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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戏曲艺术的斗士盖叫天先生    欧阳予倩    我和盖叫天先生相识已三十多年了，和他同班演过戏，近二
十年来和他很少见面，可是他所给予我的印象将永远留在记忆之中。
    我第一次看他的戏是《三岔口》。
一时无两的杰作使满座的观众感到惊异，为之喜悦欢呼。
他的形体动作精练，我难以形容：生动、灵活、飘逸、刚健而准确的动作构成舞蹈的美，表现出勇敢
坚定的英雄形象。
就舞姿而论，他无论什么戏都有其独到之处。
刚劲有如百炼钢，也可以柔软得像根绸带子；快起来如飞燕掠波，舒缓之处像春风拂柳；动起来像珠
走玉盘，夏然静止就像奇峰迎面。
这要靠才能，更要靠功夫。
    盖叫天先生的戏无论哪一个，没有一处不见才能，尤其没有一处不见功夫。
他曾经在《请宋灵》里饰岳云，他在台上一站，在几个靠将中就只看见他——他的臂膀，他的腿脚，
他的眼睛，他全身的工架，尤其是他的神采——一个美的雕像，透出了少年英雄内在的、充沛的精力
。
这个戏中岳云并不是正角，而他一出场不必卖弄就已把观众的注意集中在他的身上。
一般观众当然说不出所以然来，只见他在那里一站就使人感觉到他有不知哪一点和别的靠将不同，也
正是那一点吸弓j着人。
内行人常说：是不是好角只要看他在台上一站就知道。
可见，一个有功夫的好演员随处都能显示才能，功夫不到家而急求自见的绝不会取得真正的成就。
    盖叫天先生以短打著名，他的靠把戏也十分精彩，他尤其善于用各种兵器。
如他在《水帘洞》里耍双鞭，可谓出奇制胜。
他耍的乾坤圈，如果不是看过的就不会想象到他会是那样巧妙。
他的《闹天宫》有跟四大金刚打的一场，最后一个金刚抱着琵琶上，就用琵琶为武器，孙行者把金刚
打下，夺过琵琶来斗哪吒，最后他夺过哪吒手中的乾坤圈，一面用琵琶和哪吒打着，一面用脚舞弄着
乾坤圈。
还有他演金钱豹，猴子从四张桌子上翻下来，他隔着四张桌子把叉扔过去刚刚是被猴子接住。
以上所说无一不是绝技。
别人不是完全来不了，但无论如何来得没有他那样漂亮，那样准确，那样干净、利落，那样精美而有
光彩。
也就是说，有演员的感情和生命力贯注在动作之中，所以不同于杂耍，而是京戏中武戏艺术精湛的表
现。
    盖叫天先生出身于农民家庭，因生活艰难从小进科班学艺，受过不知多少苦楚。
他的表演艺术从幼年时期一直受着严格的、甚至是苛酷的训练，底子打得异常结实。
不仅是武戏，文戏也有深厚的根底。
他不仅是武生，须生也擅长，可谓是“文武昆乱不挡”。
可是他从来不曾满足于他既得的成就，他以孜孜不倦勤勉力学的精神使他的艺术日新月异，逐步获得
广大群众的喜爱，他的声誉也就蒸蒸日上，这不是偶然的。
我曾经听他谈过如何演《醉写》的李太白，如何演《群英会》中的鲁肃、诸葛亮、周公瑾等角。
他批评了一些庸俗的表演，指出了正当的表演方法；他特别注重通过鲜明的动作使人物的性格形象化
。
他的话极为精辟，对于表演艺术很有益处，可惜当时我没有把它记录下来。
他所讲的都结合实际没有空话，所以可贵。
一个优秀艺术家的经验总结是很可宝贵的，应当好好的记录整理，用以启发后进。
    大家都知道盖叫天先生舞九节鞭很精妙，他是向一个江湖卖武的艺人学的。
他偶然见到那位艺人舞九节鞭就拜他为师，不到一星期就学会了，从此自己加以琢磨，逐步地有所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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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他经常请朋友看，记得有一回我到他家里，尽管我是外行，他也在院子里舞给我看，让我提意见。
他练了一年多，认为确有把握了，才把它运用在舞台上。
青出于蓝自不用说，特别是他那种择善而从、～丝不苟和一贯的恒心为他人所不可及。
就是舞乾坤圈也是舞台上从来没有过的，那是他的创造，也是经过长期的苦练才出以问世。
“好学”、“不苟”和“有恒”，是他成功的秘诀，也是每一个艺术工作者不可缺少的美德。
天下无可幸致之事，这些都是值得青年艺术工作者们学习的。
    盖叫天先生曾经因为布景片绊了脚在台上跌断了腿，医生认为要保全生命必须将腿锯去，他坚决反
对。
锯断一条腿他就不能演戏了。
他认为艺术生命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就是死也要保全他的那条久经锻炼的腿。
后来因一位医生给他把腿骨接错了，他宁可磕断再接，也不愿留下残疾。
他在病中忍耐着极大的痛苦，还经常练他另外一条腿。
及至病愈登台，人家见他的腿抬得特别高觉得奇怪，不知为什么长期的休养并没有使他的功力减退。
可见他是怎样热爱艺术，怎样尊重自己的职业，怎样诚恳地对观众负责！
他的坚强的意志力使他能克服困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盖叫天先生是个爽直的汉子，表里如一，对待事物情感真挚，只要他认为对的就坚持不变；他勤勉
好学，到70岁的高龄还和青年的时候一样，练工从不间断。
他具备着中国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品质。
最近《戏剧报》发表了他的自传体的记录《粉墨春秋》，虽还不过一小部分，也已足够令人感动。
我们的青年戏剧工作者处在今天这样自由的日子里，具备着优越的条件，就当勤学苦练，无愧于我们
的先辈。
    195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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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盖叫天先生出身于农民家庭，因生活艰难从小进科班学艺，受过不知多少苦楚。
他的表演艺术从幼年时期一直受着严格的、甚至是苛酷的训练，底子打得异常结实。
不仅是武戏，文戏也有深厚的根底。
他不仅是武生，须生也擅长，可谓是“文武昆乱不挡”。
可是他从来不曾满足于他既得的成就，他以孜孜不倦勤勉力学的精神使他的艺术日新月异，逐步获得
广大群众的喜爱，他的声誉也就蒸蒸日上，这不是偶然的。
我曾经听他谈过如何演《醉写》的李太白，如何演《群英会》中的鲁肃、诸葛亮、周公瑾等角。
他批评了一些庸俗的表演，指出了正当的表演方法；他特别注重通过鲜明的动作使人物的性格形象化
。
他的话极为精辟，对于表演艺术很有益处，可惜当时我没有把它记录下来。
他所讲的都结合实际没有空话，所以可贵。
一个优秀艺术家的经验总结是很可宝贵的，应当好好的记录整理，用以启发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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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家住在河北省保定府高阳县西延村，我从小生得黑，所以我的小名就叫老黑；又因为我生肖属鼠，
鼠爱打洞，所以人家又管我叫“老洞”。
除了张英杰这名字外，我还有个名字叫燕南。
    我们兄弟一共五人，大哥英甫(艺名“赛阵风”，工武旦)、四哥英俊(艺名“七金子”，工文武老生)
和我三人是学戏的，二哥英泰和三哥英才是“外行”。
(从前艺人统称非艺人为“外行”。
)    那时候李鸿章当直隶总督，在他的“治下”连年发水，我们家乡连涝十年，树皮草根都吃光了，老
百姓怨声载道，都恨极了，大家说李鸿章一定是个“老王八精”。
乡间生活没办法，大人只要能得到十几个馒头和一吊钱，就让人把孩子带出去学戏，因为这样总比在
家里挨饿的好，我大哥就是这样离家去学戏的。
    记得我7岁那年的冬天，大哥由外边回家来结婚。
他那时大约19、20岁光景，原来的科班散了，由科班里一位陈先生(唱二花脸的)收作头把徒弟，大哥
已经满师了，还要帮着他做三四年，才准离开，这是以前的规矩。
那位陈先生督促我大哥练功非常严格，大哥练“朝金鼎”这类戏，单手撑在陈先生的手上，头朝下，
脚朝天地拿顶，他一只手朝天托着只要稍微歪一点儿，陈先生就把手一撂，人就直摔下来，摔个半死
。
    大哥那时在外面已经“红”了，‘回到家乡，大家都要看看他学了些什么本领，他就当众表演，踩
着跷，一纵身，就上了平房，再一个筋斗翻下来，赢得大家都叫好。
迎亲的那天，师傅对他的练功还不放松，要他踩着跷跟在迎亲的车子后面，一直到离他丈人家不远才
去了跷。
    转年，我爹娘送嫂子到上海来找我大哥，我也随着一起来上海，住在西新桥附近的仁寿里，那时候
延安东路一带还都是河哩。
汪桂芬和我们住在一个里弄，他当时“红”的可了不得，只要他的戏码一贴出来就准满堂。
同台演出(《莲花湖》的有林树森的爷爷林老好的胜英，黄月山的韩秀，李春来的杨香武，我大哥当时
演的戏叫《双跑马大卖艺》，演的是夫妻二人落难、当街卖艺的故事。
戏中，在一张桌子上成品字形叠放着三张长凳，人要在凳上拿顶，再用颈背一碰凳面，顺着那股弹劲
儿，一个筋斗倒翻落在地面上。
大哥有次一不留神，胸脯着了地，人摔伤了，他自己认为是功夫没练好，不顾吐血，每天清早天还不
亮，就在雪地上再练起功来。
    把嫂子送到上海，我们就回来了。
8岁半那年我们在家中生活不下去，打算随着三哥从天津转道到上海投奔大哥。
高阳县到天津，三百二十里地，坐不起车，我们背了个扫把子(北方人出门背在身上装物用的布褡裢，
俗称“扫把子)”，就装着三十个窝窝头，二十张饼(高梁饼)和一吊二百钱，全家就这么上路了。
    到晚下店，这店还不如《三岔口》的店房，一个大土炕，密密排排地睡上几十个人，一宵五个小钱
，还带卖热面条、咯咯、荞麦面。
我嗅着真香，走了一天路，又饥又乏，可是大人连口窝窝头还不叫吃，说是“睡觉了，还糟蹋半个窝
窝头，岂不罪过？
”他们认为只有干活才能吃东西，否则就是糟蹋粮食。
    在天津遇着在上海叫师傅打得偷跑回来的四哥，于是我们就一同进了在天津的隆庆和科班。
那时候在班子里昆腔、二黄、梆子都唱，其中尤以河北梆子最着重。
    进科时，我年纪很小，成天闹着玩。
按戏班规矩，不打闹台，后台是不能动刀枪的，我可瞅着无人，动动刀枪，台上的鼓也去敲敲，偷着
给自己勾个脸，把戏衣穿上。
师兄们练功，我就在旁边看，虽然没有教，但不上半年，我也学会拿顶，耍棍子，而且不比他们差，
大家看了很惊异，认为“这孩子不错”，于是班里一位老齐先生就给我开蒙教了几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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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天关》是我的开蒙戏，以后又学了《双盗印》和《八大锤》。
    老齐先生年纪大了，寒腿(练功后腿受了凉，在台上举步时两腿无力，称为“寒腿”。
像他这样的人，又称为“台上的残废”)，不能登台演出。
那时班子常在农村流动，腊月寒天，我们赶了一夜路，一清早到了一个村，找到了一所东倒西歪的东
岳庙，作为我们住宿的地方。
大伙儿都到场子里忙着上戏去了，庙里留着我和老齐先生。
    我们一老一小，从昨晚到现在没吃过一点儿东西，肚子饿得直叫，可是班主刚才还向大伙儿说“唱
完了‘早工’再吃饭”。
唱戏的伙伴们尚且饿着，我们这闲着的就别梦想提早吃了，要等着他们唱完这场“早工”才好吃饭。
可还有一桩：希望他们剩下这么一碗半碗的棒子面，别都吃光了，我才有吃的，否则我只好吃锅巴与
喝凉水了。
    这所破庙缺窗少门，挡不住外面下着的大雪，一阵大风带着小冰凌子吹到脸上，能把人的脸皮都扎
破。
    地上铺的都是向老乡们讨来睡觉用的麦秸。
老齐先生要我把中间打扫出一块空地来准备教戏。
我脱下身上的破棉袄，作为扫帚，低着头把麦秸扫到一边去。
正扫着，呼一阵风，只觉得颈项中凉飕飕的，回身一看，瞧见一个拖着血红舌头的无常鬼站在那里。
——黑白二无常分立大殿的两边，无常身后的墙塌坏了，雪正从缺口处飘进来，堆集在无常的两肩上
，一阵风吹来，把雪吹散，落到我的颈项中。
无常的手臂，年久失修，快要断了，靠铁丝串连着，手里拿着拘人的铁链，风吹臂动，手中的铁链也
随着不住地摇晃着。
    我吓得把眼睛闭起来。
    老齐先生在一旁低声向无常咕哝着：“朋友，请多照应一点儿吧⋯⋯”    老齐先生说完，就盘腿冲
南而坐，我也盘腿打斜坐在一旁。
(教戏的规矩，学生是不能和先生正对面坐的。
)两腿交叉盘屈，脚心朝上，这样坐，可以压住脚腕，习惯了，脚腕可以灵活地弯曲，台上的举步和亮
靴底便不费劲，也好看了。
    我们二人之间放着一张小矮桌，我的左手摊开放在桌上，老齐先生手拿戒尺，在我手心上轻敲着板
眼，这只手就算交给他了；右手自己打着拍子，就这样练唱。
不论是嘴里唱错了，或是手里拍子打错了，他就给我一戒尺。
那么冷的天，手都冻僵了，一戒尺打下来从手掌心直痛到尾椎骨。
    光这么唱还不行，还得随着唱词的意义，脸上要表现出适合唱词的神色、身段。
坐着不动，哪来身段？
实不知心中有了，从眼神、脸上都看得出。
譬如：《挑华车》中高宠望兵时，唱的一段[石榴花]：“只见那番营蝼蚁似海潮⋯⋯，又只见将士纷
纷旌旗乱绕，人翻马嘶，兵卒闹噪，耳听得战鼓冬冬⋯⋯”这是描写高宠要冲进番营之前、观看番营
动静，从他的表情和舞蹈中，反映出战场上战鼓连天、杀气腾腾的声势，高宠决心单枪匹马去与金兵
作战前的激动心情。
这个曲牌唱时要在板上起板上落，不能唱错一点儿。
我一手打着拍子唱“只见那”三字时，脸上要做出了望番营，看见无数金兵，心想有“这么些人哪！
”的神情；唱到“番营蝼蚁似海潮”时，心里要有个云手的舞蹈动作，虽然身上没表现出来，可是老
师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出你心里是否有了这动作，因为如果心里有了，眼睛会自然而然地随心里的云手
动作流露出来绕一个圈圈，否则板眼虽唱对了，神情没做出来，摊在桌上的手，就又得挨上一戒尺。
    盘腿唱过一个半钟头，再两腿分开，蹬着“骑马式”的姿势，一手敲着拍子，再唱上一个半钟头。
要是腿软，打哆嗦，又得挨打。
唱的时候还得注意着口形，譬如唱英雄夜行“迈开大步往前闯”，如果大张着嘴，连小舌头都让人瞧
见了，这就不美了，对人物来讲，也没有了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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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虽然唱“闯”字，张嘴，也得有个样子，不要张得太大，保持住人物的身份，打喉音里发出“
闯”字就行了。
我们学戏时，这些地方如不注意，老师拿筷子就朝你嘴里直捣进来。
P0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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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国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在他近七十年的丰富的艺术实践中创造了独具风格的艺术流派—
—盖派．本书即是根据他口述的舞台生活和艺术经验记录整理而成。
    1958年，曾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过的《粉墨春秋》，记述了盖叫天的舞台艺术经验，很受读者欢
迎。
此书原拟继续出版，以期用文字形式较为完整地记录出版他的艺术经验和艺术创造，但在“文革”期
间，我国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几乎都被扣上”反动权威”、“戏霸”等帽子，而整理记录著名演员的舞
台艺术经验的作品，也几乎都被打成“毒草”。
《粉墨春秋》自不例外，原来准备出版的《粉墨春秋》第二集的稿件也遭散失。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戏剧出版社从遗留下的废纸堆里找到了《粉墨春秋》第二集的稿件，为了把
何慢、龚义江两位同志已经记录下来的盖叫天的舞台艺术经验，较系统地整理出版．经与何、龚两位
同志商定，把“第二集”的稿件与修订后的1958年的《粉墨春秋》合在一起。
重编出版．仍名《粉墨春秋》。
    现在，距上一次出版也已过去了将近30年，仍时有读者询问此书．热切希望出版社能够再版，足见
此书在读者中的影响力。
究其原因，不仅里面记录的盖老几十年的演艺经历和艺术经验对京剧艺术有着透彻的把握，而且其中
蕴含的真知灼见对其他艺术门类也有着普泛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意义。
在这里，引一段著名翻译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信中对本书的一番评价，也许能够说明问题——    月初看
了盖叫天口述，由别人笔录的《粉墨春秋》，倒是解放以来谈艺术最好的书。
人生——教育——伦理——艺术，再没有结合得更完满的了。
从头至尾都有实例，决不是枯燥的理论。
⋯⋯盖叫天对艺术更有深刻的体会。
他说学戏必需经过一番“默”的功夫。
学会了唱、念、做，不算数；还得坐下来叫自己“魂灵出窍”，就是自己分身出去，把一出戏默默地
做一遍、唱一遍；同时自己细细观察，有什么缺点该怎样改。
然后站起身来再做、再唱、再念。
那时定会发觉刚才思想上修整很好的东西又跑了，做起来同想的完全走了样。
那就得再练，再下苦功，再“默”，再做。
如此反复做去，一出戏才算真正学会了，拿稳了。
——你看，这段话说得多透彻，把自我批评贯彻得多好！
老艺人的自我批评决不放在嘴边，而是在业务中不断实践。
其次，经过一再“默”练，作品必然深深地打进我们心里，与我们的思想感情完全化为一片。
⋯⋯我觉得这部书值得写一长篇书评：不仅学艺术的青年、中年、老年人，不论学的哪一门，应当列
为必读书．便是从上到下一切的文艺领导干部也该细读几遍；做教育工作的人读了也有好处。
    这次再版，我们将此书列入国家重点图书“中国戏曲艺术大系”系列丛书中，较之上一版，在出版
规格上有了质的提高：首先，我们对篇章结构略作调整，以使脉络更加清晰；其次，在装帧设计上也
更加考究。
同时，龚义江先生不顾年老体衰为我们提供了盖老大量珍贵的照片，也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此，我们对龚义江先生表示深深地谢意．并祝老人家身体健康！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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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当代杰出的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积蓄了戏曲表演艺术丰富的优秀传统，经他数十年孜孜不倦
的艺术实践，勤学苦练，善于向生活学习，终于在艺术上独树一帜，形成了“盖派”艺术。
他在表演上自成风格，在武生一行中有着不少精湛而突出的创造，他的六十多年演剧生活，是一部充
满创造与追求的历史。
在许多从事记录整理工作同志的启发，和盖老不辞劳苦的口述和耐心地指导下，我们记录整理了盖叫
天先生平顺分的艺术经验，这就是已经出版的《粉墨春秋——盖叫天口述历史》。
本书由盖叫天口述，何慢、龚义江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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