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华北的京剧到华南的

粤剧， 从西部的川剧到东部

的越剧， 中国广袤的土地上

孕育出了千姿百态的戏曲文

化。去年底，伴随抖音直播间

“斗戏” 的火热，不少京剧演

员通过直播 PK 的方式，把

“斗戏” 这一传统文化又重

新带进年轻人的视野。 而以

前， 也曾有这样两场 “斗

戏” ， 它的精彩与激烈程度

让无数观众为之疯狂， 也深

深震动了整个戏曲界， 成为

中国戏曲史中的佳话。 这曾

经连梅兰芳都格外重视的

“斗戏”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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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中的“对

台”“斗戏”

“对台” 和“斗戏” 是指两个或多个

剧团之间进行的表演竞赛。 而它之所以能

成为深受表演艺术家们推崇的一种技艺

切磋方式，有其天然优势。 首先，这种表演

形式充满了竞技性，为赢得观众的喝彩和

支持，戏曲艺术家们在舞台上往往都会拿

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也激发了观众的观赏

热情。 其次，通过“对台”与“斗戏” ，观众

可以欣赏到不同剧团、不同流派的表演风

格， 领略到戏曲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而在表演过程中，演员们会通过各种形式

的表演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如华丽的服

装、夸张的造型、幽默的语言等。此外，“对

台”“斗戏” 中涵盖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

的内容，如历史故事、道德教化等，通过观

看表演，观众还可以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

和文化传统。 所以，这种集竞技性、丰富

性、娱乐性、教育性为一身的“斗戏” 与

“对台” 历经数百年的沉淀与洗礼，经久

不衰、延绵至今。

“斗戏” 现象最早可追溯至秦汉宫廷

中“百戏杂陈” 式的技艺表演，演出主要

是为皇帝服务。 汉武帝经常用品种繁多、

场面壮阔的百戏会演招待夷邦使臣。 武帝

之后，王公贵族、商贾巨富也能享用百戏，

这一点在多处汉代画像石上均有所体现。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百戏只是一种表

演性的活动，因此诸伎之间的演出不具有

很强的“斗”的性质。 而到了隋唐，为追求

场面的宏大， 隋时帝王将戏场搬出了宫

廷，延伸至民间街市、僧院、军中，在客观

上促成了各种技艺间的交流融合。 到了唐

代，“分朋（棚）竞演” 几乎成为从宫廷到

民间一致追捧的演艺模式。

与汉、唐伎艺表演主要为宫廷掌控和

服务大不相同，宋代出现了“府会较艺” ，

还在沿袭隋唐分棚竞演演出机制的基础

上， 将戏场较多地设立在瓦舍勾

栏。 在宋代庄季裕的《鸡肋篇》中

就对益州酒店开业请对台杂剧演

出，招徕顾客的事件做了记载。“勾

栏竞技” 的商业机制一

方面促使伎艺们千方百

计地提高自身演艺水平，

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勾栏中的杂剧艺人向

书会才人求援，推动了优质剧本的形成。

明末侯方域的《马伶传》也提及了金

陵兴化班与华林班同场“斗戏” 的情景。

清乾隆年间， 戏曲声腔获得了长足发展，

品种繁多的声腔与地方方言相结合衍生

了数量可观的地方剧种，而大量地方剧种

的崛起也为“斗戏” 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各地名门望族会在喜庆日子请戏班演出，

筑台赛戏，形成了一种请两个戏班，让其

对台竞技出演“对台戏” 的习惯。 如光绪

年间广东澄海苏南乡帝君庙重修竣工，就

邀请了 53 班戏在乡里四周演出。 戏班们

“输人不输阵” ，都竭尽全力迎接挑战，以

争取观众的青睐。 人们在不同戏班之间来

回观看，场面热闹非凡。

“斗戏” 传统沿袭至今，纵观其发展，

是一个演剧权力下移的过程，逐渐成了一

种深受观众喜爱的民俗文化。 时间来到近

代，就连京剧大师梅兰芳也与“斗戏” 有

着难解的缘分。

巅峰对决———梅兰

芳的两次“斗戏”

谈到中国戏曲，梅兰芳先生绝对是人

们耳熟能详的杰出代表。 眉尖若蹙眼若秋

水，自 10 岁第一次登台演出到 67 岁最后

一次谢幕，他将人生都托付给了戏：《贵妃

醉酒》《霸王别姬》《游园惊梦》……这些

作品无一不成为现代京剧的范本。 而梅兰

芳最深受观众欢迎的戏曲内容之一就是

“对台”“斗戏” 。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

一下， 他与程砚秋两次对台的空前盛况。

这两次“交锋对垒” 连梅与程这样重量级

的京剧大师都格外重视， 他们的全力以

赴，也引起了剧坛极大的轰动。

有趣的是，梅程二人颇具渊源。 早年

程砚秋曾拜梅兰芳为师，在梅兰芳组班演

出的《天河配》中饰一配角仙女。 但经过

孜孜不倦的勤勉努力，程砚秋终于自成一

派，成为一代卓越的表演艺术家。

随着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华北风云日

紧，梅兰芳于 1932 年举家南迁，此后多在

上海、武汉一带演出。 因而，程砚秋就成为

北平戏院旦行的领袖人物。

1936 年盛夏，时隔 4 年梅兰芳再度来

平，重新登台，顿然引起了京都九城的极

大轰动。 北平各大、小报纸无不以梅来平

作为盛大之举连篇累牍地报道。 为这次出

演，梅兰芳做了充足的准备。 首先是配戏

演员，有老生王凤卿、贯盛习、王少亭，武

生杨盛春，小生程继先、姜妙香，丑角萧长

华、慈瑞泉，武旦朱桂芳，花脸刘连荣，老

旦孙甫亭，花旦于连仙、诸如香等。 如此强

大的配角阵容，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其次在演出场地上，梅兰芳选择了南

城珠市口能容三千多观众的最大剧

场———第一舞台。 演出剧目以梅派本戏为

主，如《凤还巢》《西施》《洛神》《太真外

传》《宇宙锋》《霸王别姬》等，兼演一些

传统剧目，如《汾河湾》《王宝钏》《穆柯

寨·穆天王》以及昆曲戏《金山寺》、吹腔

戏《奇双会》等。 时值梅兰芳 42 岁，正处

于艺术鼎盛时期，叫座力极强，自登台一

个多月以来，场场满座。

碍于梅的锋芒，加之此时“歇夏” ，不

少京剧名伶持观望态度，暂不登台。 然而，

早年曾拜梅为师的程砚秋却毫不畏惧。 此

时，他不再以为与师傅打对台就是对师傅

的不敬，相反，只有一代超越一代，社会才

能不断进步。 出于对“打对台戏” 新的认

识，且要照顾全团演员的生活，他在距第

一舞台仅二里多的前门外能容八百余人

的中和戏院坚持每周出演两场。 程的班底

也算硬整，像老生王少楼、哈宝山，武生周

瑞安，花脸侯喜瑞、苏连汉，小生俞振飞，

旦角芙蓉草（赵桐珊），老旦李多奎、文亮

臣，丑角曹二庚、李四广等，均有参演。 剧

目选择上，程砚秋将他的“看家戏”《金锁

记》《青霜剑》《鸳鸯冢》等悉数搬上了舞

台。 同时，程的艺术风格与梅迥异，可谓是

“贞静幽娴、凝重深邃” ，在舞台上颇有娴

静、幽怨的气度，深沉而含蓄。 两种截然不

同的台风为本次对台增加了看点。 但在这

场师徒对决中， 终因程在北平长期公演、

票价与梅相同、 戏园承载力略逊色等原

因，难敌梅的声势。

10 年过后，在上海迎来了梅、程的二

次对台。 1946 年秋末冬初，梅兰芳应上海

中国大戏院的邀请在沪登台。 不巧的是，

程砚秋应上海大来公司之聘，同时准备在

天蟾舞台上演。 大来公司为增强号召，特

邀当时十分走红的谭富英担当首席老生，

与程挂并牌，还邀请了不少实力强劲的助

演演员。 虽有众多名角作陪，但天蟾舞台

四千人的容量想要满座也绝非易事。 在这

次的斗戏中，程砚秋使尽浑身解数，将程

派本戏全部展出，像《红拂传》《碧玉簪》

《荒山泪》《文姬归汉》等都依次露演。 同

时，他和谭富英配合默契，轮番上阵，呈现

了 《锁麟囊》《玉堂春》《黄鹤楼》《春闺

梦》等一系列经典剧目。 梅兰芳则始终稳

扎稳打，上演了一些本戏和传统剧目。 中

国大戏院较天蟾舞台而言略小，只容两千

观众，但客满牌几乎每场高挂，因而一个

多月下来，双方打成平局。

梅兰芳曾说“其实，满与不满也没什

么关系” 。毕竟，这只是一场“友谊赛” ，为

的是观众们看得开心。 在对台期间梅夫人

福芝芳与梅徒李世芳还一起去天蟾听了

程砚秋的《玉堂春》，这也更加证实了梅、

程对台只是艺术切磋。

而艺术切磋、文化竞技一直是我国丰

富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中国古代

文人雅士通过赛诗会、飞花令、斗茶等竞

技活动展现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竞争精

神。 “对台”与“斗戏” 作为戏曲中文化竞

技的代表，更是传承我国戏曲文化的重要

形式。 普通民众可以在观看“斗戏” 的时

候获得乐趣，实现“聚戏狂欢” 。 同时，也

是在“斗戏” 的过程中，各大戏班有了相

互切磋技艺的机会，争奇斗艳，形成了良

性的市场竞争，促进了传统戏曲的繁荣发

展。

“斗戏”的魅力在于其多元性，不同地

区的戏曲风格相互碰撞，生发出独特的艺

术火花。 梅兰芳大师曾对其赞赏有加，认

为“对台戏” 不仅展示了各地戏曲的独特

魅力， 也为京剧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

鉴。 过去，看戏听曲儿在人们的休闲娱乐

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斗戏” 作为难

得一见的视听盛宴更是给观众带来了不

少乐趣。 如今，虽然时光已经远去，但“斗

戏” 的精神依然在直播间延续。 传统戏曲

需要一代代心怀热忱之人的守护与传承，

各地戏曲艺术家们毫不动摇地坚守着自

己的初心， 不断探索和创新，为

中国的戏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

力量。

曾让梅兰芳

名震一时的“斗戏”

梅兰芳在 《贵妃

醉酒》中的扮相。 来源

/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

曲研究所编:�《梅兰

芳》（书目文献出版社

,� 1985）

王幼卿、小翠花、尚小云、梅兰芳、程砚

秋、荀慧生（从左至右）演出《五花洞》。 来

源 / 李伶伶：《程砚秋全传》（中国青年出

版社，2007）

梅兰芳与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合影。

来源 /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编:�《梅

兰芳》（书目文献出版社 ,�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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