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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京剧大师赵荣琛回首粉墨生涯六十年亲历往事，批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逸事，再现了半个
多世纪以来诸多政要及文化名人的活动踪影，折射了中国社会变迁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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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荣琛(1916-1996)，安徽太湖县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出身世代簪缨的书香门第。
上世纪30年代初，因酷爱京剧，醉心程砚秋的艺术，毅然弃学从艺，身入梨园。
抗战期间，名噪四川，并得以列身程砚秋门墙，膺“重庆程砚秋”雅号。
 
　　赵荣琛的舞台艺术成就卓著，是程派艺术出色的传承者，享名国内外。
晚年在大力课徒传艺的同时，潜心写作，总结自己的艺术经验，记述自己与众不同的艺术足迹，撰写
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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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我的四代翰林之家　首代翰林——状元、天使　二代翰林及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关系　三、四代翰
林奋力治学二 公子哥儿的童年生活　“翰林府”的“五相公”　上海的京剧启蒙三人名牌学府却与京
剧结缘　举家北上　广看京剧如鱼得水　师大附中使我京剧入门　国剧研习社结拜六兄弟四 出走山东
身入梨园　偶然报考，决定了一生命运　高水平的戏剧院校　我的学艺生活　关于韩复榘　在山东期
间可记的几件事五 艰苦跋涉进四川　千里大逃亡　故里小停叉赴武汉　西行入川重庆扎营　奇缘天降
立雪程门六 程门立雪偿宿愿　同王泊生分手独闯成都　与政要、名流的往来和恒社义演　创办大风剧
社得程师函授　“大风”之盛和为蒋介石演出七 东行寻师求深造与梅、程二位同台　为寻师毅然离四
川　初谒程师，湖社补行拜师礼　解我困难 厚赐行头　随梅、程两大师义演八 十三年后重返北平　
到北平烦事不断　青龙桥师徒夜话　古瑁轩中受益多　故都舞台得献艺　北平解放前的郁闷和排遣九 
新中国成立后首赴东北　与杨宝森合作无缘　在东北开始创排新戏　“高登甲武装赵荣琛”　情况有
变被迫离开东北十 无奈返京，退而再树“大风”旗号　哑嗓子——祖师爷赏饭吃　“点灯笼”换成开
窗户　在南京小驻足十一 程砚秋师的生前死后　诀别杨宝森和恩师程砚秋　由“纪程”到筹建程派剧
团　程派剧团响起了锣鼓　收徒授艺和中南海“传差”　程派剧团由盛而衰十二 不堪回首话“文革”
　心惊肉跳的“轻闲”　人受折磨家被抄　生死系于一念之间　暴虐中见到真性情　在“黑屋”中煎
熬岁月　“白公馆”事件前后　江青的“恨”与“怕”　重见天日后的劳动惩罚　诬蔑不实之词决不
接受十三 花甲之后传艺忙　三十年后手足重相见 得机缘两女送出国　花甲开外重登台 不意竞成“赵
一出”　传艺教学著书立说 再次被迫离开舞台　赴关国巡回讲学 青山州欢度夏天　美国各地讲座忙 
自制道具上课堂　承舆论学者奖掖 谢友人题诗赠画　纽约票社晤旧友 耶鲁大学会故交　初登宝岛得
奇遇 首访香港叙友情　把宝岛同胞深情遍告天下　师徒京津同台种种　南行赴沪录音录像忙　发起再
次纪念恩师程砚秋十四 最后的演出和授业　传道授业 责无旁贷　尽己之力向孩子献爱心　再次赴美
发扬国粹　香港讲学偿宿愿 示范演出有内情　南北合演是非多 宵小拨弄反受气　在山东中止舞台生
活 去西德探亲旅游散心　结束本文之前再饶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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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代翰林是我的高祖父赵昀，字芸谱，号岵存，五旬后又号遂园，别称遂翁，家中后辈尊称遂园公
。
清嘉庆十三年生，光绪三年卒，历经五朝，居官数十载，以翰林数放学政、府道及书院主讲：诗文传
世广，门生遍天下，为四代翰林之家构筑了坚实的基础。
遂园公出生即孤，未见父面，童年艰辛。
《遂翁自订年谱》中有：“余生即乏乳，家贫不能蓄乳媪，数月后食益多，因继以糜。
”孤儿寡母生活本来艰难，介山公留产不多，又被析产分家，王太夫人率子女单独立户，生活更为困
苦。
长辈们说过：那时家中饮食清淡，偶有咸鸭蛋佐餐，视如开荤过年，遂园公舍不得把一个鸭蛋吃完，
吃半个留半个，王太夫人用纸把蛋口黏封，留下餐再用。
尽管生活拮据，王太夫人盼子出人头地，不惜卖田当产延师严教，督促两个儿子苦读上进，绝不倚赖
以状元之子、天恩祖德而出道：“学而优则仕”，只能和普通人处于同一起跑线苦读，须靠自己一步
步向前迈进。
由此也更激励了遂园公奋发图强之心。
王太夫人望子成龙，含辛茹苦；遂园公幼年立志，发奋苦读，活脱又一出《三娘教子》了。
母子俩劳累过度，先后咯血致病，幸苍天保佑遇难呈祥。
人皆重义。
介山公卒后，京中同年友好知其身后萧条，聚金奠仪资其眷属；此款未能及时送转太湖，而留京生息
，十几年后本息达千两，才专送太湖。
已析产分居的张、王两夫人各半。
王太夫人有此五百金，得以添田数十亩，窘境有所缓解。
遂园公十年寒窗，业有大进。
介山公同榜探花帅仙舟丁忧返里，从太湖跨省到湖北黄梅，见到18岁的年侄，试其作业诗文，大为惊
喜，慨叹：“介山不死矣!”命将文字随时寄阅，详加指点。
遂园公更加刻苦，“与仲兄(我伯高祖赵唆)互作窗课，夜漏三下始寝”，“自五月患疟至十月始痊，
然未尝一日旷课也”。
19岁县试第一名，兄唆公人府学，府学史汪巽泉是介山公同年榜眼，见故友之后，甚为欣慰。
可是，遂园公的科举之途，也是蹭蹬颇多：早中秀才后，乡试举人却屡屡落第，直至道光十五年28岁
时才考中举人，之后会试仍不顺利，又过了六年34岁时才得中二甲十七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为科举赴考，遂园公几次入京，因贫借住于介山公门生汤金钊家中，边教馆边读书，还考任八旗官学
教习，以维生活。
王太夫人守节抚孤，曾受旨旌表；盼子成名，祈天保佑，摆香案叩响头竟使前额隆肿，其情殊悯。
遂园公37岁授翰林院编修，39岁补国史馆修撰官，以40天写成《漕运志》。
41岁任国史馆总纂官，先后放顺天府、四川省乡试学政：中进士后返里祭祖，就被聘为安徽最高学府
敬敷书院主讲官。
因家境不裕，遂园公在京居官，开始不携眷，不赁房，一度借住在宣外永光寺中街五显财神庙中，“
一岁俸银及生徒修金、文字润笔约四百金。
岁用总在三百以内，朋辈或面加非笑，不顾也。
”道光帝曾两次召见，一次是授编修后于圆明园，知其为前朝状元之子，慰勉有加：另次是四川学政
归来，道光帝病中召见于慎德堂：“尔曾召见，知尔可用。
何在记名与否?”指本年京察，因外放学政未得功保举。
咸丰帝即位后，遂园公亦受重用，几次召见，授上书房行走、《宣宗(道光)皇帝实录》总纂官；命为
圆明园作书画，派写数十件，最大联幅长丈五宽九尺；居圆明园司胪，后派云南等地学政，政声文名
得以远布。
此时正值国家多事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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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外敌人侵的鸦片战争和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清王朝夙以天朝自居，视外国为夷邦，不谙外
事，几乎没有外交活动；咸丰初年，遂园公受命编纂《筹办夷务始末》，是为我国较早的外交典籍。
后是太平天国从两广兴起，发展甚快，国家根基受到动摇。
遂园公咸丰二年云南学差归来，经湖南常德，适遇太平军久围长沙不克，分兵陷益阳，攻襄阳，形势
险峻。
他沿途察访军情，见“兵畏贼，不畏将；将畏兵，不畏法。
军威日挫，贼势日张，东南半壁大局可虑”。
归来面奏：“目前急计惟在申明军法，力选将才，惕以严刑，歆以重赏，庶几稍可挽回。
”这是从巩固清室江山的立场谏奏进言，亦系忠于皇朝的封建士大夫所必然。
而这也导致他走上参与平定太平天国之路。
本已简放广东潮州道遗缺知府的遂园公，突然被任命帮办安徽团练防务。
立即驰任。
因为太平军席卷长江两岸，安徽省城失陷，形势危急；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维持防务，已取得成功经
验，皖省也照此进行。
遂园公和袁甲三(袁世凯伯父)帮办安徽巡抚办训团练，赞划军务，奔波于安徽各地，劳心瘁力，持续
三年。
安徽战事激烈，太湖赵氏故居房舍被毁，存书、杂物遭焚，赵氏宗族死伤三十余，王太夫人率眷属入
深山避难；遂园公只身军旅，无暇顾之，中间曾几次授广东、湖北、甘肃府道职，皆未到任，专心军
务。
皖事初定，吏争又起，遂园公退步抽身，赴广东惠潮道任，一任四年，政务艰难，神劳力拙，决心交
卸，奉母回湖南寓所赡养。
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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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3月25日是已故的京剧程派大家、戏曲教育家赵荣琛先生冥寿九十；转眼间，他辞世也已经10年
了。
今承他的最后遗作《宦门之后梨园游——赵荣琛粉墨生涯六十年忆往》单独出版之际，作为与他相识
交往近40年、又皆出自著名的北京师大附中、是相差17年的“师兄弟”，还与他有过16年的文字合作
关系，又是荣琛大兄此作的执笔者，还是有几句话要向读者说一说。
我想，读者朋友看完此书，在赵先生自述之外，或许还想多知道一点赵先生的情况，故再饶舌几句，
或许对读者还略为有益。
当我在敲击此文时，我的脑海中不时浮现他生前的种种：温文尔雅、宽厚对人的学者风度；面露微笑
、喁喁而谈的传艺情景；伏案挥笔、深夜不眠的殚精竭虑精神⋯⋯我在他过世后，曾有两文追念他，
称之为“儒伶”，与乃师程砚秋先生的“义伶”之称(康有为诗赠，赞程厚葬其师罗瘿公)交相辉映。
这个说法并不为过。
因为在老一辈的京剧艺术家中，他确是文化修养较高的，诗词、文史、书法以至英语兼通——说赵通
英语绝不夸张，因为昔年他就学的师大附中，英文要求很高，有些理科课程在初中就使用英文原本讲
授。
笔者1946年入学，此时的英语要求已非比赵在校时；但仍使我打下了坚实基础，至今受益。
故赵说他在美国讲学和后来移居美国后的社会交往中，语言没有太大障碍，我信其实。
因为他身上具有浓郁、高雅的书卷气，而绝少在梨园行多见的粗俗的戏班之风；初见却不知其详者，
可能会想不到他是一个驰骋于舞台的京剧伶人，而以为他是某一学科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
我与荣琛先生初识于1959年暮春。
那是纪念程砚秋逝世一周年演出后不久，由中国戏剧出版社陈北鸥先生介绍认识的。
那天，四十出头、身着藏蓝色华达呢中山装的他，到我供职的《戏剧报》找我，洽商他写的一篇《荒
山泪》的文章。
此文由我编发在《戏剧报》上。
他给我的印象就是风度翩翩、气质非凡，为京剧界中少见。
我们从此订交。
20年后的1979年，经过“文革”残酷迫害的赵先生终于获得平反复出。
他意识到自己已年逾花甲、白发满头，舞台生活已余Et不多，有意整理一下自己的艺术经验写些文章
，约我在文字上做点协助。
赵先生是能写文章的，1959年那篇《荒山泪》的文章，就是他自己写的。
他们那一辈京剧艺术家幼而失学的较多。
．尽管舞台实践丰富，艺术成就很高，有独到的见解，但大多握笔困难，能谈不能写还是好的，不少
人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赵先生这一辈，能自己执笔写
文章的，除赵外，仅言慧珠、张云溪、李玉茹、新凤霞、云燕铭等不多几位；其中，张、李、新、云
又与赵、言不同：他(她)们从小学戏，读书学文化是后来的事，练习写作很艰苦，常常通宵达旦；但
有志者事竟成，这几位的文章都写得很好，还出了书。
赵、言上过学读过书而后从艺，文化水平较高是有利条件。
但赵先生写文章很慢，花费的时间精力要比一般手快的多得多。
所以他找我协助，目的是寻找一个多出活快出活的方法。
从1979年到1995年，我们合作了16年。
我利用工余协助他撰写发表了近50万字的著作，其出包括20万字的本书和几十篇文章。
这个数字在京剧艺术家中是不算少的。
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初、二、三稿制。
成文前，我们共同研究文章的内容，赵先生讲述他的艺术经历和见解，由我写出初稿交他阅改。
这时他就完全自己动手了，在初稿上，有时他修改的很多，有的大段删去，有的地方又大段增补，如
何遣词用字、表述精当，他都反复推敲易改，遂成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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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稿，他所花费的心思，绝不比我的一稿少，且进度不快：万把字的文章初稿，我只需几天就可给
他，他修改往往需要两三周甚至更多。
白天诸事驳杂，他多是夜深人静时伏案工作，一干就到两三点以至东方现曙。
这也是他约我协助的原因之一：若他完全自己干，花费的时间精力还要更多，速度只会更慢。
他对亲手改出的二稿，可能还会觉得有些地方不大满意，又一时没想出更好的文字表述，我们再商谈
怎么改得更好些，由我再整理出三稿。
所以他的署名之作，绝不是只动口不动手的。
十几年的共事，我们的友情日厚，相知较深，艺术观点比较一致，故合作默契，写稿为文也越来越顺
利，但这三稿历程一直没有变。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赵的多年挚友、大书法家欧阳中石兄，建议他写回忆录，出一部书。
这也是他和我的想法。
但赵先生是个慢性子，什么事都不着急，再加上他的教学和社会活动多，此事一直拖到1993年初夏才
动手，而且还是由香港《大成》杂志主编、已故的沈苇窗先生在香港当面约稿，并在刊物上发了预告
给逼出来的。
由于我们已有十几年的合作，对他的出身经历、家庭、艺术道路很熟悉了，但我们还是整整聊了一个
夏天，他口述外，还提供了许多文字材料，包括两巨册台湾出版的、记述他祖上四代翰林的经历和书
文的《赵氏家集丛刻》。
仍是三稿制，我写一节，他修改一节。
初稿我是稿纸隔行而写，留出他修改的地方，他有时还觉得不够用，有的修改补添文字只好写在稿纸
背面上，一写好几页，或另写几页粘在初稿旁，或干脆打个记号，我们再商量怎么改，如何措辞、增
删。
我写全部书稿，只用了几个月，而他加工修改二稿却将近两年。
之间，他往返于北京、洛杉矶，箱中总带着厚重的原稿，到美国去修改，回京时再带回交我。
这就是此部书稿的诞生经过。
十几年来，全部几十万字经他修改加工的各种原稿，大多存放在我处，翻看他那密密麻麻的修改笔迹
，感慨良深：他真是个不惮其烦、精益求精的人。
这部文稿，我原拟题《宦门公子走梨园》，他斟酌再三，改为《宦门之后梨园游》，又加了副题《赵
荣琛粉墨生涯六十年忆往》。
书稿从1993年11月到1995年6月在香港《大成》杂志连载了18个月，其内容、尤其是标题颇受海外人士
赞赏。
开始连载时，我手头只有5节定稿，为免“断炊”之危，我们流水作业，无论在北京或洛杉矶，他改
好一节，就交我或寄我，由我整理出三稿寄发。
在北京可就近相商，他在美国，只有靠绿衣信使了，直到1995年3月初，他返回美国送别他患肝癌不治
的四哥，行前抓紧时间改定最后一节。
为了不误发稿，他又不断熬夜。
说他为这部书稿损耗了健康而致病也不为过。
行前，他把最后一节的二稿交我，笑语：“总算完稿了，一切拜托。
这次我去送别赵四郎，底下就该我赵五郎了。
”虽为玩笑，不想竞成谶语：1995年6月《宦》文连载结束，他在美国发现了晚期肺癌，9月返京，多
方治救无效，丁亥年除夕(1996年2月18日)辞世，竟未经年。
而最后他住在协和医院已不能动，说话已很困难，还在给来探望他的弟子们说戏指点，要把身上的东
西力求留下来。
张火丁要争梅花奖，赵先生让她在病床前一遍又一遍走出她要参演的剧目，打起精神看。
之后把火丁叫到床边，让她低下头，耳朵几乎贴着先生的嘴，昕他声音低微、断续喘着气地指点，他
想示个范，胳膊已无力动了。
这种最后的传艺，一直坚持到他临终前一星期。
我在旁看着实在心酸!又佩服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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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我在他逝世前夕，看到一切皆已无望，而他的临终前把艺术献给人民、后辈的高尚品格，实让我
感动万分，竞不顾禁忌，写了短文《临终之前犹诲人》，把人所难知的他在最后阶段表现出的高尚无
私的精神品格，告诉大家；让群众更了解这位他们景仰的艺术家高尚的精神世界。
文章刚刊出，他就走了。
他也不是仅对他的弟子学生如此，就是同辈的程派，如有需求，他也照样帮忙说戏；这在新中国成立
前后于北京、上海都是常有的，有的还是王瑶卿老夫子对他这个再传弟子亲口布置的，因为他是尚小
云的业师、清官内廷供奉孙怡云先生的得意门生，基础好，会的戏多，程派的艺术实践时间早和长。
对同辈的弟子学生以至业余爱好者，若有需要，他也照教无误，倾囊相授。
真应了孔子的“有教无类”的名训，和他自己的“搞艺术不搞权术，搞流派不搞宗派”的信条。
这也与他独特的出身、经历、教养和做人原则分不开。
返40年友谊、近20年的合作，我们之间的友情是深厚的。
赵先生长我18岁。
由于有师大附中先后同砚之谊，我们一直兄弟相称。
我们的笔墨合作是友谊、道义、事业当先，双方都不计较名利。
赵先生发表了几十万字经我手撰写的作品，作为执笔者，我从来没有也根本不打算署名，今天还是这
样。
对我来说，这不是大事，何况我自己已有不少文字著作问世。
这纯粹是朋友问互相帮助。
而且与赵先生的近20年的合作中，我也是受益匪浅的：对我研究程砚秋和程派艺术以至写出专著和论
文，他给了我不少帮助。
在《宦门之后梨园游》于香港发表10年后，得以全文单独结集以当代中国出版社的“百年文化丛书”
之一出版，作为执笔者和赵荣琛先生的好友，我觉得这是纪念他诞生90周年、辞世10周年的有意义的
心香一瓣，而且也感谢出版社编者慧眼识珠。
这里我仅是就我见到和经历的略做说明，还感谢赵大嫂和几位侄女，在荣琛大兄西行后，对我仍是一
如既往，颇为关照，这也体现了赵荣琛先生的为人和家风的下延传承，令人欣慰。
本书在香港《大成》杂志连载时的题名是《宦门之后梨园游》；现在新版，书名改为《粉墨生涯六十
年》，似比原名更明朗贴切，想泉下的荣琛大兄也会同意的。
胡金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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