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年，美国人埃米利·伯利
纳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张“唱片”。
!#$% 年由英国留声机公司录制的
中国戏曲内容的“小天使”单面唱片
共有 &'(面首次在上海发行，其中
就有京戏和苏州滩簧唱片。不久美
国“胜利”公司的第一批唱片中也有
苏滩唱片。

苏滩用源自江南地区
的民间小调! 演绎乡土情
味浓郁的民间生活片段!

充满活泼的草根气息

苏滩和评弹是上海开埠后最早
进入上海的两种戏曲。“苏滩”发源
于清朝中期，早期的苏滩沿袭《琵琶
记》《白兔记》《牡丹亭》等昆曲剧目，
但多演折子戏，乾隆时代沈起凤所
作《文星榜》中就已出现“唱滩王”和
“《卖橄榄》”之词，在第四出中，有科
诨道士云：“唱滩王是我起首。”又
云：“‘卖橄榄’粗话直喷，‘打斋饭’
嚼蛆一泡。”苏滩来到上海，在发达
的都市社会极为开放的文化氛围中

迅速走向俗化，演唱平民生活，轻松
活泼，幽默滑稽，吸收了大量的民间
小调，成为上海民众喜闻乐见的曲
艺。在 )$世纪二三十年代，苏滩非
常时髦，以其活泼的单人或双人搭
档形式，最快登上上海第一个游戏
场“楼外楼”演唱，"$多名名角在上
海留下了 )($多张唱片。
苏滩用源自江南地区的民间小

调，演说乡土情味浓郁的民间生活
片段，充满活泼的草根气息，最有名
的《卖橄榄》《马浪荡》两出便是。苏
滩演唱青年男女的情爱生活，不时
闪现亮色，由婉转抒情的民间小调
伴唱。
王彩云、王美云合唱的《手扶栏

杆》是属于“结织私情”一类青年男
女的情爱戏，用优美的“苏州小曲”
来唱。从“手扶栏杆可叹第一声”一
直对唱到“手扶栏杆可叹第十声”。
男青年对女青年的专一有点疑心，
故要动身。远离是爱情的杀手，先是
女方劝郎一路要当心，依依不舍，最
后是男方要女方罚一个咒，否则“总
归不放心”。唱片一开头，女方是这
样唱的：“手扶栏杆可叹第一声，鸳
鸯哪枕浪劝劝我郎君，路上鲜花少
要去采，上船哪下车末自己倷当心。
咿呀呀得而哙，说拨拉郎来听，贤妹
妹叮嘱倷句句记在心。”男接唱：“手
扶栏杆可叹第二声，贤妹妹你不必
常常挂在心，路上闲花哪有工夫采，
上船哪下车末我自己会当心，咿呀
呀得而哙，说拨拉贤妹妹听，轧姘头
吊膀子本来勿相信。”
唱到末尾，女唱：“手扶栏杆可

叹第九声，情哥哥要动身末万万亦
不能，几年恩情到如今，为什么此刻
末你变了心，咿呀呀得而哙，说拨拉

郎来听，倘然你讨饭末小妹妹后头
跟。”男接唱：“手扶栏杆可叹第十
声，贤妹妹你个说闲话末句句是真
心，不看三男并四女，看只看鸳鸯末
枕浪一段情。咿呀呀得而哙，总归勿
相信，若要我相信倷罚一个咒拨我
听。”两个情人既有情义又有疑猜，
在一来未以银钱迎娶，二来不是爹
娘配婚下，男方叹息“露水夫妻末当
不得什么真”，女方劝慰“一夜那夫
妻末有了百夜恩”。在远行临别之
际，彼此心中的依恋和真实的想法
在对唱中直率倾吐，尤其男方的思
来想去，既感动又担心之心情，表现
得淋漓尽致。

苏滩对市民生活中的各类人
物，进行具体细腻描绘，引出笑话；
对洋场生活和娱乐中的各种丑陋，
进行讽刺嘲笑。郑少赓在一张唱片
里有两段说唱《时髦阿姐》和《乡下
大姐露马脚》，后者很幽默地描画了
一个初到上海的女佣所出的洋相：
“我说乡下场化出仔一个好大

姐，叫面孔标致人扎乖，可惜赅着仔
个穷夹里个爷，叫俚田横头哪哼好
去过日脚？俚倷逃到上海来，郑家木
桥字也朆来拆，碰着仔个白荐头笃
老伯伯，一荐一家大人家，打点服侍
一位老太太。俚倷刚到公馆里，样样
事体勿明白，个马桶夜壶灶头浪向
摆，汤罐里去汏脚带。看见黑胡苏饭
司务，煞死叫俚老太爷。个日老太太
末发节气，叫俚来末扚扚背罢，俚倷
缲拳捋臂到斜肩胳，到背心浪向别
别又跋跋，拿个老太太一顿生活打
煞快。倒说老太太末喊救命，叫倷一
声好大姐，我今朝要想适意点，故歇
反而要去吃伤药，倷豪燥点买个两
张伤膏药。个做仔实梗半年把，全头

朆个学写斋，叫胭脂点点粉拍拍，一
样也会骚极怪儿濑，看见小伙子，一
心要想鬼搭搭。个大少爷末看中俚，
煞口拿俚工钿加，一加加到四洋八
百，倷总归勿要换人家。啊呀好大
姐，倷个心里是阿明白？”

苏滩还吸收佛教念佛音乐、道
教道场音乐，进行滑稽说唱；选择民
间传说、儿歌、贯口、绕口、杂腔俚
谣，演说现代故事。如“有一个胡子，
骑仔一只驴子”的绕口令，“天浪七
簇星，树浪七只莺”之类贯口；如“外
国闲话香蕉那能讲？答：剥了皮吃。”
“轮船开到大世界里，堂倌吓得盘到
铜吊里”等的混搭。

苏滩的演唱内容及其音乐、演
唱形式对后来在上海形成的本地滩
簧、滑稽戏和宁波滩簧等曾产生过
深远影响。

近代弹词和评话乃发源于苏
州。苏州地区地灵物华，文脉深厚，
名人辈出，有着深远的文化积淀。苏
州评弹艺人纷纷闯入上海，沪上顿
时书场密布，评弹便在上海遍地开
花。据 !#!$年《申报》记载：“上海的
书场业有一个疯狂发展时期，三、四
马路、大兴街附近一带以及南市城
隍庙等处，简直是五步一家，十步一
处，到处悬挂着书场灯笼与招牌。”

在 !#&#年以前老唱片中灌录
的有魏钰卿、杨月槎、杨星槎的《珍
珠塔》；有三单档夏荷生、周玉泉和
徐云志；三双档蒋如庭、朱介生，朱
耀祥、赵稼秋，沈俭安、薛筱卿；还有
其他名家。其中珠联璧合、对评弹的
发展起承上启下影响的，是沈薛大
响档。
沈薛除唱《珍珠塔》风靡二三十

年代外，还唱新小说《啼笑因缘》，

《旧地寻盟》和《绝交裂券》两张唱片
恰如上下两联，唱主人公两人小别
后约在原地花园中重逢，以“虫唧
唧，草青青，他是不堪回首旧时情”
开头，即把场景处于一个尴尬沉重
的气氛里。樊家树欲挽回旧情，惜女
友沈凤喜已投入刘将军怀抱，以“残
花败柳”为借口，以感恩送上一张加
倍奉还的四千银支票，了断与樊家
树的前情。樊怒发冲冠撕碎支票，以
此决断。憾深愤极之下，有一个三个
“为了你”后紧接着三个“一”的唱
段：“我本是，那穷书生，何曾见支票
一纸有四千银。支票，支票啦！想你
是无上威权大，真所谓是金钱的魔
力世间闻。为了你末逐亲儿，贩劣
品，纵然父子有恩情，为君减却了两
三分；为了你末分遗产，上法庭，纵
然弟兄有恩情，为君减却两三分；为
了你末拉台子，讲交情，纵然朋友有
恩情，为君减却两三分。今日里末凭
君一纸把旧情割，海誓山盟一旦倾，
把我是视同市侩一般人！”调子一
转：“支票，支票，莫道世人都钦佩
你，我把你末碎骨粉身施极刑，看你
横行到几多春！”这段唱词，一气呵
成，听来有一吐而快之势，淋漓尽致
地谴责了金钱的罪恶，表达了樊家
树面对现实的悲愤和“富贵两字等
浮云”的超然豁达心境。

!#%"年 !!月 )#日《申报》报
道，“上海播音界最脍炙人口的是弹
词，每天共有 !$%档节目，每档以
&$分钟计算，总数为 &!)$分钟，即
("小时又 &$分钟。”评弹占据了电
台 #$*的播出时间。琵琶弦子声曾
经缭绕在马路弄堂、夜上海上空，大
量的市民是在与唱片和电台接触中
喜欢上了评弹。

从老唱片看多元博采的海派文化（中）
! 钱乃荣

" 民国时期苏滩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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