面向舞台的半园形
椅子 ， 这时的茶园功能已经消失了 ，

戏园子已经成为戏院了。
到了日寇占领时期， 国破家亡，百

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自身难保，还有
几个人进戏园子看戏呢 ？ 于是戏园
业败落下来。 及到解放前夕，北京城就
仅剩下十几座戏院和一些小茶园了。

解放后， 茶园相继改造为剧场了。
为了让观众专心看戏或电影， 场内禁
卖茶水和零食 ， 更不用说甩手巾把
儿了。 剧场环境得到了彻底改善， 而
作为茶园子的 “历史使命” 也由此画
上了句号。

三庆园与文明茶园

在介绍了茶园子是如何随着社会
的发展逐渐演变为戏园子后， 有两个
典型的茶园子不能不说一说， 一个是
曾孕育了国粹京剧的三庆园， 为我国
京剧艺术的摇篮 ； 一个是移风易俗 ，
开创了一代社会新风的文明茶园。 它
们会被历史永记。

先说说三庆园。 三庆园位于最繁
华的大栅栏街。 当时这一带戏园密集，
三庆园的创立和发展与京剧的孕育与
诞生密不可分的。 乾隆五十五年为庆
祝皇帝八十大寿， 扬州艺人高明亭率
徽戏班子三庆班进京演出， 其剧目题
材新颖， 情节感人， 唱腔优美， 武打
独特， 大受京城百姓喜爱。 自此一炮
打响， 火爆京城。 所以戏班没再南归，
就留在了北京。

嘉庆元年， 它与餐饮业宴乐居合
作 ， 将其改造为戏园 ， 称为三庆园 。
并以此为场所演出。 继三庆班后， 徽
班 “和春班 ” “ 春台班 ” “ 四喜
班” 也相继进京献艺， 史上称为 “四
大徽班进京”， 自此拉开了京剧问世
的序幕。 在其后的演出中， 不断吸收
汉剧、 昆曲、 秦腔、 京腔及民间曲艺
的精华， 逐渐融汇成了一个崭新的剧
种， 这就是被誉为国粹的京剧。

三庆园的名气召来了京剧界的绝
大多数名伶大腕来此献艺。 被尊为京

剧界鼻祖的谭鑫培曾在此演出 《定军
山》 《南阳关》 等剧目： 武生宗师杨
小楼在此演出 《长坂坡 》 《挑滑车 》
等剧目。

其后， 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在
此演出 《千金一笑》 等多部戏剧。 还
有人称 “冬皇” 的孟小冬， 首演 《四
郎探母》 时就选定三庆园， 当时戏园
特意做了孟小冬字样的霓虹灯， 闪耀
夜空， 轰动一时。

还有许多京剧经典作品是在此首
演的， 有许多京剧大家是在此成名的。
如程砚秋好几出经典剧目就是在此首
演的 , 每次都轰动京城 ， 于是他和剧
都成了名家名剧。 由此看来， 三庆园
不但孕育 、 诞生和发展了京剧艺术 ，
还培养、 成就了一大批京剧名优和许

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剧目。 这是老北京
茶馆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文 明 茶 园 建 于 光 绪 三 十 三 年
(1907年 )， 位于珠市口西大街路北的
煤市街口， 它的经理俞振庭出身京剧
世家， 是著名武生。 他和杨小楼、 尚
和玉是师兄弟。 他曾创办过 “双庆社”
“斌庆社” 等班社, 培养扶持过京剧大
师梅兰芳 、 李万春及一大批名演员 。
他不但是戏剧行家， 而且具有创新精
神。 他的文明茶园敢于打破千百年来
的封建传统， 勇于开创一代新风。 请
看他是如何向封建主义传统挑战的。

在我国封建社会 “男尊女卑”， 歧
视妇女之恶习根深蒂固， 历来都严禁
妇女进入茶园戏园。 至清代， 不但禁
止妇女看戏， 还禁止夜场演戏。 《大
清律》 还明令禁止女伶登台演出， 一
旦发现违令者， 当地父母官要被撤职，
这也是中国男旦盛行之原因。

而文明茶园从一创业时就打破了
“禁止妇女看戏” 的禁律。 在楼上专
门开辟了女士坐席 （男女必须分坐），
让妇女也堂堂正正地走进了戏园， 此
事非同小可。 它为妇女赢回了应有的
权利， 也是妇女的一种解放。 同时戏
园也增添了观众， 取得双赢效果。

随后， 文明茶园又首开夜场演出
的先例， 使得上班族和白天忙于事务
者也能有空看戏了 ， 因而大受欢迎 。
既方便了群众看戏， 又给戏园带来可
观的收入。 戏园观众， 皆大欢喜。 而
朝廷呢， 虽有禁令， 但也顾不上管这
些闲事。 而此风一开， 其他戏园也纷
纷效仿， 于是夜场也遍地开花了。

民国后， 天津已有坤班兴起， 并
有女伶登台演出， 还经常被邀请到外
省市献艺。 俞振庭审时度势， 民国三
年， 他果断地邀请天津著名女演员金
月梅、 孙一清、 赵美玉来京演出。 文
明茶园的舞台上破天荒的出现了男女
同台演出的壮举， 文明茶园创造了又
一个 “第一”。

此举立即轰动了京城， 茶园天天
爆满。 随后他又请来天津著名坤伶刘
喜奎， 演出宣扬妇女解放， 争取自由
的时装文明戏 《新茶花 》 《宦海潮 》
等， 更是盛况空前。 据当时 《十日戏
剧 》 称 ： “其势头竟盖过了梅兰芳 、
谭鑫培。 每日午场， 上午九时园内已
无空座。 日场演毕， 皆坐守不走， 等
看晚场。” 可见当时之盛况。

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期， 文明茶
园易主， 字号改为华北戏院， 以演剧
及电影为主 ， 茶园的功能消失了 。
1939年俞振庭病故。 但他的文明茶园
顺应时代潮流， 打破封建传统， 争取
妇女解放的创新精神， 让人们永久记
住了他。

茶园
□董梦知

茶园， 老北京人又叫戏园子。 人们在这
里喝茶还能听戏。 它起源于明代， 遍布城内
外。 因为早年间茶园是以卖茶为主， 只收茶
钱白听戏， 以此招揽茶客。 到了清代乾隆年
间， 京剧逐渐形成， 并深受北京人喜爱。 这些戏班都是在茶园里演出， 人们也
就从品茗听戏转换成看戏品茗了。 茶园以喝茶为主变为以看戏为主了， 人们便
把茶园子叫成戏园子了。 从此， 这茶园里才茶是茶钱， 戏是戏钱， 都得收。

主讲人介绍：
董梦知 ： 男， 1939年10月

生于山东省青州市 ， 长于青岛
市。 后考入西安地质学院， 毕业
分至北京工作。 进修于中国传媒
大学新闻系毕业。 在门头沟区文
化局 、 馆任职 。 1985年调入市
文联， 任 《北国风》 杂志编辑、
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 ，
1999年退休 ， 系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

已出版诗集 《梦之诗》 《董
梦知诗刊》 及专著 《街巷雅趣》
《当代北京歌谣史话》 等书。 撰
写8集 《北京民间艺术》 电视艺
术片等。 主持 《中国民间故事集
成·北京卷》 《中国歌谣集成·北
京卷》 《中国谚语集成·北京卷》
三部志书的编纂岀版， 获文化部
“特殊贡献个人奖”。 已入选 《世
界名人录》 《中国精英大全》 等
20余部辞典。

到戏园
———细说老北京文化的一段变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