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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的一生真是短暂，因此能够遇到两种文化的交锋，并力求驰骋其中，也不能不视为一种幸运。
    我年轻时，北京整个是口、头文化的场地，京剧盛行，曲艺盛行，纸面上的文学也盛行。
我远远地跟随其后，最后力所能及进入其中，多少也做了一些事。
    电视来到世间远比京剧迟，它能让京剧人进入到自己的讲坛之上，宣讲京剧当中的道理，大约是连
电视文化也没有想到的。
或许它有这样的活思想：“自己尚且站脚未稳，还要管其他学科什么闲事呢？
”但终究是上级规定的，也是群众文化生活所需要的，于是电视台“让”出了一些时间，让其他门类
的学者站上自己的讲台：“讲讲你们门里的学问吧，怎么讲与讲什么，就都是你们自己的事了。
”    回想自己的当年，不过是中国京剧院的研究部主任，仗着年富力强，敢闯敢撞，也敢放言，还曾
到北京大学宣讲过一个学期呢！
反正那时年轻，只要有约请，咱就一准去！
比如，曾到国家图书馆的“文津讲坛”上讲了“四大名旦比较谈”，曾到中国现代文学馆讲了“城墙
城门城文化”，曾到鲁迅博物馆讲了“北京的体型”。
除了北京，我还曾讲到济南、武汉的图书馆，甚至深圳的“市民大讲堂”，我先后去过两次。
每一次我都是认真的：事先做准备，到了台上就脱稿一气呵成！
如今重新检视这一页的目录，再回忆当年电视台找我们谈时的情况——大体对主讲人的要求，第一，
必须是行业中较为知名且较有锐气的人物；第二，必须口才相对地好；第三，提醒主讲人力求深入浅
出，不要说太深的东西。
这是多么友好的氛围啊。
但人生苦短，我们门里的学问还没弄清楚，怎么能在外边乱讲呢？
    伴随年纪渐大，我开始收缩自己，力求把梨园一些难讲的问题想清楚。
声明一下：我只是想清楚，想清楚的问题是不宜也不必都“哇啦哇啦”讲出来的。
但慢慢地，我又发现电视文化有些变味，他们开始培训主讲人了：“你们应该这样讲——我们是电视
，你们进入电视，就应该遵循电视的规律⋯⋯”渐渐地，在他们的指挥下，出现了一支电视上宣讲很
过硬的队伍，他们变成了“电视人的一支”。
他们的队伍也在迅速壮大。
在这种行为的背后，“电视学”也在形成中，当然，与其一起来的，是文化艺术界的整体浮躁。
    人生苦短。
许多干不了的事情就索性不干。
我们应该力求先成为门里的专家，再成为能够兼通电视与本专业的杂家。
我应该知足了，在壮年时就以青年的心态介入到电视讲演这桩新事物当中。
描述2002年在上海拍摄《品戏斋夜话》的一组短文，就充分显现了那时的欢乐与不够深沉。
欢乐是真的，不够深沉同样不假，都是真真实实的自己。
    京剧如何与电视对接或对撞，这个问题还在延续。
我们的生命都很短暂，或许看不到光明的那一天。
但毫无关系，因为我站在矛盾的这一头，早已把事情的结局看清楚了。
至于结局早一天或晚一天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我们能够亲身接触并亲自感受，那就已然是非常幸福的了。
    现在，我把参与电视讲演的若干文字记录发表如下，供梨园内外有兴趣的朋友欣赏并玩味吧。
    作者    2012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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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城北的“说戏”是有“听”头的。
人的一生极其短暂，能够遇到两种文化的交锋，并力求驰骋其中，也不能不视为一种幸运。
城北就是在探寻京剧如何与电视对接中，驰骋电视，找回真实的自己。
现在，通过《城北说戏3：京腔话京剧》一书，他把参与电视讲演的若干文字记录发表，供梨园内外
有兴趣的朋友欣赏并玩味。

    《城北说戏3：京腔话京剧》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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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城北，1942年生于重庆，长于北京，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京剧文化和京城文化，因其母亲彭子冈曾是《大公报》的著名记者，往来之间多是文
化名人，聆听受教之下，有关历史、有关文化、有关掌故亦了然于心。
下诸笔端，引人入胜，意味悠长。
著有《老北京：帝都遗韵》《老北京：巷陌民风》《老北京：变奏前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京剧
闲闲说》《京剧与中国文化》等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京腔话京剧>>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部分  远看梅兰芳第二部分  电视品戏斋  作者献言  一、当一把电视人  二、三个转换  三、关
于电视职能  四、要有自己的班底  五、导演的脑子  六、原始性创新  七、文皮武骨  八、南北合  九、
过瘾  十、戴着镣铐跳舞  十一、七步诗  十二、瞎子的眼神  十三、襄阳市场  十四、真迹的价值  十五
、自制“音配像”第三部分  京剧的门槛  作者献言  一、脸谱  二、舞台  三、手法  四、流派  五、剧目  
六、人物  七、韵味  八、传承第四部分  名伶名戏  作者献言  一、梅兰芳(上)  二、梅兰芳(下)  三、周信
芳(上)  四、周信芳(下)  五、谭鑫培  六、程砚秋  七、马连良  八、裘盛戎  九、张君秋  十、俞振飞  十
一、李少春  十二、盖叫天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京腔话京剧>>

章节摘录

2001年的年底，上海的东方电视台传来消息：邀请我主讲《品戏斋夜话》栏目，每周一次，连续做一
年。
记得是在1999，我在天津也做过相同的栏目，同样是一年。
但那是小打小闹，每次都是我的独白——说一个梨园深处的小景观，然后提升到文化层面，最后收回
到梨园做结。
早晨乘长途汽车去天津，午饭后一口气说几个小段儿，然后转身回北京，等到家刚好华灯初上，刚好
吃晚饭。
如今去上海，每两月跑一趟，要花十来天做好八期，做得比天津时复杂。
    “这么做，值吗？
”这是曾经久久盘旋在我内心的问题。
我算了一笔账：自己三十七岁由外地调回北京，一口气在中国京剧院干了十五年。
应该说，这十五年让我受益匪浅。
我把我的心得写成了好几十本书。
从性质上讲，我是逡巡在口头文化和印刷文化这两种“样式”当中，我把从老艺人和老文化人处听来
的东西，力求碰撞与转换，写成好看、好玩又多少有些思想启迪的节目。
从内容上说，我已不是单纯说京剧了，有时旁及到老字号，并注意提升到京城文化的云层去俯瞰京剧
。
六十岁的人，出版了近六十本书，按说也可以“歇歇了”，但我一直忘不了曾经居住过的三不老胡同
，忘不了曾经读到的那篇谈人类《三种文化样式(口头文化、印刷文化、电视文化)》的文章。
昔日，我曾经在前两种文化中穿行；现在，能否再进入一下第三种文化呢？
在这上头，我还是比较自觉的，我应该和电视导演事先磨合，正好把以往“写”出来的东西，想办法
给“说”(甚至是“演”)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挑战，我要变换以往的表达方式，从一个新的层面上塑造新的自己。
    我仔细想了想，这样做是值得的。
不管结果怎样，先试一年再说。
如果“还行”的话，2003我就力争换到一个新的领域——比如分别与苏州和杭州的电视台合作，谈一
年的苏杭文化！
这些年我没少去苏杭，已经有了些故事与感情上的积累，不妨面对苏州谈杭州，面对杭州谈苏州；还
可以把苏杭视为一个整体，把苏杭文化和西部文化(我在新疆待过八年，并于近年两次回访新疆)做一
番对比。
我畅想了不少，但需及时打住。
要把以往对苏杭的印象“归一归总”，再尝试给予“分集”去表现。
我曾和两地联系，也有些成果，但后来一算时间，距离2008没几年，距离我要出版《新北京五重奏》
的时间更近，所以我不能走得太“远”，于是就把这一笔“收”了回来。
    想自己的过多，还得想想人家东方电视台。
上海圈子里的人这样介绍说：“(人家)刚建台的时候，说过这样的两句话：要开门办台，要借脑子办
台。
”真是好。
就凭这两句话，就值得我好好干一年！
我在2001年夏季应邀到东方台录制节目时，接触过一位年轻的小导演汪灏，也就三十多岁，但办事老
辣，成熟，为人也善良。
思路上，点子上，与我平素熟悉的北方导演不同。
那次是从北京、四川等地请了不少名家制作节目，给上海东方电视台做一期“艺术课堂”节目。
录制时拉了不少中学生到现场当观众，我恰好与上海昆曲名家蔡正仁(俞振飞之得意门生)搭档，谈一
个“中国古典的声乐和器乐”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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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诸位站在我的角度上想一想这题目——我，一个来自北方的京剧文化人，碰到这么个艰难的学术话
题，困难情况可想而知。
然而让我和正仁兄一捣鼓，终于想出了主意，就从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说起——说我们中学时候的音乐
课，所遇到的声乐和器乐。
甚至还说到我那个中学——一北京男三中，是老舍上过的学校，说我们下学后如何去庙会玩，在庙会
上遇到的民间艺人，我们如何听他们的演唱，以及我们由此遇到的最传统的声乐和器乐⋯⋯其中，我
见缝插针地说了一些平时也从不说的话，比如“喜欢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等等，这些话说出来时效
果奇好，我和蔡兄平时老气横秋，这时也和在场的中学生发生交流，彼此的心贴得很近。
总之，是那次我“演”得不错，才引出东方俞邀请我的“后话”。
    2001年底，东方台正在积极落实频道制，人事变动大，频道领导在就位的过程中，导演也在就位的
过程巾。
还有资金，也很长时间没到位。
要在北方，不就位就甭干，就坐下来静等。
但在上海东方台领导没完全就位，只要导演能就位就行。
资金下不来，导演垫钱先干起来再说。
同时资金到底定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之上？
——要先把节目拍出几集，让领导和周边的人看看再说！
这，显然又是不同于北方之处。
我既然决心进来，那就也只有跟着“滚”才行。
我以往在戏班干过，跟着“滚”还能适应。
    这时，导演最终就定为汪灏了。
很好，我就抓紧机会“直奔主题”。
经洽商，三十分钟不能由我一个人“干讲”，那样太枯燥。
导演建议每十分钟一个板块，用一个诗词性的名字，开头我引出一个话题，说着说着引到最生动的细
节，于是打住。
下边把这个故事化为可用人演的小品，这样也可以让导演去施展才能，他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生，
排练小品绝对是家常便饭。
等小品演完，接下来是我的文化点评。
我撒开来说，导演看情况去剪。
总之，越口语化越好。
这，我还能适应。
同时，面对摄像机的镜头不能发慌，反而应该力求兴奋。
这一点，我似乎后来也做到了。
当然，再加上手势和表情就更好。
    最初，在开头引出话题时我也“出场”——和两位上海文艺界的名家共同坐在一张桌子背后，三人
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
后来拍过几期。
电视台领导嫌乱，决定去掉这个开篇，用话外音引出话题——这样节奏明显就明快了。
然后紧跟着小品。
小品之后就是我的点评。
我觉得，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实在是很好。
    P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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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本来是一名北京的京剧人，我没料到近十年会这么多次来上海，并且在上海，以及苏州、杭州参与
电视活动。
记得那些年，每逢上海的戏到北京演出，剧场休息时，记者都习惯在休息室中找熟人录两句观感。
找谁呢？
老人中他们习惯找刘厚生老师，如找中年人，当然就是我了。
反之，上海如有新戏问世，小休息中他们会从休息室中找人谈谈观感。
当然，适合发言的人很多。
但如果我在，那也就会加我一个。
因为我熟悉戏曲，张嘴就说，而且人是北京来的。
    现在我也加入到老年队伍之中，评论别人的事已经不做了。
现在感谢上海电视界和出版界的朋友，能让这一著作问世。
我非常感谢！
    徐城北    2012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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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翻开《城北说戏3：京腔话京剧》一书，跟随作者徐城北读懂中国，品味文化。
书中，作者记录发表了他参与电视讲演的若干文字，内容包括：远看梅兰芳，电视品戏斋，京剧的门
槛，名伶名戏四部分。
主要供梨园内外有兴趣的朋友欣赏、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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