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 到 梅 兰 芳 表 演 艺 术 对 我 的 影

响，这背后可能涵盖了我的人生观、

审美观、价值观，以及对中国戏曲艺

术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状态的看法，

反映在我的认知中，成为了我生命方

向的指引。

曾经看过这段话：技艺永远是表

层的，支撑它能走得更远更好的，永

远是你的见识、格局和人格焕发出来

的魅力，以及灵魂能抵达的高度。托

尔斯泰也曾说过艺术从来不是技艺，

而是艺术家感情的传递。

从这两段话我们再回望梅兰芳大

师的一生，觉得他真是认真奉行这个

戏剧的规律。从他年纪轻轻如初生

之 犊 ， 不 畏 艰 难 地 创 作 现 代 文 明

戏 ， 让 古 老 剧 种 掀 起 时 代 的 风 潮 ，

然 后 又 开 启 了 十 出 古 装 戏 的 创 作 ，

进而奠定了梅派表演艺术的美学基

础。还有他多次出国表演不但输出

了京剧艺术，还积极地学习他人所

长，这些作为岂止“勇敢”二字所

能涵盖的。依我看来梅大师不仅在

舞台上建立了他的审美观，在精神

层面上更引领我们朝着更美好的艺

术方向前行。

我感到在中西戏剧故事中所蕴含

的一些哲理是共通的，在观赏戏剧时

观众可以对照自身的遭遇、认知引起

共鸣，进而产生情感变化和观赏的快

乐。但是，在中国传统戏曲里，又加

了多层意义，因为中国戏曲里面不是

只有剧情的铺陈，还有唱有念、有身

段、有文戏有武戏，再加上传说、神

话等内容因素，能够很好地吸引观众

进入剧情感受美好。

这是我对梅派表演艺术以及戏曲

的一种粗浅的理解，从文字上看，好

似简单，实践起来却有着无限大的困

难。譬如在上世纪 30 年代，梅先生

正值盛年的时候，当时没有专业的编

剧、编腔的老师，都是演员和导演、

同行、乐师之间的共同创造。戏园子

每天有戏在演出，所以只能挑空当时

间编新腔、设计对白、身段，还有音

乐锣鼓点，除了这些还要加上当时已

经渐渐进步的灯光道具、服装等。编

排好一出戏上演了之后，观众会欢迎

吗？会常演不衰吗？这些，梅大师身

体力行都做到了。

他 一 生 中 ， 有 将 近 百 部 新 创 作

品。不但他做到了，在同时代的优秀

艺人中也共同做到了，开创了中国戏

曲的黄金年代。这些精彩的作品也一

直流传至今，依然为人们带来非常满

足的观赏体验。我认为梅大师的最伟

大之处，就是在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时

代，发挥了个人的最大潜力，获得了

最佳的艺术成果。

我在幼年剧校时期就从很多票友

叔叔那边得到了梅大师的唱腔资料。

我还自学学会了言慧珠的 《黛玉葬花》

《写状》《芦花河》 以及杜近芳老师的

《断桥》。后来又得到了梅葆玖老师年轻

时候的录音，如 《祭塔》 等。但我是直

到 1982年在香港，才看到了梅葆玖、童

芷玲老师的现场演出。那次的北京、上

海两大院团现场表演之后，我真正被感

动、被折服了。1991 年，我拜入梅门，

开始往返北京、台北全身心投入梅派的

学习，京剧成为我一生的事业。经过梅

葆玖老师二十几年言传身教，我对梅派

表演有了更深的体会，现在我自诩为

“京剧推销员”。

1996 年我在台湾的一些长辈朋友

们的助力下，成立了京剧艺术文教基金

会，为推广京剧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现

在，我每年都会在学校、企业、社团等

地演讲，介绍京剧和四大名旦的成名

史，有时是创新戏的甘苦谈。另外，我

在 4 所大学以及研究所里，教了近十年

《认识京剧 认识自己》 的课程，教导

学生们通过发声、气息、演唱及唱词中

四声、四呼、尖团的练习。让他们感受

京剧丰富的内涵，以及自我对声音及肢

体的重新认识。

梅葆玖老师忠实继承梅兰芳大师的

声腔艺术，为第三代梅派弟子的我们提

供了最佳示范，成为了后辈和大师中间

的桥梁。老师仙逝后，我对传承这件事

有了新的体会，原本我觉得自己即便教

课也是代师传艺，梅大师的艺术我还没

学 好 ， 怎 么 能 收 徒 呢 ？ 上 世 纪 80 年

代，台湾经济开始发展，艺术文化也迎

来了新的契机。我从 1986 年开始创作

新戏，一直到现在创排从没间断过，我

更深刻体会到梅大师那一辈艺术家们创

作的艰难。

首先塑造戏曲人物比话剧舞台剧都

要复杂得多，也不是唱一段、讲几句白

口、动动身段就可以了，而是要透过演

员对角色人物背景的认识，体会剧本里

要挖掘的部分，这部分的表演还必须是

属于这个人物独有的性格才行。这里就

体现出刚才所说的：技艺是表层的，支

撑它能走得更远更好的，永远是演员的

见识、格局及人格特质。

在大陆和台湾做好京剧人才的培养

和传承是我对自己未来生涯规划当中重

要的一环。想传承的不仅是梅派表演艺

术，还有那种透过角色人物传递于外的

属于中国人心目中最温婉、典雅、平

和、动人的女性风采。有趣的是，我近

些年所创排的新戏当中，有几出戏是传

统意义上不大温婉的女性，甚至是俗称

的 “ 坏 女 人 ”。 我 把 她 们 视 为 一 种 挑

战，一种拓宽女性演员的戏路，这个现

象我觉得可以这样解释。梅大师那代的

四大名旦创作了泾渭分明、不同类型、

不同风格的女性。四种截然不同的女性

形象，是由四位男士所创造。在短短的

三十几年的历史印记里，为京剧创造了

几百出戏，乾旦艺术就

如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

般 ， 令 后 学 者 受 益 匪

浅。今天的我们，只要

根据自身的条件，总能

找到适合的表演流派。

21 世 纪 世 界 飞 速 地 转

变，多元的社会，人类

越发看清生命本质、女

性内在的复杂，绝不是风格可以界定

的，人性也不是非黑即白。时代的进

步促进了思想的改变。所以我们女性

演员所能做到的就是挖掘不同女性的

内在。

我前年在台湾收了三个弟子，以

梅 派 表 演 为 主 线。所以在教学的课程

里，除了唱念做表的技术之外，我还特

别看重学生的态度及人品，加强内在外

在的认知能力。内在，是对自我的要

求，如对戏剧的热爱，常问问题，教

的 唱 腔 能 在 每 一 次 修 改 时 做 到 正 确 ，

对老师的尊敬进而尊敬这个行业，态

度谦和、熟悉梅派艺术的表演重点及

特色等。外在，是要培养对艺术多元

的涉猎，观赏各种表演，多看京剧相

关的书籍，学戏要了解剧情、剧中人

物的特点、表演重点、对手之间的互

动 ， 每 出 戏 的 装 扮 穿 戴 、 砌 末 （道

具） 的使用等。我期待未来的年轻演

员有更大的潜力。

以上是我心里希望的，但现在京剧

发展的环境也令我忧心。我们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桂冠

如此崇高，艺术的追求应该是有境界

的，但一些院团为了生计必须以绩效保

证演出场次，演出剧目同质性较高。我

们都知道，青年人才的养成非朝夕可

成，应该打造一个好的环境，有计划地

去 培 养 。 这 些 都 值 得 我 们 继 续 努 力

奋斗。

（作者系台湾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指引生命的方向
魏海敏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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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梅兰芳访美演出，是 20 世纪中

美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事件，它的意义也远

超国粹京剧艺术的展示和海外传播。彼时中

美两国无论国力、影响力，还是国际地位，

都极为悬殊，中国文化的自信随着近代国门

洞开，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

涌入而分崩离析。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京剧

艺术，一方面经过程长庚、谭鑫培等前贤的

努力至梅兰芳而臻于鼎盛，另一方面作为

“遗形物”、“旧”文化又受到新文化运动干

将们不遗余力地挞伐、批评，而矛头首当其

冲的是梅兰芳。似乎，梅兰芳没辩解多少，

却一直在坚持，也在变革，创作“时装新

戏”“古装新戏”是他顺应时代和观众审美

所作的不懈努力，这是梅兰芳文化自觉的一

种表现；另一方面，梅兰芳的视野和眼光没

有局限在国内，没有沾沾自喜于在谭鑫培后

取得“一代伶王”的超高地位，而把目标锁

定到赴美演出。为赴美演出，梅兰芳做了近

10 年的准备，也就是差不多贯穿他黄金生

涯的 20 世纪 20 年代。1930 年 1 月 16 日梅兰

芳在赴美前宴会上致答谢词所说：“兰芳此

去，或者能使西方的人们，认识我们中国的

戏剧的真像，在两国的文化上亦不无裨益。

世界人们的眼光已渐渐集中到太平洋，艺术

又何尝不如此呢？”“假使兰芳这次去，因艺

术上的接触，得使两国民族增进些许感情，

也就是兰芳报答国家、社会以及诸位的一点

微忱。”（梅兰芳纪念馆藏 《梅兰芳游美日

记》 手稿钞本） 梅兰芳有极其敏锐的艺术嗅

觉和审美眼光，他也是非常自信的，这一选

择本身蕴育了他对国内“旧文化”的答案找

寻，这是梅兰芳的含蓄和做法，也是这一事

件真正的答案。

1930 年 梅 兰 芳 访 美 演 出 达 半 年 之 久 ，

抵达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

矶、檀香山等城市，演出场次之多，售票之

好，观众之踊跃，大大超出预期，也受到美

国艺术界、文化界甚至政界的高度关注，每

到一个城市，都引起极大的轰动。梅兰芳演

出的成功，当然首先是梅兰芳表演艺术、中

国京剧艺术的精湛和博大精深，这是人们首

先能够看到和认识到的；其次，他的影响不

唯是戏剧界，而其包括音乐、舞蹈、美术、

电影和新闻媒体，是文化艺术全方位的轰

动。美国是当时的世界强国，百老汇等上演

的都是当时世界最有影响的剧目，电影业也

为世人所熟悉。梅兰芳的到来，成为美国文

化艺术、新闻媒体最为活跃的内容、对象，

他所接触的也均为世界级艺术家、评论家和

学者、名人。2023 年出版 《梅兰芳菲——

梅兰芳在美国》 记录了梅兰芳在美国的历史

和交流及对其评价。其实，梅兰芳访美演

出，有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梅兰芳树立了中

国人的新形象，真正提升了中国人在西方世界的地位。

此前，中国的华侨华工华人在美国地位低下。梅兰芳的到来，不仅带来

京剧之美、表演之美，更以其温文尔雅、谈吐有致及所展示的中国文化修养

而备受美国观众和文化界、艺术界的青睐和好评，成为真正的文化使者。他

到华人社区、到医院探望儿童等社会活动，所展示的中国艺术家品质与公益

大使形象，进一步改善了中国人的形象，也提振了中国人的地位。

梅兰芳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英雄，他的事迹多为人们所知，其实，“蓄须

明志”之前的美国之行，他即谨守中国艺术家、中国人的身份与言行举止，

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体现了梅兰芳作为中国艺术家的修养和品质。

而在 1930 年 1 月从上海出发赴美的太平洋轮船上，也曾发生过一件事情，见

出梅兰芳家国情怀的一以贯之。

从上海梅兰芳一行乘坐英国加拿大皇后号轮船启程去美国，在跨越太平

洋船上梅兰芳受到极好礼遇，但也发生了一件对梅兰芳和所有剧团团员“太

觉难堪”的事。这件事是，甫上船，在放映电影前这样重要的集体场合，本

来喧嚣的场面随着音乐响起，“全场的空气也蓦地里由谈笑的声中静默下

来，随即看见全场的外人，都离座站起来了，昂首直肚，两手下垂，看那神

情，个个毕恭毕敬，真是庄严整肃，气象万千”。原来是演奏美国等国国

歌。开始大家觉得很荣幸，居然受到了国际仪节的洗礼了。但很快他们的态

度发生变化了，“我们华人乘客很多，人家奏国歌，为什么不奏我们中国国

歌呢？不一定要富于爱国心的人才奋 （愤） 慨，凡是我们中华民族，在这情

形之下，恐怕没有一人不为之感叹罢？”这是梅兰芳与他的同事的共同感

受。在轮船即将靠岸时，这种礼节和演奏无疑会再次出现，于是梅兰芳召集

同事开了一个会，开导大家：“细细回想，我们去责备人家吗？我想是不能

的。为什么呢？一来因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太不图强，自己失掉了国际的高

尚地位；二来，国家祸乱叠起，尚未有余暇，顾到这礼节的虚文。”联系到

这次赴美演出，梅兰芳鼓励大家：

我们这次出去，也就是正替国家努力的一个机会，就大者言之，好好地

去演戏，使他们认识我们中国文化的久远，艺术的伟大；就小者言之，平时

的一举一动，都要沉雄高尚，努力自爱，使他们了解我们民族的生活情形，

打破他们历来对我的错误观念，随时随地，都要注意他们的长处，拾一些知

识带回祖国，以赠送亲戚朋友，作为名贵的礼品。能如此，便是不虚此行，

而且尽了一点国民应负的义务，你们为了国歌问题，都很有奋 （愤） 慨之

情，这是很好的现象。在当时，我又何尝不感叹呢？所以我趁这个机会，同

诸位谈谈，不必徒事悲伤，应当反求诸己，爱国要切实去做，一步是一步，

这才是正理，我与大家共勉之！（《梅兰芳游美日记》 手稿钞本）

梅兰芳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他看来，作为一名中国人，首先要承

担起自己所应负的一点责任。古人所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

而后方能天下太平。若是人人能够如此，“我们的国歌，自然有在全世界奏

演，使全世界人民肃立致敬的那一天”。

（作者系梅兰芳纪念馆原馆长，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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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和周信芳先

生诞辰 130 周年，两位都是京剧艺术的

一代宗师、世界级的表演艺术大师，他

们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与时俱进的创新

精神，在推动中国京剧近代化的进程

中，在中国京剧的持续繁荣发展中作出

了卓越贡献。回望梅兰芳、周信芳先生

的足迹，追溯他们的艺术之道、人格之

境，对每一位文艺工作者而言，都有着

重要启示。

我是梅派弟子，我的师父梅葆玖先

生曾对我讲述过他的父亲梅兰芳大师从

艺路上的很多故事，使我深受教益。

1959 年，梅兰芳大师为新中国成

立 10 周年大庆献礼，特地创排了新中

国成立后他的第一出新戏 《穆桂英挂

帅》。现在的梅兰芳纪念馆就是梅兰芳

大师住过的地方。师父告诉我：“在梅

兰芳纪念馆梅大师房间进门的右手边，

有一个落地的穿衣镜，别小看这个穿衣

镜，当年我父亲排演 《穆桂英挂帅》，

大部分的造型，就是在这个镜子前反复

琢磨研究的。”我觉得这真像传说中的

“宝镜”啊，梅兰芳大师就是通过这面

镜子，反复地揣摩、确定了人物的身

段、造型。

梅兰芳大师综合了青衣、花旦、刀

马旦的艺术特点进而发展出“花衫”，

如 《贵妃醉酒》《霸王别姬》 等。《穆桂

英挂帅》 里，就充分展现了梅大师将青

衣与刀马旦相融合的表演特点。“猛听

得金鼓响，画角声震。唤起我，破天

门，壮志凌云”一段唱家喻户晓，穆

桂英文武兼备的巾帼英雄形象由此更

为深入人心。可以说，梅兰芳先生让

穆桂英形象实现了从优美向壮美的转

化，他对这出戏的编排、结构和人物

的塑造，让我无比地崇敬。梅兰芳先

生的琴师姜凤山先生这样说过，“当你

看 到 梅 兰 芳 先 生 《捧 印》 一 场 的 身

段、眼神，就会觉得，这场仗就不用

开 打 了 。 你 会 感 到 ， 只 要 穆 桂 英 出

征，一战必胜。”梅兰芳的 《穆桂英挂

帅》 文戏武唱，巧妙借鉴融合了多个

行 当 的 表 演 手 段 来 辅 助 这 个 人 物 塑

造，让我们后人可以站在他的肩膀上

前行。

还有一件事体现了梅兰芳大师的风

范。过去戏曲拜师，师徒之间要行旧

礼，磕头、互送礼物。我的恩师杨秋玲

在拜梅兰芳先生为师的时候，手捧鲜

花，本要行旧式的拜师之礼，梅兰芳大

师则说，“现在是新时代，我们新事新

办。你给我献一束花就可以了。我也不

送你这纪念之物了。我要排一出新戏

《穆桂英挂帅》，是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剧

目，你跟着我同台，我亲自带你，你演

我的女儿杨金花！”秋玲恩师从此便成

了梅先生的弟子。杨秋玲恩师曾跟我

说，“当时有一段人物念白 （京白），是

杨金花启禀太祖母,“我姐弟二人,正在

山前习武,忽见柳溪中水清见底，鱼儿

穿梭，哎呀呀好不有趣呀。”秋玲恩师

在表演这段念白的时候，梅兰芳大师

说，“你这样的京白，就显示不出晚辈

向太祖母撒娇的感觉。”他接着说，“你

听听我给你念的京白，是不是更有韵

味？你要念出来人物的个性和年龄感！

‘水清见底，鱼儿穿梭，哎呀呀好不有

趣儿啊！’”梅兰芳大师在“趣”字后

面加了儿化音，这个京白一下就把人物

塑造得很贴切、很生动！

梅兰芳大师创排了 《天女散花》，

要求我师父梅葆玖先生学这出戏要在刮

风的天气去外面迎风练习耍绸子。他

说，“天女飘带要表现出那种空灵飘逸

的感觉，必须要有腕子的功力。虽然有

很多演员也可以借助手里的棍子能够加

大力度，把绸子甩得更高，角度更大，

但那种方式会让绸子失去了糅合的感

觉，甩出去的绸子就失去了空灵飘逸。

所以不允许用棍子，迎风练习就是练腕

力。任何一出戏要练好，都要经过刻苦

训练。”

梅兰芳大师在演 《西施》 时，首

创 加 入 二 胡 。 原 来 京 剧 里 不 使 用 这

个 乐 器 ， 加 入 二 胡 是 一 个 创 新 ， 梅

大 师 的 艺 术 之 路 永 远 在 守 正 创 新 。

他 把 过 去 的 老 传 统 戏 进 行 加 工 整

理 ，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代 表 剧 目 、 梅 派

的经典剧目。

在今年国家京剧院举办的纪念梅兰

芳诞辰一系列展演中，我领衔演出了梅

兰芳大师的经典名剧 《穆桂英挂帅》。

10 月 18 日的演唱会上，我还带领梅派

青年演员共同演唱了梅葆玖先生的经典

名段 《梨花颂》，我觉得最深的缅怀就

是 对 梅 大 师 艺 术 精 神 的 弘 扬 。 今 天 ，

每 当 我 在 排 练 厅 给 青 年 演 员 说 戏 时 ，

我也会在排练之余把师父讲给我的梅

派艺术理念毫无保留地分享给青年一

代听。我想，对于每一位梅派弟子而

言，要传承的不仅是梅派经典的代表

剧目，更要传承梅大师广征博采的深

厚 文 化 底 蕴 ， 守 正 创 新 的 艺 术 精 神 ，

他的家国情怀！

（董圆圆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京

剧表演艺术家）

回望他的足迹
董圆圆 （口述） 本报记者 杨雪 （整理）

Z 委员笔记

Z 艺文丛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