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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高阳齐如山先生八十华诞。
他是中国声名洋溢的大文豪。
壮年时曾追随国父致力革命，对民国的肇造曾出过大力。
他受北方颜李学派的影响，注重征实之学，家居北平，长期周咨博访，对于中国社会史之研究，可算
是独树一帜的名家。
他对于中国戏剧最有心得，有空前伟大的贡献，奠立了国剧的理论基础，并实际指导中国歌剧的改良
，享有“中国的莎士比亚”之盛誉。
他力谋国剧为世界所重视，美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曾间接受其影响，此点尤值得注意。
戏剧是一种综合艺术，所以他对于音乐、舞蹈及其他固有艺术，也都有深刻的研究。
至于著作之富，文辞之美，当代作家罕见其匹，冠冕群伦，良非偶然。
其所著《回忆录》，长二十余万言，堪称为中国现代第一部传记文学。
齐先生年登八秩，神明未衰，元气淋漓，不让后辈，著述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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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齐如山先生晚年羁旅台湾的追怀之作。
极为平易的白话，让我们同作者不再隔山隔水；极为翔实的故事，让我们同历史不再隔世隔代。
拓下那些珍贵的史料，清末科举、同文馆、义和拳、军阀割据、以及旅欧游美等等，读者可以身临其
境。
读这本书，不但阅尽齐如山一个人的一生，领悟造就一代宗师的一个传奇；而且可以透视那个社会的
万象。
作为学者、作家、戏剧家、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广博的学识、清澈的见解也在书中层出不穷，读来获
益匪浅。
　　齐如山先生一生阅历丰富，见闻广博，学识深厚，常能于一般人所不见处做出大学问，比如毕其
一生对京剧的研究，对老北京风土人情的观察，堪称一代宗师。
真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本书为先生晚年追怀之作，真实生动地回顾了自己一生，同时记下了那个兵荒马乱、翻天覆地地大变
革的时代。
内容包罗万象，文字亲切朴实，让人读来不忍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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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如山（1875-1962）是昆弋腔发源地河北高阳县人，童年时代就养成看戏习惯，后毕业于同文书馆，
曾两次去过欧洲，一九一三年回到北京后，开始研究戏剧，著有《说戏》一书，为汪伯唐（时任北洋
政府教育总长）所赏识，并在"正乐育化会"为京剧艺人做过演讲，引起会长谭鑫培、田际云（艺名几
霄），以及梨园中人的注意。
他原是梅兰芳的观众，看了梅的演出惊为天才，他说梅嗓音圆润，身段优美，扮相俊秀擅长做戏，既
有天赋又能发挥，"确是一块好材料"（当时谭鑫培赞美梅兰芳的话），由此而产生扶植梅兰芳的动机
。
齐梅二人的结识并没有介绍人，而是通过书信往来而论交的。
一九一三年梅兰芳在天乐茶园演《汾河湾》，齐如山坐在台下看戏，看到薛仁贵在窑外唱"家住绛州县
龙门"那一大段时，饰杨迎春的梅兰芳面向内坐，竟自休息了。
（老先生都是这么教的）这一大段唱词正是薛仁贵在叙述当年与柳迎春结合的经过，柳迎春怎么可以
丝毫没有反应呢？
于是他便写了一封长信给梅兰芳，阐明他的看法：“假使有一个人说他是自己分别十八年的丈夫回来
了，自己不相信、叫他叙述身世，这是对他的考核。
岂能对方在滔滔不绝地叙说着，自己却漠不关心呢？
虽说老先生是这样教的，但是损坏了剧情，戏剧是永远不允许演员在台上歇着的，何况这一段是全剧
的关健，妻子听了丈夫叙述旧情，决不会无动于衷的，如果要想成为一个大演员，非有改革之心不可
。
”齐如山还在信中，把他设想的动作，按照薛仁贵的唱段，逐句具体写了出来，供梅参考。
旬日后，梅兰芳又演《汾河湾》，齐如山再去看戏时，梅已完全按照他的设想作了艺术上的加工、修
改，并且获得了一阵阵喝彩声。
据说散戏后，演薛仁贵的谭鑫培对人说，他很纳闷，他并没有耍腔何来众多喝彩声，留神一看，原来
梅兰芳在做戏。
由此可见，梅在青年时代（当时不满二十岁），就能虚心接受意见，从善如流。
不久，梅兰芳就叫跟包的送一封信给这位台下看戏的老观众，请他见面叙谈，从此两人订交。
 辛亥前后，梅已崭露头角，例如一次为"正乐育化会"办的小学校筹备经费义演，谭鑫培压台，杨小楼
唱倒第二，倒第三是梅兰芳和王惠芳的《樊江关》，那天梅有三处堂会，赶不过来。
谭、杨自信有他们坐镇，少梅一人无足轻重，不料杨小楼刚一出场，台下就人声嘈杂哄了起来，说是
非要看梅兰芳的戏，否则退票，主持人只好派人催梅赶来参加，台下才告平息，害得杨小楼草草终场
，大为不快，当时梅兰芳风头之健，可见一斑。
但是曾几何时，第一舞台约来了南派名旦林颦卿，大演海派新戏，使人耳目一新，座无虚席。
而在东城吉祥戏院演出的梅兰芳，却大受影响。
齐、梅合作之处女作是《牢狱鸳鸯》，这个故事是吴震修从前人笔记中找来的，执笔人是齐如山，演
出后，大为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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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请看以上这些情形，每年除年假一个月及麦秋两季最少一个月之外，共总剩了三百天，这三百天之中
，总有一百八十天不常在书房中，对于儿童怎能好好的教导呢？
他每逢出门之时，便指给各学生，由什么地方念到什么地方，念熟之后，他回来再背书。
当然也有一部分小孩不那么规规矩矩的念，所以先生出门时，往往托付邻居，代为暗听所有儿童果然
都念了没有。
学生们知道这种情形，更要用大力来念，。
以便邻居听的到，常常喊哑了嗓子，结果先生回来太晚了，无暇背书，就放了学了。
这可以说是喊了半天，等于白喊。
一年的工夫，念不完《千字文》的学生很多，他的“天地玄黄”安得不喊一年呢？
以上说的这种学校，可以说是最低级的，也可以说是相当腐败了。
还有一种比这样好一点的，其中就有读四书的了。
从前也有一首诗是形容这种学塾的，日：“几阵鸟鸦噪晚风，儿童齐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
地玄黄宇宙洪，三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
”这首诗大家当然都懂得，但当时的详细情形，恐怕就有许多人不十分明了了，所谓“一日三行读大
中”者，“大中”二字，指《大学》《中庸》也。
所谓三行者（行音杭），从前小孩念的四书，大致总是一行十七个字，平平常常的小孩，每次上新书
，总是以三行为律，三行念背过后，再学三行，念背过再学三行。
最聪明的小孩，每天可念七八十行，但这样的很少，大致每天能念四十行的，就算很聪明了。
所以从前长者们议论某小孩聪明与否，都说每天能念多少行书，问人也是这样问法，你家小孩能念多
少行书哇？
此定例也。
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言词可以形容小孩聪明之程度。
最笨者一天三行都不熟，所以他说“一日三行读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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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齐如山（1875-1962）名宗康，字如山，以字行。
河北高阳人。
戏曲理论家。
早岁肄业北京同文馆。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经商，其后三游欧陆，涉猎外国戏剧。
归国后致力于戏曲工作。
1912年在北京经常为梅兰芳的表演及剧本提出修改意见。
1916至1917年间，与李世戡等为梅兰芳编排时装戏《一缕麻》、古装戏《黛玉葬花》、《嫦娥奔月》
、《千金一笑》等剧。
1929年随梅赴美演出。
1931年与梅兰芳、余叔岩等人组成北平国剧学会，并建立国剧传习所，从事戏曲教育。
曾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1962年于台湾去世。
著有《中国剧之组织》《京剧之变迁》《梅兰芳艺术一斑》等书。
陈纪滢等编印有《齐如山先生全集》。
齐如山先生一生阅历丰富，见闻广博，学识深厚，常能于一般人所不见处做出大学问，比如毕其一生
对京剧的研究，对老北京风土人情的观察，堪称一代宗师。
真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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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齐如山回忆录》：齐如山作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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