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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岁月——叶少兰从艺六十年之感悟1950-2010》分上下两篇。
上篇回眸，分别由“儿时记忆”、“逆流行舟·上下求索”、“艺海无涯”、“我崇敬的祖父叶春善
”四块组成，为叶将军个人回忆。
下篇叠翠，分别由“纪念我的父亲叶盛兰大师”、“学艺谈戏”、“随笔”、“艺术评论”四块组成
，为叶氏随笔和评论集萃。

《岁月——叶少兰从艺六十年之感悟1950-2010》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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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少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叶派小生创始人叶盛兰之子，1943年出生，中共党员，北京军区政治
部战友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文职一级将官军衔。
全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代表，北京军区文职干部先进个人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军区第五次党代会代表
，荣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标兵称号、荣立二等功，。
中共十三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京昆室副主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首届梅花奖获
得者，“金唱片奖”获得者，全军汇演优秀表、导演奖获得者，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教授、研究生导师
，京剧流派班导师，全国和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专家，美国富布赖特国际学者，享受国家特殊
贡献津贴。
叶少兰7岁随父亲叶盛兰、姑父菇富兰学艺，1953年初考入中国戏曲学校，师从于姜妙香、萧连芳、菇
富兰、阎庆林。
1962年毕业后，随俞振飞先生深造昆曲，并进修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
叶少兰文学理论基础扎实、知识广阔、表演技术全面、文武俱佳。
所扮演的周瑜、吕布、罗成、周仁、梁山伯、许仙、赵宠、李白、曹植、薛平贵、陆文龙、陈大官、
杨宗保等人物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赞誉。
在继承的基础上把京剧小生艺术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海内外有“京剧王子”之美誉。
60岁时再创新剧《洛神赋》，荣获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金奖和上海“白玉兰”奖。
叶少兰曾多次出访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西班牙、阿曼、阿
联酋、埃及等国家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演出或讲学，为中国民族文化和京剧艺术的传承及
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赢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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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不断发展京剧事业——在叶盛兰先生80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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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切缅怀我的父亲——浅谈父亲的表演艺术叶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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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京剧艺术的继承和发展谈京剧表演艺术的学习和实践——在第四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
班上的讲座
  传承京剧的老师们永远是神圣的
  赴美讲学散记
  随笔
  怀念我的父亲
  父亲赴朝慰问对我的教育
  恩师姜妙香先生
  在第三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班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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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学·求实·思考
  “小生”一代有传人——记叶少兰演出《吕布与貂蝉》
  叶少兰和周瑜
  狂吕布  情周仁——谈叶少兰在三个戏中的人物塑造
  柳动闻叶语，蝶舞沁兰番——记叶少兰评《柳荫记》
  叶少兰：只要能演就不离开舞台
  名不虚传不同凡响——看叶少兰的《吕布与貂蝉》
  英雄自古出渔樵
  赞叶少兰在《吕布与貂蝉》中的表演
  一位令人尊敬的京剧演员——记叶少兰
  叶少兰——名门之后
  文化大使叶少兰
  幸有少兰
  我的“少兰”情结
  光耀氍毹的艺术工程——叶少兰谈京剧音配像
  霍元甲打不过的演员——访著名剧演员叶少兰
  北京京剧团首赴台湾圆满成功——著名京剧演员叶少兰谈访台演出见闻
  叶少兰：昆曲每年有了1000万拨款
  公益广告和素质教育——有感于叶少兰委员的提案
  这是一场“及时雨”——全国政协常委叶少兰谈京剧音配像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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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戏还没开，我奶奶便早早到包厢坐下，不大工夫，在另一处包厢，母亲由外祖父母和
母亲的姨妈及媒人陪着也来了。
开戏后奶奶从所坐包厢望去，觉得眼前一亮！
母亲那天梳着大散辫子，穿着葱芯儿绿的绣花旗袍，衣襟领上挂一对玉兰花儿花棒，眉清目秀．文静
大方。
祖母心中暗喜，非常满意。
祖父照料后台公务之余来到包厢，往侧面一望，也连连点头轻声地说：“好，好啊⋯⋯”台上，父亲
《岳家庄》一剧表演得生动精彩，将岳云这个将门虎子天性喜武的神态演活了，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笑声。
舞台上光彩照人英姿勃勃的少将军形象，深深感动、征服了母亲。
父亲卸妆后，换上缎子长袍马褂，也来到包厢，陪坐在祖母身边，越发显出英俊高雅的仪表。
后来，父亲曾说：“那天，向那边一眼望去，你母亲就像个'玉人'，绿得仿佛明媚的春光一样！
”相亲过后，两家都很满意，便择吉日“放定”后“下聘”、“过礼”，均都有序而行。
但从相亲到完婚相隔两年，两年中，父、母亲却从未见过面，那是因为祖父认为：亲虽然定下了，可
是心还得搁台上。
直到成亲的前一天，父亲还在演出《天河配》。
演牛郎嫂子嘎氏的马富禄先生现场抓哏，还向台底下说：“谁不知道，明天你就跟刘淑卿女士结婚了
啊！
”博得观众热烈掌声，以致贺喜！
听母亲说，结婚那天一红两绿，共三顶花轿。
花轿和銮驾，包括轿夫、吹鼓手，衣服靴子全是新的，全头次使用。
红轿子上绣狮子滚绣球，轿里有三寸高的半边台坐，新娘盘腿而坐，罩红纱盖头。
花轿门帘有小纱窗，可以望得见外面，新娘手抱一木制小瓶，瓶里放两个小如意，如意一寸多长，金
色红色各一支。
母亲那天身穿大红绣花裙袄，黑地儿绣彩花儿上衣。
銮驾有八面大鼓，全带绣花围子；旗、锣、绣伞、掌扇、瓜锤、钺斧、金镫、手笔槊等，一应俱全。
抬轿杆，由八至十名轿夫们组成，两旁由舅舅和外祖父的徒弟洪善扶把。
送亲太太和娶亲太太，分乘那两顶绿轿。
轿队首先在祖父一方取灯胡同的同兴堂饭庄亮轿，而后起轿，至珠市口外祖父一方天寿堂饭庄，接亲
上轿。
随即轿队绕经珠市口、前门大街，再在同兴堂祖父一方下轿，拜堂、行礼、叩谢，均须叩拜大礼。
当喜宴喜酒宴罢之后，花轿送至海北寺街八号院中，下轿后，一对新人洞房坐定。
先给吃一口半生的饺子，父亲同时也得吃，吃一口后，有人问母亲：“生不生？
”母亲便答：“生。
”自此，父母这对天作之合就开始了一生的相濡以沫，相扶相持。
父亲是京剧艺术大家，广受观众、戏迷的崇拜和喜爱，但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慈祥的严父。
父爱如山，父亲不仅给了我亲情之爱，而且父亲的一生为人处世侠肝义胆，对艺术的热爱、钻研精神
和辉煌的成就也如一座高大的宝山一样，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是鼓励、护佑我向前走的动力和后盾
。
我刚过完百日，就开始跟我父母，跟周围的这些艺术前辈走南闯北了。
我父亲从一出科就常年往来于天津、上海、青岛、济南、汉口、长沙等地，最多的是津沪两地。
最早参加的是马连良先生的剧团，搭班；后来又与章遏云先生合作，我父亲挂二牌。
我出生四个月，母亲抱着我去上海。
那时坐火车，需两天时间，火车上虽也有卧铺，但我妈妈始终是坐着，两天两宿就紧紧地抱着我，可
能是我太小，总不断哭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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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到南京要先下火车上大船，过长江后再重上火车奔上海。
腊月底，快过春节的时候，天气很冷。
大船上什么样的旅客都有，非常的拥挤，担行李、箱子、担建筑材料或各种商品的，非常杂乱。
母亲就紧紧抱着我，脸朝着窗户外跪在木凳上，就怕那挑担子的人碰着我。
当时与我们同行的有赵燕侠先生，还有她的父亲。
赵先生的父亲就紧紧护在我母亲身后，保护着我们。
赵燕侠先生，也是初去上海。
她父亲一路连坐都没坐下，为保护我们母子，在船上一直是张开双臂。
当时的艺人之间就是这么仗义啊。
母亲说，我们到上海正是大年初一，非常热闹，像什么跳财神的、放爆竹的、敲锣打鼓和耍狮子的，
还什么大减价，穿着洋服吹吹打打洋鼓洋号，总之一派过年景象。
我们住的旅馆叫一品香，我父亲当时正在天蟾舞台剧场演戏。
父亲那时，经常在三个剧场演出：天蟾舞台、黄金大戏院、还有牛庄路上的中国大戏院。
京剧好角儿凡到上海去演出，从始至终都离不开天蟾、黄金及中国大戏院这三家剧院，相比之下要属
去天蟾舞台最多。
出生四个月，我就到了上海，后来还一直断断续续经常去；上海是我演戏最多的一个城市，与上海的
不解之缘，可以说是延续了一辈子。
我记事较旱，至今还有我在黄金大戏院后台，亮开嗓子，高声叫金少山先生几声三大爷的印象。
金先生很喜欢我，爱与我开玩笑，我很幸运看过他的演出。
那次，是黄金大戏院演《群英会》，金先生去的黄盖，头旬定场诗“二十年前摆战场”念的声音很轻
，待第四旬“不觉两鬓白如霜”时，声若洪钟震耳欲聋，把我吓哭了。
还有一回妈妈抱着我到黄金大戏院后台去叫三大爷，金先生正勾着黄盖的脸谱，猛地一回头，把我吓
得竟发了高烧，很长时间都不敢再进后台。
1947年春节前，那年我4岁，父亲带着我母亲和我还有我三姐(时年5岁)及一个保姆冯妈，到上海演出
。
地点仍在天蟾舞台，领衔主演是程砚秋、谭富英、叶盛兰，三英合作盛况空前。
那时我还小，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晚上剧场门外都是车水马龙，灯火辉煌，热闹非凡。
剧场里三层席位总是满坑满谷，观众的叫好喝彩声不断。
父亲和程先生当时合作演出的《玉堂春》，由程先生、谭先生和我父亲合作演的《御碑亭》，被现场
戏迷观众用钢丝录音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几十年后，在李瑞环先生组织关怀支持指导下的京剧音配像工程中，经过技术处理，去噪还音，补缺
做实，已然配像播出。
当时年已93岁的老母亲，于辞世之前，曾在电视前“听”了这场精彩的、美妙绝伦的实况演出。
为什么说是“听”了这场戏呢？
因我母亲那时不但年老耳聋听不见，而且已双目失明，是用我妻子许嘉宝做的一个约一尺多长硬纸听
筒(母亲对使用助听器极不适应)贴近电视机，才总算能听得清。
母亲极为认真地听了整整一出戏，听得仔细、投入，虽看不见图像，眼眶里却闪出了十分激动的泪光
。
那天母亲对我说：“这场戏，是你坐在我的腿上，咱娘儿俩一起看的。
我至今还记得清楚，就像是昨天一样，当时剧场里的叫好声不断，王少楼先生演的蓝袍。
(即刘秉义)也好极了。
现在，你为你爸爸演的王金龙又配了像，你爸爸要是在九泉之下能得知此情此景，他该有多么高兴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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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岁月:叶少兰从艺六十年之感悟(1950-2010)》是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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