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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昔日我结识的梨园票友，如张伯驹、胡苹秋二位先生，都是花钱票戏，花钱学戏的。
如今这样的票友，已经所见无几，更多的只是业余爱好。
他们中的很多人，凑一块儿爱聊的，是四功五法，是伶人们的逸事逸闻，是谁是谁徒弟、谁的爸爸是
谁⋯⋯或是从资料里瞧来的东西，或道听而途说，真掏钱买票看戏，探究戏艺者不多见矣！
而今之听曲艺的——除相声外——更少，习鼓书的也寥寥。
每对此景，我都回忆四五十年前的戏园子、书馆、曲艺厅的盛况，欷献不已！
北京是戏剧的丛薮，京剧生于此就甭说了，其他如梆子、昆曲、评戏(昔日京人叫它“蹦蹦儿”、“落
子”)、评书、话剧⋯⋯都活跃于此，一块儿奏起了京门的戏剧交响曲。
20世纪50年代北京戏剧之繁茂，令人追怀。
就拿京剧说，演出团体就不下二十来个，每晚有演出，星期日加场，还有早、午、晚三场的！
当时许多名演员健在，新秀层出，剧目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剧场门口立起“客满”牌子，不是新鲜事。
要和今日京剧冷清一比，我真扼腕叹息——昔日看戏的多不胜计，玩票的少；今之拿京剧自娱者数不
胜数，但花钱买票进剧场的有多少？
我不知这现象是表明京剧繁荣呢，还是显出京剧的式微？
我是不以“戏迷”多少论京剧之现状的，还是得看买票观众的多少来判断吧！
有人说今之票价太贵，我也有同感。
昔之票价通常在三毛到一块二之问，以平均一块算，可买五十碗豆汁；今之票价以平均三百元一张算
，可买今之豆汁三百碗。
豆汁由两分一碗到一块一碗，涨五十倍，而票价竞涨了三百倍！
过去五十碗豆汁的钱就买前排的票，今天呢？
以北京人爱喝的豆汁价格为参照数，今之前排票也就卖五十块一张！
现在卖的票是太贵了！
话又说回来，梨园剧场十块一张，所谓“戏迷”也不买票进去看！
真爱戏的有多少？
拿唱几段戏以自娱者，非戏迷也！
更不叫票友！
《梨园旧事》一书中没有说戏票价格的，我这也算作个补充吧。
北京曲艺是北京民间文艺的瑰宝。
昔日评书、大鼓的魅力迷倒各阶层的北京人，就连小学生也会背连阔如的评书《人物赞》，有的能学
彭素海、刘田利的西河大鼓、关顺鹏的竹板书。
电台一播王杰魁的《包公案》，能令行人走贩驻足而听，故有“静街王”的美誉。
书茶馆是遍布四九城。
此景象，今不见矣！
《梨园旧事》是专谈戏曲、曲艺及话剧的，伶人趣事极多，令人眼花缭乱。
书中写梨园、曲艺界艺人的故事，介绍、述说他们的绝活，可以说篇篇都写得生动，可读性与趣味性
兼有。
细细翻阅，叫人油然生发感怀昔日之幽情！
虽然这书里讲的内容，如名伶事略，在别的书刊、文章中也有记述过的，但此书诸篇择精要而述之，
篇幅虽小，却是汇集成丛，实是此书的特色之一吧！
再者，一般写伶人趣事的书，分类而编——写戏曲界的就写戏曲界中人和事，写曲艺界的就写曲艺界
的人和事，而此书博采共收。
以写戏曲界而言，不但写京剧界事，还写昆、评、越、豫等其它剧种的人和事，这大概也是一个特色
。
更值得说的，是此书把话剧、电影艺人的往事也赅罗在内，如此，得此一书，即如享用一桌丰盛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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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美食，其“营养价值”可谓大矣！
读者好好看看这本《梨园旧事》，它不但会发您怀旧之幽情，更会引人深思：为什么今之戏曲曲艺不
景气？
是人们的审美趣味变了？
是对传统文化的感情淡漠了？
还是欣赏水平、民族文化素养降低了？
是别的艺术品种兴起而夺走了观众？
还是没有吸引观众的好角儿和好戏、好曲艺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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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梨园往事几多精彩，伶人命运令人感慨！
北京是戏剧的丛薮，京剧生于此，昆曲、评戏、评书、话剧也莫不活跃于此。
数十年前的北京，戏园茶馆遍布四九城，此景象，今不多见矣！
本书回忆当年梨园往事和鲜为人知的趣闻轶事，娓娓到来，令人追怀。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梨园往事>>

作者简介

周简段，著名文史作家、专栏作家。
早年生活在北京数十年，交游广阔，熟读前贤文章，博物强记，广泛涉猎北京的文史掌故、艺苑趣闻
、名人轶事和文物珍宝，对风土民情了如指掌。
1976年定居香港后，来往于香港和北京之间。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周续端、周彬、司马庵等笔名，在香港《华侨日报》《大公报》、台湾
《世界论坛报》等多家报纸开设“京华感旧录”“九州逸趣”“神州拾趣”等专栏，琐谈社会轶闻和
文史掌故，深受读者欢迎；之后谈及内容遍及全国各地，专栏易名为“神州轶闻录”。

　　1986年，其专栏结集“京华感旧录”，分艺文、风土、掌故等多种，由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之
后，大陆又先后以“神州轶闻录”出版他德望文史专栏文字多种，都深受读者喜爱。
本次出版，仍以“神州轶闻录”为名，精选周简段原出版过的内容和散轶文章，陆续出版，全面反映
周简段先生所谈到的那个时代的戏曲、诗文、楹联、民俗、书画、人物、饮食和社会秘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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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大舞台戏园　漫话昔日堂会戏　马派琴师李慕良　京胡大师杨宝忠　制琴高手史善朋　急管繁弦忆
偶虹　京剧的脸谱　梅兰芳的第一部彩色戏曲片　石挥的生死情结　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　黄宗
江在南开和燕京　孙道临从艺前后　白杨拍《十字街头》　“电影皇帝”金焰　王莹饰演赛金花　一
代影星阮玲玉　出于书香门第的梅熹与梅阡　话剧、电影和小说《秋海棠》　《唐伯虎点秋香》五上
银幕　“杨乃武冤案”入戏来　曲艺内外　漫话相声《关公战秦琼》　金喉歌王小彩舞　相声世家常
连安、常宝坤　鼓界大王刘宝全　评书大家连阔如　双簧艺人孙宝才　云里飞与大金牙　天桥艺人“
穷不怕”　相声艺人“老万人迷”　曹宝禄和他的单弦　王毓宝与“天津时调”　白派京韵忆云鹏　
滑稽大鼓艺人富少舫　扬州评话说《水浒》　评书名家陈士和　说书人钟晓帆后记　从“京华感旧录
”到“神州轶闻录  冯大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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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代名旦荀慧生荀慧生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号留香，河北省东光县人，一九零零年出生
于贫苦农民家庭。
因生活所迫，八岁被送进“义顺和”这个“梆子、二黄两下锅”的科班，学的是“梆子花旦”。
十三岁即用“白牡丹”艺名，登上了戏曲舞台，活跃在京、津一带。
出科后，拜吴菱仙学京剧“青衣”戏，拜路三宝学京剧“花旦”戏，同时又向陈德霖请教，最后正式
拜王瑶卿为师。
并经杨小楼、余叔岩等指点，功底深厚，吸收梆子唱腔唱法和表演艺术，对京剧传统技法有所发展，
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荀派”，在京剧界影响很大。
以扮演天真、活泼、热情的少女角色见长。
表演上敢于突破程式的限制，善于掌握人物身份、性格、气度。
能戏颇多，代表作有《全部玉堂春》、《大英杰烈》、《钗头凤》、《红楼二尤》、《红娘》、《金
玉奴》、《荀灌娘》、《霍小玉》、《杜十娘》等。
荀慧生喜读书，好绘画，文学修养颇深。
他做任何事情皆有韧性，从不浅尝辄止。
他从一九二五年开始写艺术日记以来，不论酷暑严寒，不论在京、外出，每天必写，坚持四十余年从
未间断，十年浩劫中被迫告一段落。
“荀派”艺术形成后，弟子遍天下，大有十“旦”九“荀”之势。
荀慧生教学一视同仁，对童芷苓怎样教，对李玉茹也是同样传授，没有亲疏厚薄之分。
教学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对登门求艺者，皆尽心指点，倾囊相授。
一九五九年，荀剧团重排《荀灌娘》，准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荀慧生借排戏之便，将此戏传授给他的弟子孙毓敏。
某日，在宣武门外山西街荀家大院里，荀慧生正向孙毓敏传艺，有记者来访，此时正排练荀灌娘改扮
男装“趟马”一场，荀慧生满头大汗地在给孙毓敏当马童，记者目睹荀慧生课徒严谨之精神，非常钦
佩，提出要求，要给荀灌娘勒马的姿势拍一张照片。
荀灌娘勒马亮相，要把左脚蹬在马童的右腿上，才能塑造出一个“美”的形态。
孙毓敏有点踌躇，荀慧生察觉后，一拍自己的右腿，和颜悦色地说：“来吧，孩子！
假戏要真做，我汗都出了，蹬一下腿有什么呀！
”此情此景，非常感人！
一九四九年以后，荀慧生历任中国戏剧家协会艺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河北省河北梆
子剧院院长。
论著编为《荀慧生舞台艺术》、《荀慧生演剧散论》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荀慧生被强行押到了“孔庙”，“红卫兵”将他几十箱珍贵的戏装点燃后
，勒令荀慧生跪在烈火旁。
这位鬓发斑白的老艺术家被火烤烟熏得汗如雨下，背后还时有皮鞭的抽打，衣服破碎，血肉模糊，继
而被押送到昌平县沙河镇劳动改造。
年近古稀的荀慧生，精神受尽凌辱，肉体受尽摧残，致使患了严重的心脏病，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下旬
病逝。
四大名旦中的尚小云在京剧四大名旦中，尚小云的享名是早于程、荀的。
尚小云（1899——1976）字绮霞，河北冀州人，三乐班坐科，原习武生，后改习青衣，曾问号称“老
夫子”的青衣名角陈德霖学艺，专攻青衣，如《三娘教子》，《祭塔》，《彩楼配》，《二度梅》等
等，都是他的拿手戏，而且始终保留传统唱法。
由于他嗓子好，有真工夫，在四大名旦中属他的“本钱”最足。
尚小云初露头角时曾搭杨小楼的班，标排演全部《楚汉相争》中的《霸王别姬》一折，最早扮演虞姬
的就是尚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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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自己组织“重庆社”，积极排演新戏，早期演出的有《秦良玉》，《五龙祚》。
还有一出大胆改革、以穿时装上场而风靡一时的新戏《摩登伽女》。
那时尚小云班里的配角也很整齐，有老生王又宸，小生朱素云，武生茹富兰，小丑云富远、慈瑞泉等
，都是杰出的演员。
其中很长一段时间尚小云还约小翠花（于连泉）合作，排演了一些整本的传统剧目，如《乾坤福寿镜
》、《八本梅玉配》、《全部得意缘》，一个演青衣，一个演花旦，相得益彰，颇受观众欢迎。
在四大名旦中，尚小云的武工底子最厚，有一段时间他就专演巾帼英雄、女中豪杰这一类着重武功的
戏。
如《梁红玉》就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
“七七事变”后，尚小云在北平创办了“荣春社”科戏班，虽然只有几年工夫，也培养了一些人才，
如杨荣环，孙荣蕙，徐荣奎，景荣庆等，都是荣春社出来的。
当今著名旦角男演员张君秋也曾是荣春社的学生。
尚小云的长子尚长春，7岁就进了富连成科班学武生，是“元”字辈的学生，在科时叫尚元荪；后来
他父亲自己办了“荣春社”科班，他又由富连成转入荣春社；出科前，又拜了武生前辈尚和玉为师，
所以他的武生戏很有造诣，更擅长演武生开脸的戏，出科后就和他父亲同台演出。
“功夫不亏人”，尚长春现在已届老年，演起武生戏还是生龙活虎般，非常精彩。
尚长麟是老二，荣春社科班二科毕业，学的是旦角，从小就得到他父亲的熏陶，是尚派艺术的继承人
。
尚长荣是尚小云的小儿子，他原从赵荣鹏（荣春社毕业生）学铜锤花脸，后来又拜老艺人侯喜瑞为师
学架子花脸，现在已是一位净角全才。
尚小云晚年住在西安，文革期间惨遭迫害，含冤而死，享年七十七岁，是四大名旦中寿命最长的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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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京华感旧录”到“神州轶闻录”——记周简段先生人年纪一大起来，往往容易念旧。
著名文史作家周简段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周简段是个“老北京”，早年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后来还与张恨水一起办过报纸，常常逛天桥
，游故宫，访名胜，对北京的名人轶事、名胜古迹、文物珍宝、文史掌故、艺苑趣闻，以及民情风俗
都了如指掌。
1976年以后，周先生到香港去继承遗产，便在那里定居了。
从1980年起，他在香港《华侨日报》副刊开辟“京华感旧录”专栏，每日一篇，千字左右，一直继续
到1992年该报易主改版。
一个专栏能维持十多年时间，这在中外新闻史上实属罕见。
周先生早年交游广阔，亲身经历许多事情，定居香港后，愈发怀念故都北京。
其专栏文字，主要以描写故都风物、追忆故人往事、细说从前为主题，每一篇都与自己生活游历相关
．行文朴实无华，所历所感，娓娓道来，深受读者喜爱。
常有读者和报刊赞誉其“知识渊博，文笔优美，是写北京的权威”，“以古都北京为经，短小精练的
文字为纬，系统地缕述京华旧日，细说当年，一使昔日事像重现读者眼前，又具探源究始之功，兼且
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史事，对保存历史文化贡献殊大。
”香港《大公报》则评其文“备觉亲切，似与周氏把臂邀游，细诉从前，令人低徊不已”。
三四十年代著名女明星夏霞女士在读了他写的《夏霞演(人之初)》之后，给他写了一封上千字热情洋
溢的信，对文中提到她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照非常感动。
信中说：“由于这段旧闻，把我的思潮又带回四十年前的上海去了。
”信中她还详细回顾了40年代演《赛金花》和《人之初》话剧的具体情况。
最后她感慨地写道：“人年纪大起来，总喜欢怀旧、回忆，如果能找个对象谈谈往事，温温旧梦，实
在是人生一大乐事。
”此外，他的不少文章，被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以及台湾等地的报纸转载，在全球华人中影响很
大。
周简段先生的专栏文章，1986年曾由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书名《京华感旧录》，由溥杰题签，梁漱
溟作序，分《艺文篇》、《风土篇》、《人情篇》、《掌故篇》和《名胜篇》五册，附历史照片多帧
，印刷精美，弥足珍贵。
书中文章短小精练，兴味盎然，于茶余饭后，披阅一番，实是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
该书是香港十大畅销书之一，周简段由此一跃成为香港著名的文史作家。
此后，周先生越写思路越宽，以周续端、周彬、司马庵等笔名，分别在香港《大公报》、台湾《世界
论坛报》开设过“九州逸趣”“神州感旧”等专栏，取材已不限于京城一隅，而是遍及神州大地。
内容也不再是单纯的感旧，而是忆旧述新，加以现实的见闻和感受，使台、港、澳和海外读者更感亲
切。
1992年，在出书困难的情况下，北京的华文出版社出资出版周先生十几年的专栏文章。
所有文字经周先生嘱托我选编。
精选之后，分成六辑，定名为《神州轶闻录》，冰心先生百忙中写了总序，而其中的《名人篇》由萧
乾先生写序，《文化篇》由季羡林先生写序，《名胜篇》由侯仁之先生写序，《民俗篇》由胡絮青先
生写序，《美食篇》由于若木先生写序，丛书名由启功先生题签。
《神州轶闻录》所选文章都很短，内容几乎都是身边琐事，细碎平淡，小到不能再小，但却寓意深远
。
季羡林先生在《文化篇》序中说：“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
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
所有这一些戏曲、文玩、店堂逸事等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
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
中见精神，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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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出版后，周简段先生接到大量读者来信，有鼓励，有赞扬，但更多的是反映这些书已经买不到。
之后的十多年间，我又收集到周先生的不少文字和散轶文章，现将其所有文章再次精选和分类，分两
辑出版。
第一辑出版，计有《梨园往事》、《老城游》、《老俗事》、《老滋味》、《画坛旧事》等五册；第
二辑五册也将其后陆续出版。
现在这个版本是周先生专栏文集的最新、最完整、最具权威的一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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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此书诸篇择精要而述之，篇幅虽小，却汇集成丛，篇篇写得生动。
细细翻阅，叫人油然生发感怀昔日之幽情！
——钱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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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梨园往事》中近百幅梨园秘照，再现伶人多彩人生！
伶人往事并不如烟！
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碎中见精神，于细微处见全面，让人读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
周简段早年常住北京，后来来往与北京和香港之间，交游广阔，亲身经历过不少重要的往事，如今追
忆往事之际，备感亲切翔实。
读者每阅其中一篇，仿佛与周氏把臂京畿，细说从前，令人低回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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