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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把他比作一座巍峨的山峰并不为过，而他是那山巅临风的一棵树——山也不过是它立身之地、滋养之
源；把他比作一片浩瀚的海洋并不为过，而他是搏涛戏水的—尾鲲——海也不过是它徜徉之域、吐纳
之所；把他比作天幕上的一轮皓月并不为过，而他是月亮里的嫦娥——婵娟也不过是她婀娜身姿的背
景；把他比作舞台上的一个美女并不为过，而他是使霸王热泪满襟的虞姬——绝世英雄也不过是她万
种风情的道具。
    他就是享誉世界的京剧艺术大师、本书的传主梅兰芳。
    梅兰芳对京剧有两大贡献：一是在艺术上使它臻于完美，一是在影响上将它播向世界。
对此，人们易看重前者而低估后者。
有人就认为京剧走向海外，不过是让外国人看个热闹，惊叹一回奇异而已，他们既无法真正领略中国
戏剧艺术的美妙，我们的京剧也就难以从中获益而得以发展，其实大不然。
事实表明梅兰芳在国外的成功演出，不仅吸引了大批兴趣盎然的普通观众，也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从而引发了诸多关于中外戏剧比较的评论，也首次使京剧以世界戏剧表演体系之一的身份隆重进入研
究视野，与世界其他戏剧表演体系一同进行分析和考察，其意义之深远难以估量。
    京剧的形成本来就是建立在对其他剧种的借鉴与融合的基础上，它的发展也不可能离开对其他剧种
当然包括外国戏剧的借鉴与吸收。
另外，经济落后与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彼此的了解总是悬殊——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微乎其微的背
景下，京剧对外国观众所起的作用就被放大了。
也就是说，他们是通过京剧来看中国的。
所以携京剧出国门，促进的也就不仅仅是戏剧艺术的国际交流了。
    无论从梅兰芳对京剧的酷爱，对京剧艺术的执着追求，还是从他为京剧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来看，
梅兰芳这个人实在是为京剧而生的，他的人生意义也委实在这里。
    梅兰芳之所以成为京剧史上空前绝后的人物，毋庸讳言，部分原因来自上苍的特别垂青。
温良的性格，柔静的外形，是天生饰演女性的材料。
    当然，梅兰芳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他对艺术的思索领悟、求变创新与刻苦学习。
他先天的聪慧既不比人差，后天的勤奋又超过别人，怎么会不成功呢！
    京剧走到今天，对于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的吸引力是大大减弱了，相对于时代的、环境的因素
，作者更关心京剧自身的缘故，很希望所有热爱京剧、关心京剧生存与发展的人们，能透过梅兰芳的
人生，通过研究他的事迹，发现一些问题的症结，进而对振兴京剧有所思索、有所努力。
果能如此，梅兰芳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梅兰惊艳·国色吐芬芳>>

内容概要

李伶伶所著的《梅兰惊艳国色吐芬芳(梅兰芳评传)》记述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
一生。
《梅兰惊艳国色吐芬芳(梅兰芳评传
)》分“出世”、“转折”、“扬名”、“隐居”、“落幕”五部分，在把握梅一生的基础上，选择其
人生经历中的重要片段，以一个后世学者的角度来审视一个艺术大师的成长过程。
此书不是史料的堆砌，更不以“奇闻异事”取胜，而是娓娓道来，既有生动的叙述，又有深刻的评论
，更有作者对京剧艺术发展的思考。
书后附有梅兰芳生平大事记、梅派源流谱系和研究资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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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出世    一、生在梨园世家    “梅兰芳”，不只是人的姓名，而是一种代表，代表了京剧；也是
一种象征，象征了京剧的辉煌。
梅兰芳为京剧而生，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出身于梨园世家，秉承父业、光大祖宗的门楣和事业，更
大程度上是他无从选择，也不能选择。
自宋代起而遗留下来的“唱戏的子女只能从事唱戏”的户籍陋习到了清末虽已不再具有强制性，但它
的余毒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
当梅兰芳1894年10月呱呱坠于古老的皇城根下李铁拐斜街时，命运就已经为他铺就了一条艰辛却光辉
的艺术之路，他还没有来得及细细辨清世界的真相，就已经无奈地站在了艺术的起跑线上并跨进了京
剧之门。
这一切都缘于他有一个唱旦角的祖父、一个唱旦角的父亲和一个戏曲音乐才子伯父。
    梅兰芳祖籍江苏泰州，在他的祖父梅巧玲之前，梅家世代以雕刻为生。
道光十年至咸丰十年间(1830—1860)，苏北里下河一带的水患不断，导致无数人家沦为赤贫，梅巧玲
的父亲梅天材穷病而死，巧玲与两个弟弟随母亲颜氏逃难江南，可富庶的江南并没有改变一家人的命
运。
颜氏不能眼见儿子们饿死，只得忍痛先将8岁的长子巧玲卖给苏州的一个江姓鳏夫作义子。
之后巧玲的两个弟弟下落不明，颜氏只身回到故乡，不久也饿死了。
    梅巧玲被卖到江家，逃却了饿死的噩运。
义父江某一度也将他视为己出，但好景不长。
江某在娶妻生子之后，对巧玲的态度就变了，就在巧玲11岁那年又终于将他卖了出去。
    梅巧玲这回被卖到一个叫“福盛班”的戏班子做徒弟，这是梅家与京剧结缘的肇始。
这时，京剧已经形成并正急速成长。
梅巧玲苦学皮黄，历经磨难终于出师后随即进京。
由于他生得脸圆体胖，与他为人的一团和气相称，人称“胖巧玲”。
此雅号的来源非同寻常，乃是拜慈禧太后所赐。
这位雅好看戏的老佛爷还有点美学眼光，她说巧玲身材的肥胖恰能显示雍容华贵。
    梅巧玲应工花旦，却又不满足于本行，他大胆革新身段、表情、神气、台步及扮相，打破了过去京
剧舞台上贞女烈妇“行不动裙、笑不露齿”的动作程式，又吸取青衣的唱工技巧，逐渐红透京城，成
为“同光十三绝”之一，也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成为班主。
    梅兰芳日后在京剧舞台上不断创造和变革，与其说是基于他具有顺应时代潮流的意识和善于听取有
识之士建议的从善如流的虚心态度，倒不如说是他的血管里本即流淌着祖父遗传下来的永远向前的血
液。
他不仅完全继承了祖父不安现状、勇于冲破传统樊笼的个性，而在祖父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
了“花衫”这一熔青衣、花旦于一炉的新的表演方法，更沿袭了祖父笃实好学而精通音韵、唱腔、书
法的文化素养，正如梅兰芳自己所说：“我好结交、善看书、爱绘画及收集文物的习性，也可说是祖
传给我的天资。
”    天下素有两种人，一种人将自己曾受的苦难变本加厉地施加于人，另一种人则恰恰相反。
梅巧玲属于后者。
他在江姓人家作义子时，饱受义父母的虐待，时常数天得不到一口饭吃；离开江家进入“福盛班”后
，又不幸遇到好用硬木板毒打徒弟的班主杨三喜。
在杨三喜的木板下，梅巧玲的手纹都被打平了。
从磨难中出头的梅巧玲在做了班主之后，一反苛待学徒和同业的戏班恶习，无论是对待角儿或是普通
学徒，他都尊重爱护，并且特别宽容。
在“国丧”期间戏班不能演出而没了收入时，他竟不照日薪制的行规，不惜借贷给演员发全薪。
对行外朋友，他也十分慷慨义气。
他曾在前往吊唁身后萧条、生前借他钱的一位朋友时，随手将欠条丢进灵前的烛火，不再向其未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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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子嗣索还；他也曾对一位靠典当生活的举子大动恻隐——瞒着举子将东西赎回并给他留下百两银子
。
诸如此类，梅巧玲因而又有“义伶”的美誉。
    梅巧玲未能活到耄耋之年，梅兰芳因而未能见到他这位可敬又可爱的祖父。
对于梅兰芳来说，真正不幸的是他父亲梅竹芬死得太早，26岁，留下22岁的妻子杨长玉和4岁的梅兰芳
。
    梅竹芬遗传了梅巧玲善良温顺的性格，做事又认真，从不投机取巧。
他最早学的是老生，后改小生，最后承乃父衣钵，唱青衣花旦。
因为他的唱法极似梅巧玲，长相也酷似父亲，故有“梅肖芬”之称。
对于竹芬的英年早逝，最悲伤的自然莫过于梅兰芳的祖母陈氏，她痛心地说：“竹芬是累死的，因他
忠厚老实，什么累活都叫他干。
”    梅巧玲、梅竹芬相继去世后，梅家就靠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撑持了。
梅雨田极具音乐天赋，自小又被乃父梅巧玲遍请京城名家好手教过，鼓锣琴弦无不精通，尤擅胡琴，
曾为“伶界大王”谭鑫培操琴多年。
    梅家除了梅巧玲、梅雨田、梅竹芬父子三人从事着唱戏这一行外，梅兰芳的祖母、母亲、姑母、伯
母也都出身梨园。
祖母陈氏是著名昆曲小生陈金雀的千金，母亲杨长玉是有“活武松”之称的著名皮黄武生演员杨隆寿
的女儿，大姑母嫁给了旦角演员秦稚芬，二姑母的丈夫是武生演员王怀卿，伯母是旦角演员胡喜禄的
侄女。
    梅兰芳身处这样一个典型的梨园世家，又受旧制遗风影响，他的人生之路似乎不具任何悬念。
叔伯姑姨们都习以为常地引他走父辈们走过的路，可谁都未能预见路在他脚下会变成一道彩虹。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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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屈指算来，我研究梅兰芳，忽忽然已有十多年了，想来真不免有些惊心。
小时候学到“白驹过隙”这个成语，只知那是聪明的古人想出来的绝妙的比喻，如今才真切地感到它
绝非夸张之语。
不要说这十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就是我写梅兰芳，如同翻阅他人生的日历，由生到死，六十七个春秋
，也三翻两翻就翻完了。
    尽管梅兰芳的人生是那么丰富，那么多彩，那么辉煌，却也并不能感动铁面无私的时间老人稍稍有
些宽饶。
当然我很理解老天的用意，不如此，人类就不懂得珍惜；不如此，再好的东西也没有了价值。
如有所谓千年不散的筵席，想来那一定是最没有滋味的。
    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柏梁教授主持的为戏剧界人士立传的宏伟工程，在
此特向他表示衷心的谢意；感谢戏文系研究生周凯精心整理了附录，并选配插图；还要感谢中国戏曲
学院聘我为客座教授，为此我深感荣幸，也十分欣慰。
    李伶伶    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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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把他比作一座巍峨的山峰并不为过，而他是那山巅临风的一棵树——山也不过是它立身之地、滋养之
源；把他比作一片浩瀚的海洋并不为过，而他是搏涛戏水的—尾鲲——海也不过是它徜徉之域、吐纳
之所；把他比作天幕上的一轮皓月并不为过，而他是月亮里的嫦娥——婵娟也不过是她婀娜身姿的背
景；他就是享誉世界的京剧艺术大师、本书的传主梅兰芳。
    李伶伶所著的《梅兰惊艳国色吐芬芳(梅兰芳评传)》以平实的笔风精细记录了一代京剧大师努力勤
奋的成长经历、孜孜以求的艺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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