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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昆曲对我来说，是一种感召，我每天都能感受到它悠长历史的重量，感触着它繁华和败落的兴衰沉浮
，也每天思考着它六百年生命的神秘基因，它让我们为之魂牵梦绕的魅力是什么？
是一种美！
一种凝聚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古典美，优美华丽的曲词、繁复精致的身段，无不充满了动人的美！
它将文学、舞蹈、歌唱、表演极完善地糅合在一起。
文人学者可以从曲词中看到中国文字的飞扬文采，音乐家可以从曲调里感受到传统丝竹的悠扬低回，
园林家甚至可以从中体味中国园林的玲珑曲折，画家则于水袖翻穿间想象中国绘画的气韵生动。
从不同角度去看昆曲，它都有着极丰富的内涵，为此，余秋雨老师说昆曲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最高典范
，大家都为之盛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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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岳美缇，女，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
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四届、第八届上海戏剧白玉兰表演奖获得者，获第八届文化部文华表演奖
，1997年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1999年荣获文化部、人事部文化系统先进个人称号。
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上海昆剧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上海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第九至十二届
上海市人大代表。
1954年进上海市戏曲学校首届昆曲班，1961年毕业，习小生，工巾生，师承艺术大师俞振飞、沈传芷
，表演潇洒倜傥，风格素雅清新，富蕴“俞派”艺术特有的温润书卷气质和儒雅风度，有“中国昆剧
第一女小生”之美誉。
在《司马相如》、《牡丹亭》、《玉簪记》、《占花魁》、《墙头马上》、《狮吼记》等剧中塑造了
风格迥异、各具魅力的艺术形象。
其主演的《司马相如》获全国电视戏曲片“飞天奖”一等奖；《陈妙常和潘必正》获全国电视戏曲艺
术片奖。
曾赴英国、美国、新加坡、丹麦、瑞典等国家及港、台地区演出；数次在美国、台湾、香港讲学，弘
扬了民族艺术，博得了国际声誉，2002年被美国纽约林肯中心授予“亚洲杰出艺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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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上编  一个孤单的女小生  与昆曲结缘    开蒙之初    大樟树下的孩子  寸草春晖    改行小生    信    机缘
   模仿开始    毕业    “包袱”背了半辈子    信，再也回不来了    风云突变  有影无踪忆流年    别亦难    青
春年华    往事如烟    重逢日再携手  惊梦醒来三十春    惑    第一次当导演    梦绕《牡丹亭》    一曲琴声，
断送青春    魂萦洛水边    演个小人物    女小生的路  谜一般的日子    意外    为什么录《邯郸梦·三醉》    
唱唐诗宋词    钓鱼台“听课”    奇怪的大寨之行    重唱《贺新郎》  画竹情怀  缘未了，情未了⋯⋯下编
 独步芳尘  青云桥下独徘徊    众里寻他千百度    山穷水尽疑无路    春光烂漫唱相如    美哉！
司马相如！
  柳枝梅影一生缘    寻找    艳非常，使人惊诧  我的另一个舞台  云开月朗——昆曲的形式美  我爱唱曲  
昆曲——一种神秘的基因    昆剧巾生表演的艺术特点    从脚下练起——谈昆曲小生的台步    美若兰花
——谈昆曲小生的指法  形神的聚焦点——谈眼神的训练  流动的美——昆曲表演中的水袖运用    褶子
的功夫    情动于中——我对体验的理解    小生的气质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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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樟树下的孩子：旧社会离家学戏的孩子，无不都是家境贫困，父母没法抚养，才和戏班的班主或师
傅签卞合同，就连昆曲的第一个学堂——“昆曲传习所”，当年进所学艺，也都立下关书：三年学戏
，两年“帮演”。
相比之下，我们是无比幸运了！
解放后，唱戏的被尊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从被人鄙视的“戏子”一下子跃为受人敬慕的“艺术家
”。
所以，那时“学戏”没有人看不起。
我们这个班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批国家招生的戏曲演员，吃住都由政府包下来。
一年两季还有衣服发。
由于刚解放，中学来不及扩建，那年小学报考中学的人数特别多，所以特别难考。
有不少因考不上中学在家没书念就来报考，也有家境困难，兄弟姐妹多父母负担不起的，还有外地来
报考的，大多是家里想减轻些负担。
我们这些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的孩子，住进这幢三层楼的洋房，一个月有十四元的伙食费，那时的猪
肉只有五角一斤，物价很便宜，顿顿有荤有素，热菜热饭，有两位保姆为大家洗衣服，照顾生活，幼
小的孩子个个心满意足，真像捧到了金饭碗。
建校初，各方面条件还很简陋。
除了一幢原是中华书局的洋楼及三开间原为书局堆放物资的平房外，就是一大片操场，所有的业务课
，把子功、毯子功、身训等都在操场的泥地上进行，上面铺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薄地毯。
逢到下雨天，就都挤在平房和洋楼的底层大厅里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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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十多年前，我写了一本小传——《我——一个孤单的女小生》。
那时正是我最彷徨的时候。
既感到坚持艺术的艰难，又满怀着对自小所学的昆曲艺术的一往情深，恰值我的舞台伴侣远走他乡，
那其间复杂心情，甘苦自知。
小传《我——一个孤单的女小生》当时印数不多，后来有人把它转载到网上。
不时有年轻朋友来问：“此书何处有买？
”我心想是现在关注昆曲的朋友多了吧！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即刻也被国家纳入重点扶持的
剧种，社会上对传统艺术、高雅艺术的关心与十几年前相比已是大不相同了。
适逢文化部规划为昆曲演员出书，这样我便有幸为我这本小书又续上了90年代以后的一段历程和感悟
。
此书的前半段为“一个孤单的女小生”，后半段为“独步芳尘”。
感谢复旦大学毕业研究生、昆曲《伤逝》的编剧张静同学。
她非常热爱昆曲，为我这本书出了很多力，帮了很多忙。
还要感谢大画家陈佩秋老师，她欣然命笔，为我题写了书名——“巾生今世”。
书中照片由上海戏校、上海昆剧团、上海电视台、台北石头出版社及好友们拍摄提供，在此一并深谢
了。
此书是这几年我断断续续地写来，既是念想，也是总结。
时而翻阅，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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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巾生今世:岳美缇昆曲五十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五十年前我从昆曲闺门旦改行小生，俞振飞老师把我定位在巾生一行：巾生大都是年方弱冠，尚无功
名、婚姻的年轻书生。
从此我女扮男装，成了昆曲舞台的女小生。
我追随俞振飞老师、沈传芷老师将近四十年，在老师的春风雨露和昆曲艺术的滋养下一路行来，如今
虽是华发丛生，却依然在舞台上演我的巾生。
昆曲使我的人生享受着美丽和华彩，也让我饱受着坎坷和跌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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