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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楼，又叫戏台，是供演戏使用的建筑。中国传统戏曲的演出场地，种类繁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

不同的样式、特点、建造规模。最原始的演出场所是广场、厅堂、露台，进而有庙宇乐楼、瓦市勾栏、宅第舞

台、酒楼茶楼、戏园及近代剧场和众多的流动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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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座戏楼

如同一座座博物

馆，记录着中国

戏曲数百年来的

兴衰沉浮，是往

日辉煌演剧活动

的凝固华章，是

当年风光占尽的

场上人生的无言

诉说，也是古代

能工巧匠尽展聪

明才智的精湛建

构。

戏楼今犹在，不闻古歌声
——中国戏楼的前世今生

宫廷梨园风雅无边

历史上从先秦时候就有宫廷演剧的活动，唐

玄宗还设梨园亲自参与演剧。但是戏曲表演对于

场地的随意性，使宫廷演剧可以一直停留在汉代

厅堂庭院式的状态。

从史料记载来看，汉代以后一直到宋代的宫

廷演剧，都是在皇宫现有的宫殿里举行，表演场所

是宫殿前的庭院。元代开始在宫殿里兴建永久性

的戏台，舞台在厚载门前，两侧有飞桥把舞台和厚

载门相连接，飞桥上设有栏杆，在舞台上演出的人

可以沿飞桥从两侧走上厚载门。清代是戏楼的鼎

盛期。清宫戏楼是在传统戏台的基础上形成的，

吸收了民间的神庙戏楼，又借鉴了当时的戏园建

筑，根据皇室演出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对戏

曲艺术的成熟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比如，热河

行宫清音阁大戏台在承德避暑山庄，建于乾隆前

期，是当时最大的一座三层戏台。曾在这里举行

过乾隆70大寿的庆贺演出。

最古的戏楼与祭祀文化

在神庙举行祭祀性的演出活动自始至终贯穿

了中国戏曲史。纵观来说，神庙戏楼是来源最古、

出现最早同时也是分布最广的戏楼。

最初的台子是用土垒成。汉代时台子得以发

展，必须由工匠监造，改用砖石木材。多是供皇帝

游幸用的高台，也用于降神之所，后来逐渐成为庙

宇里的固定建筑。唐宋以后，中国神庙建筑形成了

较固定的格局，一个完整的神庙包括山门、钟鼓楼、

戏台、献殿、正殿、配殿和东西廊房。是一个独立的

封闭空间。庙宇戏楼一般建于寺庙山门的对面，坐

南朝北。在地方，戏台因地制宜，造型变化多样。

还出现了如山门戏台，过路戏台，水乡戏台等不同

形式的戏台。

建筑特征独特

戏楼三面敞开，一面留作后台，舞台台面空

间简单，但外延空间较大。早期的歌舞杂技表演

场门作用较单一，只是登场、退场。有故事的杂

剧产生后它的作用就扩大了，名称也复杂起来。

戏楼的空间处理具有空灵通透的特点，广场、厅

堂、厢房、回廊等都可以融入观演空间。在中国，

北是正位，南为下位，戏楼的建筑都是避开正位

而建造，大多坐南朝北，或东西向，面对主体建

筑。由于建造年代和地形等因素，在处理方式上

也有不同。

中国戏楼在建筑上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

的细部装饰，且不说戏台前立柱上的对联，单是建

筑上屋脊、壁柱、梁枋、门窗、屏风及其它细小构件

上运用的雕刻、彩绘、装饰都有无穷的魅力。装饰

内容丰富多彩，彩绘多运用青绿彩、土朱单彩，雕

刻则有浮雕、透雕等，而且和彩绘结合，甚至贴金，

洒银，在整体上造成一种鲜艳灿烂的效果。

戏楼戏俗真不少

在老戏园听戏，有很多讲究和习俗。旧时人

们认为，二楼舞台两侧的座位最好，称为“官座”。

很多观众可能更喜欢一楼靠近舞台正面的座位。

这些座位称为“池座”，是平民百姓看戏的位置，也

是现代戏楼中最受欢迎的座位。

过去的戏园中还经营很多副业，最有看头的

是卖水烟。那时卷烟尚未传入，有钱人抽水烟，穷

人抽旱烟斗。水烟的烟嘴很长，卖者把烟嘴在客

人眼前一晃，只要客人张嘴，他便把烟嘴送入客人

嘴里，然后点燃烟，客人吸时不断发出呼噜呼噜的

响声，不费举手之劳。当然，堂官把洒了香水的手

巾把，准确无误地从一楼扔到二、三楼的搭挡手

里，一边吆喝着“手巾把来喽”！很有气氛。不过，

这些旧时的风景在现在的戏楼里早已看不到了。

城市中，
戏楼是流动的风景

城市是戏曲演出的重要场所之

一。中国戏楼在宋、元时期就以神庙戏

楼形式定型，但城市里却都是临时戏

台，到了明清，才出现固定的戏楼。

从发展时间来看，分为

百戏场地：没有特别的要求，因此

这一时期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而是随

观赏者的需要随处表演。汉武帝喜欢

举行广场上的大型百戏演出。历史文

献有明确记载：“夏，京师民观角抵与上

林平乐观。”意思是说，在夏天京城的老

百姓都去上林平乐观看角抵戏。

寺院戏场：六朝时候中原佛寺兴

盛，佛寺成为人群集中的地方。在寺中

的各种仪式活动中，佛乐演奏逐渐吸收

了世俗的百戏故事，佛寺转而成为人们

观看演出的主要场所。在《洛阳伽蓝

记》记载当时的景明寺：梵乐法音，聒动

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唐代的演

出场所大多与佛寺有关系。

瓦舍勾栏：瓦舍──城市商业性游

艺区，也叫瓦子、瓦市。瓦舍里设置的

演出场所称勾栏，也称钩栏、勾阑勾栏

的原意为曲折的栏杆，在宋元时期专指

集市瓦舍里设置的演出棚。成为盛极

一时的名俗。瓦舍的规模很大，大的瓦

舍有十几座勾栏。勾栏的建造形制借

鉴了当时神庙戏台的一些特点，设立戏

台和神楼，又考虑了对观众的安置建造

全封闭的形制，四周围起，上面封顶，演

出可以不考虑气候和时令的影响。

茶馆唱戏：茶园唱戏的历史和酒楼

一样，都是城市市民文化发展的产物，

在宋元时期较为兴盛。明代酒楼戏楼

的出现使得茶园演唱走向衰败，清代以

后茶园重又复兴，因为茶园备有点心，

供人消闲，少了酒楼的喧闹，更加适合

观赏戏曲演出，所以它逐步取代了酒楼

戏楼的位置，成为专门的戏园。

戏院戏楼：清代末期的戏园结构，

形式上开始接受西方剧场的影响，产生

了新型的戏院。清同治十三年（1874）

英国人在上海建起了一座欧式剧场

——兰心剧院，这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

剧场，台口为镜框式，客座为三层楼。

它为中国剧场的改革提供了建筑样式

的直接借鉴。这一时期还部分保留了

戏园的称谓。 朱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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