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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音响四方》

前言

十几年前，连伦贤弟惠赠了我一册由他编著的《李鸣盛艺术生涯》一书，奉读后，对鸣盛先生的艺业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钦仰之情油然而生。记得，1948年的夏天，我们四维剧校总校在前门外大栅栏路
北的庆乐戏院上演曹慕髡先生新编的《牛郎织女》。当时我在三分校被调来参演，与一位师姐按AB制
轮饰剧中王母一角。那天演出没事，便钻到对过儿的三庆戏院去看蹭儿戏，台上正是李鸣盛、张君秋
二位合演的《桑园会》。二位都正当风华正茂之年，在台上十分卖力，台下喝彩连绵。这位正宗杨（
宝森）派须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与鸣盛先生相识，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节，我去
白登云老师家拜年，正巧李先生也来了。经白老的一番引见，自此相识。后来在1990年中国戏曲学
院40年校庆演出时，同台演唱了《四郎探母》，我与郑岩师弟饰国舅，“过关”“回令”两场都与鸣
盛先生所饰的杨延辉同场，这就越来越熟了。我收徒弟时，他也亲临祝贺。彼此虽然过从不多，平时
逢到开会、看戏倒常常相遇，遂成了相知的艺友。    我一直认为，当今学杨派老生的，李先生堪称最
为纯正地道的一位。把握了杨派艺术的精髓，韵味深醇，妙造天成，无刻意雕饰的痕迹，非常动听、
耐听，余味无穷。读了连伦写的书后，得知了个中根由，传承有自。他师从过的前辈，如蔡荣桂、雷
喜福、张连福，以及李盛荫、刘盛通、宋继亭、沈富贵各位，俱是授艺好佬、剧界名师，根基怎能打
得不好？学成后，历搭各大名班，杭子和、白登云等鼓界巨擘，杨宝忠、朱家夔、耿少峰等胡琴圣手
，都为他打过鼓、操过琴，见过世面，受过历练，方有大成。这一些，在书中都一一有所绍介，令人
称羡。    我认为，这本书有个容易被人疏忽的特点，就是作者是位行内人、演员出身，对台上那些事
儿一清二楚，了如指掌，不说外行话，未见有硬伤。对旧时戏班颇为熟知，言谈话语、行文遣词之间
，觉得出来——恕我说句不恭的俗语——是这里面的“虫”，能在轻松闲聊中将传主托了出来，洋溢
着一股京味儿，自然顺畅，文字通俗，写京剧伶工的事儿，含有京味儿，正是“对撇子”了，我很欣
赏。    这次更名《玉音响四方》再版，内容又有所充实、丰富，增加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当会超越前
版，成为一部更上一层楼的好书。在当今召唤关注口述历史的治史学风之际，这部书复出行世，对各
界读者更多地了解京剧演员成长的实况和对后学认知前辈学艺之不易，都会带来阅读的欣悦和有益的
启示。为此谨致数语，向大家推荐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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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音响四方》

内容概要

素有国剧之称的京戏，两百年来好角儿辈出，单就老生这一行而言，更是群星荟萃、流派纷呈。其中
余叔岩的余派、高庆奎的高派、言菊朋的言派、周信芳的麒派以及马连良、谭富英、奚啸伯、杨宝森
创立的马、谭、奚、杨四大流派至今影响仍然很大，传承者各有代表人物，而流传最广的杨派艺术传
人中，京剧表演艺术家李鸣盛则是其中的佼佼者。李鸣盛12岁时在马连良提议下学习京剧。从踏入梨
园行那天起，他就经受了年复一年那学戏的艰苦，崭露头角又享受到了鲜花和掌声的快乐。他也曾在
倒仓中痛苦徘徊，他也曾在倒好中东山再起。《文昭关》《失空斩》《杨家将》等杨派剧目使他在菊
坛名声大噪。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京剧团，为广大的指战员服务。他也曾
多次随艺术团出访各国，为祖国赢得荣誉。1958年为了支援边疆建设，他义无反顾跟随所在的中国京
剧院四团（原总政京剧团）调往宁夏，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开拓事业，为京剧在西北地区的传播，做
出了极大的贡献。1964年在全国现代戏汇演上，他主演的《杜鹃山》（扮演主要角色乌豆），得到周
恩来总理以及裘盛戎等内外行的高度评价。在十年动乱中他遭受了迫害和磨难仍痴心不改。文革后，
李鸣盛焕发青春，在舞台上再放光彩。1980年回京定居后，除演出外，全力培养后继人才，如今当红
的杨派老生于魁智、李军、黄炳强等都是他一手培养成才。2002年，李鸣盛走完了他76年的艺术人生
，而他那高尚的人品，高超的技艺却永远留给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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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音响四方》

作者简介

刘连伦，京剧编、导、演，并从事戏曲研究。1993年至今在中央电视台担任编导、策划、撰稿等工作
，独立编导电视作品有系列专题片京剧名人之后系列——《梅兰芳和他的子孙们》等，10集系列专题
片《盛世梨园谈往录》，以及《菊坛翘楚李慧芳》《海峡两岸梨园情》《洋女 婿——威廉》《情系于
成龙》《北京曲剧大师魏喜奎》等近百部专题片，2012年获弘扬京昆艺术特殊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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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音响四方》

章节摘录

1    话说李华亭    要提起梨园行儿来，您准会想到京戏。京戏这玩意儿，就是凭着舞台上那一亩三分地
儿，便能有声有色地演绎出古今中外几千年那惊天动地、悲欢离合的故事来。您走进剧场，台上的锣
鼓家伙哐切哐切这么一敲，大幕往两旁边儿这么一拉，可就开戏了。您是想听字正腔圆韵味十足的唱
，想品抑扬顿挫铿锵悦耳的念；还是想瞧细腻传神入木三分的做，想看龙腾虎跃火爆激烈的打，那可
谓应有尽有，保准能让您大饱耳福眼福。演员们搽了粉，勾上脸，戴好镶珠嵌玉、五光十色的盔头和
头面，再把绣金缀银、红绸绿缎的行头往身上一穿，这个扮老生，那个扮旦角，这个扮花脸，那个扮
丑角，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骚展神采。这台上包罗了宇宙万象，囊括了世间冷暖，人、
禽、虫、兽、鬼怪、神仙，美、丑、善、恶，五行八作无所不包，难怪人们常说：戏台小天地，人间
大舞台！    公元1790年，清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接二连三进京献艺
，受到宫廷内外的热烈追捧。打那儿以后，湖北的楚班儿也相继到京。徽、楚两个不同的剧种经常同
台合作，相互借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人人喜爱的京戏。算来，京戏发展到今儿个也有二百来个年头
了，生、旦、净、丑各个行当里的好角儿，也先后出了不少。单说老生这一行儿，可谓名流荟萃、数
不胜数。譬如说沈容圃所绘的“同光名伶十三绝”里面，就有程长庚、卢胜奎、杨月楼和张胜奎。另
外与程长庚齐名的余三胜和张二奎，也都显赫一时。以后又相继出现了“满城争说叫天儿”的谭鑫培
，以及“老乡亲”孙菊仙，汪派创始人汪桂芬等等。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是名家辈出，诸如前
、后四大须生，什么南麒（周信芳）、北马（马连良）、关外唐（唐韵笙）。不论他们演什么戏，唱
什么腔，念什么白，一张嘴，个顶个儿的是旱香瓜儿——另个味儿。就说《文昭关》这出戏吧，早先
程长庚程大老板在三庆班的时候时常露演。后来汪桂芬又以实大声宏的气魄把它唱成了汪派的看家戏
。随后老乡亲孙菊仙和言菊朋以及汪桂芬的亲传弟子凤二爷王凤卿，也使这出戏在菊坛风靡一时。可
到末了儿，真正把这出戏唱红了大江南北，直至传到海外，那还得说是杨派老生的创始人——杨宝森
先生。    不过，咱们这位杨三爷虽说艺高德也高，可惜身子骨儿常年不佳，他仅仅在尘世间度过了49
个春秋，就于1958年早逝。值得庆幸的是，这脍炙人口的杨派艺术并没有因为杨先生的早逝而失传，
而且不论专业和业余，喜欢和学习者越来越多。在众多杨派继承人当中，大江南北出类拔萃者尽管为
数不少，可要说影响最大，成绩最为突出的，还得属已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鸣盛。    要谈李
鸣盛，还得先说说李华亭。李华亭何许人也？乃是李鸣盛的老爷子。他于1889年出生在湖北武昌。七
八岁的时候，李华亭在一家洋行里当伙计，扫地、泡茶⋯⋯什么活儿都干。由于他聪明勤快，所以深
得老板喜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慢慢学会了管账。一晃几年过去，李华亭不仅练就了一手好字，
还打得一手好算盘。他不好烟酒，唯一的嗜好就是爱听个戏。甭管城里头哪个戏园子里的茶房，他都
混得很熟。戏园子里的人见他这么喜欢戏，就撺掇他扔掉洋行的差事；后来，李华亭索性进了戏班，
吃上了戏饭。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跟着戏班子到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并且进入了当时上海有名的剧
场——共舞台。    当时上海正风行连台戏和编排新戏，共舞台也不例外。排这些戏不像演传统戏，单
靠一桌二椅就行了，它讲究得有机关布景。心灵手巧的李华亭，先在戏园子后台干拉大幕、摆布景、
拉片子的杂活儿，然后又学着做布景、画片子。俗话说“没有三天的力巴”，干了没有多长时间，舞
台的上上下下，没有他不熟不懂的。戏园子里，只要排连台本戏和新戏，还真离不了他。那阵子常在
共舞台演戏的名角儿，属威震大江南北的盖叫天最革新，喜欢排新戏，所以李华亭跟着盖叫天的时间
也就较长。1921年底，盖叫天应名老生三麻子（王鸿寿）之邀，带着新编的《七擒孟获》《劈山救母
》等戏到了天津卫，李华亭自然也就跟去了。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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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音响四方》

后记

我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店员家庭，父亲在菜市口的清华斋糕点铺工作，和居住在那一带的梨园界人士
有所接触，所以比较喜欢看戏。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从小也对京剧产生了兴趣。家里那台老式的“话
匣子”，就是我终日听戏、学戏的好伙伴。1956年我升入北京一中读书，那里有个京剧组，搞得非常
好，除了本校的老师、学生参加活动外，还吸引了其他学校的一些京剧爱好者前来加盟，这批学生当
中，后来有不少人搞上了专业，或从事相关工作，如北京京剧院的琴师崔学全（曾为杜近芳、李玉芙
等操琴）、演员姜茂贤，中国戏剧家协会的段大雄，军委空政话剧团导演鲁继先，以及著名影视导演
郭宝昌等。在家中通过收音机听戏，在学校通过和老师、同学一起学戏、演戏，使我这个外行子弟对
京剧有了很多了解，因此当时对李鸣盛先生也就相当熟悉。他在《秦琼发配》一剧中的【西皮流水】
唱腔“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也像马连良先生《借东风》里的【二黄导板】“习天书玄妙法易如反
掌”一样，成为人人喜爱的京剧唱段，至今传唱不衰。1958年我考入了当时的中国京剧院四团（即现
在的宁夏京剧团），由于学习和工作关系，和李鸣盛先生的接触渐渐多起来，对李先生在生活、艺术
等方面，也就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李鸣盛纯朴耿直，为人忠厚，平易近人。他曾长期担任剧团副团
长，对于工作他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从不搞特殊化。在剧团里他是头牌主演，由于工作需要，他也
为别人主演的剧目中扮演过配角，跑过群众，拉过大幕，搬过布景，打过追光，扫过舞台⋯⋯这对于
一个在全国享有盛誉的艺术家来说，实在难能可贵。    艺术上，李先生原来演余派老生就已卓有成就
，青年时代改宗杨派又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三十几岁时，他通过常年的舞台实践和对各流派的广采博
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多年来，不少内外行推崇他是优秀余派和杨派传人。而人们只要对
李鸣盛的表演艺术稍加分析和研究，就不难发现他的唱、念等方面，实际上早已在原宗流派的基础上
，结合自身条件，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造。如果不是这样，他在《杜鹃山》中塑造的乌豆，何以引起
那么强烈的反响？他在《失·空·斩》中刻画的诸葛亮，怎能获有“活孔明”的美称？他所主演的《
秦琼发配》等戏又怎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李鸣盛十几岁成名，32岁随前中国京剧院四团离开北京
调往宁夏，在塞外一扎就是近30年，而这个阶段，正是他艺术上的黄金时期。我有幸看过他主演的大
量传统戏和现代戏，可以说，每看到他主演的一出戏，都是一次美的享受。尤其聆听他的演唱，就如
同饮上一杯醇香佳酿，令人陶醉。他的嗓音条件极佳，不仅响亮动听，高低自如，而且韵味浓郁。听
了他演唱的《伍子胥》，看了他主演的《失·空·斩”，观众无不呼之过瘾。    李鸣盛在北京工作期
间，只在当时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留下了《文昭关》《捉放曹》《秦琼发配》几出戏。到宁夏以后由
于当地电台的录音条件较差，录制的节目质量和数量也很有限。我记得有《四郎探母》全部《伍子胥
》《捉放曹》《除三害》《宋江题诗》《空城计》《红灯记》等。而在文字方面，也只有为数不多的
零散文章。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同样喜欢京剧的二哥刘连昆就建议我为李鸣盛搞些东西，总结他的
艺术经验。出于对李鸣盛先生的景仰之情，我也意识到像他这样为数不多且很有成就的艺术家，不为
他留些宝贵资料实在可惜，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开始付诸行动。经过努力总算在文字、音像方面，
为李鸣盛做了一些真实的记录。1986年和1988年在宁夏电视台的大力支持下，先后为李鸣盛录制了电
视艺术片《李鸣盛舞台艺术集锦》和人物专题片《玉音响四方》，紧接着又在宁夏文化厅的帮助下，
为他撰写了《李鸣盛艺术生涯》一书。这次又承蒙商务印书馆的厚爱与协助，该书得以再版。这次再
版，基本保留了原有文章，仅有少量的增删。该书在撰写、出版、修订过程中，先后得到了薛盛忠、
王焕文、马凤梧、杨幼堂、杨杭生、洪兴波、李乐、王军、张正明、李鸣、温承诚等前辈和朋友的大
力帮助；好友赵兵多次协助我进行采访和誊抄稿件，中国戏曲学院钮骠教授百忙中为本书作序，书法
家李纯博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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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音响四方》

编辑推荐

戏剧研究家钮骠评介：我一直认为，当今学杨派老生的，李鸣盛先生堪称最为纯正地道的一位，把握
了杨派艺术的精髓，韵味深醇，妙造天成，无刻意雕琢的痕迹，非常动听、耐听，余味无穷。《玉音
响四方（李鸣盛）》作者（刘连伦）以流畅的笔调，在轻松的闲聊之中，把传主喜怒哀乐的一生和盘
托出，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京味儿，令人感到亲切。书中还附有李鸣盛说戏的精彩篇章，将会对从艺
者、研究者及业余爱好者大有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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