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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滑稽》

前言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上
海，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还是外观风貌、人文内蕴，抑或是民间风俗习惯等，都有鲜
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些方面还颇具奇光异彩！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我以为唯独一
个“海”字，别无选择。上海是海。据研究表明，今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中心地区，在六
千多年以前，尚是汪洋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的奔流不息，大海的潮涨潮落，渐渐淤积成了新
的陆地，以打鱼为生的先民们开始来这一带活动。滩涂湿地渐长，围海遣地渐移，渔民顺势东进，于
是出现了叫上海浦、下海浦的两个小渔村，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今小
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上海镇。后于1292年正式设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内的旧校场路
上。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崛起。所以我认为，上海可以说是一座水城，上海是因水而
生，因水而兴，水是上海的血脉，水是上海的精灵。直至今日，上海的地名、路名依旧多有滩、渡、
浜、泾、汇、河、桥、塘、浦、湾⋯⋯这都在向人们证明，是水造就了上海这座城市。海洋是美丽而
壮观的。约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70.8％是海洋水面，如果称地球为“水球”也不无道理。海洋是广阔
而有边的，是深而可测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
资源的宝库⋯⋯任你怎样为之赞美都不会过分。海在洋的边缘，临近大陆，便于和人类亲密接触。我
国的万里海疆，美丽而且富饶，被誉为能量的源泉、天然的鱼仓、盐类的故乡，孕育着宇宙的精华，
激荡着生命的活力⋯⋯任你怎样为之歌唱都不会尽兴。上海是海。是襟江连海的不息水流遣就了上海
，更是水滋养了上海，使这座城市孕育了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为主要特征的海派文化。可以说，没
有水就没有上海，就没有这座迅速崛起的滨海城市。没有海派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就没有上海的迅速
崛起和繁荣发达。今后，上海的发展还要继续做好这篇水文章，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上海是
海。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是典型的近代崛起的新兴城市，不同于在传统城
市基础上长期自然形成的古老城市。1845年开埠以前，上海人口只有20多万，经过百年的发展，人口
猛增到500多万。据1950年的统计，上海本地原住民只占上海总人口的15％，移民则高达85％。上海的
移民，国内的大都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国际的虽来自近四十个国家，但主要来自英
、法、美、日、德、俄，其数量最多时高达15万人。在一个多世纪中，上海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有如
下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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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滑稽》

内容概要

王汝刚用列传的形式深情回忆18位“老滑稽”，给他们每位戴上一顶滑稽帽子，比如“老牌滑稽”王
无能、“社会滑稽”江笑笑、“马褂滑稽”范哈哈、“摩登滑稽”程笑亭、“文化滑稽”姚慕双、“
神童滑稽”笑嘻嘻、“文明滑稽”周柏春、“时尚滑稽”龚一飞等，就像《水浒传》里一百零八将每
人都有一个外号一样。通过对他们的人生经历、轶闻趣事和艺术特色的娓娓道来，描绘了海派滑稽戏
百年历程，梳理了海派文化重要的一支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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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滑稽》

作者简介

王汝刚是大家喜爱的笑星，语出诙谐，也深谙为文之道。身为上海曲协主席、滑稽演艺界承上启下的
重要人物，王汝刚忙里偷闲地撰写了这本 《海派滑稽》，是为了“感谢这些可敬可爱可亲的老前辈们
，他们为滑稽艺术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该书内容厚实，语言质朴，行文斜逸旁出，人物形象总
是随着一两只包袱出其不意地抖落而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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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滑稽》

书籍目录

总序  李伦新
滑稽鼻祖：“老牌滑稽”王无能
氍毹千秋：“社会滑稽”江笑笑
朝闻天下：“潮流滑稽”刘春山
曼倩遗风：“叫花滑稽”易方朔
耄耋顽童：“马褂滑稽”范哈哈
白面阴噱：“摩登滑稽”程笑亭
大智若愚：“元老滑稽”张樵侬
乡谈封侯：“方言滑稽”包一飞
博士笑匠：“精神滑稽”唐笑飞
珠落银盘：“快口滑稽”袁一灵
运筹帷幄：“麒派滑稽”杨笑峰
声闻遐迩：“冷面滑稽”程笑飞
优孟衣冠：“文化滑稽”姚慕双
挑梁丑角：“马甲滑稽”文彬彬
快乐老人：“神童滑稽”笑嘻嘻
余音绕梁：“唱功滑稽”田丽丽
艺坛宠儿：“文明滑稽”周柏春
与时俱进：“时尚滑稽”龚一飞
自跋
跋  郑家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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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滑稽》

章节摘录

插图：三雅园上午卖茶，下午和晚上卖茶兼演戏，一时生意兴隆，人满为患。于是频频有人效仿，红
桂、丹凤、三庆、满庭芳等近百家冠名“茶园”实为“戏园”的娱乐场所先后开张。辛亥革命前后，
上海人口剧增，老式的茶园逐渐不能适应新形势。有人专程到日本实地考察，开始营造新式舞台
。1908年10月，上海第一家新式剧场开张，取名“新舞台”，建于十六铺老太平码头。新舞台把旧式
的三面式舞台改为镜框式舞台，去掉两边柱子，同时使用灯光和布景，使观众的视野更加开阔，场面
更加壮观。因此，短短几年间，旧茶园销声匿迹，新式舞台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1915年，有人在
广西路汕头路口建成一家戏院，邀请李天然主持的“沐尘剧社”演出文明戏，所以戏院名为“沭尘舞
台”。演出合同期满后，戏院又改称“小舞台”，仍然演出文明戏。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文明戏与
话剧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上海开埠以后，外国人纷纷携家带口前来，洋人学校应运而生。逢年过节
，洋人学校经常组织学生演戏。这种既没有唱腔和舞蹈，又没有锣鼓和乐队伴奏，仅以剧中人说台词
构成全剧的艺术样式，当时称为“新派剧”，其实就是原始的话剧。1860年，上海出现了一个由英美
人创办的新派剧剧团，演职员全是洋人。这个剧团每年都要公演一些世界名剧。尽管内容与中国人生
活有距离，但是舞台布景写实逼真，和我国传统戏的虚拟方式有很大区别，新派剧开始受到部分观众
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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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滑稽》

编辑推荐

《海派滑稽》是海派文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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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滑稽》

精彩短评

1、王汝刚不是学者，所以对书中的内容不能强求其严谨性，添枝加叶的比较多，具备一定的参考价
值。
2、试用了一下豆瓣的笔记功能，说实话，我还是愿意用笔手写摘抄在本子上。这样虽然方便却总觉
得不是自己的东西。书里面还是有一些值得做笔记的地方，为的是以后好进一步“研究”。
3、给四星是出于那些滑稽老前辈们的尊敬，王汝刚别的都蛮好，就是文字间意识形态太浓，从小洗
脑被洗坏了~~``
4、王小毛写的书。书店也上新书柜台的。主要介绍了一些老的海派滑稽艺术家。但是介绍的比较多
。我本来相当一本滑稽书来看的。。。有些还蛮好玩的，毕竟那些老一辈的艺术家对我们现在的发展
影响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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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滑稽》

精彩书评

1、演出名称：《2011海派滑稽笑口常开》时间：2011年2月6日（年初四）19:30地点：逸夫舞台（福州
路701号）票价：100元、180元、280元、380元、480元�订票电话：63225294、53530054、65396370团购订
票：13564244698《2011海派滑稽笑口常开》开票在即，最佳席位现接受预定！海派知名笑星集结2011
兔年春节喜迎财神到！毛猛达、沈荣海、陈国庆金牌搭档联袂献演！顾竹君、陈健、朱建华、章国华
、石兆龙等陪您笑口常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52897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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