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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吕铭康是广东新会人，生于上海，在青岛生活长达58年。
他长期从事教学工作，还是一位作家，曾创作许多散文、文艺评论儿童文学，个人出版过两本散文集
，主编过全国性的《新世纪艺术散文选粹》等书；他主编的《2000青岛儿童文学选》曾获团中央“五
个一工程”奖。
    吕铭康从小喜欢京剧，酷爱花脸艺术，经常一展歌喉，高唱《坐寨》、《姚期》、《铡美案》、《
黑旋风李逵》等剧目的唱段。
他从1993年始即在青岛广播电台主持京剧节目，历时`4年之久。
如今他虽已65周岁，却是退而不休，为撰写此书而走遍天南海北，广泛搜集材料，多历艰辛而终有成
果，委实不易。
    青岛拥有众多京剧戏迷和票友，吸引了许多京剧前贤来这个“大码头”演戏献艺。
“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周信芳、唐韵笙等京剧大师都多次来青岛演出，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
迎。
早在80多年前，青岛就已票房林立、人才辈出，不少名票下海后，进一步展示了他们的出众才艺。
1959年，言少朋、张少楼伉俪在青岛振兴了几乎失传的言派老生艺术，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反响。
青岛与京剧的渊源，很深很厚，很值得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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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青岛与京剧之缘中国戏曲历经800余年，传承悠久，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金元杂剧到明清传奇，从昆（曲）弋（阳腔）繁荣到四大徽班进京，从京剧诞生到成为“国粹”走
进黄金时代，200多年的京剧史里产生了程长庚、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马连良等一代又一代表演
艺术大师。
以“富连成”为代表的众多戏曲科班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优秀演员，支撑着近百年京剧艺术殿堂。
星罗棋布的戏楼剧场提供了京剧繁荣的舞台，精良独特的器乐、道具、戏装行业为京剧演出增色生辉
。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适逢清高宗（弘历）八旬寿辰，徽伶高朗亭等率“三庆徽”戏班进京贺
寿演出，演毕立足京城。
此后许多徽班相继来京，其中三庆、四喜、春台、和春最负盛名，时称“四大徽班”。
在长期实践中，不断从秦腔、汉调、昆曲、京腔等剧种汲取营养，经数十年演变，形成京剧。
京剧表演融合了唱、念、做、打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辅以五彩缤纷的服装道具以及化妆，具有生、
旦、净、丑等行当。
京剧艺术具有综合性、虚拟性和程式性三大特征，故而能够达到精彩绝伦、美轮美奂的艺术境界，受
到愈来愈多的人们的喜爱，成为了地地道道的中国国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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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本《青岛与京剧》，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是因为我喜爱京剧。
孩提时是典型的小戏迷，经常到住家附近的青岛永安大戏院和华乐戏院看戏。
“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
还有裘盛戎等京剧大师和言少朋、言慧珠、徐东明、云燕铭等京剧名家的戏，我都看过。
50年代，青岛市京剧团的绝大多数戏也都看过。
我那时最喜欢的是花脸和武打戏。
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还看过当时刚刚重返舞台的李万春等人的戏。
父亲给我买了不少京剧唱片，我最喜欢跟着金少山的唱片学唱《盗御马·坐寨》唱段。
1956年，正在读初中的我就开始经常登台清唱京剧花脸唱段，由于是童声，能够唱到G调。
是年盛夏，学校选拔我参加青岛市少年儿童文艺会演，有幸得以跟京剧名票琴师李奘图先生学习演唱
，他对我的吐字发音进行了指导，确实受益匪浅。
后来，他又请青岛名票鼓师、擅长为花脸操琴的刘鸿伟先生为我演出伴奏。
于是，我获得这次全市会演的一等奖。
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与鞭策。
此后，我又在一些业余京剧团粉墨登台演戏。
不过，后来有近30年，我一直远离京剧。
再就是我喜欢写作。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我除散文外，还经常写些文化名人专访和文艺评论，这就很自然地要涉及
到一些京剧名家和对京剧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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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岛与京剧》由青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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