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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出于兰——张继青昆曲五十五年》

前言

2001年5月、8日，中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有着六百余年历史的昆曲艺术遗产，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被更多的人们所认识，为世界所赞
赏。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到全民热情地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从少数老艺人对“一患尚存
，的技艺的勉力维系，到表演艺术团体、文化管理部门、学术研究机构，社会热心爱好者的共同关注
，中国昆曲艺术半个世纪走过的道路，正是寻求发展、致力保护。寻求革新，致力继承的历程。从50
年代开始，党和政府就组织以中国戏曲研究院为代表的相关研究部门，对中国戏曲的优秀遗产，进行
调查、整理、研究和发掘、保护，并以各地昆曲艺人为基础队伍建立起专业的表演艺术团体，昆曲艺
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拥有了建国后第一代昆曲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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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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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序言
编著者的话
第一篇 平平淡淡才是真
童年生活多灾多难
剧团漂泊初入门径
落户苏州政府重视
苏昆艺术后继有人
“艺圃”三年根基初成
大跃进中活动繁多
传、帮、扶助全仗众师
宁、苏两地同一团名
“文革”前夕演现代戏
十年动乱相濡以沫
另辟蹊径下放苏州
重返南京开新局面
小戏扩展大受欢迎
初次出访影响绵绵
受邀进京荣获梅花
西柏林、意大利演出
初拍电影留有遗憾
日本一月商演成功
传承昆剧尽心尽力
第二篇 诸家评说“张三梦”
一 王朝闻
以虚为实与以实为虚——看张继青“三梦”演出有感 崔氏一定姓崔吗？
二 阿甲
从昆剧《烂柯山》谈张继青的表演艺术——蓑谈生活体验和戏曲舞台体验的关系问题
笔下竹入神米酿酒变性
三 张庚
从张继青的表演看戏曲表演艺术的基本原理
四 冯牧
昆剧的生机——看张继青演出，谈昆剧的继承和发，
五 梁冰
“一生爱好是天然
六 丁修询
洗尽铅华光彩夺目——评张继青演出的昆剧《痴梦))
七 刘卫国
淡语幽香见真功
八 汪澄
诗情通画境柔美见刚强——观张继青饰演杜雨娘散论
艺术的表演表演的艺术——观张继青饰演杜丽娘散论之二
九 魏子云(中国台湾)
张继青的“三梦”艺术
第三篇 张继青谈昆剧表演
从脚底下练起——从艺札记之
细磨才能出精品——从世札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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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张继青演出剧本选
一、牡丹亭
[游园·惊梦·寻梦·写真·高魂]
二、朱买臣休妻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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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平平淡淡才是真童年生活多灾多难关于从艺，张继青说，当初家里人根本没有想到要自
己继承什么事业，自己更没有什么爱好和伟大的抱负，仅仅是因生活所迫，想找一个饭碗而巳。抗日
战争爆发，上海、苏州相继沦陷，祖父母带着张继青母亲和小姑母一路逃难，到达浙江的乌青镇（现
在的乌镇。一条河横穿镇中，那时河东一侧叫鸟镇，河西一侧叫青镇）时，张继青出生了。祖父母希
望张继青的出生能带来好运，便请邻居中最有学问的先生为她取名字。先生说，乌青镇是个人才辈出
的好地方，让孩子记住它吧。“忆乌”不像名字，因此“张忆青”就成了她的学名。因为她叫张忆青
，后来出生的弟弟妹妹们，也就分别取名为忆中、忆华、忆敏。万万想不到的是，因为这几个名字，
文化大革命中，张继青招来了第一张大字报。张继青说：我记得大字报的题目是《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黑苗子张继青家庭的反动立场！》，内容说，忆中、忆华、忆敏（民）、忆青，就是怀念中华民国和
国民党（青天白日）。现在当然可以看作一个笑话，然而当时却让张继青惊恐害怕，带来了思想上沉
重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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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一位戏曲表演艺术家写传记，我认为在叙述他生平的同时，也必须写出他对传统表演艺术的传承和
创造，所以写张继青的传记，我想作者除了要熟悉和了解张继青，同时还必须具有一定深度的对昆剧
艺术尤其是表演艺术的修养和研究。因此我绝对不是“张继青传”的合适撰稿人。因为：一、我对昆
剧的历史和表演艺术都知之不多。二、虽然1973－1986年，我曾与张继青在一个单位共事，但从事不
同的工种，她是演员，我是编剧，她演出的剧目中，我仅参与工作了一小部分。而且这些剧目基本都
没有能成为她的常演剧目。因为种种原因，如今我只能承担了此项工作，我实在很惶恐，在有关张继
青生活艺术经历方面，为了尽量真实，我决定与姚继焜合作，由他先写出部分稿子，同时提供相应的
材料，然后由我进行取舍增补，与此同时我也不时向还健在的老领导、老同事咨询，一部分稿子完成
后，又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是：金毅、钱璎、顾笃璜、周良、谭慕平、范继信等，由此我也更加怀
念已经仙逝的郑山尊，阿甲、徐昆荣、刘卫国、胡忌等，他们如果健在，即使不做作者，至少也能为
传记的写作提供许多生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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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出于兰:张继青昆曲五十五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Page 8



《青出于兰——张继青昆曲五十五年》

精彩短评

1、在昆剧《牡丹亭》表演史上，张继青老师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师。她塑造的杜丽娘娴雅而具书
卷气；她的《烂柯山-痴梦》亦是一绝。欲了解这位昆曲大师的艺术人生，此书值得一看！
2、很不错的传记，有本人口述，有专家品评其艺术的文章，也有其本人表演经验的记录，详尽而无
噱头
3、昆曲迷可以收藏一下,
4、出于对张继青老师的欣赏才买的这本书。她之后的《牡丹亭》总觉不得韵味。
5、昆曲名家张继青，中国现当代昆曲艺术最璀璨的明星。
6、像是应付差事写的，作者相当对不起张继青。
7、很喜欢张继青的表演，朴素自然，优雅从容，文章也很平实，喜欢。
8、读完对其院团创建历史有了一定了解
9、最爱
10、挺有意思的。
11、继续传记类作品。主角的命运引起我另外一番思考，比如将个人经历与后期演出剧目相对比，得
出某些结论。
12、总之不值。可以去看看她的前一本传记，可能会好点。这本是在领导的“好意安排”下做的，文
字相当粗糙，看了让人失望。
13、希望早日出齐，我也收齐这套书。 
可看性也是相当强的。强烈建议购买。 
闺门旦之首就是张三梦。表演绝对细腻，唱腔具有韵味，带点苏昆的腔，和上昆的腔不一样。功力绝
对是第一。
14、很好的昆曲艺术入门读物
15、正是张继青老师的昆曲艺术把我带进了昆曲殿堂，从此喜欢上这清雅的天籁之音。该书比较客观
地描写了张老师的艺术人生，收录了一些比较珍贵的照片。这本书对于喜欢昆曲，想更多了解昆曲大
师的传奇人生的读者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16、基本上是《笛情梦边》和《张继青表演艺术》的二合一补充版

17、看过电子版，年轻的张奶奶也很有风姿，在苏州艺圃时说起这里是她学游园惊梦的地方，这儿的
花花草草都听过张丽娘。
18、第一朵梅花啊，较之他人，这本书太敷衍啦。
19、叙述张继青艺术的一生，读完以后更对这位老艺术家多一分了解。不过书中感觉很多句子语法不
是很顺。
20、听过张继青老师之后耳朵就被惯坏了，所有的杜丽娘一下都沦为盗版，唯有张老师才是真正天籁
之音。
21、张老师戏好，嗓子好，人也好！看看书，了解一下她的艺术历程~
22、适合昆曲爱好者和希望了解这门艺术的读者
23、张继青的唱腔真是美煞我了。记得某日听曲，单听她婉转地唤了一声“春香”，一颗心就被勾了
起来。还有她的扇子功也是一流，每次看她的《牡丹亭》总会将一半注意力集中在她手上，当真是流
离婉转啊。不过我还是想吐槽她的素颜照⋯⋯脸看起来好大⋯⋯唔，跟她奶奶很像。
24、昆虫们的不可多得的，当代昆曲名家传记类（自传类）的好书。
希望早日出齐，我也收齐这套书。
可看性也是相当强的。强烈建议购买。
闺门旦之首就是张三梦。表演绝对细腻，唱腔具有韵味，带点苏昆的腔，和上昆的腔不一样。功力绝
对是第一。
25、书中对苏昆发展的历史，以及张继青老师的努力过程记载的很详细，内容很不错。美中不足的是
我原本期待本书有强一点的故事性叙述，也希望它能能够再生活化一点，而不仅仅是历史记载，觉得
是有点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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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书中很多篇幅在赞扬张老师的歌声与演出，要是能附上音乐CD或者演出视频的话，就更完美
了。因为我到现在还不太找得到有关张老师书中所提到的音乐和视频资料，要是能配合着看，那就更
美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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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很遗憾自己在南京生活的那许多年间，没有能够更多地接触昆曲，也没有能够更多地观看省昆
的作品，其实对于省昆的众多名家，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很自然地亲近和喜爱，这些都是金陵文化的自
然熏陶。张继青老师是令人尊敬并喜爱的一位艺术家，我希望能够从她的艺术历程和舞台人物中接收
到更多的信息。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艺术道路、评论、演出自述、剧本，既有翔实而朴素的从艺经
历，又有深刻而客观的艺术评论，可以看出在20多年以前，艺术界和评论界还有着很公正、真诚的态
度，这对于一位演员的进步和昆曲的发展是非常好的事情。张继青老师在台上台下是判若两人的，戏
曲界也有很多这样的大家，她们就是为舞台而生的。我尤其喜欢她的念白，有时会感觉酥到骨头里。
青出于蓝，张继青老师是当得起的。
2、从编著者的说明可见，张继青因已出版过本人传记，对此书出版颇有犹豫。编著者成文过程也多
有拖延。大概因此，文中很多地方文字颇为不顺，这应该是编辑的责任。刚看了30多页，看得很不顺
，随便举几个例子。P12“这也是她后来艺术生涯中排演《窦娥冤》、《牡丹亭》、《朱买臣休妻》
等唱段多，被人戏称为‘独唱音乐会’的最早的体验。”此句语法不对。可酌改为“这也是她后来艺
术生涯中因排演《窦娥冤》、《牡丹亭》、《朱买臣休妻》等唱段繁多的戏码而被人戏称为‘独唱音
乐会’的最早的体验。”P30“面对这张大字报，张继青真的觉得当年那两个水煮蛋吃得心口疼痛，
不过也只好无言相对。”最后一句可酌改为“不过也只能无言以对。”“无言以对”是固定用词，为
什么要写成“相对”？P38“台湾舞蹈家林为民看了《芦林》的演出后⋯⋯”此处明显人名错误，应
为台湾舞蹈家林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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