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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国 年 同 天津 的 子 弟 书教 言

李 芳

【提 要 】 子弟 书是旗人入关后创 制 的一种融合戏 曲 、 小调 而别成一 家的独特说唱 艺

术 。 创制之初 ， 仅于家庭宴 乐 、 朋友雅集时用 以 消遣娱乐 。 清末 ， 由 于 家世衰落 ， 旗人有

时竟需要通过演唱俗曲来谋求茶饭果腹 ， 子弟 书成为赖 以谋生的 工具 。 然而 ， 在民 国初年

的改 良风潮 中 ， 在天津一众改革者和教育 家的 ５ 丨 导下 ， 子弟 书 的社会教育功能得到极大发

掘 ， 并在 《社会教育星期报 》 上连载并用 以教授盲人 ， 变为传递文化知识和道德观念的重

要媒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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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Ｍ 年 ， 旗人藉铁骑定鼎 中原之后 ， 置身深宅 ， 内城之外难闻其声 ， 因
“

别致新奇
”

曲

北京内城 自成一统 ， 创制 出一种融合戏曲 、 小文新鲜有趣 ， 令人耳 目
一新 ， 经亲朋间 口 耳相

调而别成一家的独特说唱艺术 。 这种在音乐上传 ， 内城各家无不好奇 ， 争相延请前往家中演

缘 自 于昆腔 、 弋 阳腔 ， 内容上多取材于戏 曲 、 唱 。 时至清末 ， 由于家世衰落 ， 旗人生活无以

小说故事 ， 但又独 出胸臆的俗曲小段 ， 起先不为继 ， 有时竟需要通过演唱俗曲来谋求茶饭果

过为在家庭宴会中博取亲友一乐 ， 未料一些未腹 。 子弟书的演唱 ， 转而成为了他们赖以谋生

袭封官职、 赋闲在家的八旗青年子弟们对此情的工具 。 此后 ， 子弟书流传益广 ， 晚清 、 民国

有独钟 ， 进而发扬光大 ， 由此得名
“

子弟书
”

。

①时期 ， 瞽人流落江湖 ， 卖曲为生 ， 不少亦精于

子弟书创制之初 ， 旗人仅于家庭宴乐 、 朋此道 。 旗人们更不会想到 ， 在民国初年的改 良

友聚集时用 以消遣娱乐 ， 本不登大雅之堂 ， 亦风潮中 ， 在改革者和教育家的引导下 ， 子弟书

不上红毹之台 。 子弟书的作者也往往 自称其创居然变为传递文化知识和道德观念 的 重要

作不过是中夜漫漫 、 茶余酒后的消遣之举 ， 如媒介 。

“

驱斑管感叹闲情解昼眠
”

、

② “

酒酣戏谱云栖

传
”

。

③ 子弟书题材多取材 自 流行之戏曲或小说

故事 ， 庄谑并蓄 ， 雅俗不拘 。 清代北京 书坊


“

百本张
”

的 《子弟书 目 录 》 中 ， 曾于篇 目名称① 关于
“

子弟书
”

的称谓 ， 参见拙文 ： 《子弟书称谓新探 》 ，

－Ｖ“绝 ，， “盡”＂ ４
ＪＶ
＂ 里米 ＪＨ ｌ ｌ《满语研究 》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

乙后怀艰Ｗ 古 、 关 、 香 、 Ｗ 寺突別 ，

② 黄仕忠等编 ： 仔弟书全集 》 第 ９ 卷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可见其内容之广泛 。２０ １ ２ 年版 ， 第 ３ ９５７ 页 。 本文所引子弟书 曲文 ， 均出 自此

子弟书的演唱 ， 创制初期仅限于八旗高门书 。

③ 《子弟书全集 》 第 １０ 卷 ， 第 ４ １０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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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芳 ： 民国年间天津的子弟书教育


—有盛名的剧作家韩补庵担任 《社会教育星期报 》

—

主编 ， 不仅分期连载他的剧作 《双鱼佩 》 、 《荆

民国肇始 ， 社会教育是时代的大趋势 ， 不
花泪 》 ， 而且 自创刊之始 ， 即设有

“

艺剧谈
”－

过 ， 教材的选择 ， 却令主事者颇费周章 。 ＿ｔ
‘‘

２剧谈
”

及碰之 词
”

、

“

观剧小乐

初期的－些先行者在此问题上不约而同地达成
府

，，

等栏 目 ， 亦以韩为主笔 。

：

艺赚
”

栏
－

初

－致意见 ： 聚人心、 正风俗最见成效的途径 ，

始±要登载新■本 、 大Ｍ词等戏曲 、 Ｍ

无疑必须以市民最为喜闻乐见者入手 。 １ ９ １ ５ 年
作品 。 其后 ， 亦陆续登载剧评类文 内容既

７ 月 １ 日 ， 林墨青为改良风俗 ， 改良戏曲 ， 进行
包
＾
艺剧研究社社员新编的大鼓书词 ， 也不乏

社会教育 ， 綠賴＊觀文昌絲 口 ， 戯
外省作義订驗随 卩旨本 ， 还歡人学士对

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 。 办事处 以
“

改 良风俗
” 古典戏曲 、 新

＾
明戏的

＾
论。

与
“

社会教育
”

为旗帜 ， 主要针对当时社会上
１ ９ １ ６ ￥ ９ ￥３

常见的陋事恶习 ， 进行改革宣传 。 在戏园处处

赛京城＿艺之乡天津 ， 要为读者关注和喜爱 ， ＝２
戏文和小曲最能迅速有效地攻破藩篱 。 林兆翰

对戏曲 、 曲艺的效力可谓了然于胸 。 子弟书虽 ^
然清朝时赃北京最力前 ， 赃传人天齡 ｔｉｇｉ ．？？ｆ２ｆ

°

变为
“

卫子弟书
，，

， 更富地方特色 。 瞽人以演＿＝
足

工
曲艺为生 ， 并菌然成风 ， ＾清中晚期京津地区 Ｓｔｔｆ－ｆｉｆｆ

＇

？

社会－景 。

“

子弟书
”

本以
‘‘

子弟
”

为身份尊贵

的象征 。

“

子弟
”

在戏曲 、 曲艺演出 中 ， 乃是 自
口＃— 曰 。

备车马 、 不收报酬之意 。 晚清旗人家道中落之二

后 ， 在茶园里演唱子弟书 ， 私下里收取酬劳 ，

以
‘‘

子弟
”

为名 ， 暗地取酬 ，

一度成为外城汉除在 《社会教育星期报 》 上登载子弟书 曲

人嘲笑和讥讽的对象 。 子弟书从厅堂跌至茶园 ，

文之外 ， 社会教育办事处还致力于发掘戏文 、

瞽人又习此以便贩售于达官贵人之宅邸 。词曲更多更广的功用 。 新成立的盲生词曲传习

林兆翰幼年聆听的子弟书 ， 即出 自 瞽人之 所以子弟书 、 西城板等俗曲教育盲人 ， 可谓一

口 。 他说 ：

“

吾乡有所谓子弟书者 ， 人家有喜庆 举两得 。 盲生词曲传习所始创于 Ｗ １ ５ 年 １０ 月 ９

事则召矇瞍奏之 。

”① 无疑 ， 在教育民众的文本 日 ， 创立的 目 的 、 教授的 内容 ， 在 《社会教育

选择上 ， 林兆翰唤醒了 自 己幼年的记忆 。 而且 ，

星期报 》 登载的创设报告上亦有详细说明 ：

早在办事处成立之前 ， 林兆翰即 曾亲 自参与戏

剧创作和剧本修订 ， 《社会教育星期报 》 第 ３ 号＃会教育 办 事处 以 现 时通行之 时调 小

登载 《新茶花 》 中
一段说 白 ， 正文后附识 曰 ：曲 多 不 正 当 ， 最 易 惑 人 听 闻 ， Ｍ社会 匪

“

此戏文于民国二年春兆翰同刘君渐逵草创 ， 经浅 ， 特创 设盲 生 词 曲 传 习 所 ， 授 以 京 子弟

严范孙先生润色 ， 是为改正戏文之始 。

”② 无疑 ，ｉ子 弟ＭＭ 调 ’ 以 期 逐Ｍ 除 旧 弊 ’

严修与林兆翰都极早地意识到戏文在社会教育＆ 良社会 。 已 于本 月 九号 ’＿ 历八 月 初

中的功用 。
一

’ 在办事处楼上开幕 。

③

所以 ， 办事处设立之初 ， 便成立有
“

艺剧


研究社
”

与
“

天然戏演戏所
”

两大戏剧机构 。

① 韩小窗 ： 《千金全德 》 ’ 林兆翰附识 ， 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

《社会教育星期报 》 更是将戏曲 、 俗曲文本及剧
② 《

民

社

国

会

铅

教

印

育

本

星期

曰

报

本

》

藏 。

评视为报纸内容的重头戏之一 。 林兆翰延请负③ 《社会教育星期报Ｈ ９ １ ５ 年 ９ 月 １９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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辙 。 陈哲甫 ， 天津人 ， 名恩荣 ， 以字行 。 他生

办事处以京子弟书和卫子弟书为文本教育于 １８ ６ ７ 年 ， 卒于 １ ９狀 年 ， 清光绪十八年 （ １８９２

瞽生 ， 所看中的子弟书特质 ， 显然不是清朝末年） 入县学 ， 第二年中举人。 曾入严范孙家塾

期瞽人游走于富贵之家 、 以唱 曲谋生的帮闲风教书 ， 后赴 日本弘文书院留学 。 自 日本回 国后 ，

格 ， 而是它的故事 内容适宜作为移风易俗的教历任北京高等师范校务长兼教授 、 燕京大学国

育文本 。 无论是登报还是教育盲生 ， 子弟书 已文系主任兼教授各八年 。 １９２７ 年返津任汇文中

经成为社会教育办事处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载学国文教员 。 不久后 ， 赴京任北平国立艺专 国

体 。 如上引启事与报告所言 ， 盲生所习之词 曲文教员 。 在 《社会教育星期报 》 第 ４８９ 号发表

与 《社会教育星期报 》 所登载之曲本 ， 皆取音《子弟书改良之建议 》
一文 ， 他写出子弟书的社

调和谐 、 词 旨纯正一派 ， 其意图正在于矫正不会教育功能之关键 ：

良词曲 ， 端正社会习俗 ， 裨益世道人心 。

子弟书作者在创作之时 ， 原本并未有意识卫子 弟 书 其 词 雅 ， 其 声 幽 ， 其 气 舒 ，

地赋予曲文教化之功 ， 但因多取材于盛行之戏其味长 ， 顾 曲 家早 许 为 天 津之绝 唱 。 吾 乡

曲或小说故事 ， 原作之精义附着 内容 ， 亦在改如李和 靖 、 华 学 霖诸 名 家 ， 卓然有 以 自 立

编之后的 曲词中保存下来 。 作者在将戏文或小于 时 。 大家 闺 秀读 书 针 黹 之 暇 ， 招 瞽 师 高

说原作改为说唱曲词的形式之后 ， 不免将 自 己歌 。 《 千金全德 》 以 写 其信义之行 ， 《长圾

的个人观感也倾诉在曲文之中 ， 如
“

小窗氏墨坡 》 、 《 训 子 》 、 《托孤 》 以传其 忠义之气 。

痕开写全德报 ， 激励那千古的英雄侠义肠
”

；

①大节 昭 然 ， 能使 闻 者 受 无形感 动 ， 足 以 励
“

此一回桃李芳园春宵佳会 ， 表先生高旷清标作薄俗 ， 挽人心 ， 获 益 无 穷 。 自 光 绪 中 叶社

美谈
”

；

② 故此 ， 子弟书 中多有赞叹髙洁忠烈事会上有一种俚 曲 （俗称 时调 ） ， 其大致不过

迹之作品 。 这也是有清一朝子弟书声名 日 隆 、言男 女私情 ， 其词句 则 鄙 陋不堪 。

广受赞誉的重要原因 。

对子弟书的正面评价 ，

一直与 曲文传达的《长坂坡 》 乃叙赵子龙救阿斗事 ； 《徐母训

道德观念息息相关 。 早在嘉庆年间 ， 时人顾琳子 》 叙徐庶母亲对徐庶晓以大义事 ； 《 白帝城托

即撰写讨论子弟书的专著 《书词绪论 》 ， 开篇孤 》 叙刘备临终前向诸葛亮托孤事 。 不难看出 ，

曰 ：

“

书者 ， 先代歌词之流派也 。 古歌为类甚陈哲甫所举之子弟书文本 ， 都与传统的忠孝节

多 ， 不能枚举 。 其大义不 出劝善惩恶之两途 。

” 义观相符 。 子弟书虽属俗曲 ， 但林兆翰和陈哲

评点者李镛评曰 ：

“

提出古歌 ， 立意正大 ； 提出甫都在文中着意将子弟书与流行的俚曲 、 时调

惩劝 ， 尤与风化相关 。

”③ 文词高雅 ， 曲韵婉转加以区分 ， 以子弟书重在传导忠孝节义等道德

的特色 ， 被后人一再提及 ， 谓其
“

音调沉穆 ，
观念 ， 而俚曲则言男女之情 ， 词句鄙陋。

词亦高雅
”

、

“

词婉韵雅
”

， 誉为说书之
“

最上关于子弟书对于社会教育的价值 ， 陈哲甫

者
”

。 林兆翰对子弟书 的观感 ， 正与此一脉相在另一篇登载在 《社会教育星期报 》 第 ３１ １ 号

承 。 他说 ：上的 《卫子弟书之价值 》
一文中 ， 不无夸张地

论及子弟书对人之心 、 神 、 气之感染力 ：

音调和谐 ， 词 旨 纯 正 ， 穆 然 为 承平雅

颂之声 ， 以 此传 习 ， 用 以 转 移社会之风 尚 ，心之感 ， 听 子 弟 书 能定 心 、 平 心 、 悦

庶几 向 所 谓 邪 词 艳 曲 靡靡之 音 不 战 自 败 ，



于世道人 心 ， 或 者 不 无 小 补 ， 移 风 易 俗 ， ① 《子弟书全集 》 ， 第 ４ 卷 ， 第 １５４ １ 页 。

莫善于乐 。 其殆沿流溯 源之意乎 ！

④② 《子弟书全集 》 ’ 第 ３卷 ’ 第 １ １ＳＳ 页 。

③ 引 自 《子弟书丛钞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 ９８４ 年版 ， 第 ８２ １

页 。

上文提及的陈哲甫 ， 观念与林兆翰如出一 ④ 韩小窗 ： 《千金全德 》 ， 林兆翰附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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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润 心 ， 三 弦挥手 ， 觉 一种凝 重 和雅 气＿

味 ， 从脑 后 渐 引 上来 ， 使心 气 顿 开 ， 别 呈
二

－ 驗入＃？ ’

不过 ， 《千金全德 》 尚未登载完毕 ， 办事处
之 书

！ ｆ
养神

ｉｔ ？Ｂ然意识到 了稿件短缺的危机 。 子弟书经过清

ｔＪ１ｉ
代中 、 晚期的繁盛阶段 ， 在民 国初年 因受到大

ｎｕｔ鼓等新兴俗 曲 的冲击 ， 日 渐式微 ， 其声消歇 。

或英雄气概 ， 或儿女情肠 ， 皆 以 委婉 ３ 词 ，

＋ 宙糾去
？

，

、

丨

、
丨工进 ４？本猫 ｉｎ＃工本泌ｉｒＫ

本 贪堪 Ｓ 佑 Ａ 妯 奂 — 玆 咅＾ 法办事处有七、以子弟书为教材 ’ 却苦于无米下坎 ’

ｆ
ｆＬｔｌ？５

＇

ｆ自
为此特地在 １ ９ １ ６ 年 《社会教育星期报 》 第 ７４ 号

＂

＼ｊ 
之感 ， 每 当 退 食 ， 自Ａ在 床 僵 息 ，

亩＾
．ｗ
ｊ

－

ｒｒ ． ｔ
ｆ ｉ击

＂
“

／ｒ

Ｐ
斤子弟 书 一

－

回 ， 可将郁 气燥 气俗 气全然
Ｓ出征曲启事 ， 广 向社衣征求 曲文 。 该启事在

＾次年 ２ 月 ４ 日 出版的第 ７８ 号中又重复刊登－次 ，

涤消 ， 而 和 气侠 气 勇 气 渐次增 加 ， 细 心 领， ａ

略 ， 及 思 睡 而 止 。 真个是妙音送梦 ’ 雅 韵 二Ｕ，Ｊ， 工２２？，
通神 ， 有不可 以 言语形容者 。■㈣〒 ｉｐｍ ｉｔ’£ ＃＿ 弓 １ 了

有心人的积极参与 。

陈哲甫非麵赏子弟棚文 ， 本人？诸天賴侧家萧文ｍ舰ｐ的重要参

此道 。 擎友李金藻 （ １ ８７ １
—

１ ９４８ ） 听其唱曲后 ，

与者 。 萧文澄 ， 字寄观 ， 《天津书画家小记 》 载

有诗作 《 听华海 门 陈哲甫唱子弟书 》 ， 记其事 其
“

善书
”

。 他在 １ ９ １ ７ 年 ６ 月 至 １０ 月 期间 ， 花

０ ：

＂

陈子有同调 ， 濡染 由童孩 。 阿母识音善 ，

费整整四个月 时间 ， 对朋友收藏的 ３２８ 种子弟

无事闲推敲 。

，，

可知 ， 陈哲甫的母亲通晓音律 ，

书文本逐一摘选 、 点评 ， 写成 《子弟书约选 日

对子弟书之音乐常加探讨 ， 颇有心得 。 陈哲甫 记 》 ，

④ 并抄录正文 ， 以待登报和教育盲生 。

？

对子弟书的喜爱 ， 即 由母亲相授 。 而哲甫亦回 《 日记 》 中 《 白帝城 》 等篇后批注载于 《社会教

忆母亲尝以子弟书名篇 《千金全德 》 为其启蒙 育星期报 》 。 部分篇 目后标
“

可教盲生
”

， 应与

之教材 ：

“

我母俞太恭人素好此曲 ， 忆儿时篝灯 社会教育办事处的 曲文征集启事与盲生词曲传

授课后 ， 辄留 時间为讲故事 ， 常及窦公好义 ，
习所有着密切的联系 。

桂英贤淑 ， 用 以为训 。 恩荣习 闻此等高谊 ， 且萧文澄选钞子弟书文本的标准 ， 与 《社会

能摹仿声调 。 语云闻其乐而知其德有以矣 。

”①教育星期报 》 要求相合 ， 首推其
“

事
”

， 凡描写

陈哲甫在子弟书上的独特造诣 ， 让他成为忠臣孝子、 节妇烈女 ， 其人其事有益社会教化 、

教育办事处盲生学习子弟书 的指导老师之
一

。 道义人心 ， 均嘉许褒扬 ， 径行选入 。 与此标准

林兆翰记录说 ：

“

燕京大学教授陈哲甫先生课余相左 ， 标明
“

不选
”

之篇 目 后 ， 批注多直指 曲

之暇 ， 辄研究卫子弟书以 自娱。 客腊寒假旋里 ， 文
“

与社会教育不合
”

、

“

无关教育
”

、

“

与教育

每 日上午八钟来本处传习盲生边景波 、 刘成庆宗旨不合
”

、

“

迷信
”

。

《千金全德 》 并指示音节高下 ， 刻已成诵 。

”② 与萧文澄选钞的子弟书文本 ， 如改编 自 《琵

陈哲甫一样 ， 天津精通此道的 尚有津门名士胡

芰孙 、 华海 门等先生 ， 他们对子弟书 的 了解 ， ① 韩小窗 ： 《千金全德 》 ， 陈恩荣 （ Ｂ卩陈哲甫 ） 附识。

最初均出 自母亲的教授 。

“

阿母喜闻 曲 ， 自幼耳② 陈哲甫 ： 《子弟书改良之建议 》 ， 林兆翰附识 ， 《社会教育星

熟来
”

的华海 门演唱子弟书时
“

其声沉 以郁 ，

躲亩思靡
Ｗ＾，③ 李金藻 ： 《听华海门陈哲甫子弟书 》 ， 《社会教育星期报 》

其气荡以 回、 ③ 胡芰孙深通词 曲而对卫子弟书１ ９２８ 年 ２ 月 １ ２ 日 。

犹为赏识 ， 其母亦嗜此音 ， 所以陈哲甫在怀念④ 《子弟书约选 日 记 》 ， 稿本 ， 天津图书馆藏 ． 下文所引均出

与母亲一同听曲 的情景之时 ， 特别提及芰孙先自＃夂

Ｕ⑤ 参见拙文 ： 《天津藏子弟书之编 目 、 传抄与流向 》 ， 《 中国社
生想亦同此情景也 。 这些足津名士们营造了共餅学院文学研究所所刊 ２００９ 》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同欣赏 、 研讨子弟书的氛围 。２０ １０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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琶记 》 之 《描容 》 、 《行路 》 、 《廊会 》 ， 叙赵五娘语 ） ；

“

江湖流娼 ， 伤风败俗
”

（ 《女觔斗 》 批

寻夫之苦情 ， 《 日记 》 批曰 ：语 ） ；

“

琐屑之极
”

（ 《拿螃蟹 》 批语） ， 但更多的

篇 目 ， 只笼统批云
“

无大意味
”

，

“

无甚意思
”

，

《描容 》 作 一 段 ， 《 五娘行路 》 ， 计 三
“

无味
”

。 在看似单一化 、 平面化的表述下 ， 萧

（ 四 ） 回 ； 《 廊会 》 两 回 。 将赵五娘苦楚 贤文澄重视的
“

意味
”

、

“

意思
”

， 实际上有一个明

孝 ， 描写 殆尽 。 宜选登报 ， 庶可挽颓风也 。确的指向 ， 即是否有益于世道人心 。

有趣的是 ， 萧文澄为
“

登报
”

和
“

教育盲

《周西坡 》 叙唐初罗成为人设计所害 ， 身死生
”

挑选曲 目 的标准略有差别 。 萧文澄选曲之

泥沼事 。 批曰 ：首要条件是摈弃淫邪之曲 ， 选用高雅之作 ， 但

盲生学曲 ， 本为谋生之用 。 民 间喜闻乐见之作

形容 罗 士 信 之 忠 孝 ， 可 为 千 古 法 则 。 品 ， 往往需要有惊心动魄的 曲折剧情 、 善恶有

按 ： 历代群小 怀谗 ， 忠 臣 陨命 ， 抚今追昔 ， 报的团圆结局 ， 甚至是插科打诨的无聊插 曲 。

大抵如斯 ， 可为浩 叹 。譬如 ， 改编 自 《水浒 》 故事的 《活捉 》 ， 叙张三

郎被阎婆惜之鬼魂吓死之事 ， 按照前述萧文澄

《登楼 》 叙罗成之妻庄翠琼孝养婆母 ， 登楼之标准 ， 亦为
“

全篇说鬼
”

之作 ， 然亦批 云

望夫 ， 批曰 ：
“

盲生可学
”

。 叙六月 飞雪一洗冤情的 《斩窦娥 》

虽
“

无甚意味
”

， 但是剧情表达的善有善报的朴

孝亲敬夫之意 ， 见于言表 。素观念 ， 亦
“

可教盲生
”

。 至于子弟书中的凑趣

斗笑之作 ， 在 《 日记 》 中更是比比皆是 。 《两宴

次而取
“

意
”

。 凡文意高雅 ， 有益于社会教大观园 》

“

趣语颇多
”

； 《刘高手探病 》

“

诙谐讽

育 ， 熏陶情操 ，

一概抄录 。 如 《桃李园 》 叙李世
”

； 《下河南 》

“

即俗传罗锅腰抢亲 ， 可斗笑

白与诸子弟饮酒作诗之情境 ， 萧文澄批云 ：也
”

； 《顶灯 》

“

凑趣斗笑
”

， 不一而足 。 搞笑逗

乐 ， 显然无益提高 国 民素质 ， 却是瞽者借以推

桃李 芳 园 ， 千 古 雅 集 ， 作 者 本 序 语 ， 销的最佳噱头 。 看起来 ， 有时候 ， 教育者的教

文意 既清 高 ， 而衬 带 亦 无俗气 ， 宜釆登诸育理念和审美观念 ， 在面对受教者的基本生存

报 ， 以供众览也 。问题时 ， 也不得不低头 。

在萧文澄的大力支持之下 ， 《千金全德 》 之

又如据苏轼名文改编之 《赤壁賦 》 ， 批曰 ：后 ， 《社会教育星期报 》

“

词曲栏
”

登载的子弟

书曲文共有五种 ， 均为名家韩小窗之名作 。 小

通篇 皆用 成语 ， 意颇佳 。窗所制之曲 ， 多演忠孝节烈故事 ， 故颇为时人 、

后人所重 。 《社会教育星期报 》 所载韩作 ， 均系

再次重于文词 。 如言 《武陵源 》

“

词句古雅忠臣 、 节妇 、 明君 、 孝子之事 ， 与办报之意 旨

可爱
”

； 言 《林和靖 》

“

纯然一篇清谈文字
”

； 言相合 。

《渔樵问答 》

“

文字清逸
”

； 言 《韦娘论剑 》

“

文

笔明畅
”

。 凡文意可取而文词稍逊者 ， 均另加注？

①

子弟书 自雜＿于北京肇兴 ， 先后传入

沈阳 、 天津 ， 均在当地得到发展 。 卫子弟书 出

与上述钞选之标准相左 ， 在 《 日 记 》 标明
＋镇 曰 户 却厶铕 Ｈ毋山 目祛砧说碰奋① 《 日记 》 批云 ：

“

可选登报。 惟文字冗长 ’ 似宜加以删改 。

”

不选 之■篇 目后 ， 部分篇 目指出具体的批评意
② 《 日记 》 批云 ：

《

文字龍 ， 可钞存 ， 惟须咯为润色 。

”

见 ， 如
“

事既卑鄙 ， 词尤猥亵
”

（ 《送盒子 》 批③ 《 日记 》 批云 ：

“

惟嫌少有说字 ， 须加刪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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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芳 ： 民国年间天津的子弟书教育


自北京 ， 却在曲艺之乡 的熏染下 ， 形成了 自 己态 ； 叙述之言则 由 唱者用中调 以描摹其神情
”

。

鲜明的特点 。 陈哲甫对卫子弟书的传播和改进各类情状 ， 都能得以惟妙惟 肖 的描摹 ，

“

使闻者

也有所贡献 。 他根据子弟书在天津流传的实际如身临其境 ， 忽悲忽喜 ， 忽歌忽泣 ， 其感动力

情况 ， 提出了子弟书演唱的改良方案 。 他认为 ， 当有胜于粉墨登场化妆作剧者矣
”

。

子弟书对于当时的接受者来说 ， 缺陷在于
“

词最后 ，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 ， 《社会教育星

意稍深 ， 不易领会 ， 声调稍平 ， 不易动听
”

。 并期报 》 在第 ２ ９ ７ 号上响应北大征集歌谣的倡

以 《千金全德》 为例 ， 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议 ， 刊登了 《征集 旧歌谣 》 的启 事 。 编者认

子弟书一般的演唱方式是不分角色 ， 由
一 为 ， 民俗歌谣 ， 虽不登大雅 ， 但

“

遗风流俗 ，

人独唱 。 若是从头至尾声调不作变化 ， 容易流必有存者 。 樵歌渔唱 ， 皆天然造化文章
”

， 所

于平淡 ， 令听者感觉乏味 。 陈哲甫提出 ， 演唱以
“

极愿特辟一栏 ， 随时甄采登载
”

。

①不过 ，

者需要根据角色年龄 、 性别和表达情感的不同《社会教育星期报 》 采纳子弟书为 内容 ， 实际

而模拟出不同的声调 。 他在 《子弟书改 良之建早在这之前就 巳经开始 ， 可谓是引 领一时风

议 》
一文中言道 ：

“

高而清者 ， 肖女子声 ； 低而气之先了 。

浊者 ， 肖 老生声 ； 半清浊者 ， 为 唱者传述之

声 。

”

《千金全德 》 的主角是高怀德父女 ； 配角本文作者 ： 南 京 大 学文 学 院在站博士后 ，

是怀德从军之后收留桂英的窦 氏夫妇 。 陈哲甫中 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 员

认为 ， 此篇曲文在演唱 中 ， 宜以三种声律加 以责任编辑 ： 马 光

区别 。 如此 ，

“

怀德 、 禹钧之言 ， 则浊其声以状
其富翁仗义 、 寒士失时之概 ； 肖 窦夫人 、 桂英

之言 ， 则清其声 以状其老年温厚 、 少女零丁之① 《社会教育星期报 》 挪 １ 年 １ 月 ２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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