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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4/2021_2022__E8_80_81_E5

_8C_97_E4_BA_AC_E6_c34_44898.htm 中国的演出场所与中国

戏曲相伴随，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衍变过程．各阶段的称谓也

不同。 历史沿革 中国古代歌舞艺人最初是利用自然地形演出

，后来开始出现土台子，即无盖顶的露天之台，称为"露台"

，观众于四周围观。 到西汉时开始出现"看棚"。张衡《两京

赋》中就有观看百戏而设有看棚的描绘。看棚是观众席建筑

，观众居高临下观看百戏，这是非固定的露天的演出场所。 

唐代是中国戏曲形成时期，演员的表演区开始建筑化，出现

了"乐棚"。乐棚以砖石木材建造，舞台加了盖顶．设计制造

都十分精致，但还不是固定演出场所。唐代寺庙中开始出现"

戏场"，这是后世"庙台"的前身。 宋元是中国戏曲日臻成熟时

期，这时开始出现固定化的演出场所"勾栏"。固定的集中的

演出场所称"瓦舍勾栏"。勾栏是看棚、乐棚和露台三位一体

，内有戏台、后台、看席和神楼。元初杜善天套曲《庄家不

识勾栏》中描述戏台上部像"钟楼模样"。为了便于观赏，观

众席前低后高，全部是木制结构，初具剧场形制。北京明初

时就有两条胡同以勾栏定名。由于勾栏是木制结构，易于倒

塌、着火，到明代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遍布内外城的"茶

园"。最初，茶园并没有特设的舞台，只是席前做场，后来较

大的茶园开始特设舞台供演出之用，到清代最为盛行，称之

为"茶园"或"茶楼"。这与北京人爱喝茶的习惯有关，一边品茗

，一边听戏。 当时没有"戏票"一词，品茗听戏只付"茶资"，实

际是戏价。 清中叶以后北京的茶园已颇具规模，随着四大徽



班进京和京戏的形成与发展，人们不以品茗为主，而是以听

戏为主了，茶园也随之改称××园，或称戏园子。 民国时期

许多戏园子内部形制都相继加以改造，舞台加了大幕，观众

席也逐渐改为半圆形排椅了，前沿突出的镜框式舞台替代了

正方形三面敞开的旧戏台，并加了灯光。2O年代后，戏园名

称大都改为戏院了。 日本侵占北平时期是戏院萧条时期，到

解放前夕北京只有十几座戏院和一些小型茶社、游艺社、曲

艺厅。 解放后，对北京旧戏院相继进行了重建，增添了许多

新设施，使之面貌焕然一新，多数改称"剧场"。同时，兴建

了一批新型剧场。解放后新建的第一个剧场是石景山剧场，

建于1952年；新建的第一座歌舞剧剧场是天桥剧场，建

于1954年；新建的第一座话剧剧场是首都剧场，建于1955年

；新建的第一座民族剧场是民族文化宫礼堂，建于1959年；

新建的第一座工人演出场所是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建于1959

年；北京剧场座位最多的北京展览馆剧场，有观众席2763个

，建于1959年⋯⋯ 透过小小舞台的发展，我们可以听到历史

前进的脚步声。 [1] [2] [3]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