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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人“立一木而为信”，此木就有了“诚信”、“约法”的意义，后世的“旗杆”、“华表”都是含
有这种意义的象征物。
“示二木则为禁”，并排立起两根木桩，就有了“禁止”和“禁地”的意义。
以此推之，如果立上一排木桩，那便是“栅栏”；立一圈儿木桩，那就成了圈牲口的“木圈”。
养在里边的牛羊不让它出来，外边的野兽也别想进去。
设“禁”，最初似乎是牧者蓄养牛羊的一种手段。
后来，用于施政管理，则是“牧民”的一种办法。
《说文》对“禁”字的解释并非如此直观，只是称“禁”为：“吉凶之忌也。
从示林声。
居荫切。
”但是，身处上古农牧时代的造字人，用以上这种“逻辑”推理造字，也是顺理成章的。
总之，“禁”的意思，就是人为地划定一个界限，制定一种规范模式，来约束某种行为、制约某种有
可能“犯规”的逾越。
《康熙字典》对“禁”字的解释进了一大步，说它的字意是：“制也，胜也，戒也，谨也，止也。
”并由此衍生出“禁中”、“禁内”、“禁地”、“禁止”、“禁令”、“禁法”、“禁锢”、“禁
毁”、“禁忌”，乃至“禁律”、“禁脔”、“禁条”、“禁果”、“禁肉”、“禁物”等一系列词
汇和一大串不同的意思，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但穷其究竟，“禁”字的终极解释是《广雅》《易·系辞》所讲的，“禁民为非”。
也就是说：“禁”，是当政者采用的一种手段和措施，用来防止老百姓“为非”。
“为非”，就是“为非作歹”和“胡作非为”。
秦始皇的时候，在“禁”字的系列词汇中，又发明了“禁书”一词。
李斯深谙秦王治国之道，制定了禁毁六国史籍的细则，甚为缜密。
不仅是禁止这类书籍的刊印、流布、阅读，而且要“焚”，要用火把它烧毁，以达到彻底“禁”绝的
目的。
当汉代出现了“百戏”的时候，于是，“禁戏”一词也呼之欲出了。
在汉孝安帝不高兴的时候，就“罢鱼龙曼延百戏”（见《后汉书·孝安帝纪》）；当唐文宗在寒食宴
饮中看到杂戏人“弄孔子”，便勃然大怒，叱道：“孔子，古今之师，安得侮渎！
”遂“亟命驱出”（见《旧唐书》）。
当时，对这些伶人治罪与否，书中并未提到，但“罢”与“驱出”都是明确地“禁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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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诲淫”、“诲盗”是悬在戏剧头上的两把剑，戏的内容稍有逾越，为统治阶级不悦，此剑便会
当即砍下。
“诲淫诲盗”一语，本出于《周易系辞上》：“慢藏诲盗，冶容诲淫。
”其意为：财物不仔细保管，会招致别人来偷盗；女子打扮得十分妖艳，也会引诱别人来调戏。
用在“戏”上，即指“戏”可引诱、教唆看戏的人犯罪，去做奸淫盗窃之类的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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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德生，男，籍贳北京，旅居加拿大，系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加拿大《中华时报》、《
大华商报》和日本《烟史研究》杂忐专栏作者致力于东方民俗文化研究，发表论文、随笔数十万字。
著有：《百家言》多人杂文集（中国西北大学出版出版）；《烟画三百六十行》（中同台湾汉声出版
公司出版）；《烟画的研究》（日本经济研究所出版）；《老北京的三可六十行》（中国山西古籍出
版社出版）；《烟画》《烟画四大名著》《丑角》（中国百花义艺出版社出版）。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禁戏>>

书籍目录

一、序二、禁戏考三、禁戏（一）清代禁戏清乾隆五十年—宣统三年（1785-1911）1.《滚楼》2.《茶
坊比武》3.《葡萄架》4.《卖胭脂》5.《烤火》6.《背娃入府》7.《大闹销金帐》8.《种情受吐》9.《红
楼梦》10.《清枫岭》11.《打花鼓》12.《打樱桃》13.《牡丹亭》14.《西厢记》15.《思凡下山》16.《戏
凤》17.《白蛇传》18.《琴挑》19.《挑帘裁衣》20.《杀嫂》21.《鸳鸯楼》22.《武十回》23.《送灯》24.
《卖饽饽》25.《送枕》26.《摇会》27.《小上坟》28.《晋阳宫》29.《关王庙》30.《玉堂春》31.《三上
吊》32.《三戏白牡丹》33.《倭袍》34.《劫狱》35.《双钉记》[1]36.《三笑》37.《巧姻缘》38.《意中缘
》39.《杀子报》[1]40.《梳妆掷戟》41.《梵王官》42.《浔阳楼》43.《海潮珠》44.《珍珠衫》45.《琵琶
记》46.《界牌关》47.《盗甲》48.《秦淮河》49.《端午门》50.《翠屏山》51.《荆钗记》52.《荡湖船
》53.《送灰面》54.《醉酒》55.《风筝误》56.《刺婶》57.《红逼宫》58.《白逼宫》59.《回斗关》60.《
打斋饭》61.《打连厢》62.《玉蜻蜒》63.《思春》64.《卖青炭》65.《扶头劝嫖》66.《捉奸》67.《吃醋
》68.《吊孝》69.《窥醉》70.《借茶》71.《前后诱》72.《赵家楼》73.《服药》74.《别妻》75.《亭会
》76.《嫖院》77.《拾玉镯》78.《打面缸》79.《闹花灯》80.《搜山打车》（二）民国禁戏民国元年—
民国三十八年（1912-1949）附：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禁戏（1931-1945）（三）台湾禁戏（1949-1990）
（四）建国初期禁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文化大革命前夕（1950-1963）四、附录附一：历届有关
禁戏剧目的文件225附二：参考文献233附三：索引234后记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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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民国时期禁戏清帝逊位以后，民国伊始，国家却进入了一种无序的状态。
大总统轮流坐庄．军阀藩镇割据，内战不止。
政令朝颁夕改，百姓生活在一个徒有政府之名而无管理之实的社会中。
军阀们忙于争权夺地，聚富敛财而无暇旁顾，戏剧却在夹缝中赢得了空前的繁荣。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进入了成熟期，它显显赫赫、如日中天。
不仅出现了享誉全国的“四大名旦”、“八大须生”，不同行当的翘楚，也如过江之鲫，在红氍毹上
竞跃龙门；不同风格的剧目，更似满天星斗，竞灿争辉。
一时间，戏剧舞台百珍杂陈，争奇斗艳；鱼龙幻化、良莠参差。
彼时，在个别的省份和地区，也曾出现过以地方习俗和统治者之好恶明令禁戏的事情。
但这类干禁，多限于一时一事，并没有形成气候，也没有酿成过大的影响。
例如：在曹锟任大总统时禁唱《击鼓骂曹》，此事曾见诸报端，大家视为玩笑。
曹锟一下台，此禁也就自动解除了。
又如1920年，山西太谷县政府曾因秧歌“多采淫词俚曲，伤风败俗”，而下令禁止演唱；1913年，奉
天省西安县曾经通令禁演“蹦蹦”；1929年，武汉汉口市政府曾经因花鼓戏和四明文戏“乱色奸声、
诲淫诲盗、伤风败俗、流毒社会”，而颁文禁止；1933年，广西省桂林县曾经禁唱花调；1941年，安
徽省怀宁县长徐梦麟颁文，因黄梅戏“词意淫亵，败俗伤风”而一律禁演。
这些地方性的禁戏措施，大多没有什么实效，往往只能禁于一时。
众多民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依然如疾风劲草一般，在民间的土地上越长越壮。
北伐战争之后，民国政权趋于稳定，国民政府开始整顿文化，建立“戏剧审查”制度。
这些制度纲领中，以1931年浙江省政府颁布的《浙江省审查民众娱乐暂行规程》比较规范，也最有代
表性。
《规程》中规定：“任何戏剧必须经过教育厅、民政厅核准后才能上演，而且有下列内容者必须禁演
”。
其中：一、违反党义，提倡邪说者；二、迹近煽惑，有妨治安者；三、提倡封建思想者；四、提倡迷
信者；五、迹近诲盗，引导作恶者；六、描摹淫亵，诱惑青年者；七、情状惨(残)酷，有伤人道者；
八、侮辱个人或团体之情事者；九、其他有害于观众之身心者。
凡合于这九大类禁忌的戏剧，都将列为禁戏，不得演出。
后来，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日益激烈，一些地区的禁戏条例中，又加上了“以宣传共产主义或鼓吹
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和“以神怪荒诞、催眠一般观众，使能发生带有危险性之宗教迷信”的戏，也
被列为严禁条款。
民国时期相继见诸政府禁令的剧目，一方面由于政令不通，贯彻不利，一方面留下来的档案资料有限
，难以进行细致的统计。
笔者只能在一些旧报刊、旧杂志、戏剧简史、演员回忆录等文字中，零零散散地拾掇、归纳，以补：
是阙。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袁良任北平市长的时期，他组织成立了由市政府直辖管理的“戏剧审查委员
会”，负责审查所有剧团在京演出的剧目。
北京档案馆保存有这方面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其中，经过戏曲审查委员会审查后，被通知禁演的剧目有：《赛金花》、《爱欤仇欤》、《桃花庵》
、《绣鞋记》、《夜审周子琴》、《女店员》、《枪毙驼龙》、《拿苍蝇》、《女萝村》、《马寡妇
开店》等。
被禁演的剧目中较多地集中在评剧方面。
1933年2月15日，戏曲审查委员会的办事员陈保和递交了一份报告，他说：“奉天评戏表演及唱词诸多
涉及猥亵”，“坤角白玉霜，表情最为猥亵不堪”，“剧本极不一致，普遍检查诸多困难”，建议将
三庆园、四明戏园和游艺园的园主传唤到社会局，“饬令转知演员对于有涉及猥亵之表演及唱词，务
即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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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出了《开店》(马寡妇开店)中的“思春”、“淫奔”，《枪毙小老妈》中的“辞活”、“会审”
，《夜审周子琴》(胭脂判)中的“跳墙”、“夜审”，《败子回头》(金不换)中的“妓院”，《高成
借嫂》中的“夜宿”，《美凤楼》中的“相亲”、“洞房”，《王定保借当》中的“借当”，《王小
过年》中的唱白，《东斗星》中的“更衣”，《双婚配》中的“洞房”，《花为媒》中的“偷相王五
可”，《逛小河沿》中的“逛河沿”、《独占花魁》中的“背凳招客”等表演猥亵的情节、场次。
特别是《枪毙驼龙》一剧，他认为“奸盗邪淫，四者俱全，应绝对禁演”。
戏曲审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吴曼公等人，同意这份报告的意见，决定对上述剧目将“分别禁演”。
而且，还采用过极端措施，把白玉霜驱逐出境。
附：抗战期间沦陷区禁戏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戏剧舞台
成了抗日的宣传阵地。
爱国艺人以满腔的激愤，纷纷编演抗日戏剧参加战斗。
长期在东北各地演出的唐韵笙，不畏日伪势力的淫威，编写《扫除日害》(以“羿射九日”的故事为题
材编写)的剧本，被日军搜出，而受到通缉。
梅兰芳编演《抗金兵》和《生死恨》，以古映今，表现出人民的抗争和沦陷区人民的痛苦。
程砚秋则编演了《亡蜀鉴》，用以揭露“不抵抗政策”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并对“卖国求荣者”给予
了无情的鞭笞。
周信芳(麒麟童)则编演了《明末遗恨》、《洪承畴》、《董小宛》等几出戏，其中《明末遗恨》演出
长达半年之久，场场爆满，颇为轰动。
周信芳饰演的崇祯皇帝，悲愤地告诉皇太子：“你们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
”而当公主问崇祯“儿有何罪”时，崇祯以震颤人心的沙哑声音回答说：“儿身为中国人，就是一项
大罪！
”台下群情激越，愤怒声、口号声、抽泣声，充斥全场，每一位观众都受到深深的感染和教育。
这一阶段的禁戏，主要发生在沦陷区内。
汪系伪政府和日本占领军禁演以上这些有明显反抗意义的戏之外，凡与异族有关的戏，如《岳飞》、
《岳母刺字》、《陆文龙》、《杨家将》、《请清兵》等，也全都成为禁演之戏。
因为这一阶段的敌伪档案存留不完整，缺少确切依据，难以一一细述。
上海沦陷后，周信芳在日寇的刺刀下坚持演出，他排演了《温如玉》、《香妃恨》、《文素臣》、《
徽钦二帝》等，特别是《徽钦二帝》，周信芳饰演的宋徽宗有很多唱念，令观众闻之动容。
如徽宗被金兵俘虏往东北押送时，他对百姓唱道：“只要万众心不死，复兴中华总有期。
”观众的掌声，响似沉雷。
反面人物张邦昌也有一段念白，说：“我这个皇帝，是你们要我出来做的，无非是，维持维持地方而
已。
”这副北宋汉奸的无耻嘴脸，恰与当时汪伪政权的汉奸们如出一辙，每演至此，必引起满场观众的哄
堂大笑。
《徽钦二帝》的公演，引起上海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密切注意，他们写恐吓信威胁周信芳等
主要演员，并且迫使英租界工部局出面，将此剧和刚刚排出来的《史可法》、《文天祥》一同勒令停
演，这些史实，则都是有案可考的。
如上所述沦陷区内的禁戏，是一段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特殊事件，笔者将之独立成章，名为《抗战期间
沦陷区的禁戏》，附于《民国时期的禁戏》之后。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禁演了一批日伪政权营造“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汉奸戏”和
歌曲，例如伪满洲国“新京国剧编导社”主持编写的《节孝全》、《全诏记》，还有日本人编写的《
支那之夜》、《白夫人之妖恋》(日本版《白蛇传》)，以及李香兰歌曲《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
》和《夜来香》等。
同时，电以“严办汉奸”的口实，禁演了李万春排演的京剧《汉班超投笔从戎》，这也是当时十分轰
动的新闻。
不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全国人民又经历了一次次
规模巨大的战争洗礼。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禁戏>>

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翌年1月22日，北平通过谈判和平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进驻北京，负责文化工作的军代表也进驻社会局，接管了局内民
国政府的原班人马。
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雷厉风行地施行禁戏。
3月25日，即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的名义，在《北平新民报》公开发
表了《禁演五十五出含有毒的旧剧》的公告。
《公告》开宗明义地指出：“多少年来，大部分旧剧的内容，就是替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反抗思
想和粉饰太平。
现在，为了扭转旧剧以封建利益为本位的谬误观点，主管机关已拟定长远的改革方案和计划，并决定
目前有五十五出旧剧必须停演。
”“其一，属于提倡神怪迷信的：《游六殿》、《劈山救母》(《宝莲灯》后部)、《探阴山》、《铡
判官》、《黑驴告状》(《打棍出箱》后部)、《奇冤报》(《乌盆计》)、《八仙得道》、《活捉三郎
》(《乌龙院》后部)、《三戏白牡丹》、《盗魂铃》、《阴阳河》、《十八罗汉收大鹏》、《打金砖
》后部(《二十八宿归位》)、《唐明皇游月宫》、《刘宝进瓜》、《昆仑剑侠传》、《青城十九侠》
、《封神榜》(连台本戏)、全部《庄子》、《飞剑斩白龙》、全部《：钟馗》、《反延安》、《胭脂
计》。
“其二，属于提倡淫乱思想的：《红娘》、《大劈棺》(《蝴蝶梦》)、《海慧寺》(《马思远》)、《
双铃记》、《双钉记》、《也是斋》、《遗翠花》、《贵妃醉酒》、《杀子报》、《胭脂判》、《盘
丝洞》、《双摇会》、《关王庙及嫖院》(全部《玉堂春》前部)。
“其三，属于提倡民族失节及异族侵略思想的：《四郎探母》、《铁冠图》、《铁公鸡》、八本《罹
门关》。
“其四，属于歌颂奴隶道德的：《九更天》(《马义救主》)、《南天门》、《双官诰》(但《机房训》
除外)。
“其五，属于表扬封建压迫的：《斩经堂》(《吴汉杀妻》)、《游龙戏凤》(《梅龙镇》)、《翠屏山
》、《红梅阁》、《哭祖庙》。
“其六，一些极无聊或无固定剧本的：《纺棉花》、《戏迷小姐》、《拾黄金》、《十八扯》、《双
怕婆》、《瞎子逛灯》等，一共五十五出”。
这篇《公告》刊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949)三月二十五日，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因为新政权尚未正式宣布改元，此《公告》，与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中央文化部所颁禁戏文件，又有所
区别(建国后，文化部所有相关禁戏的文件，皆以1950年至1952年间所禁26出戏为准)。
故而，以时间断代处理，这组禁戏仍划为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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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这里，笔者还要提一下加拿大的列治文京剧社。
该社成立于1998年，是由北美名票、中央电视台国际京昆票友大奖赛“金龙奖”获得者、张君秋的弟
子章宝明女士及其先生胡可汗主持的一个大型的华人票社。
社里聚集着一群海内外颇有造诣的京剧爱好者，他们分别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缅甸
、新加坡和美国，多为事业有成的人士。
如，前台湾空军副总司令袁行远先生、前台湾“经济部”政务次长张训舜先生、“裘派”花脸冯宝义
、“马派”老生简承滔、“叶派”小生郭振德、“杨派”老生谢伟良、张公达、“余派”女老生孙娄
美珍等；琴师是曾经辅佐过黄桂秋的陈涵清、台湾名琴票何秉奎、中国戏校音乐系的高才生吴小妹、
何兵伉俪，上海名票陈林根，再加上爱唱“麒派”的我，大家聚在一起或粉墨登场、或檀板清歌，每
次聚会也是一台热热闹闹的京腔大戏。
曾来过票房票戏的名家大腕也着实不少，如台湾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大陆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
家宋长荣、毕谷云、吴玉璋、沙淑英、王琪、金少龙等，都曾在此一展风姿，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
联袂放歌。
在远隔万里之遥的异域他乡，这种雅集也称得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
就在这个海外戏剧文化团体的聚会、演出和欢谈笑语中，使我获知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戏剧史料，也了
解到京剧在台湾、在海外发展与传播所走过的历程。
本书“民国时期禁戏”、“台湾禁戏”中的部分材料即获益于此。
尤其，台湾名票倪忠信、蒋联云先生曾惠赠了不少他们多年收藏的戏剧资料，对本书的写作颇多帮助
。
谨在此，向诸位师友同好一并致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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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禁戏》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臣父子皆是梨园子弟；哭装哭，笑装笑，打装打，闹装闹，哭
笑打闹上下一片热闹。
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汇千古忠孝节义重重演出，漫道逢场作戏；或富贵，或贫贱，或
喜怒，或哀乐，将一时悲欢离合细细看来，管叫拍案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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