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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实在没有想到，我的《梅兰芳与二十世纪》一书，从1990年三联书店首版之后，已然次第出了6次：   
1992年，台湾商鼎出版社买去版权，易名(《梅兰芳与中国文化》出版。
    1995年，三联书店再版，版式与文字均未变更。
    2000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梅兰芳三部曲》，其中第一部就是《梅兰芳与二十世纪》
。
正文配图，压缩改写。
    2006年，江苏教育出版社易名(《梅兰芳艺术谭》，文字摘取了原书的核心部分。
    实在没想到，一本普通的20万字的学术著作．20年间竟断续出版了6次。
    是我写得好么？
不敢那么说，我只能说自己用了心。
这本书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着眼点在文化，或者是用文化俯瞰艺术，然后从文化层面上适当展开。
这个“适当”很重要，要敢于展开，同时又要适当，要见好就收。
当时，国家正筹备举办“徽班进京200周年庆典”，人们对于京剧的复兴充满了期望。
人们都是真诚的，我自己虽不无稚嫩与勇敢，最后也凝结为真诚。
-三联书店当时也有困难，和我委婉“商量”，看能否用10O本样书代替稿酬⋯⋯我没多想，就答应了
。
    1990是我的创作大年，三本书外加一个戏(中国京剧院李世济主演的《武则天》)。
整个京剧的受众也相信，经过政府和行业这么一番努力，京剧就会有很大的好转。
甚至，台湾同胞也抱着同样的看法，要不然台湾的书业老板怎么会跨海而来，费力找到我，买下版权
呢？
    总之，1990年，那是让人记忆的时代。
人人对京剧真诚，人人相信京剧会迅速转好。
于是在大动作前，我这本《梅兰芳与二十世纪》恰巧赶上了好时机，所以它不能不红。
    我在随后的1995年，又出版了它的姊妹篇《梅兰芳百年祭》。
    在2000年时，又出版了《梅兰芳与二十一世纪》。
并且把上述三本统一编排，出版了《梅兰芳三部曲》。
其中我把梅兰芳与程砚秋作了对比，还把梅兰芳与周信芳作了对照。
上海朋友来信赞美后者就是一本书的架子，要我补充材料，把梅周对比写成一本书。
我则回信，如果觉得这个架子还可以，请你们自己搞吧．我已经出版了不少东西，已经有些累了，想
换换思路再写了。
    此时，我从中国京剧院编剧改任研究部主任，关注的事情变了，视野也转移到更多具有文化内涵的
梨园事物之上，我不能再端着架子说“梅兰芳如何如何”，我一方面要观察更多的演员，同时要探明
梨园有哪些角落与沟壑，都有哪些更有味道的东西。
所以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写的文章短了，关注的事物小了，更追求一种实在，甚至追求历史感与
更好玩。
表面上离正统越来越远，但骨子里它们是对研究梅文化的再探索与再补充。
显然，这些比较适合于看着玩，它们是我最初写文章路数的补充与剥离。
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参看我在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梨园文化雅俗谈——风之集”系列。
    今天在报纸上看到“贾平凹涉嫌数字版权‘一女二嫁”’的消息。
他的新作《古炉》，一方面签约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授权给网易读书频道——三分之一可免费阅
读，其他章节阅读要付费8元。
读者这样通过网络阅读，显然比买纸质书便宜多了。
于是两家单位发生了争执。
    未来有关京剧的著述，能否从这件事中得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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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让京剧作品更深入渗透进趣味文化与神秘文化之中，让读了网络版的读者欲罢不能，甚至要让他
们追到剧场，去看最权威的演员现场演绎？
当然，这样做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足够深刻与有魅力的研究成果；第二，内容不能有问题，要赢
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还要通过有关方面的审查。
而我们现在的京剧从业人员，都是什么样的素质呢？
京剧的现状究竟怎么样？
你究竟准备在多长的时间内，把诸如“梅兰芳戏剧体系”这样的课题研究出来？
一旦研究出来，又准备让它怎样进入实践的熔炉，让它带给政府怎样的经济效益？
⋯⋯    总之，既要升华它，又要让它产生效益，不但不能挨批判，还得让人人竖大拇指。
    难么？
对了，就是难了。
但这又不是痴入说梦，它明摆在现实的京剧面前，就等着有办法的人去接招了。
    徐城北    2011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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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梅兰芳艺术谭》是著名京剧剧作家徐城北对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艺术人生的介绍和研究。
展现了大师的志向、奋斗、社会交往、悲欢离合，以及成为中华文明瑰宝的梅兰芳文化现象。
从内容上看，本书一方面对梅的艺术成就进行了详细而专业的解读，一方面抓住对于梅的命运、性格
具有巨大影响的关键时刻作深入分析，尤其注重从尘封已久的历史背景——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的
场景以及小的梨园景观中，去寻觅和研究梅兰芳如何与社会的这些方方面面取得联系，达到艺术上的
巅峰境界，而后又是如何回报社会的。
对京剧的前世今生，对京剧发展的未来，徐城北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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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城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戏曲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京
剧院研究部主任，写作各类著作七十余册，主要作品有《梅兰芳三部曲》、《老北京三部曲》、《京
剧与中国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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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写在第六版之前
序
1989年早春的自序
2005年早春的自序
第一编 梅氏坐标图
第一章 “记取种花人”·1921年
成名于“小年” 民国百态 梨园景观
浑噩中的渐变 1921年的梅兰芳
第二章 “东风不与周郎便”·1933年
鲜嫩又古老的“肥肉” 旦行、老生的位置对换
1933年的梅兰芳 “老四”成为劲敌
有志者无须仿效 南迁至沪
第三章 “无意巧玲珑”·1938年
上海变成“孤岛” 海派京戏种种
不是“冤家”不聚头 回顾访日赴美
不似西方胜似西方 又一次南迁
第四章 “北去南来自在飞”·1949年
海派京戏在发展中 再度与“老四”交手
“少一多一少”三段式 性格趋向平民化
梅、齐友好分道扬镳 向往北平
第五章 “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1959年
昨夜西风凋碧树 抹不去的记忆
转动起兰花指 私营剧团种种
纯钢百炼绕指柔 他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第二编 梅门艺术谭
第六章 梅之舞
狭义广义之分 动难，静更不易
“武”对“舞”的促进 《太真外传》与“进入文化”
“出浴舞”进入了《长恨歌》 “翠盘艳舞”偏离了《长恨歌》
梅葆玖向“霓裳羽衣舞”正面攻坚 “倒着排戏”的启示
第七章 梅之歌
舞与歌的对立统一 京剧以唱腔标定流派
流派纷出的文化背景 从朴素的情到华丽的文
又“复归”到准确的情 碎中求整与闲处生神
丰厚而混乱的文化 梅腔定式与“标准像”
第八章 梅之“大”
“没法儿学的大路活儿” 静穆而深沉的出场
“平均分”与“不多给” 二胡与加速度
把艺术上升为文化
第九章 梅之线
中国讲求“线”的艺术 剧本中的“线”
学戏时的“线” 舞台上的“线” 舞台下的“线”
最美的“线”是一波三折 “线”之长与短
第十章 梅之性
花衫的兴起 淫戏与相公 花衫与梅兰芳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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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衫起步于《汾河湾》 花衫成型于（太真外传&gt;
《霸王别姬》又有升华 《宇宙锋&gt;达到极致
讳莫如深“十七年” 性的复苏 性与京戏的起源
第十一章 梅之禅
从慈禧评戏说起 非教之教与不禅而禅
在入世与出世之间 闲云野鹤与“顿悟”
南北宗与京海派 茶道、花道与戏道
第十二章 梅之气
“内练一口气” 谭鑫培论气 刘宝全论气
梅兰芳论气 绸舞一口气 歌唱一口气
棋下一口气 “气”的小结
第十三章 梅之梅
“梅之梅”题解 “无可无不可”
从《是否“附逆”&gt;说起 顶峰与末路
第三编 梅派未来说
第十四章 一种绝对否定流派的历史
硬件、软件与流派 曾有几度高峰
“三并举”的解析 看戏时的双重性格
“官”本位与角儿本位 余波难继
第十五章 一种绝对肯定流派的历史
始于纸醉金迷 也有几度高峰 角儿本位与文化本位
作为梅派的两大分支 分支带来的困境
第十六章 一种“左”右为难的现实
“左”右皆失据 据的寻觅与质的确定
系统工程提上日程 有意摇摆起来 流派的出路
第十七章 未来社会与现代人
从“两家”到“多元”， “现代热”的弯路
立足“两极”的现代人 “本体热”与时代的关联
第十八章 梅兰芳在未来艺术中
梅兰芳这个人 梅派这门艺术
梅兰芳这种戏剧体系 深深的遗憾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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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坐标图，其一条轴是自身随生命而伸延的年岁，另一条轴是
自身对于这个社会所存在的价值。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分出若干阶段，那即是由“年岁轴”及“价值轴”上各自选出若干个点相交，并由
这许多的相交点连接为一条由若干短直线所构成的波折曲线。
这若干短直线，即是该人一生的若干阶段；这一条从整体上看的波折曲线，即是该人的生命进程。
梅兰芳氏，当然也会有自身独特的坐标图。
他的“年岁轴”，由1894年9月24日开始，至1961年8月8日停息，标列的方法与常人没什么两样。
对于另一条“价值轴”，其标列方法则会因认识角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
艺》卷中，把梅兰芳对于社会的价值分为三个时期：从他从事舞台活动开始，到1915年前后，是他艺
术活动的早期。
这一时期以继承传统为主，演出剧目多为传统的唱工戏，如《祭江》、《二进宫》、《三娘教子》等
。
这时梅兰芳在艺术上虽还不曾有自己的独特创造，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准备阶段。
自1915年起至抗日战争前夕，是他艺术活动的中期，此期创造精力最为旺盛。
他先后排演了时装新戏和古装新戏，又致力于传统剧目的整理加工。
在此时期，他完成了京剧旦角表演艺术上的重大革新，完成了前辈旦角演员特别是王瑶卿的未竟之功
。
从抗日战争结束恢复舞台生活起，直至逝世，是梅兰芳艺术活动的晚期。
此期上演剧目减少，经常演出的是《宇宙锋》、《贵妃醉酒))、《断桥》、《奇双会》、《霸王别姬
》等最具有梅派特色的剧目。
《穆桂英挂帅》是他晚期唯一的一部新戏。
此期艺术风格也不似中期那样色彩浓艳，而趋于清淡含蓄，更富于内在的魅力，这标志梅兰芳的艺术
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上述这段话节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梅兰芳”条目，显然，它具备如下两个特点：一，它是从
“梅兰芳是一位杰出的京剧大师”的定义出发，单就梅氏表演艺术的成就来评论其社会价值的。
二，它为梅氏标定的坐标线由三条短直线所组成，叙述评议的重心也在这三条短直线上。
我想，如果从这两个特点出发，进一步充实材料进行纵横捭阖式的阐述，就可能形成一部极有价值的
、纯艺术范畴的学术著作。
然而本书对梅氏的认识角度及研究方法，与《中国大百科全书》有许多不同。
在本书为梅氏标定的坐标图中，“价值轴”依据的并不仅限于梅一生的艺术成就，而是把梅也同样看
成一个“社会的人”，并把“这一个”“社会的人”投进梅所置身的特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背
景中去，去寻觅和研究梅如何与社会的这些方方面面取得联系，然后又是如何回报这个社会。
再有，本书描摹、剖析的重心也不在坐标图的短直线上，而是紧紧扣住由短直线相交所形成的五个点
。
请注意，百科全书对梅艺术价值所标的三条短直线间，实际存在着两段空白：一是自梅诞生至开始学
戏的七八岁间，二是自“九·一八事变”至抗战胜利的十三四年。
这两段被处理成空白当然也有道理，是因梅在此两期中基本上没有艺术活动而略去不计。
本编着重“抓”五个点，既是一方面对那五个对于梅的命运、性格具有巨大影响的关键时刻作深入的
分析；同时对于其间那些属于短直线的部分，也灵活地进行“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式的回顾或预示
。
这样一来，在叙述上就有了很大的主动性，同时在体例上与纯学术的“评传”写法也有了区别。
本书不打算用“君临”的态度去阐“道”，去设立枯燥无味的条条框框；笔者愿与读者促膝对坐，彻
夜神聊。
聊什么呢？
不外两个实际——一是艺术现象，二是作为其背景和源泉的生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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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愿从自己的审美经验与习惯出发，力图聊得有兴味一些和含蓄一些。
有了这两个“一些”，大约就能使读者在听取神聊的过程中，也情不自禁地参与艺术上的再创造，然
后与笔者一起得出那种“从特定经验中所取得的特定结论”。
第一章 “记取种花人”·1921年成名于“小年”有一种误解，认为“四大名旦”是在1927年因北京《
顺天时报》的选举产生而同时成名。
事实上，是梅兰芳率先成名，其次才是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
我向梨园界的老人了解梅成名的具体时间，他们先是困惑地想了许久，然后又不约而同地答日：“民
国十年。
”查史，民国十年(1921年)有两件政治大事：4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7月，中国共产党秘密
成立。
这一年梅兰芳虚岁二十八岁，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他不会不知道；但1911年时，孙先生已经当了一回临
时大总统，之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走马灯”般都过了一回“总统瘾”(袁世凯还当了
一回皇上)，此际孙中山远在广州上任，这影响一时半会儿到不了北京的。
至于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秘密成立，对于以“京朝派”自诩的北京梨园界人士来说，就更是遥远而又
渺茫的事了。
这年在京剧发展史上，又偏属“结果儿”不多的“小年”。
那么，梅兰芳在此年成名之说又缘何而来？
众所周知，梅兰芳一生艺事很少“飞跃”，而是从唱“开场”一点一滴地积累经验，戏码一出一出地
向后挪移，是通过不停顿的量变而成为“伶界大王”的。
民国十年，就恰恰是梅兰芳量变链条中很普通的一环。
老人们或许是喜凑整数才说出“民国十年”的吧？
在穷思几至力竭之后，又忽地欣喜起来：倘若能在这极其普通的一年当中，挖掘出促使梅成名的必然
因素，就会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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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书的结构和笔法是想了几年才定下来的。
第一编的五章曾在江苏的《艺术百家》(季刊)上连载，我很想“悠”着劲儿慢慢写，随写随发表，随
发表随听取意见，随听取意见随修正补充。
总之希望能在1994年(梅兰芳百年诞辰)之前全书问世，并且能够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东西，我也就心
满意足了。
没有想到的是，当第二、三编的提纲几经修改之后，便陡然加快了写作速度，原因是基于以下的思考
——    目前的短期行为太多，我不赞成。
但在长期行为思想指导下的短线产品，似乎不应反对。
更何况，我在这部书中对梅兰芳文化现象的研究，或许是有些开创意义的。
倘使早一些拿给京剧演员和观众，早一些拿给关心京剧和传统文化的知识界朋友，就可能早一些发生
作用，就能减少一些无谓内耗。
    因此这部书从立意上讲，不是靠资料翔实和立论严谨去博求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凝重感；而企图在新
的观点上就基本问题重新发言，通过大开大阖、大张大弛而昂扬出一种激愤，流溢出一种神韵。
我搞的是一种“不完备的学术”，并望学术亦能从“完备”的殿堂走出来，走下来，直至走进和融入
实践的洪荒之中。
——此书的特点就在此，局限也在此。
    作者    1989年早春于“品戏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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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梅兰芳艺术谭》编辑推荐：在舞台上，单单是梅兰芳的这一双手，就可以变幻出“露滋”、“陨露
”、“并蒂”等几十种美妙姿式。
它们总是羞答答地藏到水袖之中，等到必须露面的时刻，才“一以当十”地出现。
出现也多是一刹，然而仅这一刹也就够了——足以把或温柔、或羞涩、或悲愤、或从容的情愫，结结
实实地送进看客们的心里，并长留于一生的记忆之中！
《梅兰芳艺术谭》将梅兰芳文化现象放在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场景中研究，既有鲜活、生
动的叙述，又有深刻、独到的评论。
兼具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和纯学术研究。
三个字后面的内涵无比深邃，值得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反复探求、不断研究⋯⋯他永远站在历
史和现实之间，站在艺术的巅峰上朝着我们颔首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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