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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能够为李紫贵同志口述、蒋健兰同志整理的这一本《忆江南》写序，在我是非常愉快的事。
不论写得是否像一篇序、是否是一篇像样的序，我都不顾及，我就是愿意写。
按年龄、经历、学养各方面说，紫贵同志都可以算是我的师辈，但我更愿称他是我的老朋友。
我们于1945年相识，到现在整整五十年了，能说不老吗?但是我们的交往却相当怪一准确地说是相当有
趣。
    那是1945年大约12月间，抗战胜利不久，大批文艺工作者汇聚重庆，千方百计找机会复员回“下江
”。
我那时在重庆的官办中电剧团从事话剧工作，紫贵同志则是随四维平剧(即京剧)社于一年前在湘桂云
撤退中由广西来到重庆，我们并不相识。
那时重庆戏剧工作者经常聚会的地方之一，是国泰大戏院对面的一个中型茶馆，它后面的院子就是中
华剧艺社的宿舍。
有一天晚上，我们一些同行正在这个茶馆里“泡”着，一个朋友(我记不住是谁，可能是故友殷野，他
是话剧界中同四维诸君子来往最多的人)带来两个30岁上下的人，中等身材，精神抖擞，一看就像是干
戏的人，给我们一桌的人介绍说，这位是李紫贵，这位是曹慕髡。
我们请他们坐下聊了起来，就此算是认识了。
    我青年时对京剧几乎是剧盲，一窍不通，也没有朋友，只是看过四维在重庆演的《葛嫩娘》，这出
戏正是紫贵同志改编、导演的。
他们还演过《徽钦二帝》，我已忘了是否看过。
我们就从他们演的这些改良京剧谈起。
我知道四维剧社同田汉、欧阳予倩等前辈关系相当密切，倾向进步，当家旦角金素秋以及紫贵等都喜
欢同话剧剧人交朋友，因此在茶馆泡了一个晚上，虽然具体内容一点儿也没有记住，却留下一个鲜明
的印象，相谈甚欢。
有趣的是，当时重庆电力供应极差，茶馆里、只有一只小灯泡，高悬上方，布满灰尘，光度暗得都比
不上用灯草的油灯。
因此同紫贵、慕髡虽然相识神聊，但对他们的长相、特征却一点儿也没有印象，根本没有看清。
我们分别时谁也没有留下地址；也没说要通信，分别就是分别了。
其后不久，我随剧团坐木炭汽车走川湘公路转武汉换煤船复员东下上海。
四维是民间剧社，没有后台，只能仍在西南辗转流浪。
紫贵自己是到了1947年由重庆上游的宜宾回到上海，再去北平进入解放区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我参加华东代表团。
紫贵为中国戏曲实验学校导演了《白蛇传》，记不清是在看这个戏还是旁的戏时，在剧场里同紫贵不
期而遇，擦肩而过，相互都不认识了，又是旁人介绍，这是李紫贵同志，这时⋯⋯我们都“哎呀”一
声，重新见礼，十分高兴。
这以后他在北京，我在上海，叉十几年没有接触，直到1964年我调到北京中国剧协，才再相见。
不幸很快“文革”爆发，我们各自挨整“改造”，又复浪费生命十几年，就这样，我们的交往就像三
级跳远似的一点一点又复悬空，颇使我有“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感慨。
朋友越交越老，相知依然不深，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80年代以来，我们方始常在一起看戏，一
起开会，一起评奖，一起出差以至同住一室，交谈研讨，可以说相当频繁。
由于紫贵同志是上海京剧世家出身，属于海派，他们李家同周信芳、盖叫天等前辈都有几代人的密切
关系。
我在上海工作过十几年，因此我们的共同话题和语言也榭目当多，我确实从他那里学习到不少京剧知
识，也逐渐了，解到他为人的谦虚、朴实、真诚和对艺术的敬业精神。
    紫贵同志青少年时做演员，演武生、老生，受海派革新精神的熏陶很深。
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同新文艺工作者接触，开始了京剧导演工作。
50年代初，他已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戏曲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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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戏校学生导的田汉老的《白蛇传》，不仅在全国会演中轰动一时，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而且经
过几十年不断地加工提高，现在可说已成为新京剧的经典作品了。
(顺便说一句，这个戏的演员名单今天看来真是群英荟萃，如花似锦)。
50年代中，他又参加苏联专家列斯里的导演训练班，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他和阿甲同志成为
几十个学员中仅有的两个戏曲导演。
他广泛读书，接受新鲜事物，好学深思，作风正派，受到演员们的尊敬和欢迎。
他出身上海，长住北京，融京、海于一炉，导演艺术硕果累累，是真正内行的京剧革新家，在京剧界
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近半个世纪京剧革新发展的过程中，紫贵是老黄牛，是带头羊，是战士，更是大将。
    人们早已注意到，作为导演的紫贵同志，他的艺术实践不仅在京剧，而且几十年来，昆剧、河北梆
子、桂剧、晋剧、粤剧等等许多剧种都曾请他去导戏，视野广阔，他是名副其实的戏曲大导演。
人们也知道紫贵积几十年从艺经验，在戏曲表、导演的理论研究上形成了自己的一系歹真知灼见。
1992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由挚友刘乃崇编选的四十余万字《李紫贵戏曲表导演艺术论集》，是
他演剧思想的结晶，其中不少篇章都是可以作为青年戏曲艺徒学习的教材，是戏曲革新的宝贵财富，
这些都毋庸细说。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紫贵同志是京剧世家，他自己投身京剧世界七十余年，艺术生活经历和所见所闻
极为丰富，这是他的叉一座宝山，还没有大规模地开掘。
现在读者们手中拿到的《忆江南》，还只能说是他这个竹筒倒出的第一批豆子。
    这本书写的都是20世纪20、30年代南方京剧的许多人物、名剧和演出活动、具体内容读者看看目录
就可明白，不用多说。
此书的部分章节曾在《戏剧电影报》上连载，得到良好的反响。
我读了以后，深感不仅所记所述生动有趣，更重要的是其中许多资料实际上具有京剧史的价值。
比如杭嘉湖水路班子，是南派京剧的一个重要分支；比如《狸猫换太子》、《华丽缘》、《封神榜》
等戏，是上海连台本戏的有代表性的大剧目，在一般史论中，都是很少提及或者语焉不详，紫贵在这
里提供了鲜明生动的形象描述，我特别对书中以不少篇幅谈及南方的猴戏和张翼鹏的戏，觉得极有价
值。
张翼鹏是南方非常知名的武生(包括孙悟空猴戏)大演员，在他的艺术盛年，是可以与他父亲盖叫天并
肩而立的人物。
在许多剧目中，他已创造了同他父亲有所不同的，自己的特殊风格，塑造了新的形象，但他四十多岁
即英年早逝，是极为可惜的损失。
他一生没有到过北方，多年来对他的艺术的介绍、分析也很少。
紫贵在这里填补了一个相当大的空白，令人感激。
至于关于周信芳、盖叫天等的几篇论述，部是言之有物，内容充实，既是艺术史料，叉是艺术分析，
其意义自不待言。
    我掩卷思索，像作者这样有良好的记忆力，能够记得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许多细节，又有大量亲见、
亲闻、亲身经历的丰富材料，更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和新的艺术思想，具备这样的条件来回忆南方京剧
的种种切切，在当前剧界内、外，除紫贵同志外没有第二个人!加上蒋健兰同志记录得准确，文笔的朴
实生动，这实在是～本广大京剧工作者、京剧史家和评论家以及京剧爱好者值得一读的好书。
    紫贵同志的竹筒里的豆子还有的是，比如抗战时期桂黔滇川大后方的京剧活动，也是京剧史上重要
的一页。
前几年金素秋、傅淑芸所著的《篱下菊》(即金素秋自传)，对这一日寸期已有所忆述，写得相当精彩
，其中就包含有不少关于紫贵的艺迹鳞爪。
但紫贵也是那个风云时代的过来人，也还是值得从不同的角度(比如京剧革新、戏曲导演等等)大写一
番的，紫贵不写，能写的人怕是不多了，南方京剧的其他方面，也仍然是包蕴车富的矿藏有待开掘。
我祝愿紫贵同志老当益壮，壮心不已！
我希望乃崇、健兰伉俪再接再厉，继续做“紫贵金矿(京矿)”的开掘者。
    刘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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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京剧卷）：忆江南·李紫贵口述历史》写的都是20世纪20、30年代南方京
剧的许多人物、名剧和演出活动、具体内容，读者看看目录就可明白，不用多说。
此书的部分章节曾在《戏剧电影报》上连载，得到良好的反响。
我读了以后，深感不仅所记所述生动有趣，更重要的是其中许多资料实际上具有京剧史的价值。
比如杭嘉湖水路班子，是南派京剧的一个重要分支；比如《狸猫换太子》、《华丽缘》、《封神榜》
等戏，是上海连台本戏的有代表性的大剧目，在一般史论中，都是很少提及或者语焉不详，紫贵在这
翼提供了鲜明生动的形象描述。
我特别对书中以不少篇幅谈及南方的猴戏和张冀鹏的戏，觉得极有价值。
张翼鹏是南方非常知名的武生（包括孙悟空猴戏）大演员，在他的艺术盛年，是可以与他父亲盖叫天
并肩而立的人物。
在许多剧目中，他已创造了同他父亲有所不同的，自己，的特殊风格，塑造了新的形象，但他四十多
岁即英年早逝，是极为可惜的损失。
他一生没有到过北方，多年来对他的艺术的介绍、分析也很少。
紫贵在这里填补了一个相当大的空白，令人感激。
至于关于周信芳、盖叫天等的几篇论述，都是言之有物，内容充实，既是艺术史料，又是艺术分析，
其意义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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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紫贵（1915-1999）京剧老生、导演、教育家。
上海市人。
原名顺来。
出生梨园世家，自幼学习京剧文武老生，兼学武生。
8岁登台演出，14岁起在各地搭班演出，16岁担任主演，17岁第一次导演《绝龙岭》，从此既做演员又
做导演。
抗战时期参加田汉、欧阳予情等发起组织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使他在艺术思想上出现了一个
飞跃，从此立志追求“新平（京）剧”，参与京剧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戏曲学院导演、中国戏曲研究院导演组组长、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中
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剧协第二至四届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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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
李紫贵和《忆江南》
　李紫贵同志艺术生平
杭嘉湖《水路班子》见闻
　班子船
　赶台日
　要直格的
上海舞台见闻
　应节戏《洛阳桥》
　上海全堂变景第一天
　逼出来的《开天辟地》
　三个《狸猫换太子》
　以情节、演技抓人的《华丽缘》
　《封社榜》中好戏多
　⋯⋯
名伶见闻
后记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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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戏班分为三种：一种最好的叫“堂名班”，这可能跟过去讲究起堂号有关系，他们
班子起个什么堂字的名号。
“堂名班”角色比较齐全，水平也比较高，当地有句话：“短打《四杰村》，长靠《战宛城》。
”《四杰村》里武生、武旦、武花脸、武丑全得有；《战宛城》更是生、旦、净、丑齐全，还有火彩
。
因此能开出这两出戏，才够“堂名班”。
第二种叫“一冲头”，音是这个音，是不是这几个字，我搞不清楚。
“一冲头”还分“硬一冲”和“一冲头”两个档次，“硬一冲”比“堂名班”差一点儿，可又比“一
冲头”强一点儿。
这个“一冲头”可能是指角色不像“堂名班”那么全，而在某一方面比较突出，比较冲，所以叫“一
冲头”。
再一种叫“年糕班”，就是在过年过节时，凑点儿人，演点儿小戏，武戏开不出来。
“水路班子”重要的是演武戏，也演一些情节戏，没有武戏就不成了。
 “水路班子”的演员坐船是有分寸的，船上分天王铺、地王铺、人王铺。
天王铺是后舱，也就是船尾部分，这地方最宽敞、舒适，是角儿睡的地方；地王铺是船头部分，这地
方嘹望好，但稍微窄一点儿，也比较好，是二路角儿睡的地方；底包住中间的人王铺，这地方虽是中
舱，但是架桅杆的地方，篷中间有个洞，下雨时常漏雨。
 “堂名班”人多，一般是九条船，“硬一冲”是七条船， “一冲头”五条船，“年糕班”也就两三
条船。
这个班子船队中有一条是箱船，专放衣箱，大衣箱放哪儿，二衣箱放哪儿都有规定，不能乱来。
青龙箱（把子箱）放在船头，一方面是箱子大，占地方，另一方面也可能有驱邪的意思，因为青龙、
白虎吉祥如意。
再还有一层，为做宣传，大箱子横放船头，冲外的箱板上书写班名，人们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班子来了
。
有一条船是老板和乐队住，做饭也在这条船上，其他的船演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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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戏剧出版社要出版一套口述京剧的丛书，其中有由我父亲口述，蒋健兰老师整理的《忆江南》。
本丛书的策划人李鸣春先生嘱我写一篇简短的后记。
    记得上世纪1995年前后，那些年我回北京常见到刘乃崇、蒋健兰二位老师到紫竹院的家里和我父亲
一起聊戏，二位老师按照准备好的提纲发问，并不时抓住我父亲谈话中的某一点再进行深入的挖掘提
问。
我父亲时而陷入回忆思索，时而兴致勃勃地谈起南派京剧的往事，谈到水路班子，周信芳、盖叫天、
张翼鹏⋯⋯也说到他早年在杭嘉湖演戏的经历。
见闻。
说到兴奋处，他还会比划几下，做几个身段造型。
很难想象80高龄身体赢弱的父亲做起京剧身段来，功架还能如此饱满，好像在瞬间他就变成了一员虎
虎生威的猛将。
时隔多年，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如今，我父亲和刘乃崇老师、蒋健兰老师均已作古。
《忆江南》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以京剧口述。
历史的形式再版。
在此我们代表我的兄弟姐妹感谢刘厚生老师曾热情地为《忆江南》这本书作序，并感谢中国戏剧出版
社，感谢李鸣春先生为本书再版所付出的努力。
    谢谢！
    李峻森李燕君    2011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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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忆江南:李紫贵口述历史》由李紫贵口述，蒋健兰整理，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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