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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绍武离去已五年了！
但我一直以为他还在，因为他从来都是不声不响地在他的书斋里，坐在他的书桌前读书，写作j他在世
时，远离世俗；犹在人间。
　　绍武195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外交系，分配到公安部门工作，这哪里适合他！
一年后调入文化部。
夏衍同志问他想在哪里工作，他说：&ldquo;给我个有书看的地方就行。
&rdquo;于是到了北京图书馆做国际图书交换工作，近三十年。
1983年他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的翻译、研究和评论工作，他做出了成
绩！
同时他拿出了一部分精力担负起研究父亲的表演艺术体系和介绍父亲的工作，他也有不小收获。
同时做好这两项工作，他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
他每天只是工作，虽然他不至于&ldquo;亡家室之业&rdquo;，&ldquo;绝宾客之交&rdquo;，但家里的事
他是不会操心的，与几位至交的往来也是有限的，并不在&ldquo;朝朝暮暮&rdquo;，尽管他们心有灵
犀，情谊笃深。
这部电影文学剧本《梅兰芳》便是他默默地辛勤耕耘的成果。
　　记得改革开放后不久，夏衍同志曾对绍武说：&ldquo;你应该为你父亲写写传记，写写剧本，哪怕
不能一次成书，可以先想起一段写一段。
&rdquo;从那时起，绍武便开始酝酿并不断地搜集资料。
这中间，他从搜集到的国内外的一百多万字的资料中选出了大约四十多万字，以&ldquo;梅兰芳研究学
会&rdquo;和&ldquo;梅兰芳纪念馆&rdquo;的名义出版了《梅兰芳艺术评论集》（未署自己的名字）。
他还著有回忆录《我的父亲梅兰芳》，编有《移步不换形》、《我（梅兰芳）的自述》，以及数百万
字的介绍、研究梅兰芳的文章。
经过这一系列的准备，2003年，绍武决定动手撰写这部传记性质的文学剧本。
当然要说准备，那应该是从绍武记事就开始了，那是生活的积累，是感情的积累。
而成书前一二十年的研究，那应该算是理性的升华了吧。
这本书是绍武的心血，是他对父亲的深情，是他对京剧事业的热爱与奉献！
我怎么能让它埋没，留在绍武的书桌内呢！
另外电影《梅兰芳》的上映，朋友们的敦促也是我决定此时拿出书稿的缘由，当然这也是绍武的愿望
。
当初绍武就曾说过：我要写一部纪实性的文学剧本，写出一个真实的而不是戏说的梅兰芳。
我可以给有志者提供可靠的资料，请他们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塑造出一个真实可靠的京剧表演艺术
家、戏剧大师梅兰芳的形象。
他特别强调了他的作品的纪实性。
他也曾说：父亲的真实的故事在一部剧本里已经很生动，已=容不下了，就不要戏说了吧！
他一贯这样低调，这样幽默。
他还说在这部文学剧本中他要再现父亲的几个方面：一是作为艺术家的梅兰芳，他的艺术成就和他取
得艺术成就的原因。
梅兰芳在五十余年的舞台生活中，创造了众多优美的艺术形象，积累了大量的优秀剧目，发展和提高
了京剧旦角的演唱和表演艺术，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流派，并对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起到
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曾赞誉梅兰芳是&rdquo;真正的演员&mdash;&mdash;美的化身&rdquo;；世界著名
戏剧家如卓别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布莱希特也都给他极高的评价。
他为中国戏曲艺术跻身于世界艺术之林，为世界戏剧事业也做出了贡献。
这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优越的天赋，名师、前辈的指点、提携，基本功的扎实，更重要的是他能紧跟时
代的步伐，善于继承，勇于革新，潜心钻研，刻苦勤奋，精益求精；他能兼容各行当，各名家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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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剧种，甚至国外的艺术，广采博学；他能谦恭地尊重周围所有人的意见，团结合作&hellip;&hellip;总
之他对艺术极其热爱，他又有极高的艺术修养和成就。
二是要再现父亲的品德。
没有高尚的艺德是不可能成就高尚的艺术的。
父亲胸怀的宽阔，做人的严谨谦逊，待人的宽厚平易，特别是对同行的尊重，照顾体贴，都形成了梅
家端正儒雅的传统家风。
三是要再现父亲崇高的民族气节。
抗战时期父亲蓄须明志，不为日本人演出，这是大家所熟知的。
此时家境的拮据，为维持自家及戏班成员的生计，家父卖屋，卖画，卖家产，付出是巨大的。
另外九一八事变后，他排演的《抗金兵》、《生死恨》也都倾注了他的爱国热情。
而上海解放刚刚几天，父亲就连演三场戏招待解放军，这爱憎分明的情感即可见了！
家父的爱国情结是可寻的：八国联军入侵时，亲朋的不幸，邻里家的遭遇，梅家多次遭到抢劫，当时
年仅7岁的父亲不仅目睹了这一切，还被抢掠的士兵推摔在地，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憎恨侵略者的
种子。
让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梅兰芳，强调纪实性，为有志研究者提供可靠的资料，这就是绍武写此书的初
衷。
我以为从这本书的内容到写作风格也可以看到绍武的人品。
绍武离去已五年了！
对绍武的思念莫过于完成他未竟的心愿，书出了，我又安了一块心。
我会继续为他做点事的。
　　2010年8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父亲梅兰芳>>

内容概要

梅兰芳对中国京剧的最大贡献，就是把古老的京剧现代化了，并把中国京剧推向了世界。
前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就收录了梅兰芳的条目，长达好几页。
足可见，梅兰芳在国际上的影响！
在中国京剧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际，出版其子梅绍武撰写的真实的梅兰芳(电影文学剧
本)意义巨大！

《我的父亲梅兰芳》以亲见亲历的笔触，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极为真实全面地再现了梅兰芳多姿多
彩的一生，从而使读者对梅兰芳、梅派艺术有了感性的认知。

《我的父亲梅兰芳》由梅绍武编著，绍武生前伏案挥笔、孜孜矻矻，这也体现了梅兰芳朴实敦厚的风
范对他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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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绍武，原名梅葆珍。
195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著名英美文学翻译家、评论家、戏剧家、作家。
戏曲艺术大师梅兰芳次子。
主要翻译作品有：《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一个匈牙利富豪》、《海尔曼老爷》、《灰烬的沉
默》、《马克思和世界文学》、《微暗的人》、《瘦子》等。

梅绍武先生曾担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委员，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中国梅兰芳
纪念馆名誉馆长，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华美国文学会和英国文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协
会理事等职。
2004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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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苦难童年学艺勤
改革创新不停步
蓄须明志谱丹心
傲骨从来耐岁寒
携手同栽友谊花
菊苑芬芳四海传
附录：
梅兰芳在北京的几处故居
一世姊妹情——记梅兰芳两位夫人王明华与福芝芳
论艺术的古典精神——纪念艺术大师梅兰芳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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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1岁的梅兰芳一进大门，见到萧长华，连忙走过去打个千儿。
萧长华双手扶住他，问道：“怎么，你小子也来了？
想人科班？
”小梅兰芳答道：“我想多学点能耐。
”萧长华看了看群子，说：“学什么呢？
”小梅兰芳：“学青衣。
在家里已经学了好几出戏。
”萧长华：“好，想继承祖业，是不是？
有志气。
那就带艺人科吧。
”小梅兰芳：“谢谢您。
”萧长华：“今儿个你先跟着看看，吃得了还是吃不了科班的苦。
”小梅兰芳二话没说，脱掉长袍：“我跟大伙儿一块儿练功去。
”萧长华望着梅兰芳的背影，心中寄予无限的期望。
院子里好多孩子，有的拿着刀枪把子在练“幺二三”，有的在拉山膀踢腿，还有不少在练毯子功“小
翻”。
孩子们一见小梅兰芳，都不约而同地瞧着这个新来的小伙伴。
教练功的老师喊道：“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瞧什么，接着练！
”地上铺着一块破地毯，练“小翻”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翻跟斗，老师拿着藤子杆儿蹲在毯子旁边
，练“小翻”的孩子，双手着地翻跟斗时，不论是谁的手稍稍抬慢一点，“啪”地一下，手指头上准
挨老师一教鞭。
小梅兰芳刚要随着练，老师侧头一指墙根，说：“去，跟他们几个小的去耗顶！
”群子一看，几个年纪小的，两手扶地，头朝下，脚朝上贴着墙练倒立，有个年纪最小的，大概是因
为耗的时间太长了，两手发颤，有点支持不住，想下来却又不敢，只能龇着牙咧着嘴硬撑，黄豆粒的
汗珠直往下淌。
小梅兰芳吃惊地呆望着那个小孩儿。
那位监督练功的老师，回头一看小梅兰芳站在那儿发愣，便大声喊道：“你在那儿发什么愣？
瞧戏哪？
要不看你是新来乍到的，我这藤子棍儿早下去了！
去，拿大顶！
”群子一听，立刻跑过去，学那个小孩的样儿，双手按地想竖立起来，由于没练过，大顶拿不起来，
“咕咚”一声，倒栽葱摔在墙根儿地上了。
好些孩子一见此景，不由得都呵呵笑了起来。
老师吼道：“乐什么？
想让我'打通儿'，还是怎么的！
”孩子们立即鸦雀无声，又各练各的。
老师气冲冲地走到小梅兰芳身边。
坐在地上的群子，一看老师的神色和架势，吓得贴着墙根儿，准备挨一顿“下马威”。
老师厉声说：“让你上这儿来耍猴儿来了？
姓什么？
”“姓梅！
叫兰芳，小名群子。
”老师一怔，又问：“姓梅？
家里都有什么人？
”“我爹梅竹芬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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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田是我大爷，爷爷是梅巧玲。
”老师“哦”了一声，又问：“刚学戏？
”小梅兰芳：“打前年就开始学了。
”“开蒙学的什么戏？
”小梅兰芳：“朱老师教我《三娘教子》，可我没学好。
后来吴老师又教我《战蒲关》、《二进宫》、《女起解》，学会十几出戏了。
”老师的脸色这时由发怒转为平和，嘴边还挂着一丝微笑：“群子，到你这一辈，梅家三代都是梨园
行；你可不能给你爷爷、爸爸丢脸，好好学，让你们梅家后继有人！
”小梅兰芳连连点头。
“那就更得好好练！
”老师说着，让群子双手按地，帮他提起双腿，贴着墙根儿耗顶。
练完功的孩子，犹如飞出笼子的鸟儿，一个个欢蹦乱跳。
十几个人一盆水，围着铜盆洗脸，洗身上的尘土。
一块猪胰子球用小线从中间穿过给挂在椅腿儿上。
你也擦，他也擦，临了把一铜盆水洗得像泥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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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绍武兄以亲见亲历的笔触，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极为真实全面地再现了我父亲多姿多彩的一生，从
而使读者对梅兰芳、梅派艺术有了感性的认知。
绍武生前伏案挥笔、孜孜矻矻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我眼前，这也体现了我父亲朴实敦厚的风范对他的深
刻影响。
    ——梅葆玖梅兰芳对中国京剧的最大贡献，就是把古老的京剧现代化了，并把中国京剧推向了世界
。
前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就收录了梅兰芳的条目，长达好几页。
足可见，梅兰芳在国际上的影响！
在中国京剧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际，出版其子梅绍武撰写的真实的梅兰芳(电影文学剧
本)意义巨大！
    ——刘曾复梅兰芳是中国戏剧艺术“大师”，是中国人民艺术上的“伟大”的“老师”，接受老师
的教育，即使是艺术性的，也不能仅仅是一种“消遣”。
“古典”即“经典”，“经典”是要人去“学习”的。
梅兰芳的艺术就是这样一种艺术上的“经典”，是后人“学习”的楷模和典范，中国人民以有这样一
种“经典”而自豪，以有梅兰芳这样一位艺术上的大师而感到幸福。
    ——叶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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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父亲梅兰芳》：梅绍武回忆梅兰芳，儿子眼中的父亲，观众眼中的大师，京剧名宿刘曾复、哲
学大家叶秀山联合推荐，梅葆玖：绍武见以亲见亲历的笔触，真实全面再现了父亲多姿多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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