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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内外，梅兰芳先生被誉为伟大的演员和美的化身。
他创造了独特的“梅派”艺术，其特点是从没有特点中来体现的，不险不怪，如浑金璞玉而无圭角，
其实骨子里处处和别人两样，另有风标特色。
因此，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三大主要表演体系之一。
 　　梅兰芳被称为20世纪成功地向世界推销中国的两位大使之一人，在他整整56个春秋（1904-1961）
的舞台生涯中，先后塑造了许许多多女性艺术形象，世称国剧“美神”，风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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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京剧，绚烂的声色盛宴一、懵懂的学艺年代上海滩的“新人”1913年，上海。
这年，梅兰芳19岁，第一次离开土生土长的北京，南下上海。
很难说梅兰芳是在哪年成的名。
他不是凭借某一部戏而一夜成名。
他的成名完全是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因为如此，如果非要论及他成名的具体时间，便有了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1921年，他在这一年，和
“国剧宗师”杨小楼创演了至今流传不衰的《霸王别姬》；更有人说是1927年，他在这一年，因北京
《顺天时报》的一次“新剧夺魁投票活动”而成为“四大名旦”之首；更有人说是1913年，他因首赴
上海演出成功，获得“寰球第一青衣”的美誉。
其实，说1913年是梅兰芳的成名年，并不确切。
准确地说，这年对于梅兰芳来说，有着特别非凡的意义。
京剧早在1867年便进入了上海，随着上海日渐成为远东大都市，京津两地的京剧演员更加频繁南下，
上海实际上成为南方京剧艺术中心。
京剧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又不能不与社会发生联系，而与社会联系的一个重要之点，便是外出巡回演
出。
京城的许多京剧演员都认为仅仅在北京走红还算不上是真正的红，必须去上海。
另外一个原因是赴沪演出的经济收入可以比平时的日常演出翻几番，不仅“接、送、吃、住”由上海
方面全包，包银也非常可观。
因而，出名的、未出名的京城演员都对赴沪演出充满向往。
梅兰芳于1913年秋首次跨出北京城赴上海演出前，在京城的舞台上其实已经小有名气，但上海人对他
却一无所知。
对于被上海“丹桂第一台”老板许少卿的邀请，梅兰芳的心情有些复杂。
首先，尽管他已经是京城各戏园争抢的角儿了，但在许少卿看来，能否靠他卖座还是个未知数。
许少卿是个精明的商人，这次他主要邀请的是著名须生王凤卿，梅兰芳只是作为“陪衬”。
因此，此次赴沪，挂“头牌”的是王凤卿，梅兰芳只是“二牌”，连包银都是王凤卿为三千二，梅兰
芳却只有一千八，其中四百元还是王凤卿竭力争取来的。
当时，王凤卿认为许少卿给梅兰芳的包银太少，要求再加400 元。
许少卿以为梅兰芳不过是个“二牌”而已，按照行话说，只是为王凤卿“挎刀”的，便不太愿意在无
名小卒身上多下本钱，但他又不能得罪王凤卿，所以有些为难。
王凤卿见状便有些不高兴，觉得许少卿太小气，他故意说：“你如果舍不得出到这个价钱，那就在我
的包银里面，匀给他400 元。
”许少卿一听王凤卿这么说，不免有些难为情，连忙说：“这怎么行？
哪能减您的包银。
”于是，他同意加梅兰芳400 元。
这个时候，钱对于梅兰芳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梅家一家大小的生活重担全靠他一个人。
因此，他对王凤卿为他多争取了400 元包银充满感激。
不过，许少卿的态度，多少让他有自尊受到伤害的感觉。
其次，他自知在京城的舞台驰骋这许多年，对戏迷的欣赏口味还是有一点了解的，知道他们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而对上海观众，他却毫不知底细。
贸然前往，观众不买他的账怎么办？
如果第一次去没有留给上海观众好印象，以后再想挽回恐怕就很难了。
也就是说，此行似乎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哪怕不成功至少也不能失败。
但是，这又是个展示自己技艺的绝佳机会，又岂能放弃？
这样一来，梅兰芳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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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梅兰芳的艺术与情感》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用灵魂打动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同时又是西方人关于中国的一个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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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早年识字与学戏的迟钝，不过是小孩子的一时不开窍而已，而非真的愚笨；他少年时期为亲友所着
急的相貌，比如面少表情、眼睛无神等，其实正合了传统观念下良家妇女美的特征。
温良的性格，柔静的外形，是天生的饰演女性的材料。
梅兰芳还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
在那个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引车卖浆者流旁及闲人恶霸均以看戏为主要娱乐的时代，在那个形形色色的
人们对演员怀有各种暧昧乃至变态心理的社会，一个演员尤其是有了些名气后的角儿，抵挡不住财色
的诱惑而堕落了，毁了自己的艺术前程。
梅兰芳对各路神仙却能应付裕如，他从善如流，闻过则喜，好德而自洁，出污泥而不染，遇罡风则回
避，遇挑衅则不应，不仅消解艺术之途的阻碍于无形，更吸引了诸多有志有识人士聚集周围，乐意为
他献计献策，雕凿艺术，共谋京剧的辉煌。
金无足赤，梅兰芳当然未必是一个完人，但是他的艺术很完美，他的为人很完美，他的性格很完美，
他的生活很完美，所以，他的人生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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