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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梅兰芳走向工农兵观众中(节录)1955年10月12日上海《新民晚报》子冈采写梅的文章在四十多年前，
我们卓越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幼年时代，曾经有过每年演出近三百场的紧张阶段。
可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四年来，梅兰芳已将届六十高龄，他已演出到三百数十场了。
这是难能可贵的、忠实于自己舞台艺术的劳动。
抗日战争时期，梅兰芳停止演唱八年，这对于他那个宽嗓子，据说是大为不利的。
抗日胜利后，他在舞台上的嗓音低了许多，观众担心他的舞台生命不长了。
但是，热爱艺术生命的梅兰芳信心坚定，他认为嗓音是可以慢慢唱回来的，低沉的可以转为响亮，沙
哑可以转为圆润。
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梅兰芳长期苦闷的政治生命与艺术生命才见了阳光，他一点也不为年过半百
而气馁，一面就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一面仍然刻意追求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
最近两年演出尤其频繁。
去年在东北、北京、青岛演了一百多场；今年在天津、石家庄、上海、无锡演了九十多场；他还想在
一二年内继续到西南和西北去演出，去和没有机会看到他表演的观众见面，和中小城市的观众见面，
和工农兵观众见面。
今年春节期间，天津市总工会邀梅兰芳到天津为工人演出，四万多观众看了演出。
有工人给他写信：“我们能看到你的表演，要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
我们真的翻了身！
今后我们保证以更高的工作热情，完成国家建设计划的各项任务，来报答你为我们演出的好意。
”在天津时他的嗓音逐渐洪亮痛快，有一晚演《霸王别姬》时，他预先告诉琴师：“把胡琴稍微调高
一些。
”琴师照办了，底下有一段“夜深沉”的歌唱用笛子。
笛音一高就是一个笛孔，因此造成了一个调门的记录。
他在石家庄的演唱因为斯大林同志的逝世推迟了五六天。
悲痛的消息传来时，他刚到石家庄，马上回北京参加吊唁与追悼，因为感情上难以平复，他内心要求
的停止演唱超过三天。
就医服药以后他才在石家庄登台。
不只是石家庄人民感到梅兰芳的到来是一种意想不到的光荣，其他中小城市也同样感到中国卓越的艺
术家在毛主席文艺方针的指引下在改变作风。
梅兰芳是看到过前苏联的中小城市里也有着出色艺术家在活动的事实的，他也有着到中小城市演唱的
愿望。
条件只有一个：要有两千人以上的剧场，原因是同样支付一分劳力，希望多满足一些人的渴望。
他的石家庄观众不仅是石家庄城郊的劳动人民，安阳德州、太原的人民也纷纷到石家庄来了。
在石家庄的十几场演出简直满足不了那么多人民群众的要求。
在这里农民观众之多打破了梅兰芳观众的纪录。
他们头上包了白毛巾，太阳晒黑了的健康肤色的脸上微笑着，仔细欣赏着台上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
，想回去时转达给老乡。
他们是卖了棉花或麦子来看戏：来获取难得的幸福的。
有时梅出场时，农民们会一齐摘了毛巾，向他致敬。
四月中旬开始，梅兰芳在上海演出五十多场。
公演前夕，演出((霸王别姬》，招待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中的伤病员。
演前梅兰芳讲了话，他转达了人民对伤病员的敬意，没有他们的流血，国家的和平建设是不可能的，
人民的幸福生活是不可能想象的。
志愿军代表赵晓春拄着双拐上台致辞时，梅兰芳小心扶持的照片登在上海报纸上。
能够和工农兵：这样高贵的观众在台上台下见面，并为他们服务，艺术家受到了感动。
他感到在舞台上越来越年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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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他还不时打针服药，去年在东北演出中多年的胃病也不治而愈了。
如今抛弃一切药物，非常健康，他把舞台活动当作运动，可以防止发胖，而且温故知新，每场演出都
有所领悟和创造。
当在上海演出三十多场时，梅兰芳剧团和上海文化领导同志们劝他能否歇歇再演。
这个劝告被婉谢了。
他说演戏和打仗一样，不能把一个战役割断的，他宁可演完再休息，而且观众给他的热烈欢迎使他忘
记了疲劳。
1953年梅兰芳剧团演出记录近百场，二十七万观众满足了欣赏最高水平的京剧艺术的愿望。
他们大多是他的新观众，以前和文学艺术无缘的，因此也可以说，梅兰芳从他们那儿也满足了自己的
愿望，他的演出计划是符合工农兵的文艺方针的。
每场戏以后的谢幕，是他真心对观众的致意，也是观众对他的真心感谢。
工人农民对生产的贡献，战士们对保卫和平的贡献，梅兰芳对古典艺术的贡献，都在掌声、行礼、献
花中得到了升华，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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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名京剧剧作家徐城北对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生前往事的追忆和评论。
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中国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所走过的艺术生活道路，反映了他的志向、他的奋斗
、他的爱恨情仇、他的悲欢离合，以及他所演绎的梅兰芳文化现象。
内容生动、鲜活，耐人寻味；手法新颖、独特，悦人耳目。
为人们展现了一代京剧大师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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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城北，戏曲研究所研究员，1942年10月20日生于重庆，长于北京，肄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
。
曾在新疆和河北工作了15年，“文革”当中被迫在全国游走了22个省。
粉碎“四人帮”后专业归口，调回首都，在中国京剧院担任编剧，后转入学术研究，曾任该院研究部
主任。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成果：多年专注于对京剧艺术及其背景进行学术研究。
著有《梅兰芳与20世纪》（20万字）、《梅兰芳百年祭》（20万字）、《京剧与中国文化》（51万字
）、《老字号春秋》、《老北京》三部曲等以及文化随笔集《紧拉慢唱》、《沧海闲人》等各类著作
共40余册。
经常进入戏曲实践和民俗背景当中进行探查，经常在国内外各类报刊发表文章，多次获奖。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梅兰芳十九章>>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第二章 摇摆一路而来·怎知声色如许第三章 步履稍斜·顺势扭起
秧歌第四章 兰蕙齐芳·姑嫂怎能互换第五章 汾河湾·开弓第一箭第六章 究竟是谁跟谁·二箭亦得胜
第七章 访美赴苏·三箭齐发谁似我第八章 长夜难明·战争岂容躲避第九章 民间与顶级之间·八出足
矣第十章 阴阳颠倒·联想到外馆斜街第十一章 “破表没针儿”·不仅是剪除污秽第十二章 因何怅惘
·“大李杜”今安在第十三章 新戏如旧·用心良苦第十四章 两院院长·只能有名无实第十五章 “移
步换形”谈话·我本无心第十六章 流派亦难·如何再动起来第十七章 男旦是非多·我今挺之第十八
章 漫忆平生多歧路·坚持美在过程第十九章 由似到是·有内容亦有形式后记附录一 天下真小附录二 
我在梅宅磕过头附录三 今天的葆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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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你从哪里来？
我的朋友今天观众一看这个标题，很可能会熟悉地发笑：“这两句是毛阿敏的歌词啊，怎么梅先生能
在1956年就未卜先知？
不，当然不会的。
但这个问句的文字，却同样可能在梅先生心萌生。
这里的“你”，实际上就是梅先生自己了，他站在上场门延出的斜向小道之中，他一直望着小道之外
，那里是核心表演区，似乎能听到舞台下的老观众在向自己发问：“梅先生您好啊！
此刻您，是从化妆室来到这个上场门小巷的么？
”梅兰芳面对如此的发问，他只能在心中微笑：“是啊，其实，也不完全是呢。
”因为自己的老朋友齐如山先生，早就研究过这个问题。
他甚至以《四郎探母？
坐宫》为例，回答过演员是从哪里来的问题。
齐先生说，演员在幕内时，一直还是：自己：演员。
甚至包括在幕内叫板、咳嗽等，也依然都是他自己。
只有从上场门出来了，等你一直走到台口，等你在台口唱（或念）出第一个字时，这才突然转化成角
色。
比如杨四郎，在幕内时他就还是老生演员的他自己（或谭鑫培、或余叔岩，或谭富英），只有等一出
场，等你一步步走向上场门，你依然还是老生的你自己。
直到念出引子“金井锁梧桐”，才在这一刹那变成了杨延辉。
梅兰芳当年读过齐如山这本书（《论国剧原理》），也联想过自己这出《贵妃醉酒》，当刚才自己在
幕后喊“摆驾。
”的时候，观众在前台一鼓掌：其实那不是给杨玉环鼓的，而是欢迎我梅兰芳。
如今我在这条新增加的上场门斜向小道中露身，电影观众将来能看到的，我是这么一步步地走出来的
，可我没出声，没唱腔也没念白，于是依然还只能是梅兰芳。
只不过我心里却是一点点朝着杨贵妃那个人去靠拢。
要一直等我走进核心表演区，等我“海岛冰轮初转腾”一张嘴，那时我立刻就变成杨贵妃杨玉环了。
您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如今，电影中增加了这么个“胡志明小道”，让我多出十多公尺的走路时间，也让我多出这么多的塑
造与进人人物的准备过程。
这是好，还是不好？
梅兰芳这样自问着，但他没有立刻回答：他需要再思再想。
梅兰芳即将走出这条斜向小道时，他忽然又想起对面那个下场门。
戏曲的上场门与下场门，每出戏都要使用许多次：一次次把一些相关人物从上场这边推上了台，让他
们在台上相互遇到，从认识、接触发展到熟悉或闹了矛盾，有些矛盾尖锐者甚至展开厮杀，最后把这
些阶段性的矛盾解决了，才又由下场门退下。
往往退下还是暂时的，他们在台后又联合了其他人，然后重新上场，与敌对的方面展开火并，直到最
后演变出最终的结局。
这样，舞台还是这“一亩三分地”，戏剧人物还是剧团这帮人，他们的服装都出自剧团的戏箱，武器
等也出自剧团的行头箱，演员演出前与演出后，还是自己的戏班人，一个没少，一个也没伤着，但就
是上蹿下跳折腾饿了，一个个都急着吃夜饭补充能量。
演员在上下场之间的这一巡回，造就出多少优美卓绝的舞台场面与台技术，给世人（即观众）留下了
不少让人不断回忆、咀嚼的戏剧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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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胡志明小道”真是长，梅兰芳还在走。
只要他还在走，那么他就还是新的梅兰芳。
大约正是这个原因，全申国甚至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位新的梅兰芳。
“胡志明小道”真是长，小道外边有许多人都在俯瞰小道里边的梅兰芳。
外边的人中就有我，我以前就关注了他许久，从1990年出版第一本《梅兰芳与20世纪》开始，加上
在1995年、2000年又写了两本，于是就形成“十年三写梅兰芳”的往事。
这才几年，我已经不在梨园的圈里做事了，一个偶然的冲动，我又回转身来，写出了这一本。
梅先生已在那条“胡志明小道”中走了许久，走完这十九章是否就算告一段落？
否。
他走得兴致正浓，他的艺术实践成为今天中国人的永恒话题。
今天的中国人，不再像他逝世一周年时拍摄大型纪录片《梅兰芳》那样了，今天的回忆并怀念他，也
有了越来越多的思路与角度。
目前，北京的中国戏曲学院正在打造“京剧学”，南京的一个高等学府正在打造“戏剧戏曲学”，而
电影导演陈凯歌在上海宣布，他的新片《梅兰芳》将在七月中旬开机，这一切都说明，见实中国并没
有忘记“梅兰芳即京剧”这个命题，它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命脉。
我估计着，自己这辈子大约是最后一次写梅兰芳了。
尽管最近又托人买来电影版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DVD(上下集)。
可能过三五年，我还会再拿起笔：毛笔，写一本叫《戏品》的书。
用古代散文(甚至是骈文)去写，字数不多，有一两万字就够。
但每个字都要锤炼每个段落的立意更要反复推敲。
书的封面已请俞振飞老人题(附题的复印品)，这个复印品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积攒下来的。
写这书是二十多年前的心愿。
因为上海著名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当年赐赠了一本新作《说园》。
我被这本书的样式吸引住了，是中英文两面都可以读的正面是中文，是毛笔的繁体字，竖写；另一面
英文，横排横读。
当中的夹心是古代造园图32帧。
我受到启发，准备在晚年模仿一次。
当时我就征得了现在求于俞老的题签，它当中还有故事，二十多年前被我妥善地保存至今。
我奢望自己的《戏品》，能够存身于古书《诗品》、《曲品》、《棋品》以及《茶品》之下。
北京目前正进行着大的城市建设，它似乎远比京剧重要，我也因此还在干着一些“其他”。
但是，不管我今后具体在干着什么“其他”，在这“其他”的背后，永远是中国的戏曲，她才是我的
魂魄所在。
我不会忘记她的，相反，她总是隔不多久就叫我出来亮一下相：我感谢她的好意。
我希望这本《戏品》成为我“最后的书”。
作者2007年6月24日初稿完成2007年7月2日凌晨4点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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