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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京剧名伶艺术萃集》是台湾著名剧评家齐菘先生在不同时期剧评集萃。
分漫谈四大名旦、生行集粹、富连成点将录三部分，内容包括：论四大名旦的名次、扮相唱王技艺之
别、武工跷工舞技短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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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崧，字子直，原籍吉林省伊通县，1912年生于北京。
早年毕业于南开中学、燕京大学。
后赴美深造，获密西根大学经济硕士学位，并在眙佛大学从事研究。
作者在财经界任职有年。
到台湾后曾在工矿公司、物资调节委员会及台湾电力公司任协理和正管理师等职。
译有《电工概论》一书。

　　齐崧先生在幼年时代即对京剧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曾登台彩串。
其后课余及公余不断研习，对京剧按艺及理论均有卓越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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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梅兰芳 1 谈梅兰芳 这篇拙著原拟称为“谈梅老板”的，因为自认识他起一直就
称他为梅老板，觉得这样称呼比较自然，以往常听长辈或朋友称他为兰芳如何如何，或畹华怎样怎样
，总觉得自己和他并没有那样亲切熟识，有些叫不惯，后来又听人尊称他为梅博士、梅大王、梅先生
等，也觉得有些不太合适，既然我一直称他为“梅老板”，为什么不以此为题呢？
但是继而一想“梅老板”这名称似乎太笼统，究竟指的是谁呢？
是他的祖父？
还是其他以梅为姓的名伶呢？
所以干脆用开门见山的说法，还是以“谈梅兰芳”为题吧。
 在这里我准备分两篇来谈，第一篇为总论，以后即为分论，就我个人所知关于梅兰芳的事情分为六大
项目来讲述。
 （1）梅兰芳对于观众的态度。
 （2）梅兰芳对于剧艺的修养。
 （3）梅兰芳对于美的追求。
 （4）梅兰芳的急智。
 （5）梅兰芳的吸引力。
 （6）梅兰芳的为人。
 在未开始谈梅之前，先要介绍笔者对于要谈的对象是如何开始听他的戏以及对他剧艺之欣赏。
所以要从我看梅老板第一出戏谈起，作为一个开场白。
我浸淫在国剧里已经有五十余年了，虽然中间断断续续有高潮也有低潮，但是对于国剧的爱好始终如
一，从未有见异思迁喜新厌旧过。
五十年不是一个短时间，人生的一半已经被占据了。
论说应该是有些成绩的。
但笔者有如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喜欢欣赏但不知努力学习。
凡事不下苦工夫是不会有成绩的，所以到如今还是一知半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还敢来谈一谈梅老板的，也就是因为以往对他欣赏崇拜，听他的戏不在少数，日积月累总可得到
一点儿心得。
同时与他左右的人熟识的不少，略能领略个中秘辛。
和他也有多少次的谈话，由他自己的口述总是比较靠得住的。
所以很愿意就个人之所知贡献与爱喜梅派的读者。
其中关于时间地点前后次序容或有记忆上的错误，尚请高明加以指正。
 一个人的兴趣或嗜好是和遗传有关系，同时家庭环境以及亲朋左右接近的人都可以影响个人嗜好。
先君和先母都是梅迷，大凡有戏必看。
所以自幼追随看的梅剧不少。
回忆民国二十五年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肄业，那时梅老板到北平演唱了一个多月，他们在信里
告诉我好不容易才托姚玉芙（梅老板的管事的）包了一个长期包厢，风雨无阻整整看了三十多天。
《生死恨》就是那时新编出来的，第一次在平露演，真是有不少人站着听戏，极一时之盛。
我在美听说真是不胜心羡，恨不得插翅飞回，但那时没有现在方便，乘船起码也要半个月呢，而这出
戏阴错阳差始终未能听到，真是人生一大憾事。
 我第一次看梅老板的戏是《女起解》，那时我只有1岁半，读者一定要奇怪，怎么1岁半的儿童，就能
去听戏？
并且还能知道是《女起解》呢？
这倒要套一句戏词，“它是怎么回事，我不说么您是不知道，我要是说么您可就知道啦。
”这是由先母告诉我的。
在民国三年正月，正是某戏园开锣，当时的戏园子不是像现在的戏院一样设了一排一排的椅座，而是
一排一排的茶桌摆在那里。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京剧名伶艺术萃集>>

桌子上面放着茶水，不靠戏台的三面各摆一张长板凳或两只椅子，那时大人带了小孩去看戏，不是抱
在怀里就是放在中间那个桌子上。
第一次去看戏，我是坐在正面桌子上看的，开始时对于花脸、须生等脚色并不注意，只在那儿东张西
望，想是在那儿欣赏挤不动的人群和卖各种糖果的小贩，以及扔手巾把儿的茶房（早年看戏都有以热
手巾擦面的习惯，于是有扔手巾把儿的办法，茶役用不着亲手递送，而是将十几条手巾拧在一起，从
台前扔到后座或楼上扔到池座，这样扔来扔去可以节省跑腿和时间，技艺精确可作特技表演，较之篮
球赛中之长距离投掷还要准确，个个都是选手健将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
等了一会儿，台上出现一位红衣红裤的美女，当时似乎对我发生了吸引力，我停止东张西望而专注意
了台上的这位红衣女郎，同时还用手指着这位红人“咦！
”了一声，似乎是在告诉母亲她长得真漂亮，因为当时还不会说话，只能用一个字来表达，据说那天
是梅兰芳唱的倒数第三出戏《女起解》，这是我与梅老板第一次的神交。
在10岁以后便慢慢的懂得国剧，并发生浓厚的兴趣，也最爱听梅老板的戏，一出剧常听在十次之上，
如《廉锦枫》一剧就听了有十五次之多。
听得次数最少的一出戏是《穆柯寨》，毕生仅听过一次，那是在民国三十七年上海天蟾舞台，也是我
毕生难忘的一出戏，那时的梅老板已是五十开外的男人，但是演起来还有十几岁小姑娘的神态，这就
不能不说是艺术了，同时也从未想到梅老板身上能有那样的真功夫，无论是跑圆场或起打，身手矫健
，干净利落，是我以前从未见到的。
那一次他在天蟾先后演了将近两个月，而所演的戏不外五六出戏轮流不断的演出。
但是《穆柯寨》则只演了一次就未再唱了，事后我也当面问过梅老板，何以这出戏这么精彩叫座而只
演唱一次呢？
他的回答是：“我已经有八九年没有露演过了，这次经朋友怂恿演唱，事前训练了半年，吊嗓打把子
半年来从未间断。
本来认为可以勉强应付了，谁知演这出戏的时候真是力不从心。
最后起打时已经很勉强了。
本来顶备打针的，后来总算应付下来，针也没有打。
但散场之后，就如病倒一般疲惫不堪，因为实在怕出岔子，所以不敢再贴第二次了。
”可是那一天我在台下听《穆柯寨》的时候，哪里看出他有半点儿疲惫的样子？
“射雁”时跑的那个圆场，包厢以至三四五楼的观众全体站了起来。
坐在池座里觉得天蟾舞台好像要整个塌下来的样子，掌声不绝有一分多钟。
梅老板魔力之大也就可见一斑了。
至于起打时对枪转身掏翎子搭黄瓜架的亮相，干净利落仪态万方。
尺寸之准确与锣鼓吃住真是严丝合缝，不是炉火纯青何克臻此？
于是台下有如疯狂一般报以热烈掌声，真是平生从未见过的绝活儿，有谁知表演人员幕后的几许辛酸
？
不经他自己道出，观众们是半点儿也不得而知也。
 梅兰芳对于观众的态度 一位伶人的成功，绝非偶然。
也不是仅凭天赋的歌喉就能成功，必须抱有大志苦下工夫，而最重要的条件是要忠于观众。
记得有一次在茶余酒后随便与梅老板谈天，顺便问他：“有这么多大老板与你同台演唱过，你最佩服
的是哪一位？
”他毫不迟疑的立刻答道：“我最佩服杨老板（意思指的是杨小楼）。
”我再问他：“你为什么最佩服杨老板呢？
”他又毫不迟疑的滔滔的说了下去：“因为他对于艺术太忠实了，对于观众也太忠实了。
无论什么地点，什么场合，什么观众，他自己什么心情，什么环境，他在台上都是一样的卖力，从不
泡汤（演戏偷懒的专用名词），从不阴人（在台上有意与合演者为难谓之阴人）。
再说人家的玩意儿也真道地，手、眼、身、法、步讲究尺寸。
比如就拿《霸王别姬》这出戏来说吧，我在台上与杨老板演这出戏的时候，从未担过任何心，手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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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分毫不差，谁也不必管谁。
但是和别人演的时候就不同了，我就要格外着小心，随时注意到对方动作的尺寸，否则就不会严丝合
缝。
一提着心，面目上的表情就有时不能自然，而使全剧减色。
就拿霸王慷慨悲歌的一场来说吧，杨老板唱‘力拔山兮气盖世’那四句的时候，我和他的动作配合毫
不费劲儿，当我们在台前亮相时，我的左手伸出时他的右手立刻抓住我的左腕，再回过头来转向台里
背影亮相时也是一样。
尺寸上的配合再好也没有了。
如此台下怎能不报以满堂彩呢？
”听了他这一段话，我倒想起了一桩《霸王别姬》喝倒彩的一幕来，有一次在北平东安市场吉祥戏院
听宋德珠与孙毓堃的《别姬》，就在演“力拔山兮”这一场时，两人在场上也非常之生动。
配合两个人的台步都非常的快，但在最后两人向里亮相时，因孙伶身材高大，动作稍猛了一点儿，竟
将身材轻巧的虞姬撞了出去，离开应有的地位。
幸亏宋伶腿上还可以，虽然没有站稳，但总算还没有摔倒当场出丑。
北平听戏的观众是很内行的，当然一眼看出喊了倒好，这一出戏是如何能唱得好呢？
可见梅老板所说的一段二人合演时两相配合、尺寸完全准确是好不容易的一桩事。
不是自身的经验是很难体会得出。
在观众眼里认为台上太瘟一点也不紧凑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尺寸上发生了问题，未能依照标准演出的
缘故。
我接着又问梅老板：“那么余老板呢？
难道你就不佩服么？
”他当时略微想了一想就说：“余老板那就要另说了，我当然也佩服，但究竟还没有像杨老板那样佩
服。
您不是问最佩服哪一位么？
我若是说都佩服那不就等于没有说一样吗？
”他这时对我会心的笑了一笑，我也就明白他的意思。
于是我又问道：“你和余老板演戏时，你要迁就他是不是？
”他又笑着说：“您怎么会知道？
”我说：“我是你们三大贤忠实观众之一呵！
怎么我不知道？
有一次在北平第一舞台唱大义务戏，你和余老板唱《游龙戏凤》。
你们真可说是旗鼓相当美到极点。
余老板出场时的几步走还真把一位风流天子刻画入微，非他人可望其项背。
而你在“呀呀啐”一笑进场时的身段也美妙绝伦，恰如十七八岁半懂事又不懂事的小姑娘，但是在台
上的部位尺寸以及调门都是你在配合余老板是不是？
我还记得唱西皮对口的一段：‘月儿弯弯照天涯，问声军爷你住在哪家’调门儿低得不得了，当时我
很担心你如何能唱得出呢？
”他又接着说：“您看的那一次《戏凤》恐怕是我们俩最后合作的一次了。
那时余老板正便血，当然嗓子不在家，不但用人家的调门儿，胡琴也是用的人家的咧！
”我当时大笑说：“我猜得怎么样？
”我用这句话结束了一段有趣的闲谈。
由以上的这段话里，可以知道梅老板是如何尊重观众和忠于艺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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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京剧名伶艺术萃集》介绍：齐菘先生自幼酷嗜京剧，年轻时曾遍览名剧，与诸多京城名角儿交好，
对他们的艺术有很深的体悟，所写剧评能够深入浅出、语中肯綮，是真正的行家里手，也是研究民国
时期京剧历史与京剧表演艺术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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