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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幽韵》

前言

济南的历山西畔，有处名园，叫舜耕山庄。欧阳中石先生每次下榻此处，必然“群贤毕至，少长成集
”，堪称齐鲁书画、戏曲界的雅集。数年前，我策划《欧阳中石谈书》、《欧阳中石说戏》，先生决
定来此下榻时抽出一周时间给我说戏，“弄新的”，叫我喜出望外。那天上午，先生兴致极高，回忆
七岁开始的戏曲往事，绘声绘色，叫我眼前至今飘着旧时戏园子里旋转飞落的热毛巾。只可惜，录音
一上午，先生就变了卦，忙得“且听下回分解”了。这倒激起我搜集戏剧文献、故事的兴致来，可算
是本书的一种缘起。    查阅戏曲史料越多，眼前就浮现越多的画面和故事：道光、成丰年间，京剧创
始人之一余三胜机智救场，《四郎探母》一连唱出七十四个“我好比⋯⋯”；“天下第一丑”刘赶i当
面戏刺慈禧太后，给光绪皇帝唱出座位；张君秋、孟小冬快板对啃，比得上梅兰芳、孟小冬《游龙戏
凤》；程长庚穆府被锁，汪笑依唱戏丢官，“辫帅”张勋智激孙菊仙⋯⋯精彩的故事出人意表，都从
尘封的历史中突现眼前，真叫人惊叹。这样的故事，以著名戏曲演员台上、台下的艺术生涯为中心，
涵容了徽班进京以来二百年的戏曲史，反映社会、人生的诸多方面，涉及七行八作，皇帝、太后、总
统、军阀、文人雅士、地痞大佬⋯⋯济济一堂，妙趣横生，是近现代历史的侧影。    这样的书，闲是
闲了点儿，趣味却浓郁得很；经过山东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杨存昌师兄悉心审订，戏曲文
献的特质越发明朗。相信会有戏曲工作者，甚至理论研究者，与广大戏迷朋友喜欢；随着京剧进课堂
活动在全国展开，也会在全国中小学校园里遇到知音。就出版而言，这是一个日渐温乎的领域，图书
面世相对容易。    此书出版也是机缘凑巧。前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展位上跟文
物出版社的名编许海意博士说：即便同样的出版资源，不同的出版社策划思路大不相同——北大出版
社往学术上拉，书名都怕不高深；三联社是往雅处拽，生怕失落了读者的雅趣和境界⋯⋯不成想，旁
边正有三联的编辑卫纯君，于是也就有了本书今天的命运。    但有一种人不找是不行的，那就是作者
诸君；没有他们的授权，我心难安。于是，寻遍各种线索，发出了多封信函，终于收到了李滨声先生
、翟鸿起先生、郑有慧女士、郦千明先生、王律先生、崔伟先生、袁世海先生后人袁菁女士和袁小海
先生、张恨水先生之子张伍先生等作者或著作权所有人的授权书；天津的甄光俊等先生，专门打来电
话，热情长谈，给了我很大鼓励，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尚有部分作者，缺乏线索，无法联系，在此
也表谢忱，并请致函我的电子邮箱suhaip099@163．com，以便奉上样书和薄酬。真想等待时机，遍访
诸君，广结善缘，争取再度合作，传播这样有意思的文化。    这书，其实该请欧阳中石先生题个书名
。他是奚啸伯先生的人室弟子、书法名家，过去曾多次聆听他老先生谈书说戏，书中也有一篇他与奚
啸伯先生的故事。可是，内心十分犹豫。卫纯君编罢，来信提到：“苏老师，您真不想请欧阳先生题
签？”我心头一震——免开“尊口”，将失去一段佳话，失去一次美化此书的机会——沉吟片刻，相
约携校样拜访先生。先生持放大镜，逐行细观《小引》与《目录》，面带喜色，说放上图片；说作者
万伯翱先生是万里委员长的长子，周桓先生是魏喜奎先生的爱人，孟小冬先生出白济南⋯⋯然后，抬
起头，和蔼地问：“需要我做什么？”于是，得获先生墨宝，本书锦上添花。感谢欧阳先生提携我，
感谢欧阳先生为读者呈献艺术之美！    苏海坡    2012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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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幽韵》

内容概要

作为戏曲界的代名词，尤其是在晚清和民国，“梨园”从来都是一个发生各种故事的所在。正所谓“
人易老，幽韵清标似旧”，挖掘近现代梨园行中的旧实掌故，将这一艺术行当背后的世相人情做淋漓
尽致的展现，是本书编选的目的。本书选取有代表性的文章49篇，内分四辑，分别侧重舞台表演、学
艺创艺、伶人生活和感情人生。这样的故事，以著名戏曲演员舞台内外的艺术生涯为中心，“涵容了
徽班进京以来二百年的戏曲史，反映社会、人生的诸多方面，涉及七行八作，皇帝、太后、总统、军
阀、文人雅士、地痞大佬⋯⋯济济一堂，妙趣横生，是近现代历史的侧影”。品梨园、况幽韵、看人
生，各种人的各种滋味，就在这黑白文字之间时隐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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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幽韵》

书籍目录

小引
辑一 台上
　余三胜智唱《四郎探母》
　刘赶三讥讽权贵
　谭鑫培俞菊笙唱对台戏
　杨小楼“智夺”金少山
　“小小余三胜”逼走“麒麟童”
　余叔岩中南海“打棍出箱”
　梅兰芳孟小冬“游龙戏凤”
　南麒北马同登台
　张君秋孟小冬快板对啃
　李万春李少春斗法
　言慧珠童芷苓上海滩打对台
　魏喜奎走红津门
辑二 台下
　回忆先师程继仙先生
　盖叫天创制霸王装
　梅兰芳师从王瑶卿
　齐如老与梅兰芳对台排新戏
　余叔岩与孟小冬的师徒之谊
　苟慧生卖身学艺
　我为程砚秋写《锁麟囊》
　袁世海导演《霸王别姬》
　喜彩莲创造内高底鞋
　梦中得腔，《三上轿》一句一彩
　常香玉拜师学武功
　跟冯子和先生学戏
辑三 世相
　程长庚穆府被锁
　“辫帅”张勋智激孙菊仙
　杨月楼“诱拐”案风波
　郝寿臣早年在烟台
　金少山梅兰芳“霸王别姬”
　天蟾舞台炸弹事件
　言菊朋“举刀自刎”
　叶盛章智赚日伪军
　陈伯华乡下躲祸
　张君秋“二进宫”
　常香玉化妆脱险
辑四 人生
　程长庚进京
　孙菊仙和汪桂芬
　德瑁如弃爵从艺
　汪笑侬唱戏丢官
　京城“龙票”载涛
　杜月笙粉墨登台
　金少山装病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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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幽韵》

　梅兰芳与他的两位夫人
　周信芳与裘丽琳的生死情缘
　张恨水票戏
　张伯驹的《空城计》
　蒋方良演《苏三起解》
　五次票戏记

Page 5



《梨园幽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智激美猴王》推出以后，连演皆满，而且口碑载道，尤其爱看猴戏的人，都有“这比李
万春的猴儿戏可精彩多啦”的感觉！而这一下子，也就把李万春气坏啦！好哇！你不但动猴儿戏，居
然还排猴儿的新戏，这不是成心要我好看吗?他以前贴的《探母》和《水帘洞》，还不过是锉其锐气，
略示薄惩的意思，并没有下打对台的决心。《智激美猴王》出现以后，李万春可就下了决心，一心要
与李少春打对台到底了，因而也就在加强排演猴儿的新戏方面下工夫了。 李少春在《智激美猴王》成
功以后，为了声誉、票房，只好继续走这条路线，即使引起李万春的敌视和相斗，也就只好在所不计
了，于是不久以后，又排出了《十八罗汉斗悟空》。从《安天会》唱起，在猴子被擒，被老君放在丹
炉内炼丹时，因看炉童子不慎，被猴儿逃了出来，反倒炼成了火眼金睛。老君只好到西方求救，于是
佛祖派了十八罗汉收伏猴头，先是跳罗汉，然后猴子再与十八罗汉开打，最后逃不出佛祖掌心，被压
在五行山下为止。这等于头二本《安天会》连演，还加上斗罗汉，非常繁重，要演三个小时。李少春
的孙悟空，其累是不用说了。李宝奎饰老君，袁世海与张连廷分饰降龙、伏虎两罗汉。李宝奎，再与
高维廉、阎世善等，都分别扮演罗汉。斗悟空时，各有不同武器，不同打法，喜欢武戏的人，看来十
分过瘾，此剧又一演而红，上座满堂，历久不衰，成了李少春的撒手锏。 李万春这一气又非同小可，
于是排了出《十八罗汉收大鹏》，在罗汉的法名、兵器上加意考究。他饰大鹏金翅鸟，穿紫红色带黄
穗子的改良靠，手使双枪，也和十八罗汉开打无误。自然在套子上又自出心裁，创些花样。于是二李
之争，便直接而更尖锐了。这时两个人在私底下也很少来往了，少春的大姊李纫秋，夹在中间很为难
；但形势所趋，她对丈夫、兄弟都影响不了，也只能徒呼负负而已。 二李之争由斗戏开始，以后又进
入了挖角阶段。毛庆来是李万春的左右手，前文已然谈过，不知怎么一来，被李宝奎给想法子挖到李
少春这边来了，也陪少春大演其《战马超》、《狮子楼》。李万春则用怀柔政策，毛世来出科以后，
万春去上海把他带去，大捧特捧。毛家兄弟，庆来居长，出身斌庆。盛荣行三，是富连成盛字辈学生
，唱武花脸。世来行五，也是富社学生。万春既对老五很好，后来这位毛大爷（庆来），总算又回了
李万春的永春社。这期间，又加上蓝月春回了北平，在少春、万春两边都唱过，不过时间不久，因为
他艺事已退步，非复当年了。叶盛章在上海与李少春合作一期以后，一出《三岔口》红遍上海滩。回
到北平，也不时和少春合作，除了《三岔口》以外，加上袁世海，他们三人演《连环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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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幽韵》

编辑推荐

《梨园幽韵》编选的目的是挖掘近现代梨园行中的旧实掌故，将这一艺术行当背后的世相人情做淋漓
尽致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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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幽韵》

精彩短评

1、梨园老故事的合集，基本都是从各种梨园逸事书中摘下来的，读来聊以自娱解闷。装帧精雅，排
版精良，令人一见倾心
2、梨园八卦，读来挺好
3、好，有空的时候读读，写得不错。
4、因为梅兰芳和妻子的那篇和孟小冬拜师的内容比较失真，减一星
5、很喜欢这书，的确不错。
6、包装一塌糊涂，连个塑封都没有
7、这是一本叙写梨园往事的背后故事。
8、人生比戏还精彩呢。
9、非常好！三联的出版物一直是很喜欢的。
10、不了解京剧的人应该读一读。
11、这本是三联出版的“闲趣坊”中的一本，蛮好看的。
12、那会捧角，这就是从前的八卦啦
13、梨园典故值得看看
14、天下文章一大抄，你抄我来我抄他。并不是说这书不好，其实闲趣坊系列整个都属于闲书嘛，闲
来一看即可。书中内容和我看的上本《民国文人的京剧记忆》一样，都是各种文章摘抄成册，适合对
那个年代有点兴趣的初入门者看看，至于内容么，并非件件真实，毕竟事隔多年，而且作为后人、旁
观者来说，很多文章对其中主人公的描述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隐私、人品等方面不太适合明言的部分，
不过对于整个人物的艺术来说，已然无伤大雅，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真相如何已不重要，留下了艺
术已是足够。
15、之前一直对戏曲没有什么感触 但因家中老人爱看京剧 所以从小到大看过唯一一部完整的戏曲是《
锁麟囊》看罢此书 对梨园的台前幕后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做演员不容易 做戏曲演员更是难上加难 台上
三分钟台下何止十年功
16、了解一下京剧的历史，也怀一下旧。
17、可叹梅孟⋯⋯
18、闲趣坊-18
19、了解了一些梨园掌故
20、以为是比较系统专业的戏剧杂谈或评论，原来都是伶人小故事集啊，感觉像看小时候的《故事会
》，不是我喜欢的风格，也许喜欢读小故事的读者会喜欢吧⋯⋯
21、本书是文化名家谈戏曲的选集，内容没的说，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品类，国人都该了解。
22、谈角说戏，趣味横生。
23、不知道当当的包装以什么为标准，这次买的书终于是纸盒装，没有皱损，保护的很好。一向喜欢
闲趣坊，喜欢三联的书，所以出一本买一本。不过这本不如其他写书食茶城等诸书内容耐看，只作消
遣。
24、闲趣坊 经典 文化散文系列
25、了解梨园行的好书！一如既往地喜欢三联书店的出版物。
26、尚可.和預想有差距.
27、梨園的一些舊聞往事，不錯
28、一直对过去的梨园故事感兴趣，可增长相关历史知识，了解清末至民国时期折戏曲史，名家人物
掌故，读起来休闲有趣，此书属《闲趣坊》系列，值得收藏。
29、那个年代的八卦闲书，闲来无事看看还不错。
30、就是几十年前的明星八卦  哈哈  不过要说那些名角  各方面甩现在的明星几条街  
31、台上和台下的世界都很精彩也很无奈。这本书选的特别好。
32、对京剧感兴趣是近年的事情，读了不少，听了不少。这本书趣味有，知识有，但总觉得缺少什么
。。。不够专业？
33、世相和人生两章格外好看，另梨园训练太苦
34、梨园轶事，轻松雅致，喜欢京剧的朋友可以考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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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幽韵》

35、不仅有京剧名伶，还涉及评戏、豫剧、汉剧等。艺人的口述，强于他人的“创作”。
36、挺有意思，梨园轶事，过去的艺人是有真本事的。
37、三联的胶装畅销书，好多都没解决定型问题，容易散板，印装三年以上的书更是如此。像“闲趣
坊”系列的书，读者要不时拿起来怀旧，有精装更好，起码避免了散板之虞。这本书还没看封底就散
开了。本书是文化名家谈戏曲的选集，内容没的说，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品类，国人都该了解。
38、闲趣坊的第18本，讲的多是清末民初梨园内外的轶事。有悲有喜，有爱有恨，五味杂陈。老派艺
人在艺术上确是炉火纯青，在生活中却也烟火味道甚浓。对言慧珠与童芷苓上海打擂台一节及张伯驹
四十寿辰票《失空斩》最得味。蛮有意思。
39、挺不错的，包装也可以，还没来得及看
40、题签是欧阳中石。都是梨园行里的故事。
41、适合对戏曲感兴趣的人
42、活动时候入手看着还行
43、里面讲了好些趣事儿，比如“张电影”~~
44、翻书党
45、读罢此书，觉得梨园就是贝克尔意义上的“艺术界”。其中的“对台戏”很有特色，目前在艺术
社会学领域尚未见到对此的研究。这或可修正布尔迪厄的场域，因为印象中那里的竞争似乎总是新的
取代旧的。
46、谈曲论戏，各有一词
47、这本讲述梨园的轶事，内容十分丰富，从时间上跨越二百年，从人物看，古今名角都有，有谈流
派的，有讲生活方面的趣闻，也有学艺的故事，总之，让人增加了不少见识。值。
48、这本书编的内容太少，内容的年代也比较久了，期望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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