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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孟小冬》

前言

戏剧家马彦祥在《悼念梅兰芳先生》一文中说：“作为一位戏曲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对于京剧旦
角表演艺术的巨大贡献，可以说是前一代和同代所有的旦角所难以比拟的。他不仅是一位京剧旦角传
统表演艺术的优越而忠实的承继者，而且是一位天才的革新者、创造者。在他的五十四年的舞台实践
中，他不断地为京剧旦角的表演艺术开辟新的道路，使旦角艺术在三十余年来的京剧舞台上，焕发着
灿烂的光辉。”这段话简明扼要地点出了梅兰芳在京剧艺术方面的成就与地位。确实，自京剧诞生以
来，长期是由老生行执牛耳的。从最早形成期的“老生三鼎甲”：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到成熟
期的“新老生三鼎甲”：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都是以“老生”为天下，他们代表了当时京剧表
演艺术的最高水平，其他行当的表演尽管也都各有所长，但均无法与之抗衡。而一直要到梅兰芳的出
现，旦角在他不断地改进、创新、丰富之下，才从“附庸”而蔚为“大国”，终至独领风骚，梅兰芳
诚功不可没也。当年在《戏剧月刊》上，就有论者张肖伦指出，在老生衰落、后继无人的情况下，“
畹华乘时崛起，称雄菊部，乃执伶界之牛耳，国内观者亦群焉，注目于梅伶一身。诚所谓时令造成梅
兰芳，亦梅兰芳所以造成今日梨园之新局也。畹华十余年，悉心努力制作新剧，率以旦角为主，而厕
生净丑末于绿叶扶持之列。畹华旦角之声价，更十倍于昔”。时势造英雄，梅兰芳的出现，正赶上由
老生行领衔向青衣行领衔的过渡。而梅兰芳的脚步，与整个京剧艺术的发展节律正好同步，这不能不
说是历史的造就。就如同当时的剧评家苏少卿所言：“‘女主’临朝，乾纲乃衰。”旦角在谭鑫培、
王瑶卿之后，终于脱颖而出。何以能如此呢？许姬传在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的按语中，提出
他的看法，说：“民国以后，大批的女看客拥进了戏馆，就引起了整个戏剧界急遽的变化。过去是老
生、武生占着优势，因为男看客听戏的经验，已经有他的悠久的历史，对于老生和武生的艺术，很普
遍的能够加以批判和欣赏。女看客是刚刚开始看戏，自然比较外行，无非来看个热闹，那就一定先要
拣漂亮的看。像谭鑫培这样一个干瘪老头儿，要不懂得欣赏他的艺术，看了是不会对他发生兴趣的。
所以旦的一行，就成了她们爱看的对象。不到几年工夫，青衣拥有了大量的观众，一跃而居于戏剧界
里差不离的领导的地位，后来参与进来的这一大批新观众也有一点促成的力量的。”其实，在民国以
降，社会风气逐渐开放，女性受教育者愈来愈多，她们从家庭迈人了公共场所，获得了更多的阅读能
力和娱乐的余暇。戏院里的女性观众与传统的推重老生的观众相比，更爱看独具阴柔之美的旦角。学
者贾佳更从媒体的角度观察到，1928年到1937年间，北平的杂志如《剧学月刊》、《北洋画报》等的
捧旦文化，也助长了这种风气。在这之前，报刊的剧评风气还没有展开，就如同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
首演《穆柯寨》时说：“这许多观众的口头宣传，是有他们的力量的。”当时还是靠着“口耳相传”
，但那力量毕竟还是有限的。随着报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变化悄然发生：旦角成为报纸、杂志捧角
的重点，剧评的风气起来了，报纸、杂志催生并承载了新的捧角方式。于是旦角明星化了，而梅兰芳
适时成为其中最为耀眼的那颗明星。例如在1927年6月20日，《顺天时报》在第五版上刊登了一则“征
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的启事。启事说，为鼓吹新剧，奖励艺员，举行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
票。在投票规定中，注明名伶为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徐碧云五人，要求从这五人所演
新剧目中选出最佳者各一出。选举结果，梅兰芳当选剧目为《太真外传》，尚小云当选剧目为《摩登
伽女》，荀慧生当选剧目为《丹青引》，程砚秋当选剧目为《红拂传》，徐碧云当选剧目为《绿珠》
。因为五大名伶皆为旦角演员，故而又称“五大名旦”。后来因徐碧云较早地离开了舞台，于是成为
“四大名旦”，而梅兰芳居“四大名旦”之首。十年间，梅兰芳一步一个脚印地奋力向上攀登着，直
到被媒体冠以“四大名旦”之首，可说是他登上了艺术生涯的巅峰。他享誉大江南北，成为梨园内外
公认的伶界大王。梅兰芳之所以能够在众旦角中独领风骚，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创造了旦角行当的
新生命。梅绍武曾这样总结他父亲梅兰芳一生在京剧上的改革，说他把“青衣”、“花旦”、“闺门
旦”、“刀马旦”等演技融于一体，开创了戏路宽阔、刚柔并济的“花衫”行当。“天南海北吐芳华
”，说不尽的《霸王别姬》，说不尽的《太真外传》，更是说不尽的梅兰芳！梅兰芳为一代京剧大师
，极富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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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孟小冬》

内容概要

《梅兰芳与孟小冬》讲述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菊坛的一件大事就是易弁而钗的“伶界大王”梅兰芳
与女扮男装的“头号坤伶”—孟小冬，因舞台合作而戏假情真地谱出了恋情。虽然最终证明那仅仅是
短暂的露水姻缘，但“梅孟之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梅兰芳的人生走向，而对孟小冬而言，甚至可
以说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蔡登山先生细述了这一段良人美眷的
缱绻佳话，为这注定没有结果的梨园往事感叹不已。另着墨于梅兰芳与其舞台旧友及一众“戏口袋”
、“钱口袋”的结缘交流，为读者拾得一段曲艺名人的生活旧影。全书选取了大量梅兰芳、孟小冬及
其家人朋友的生活照和戏剧照一百余张，弥足珍贵。《梅兰芳与孟小冬》与电影大片《梅兰芳》（黎
明饰梅兰芳，章子怡饰孟小冬）同期推出，并与中影电影集团公司签约拿到第一手的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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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孟小冬》

作者简介

蔡登山，1954年生，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视台编剧，沉迷于电影和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
年。拍摄的系列记录片《作家身影》（包括张爱玲、钱锺书和沈从文等十三位），曾荣获台湾1999年
教育文化电视金钟奖，自2002年起筹拍系列记录片《大师身影》（包括胡适、鲁迅和陈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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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孟小冬》

书籍目录

天南海北吐芳华：说不尽的梅兰芳（代序）难遣人间未了情——梅兰芳与孟小冬的一段情金屋藏娇突
惊变：1927年的情杀命案广陵绝响埋玉魂：孟小冬成为杜月笙的五姨太从来剧艺有渊源  谭鑫培·余叔
岩·孟小冬曾是瑜亮终扬镳：梅兰芳与余叔岩故人逝去情依旧：许姬传眼中的梅兰芳尽将舞态上氍毹
：梅兰芳的“戏口袋”之一——齐如山别谱新声配梅郎：梅兰芳的“戏口袋”之二——黄秋岳和李释
戡仗义疏财为梅郎：梅兰芳的“钱口袋”冯耿光《霸王别姬》成经典：梅兰芳与杨小楼的完美演出梅
欧阁里传佳话：张謇·梅兰芳·欧阳予倩尽道人间几度闻：梅兰芳的访美之行记曾吹笛伴梅边：梅兰
芳的访苏之行八载留须罢歌舞：梅兰芳的蓄须明志

Page 5



《梅兰芳与孟小冬》

章节摘录

插图:天南海北吐芳华：说不尽的梅兰芳戏剧家马彦祥在《悼念梅兰芳先生》一文中说：“作为一位戏
曲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对于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巨大贡献，可以说是前一代和同代所有的旦角所
难以比拟的。他不仅是一位京剧旦角传统表演艺术的优越而忠实的承继者，而且是一位天才的革新者
、创造者。在他的五十四年的舞台实践中，他不断地为京剧旦角的表演艺术开辟新的道路，使旦角艺
术在三十余年来的京剧舞台上，焕发着灿烂的光辉。”这段话简明扼要地点出了梅兰芳在京剧艺术方
面的成就与地位。确实，自京剧诞生以来，长期是由老生行执牛耳的。从最早形成期的“老生三鼎甲
”：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到成熟期的“新老生三鼎甲”：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都是以“
老生”为天下，他们代表了当时京剧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其他行当的表演尽管也都各有所长，但均
无法与之抗衡。而一直要到梅兰芳的出现，旦角在他不断地改进、创新、丰富之下，才从“附庸”而
蔚为“大国”，终至独领风骚，梅兰芳诚功不可没也。当年在《戏剧月刊》上，就有论者张肖伦指出
，在老生衰落、后继无人的情况下，“畹华乘时崛起，称雄菊部，乃执伶界之牛耳，国内观者亦群焉
，注目于梅伶一身。诚所谓时令造成梅兰芳，亦梅兰芳所以造成今日梨园之新局也。畹华十余年，悉
心努力制作新剧，率以旦角为主，而厕生净丑末于绿叶扶持之列。畹华旦角之声价，更十倍于昔”。
时势造英雄，梅兰芳的出现，正赶上由老生行领衔向青衣行领衔的过渡。而梅兰芳的脚步，与整个京
剧艺术的发展节律正好同步，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造就。就如同当时的剧评家苏少卿所言：“‘女主
’临朝，乾纲乃衰。”旦角在谭鑫培、王瑶卿之后，终于脱颖而出。何以能如此呢？许姬传在梅兰芳
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的按语中，提出他的看法，说：“民国以后，大批的女看客拥进了戏馆，就引
起了整个戏剧界急遽的变化。过去是老生、武生占着优势，因为男看客听戏的经验，已经有他的悠久
的历史，对于老生和武生的艺术，很普遍的能够加以批判和欣赏。女看客是刚刚开始看戏，自然比较
外行，无非来看个热闹，那就一定先要拣漂亮的看。像谭鑫培这样一个干瘪老头儿，要不懂得欣赏他
的艺术，看了是不会对他发生兴趣的。所以旦的一行，就成了她们爱看的对象。不到几年工夫，青衣
拥有了大量的观众，一跃而居于戏剧界里差不离的领导的地位，后来参与进来的这一大批新观众也有
一点促成的力量的。”其实，在民国以降，社会风气逐渐开放，女陛受教育者愈来愈多，她们从家庭
迈入了公共场所，获得了更多的阅读能力和娱乐的余暇。戏院里的女性观众与传统的推重老生的观众
相比，更爱看独具阴柔之美的旦角。学者贾佳更从媒体的角度观察到，1928年到1937年间，北平的杂
志如《剧学月刊》、《北洋画报》等的捧旦文化，也助长了这种风气。在这之前，报刊的剧评风气还
没有展开，就如同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首演《穆柯寨》时说：“这许多观众的口头宣传，是有他们的
力量的。”当时还是靠着“口耳相传”，但那力量毕竟还是有限的。随着报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变
化悄然发生：旦角成为报纸、杂志捧角的重点，剧评的风气起来了，报纸、杂志催生并承载了新的捧
角方式。于是旦角明星化了，而梅兰芳适时成为其中最为耀眼的那颗明星。例如在1927年6月20日，《
顺天时报》在第五版上刊登了一则“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的启事。启事说，为鼓吹新剧，奖
励艺员，举行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在投票规定中，注明名伶为梅兰芳、尚小云、苟慧生、程
砚秋、徐碧云五人，要求从这五人所演新剧目中选出最佳者各一出。选举结果，梅兰芳当选剧目为《
太真外传》，尚小云当选剧目为《摩登伽女》，苟慧生当选剧目为《丹青引》，程砚秋当选剧目为《
红拂传》，徐碧云当选剧目为《绿珠》。因为五大名伶皆为旦角演员，故而又称“五大名旦”。后来
因徐碧云较早地离开了舞台，于是成为“四大名旦”，而梅兰芳居“四大名旦”之首。十年间，梅兰
芳一步一个脚印地奋力向上攀登着，直到被媒体冠以“四大名旦”之首，可说是他登上了艺术生涯的
巅峰。他享誉大江南北，成为梨园内外公认的伶界大王。梅兰芳之所以能够在众旦角中独领风骚，很
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创造了旦角行当的新生命。梅绍武曾这样总结他父亲梅兰芳一生在京剧上的改革
，说他把“青衣”、“花旦”、“闺门旦”、“刀马”等演技融于一体，开创了戏路宽阔、刚柔并济
的“花衫”行当。其实，应该说旦角的创新始于更早的、人称“通天教主”的王瑶卿。王瑶卿（188
—1954），本名瑞臻，字稚庭，号菊痴。原籍江苏清江，生于北京。出身剧艺世家，父亲王绚云是同
光年间的昆曲名旦，母亲是老三庆班老旦郝兰田之女。王瑶卿9岁由田宝林开蒙学青衣，后在三庆班
从崇富贵练武功。12岁拜谢双寿为师，又从张芷圣学青衣，从杜蝶云学刀马旦。14岁人福寿班，开始
登台演出。先后与谭鑫培、杨小楼等合作，与谭合演《南天门》、《汾河湾》、《珠帘寨》、《牧羊
卷》、《金水桥》等戏，珠联璧合，有“梨园汤武”之称。当年王瑶卿以珠玉歌喉，名震一时。他擅
长之戏尤多，尤其在青衣界独创一格，打破“青衣”、“花旦”之界限，以“花旦”之做表身段，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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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孟小冬》

“青衣”之呆板，令观者耳目一新。学者刘彦君就指出：“王瑶卿是皮黄‘后三鼎甲’活动的后期，
青衣行当内承前启后的一位关键人物。承前，是说他从著名前代青衣陈德霖那里，继承了昆曲经二百
年的历史而积累下的丰厚学养；启后，则是说他开启了后来的梅兰芳变革青衣行当的历史先河。在和
当时的皮黄元老：大艺术家谭鑫培多年同台演出的过程中，王瑶卿将谭最重要的艺术品质之一：极强
的创造性，潜移默化地学到了手。他立志改革青衣戏路，率先注意吸收了花旦行当里的表情与动作，
大大丰富了青衣的演技。他对皮黄青衣行当的最大贡献，是改革了传统青衣‘抱着肚子傻唱’的沿袭
模式，兼顾了表情、身段，把青衣、花旦和刀马旦的表演有机地融为一体，创造了‘花衫’这一新的
旦角行当，被戏曲理论家徐凌霄先生在《京师老伶工近况》中誉之为‘非青衣、非花旦，卓然自成一
宗’。”梅兰芳与王瑶卿两家原有通家之好，王瑶卿的父亲王绚云和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当年同在四
喜班演戏，有着很深的交情；王瑶卿与谭鑫培合作演出时，琴师是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三人同台献
艺，人称“三绝”；王瑶卿与梅兰芳的父亲梅竹芬也是莫逆之交。梅兰芳曾回忆他同王瑶卿的师承关
系说：“我的《虹霓关》、《樊江关》、《汾河湾》一路戏，都宗的王大爷一派，二本《虹霓关》不
用说了，《汾河湾》是我老看他的表演，不知不觉地就学会了。有一天，我伯父带我到王家，要我向
他烧香磕头，正式拜师。王大爷很干脆地冲着我说：‘论行辈，我们是平辈，咱们不必拘形迹，还是
兄弟相称，你叫我大哥，我叫你兰弟’。我伯父跟他交往最密，知道他的个性爽朗，不喜客套，也就
恭敬不如从命地依了他的话。所以，我们虽有师徒之分，始终是兄弟相称的。”王瑶卿除在表演方面
创新外，还创新了服饰，如蛮靴、长方靠旗等。他讲究音韵，京白之美也为京中第一人。梅兰芳当年
的京白，就是学王瑶卿的。后来梅兰芳编排新剧，改良化装独树一帜，均受到王瑶卿的影响。梅兰芳
自己也说：“青衣这样的表演形式相当长久，首先突破这藩篱的是王瑶卿先生，他注意到表情与动作
，演技方面才有了新的发展，可惜王大爷正当壮年就‘塌中’（按：演员在中老年时期，由于生理关
系，发生失音现象，完全不能歌唱，叫做塌中）了。我是向他请教过而按他的路子，来完成他的未竞
之功的。”梅兰芳对于青衣行当的改革，是在继承传统手法的基础上，通过渐变的方式，慢慢改变舞
台上的表演程式与习惯动作。他在《梅兰芳文集》中说，他“不喜欢把一个流传很久而观众已经很熟
悉的老戏，一下子就大刀阔斧地改得面目全非，让观众看了不像那出戏。这样做，观众是不容易接受
的”。即使是一个面部化妆的改革，也“首先必须考虑到戏曲传统风格的问题”。因此他反对“矫枉
过正”的做法。他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说：“演员在表演时都知道，要通过歌唱、舞蹈来传达角
色的感情，至于如何做得恰到好处，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往往不是过头，便是不足。这两种
毛病看着好像一样，实际大有区别。拿我的经验来说，情愿由不足走上去，不愿过了头返回来。因为
把戏演过头的危险性很大，久而久之，你就会被台下的掌声所陶醉，只能向这条歪路挺进，那就愈走
愈远，回不来了。”后来他把这贯彻一生的原则，准确清晰地概括为：“移步不换形。”民国初年的
两次上海演出，让梅兰芳感受到许多新的事物，他也看了上海流行的京剧时装新戏，甚至话剧，于是
更坚定了他要改革京剧的信念。他寻思着：“如果直接采取现代的时事，编成新戏，看的人岂不更亲
切有味？收效或许比老戏更大。”他回忆说：“等第二次打上海回去，我就更深切地了解了戏剧前途
的趋势是跟着观众的需要和时代而变化的。我要走向新的道路上去寻求发展。”于是他创造出许多的
“时装的”、“古装的”新戏，他的时装戏《一缕麻》中林纫芬的造型曾屡屡见诸报端。但尽管如此
，时装戏并没有像他的古装新戏那样引起广泛的共鸣。穿着新创制的古装载歌载舞，已不同于传统的
剧目，它不仅要在“听”戏上，更要在“看”戏上带给观众满足与享受。因此他从服装、舞姿、表情
、手势，无一不向着美观、准确、细腻、传神的方面发展。在后来的十年间，北平的报纸、杂志曝光
率最高的是梅兰芳在古装新戏中的造型，如《天女散花》中的天女、《太真外传》中的杨玉环，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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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孟小冬》

编辑推荐

梅兰芳为一代京剧大师，极富盛名。《梅兰芳与孟小冬》就梅兰芳一生的某些片段及影响他至巨的友
朋，做一探讨。有为他编剧谋划演出的所谓“戏口袋”齐如山、黄秋岳、李释戡；有为他筹钱出国、
耗尽家财的“钱口袋”冯耿光；有提携他的忘年之交的实业家张謇；有纪录他一生事迹的贴身秘书许
姬传；有成就他《霸王别姬》经典名作的武生泰斗杨小楼；当然最精彩的是《梅兰芳传》等所从未道
即或一笔带过的“梅孟”之恋，甚至在梅兰芳“金屋藏娇”时，孟小冬的“粉丝”还因此酿成命案。
作者爬网文献，甚至查阅当年的报刊、戏曲杂志，试图还原当时的梨园情景，写出不一样的“伶人往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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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孟小冬》

精彩短评

1、电影与历史毕竟不同。电影是在历史的基础上“文艺化”了，“浪漫化”了。若不是看到了历史
的本来面貌，我是宁愿相信电影的结局。至少在我心里，那是完美，亦是归宿。
----事实上，现实比电影更感人，比小说更感人。
民国女子孟小冬，用现实最伟大的“浪漫”诠释了她的爱情。不是“我愿意等来他一个下午，一个钟
头，一分钟。。。”而是在晚年生涯，将梅兰芳的相片在家中设立灵位供奉，朝暮以对，愿得此生相
守。
2、扒故纸堆的那种，引用他人的话太多，很少有作者自己所得及见识。书名显然是当时迎合《梅兰
芳》上映的市场状况，其实只是书的一小部分内容，整个是关于梅兰芳与其几个相关重要人物交往的
。这种书作者攒了不少，比如鲁迅、胡适的。
3、我以为只是讲梅孟两个人的，其实不是
4、该书以不同于电影《梅兰芳》的叙事模式描述了梅孟恋情的真相，其中“难遣人间未了情——梅
兰芳与孟小冬的一段情”“金屋藏娇突惊变：1927年的情杀命案”“广陵绝响埋玉魂：孟小冬成为杜
月笙的五姨太”，让人读后感叹不已，深为梅孟这段露水姻缘扼腕叹息⋯⋯  同时作者还叙述了梅兰
芳与齐如山、冯耿光等人的交往，从中可以窥探梨园大师的成就之路。  值得一阅，大量的珍贵照片
，丰富的史料佐证
5、书中有很多珍贵的照片，不错！
6、京剧还蛮有讲究的
7、此书不错，正好看完电影以后，好好阅读一下，增长知识，感觉比电影来的有深度。。。
8、刚刚买了这本书，7折左右吧，发现又降价了。在这里给大家做个参考。
9、美好的感情总是很短,也许只有这样才让人回味.
10、天时地利人和
11、= =对于传记并没有什么爱，不过还是努力在看了，至于好坏我实在难以评价，不过实在是有太多
不太明白的字词了啊
12、她有过那样一段情.
13、看完电影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就买下这本书看完之后却有点说不上来的失望可能是我自己买之前没
看清楚本书的书写重点如果想看当年那段故事详细描述的朋友还是绕过这本书吧
14、看了孟小冬本人的照片，那真的是有种巾帼之气节，但也不是女子之温柔甜美，这样的女子，谁
都会爱她。可是电影里面的场景却被子怡同学糟蹋到低谷。似乎只不过是一个小三儿而已，没有什么
特别之处。冬皇的气质全然没有，在小院子里被梅妻整的末路英雄一般。有点掉架子。不过终究是人
，难逃情网。梅是，孟也是。不过这女子多少有些脱俗。凯歌导演没有诠释好。做观众的也就不多言
了。所以书籍比电影更吸引人。记得这么一句：梅兰芳喜欢孟小冬。真的喜欢。
15、这书我看了，不仅仅讲梅孟恋，还有梅兰芳其他东西，不错。
16、曾经看过一本叫[梅兰芳]，这本没有那本好看。
17、爱恨情仇，瞬间韶华！
18、书的质量很好,内容一般,写的比较客观,但不是很具体
19、瞎看的
20、本来是去感受梅孟的绝世恋情，这本书却成了资料的堆砌，枯燥乏味，不知所云
21、梅兰芳和孟小冬可说的事，就只那一点，拟一个两人并列关系的书名，说了一堆两人各不相干的
艺术生涯。
22、流 美
23、别人的生活
24、此书名曰梅兰芳与孟小冬，实则两人所占篇幅极少，基本上都是围绕梅大师叙述的，忽悠人啊！
25、块状凌乱
26、大家多，大家后面de角儿就更多了
27、浦东图书馆借。
28、传记 补充
29、关于梅兰芳的书，目前出了不少，我也看了不少。但不少地方仍有雾里看花的感觉。蔡登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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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孟小冬》

梅兰芳与孟小冬》让我眼前一亮。令人扼腕的“梅孟恋”，梅兰芳与他的“戏袋子”、“钱袋子”的
交往等等细节都值得品味咀嚼。个人觉得，这是一本好书，绝不逊色于章诒和的《伶人往事》。
30、此书很不错，很有内容和质感。。。黄山书社还有类似《谈梅兰芳》、《梅兰芳与齐如山》，同
样值得一看。
31、帮我姐买的，她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孟小冬吧，想要八卦一下，找本书读读，我帮她挑了这本，因
为比较便宜，内容实在，实话说书我没见到，写这段评论是为了赚积分，大家请忽略我。
32、令人失望
33、作者考证很严谨，每个故事都附有史料记载，不会穿凿附会
34、关于孟小冬只是其中一小章，本书讲了梅兰芳身边很多其他人的故事，比如齐如山。蔡先生的考
证功夫的确很让人钦佩，每个故事都有史料记载。
35、重新还原了历史，真的很喜欢
36、看电影之前先把这书看看，不过这和电影上有点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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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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