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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黔,打基础

1894 年的二天，修葺一新的三元
宫戏台热闹非凡，戏台下面聚集了太量
市民，他们饶有兴致地观看新近才流入
贵阳的川剧。参加三元宫演出的是川
戏聚兴班，有名角田德生、沈庆云等，他
们在同治、光绪年间从四川入筑后，还
在曾公祠（新四川会馆）进行过演出。
后来，聚兴班又加入了李焕斋、熊昆山
等人，他们的加入使得这种融高腔、昆
曲、胡琴、弹戏和四川民间灯戏五种声
腔艺术而成的传统剧种真正在贵阳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甚至在贵州境内的
遵义、安顺、开阳、福泉等地都有川剧团
和众多的川剧玩友班。

李氏三丑，指贵阳市川剧世家李坤
廷、李焕斋、李天宝祖孙三代，他们原籍
四川泸州。父子俩以丰富的剧目、深厚
的传统技巧、精湛的唱功和做功，博得
了贵阳观众的盛赞。李坤廷在辛亥革
命后去世，其子李焕斋继承父业，从父
亲那里学会了不少丑角戏，常演的有

《西川图》《西关度》《坠马》《劝夫》《骂
相》《马五闹馆》等。

民国5年（1916）前后，贵阳有个一
百多人的川戏班，领班的叫洪占超，常
在六洞街天后宫（今博爱路）演出。后
来，他将川剧名角魏香庭接到贵阳演
出，一炮打响。

20世纪20年代，时任贵州省主席
周西成喜好川剧，令人邀请十个股东出
资开办川剧科班，股东看戏不花钱，特
邀川剧界很有声望的魏香庭、李焕斋等
人参加办社。魏香庭为科班取名“天曲
社”，并负责日常管理事务。李焕斋将
父亲遗下的剧本献给了该社，同时担任

“天曲社”的坐科老师。天曲社”创办于
1927年农历三月，社址设在老郎庙（今
贵阳清平巷），有学生近百人，大多是贫
苦人家子弟，也有艺人子弟，按照科班
规定，学生入班后一律改名“天”字辈，
如李天宝、黄天开、史天霸等，这批学生
后来都成了贵州川剧的艺术骨干。周
西成战死后，“天曲社”受创，魏香庭出
走四川。

抗战时期，许多川剧艺人为表抗日
爱国心愿，排演了时装新剧《乞儿爱
国》，由蔡天鹏主演。

聚人气，重改良

1947 年，四川“止戈川剧社”来贵
阳演出，就演于庆筑大剧院。1947 年
冬，剧社莅筑，献艺于“先生馔”，由于演
出剧目丰富，演员阵容整齐，名噪一
时。但“先生馔”场地狭窄，且房危潜
险，几乎成祸，便迁湖南会馆艺场（现达
德学校北侧）续演，更名为“庆筑大戏
院”，寓庆祝之意。“止戈”来后，贵阳川
剧渐盛，魏香庭、李惠芬再次来筑，散在
四方的贵阳川剧艺人重聚，其时阵容壮
观，尊魏为首。魏川剧艺术造诣高，受
到观众的推崇和喜爱。

1948 年，“止戈剧社”部分艺人与
魏香庭的戏班合并组建“一心川剧
社”。这个时期，贵阳聚集了不少川剧
名角。1950 年，“一心川剧社”发生分

化，其中，“止戈”的主要力量不辞而去，
转道遵义。“止戈”在筑时间不长，当时
未能起到凝聚作用，散落在四方的贵州
川剧艺人多荫蔽在“天曲社”下，仇少
武、张维波、彭松灿都是“止戈”旧人，李
永明、李光华是当时“止戈”的童伶，他
们都选择留在“一心川剧社”。

1950年7月，魏香庭在贵阳率先废
除戏班“老板制”，将“一心川剧社”改名
为“黔锋川剧社”。

为增加人气，剧社从四川、重庆引
进黄耀庭、王明哲等名角和陈佑君、丁
家成等鼓师。剧社聚拢当地艺人，实行
艺人民主管理，带头演出《三打祝家庄》

《血泪仇》《赤叶河》《双喜盈门》等现代
戏，在贵州戏剧界起到了表率作用。

川剧的帮腔是川剧高腔不可缺少
的重要部分，它具有制造气氛、渲染效
果、抒发感情等作用。旧川剧的帮腔由
场面担任，鼓师提领，下手合腔，剧中要
求担任者音色美、音域宽、吐词清楚，大
多数的场面均不能胜任。在黄耀庭地
主持下，经过《柳荫记》《玉簪记》的实
验，帮腔的改进收到了良好效果，从此
帮腔职能从文武场面中分化，设专人司
职。随着帮腔的改进，唱腔设计业应运
而生，而在唱腔中对伴奏亦相应进行改
革，加以丰富，伴奏人员增加，乐器音色
增多，除原有的二胡、板胡、笛子、唢呐
外，还使用洋琴、小提琴、大提琴、黑管
等，从此洋琴成了主设专人专职沿用至
今。

随着改革的进行，舞美也有了较大
的发展，新排剧目舞美的发展必设布
景。舞台美术的广泛应用，使布景成为
演出的有机部分，这一现象在黔锋时期
形成。此外，还设有灯光人员，从而提
高了演出效果，烘托了舞台气氛。

黔锋有一批青年演员，他们从艺的
情况各不相同，有从孤儿院来的，有从
社会上经人介绍来的，还有从其他剧种
转来的。为了培养这批青年演员，黔锋
川剧社配备有专事基本功培训的教师，
教他们基本功和靶子功。这些青年演

员学戏，通过在演出中穿龙套、挂子、马
衣、丫环彩女，经受长期频繁的演出耳
濡目染，潜移默化，逐步成长起来。他
们中有的后来成为川剧团的业务骨干，
如魏益新、谷林生、何建新等。

1951 年至 1953 年，黔锋川剧社进
行“改戏、改人、改制”的三改政策，剧社
改私人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魏香庭任
社长。1956年1月，剧社由集体所有制
转为全民所有制，改名为贵阳市川剧
团。魏香庭任名誉团长，黄耀庭任团
长。剧团业务得到空前发展：一是邀请
重庆实验川剧院院长、著名川剧旦角表
演艺术家周慕莲专程来筑，与魏香庭合
作演出《情探》；二是在剧场坚持上演

《陈三•五娘》，逢周末加演午场，以
《陈》剧人员赶排《意中缘》作为当年春
节上演剧目；三是组成一支 40 来人的
演出队，到毕节、大方一带演出，因山区
群众看戏需求旺盛，为了满足其强烈要
求，又将演出队一分为二，组成两个分
队进行演出。

1957 年，贵阳市川剧团赴广西的
南宁、桂林、柳州，湖南的长沙、湘潭等
地巡回演出，提升了剧团的知名度。这
年10月，贵阳市“河滨剧场”竣工，剧团
新排《芙蓉花仙》，作“河滨剧场”首演剧
目，连演半月有余。此后，除了演出样
板戏《夺印》

《海港》《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
外，还排演了《六号门》《一家兵》《洪湖
赤卫队》《小河工地红旗飘》《朝华公主》
等一大批新剧目。

1958 年，贵阳市川剧团招收了川
剧科班学员，后于 1972 年再次招收学
员，共80余人，为贵阳川剧的延续和发
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一人名
叫卜小贵，他后来成为贵阳市著名的笑
星。很多人都不知道，卜小贵最先是以
一名川剧团演员的身份出现的。

1958年，贵阳市黔剧团筹建，为支
援黔剧，黄耀庭带领川剧团的演员、音
乐共八人为将要成立的黔剧团作辅导，
帮助排演了黔剧《袁天成革命》；此后，

川剧业务骨干黄文艺、黄耀庭、尚一祥、
张保永等调黔剧团，任善章调剧团担任
副团长。同时，李惠芬、陶里和、潘文
光、史天霸、朱大陆等告别了舞台，担当
起培养川剧下一代的教学任务，其间，
根据上级的指示，将川剧班改为黔剧
班。黄耀庭系川剧自创剧目《张秀眉》
的导演，又是黔剧团的新任领导，他将

《张秀眉》移植为黔剧在贵阳上演，引起
各方关注。由于黔剧得到川剧业务人
员和剧目的加持，为贵州黔剧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剧团又派出戴东娟帮助
筹建贵州花灯剧团。

鼎盛期，名气旺

川剧在贵阳的发展，有过鼎盛时
期。1978年后，传统戏得到恢复，贵阳
市川剧团分成两个剧组，排演了《恩仇
记》《焚香记》《十五贯》等一大批传统
戏，在贵阳、遵义、安顺等地演出。大多
数剧目在富水剧场、云岩剧场演出时皆
满座，观众需提着小板凳半夜排队购
票。

1983年，由施守萍编剧、谌维玲主
演的现代川剧《海迪之歌》在贵阳上演
10 余场，后到湖南怀化、辰溪、沅江机
械厂等地巡演，主演谌维玲受到观众追
捧。辰溪县一中还邀请剧组主创人员
赴该校，为师生们宣讲“海迪精神”和排
演感受。

1984年，新编历史剧《陆逊拜将》获
得省市各项大奖，并在成都、北京巡演，
受到各方称赞。这是贵阳川剧自创剧
目首次“回娘家”和进京演出。1985年，
贵阳川剧团将莎士比亚的戏剧《维罗那
二绅士》移植为同名川剧，这是川剧历
史上第一次将莎翁戏剧搬上舞台，引起
了较大轰动，被观众誉为“怪味川剧”。

1986 年，贵阳市川剧团原剧场拆
建后，更名为百花剧场。但其实百花剧
场和川剧团没有隶属关系，这反而激发
了失去剧场的川剧人的聪明才智，他们
独辟蹊径，将剧场后面的仓库改为小剧
场，实行“小剧场艺术”，创建小舞台“品
茗赏戏”。其间，演出了《人与人不同》

《错爱》《憨包儿的婚事》《麻辣烫》《多情
的小和尚》等一批大型方言滑稽戏，深
受观众欢迎，逐渐形成了贵阳方言通俗
喜剧风格，多数剧目演出百场以上。由
于演出收入较商，剧团由原米的政餐补
助政为劳务费补场，永创了贵阳新的预
出收入方式，出现了卜小興、金头亚、段
明章等一批家喻户晓的演员。贵阳市
川剧因坚持传统剧目与方音喜剧交替
上演，积累剧目甚名。

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的现代娱乐
方式越来越多，传统戏剧不可避免地受
到冲击。1997 年，贵阳市对所属剧团
进行了布局调整，贵阳市川剧团撤消并
入贵阳市艺术中心，

2010 年，贵阳市艺术中心改制并
入贵阳演艺集团。曾经风光一时的贵
阳川剧团渐渐湮没在历史的烟雨中。
但无论如何，川剧在贵阳经历了130多
年的演变历程，从起源到发展、到顶峰、
到延续、到衰落，一代代艺术家在贵阳
的舞台上留下了他们风光的艺术形象。

川剧在贵阳毗邻贵阳的四川川剧早在清
朝时期就已传入贵阳。屈指算来，
川戏在贵阳己有逾一百年的历史。

《陆逊拜将》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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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城旧事

据《贵阳文史》（作者：莫洪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