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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继1985年《京剧谈往录》出版、1988年《京剧谈往录续编》出版之后，现在我们又把《京剧谈往录三
编》一书奉献在读者面前。
我国京剧艺术进发出的绚丽光彩，无疑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喜爱，因此《京剧谈往录》及其《续编》出
版之后（1986年《京剧谈往录》还再版了一次），很快被读者抢购一空，现在书店已很难买到这两册
书了，而且不少读者来信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编好其再续编，这就是我们编辑《三编》的原因。
今年是徽剧进京200周年，如果以徽剧、汉调、昆腔等在北京相会合而产生京剧这个新的剧种而言的话
，那末京剧绵延200年，繁衍出代代群星，创造出无数优秀剧目，它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是不可磨灭
的。
在这期间也有不少戏剧家笔耕墨录，把平时所见所闻星星点点记载下来，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如1962年在台湾逝世的齐如山先生，他生前曾访问过百余名当时的名演员，每人的访问经过都有记录
。
我们选择其中最详尽的四篇，即访问谭鑫培、陈德霖、余叔岩、杨小楼四人后写的《谈四角》，发袭
在这里。
读者可以从这里看到虽然早巳从舞台上消逝但仍栩栩如生的老谭等人的面貌。
作者与这些艺术家是同时代人，熟悉其生平，文章有褒有贬，是难得的好资料。
还有一位现在健在的著名戏剧家、也是名医的何时希先生，早年与萧长华、姜妙香先生等过往甚密，
他替萧、姜二老整理过传记，他手头存有一本萧老自写的传记，经他整理后也发表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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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年是徽剧进京200周年，如果以徽剧、汉调、昆腔等在北京相会合而产生京剧这个新的剧种而言
的话，那末京剧绵延200年，繁衍出代代群星，创造出无数优秀剧目，它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是不可
磨灭的。
在这期间也有不少戏剧家笔耕墨录，把平时所见所闻星星点点记载下来，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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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回顾上海戏剧学校我在中华戏校的前前后后我所认识的梅兰芳梅兰芳首次东渡纪实谈四角忆京剧表演
艺术家、麒派创始人周信芳萧长华先生生平我所知道的陈彦衡老师忆余叔岩演的堂会戏和义务戏记先
师孟小冬夫人黄桂秋老师和他的黄派艺术一代名琴杨宝忠我的梨园家世及从艺恩师罗亮生先生遗作《
戏曲唱片史话》订补附 戏曲唱片史话戏界小掌故《卖马》变迁《女起解》变迁《金钱豹》变迁正角与
配角前清无夜戏水袖·厚靴的来源一程长庚与徐小香平剧中的盲演员角儿的生活前清国丧斋戒忌辰等
日皆不许演戏关于“关戏”谈戏德《五花洞》今昔谈《汾河湾》的来由《问樵闹府的身段徐小香与《
八大锤》谈应节戏南天门谈《打渔杀家》谈元旦戏元旦“开台”谈检场放彩火谈跟包的谈饮切后台的
座位谈票友早期的戏园戏园的副业票友的来源教戏谈打出手武戏的打法旧剧七行七科梨园旧闻记谭鑫
培和汪笑侬的《珠帘寨》谭鑫培屡易班名由谭鑫培的城门洞喊嗓说起名角的吊嗓谭鑫培、梅兰芳合演
之戏单白牡丹与苟慧生年梅兰芳新戏梅派新戏之文明结婚梅兰芳与姜妙香之青衫年梅兰芳演出昆曲姜
妙香的一次“滚毛”杨小楼之昆曲武戏程砚秋学艺成名程砚秋喜《朱痕记》王瑶卿之巧思坤角老生恩
晓峰姚玉芙善书法朱琴心之细腻做工徐碧云之《绿珠》坠楼赵桐珊欲改小生未成我与程君谋孟小冬与
程君谋我和瑞德宝忆张荣奎我与吴我尊我所认识的琴师和琴票回忆几位鼓师和鼓票富连成头科六大弟
子崇雅社女科班丑角反串佘太君反串武生余叔岩第一次到上海余叔岩与杜月笙的决裂“上海大亨”杜
月笙的两次堂会戏日失扇记惜全部《春秋配》《西施》初演《红拂传》初演《上元夫人》之初演八本
《雁门关》《夸才》之隽永论台上汗出说周瑜出场“亮靴底”及“打黄盖”的出场全部《玉堂春》剧
本之起源及流派《会审》之满堂红《会审》是否应该删去“请医”一节《落花园》反调之两种唱法梅
剧《黛玉葬花》琐谈梅剧《洛神》的诗情画意关于《洛神》的序幕《梨园十三绝图》简考南府与升平
署后记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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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扮相谱。
文言日化妆谱。
此为乾隆年间，奉旨所为，每一出戏，戏中所有人员，都图画出来，冠巾，脸谱、胡须、衣服等等，
都画得极详，并注明；穿戴、脸儿，都照此扮等等字样，这种谱乃装成册页形式，共1200面，画用石
青、石绿勾以金银，画得极为工细。
据说是遇演某戏，则把该戏之谱，展于后台，令大家照办。
当初所以画此者，因为化妆之后，恐皇上不以为然，升平署总管，难免担不是，所以画成此图，经皇
帝过目后，便算成例，都照此办，则皇上再挑了眼，也有所推托，不用担责任。
这种图，民国后，经太监偷出，流落市中，我国剧学会，买得400多帧，确有历史价值，不止画工值钱
也。
以上乃从前的话，后来后台就永未陈列此谱，扮戏也就随便了。
德霖还说：老佛爷常出主意，比方戏中鲍赐安，本勾老眉子。
老眉子者，系勾上白眉，两边近耳之处，都往下弯，乃表示年老眉长之义。
西太后嫌不好看，不许这样勾法，乃换勾平常之眉。
从此以后，宫中演戏，就永不勾老眉子了。
但外间的营业戏，并未改换。
类似这样的情形，是常常有之的。
演戏论刻。
宫中演戏，不论钟点，只论演几刻，再细则几分，由一刻两刻，到十刻二十刻，永远是论刻。
每日所演之戏，横列于木牌上，每出下边，都注明几刻几分，从前这是不许错的，每出戏差一两分尚
可，再多总管就要说话或申饬了。
有时候也有伸缩，倘这出戏皇帝爱听，他也许使多唱一段。
有一次德霖唱《花园赠金）），西太后听着好听，说：接着演《彩楼配》吧。
这也是德霖生平得意的事情，但这也是很难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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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像《京剧谈往录》，《京剧谈住录续编》一样，《京剧谈往录三编》一书也向读者介绍了我国的一个
有名的戏剧单位，这就是上海戏剧学校。
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正”字辈学生，巳经为广大群众公认是我国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优秀演员。
现在他们又大都担任教学工作，为培养我国的京剧幼苗而努力。
这所学校的创办人以及很多演员由于各种原因，现在在台湾生活和演出，让我们通过这本书向他们表
示亲切的慰问，表达祖国大陆人民对他们的怀念吧！
为了编辑这本书，去年5月我们来到上海征集稿件，得到了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以及其他有关
同志的大力帮助。
书编成后年巴九十高龄的许姬传老先生像以往一样地为本书题签了封面，笔力雄道，为本书生色不少
。
在编辑过程中，著名的戏剧研究者刘曾复教授、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东升同志帮助我们审阅
了部分稿件。
在此，我们向这些帮助并支持过我们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希望今后得到他们更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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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京剧谈往录三编》为北京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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