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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台·会馆·移民文化

李祥林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从中国 剧 场 发 展 史 看,在 独 立 的 戏 园 出 现 之 前,或 者 与 独 立 的 戏 园 相 辅 相

成,会馆、神庙戏台是戏曲演出的极重要场所。从传播学角度看,移民会馆也是向大众传播

戏剧文化的重要场地,除了会馆戏台上艺人唱、做、念、打的动态演出,各种静态的戏曲故事

及人物雕刻作为会馆 建 筑 装 饰,亦 可 谓 是 绝 妙 传 神 的“无 声 戏”。结 合 田 野 考 察 与 历 史 文

献,考察移民会馆与戏曲文化的关联,是戏曲学研究不可忽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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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中国西南部的四川是移民大省,古代四川历史上有过多次大规模移民潮,其中以明末清初所谓“湖
广填四川”最有名。“广东湖广与江西,客籍人多未易稽。吾处土音听不得,一乡风俗最难齐。”清人王正谊

《达县竹枝词》中所言,正是巴蜀地区实情。入川的移民多,他们修建的会馆也多。大大小小的移民会馆分

布在巴山蜀水,扎根巴蜀的移民文化也与巴蜀戏剧结下不解之缘。从我国剧场发展史看,在独立的戏园出

现之前,或者与独立的戏园相辅相成,会馆、神庙戏台正是戏剧演出的极重要场所。有鉴于此,本文以移民

会馆及戏台为切入点,结合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察两方面,就巴蜀戏剧与移民文化的关联指说二三,以供同仁

参考。

一

对于既研究戏剧又研究民俗的我来说,移民会馆是我留心已久的对象。尤其是近年来,在我东行西走的

田野经历中,不管是城市还是乡镇,每到一处,访查会馆戏台、神庙戏台成了我的习惯。馆者,客舍也,乃接

待宾客的房舍。《诗·郑风·缁衣》:“适子之馆兮”。孔颖达疏:“馆者,人所之舍,古为舍也。”《左传·襄公

三十一年》:“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高其闬闳,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杜预注:“馆,舍也。”会馆又称公所,

是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具有同乡及行业的特

点。按照《辞海》的说法,其起源甚早,汉代京师已有外地同郡人的邸舍,南宋杭州有为同乡谋公益的组织。
“会馆”之称始见于明代,据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稽山会馆唐大士像”条载:“尝考会馆之设于都

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入出都门者,藉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该馆即后

来的浙绍会馆,位于京城北虎坊桥东)及至清代中期,会馆在各地出现很多,相当兴盛。由同乡会或行会(同
业公会)建立的会馆,主要有同乡会馆和行业会馆两种类型,或二者兼具。尤其是同乡会馆,是为了同乡人

来到异地有个落脚之处以及对外办事便利,遇到什么问题还可以来此寻求乡人帮助。在这里,老乡见老乡,
彼此“敦亲睦之谊”、“叙桑梓之乐”,其乐融融。会馆建筑形式以四合院为主,神殿、戏楼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建筑布局上,按照北屋为尊、南座为宾、两厢为次、杂屋为附的传统礼制,戏楼位于会馆中轴线上最前端,正
面向北,朝着供奉主神的正殿。戏楼一层架空,作为会馆的入口,二层即为演戏之舞台。这种戏楼,又称乐

楼,多见于会馆、神庙。清代蜀地文人李调元谈及家乡的牛王庙戏楼时尝言:“乐楼者何 ? 每岁祀牛必演剧,

剧必有楼,所以祀神而共乐之也。”(《童 山 文 集》卷 八 《略 平 牛 王 庙 乐 楼 碑 记》)会馆戏楼,飞檐翘角,形体高

大,建筑气派,进门来,台前天井内空阔的院坝,是民众看戏或集会的场地,而戏台左右两侧廊楼或厢房,亦
可供观戏安座,类似今天的包厢。总之,具规模的会馆“必皆有戏楼,高七八尺,空其下,为山门进出之路,两
旁则为看楼,高与戏楼等”(周 询《芙 蓉 话 旧 录》卷 三)。会馆带戏楼的建筑在巴蜀地区 多 见,如 自 贡 西 秦 会

馆、成都洛带广东会馆以及宜宾李庄的禹王宫、遂宁市区的天上宫,等等,为大家所熟悉。



移民会馆,规模或大或小,市井喧闹的都市中有,民风朴实的乡场上亦见,在巴山蜀水有广泛的分布。地

处四川盆地北部的三台县,即是“五方杂处,习俗不同”(民国《三台县志》卷二十 五)。清人陈谦《三台县竹枝

词》有云:“五方杂处密如罗,开先楚人来更多。闽人栽蔫住平地,粤人种芋住山坡。”2008年4月中旬,也就

是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前夕,承蒙友人联系及当地文化部门帮助,我来到三台县西平镇,考察地方民俗文

化。有“小三台”之称的西平,位于三台县城西33公里处,距离成都120公里,地处涪江支流凯江之滨,原名

观音场,兴场于清康熙十年(1671),是一个民风淳朴又颇具规模的古老场镇。据镇政府同志介绍,该乡镇面

积77.31万平公里,人口5.6万,其中85%以上是清初“湖广填四川”时,从福建、广东、江西、湖北等地迁入

的移民。场镇城区2.5平方公里,分新城、老城两部分。老城格局跟三台老县城(潼川镇)颇相似,有建于清

嘉庆年间的古城墙,有四方大小7道 城 门,有 陈 年 的 旧 民 居 和 斑 驳 的 石 板 路,还 有 作 为 客 家 文 化 标 志 的 福

建、广东、江西、湖广四大会馆遗址。诸会馆中,保存最好的是广东街上的广东会馆。馆内戏楼迄今犹存,尽
管早已青砖砌墙改作民居,但朱红色的高大立柱、飞檐翘角的歇山式大屋顶,以及不偏不斜的穿斗木结构建

筑整体,依然保留完好。西平老城,乃依凯江走势沿江而建,因此城门及街道在方位上较之实地有些出入,

譬如东门,其实际朝向应是东偏北。(城区与实地方位相错的例子,省府成都就是典型。)尽管如此,这座广

东会馆戏楼仍大致循守北向而建的规则,与之相对的是面阔三间的神殿(惟左侧临街一间因扩街后新建楼

房而被拆除),从褪色的大红柱头尚可想见当年景象。院内有棵年轮古老的大树,躯干粗壮,绿叶满枝,长得

相当茂盛,向来客诉说着场 镇 的 悠 悠 历 史。戏 楼 右 侧 房 屋,也 就 是 我 们 进 门 之 处,若 按 照 该 会 馆 的 结 构 复

原,应是厢房所在,真正的入口当 在 戏 楼 下 面。这 临 街 的 厢 房,建 筑 基 本 完 好,青 碧 筒 瓦 覆 顶,可 窥 当 年 气

派。今为镇文化中心,老年协会也在这里。临街挂着“广东馆茶园”的匾牌,有不少老人在此喝茶休闲。此

外,还悬挂着“玩友之家”的红色横幅,相当醒目,另一横幅上写着“西平玩友川剧团精彩演出”,是“云同禅寂

院”赠送的贺旗。看来,凝结着古老记忆的会馆及戏台,还有锣鼓声声的民间演剧,在乡民们心中割舍不去。

西平老城西街,有江西会馆遗址,建筑物所存不多。江西馆又称万寿宫,所祀即为江西地方保护神许真

君。古时有江西人聚居的地方,就有万寿宫,鼎盛时全国各地有万寿宫上千处。昔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

四川”之说。从地域上看,楚、赣相邻,由于长江交通便利,在汇入四川的移民中,来自赣地者不少,清代蜀中

竹枝词所谓“磁器店皆湖州老,银钱铺尽江西人”(定 晋 岩 樵 叟《成 都 竹 枝 词》)、“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

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六 对 山 人 《锦 城 竹 枝 词 百 首》),反 映 出 该 事 实。方 志 文 献 方

面,清乾隆《广元县志》卷七载:“献逆蹂躏后,土著者少,其四方侨寓,率皆秦、楚、吴、粤之人”;清同治《仪陇

县志》卷三载:“邑中湖南、北人最多,江西、广东次之,率皆康熙、雍正间入籍”;民国《泸县志》卷三载:“泸人

自明末遭流寇之乱,死亡转徙,孑然无多。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广东、江西、福建次之”。有人

统计,“万寿宫建得最多的是在四川省,共有300多个”[1]。成都市区内的金玉街,清代有浙江会馆、江西会

馆和广西会馆,人称“三道会馆”。金堂县位于成都东北部,是川籍秦腔名伶魏长生的家乡,该县土桥镇距离

县城68公里,当年为客商汇聚之地,修建了不少会馆,迄今犹存湖广会馆、广东会馆,江西会馆则位于该镇

第二小学内,主体建筑虽凐毁,但其屋基及古树尚存,犹能想见当年殿堂规模。2005年5月初,笔者前往实

地考察,拍了若干照片,见学校门前道路侧有路标写 着:前 行2.2公 里 处 为“江 西 村”。以“江 西”命 名 的 村

子,在成都龙潭寺北去的木兰乡亦有,从村名上不难看出外来移民保留祖籍和族群记忆的执着心态。郫县

位于成都西郊,迄上个世纪20年代末,该县郫筒镇东街有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的万寿宫,唐昌镇南街有

建于雍正四年(1726)的万寿宫。乐山市所辖的犍为县,据地方史志材料,该县清溪镇和怀安镇均有清代建

筑万寿宫及戏楼,后者建于乾隆三十年(1765),前者建于雍正年间。又如这三台县,据统计,其主要场镇如

潼川镇、西平镇、芦溪镇、刘营镇、乐安镇、金石镇都有江西会馆,此外,潼川镇、刘营镇、景福镇还有江西移民

修建的五显庙、江西庙,等等。

二

会馆内有戏台,平日也常有戏剧演出,前人所谓“会馆戏多看不难”(六 对 山 人 《锦 城 竹 枝 词》),当 是 实

情。定晋岩樵叟的《成都竹枝词》刊于清嘉庆十年(1805),自称“风土人情皆纪实”,其中为我们留下了蜀地

移民会馆演剧的情况:“会馆虽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观场人多坐板凳,炮响酬神散一齐。”又写到蜀

地民间过元宵灯节:“元宵处处耍龙灯,舞爪张牙却也能。鞭炮连声灯烛亮,黄州会馆果堪称。”“过罢元宵尚

唱灯,胡琴拉得是淫声。《回门》《送妹》皆堪赏,一折《广东人上京》。”从演剧内容来看,跟来川移民的兴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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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当不无瓜葛。光绪二十三年(1897),有名叫丁治棠(合江人)的仪陇县学训导来省城述职,住在成都南

打金街荣隆店,一个半月时间里屡屡看戏,在其留下的《丁治棠纪行四种》中,就有四月二十日在湖广馆看文

星班演出《挂画》和《调叔》、五月二十九日在江西馆看该班演出《胭脂乳》等等的记载。这个文星班,兴起于

咸丰年间,是崇庆县的戏班,常在成都和川北一带活动,会馆正为其提供了频频亮相的场所。长江边上,重
庆市中区东水门街的湖广会馆,相传当年原有很多座戏台(今天仅存其一),曾有“戏台九重,台台不见面”之
说。该会馆作为目前地方政府恢复打造后隆重推出的民俗文化景观,每天下午三点钟,也特意为游客们安

排有一场川剧折子戏。前述金堂土桥的广东、湖广二馆,戏台均保存完好,笔者实地考察时从馆内以志愿者

身份担当日常事务管理的老人口中得知,湖广馆如今在春节等传统节日期间,仍然会有戏班登台唱戏,而且

观者甚众。从会馆布局看,除了在入口处修建高大气派的戏楼,也有在会馆庭院内设置小戏台的。位于成

都东山的洛带镇是客家人聚居地(占全镇人口的90%左右),有“西部客家第一镇”之称,该镇的会馆群如今

驰名遐迩,除了广东会馆、湖广会馆,尚有清代乾隆年间修建的江西会馆,尽管该会馆建筑在建国后因街道

扩建而有所拆除,但其过厅、中厅和后堂,以及厅堂之间天井内的一座精巧的小戏台迄今保存完整。这种庭

院中的小戏台,三面凸出,面对厅堂,过去在江南地区当不鲜见,主要是家庭休闲或待客时看戏之用,或者是

有钱人家所养家班演戏的场所。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关于这种具私家空间性质的戏台上的演出,不乏描

写。今洛带江西会馆前广场上,又有宽大的重檐歇山式万年台,虽系现代打造的仿古建筑,但放在与坐北朝

南的会馆遥遥相对的位置上,倒也符合传统规则。

从民间信仰看,会馆戏楼或戏台在建筑方位上是面朝着供奉神灵之正殿的,演戏以酬神娱神的功能在此

显而易见。移民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信奉的神灵也多种多样,犹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谈到客家时说的,
“各省人有各省人独特的祀神、独特的会馆”。蜀地移民会馆,正是各有其祀,如湖广籍祀禹王、山陕籍祀关

帝、福建籍祀天后、江西籍祀许真君、广东籍祀南华老祖等等。与此相应,祭祀神灵、聚集乡民的会馆在民间

也兼有了宗教宫庙之称,如天上宫(天后宫)、禹王宫、南华宫、万寿宫、武圣宫等等。地处沱江上游、龙泉山

脉中段的金堂县五凤镇,又称五凤溪,依山临水,俗语有道:“运不完的五凤溪,搬不空的甑子场(洛带),装不

满的成都府。”2005年6月笔者曾在此做田野考察,当地人告诉我,这里过去是进出成都的商业门户,货物到

此卸下后,随即运往邻近的洛带,也就是进入了成都的东大门。镇上有关圣宫(陕西会馆),位于玉凤街的山

坡上,其院落、戏楼、正殿、回廊等规模尚在,入口处尤见气势。另有刻着“乾隆四十八年”字样的“禹王会两

次募化碑”(当是其侧湖广馆的)亦存于此。立柱高大的正殿内,塑有红脸绿袍、威风凛凛的关公神像。2008
年5月31日,笔者再来五凤了解地震后古建筑情况时(曾有报纸消息说其受损,但就我实地考察所见,构造

结实的古建筑如来凤楼、南华宫、关圣宫等基本上安然无恙),从一生守护此宫的八旬老人吴婆婆处得知,神
像在极右年代一度被毁,现有神像是她筹集资金请工匠重塑的。天后指妈祖,沿海地区民众尤其信奉,澳门

的妈祖阁就香火极盛。天后宫在川北地区屡见,三台老县城亦有之,系清乾隆十八年(1753)由福建人捐建,

四合院格局,坐北朝南,前殿曾塑观音、文殊、普贤三大 士 像,后 改 塑 哪 吒、千 里 眼 和 顺 风 耳,正 殿 塑 天 后 像

(壁后还塑有天后的父母像),其重檐歇山顶的戏楼,台面长宽超过10米,规模不算小。遂宁地处涪江中游,

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去那里考察或旅游,拜谒了广德寺,游览了观音湖,观赏了国宝宋瓷,还别忘了

看看附近的天上宫,那是祀奉天妃娘娘妈祖的地方,乃闽籍移民心中的圣地,其巍峨的戏楼、大殿以及侧门

处依壁而立的半边形字库塔,让人赞叹。成都洛带镇东有古刹瑞应院,俗称燃灯寺,寺内原有清乾隆十一年

(1746)六月二十四日镌刻的《重修燃灯寺碑记》(该碑因故毁于1987年,但有照片尚存),其碑额刻有《重修

古刹·助咏古八景诗》,末尾二句云:“尤增禹万南宫俨,一路烟霞睹二王。”诗中,禹即禹王宫,指湖广会馆;

万即万寿宫,指江西会馆;南指南 华 宫,指 广 东 会 馆。由 此 可 知,洛 带 这 三 家 会 馆 都 是 在 乾 隆 年 间 修 建 的。

对于客居异乡的移民来说,每逢神灵生日、酬神赛会以及其他重大活动,这些都是维持祖先记忆和强化族群

认同的重要时机,而请戏班子来会馆登台演戏自是不可缺少的项目,如地方志书所载:“八月一日许真君会,

凡城市建有万寿宫者,是日必酬神演戏。”(清嘉庆《南充县志》)又,“清乾隆二年酉阳龙潭禹王宫新建万年台

落成,有当地绅商邀请辰河戏班前来踩台庆贺,演唱《目连戏》四十八本。”(《涪 陵 地 区 戏 曲 志 · 剧 种》)归根

结底,给神演戏也就是给人演戏,娱神和娱人相表里,宗教祭祀和大众狂欢相结合,两种功能在民间往往合

二为一。

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带来了自己家乡的习俗,也带来了家乡的戏剧。家乡情结在迁居异乡的移民心中

挥之不去,他们在生活中努力保持着祖辈传下来的风俗习惯,以乡谊团结同人的会馆戏台上,也时时奏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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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家乡戏剧的锣鼓丝弦。文化记忆使然,移民对家乡戏往往情有独钟,如广东客家人非常喜爱汉剧。汉

剧本流行于湖北境内的长江和汉水流域。实际上,又称“外江戏”的广东汉剧,来自皮簧合流后的徽戏,以西

皮二黄为主要声腔,是用中州官话演唱的剧种,清雍正至乾隆间传入粤地后形成。“汉剧之大受客家人喜爱

并在岭南站稳了脚跟,同客家先人曾在江淮地区长期生活,存在明显的渊源关系,当是没有疑问的。”粤地客

家人把汉剧视为自己的戏剧,盖在“它能慰藉客家人的乡愁乡绪”[2]109。这种认同,又从客观上促进了戏剧文

化的跨地域传播和交流。作为巴蜀地方戏,川剧号称“昆、高、胡、弹、灯”五腔共和,是多声腔剧种,除了活泼

欢快的灯调为巴蜀民间固有,其他声腔或来自吴地,或来自赣地,或来自秦地,不一而足。譬如弋阳腔,又称

高腔,起自江西弋阳,是对包括川剧在内的全国诸多地方剧种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戏曲声腔[3]。分布巴蜀各地

的移民连同他们修建的会馆,也从客观上推动了外来声腔在四川境内的落地生根和扩散播布。聚集着同乡

或同业者的会馆,尤其是商帮行会组织的常设机构与活动场所。江西商人在历史上是很有知名度的,“明代

以来,江西的茶业、造纸业和陶瓷业的贸易繁荣发展,可谓遍及全国,远销海外,在徽商崛起之前,江右商人

是南方最先驰名于 全 国 的 大 商 帮。在 明 代 由 江 右 商 人 所 建 的 万 寿 宫 几 遍 全 国,这 种 万 寿 宫 亦 称‘江 西 会

馆’,既是江西商人集会之地,又为弋阳腔的传播演出提供了绝佳场所。而民间的弋阳腔戏班,有赖于商业

繁荣的城镇为基础,同时,又循着江右商人的贸易之路向四处流布,完全称得上是‘弋阳腔之路’,江右商人

的生意做到哪,弋阳腔的声音就传到哪。”[4]商路即戏路,移民之路也是戏曲流播之路。形形色色的商帮,大
大小小的会馆,客观上正为戏曲的传播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三

“《竹枝》原是蜀中词”(六对山人《锦 城 竹 枝 词》),跟移民会馆相关的戏剧文化信息,也留迹于蜀地竹枝

词中。成都是四川的省会,笔者当年家住陕西街,天府广场西南侧。街名陕西,盖在其地有陕西会馆。该馆

始建于清康熙二年(1663),是旅川陕人祭祖、聚会、谈商务、叙乡情、观戏剧的场所。尽管其建筑现在仅存大

殿(今蓉城饭店内,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从当时人记载 来 看,清 代 这 地 处 省 府 的 陕 西 会 馆 内 的 演 剧 活

动,不能不说是相当火爆的。清初移民入川,来自秦地者有不少,当时成都,“经商半是秦人集”(《蜀 雅》卷

四)。前述定晋岩樵叟的《成都竹枝词》,据其自序,乃是“暇日偶阅六对山人成都竹枝词百首,洋洋大观,不
觉技痒,亦效颦作五十首”[5]3196。蜀地产蜀锦,成都旧称锦城。六对山人杨燮,成都人氏,其《锦城竹枝词》作
于清嘉庆八年(1803)七月,其中屡屡写到各方移民的生活及习俗,也有多首咏及民间演艺活动,如:“戏演春

台总喜欢,沿街妇女两旁观。蝶鬟鸦鬓楼檐下,便益优人高处看。”这里说的是春日街头百戏。又如:“见说

高腔有苟连,万头攒看万家传。生夸彭四旦双彩,可怜斯文张士贤。”此处说的是几位梨园名角以及高腔戏

演唱。六对山人笔下,不止一次写到陕西街,如:“傍陕西街回子窠,中间水达满城河。三交界处音尤杂,京
话秦腔默德那。”注云:“正阳门前名‘回回 窠’。成 都 人 呼 回 回 为‘回 子’。‘默 德 那’即 回 回 祖 国,回 人 每 称

之。”[5]3183陕西街跟驻扎旗人的满城相邻,以半边桥为界;又距离老皇城(明蜀王宫城)附近回民聚居地(金家

坝一带)不远,所谓“三交界”即指满、汉、回多民族居住在此的状态。关于陕西会馆的演剧习俗,他的记载如

此:“戏班最怕陕西馆,纸爆三声要出台。算学京都戏园子,迎台吹罢两通来。”何以如此呢 ? 大概跟来自北

地的秦人性情爽快及看戏习惯有关,据该诗注释:“省城演戏,俱不限以时,独陕西会馆约放纸爆为节,头爆

二爆三爆,三爆后不开场,下次即不复再召其班。京都戏园子,必先打头通鼓,次打二通,又次打三通,三通

打则人齐开场矣。又本京人以打头通为吹迎合。”[5]3194清光绪年间,吴好山《成都竹枝词》亦写道:“秦人会馆

铁桅杆,福建山西少者般。更有堂哉难及处,千余台戏一年看。”(陕西会馆曾在嘉庆年间扩建,据同治《成都

县志》记载:“嘉庆二年,铸铁桅杆二,竖正殿前。”)由此看来,旅川陕人对戏台上锣鼓声声的演出,热情不但

很高,而且长久。
“争修会馆斗奢华,不惜金银亿万花。”(吴好山《成都竹枝 词》)由于舍得花钱,移民会馆大都修建得房屋

高大,围墙厚实,而且雕梁画柱,装饰华美。成都洛带湖广会馆,建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民国元年毁于火

灾,次年复建,其戏台沿口鎏金戏曲人物雕刻,是今天游客们所熟悉的。重庆市区的湖广会馆,建于乾隆二

十四年(1759),道光二十六年(1846)扩建,连同广东会馆、江南会馆为一庞大的古建筑群,现存会馆戏楼4
座。整个建筑群雕梁画栋、涂朱鎏金,有取材于西厢记、西游记、封神演义、八仙传说、二十四孝等的人物故

事雕刻,以及代表祥瑞的龙、凤、蝙蝠等动物和各种奇花异草图案,工艺精美,造型生动。大禹是古代治水英

雄,地处长江两岸的湖南、湖北,江水之患尤甚,民众祀奉禹王,意在祈之保佑平安。湖广移民入川,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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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崇拜的尊神。在号称“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宜宾,禹王宫是李庄现存最大的清代建筑,建于道光十一年

(1831),由两个四合院组成,主院有山门、戏楼、正殿、后殿、魁星阁及厢房等,其山门、戏楼均为重檐歇山顶,

檐下饰如意斗拱,整个建筑气势恢宏。其戏台堪称蜀地保存最完整的古戏台之一,台基上的戏曲故事浮雕,

引人注目。又有天上宫,位于李庄线子市,由福建移民建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木刻艺术见长,后殿正

前方的四根承檐斜撑上刻有龙凤,戏楼横梁上有彩绘二龙戏珠雕刻,昔日上面还贴了真金。戏台正面雕刻

的是戏剧故事,情态各异的人物身后有山水楼阁作背景,戏台两侧图案则刻有书籍、花瓶、荷花等。金堂土

桥的禹王宫,始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占地约3000平方米,四合院结构规整有序,装饰华美。戏楼为九

脊歇山式,通高10米,上作戏台,下为通道;左右两侧有六角重檐攒尖顶式钟鼓楼,以廊庑与戏楼相连;正殿

宽敞明亮,前有卷棚拜台,以筒瓦覆顶,供奉大禹金身像。装饰艺术方面,殿庑额枋、撑弓、天花板、沿口拦板

上有西游记、封神演义、列国故事等木雕鎏金人物像,其雕刻技艺,相当细腻精美。据我实地考察,这些木雕

故事中的人物,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或武将或文官,或身扎靠旗,或颌挂髯口,或骑马横枪披铠甲,或据案展

书着官袍,乃至人物动作的一招一式,莫不是传统戏曲舞台上人物装扮及造型的照搬。图案中的人物,大小

不过10公分左右,但武将战衣上的片片铠甲,文官袍服上的团花纹饰,竟然都中规中矩地一一雕刻出来,布
局讲究,线条清晰,刀工利落,在我拍摄的照片上,其细部无不历历可辨。以产夏布知名的四川隆昌,县城北

边道观坪有禹王宫,惜庙宇及戏楼毁于“文革”期间,但山门石坊犹存,匾书“蜀楚承灵”四字,其上刻有《甘露

寺》、《虎牢关》、《四望亭》、《群仙会》、《水漫金山》、《金精戏仪》、《八仙过海》等小说、戏剧、神话故事,镂空透

雕,技艺亦高。

有清一代,“盐都”自贡汇聚了大批陕西盐商,他们于乾隆元年(1736)集资修建同乡会所———西秦会馆。

由于工程浩大,整整历时16年方告完成,耗资达白银六万两。被誉为“千古忠义第一人”的关云长是山西解

州人,民间又奉之为武财神,山陕商帮所祀神灵即是关羽,如山东聊城、湖南长沙的山陕会馆以及河南开封

的山陕甘会馆,乃“叙乡谊、通商情、敬关爷”的社交性公共场所。自贡西秦会馆亦供关公神位,又称关帝庙,

民间俗称陕西庙。道光年间,西秦会馆又进行大规模扩建,费金数万,所占面积约为3000平方米,其建筑瑰

丽宏伟,堪称川内同类建筑之冠。会馆布局,遵循我国古代建筑群的传统方式,沿中轴线对称地按南北方向

纵深构筑,以殿宇、厅堂为主体,周围以廊楼、阁轩等建筑环绕、衔接、呼应,形成一个有层次、有变化的环状

方形四合院。会馆的入口武圣宫大门,建筑样式别致奇妙、气派堂皇,雕梁画柱的戏台即在第二层。戏楼台

口左右,是形制相同的两座阁楼,东为金镛阁,西为贲鼓阁,相向而立。西秦会馆在建筑装饰上亦匠心巧运,

这些装饰分别由木雕、石刻、泥塑、彩绘等组成,散布在会馆建筑的不同部位,内容包括神话传说、历史故事、

戏剧场面、社会风情、奇禽异兽、花草静物等等。就拿木雕来说,仅在戏楼以及钟鼓二阁前面22.3米长、60
厘米宽的楼沿拦板上,就刻有栩栩如生的各种人物350个。拦板木雕分为上、中、下三层,划分为大小不等

的208个画面。下层画面较大,用高浮雕生动地展示了近20出戏的舞台演出场景,计 有《游 月 宫》、《忠 义

堂》、《失代州》、《陈姑赶潘》、《李逵负荆》、《截江夺斗》、《天官赐福》、《八仙祝寿》,等等。地处川南、接壤云

贵的叙永县春秋祠(陕西会馆),奉祀关羽,也是由盐商们斥巨资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如今为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建筑有大厅、正殿、三官殿、乐楼等。春秋祠建筑精巧,木、石雕刻尤其精美,所存

五层四面的镂空石雕香炉上,刻有戏曲故事《挑袍辞曹》(三国戏)、《三调芭蕉扇》(西游戏)等,相当传神。据

笔者历年田野考察,诸如此类雕刻在四川的会馆及寺庙中多见,其中不乏妙品佳作。总而言之,从传播学角

度看,移民会馆无疑也是向大众传播戏剧文化的重要场所,除了会馆戏台上艺人唱、做、念、打的动态演出,

这些作为会馆建筑装饰的静态雕刻,借用李笠翁的说法,亦可谓是绝妙传神的“无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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