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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不看戏的人看》

内容概要

艺人，是奇特的一群，在创造灿烂的同时，也陷入卑贱。他们的种种表情和眼神都是与时代遭遇的直
接反应。时代的潮汐、政治的清浊，将其托起或吞没。但有一种专属于他们的姿态与精神，保持并贯
通始终。伶人身怀绝技，头顶星辰，去践履粉墨一生的意义和使命。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仅此一点
，就令人动容。 本书记录了八位伶人：尚小云、言慧珠、杨宝忠、叶盛兰、叶盛长、奚啸伯、马连良
和程砚秋的感人事迹，反映伶人在种种政治运动中的坎坷遭遇和他们高贵的品格。这书是记录性的，
是写给不看戏的人看，故着墨之处在于人，而非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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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章诒和，安徽桐城人。大学本科，戏曲文学专业。长期从事戏曲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现为中国艺
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2001年开始从事写作，写有《往事并不如烟》、《一阵风，留下了千古
绝唱》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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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尚小云往事
可萌绿，亦可枯黄——言慧珠往事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杨宝忠往事
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梨园一叶——叶盛长往事
空一缕余香在此——奚啸伯往事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马连良往事
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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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不看戏的人看》

精彩短评

1、每个大师都有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
2、很可惜，我们的语文教科书没有这样的文字。
3、章诒和写的真切感人，我多的满心恐惧，那十年是不可言说的十年，那十年对这八位戏曲大师是
不可预知的劫难。全靠梅兰芳死的早，那十年我们不能忘却。
4、感觉被屏蔽了？？？
5、人生即是演戏，社会是舞台，我们都是演员。
6、读罢，我对京剧无比向往。
7、图书馆。比往事并不如烟差不少。
8、找书名《伶人往事》及作者名，都没找到。港版，我没有，只在网上找到几个片断，尚小云、程
砚秋。
9、图片珍贵
10、管窥时代
11、伶人往事可以说是我的京剧入门书了，谢谢当时的老师。
12、前些年读的，并非今年
13、看得真难受）。在公民还不成熟的国度里，民主是另一种暴政，区别就在于你是得跟着一帮傻子
走还是跟一个。要命的是，一个还有难免自我怀疑，愿意听听别人意见的时候，一帮那就铁定是集体
的智慧了。
14、泪眼婆娑
15、他们期待仁爱，却惯于残忍
16、深刻的感受到与俗语不同的唱戏人江湖里的义气。他们对艺术单纯热爱，却在政治风波中也让他
们受到了重创。读完让人伤感，而且也想看一看他们的演出，看看他们用尽全力维护的艺术。
17、最好的被逼得灰飞烟灭⋯⋯
18、长见识学做人的一本书
19、山河依旧在 往事已无痕
20、我就是一个不看戏的人，读完之后心下凄凉于是有了个新爱好。
21、我看的不是这个本，不知道是台版还是牛津版还是哪个版，封面排版都不错。写梨园和伶人，文
字是很好的。
22、这书不该叫《伶人往事》吗⋯
程砚秋58年就去世了，是他的幸运。
23、不幸跟毛生在一个时代
24、好看
25、无论谁当皇上，戏总是要看的”，这是许多名角在49年那个转折点留下的原因吗？
26、伶人往事
27、《伶人往事》近期看完了，此书从宝岛背回，讲述了马连良，尚小云，杨宝忠，言慧珠，奚啸伯
，叶盛兰，叶盛长，程砚秋的往事，对于不懂中国戏曲的人来说是个故事白描，从此书，我最喜欢尚
小云，是个有侠义精神的人！
28、她写得悲壮，我读着凄凉。另:程砚秋关于人生与戏的论述可能是对史铁生《我与地坛》里那段“
舞台、演员与观众”最好的解读。
29、在讀台版
30、祥林嫂诚然不幸，但絮叨不讨喜。况有杜撰误导成分。
31、奇怪的是豆瓣搜索伶人往事这四个字居然出不来这本书。
这本书可以当做科普戏曲来看，介绍了各家著名的代表戏曲大师；
也可以当做是历史课本，借这些个唱戏的人儿来说说那个混乱纷纭的时代，或许你就理解了为啥程蝶
衣要被那几个混蛋烧了戏服。
32、我听得耳热，他唱得悲凉。粉墨人生，风流云散，由伶人身世，看尽世情悲欢。章诒和细数八大
名伶的喜乐悲愁，写给不看戏的人看的人生大戏。
33、不显示书名，有可能是这本书有些内容比较敏感，那几年历史仅见只言片语却每每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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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终日借酒消愁闷，半世悠悠困风尘。我听得耳热，他唱得悲凉。
35、还好梅兰芳死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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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不看戏的人看》

章节试读

1、《写给不看戏的人看》的笔记-第288页

        那种对一餐饭、一杯茶的美感陶醉，对一炉香、一块玉的摩挲把玩，对俗常享受几近挑剔的精致
，对内心欲念不屑于节制的逸乐，以及对人性弱点与人类缺陷的宽容等等，既成为渗透于衣食住行的
文化优越感，又是作为一个人的具体生存形态。它习焉不察，却无所不在。艺人就是这样于不经意间
把生活的艺术积淀为文化的蕴涵，并联系着自己的生命热情、情感体验和心理支撑。这时，人的生活
琐屑就不再属于吃喝玩乐，而是有了特殊价值的审美的、精神的内容。艺人们平素是细细地咂摸品味
这些东西的，一旦踏上红氍毹，走到聚光灯下，锣鼓的敲击、丝弦的牵动、则很快转化为艺术激情、
即兴灵感和表演渴欲。恐怕连艺人自己也不清楚，生活情趣怎么能成为艺术力量？其实，生活的文化
姿态是不能直接搬上舞台的，但它是舞台文化表达的巨大创作心理背景。因此，艺人是保留习惯、习
俗、习性、习气以及陋习，最多的一个群体。他们对生命快乐（或叫乐子）的沉酣和痴情，能够达到
惊心动魄、死生以之的程度，而“有痴迷、钟情处，就有了人性的深，生命的深”。有成就的艺人又
是一个脆弱的群体，舞台适应性强而生活适应性差。他们没有哲人式的高远，既难以像文人那样做到
对现实人生的精神超越，也无法像农民那样守着一份审慎安分的卑微心态。一旦觉着生活里没了乐趣
，舞台上没了位置，啥念头都能生出来。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私下里都羡慕梅兰芳——羡慕他能迅
速地离开人世。梅兰芳的死，是那么的安静、清扬、潇邈。如果从前还是在悲悼一个艺术生命的过早
结束，那么现在则是赞赏、甚至是庆幸一个生命艺术的提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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