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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关于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一直存

在着各种争议，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这些争议主

要包括如下几点：首先，1905年由任景

丰主导的、在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

山》存在吗？这个拍摄时间确实吗？

有关记载有无疏漏之处？所有这些疑

问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第一

部电影究竟是不是《定军山》？本文论

者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书商处购得一张

收藏，藏品(图1)为一张关于放映《定军

山》的广告，从纸张的质地和印刷方法

来看，是符合当时的纸质和印刷的技

术的，这无疑将引起学界极大的兴

趣。本文将就这张宣传广告中的内容

和细节进行分析，结合关于这部影片

的种种讨论，试图厘清围绕在中国电

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身上的种

种迷雾，从中也可以发现它与“海派京

剧”发展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

《定军山》戏单以及“新舞台”考

“新舞台”与《定军山》：

中国第一部电影新考
黄望莉 张 伟

【摘 要】近十多年来，关于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拍摄出现了一些争议。近期发现的《定军山》放

映的说明书对确认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存在和放映有着重大的价值：从中不仅确认了这部电影确实存在，更是

挖掘出了“新舞台”放映该片的前因后果。通过深入考察《定军山》的放映史，说明中国电影甫一诞生就与中国

戏曲艺术的流动、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而也感谢海派戏曲艺术活动为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存

在与否敲了一个定音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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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定军山》放映广告(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收藏家张伟收藏)

【电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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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认

为，1905年秋，北京大栅栏的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

军山》为中国摄制的第一部电影。①近些年来，不断

有学者质疑这部电影是否存在，例如黄德泉研究员

在《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一文中(以下

简称“黄文”)，提出“误传说”，至今也无人拿出有力

的证据来否定黄德泉的研究。具体而言，“黄文”就

如下几点提出质疑。首先，作者援引了一些记录、口

述等史料，认为这些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这部影片

曾经拍摄过。其次，质疑具体的拍摄时间是否是

1905年。最后，“以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谭鑫

培黄忠扮相’是戏装照，而非电影剧照”②。本文将在

随后的论述中逐一探讨并回答他的问题，从而提出

中国确实拍摄了《定军山》这部影片，试图部分地解

决其他相关问题，以推动中国电影创作起源说。

非常值得珍视的是，这张《定军山》戏单向今天

的研究者传递了关于这部影片的一些重要信息。首

先，本文论者认为，这是一张“新舞台”在开幕前内部

暖场放映时的宣传戏单，其功用就是给前来的观众

交代活动的时间、地点、节目等必要信息。就像今天

去观看一场话剧、一出京剧时在表演前厅所获得的

这次演出的节目单，或者是介绍性的说明书。细看

这张说明单上所列：“商办新舞台”“光绪戊申年九月

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今天日夜开映”“莅沪第一次

电影杰作《定军山》”；其次，为了加强宣传，也附带说

明，除了中国第一部戏曲电影《定军山》的放映外，还

有“兼演最新美国影戏·中外齐备·应有尽有”等字

样；最后，戏单下方还详细地列出了一天之内放映的

常规时间是：下午“日戏·第一次·三点钟”“第二次·

五点半”“夜戏·第三次·九点一刻”。从这些信息上

看，可以得到如下判断：

其一，放映时，电影《定军山》是存在的，并已经

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电影，这在当时已经得到公认。

其二，当时上海“新舞台”在放映《定军山》的同

时，还与一些美国的影片同时放映。这次非常明确

的、有记载的电影放映活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

1908年新舞台的改良建设也拥有了简单的电影放映

设备。

其三，从戏单的排版来看，这次放映还是以《定

军山》为主，其他影片起衬托作用。显然，国族自豪

感与大众娱乐的需求在这里得到相当微妙的结合。

那么，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这部影片是因何放

映，为什么在“新舞台”放映？“新舞台”与中国戏曲及

其后与中国电影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关系？这些都需

要我们一一考证。

据考证，上海的戏剧舞台有过几次形态的更迭：

开埠前，上海城镇的演剧及其场所多为“传统的戏曲

戏台，这类戏台多数处于城隍庙、天后宫、豫园、张园

以及各类行业会馆之中，演出杂剧、弋阳腔、昆山腔

和本地的花鼓戏(申曲)等为主”③。在上海开埠以后，

也与之前相似，没有什么大的改观。1853年，上海都

市雏形建立后，因昆曲戏班衰落，徽班南来，京班兴

起，上海逐渐成为海派京剧的重镇。此时的上海演

剧场所还是以传统戏台、酒馆、昆曲戏园为主；1890
年以后，上海向都市转型，受西人演剧和日本新剧影

响，上海京剧开始改良，“文明戏”的诞生与发展最终

促成了话剧艺术形式在舞台上的定型，中国传统戏

曲和西方话剧发生碰撞，也直接促成了改良京式茶

园、西式剧场和仿建新式剧场为主的舞台形态。“新

舞台”的诞生就是基于这一时代背景而出现的。

据论者查阅，大部分关于“新舞台”诞生的记载

认为1908年出现的“新舞台”就是上海第一个华人新

建的西式仿欧和仿日的改良剧场。历史上有明确且

丰富的关于1908年夏月珊兄弟和潘月樵在南市小东

门外、十六铺老太平码头附近建造“新舞台”的报

道。“那新舞台的布景，完全出于张聿光手笔，后来似

乎熊松泉，也继着画布景了，台是活动的，所以大转

舞台，常常在广告上大事吹擂。”④作为民国建立前后

第一家主要上演中国传统京剧的新式剧场，新舞台

带动了整个上海舞台式剧场的兴旺。而新舞台中的

“潘夏诸子”，即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兄弟。京剧

名家毛韵珂等则是“新舞台”的核心管理人员。这里

也就是后来郑正秋流连往返、大肆书写“丽丽所戏

言”的观戏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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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在查阅大量的资料之时，无意中发现

了这样一张照片(图2)⑤。
在一篇关于民国戏单的研究论文中，就这张照

片，作者明确写道：“笔者经眼戏单中，现存最早的、

有明确日期的上海戏单为大清光绪丙午年(1906年)
八月二十日商办新舞台戏单。”⑥在图 2中，与图 1所
写的都是“商办新舞台”，可见，1906年即有了“新舞

台”，而且，夏月珊、夏月润的名字赫然在演员的名单

中。此外，在一篇博士论文中，也看到“最早的新式

剧院是新舞台，就是以排演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

剧和改良京剧而著名，由京剧艺人夏氏兄弟(月恒、

月珊、月润)、潘月樵等于1906年创办，为国人自建的

第一座仿欧洲、日本的新式剧场。1917年的新舞台

已经不是位于十六铺的那座，而是位于城内露香园

九亩地。为砖木结构，钢梁屋架三层结构，约 2000
座，气派很大”⑦。这篇论述显然把1906年就出现的

旧“新舞台”和 1908年开张的新型“新舞台”混为一

谈，但是从这个记述中，可以肯定几点：其一，1906年
新舞台确已出现了，并且拥有人或者说是主理者也

是夏氏兄弟和潘月樵等京剧名家。但是，所谓“为国

人自建的第一座仿欧洲、日本的新式剧场”则应当是

1908年的事情，这一点在后文中会有论述。其二，据

笔者考证，新舞台是经历了几次改建，最起码有1906
年、1908年、1917年三个时间段的新舞台。

关于 1908年新舞台的开办，可以从当时《时报》

的“新舞台开幕纪盛”的新闻报道(图3)中确认，即“戊

申十月初三日礼拜二”的前一天，“戊申十月初二礼

拜一”，即公历 1908 年 10 月 26 日 (当时的周一)开
办。这则新闻也详细报道了当地的绅士名流为其发

言，以表明十六铺的新舞台的新颖之处，以及开办的

宗旨、进步的意义。

总之，这些新闻报道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当

时新舞台开办时的情景：1908年10月26日，周一，面

对公众正式开放，进行戏曲节目的表演。新舞台的

出现深得当地政府的认可，起到“振兴南市”“劝忠尽

孝之功”(见图4)，故给予大量的优待，如“十年之内不

得仿设”(见图 4)、“该园开张后如有停在该处门首左

旁之马车包车准免执照，惟限定每日下午五时起至

散场止”(见图5)等等。这些报道也指出了，“新舞台”

是商人徐芝庭“纠集股本”开办的振市公司，“聘请名

伶夏月珊等”(图 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商办新舞

台”的“商办”有两层意思，一是商业股份制经营的

“新舞台”；二是指“华商”所办。关于“新舞台”的股

份情况，目前所知寥寥，在其他的材料中可以得知，

“光绪三十三年，为繁荣华界商业，改良中华戏曲，振

兴作为华界地区的南市十六铺市面，当时一批颇具

民族意识的开明绅商姚伯欣、沈缦云、张逸槎等，以

及爱国艺人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等，出面集资成

图2 1906年商办新舞台的戏单 图3 新舞台开幕纪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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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一个‘振市公司’。振市公司确定了在十六铺创

建一座戏院，即新舞台为基业，从而促成南市十六铺

地区的商业繁荣”⑧。究竟海派名伶夏氏三兄弟、潘

月樵、毛韵珂等人有无新舞台的股份，本文论者尚未

考证，但是，已知“新舞台”的经理是夏月珊，其他实

际掌握演出话语权和经营的关键人物就是夏氏三兄

弟以及潘月樵、毛润珂五人。这也是为什么后人说

起“新舞台”都会说夏氏兄弟的主要原因，这一点还

将在后文中详细论述。

今天看来，为什么关于 1908年开办的新舞台的

记载如此之多，甚至奉为“新舞台”之始，其原因主要

有三：首先，地点的变更。1908年的新舞台地址是新

位置，俗称“南市”，具体位置在南市小东门外、十六

铺老太平码头附近，属于上海的老城厢剧场区。正

是由于新舞台的出现，南市后来也逐渐发展起来。

其二，新舞台是民国前期传统戏曲演出转移到改

良剧场和西式剧场中之肇始，在中国戏曲表演史

上具有开创先锋的地位。其建造的装置、绘制布

景、安装转台，邀请日本布景专家和上海美术家张

聿光担任布景绘画师，成为中国首家近代化剧

场。后来曾在这家剧场演出过的梅兰芳曾回忆

说：“看到这种半圆形的新式舞台，跟那种照例有

两根柱子挡住观众视线的旧式四方形戏台一比，

新的是光明舒敞，好的条件太多了。”⑨这些都说明

新舞台在海派戏剧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其三，因

其主持者都以“改良”“维新”推动中国海派戏剧的

发展为宗旨，他们改良剧场、改良京剧、宣传维新，

出演的《黑籍冤魂》《潘烈士投海》《明末遗恨》等新

戏在当时国内戏剧戏曲界有着“开通社会之先声”

的美誉，甚至，潘月樵还因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

动被誉为“梨园将军”。

1908年开办的新舞台无意中为中国电影史上的

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提供了放映的场所。

对《定军山》“误传”说的质疑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考证“新舞台”的开办时

间，目的是为了解析图1的戏单，以证《定军山》的存

在。这张戏单上的“光绪戊申年”即为公元1908年，

这一年，正如前文所述，开办了新舞台。年末，光绪

帝崩世。在新与旧的更迭交替中，电影也在上海闪

烁着光影。图 1戏单上所写的“莅沪第一次电影杰

作”，清楚地说明《定军山》是中国“第一次

电影杰作”，“莅沪”是指在上海放映。“九

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八日”是具体放映时

间。根据当时所习惯的农历的日期，对应

着今天的公历换算一下，当时的“九月二

十三日”应为 10月 17日(周六)，二十八日

则为10月22日(周四)，共放映6天。这个

时间正好与前文对 1908年新舞台正式运

营的时间：10月26日(周一)相吻合。也就

是说，电影《定军山》的 6天放映在“新舞

台”开场前的一周，是为“暖场”放映。电

影《定军山》作为新派改良戏剧舞台的“暖

场”活动，既符合开办者们对戏曲(如京剧

等)表现形式的开放心态，也体现了现代

声光艺术与上海近代新型舞台技术与艺

术形态的契合。

回到中国电影开端的现场，关于《定
图4 总工程局批准新舞台戏园禀请
立案保护

图5 新舞台看戏车准免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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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山》的说法很多，记述也很多，相关的争论也很多，

此处不再赘言，然而其中涉及的几个关键问题是：是

否有这部影片？如果有，在哪里何人所拍？拍摄时

间是哪一年？毫无疑问，这张戏单非常明确地说明，

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确实存在过，且在上海放

映过，放映的时间也是明确的。只是对拍摄时间、地

点、拍摄者还暂时存疑。

本文在阅读很多相关的否定《定军山》的论文

中，如黄德泉的《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

提出的“误传”说，笔者认为有待商榷。首先，要为

《中国电影发展史》说一句公道话，这部专著由于时

代的限制，虽然意识形态偏“左”的评价在当下已显

不合时宜，但是，其对于史料的整理和文献价值是应

当肯定的。这本专著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中国电

影的发展历程所做的梳理是几代学者和专家与当事

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对其史实认定的否定应当秉持

审慎的态度。当代由于数字人文技术的检索能力的

提高、新的史料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呈现出来。近些

年来，在对中国电影重新书写的过程中，大部分都是

对原史实进行了修正，而非完全否定或推倒重来。

从学科研究的角度来看，黄文中的“某剧作家言”“只

能作为传言看待，而不该当作史料，即使它们在将来

有可能被考证为史”⑩的说法是不客观的。因为，这

篇1938年关于《定军山》的记述与具体发生时间相距

不远，当时经历者口口相传的历史很大概率是有事

实基础的。事实上，今天所发现的这个戏单也不是

电影人留下的记录，而是戏剧活动所保留下来的。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电影诞生的偶然性、

非相关性(即并非是中国电影人自觉的创作，真正

的自觉创作是在 1910 年以后)。而我们今天所看

到的大量说法都是来自戏剧家及其相关人员的记

忆和口口相传，是符合历史逻辑的。这些多种媒

介形式的史实记录不应轻易否定，除非有确切的客

观史料证否。

无独有偶，黄文中再次使用了程季华的另一篇

论文中提到的“一九○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在北

京摄制了京剧‘定军山’中之请缨、舞刀、交锋等各个

场面，是由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表演的”。这个

1908年的说法在黄文中被认为是“推断”，如果说

1908年的具体年份或许和《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的论

述有所偏差，但是，也为本文寻找电影拍摄的时间提

供了信息。有一点可以肯定，《定军山》的拍摄是在

“光绪末年”，那么也有可能就是公历1908年，即光绪

帝去世的这一年。按照黄德泉的考证，他更倾向于

1908年拍摄完成的说法，也不无道理。还有，众所周

知，一部影片从拍摄完成到剪辑放映是需要一定时

间完成的，因此，在“某剧作家言”中，拍摄时间和放

映时间的偏差是正常的。这里有一个猜想，《定军

山》是存在的，其完成时间则应当在 1905年和 1908
年间夏秋交替之际，并在北京放映过(这一点也有

很多的记载)，10月中旬在上海新舞台开张的“暖场”

活动，这部影片恰逢其时，在总共放映了6天之后，戏

曲演出活动才正式登场。

那么，为什么“新舞台”会选中这部影片作为“暖

场”放映，难道因为这是“中国第一部电影”吗？事实

上，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谭鑫培与“新舞台”夏氏

兄弟的密切关系。我们在谭春发先生书稿中发现，

谭鑫培是夏月润的岳父。尽管，谭春发先生的这本

书有小说虚构的成分，但是，谭春发老师的考据是认

真严谨的，况且这种人物关系是无法杜撰的。笔者

查阅到谭鑫培到沪演出考证的文章中，谭鑫培一共

到沪演出7次。自从新舞台 1908年 10月开办后，谭

鑫培分别于 1909年 12月、1912年 11月以及 1915年
8月三次到上海演出，要么坐镇新舞台，要么在新舞

台客串一场，再没有去别处。1909年这一次演出

是应其女儿的邀请，夏月润作为女婿亲自到天津接

他一路到上海，坐镇“商办新舞台”。可见，“新舞

台”的主要运营人夏氏兄弟与谭鑫培的翁婿关系使

得“商办新舞台”开办前的“暖场”戏，在谭鑫培不能

到场祝贺的情形下，使用戏曲电影《定军山》是再妥

帖不过了。

“海派”之于中国的戏曲和电影

回到图 1，了解《定军山》作为中国第一部电影，

关于它的记载都与电影在中国的传播、戏曲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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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戏曲的流动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前身后世

都充分说明，当电影进入中国并在本土化的过程中，

戏曲的艺术经验已经成为最便捷、最具有大众审美

价值的艺术形式。因此，电影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

艺术媒介成功地嫁接起戏曲艺术与都市现代性生活

体验，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电影《定军山》的考证，众说纷纭，尤其是黄

文中一个重要的质疑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所用的

照片与《戏剧月刊》上的照片有差别，即用“圆头刀”

还是“尖头刀”的照片，如果不能确定哪一张是电影

《定军山》的照片，那么，就应当是戏装照。对于这一

点，黄文中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他无意中

帮助我们回到图 1，对比之下，部分地解答了相关的

疑问。观察本文图1中的照片，由于戏单年久磨损，

印刷质量也不高，戏单上的电影剧照中已经无法确

认是圆头刀还是尖头刀，再仔细看这是半身照，和

《戏剧月刊》上的全身照不同。那么，究竟全身照是

戏照，还是半身照是电影剧照，笔者更倾向于后者，

因为电影最容易因为镜头的推拉摇移(或许当时只

有简单的摄影机移动)才不会出现戏照那样标准的

摆拍镜头，而剧照是从胶片中一格洗印出来的，随意

性更强一些。而且从印刷和曝光的角度来看，右手

边的圆头刀是和戏单上的相似度更高一点。《剧学月

刊》上同时刊登的两张照片及其论证也确实为我们

今天考证哪张是剧照、哪张是戏照提供了丰富的参

考意见，可以留待后续进一步探究。

本文在考察图1的戏单之时，深刻地感受到中国

电影的开端与戏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首先，

《定军山》的诞生时机恰是中国新旧交替、中外文化

碰撞的时代，电影媒介与舞台媒介对戏曲表演美学

的革新不仅记录在报纸媒介中，更因为印刷形态的

多样化，让今天的人们能够获得这一对中国电影开

端问题进行考查的可能。其次，新型舞台形态的变

迁也无意中为电影的发行和放映提供了丰厚的基

础。从1897年中国最早电影放映的时候算起，到《定

军山》的拍摄和放映，即使从1908年算的话，也有十

多年的电影放映历史。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北京，很

多娱乐场所(如戏院、游乐场等地)对英美电影短片的

放映已经普及，中国新型商人，如任景丰诸人以及新

舞台的经营者们，他们既是专业人员(摄影师、名伶)，
更是行业运营的操盘手，现代都市的开放和交流，从

业人员开放的心态，都为中国电影的本土化和传播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任景丰的丰泰照相馆也

正是因为见识到在大观楼放映西方电影的魅力才想

到为谭鑫培60寿诞拍摄《定军山》，一则是为了表达

对“伶界大王”的敬意，二则又何尝不是因为在大观

楼放映中国人自己电影的愿望所驱使

的呢？同样，“新舞台”作为开风气之

先的舞台结构改良的先驱，其经营者

们对电影《定军山》选择放映让今天的

人们看到当电影在还没有作为独立的

产业经营状态下，实际上大量的放映

是与戏曲文化的推广联系在一起的。

最后，需要意识到，海派艺术的发

展是基于对媒介变迁的快速接受、运

用、展示等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而实现

的。事实上，考察清末民初戏曲表演

的发展，北京的戏曲表演的舞台经常

受到经济和战争的双重影响而成为瓦图6《剧学月刊》1932年第1卷第4期封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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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堆，如庚子年动乱、大栅栏的戏园子被毁，包括其

后的大观楼被焚等等，都加剧恶化了当时京派戏曲

艺术表演的生存环境。很多戏曲名家纷纷南下上

海，重操旧业，挣钱养家。这些南来戏曲名家与海派

戏曲名家的融合与交流极大地带动了海派戏曲艺术

表演的发展。同时，上海的传统戏园子表演场地，

因海外交流的便捷，不仅形态丰富，更是在清末逐

步更新到以“舞台”为形态的表演场地，甚至最后发

展成类似“大世界”这样的综合娱乐表演场所，其宽

敞的新式的表演舞台、丰富的声光电的辅助表演手

段，都促进了海派艺术(包括戏曲艺术)的形成、发展

和壮大。电影也伴随其间，始终与戏曲结缘，无论

最早的戏曲表演，如谭鑫培的《定军山》以及名武生

俞菊笙与名武旦朱文英合拍的《青石山》的对刀，名

武生俞振庭拍的《白水滩》《金钱豹》，以及后来对梅

兰芳表演艺术的大量记录，还是电影技术发展的每

一个阶段与戏曲的结缘，包括今天用3D技术拍摄京

剧电影，更加成为京派艺术和海派精神有机结合的

明证。

因此，关于中国电影史开端的这部影片在戏剧

界得到广泛认可，并且也有口述、记录、新闻，都没有

否认过这部影片的存在，例如，梅兰芳的回忆，包括

许姬传的见闻录当中的一些说法，尽管他们的表达

当中有一些不确定和随意的地方，这些地方并不能

成为否定《定军山》存在的事实，更应当作为我们需

要进一步修正或者明确去追根溯源的一个过程。

此次这张戏单藏品的问世，再一次确认了电影《定

军山》存在的事实。它的传播和跨区域流动和放映

的史实在中国电影诞生之初就得到充分的展现。

事实上，近些年来，重新发现的中国早期影像资料

大部分都是因为跨国、跨区域交流和放映而无意中

保留下来的，如《盘丝洞》《风雨之夜》等。此次，我

们在这张《定军山》的放映说明书中不仅获得了中

国第一部影片的信息，更明确了一百多年前京沪两

地戏曲文化的流动和转型，以及影像媒介为京沪两

地，尤其是“海派京剧”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佐

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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