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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海艺术论谈文集》

内容概要

《袁世海艺术论谈文集》分上下两篇，内容包括：郝寿臣老师把余热全部献给了京剧事业、周信芳先
生早年演出的几出戏、博大精深的艺术家李少春、红梅怒放香郁浓凤鸣重震北京城、谈谈京剧净行中
的架子花脸、京剧架子花脸艺术及如何继承与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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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郝寿臣老师把余热全部献给了京剧事业
把我揉碎了变成你
    ——为郝寿臣铜像揭幕而作
深切的怀念
    ——纪念郝寿臣先生百岁诞辰
纪念一代名净郝寿臣先生
    ——在沈阳电台谈话
识才爱才扶才
    ——怀念马连良先生
周信芳先生早年演出的几出戏
侯派艺术色正浓
怡人丹桂历久弥香
    ——纪念黄桂秋先生逝世20周年
博大精深的艺术家李少春
高盛麟的《挑滑车》及其他
富连成与李盛藻
李世芳之“巧合”
    ——悼念师弟李世芳
艺海同舟六十载
    ——沉痛怀念张君秋先生
驰念在梦中
    ——怀念老友翁偶虹
夺得千峰翠色来
    ——我所了解的邓宛霞女士
红梅怒放香郁浓凤鸣重震北京城
《霸王别姬》表演艺术漫谈
    ——要善于运用“唱、念、做、打”为表现人物服务
京剧《古城训弟》的修改
谈《古城会》的试改
谈《九江口》中“心似火燃”的唱腔编创
谈谈京剧《红灯记》唱念的一些问题
我和“架子花”
谈谈京剧净行中的架子花脸
谈铜锤和架子的分工
我学麒派艺术的一些心得
关于振兴的几点意见
开创京剧繁荣的新局面
剧目不要单一化
喜看京剧《真假美猴王》
对表演艺术要高标准、严要求
心中藏之、何日忘之
谈推陈出新
艺苑喜报春
治理京剧的滑坡需要会诊
京剧也要有时代感
    ——在大连教学的一次谈话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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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应当朝前站
    ——为福建省京剧之友联谊会成立而作
我为什么收了这个徒弟？
我在传帮带工作中的一点体会
勤学苦练自强不息
难忘的天津观众
谈文戏出国
直到花间始见人
    ——从科隆世界戏剧节归来有感
三国戏在日本
第二次赴港演出有感
怎样锻炼保护嗓子
祝贺印度文化代表团的演出
给富连成社80周年诞辰纪念大会的发言信
推陈出新振兴京剧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
戏剧艺术与精神文明建设
向钢都人民致谢，向钢都观众求教
谈邮票上的京剧脸谱艺术
在袁世海从艺60周年纪念活动开幕式上讲话
在袁世海从艺60周年纪念活动闭幕式上讲话
舞台生活60年抒情
一心一意跟党走
以身许党
得之不喜失之不忧
磨砺球艺贵在严
    ——袁世海评球
球艺与戏理
我感受到的“精、气、神”
我像一名剧场的观众
掌声如雷传友谊
想起少年学艺时
    ——袁世海评球
夸妻
    下篇
谈《群·借·烧·华》中曹操与关羽的修改和表演
谈《龙凤呈祥》中《芦花荡》一折张飞的创作和表演
谈《九江口》的剧本与表演的艺术创作
谈《群英会》盗书一折及《空城计》等剧目的修改
传帮带工作很重要
京剧架子花脸艺术及如何继承与发展
武汉讲学感想
谈表演不同人物的不同台步的出场
旧社会学戏难兼谈基本功训练
分析《黑旋风李逵》“下山”一场表演谈手眼身法步的运用
深入浅出剖析京剧艺术的表演，培养中青年观众欣赏力
向晋剧学习兼谈京剧运用程式动作的目的性
京剧艺术漫谈（一）
京剧艺术漫谈（二）

Page 4



《袁世海艺术论谈文集》

山西讲课后和学生们对话
跟上时代，优秀剧目也要不断继承发扬、推陈出新
    ——《霸王别姬》的修改
《霸王别姬》剧本的重新整理与艺术处理
谈《李七长亭》
架子花脸的发展和创新
    ——《青梅煮酒论英雄》中的念白和《李逵探母》中葬母唱段的编创
全面介绍解析《李逵探母》的唱做念表演
简介架子花脸主要唱段的唱腔创作及演唱
给中国台湾学生何国栋讲解《西门豹》
北京师范学院首届《水浒》研究会的讲话
谈对继承发扬的认识
在贵州老年大学讲话
在北京文艺台和听众的对话
在北京电台的讲话
在《小喇叭》节目对少儿讲话及与主持人谈“流派、技巧、别姬”
日本友人访问
改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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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识才 爱才 扶才——怀念马连良先生 时光飞逝，曾经活跃于20年代到60年代京剧舞台上的著
名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然而，先生在舞台上那柔润动听的声音、巧俏自如
的唱腔、飘逸潇洒的表演以及严整洁净的台风，至今尚清晰地刻印在观众的心中。他所创造的马派艺
术，依然活跃在80年代的舞台。 我是从青少年时代就受马先生提携的晚辈，后来又多年与他合作，我
怎能不为他精湛的艺术得以传承而高兴，而欣慰！欣慰之余也就更添一层深切的怀念之情。 我怀念马
先生相信党、依靠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毅然从香港回来投身革命事业的精神；怀念他忠于京剧事
业，为京剧的发展而燃烛献身的品德；怀念他对艺术勇于创新、求精、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尤其使
我怀念和难忘的是马先生继承发扬了前辈们善于识才、真心爱才、敢于用才的高尚情操。 马先生自己
在青少年时期就曾受到善识千里马的著名京剧艺术家、教育家萧长华先生的苦心教海，出科后义得蔡
荣贵先生的辅佐、协助，终于屹立于京剧艺苑，跻身于“四大须生”之中。可贵的是，成名后的马先
生义将这颗培养人才的炙热的诚心，奉献给了青年一代。 1937年，马先生看了张君秋与雷喜福合演的
《审头刺汤》，发现还在学习期间的君秋是位才华出众、有潜力、有前途的青年，便毫不顾忌论资排
辈的社会风气，破格约请君秋合作，携他在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这件事在今天也许不足为奇，但在
近五十年前，如此一位名噪南北的大演员，敢于选巾一名初出茅庐的后辈为二牌旦角，就非同寻常了
。这次演出不仅使年轻的君秋从此在舞台上大展其才，而且也足见马先生对人才看得准、爱得真、用
得好。 叶盛兰18岁刚出科时，马先生也对他破格重用。当时马先生与梅兰芳先生同赴上海合演，前辈
名小生程继先、姜妙香先生均在班中，马先生还是让盛兰随行，让他配演周瑜等角色。 马连良先生对
我的提携就更使我终生难忘。我第一次给马先生配戏，还是刚14岁在富连成科班学艺的时候。科班演
堂会戏，主家约请马先生在中间串演一场《黄金台》。由于情况有变，戏中太监伊立的角色一时无人
饰演。救场如救火，叶春善师傅决定由我替演。当时，我的心情特别激动。义有几分担心，怕万一陪
衬不严，使戏减色，会被这位驰名南北的大师兄看不起⋯⋯可是，从上场前的对戏起，我的顾虑就全
打消了。马先生不但态度和蔼可亲，而且认真做念，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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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袁世海艺术论谈文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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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能学习到很多
2、印刷、装帧的都不错，就是跟D走的空口号多了些
3、听袁老详细讲述当年的创作过程，很过瘾
4、袁世海的花脸艺术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收录了一些袁老对艺术的见解，值得收藏！
5、第一次见到老海先生这么集中的一本论集，很有价值。
6、书中所收的一些篇目是袁老的讲话整理稿，从文字中可以感受到老先生讲话的风格，挺有意思的
。不同时期的文章和讲话集结在一起，难免有内容上的重复，不过料也还是挺多的。美中不足是整理
稿在一些人名戏名上出现错别字，明显是按音找字，未作基本功课。想来袁菁虽是袁老的女儿，但还
是对戏里的事儿不太熟。
7、书很厚，内容很丰富，票友和专业演员看完都很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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