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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梅兰芳艺事新考》由吴开英所著，自民国以来，有关京剧大师梅兰芳之家世、梅兰芳代表作《天女
散花》剧本作者、徐悲鸿缘何绘制《天女散花图》、梅兰芳与鲁迅是否有恩怨等史实一直是难解之谜
。
作者通过调查考证，终于揭开了谜底，推翻了诸多不实成说，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梅兰芳。
《梅兰芳艺事新考》所征引史料与所配三百二十余幅图，许多系建国后首次面世，具有较高的史料和
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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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开英 　　1954年生，海南万宁人。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美学专业，研究生学历。
1990年在北京大学首届书法艺术研究班进修一年。
曾任总参谋部研究室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社会文化司综研处、艺术教育司综合处处长等职
。
现任文化部教育司副司长。
全国艺术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规范汉字表》研制领导小组成员、全国艺术考级
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1991年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现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大厅、2000年在法国巴黎东方文化中
心、2001年在广州世贸中心、2002年在广东江门艺术城举办过个人书画作品展。
作品还多次参加过国内外大型展览并获奖和被多家艺术馆、博物馆收藏。
出版有《标题书法》、《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邓小平文艺理论读本》等专著，在全国性报刊发
表书画理论和文化艺术方面论文60余篇。
个人传略被编入《中华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中国当代中青年书画300家》、《1992中国人物年鉴
》、《2000中国风·杰出人物特集》等辞书。
1996年被文化部荣记三等功一次，1999年受文化部通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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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16年前后，梅兰芳叫座力、影响力和知名度扶摇直上还有两件事可以佐证：一是
他演出的包银有大幅度提高，已与头牌演员几乎拿一样的包银。
1916年冬，上海许少卿再次邀请王凤卿、梅兰芳南下演出，梅的包银已提高至与王不相上下。
这次演出的剧场也有变化，由前两次的丹桂第一台改为有3000多座位的天蟾舞台，演出时间也比前两
次长，从农历10月6日到11月24日共45天，上海观众对梅兰芳欢迎的程度比之前两次也明显提高，梅兰
芳在上海的名气“如日中天”，演出期间“每天座无虚席”。
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回忆这次上海演出也说：“尤其是《嫦娥奔月》和《黛玉葬花》，这
两出戏的叫座能力最大。
⋯⋯差不离天天满座，常常拉铁门，把个许老板高兴得心花怒放，笑口常开。
”也正是这一期间，梅兰芳用两千多两银子在芦草园买了两座四合院打通为一个共有30多间房的大宅
院，又置备了专用的骡车和“跟包”，这也标志着梅兰芳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开始跨入“名角”行列；
二是北京东安市场有“吉祥”、“丹桂”两个戏园子，梅常在吉祥园演出。
1916年夏末，丹桂茶园以重金约请谭鑫培演出，吉祥园老板俞振庭恐谭演出影响他的生意，故在谭演
出的四天里，专门安排梅兰芳在吉祥园演出，这无形中是让梅与谭打对台。
可是梅兰芳并不知情，以为就是一次常规的演出。
结果，梅的叫座能力大有盖过谭鑫培之势，一些研究者如传记作家李伶伶在其撰写的《梅兰芳全传》
中，称这次打对台“‘丹桂’被‘吉祥’打了个落花流水。
”不过梅兰芳知道事情原委后非常自责，他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讲到此事时反省说：“我不应该
顺着俞振庭的意思来同他打对台，⋯⋯我让谭老板在他艺术生活即将结束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不愉快
，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然而，从梅、谭这次无意中于同一时间在相邻的两个剧场演出上座情形来看，梅的崛起已经是不争
的事实。
也可以这么说，并非本文前面提到的徐城北先生所讲的“1921年之后”，实际上是自1916年冬搭入桐
馨社与杨小楼同挂头牌同台演出开始（比徐先生所讲自1921年与杨小楼并挂头牌足足早了4年），梅兰
芳就已经把各种门类的“技”都置于严格意义的“戏”的统率之下了，并且已达“无技不惊人，无情
不动人，无戏不服人”的境界，其声望也扶摇直上，故而在“伶界大王”谭鑫培1917年一去世，梅兰
芳就毫无争议被推为新一代的“剧界大王”。
 再回到前面针对“成名于‘小年’”那段话而提出的三个小问题上来。
徐城北先生所访问的剧界老人，按徐写作时间推算，大多应为梅成名后出生的，而且可能也都未读过
类似梅社编辑的《梅兰芳》这样的书籍，故他们关于梅成名时间的说法，自然会带有较多的主观色彩
和随意性，这一点徐城北先生也很清楚，他在书中就直言不讳地提出疑问：“梅兰芳在此年成名之说
又缘何而来呢？
⋯⋯老人们或许是喜凑整数才说出‘民国十年’的吧？
”但徐先生在“穷思几至力竭之后”也认可了这一说法，并据此去挖掘“促使梅成名的必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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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梅兰芳艺事新考》所征引史料与所配三百二十余幅图，许多系建国后首次面世，具有较高的史料和
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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