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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梅兰芳》

内容概要

《非常梅兰芳》以作者在央视“百家讲坛”所作名为《梅兰芳》讲座为基础整理润色而成，对梅兰芳
的成长经历、成名原因、性格修养、国际影响、艺术成就和情感纠葛等一一进行阐述，视野开阔，情
节跌宕，分析精当，为读者呈现出一位爱憎分明、痴迷艺术、儒雅谦和，在艺术上取得伟大成就的艺
术大师的丰满形象。
全书精选梅兰芳不同历史时期精彩剧照及生活照一百多张，将梅兰芳精彩纷呈、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以更直观的形式展示出来，能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这位艺术大师及其创作的经典艺术形象。
作者出身票友世家，与梅兰芳及孟小冬的家人和朋友接触很多，掌握了大量不为外界所知的第一手资
料，以独到的视角还原了真实的梅兰芳，资料独家，视角独特，披露了有关梅孟往事的真实相关背景
。《非常梅兰芳》以作者在央视“百家讲坛”所作名为《梅兰芳》讲座为基础整理润色而成，对梅兰
芳的成长经历、成名原因、性格修养、国际影响、艺术成就和情感纠葛等一一进行阐述，视野开阔，
情节跌宕，分析精当，为读者呈现出一位爱憎分明、痴迷艺术、儒雅谦和，在艺术上取得伟大成就的
艺术大师的丰满形象。作者将学术的严谨与电视讲座的生动完美结合，能使读者在轻松阅读中全面了
解梅兰芳及其代表的京剧艺术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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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翁思再，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文化发展中心顾问、《新民
晚报》高级记者、剧作家。青年时期曾在吉林驻军文工团任京剧演员和创作员。1980年代初进入《新
民晚报》，是复刊初时的业务骨干之一，担任过文化部负责人、驻北京记者站站长、特稿部副主任，
曾获中国新闻奖和全国晚报好新闻奖。剧作有京剧《大唐贵妃》《玄奘出关》，越剧《道观琴缘》《
新三笑》和舞剧《杨贵妃与谢阿蛮》等。写作或编著的学术作品有《京剧丛谈百年录》《余叔岩传》
《余叔岩研究》《两口二黄》等，是《京剧大百科全书》京剧音韵系列目的撰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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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祖师爷不赏饭”的平庸少年第二讲  一代名伶是这样炼成的第三讲  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
第四讲  “东方维纳斯”的“样”第五讲  艺术遗嘱：“移步不换形”附录  梅兰芳：要善于辨别精粗美
恶  梅兰芳：怎样保护嗓子  叶秀山：论艺术的古典精神    ——纪念艺术大师梅兰芳  翁思再：我所知道
的梅孟往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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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讲 “祖师爷不赏饭”的平庸少年梅兰芳，一个响亮的名字。提起他，大家马上会联想到京
剧。现在，人们已经约定俗成地以梅兰芳来代表京剧。京剧是中国的国剧。晚清以来，无论政权如何
更替，社会如何变迁，当政者无不倡导国剧。这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戏曲艺术，绵延千年，发展到京剧
而成为集大成者。我们作为中国人，就应该了解自己的国剧，也应该了解作为国剧代表人物的梅兰芳
。大家一定想了解，梅兰芳当年到底有多大的魅力？他引起了多大的轰动，又赢得了怎样的尊重？我
举一个例子。1949年6月下旬，北京，当时叫北平，已经解放了。为了参加第一届文代会，梅兰芳从上
海坐火车，回到他的发祥地北平。前来欢迎的主要是京剧界的同行，其中有尚小云、苟慧生、谭富英
、萧长华、裘盛戎、袁世海等，他们早早来到火车站等候。当时的北平火车站在前门，属于闹市区。
京城市民本来就爱凑热闹，这时一下子看到这么多大腕，人群就越聚越多。一打听，这些大腕是来接
梅兰芳的，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前门车站，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
不通，使得现在的天安门南面，前门东西大街和大栅栏一带，交通堵塞了。梅兰芳一出站台，就听得
四周群众的欢呼声：“欢迎梅兰芳！欢迎梅先生！”“梅先生，您终于回来了，想死我们啦！”简直
是山呼海啸。围观的人群，使得梅兰芳寸步难行。这时接站的梨园界人士中，走出两位武艺高强的人
，一位是著名武生演员李少春，一位是著名武丑演员叶盛章，他们挤到前面来为梅兰芳开道。梅兰芳
一边频频挥手致意，一边艰难地挤出去，走向他的汽车。据京剧界的老人说，当时前门一带老百姓自
发欢迎梅兰芳的热闹场面，甚至不亚于欢迎解放军进城的盛况。这件事，后来有人汇报给毛主席了。
过了几天，梅兰芳为第一届文代会演出，毛主席上台接见时，风趣地对梅兰芳说：“梅先生，你的名
气比我大呀！”为什么梅兰芳有这么大的名气？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他，拥护他？梅兰芳是怎么造就
的？我们应该怎样欣赏和理解梅兰芳的艺术？要想了解这些，我们有必要从他的家世和从艺之路讲起
。一、被师傅炒鱿鱼梅兰芳1894年生于北京，籍贯是江苏泰州。据确切的文献记载，梅兰芳的曾祖父
梅鸿浩于道光年间曾做过安徽怀宁县的知县，祖父梅芳，艺名梅巧玲，号慧仙，是京剧史上一位具有
开创意义的名旦。梅巧玲的艺名是怎么来的呢？在同治、光绪年间，出现过许多描绘皮黄艺术的诗句
，其中有一句竹枝词很流行，叫做“天子亲呼胖巧玲”。据说，梅芳身材很胖，却不失灵巧，皇帝爱
看他的戏，称赞他“胖、巧、灵”，叫得顺口了，就成了一个艺名“胖巧玲”。“胖巧玲”姓梅，后
来大家就称他为梅巧玲。梅巧玲和当时京剧界其他十二位名伶，并称“同光十三绝”。或许大家会以
为，梅兰芳有梅巧玲的遗传，本人后来又是如此风靡，那么他小时候或许是个“天才少年”吧？这里
我要告诉大家：以演员的标准来看，梅兰芳小时候不算漂亮，也不够灵敏。甚至最初学戏时，被师傅
炒了鱿鱼，差点学不下去。这件事被梅兰芳明确记录在他的著作《舞台生活四十年》里。书中说，小
时候的梅兰芳学戏条件不好，可用八个字来概括：“言不出众，貌不惊人。”梅兰芳也没有天生佳嗓
。他小时候，嗓子没出来，听上去声音不亮，也不宽，条件很一般。旦角演员的理想脸型，不能见棱
见角，轮廓线条要柔和，最好是瓜子脸，或者是鹅蛋形的。可是这两条梅兰芳都挨不上，小时候他基
本上是一张圆脸，或者是介乎圆脸和国字脸之间。至于五官，作为演员来讲，眼睛是最重要的。因为
五官中眼睛的表现力最强，是可以传神的。我们有时候听观众评价演员，说谁的表情好，谁的脸上不
会做戏，其实这里的区别，往往就在于一双眼睛。可是梅兰芳小时候，恰恰就是眼睛不行。他是单眼
皮，眼皮下垂，还是近视眼，眼珠转动不灵活，有时还会迎风流泪，这就更谈不上眼睛有没有神啦。
要是放在今天，梅兰芳去考戏校的话，第一关体检他就会因为近视眼而通不过。很可惜，像“梅兰芳
考不取戏校”这一类的事情，如今还在现实生活中反复出现，以至于我们往往要“礼失而求诸野”。
然而，近视眼还不是梅兰芳最致命的缺点。最糟糕的是梅兰芳行事反应迟钝，比一般人慢半拍。而且
他不擅言辞，笨嘴拙舌。演员吃的是“开口饭”，师傅总希望徒弟伶牙俐齿，反应灵敏，可梅兰芳不
行。对梅兰芳这种性情，怎么描绘呢？有一个词叫做“木讷”，北京话里比较接近这个意思的，大概
叫做“蔫儿”。言不出众，貌不惊人，还不够灵敏，这样的孩子，学戏是比较难的。梅兰芳八岁时，
他的伯父梅雨田请一位姓朱的师傅到家里来教戏。这位朱师傅是著名小生演员朱素云的哥哥，家学渊
源。他来到梅家后，看梅兰芳这副样子，这条嗓子，觉得有点失望，可他还是努力教了一段时间。学
戏时，梅兰芳领会得比较慢。师傅教的是基础戏，一句一句地，教了好几遍，梅兰芳还是唱不下来。
这些都是老腔老调，外面很流行，照理你出身梨园世家，熏也该熏会了呀，可是梅兰芳不行，既没有
“熏”得会唱，也没能一下子学会。朱师傅着急呀，骂呀，甚至抄起戒尺打小屁股，都没什么用。时
间一长，朱师傅就没有耐心了。他瞅着梅兰芳说：“裙姊呀，祖师爷不赏饭啊！”梅兰芳当时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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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艺名，他姓梅名澜，字畹华，小名裙姊。因此师傅叫他裙姊。中国戏曲起源干唐朝，唐玄宗李隆基
在梨园里办戏班，自己会打鼓，后代戏班里的人都自称梨园子弟，尊奉唐玄宗，也就是唐明皇李隆基
为祖师爷。所谓“祖师爷赏饭”，就是说你有天赋，唱戏有前途。反之，祖师爷不赏饭，就是说你没
有当角儿的条件。朱师傅说了“祖师爷不赏饭”这句话后，就向梅雨田辞了工，从此再也不肯来教梅
兰芳了。那个时代，徒弟拜师，是要立下契约的，满师后若干年，三年，五年，甚至七年，演出收入
全部归师傅。师傅教出角儿来，将来自己收入就高，如果孩子教不出来，长大后只能在舞台上跑龙套
，那么师傅的几年工夫就白费了。因此，师傅们对于天赋好的学生，是要去发现，去争抢的。就像今
天炒股票一样，要善于发掘潜力股，投资成长股，对于垃圾股呢，当然要敬而远之啦。况且梅兰芳是
梅巧玲的后代，如果教不出来，师傅的牌子就会被砸掉啊。因此朱师傅辞工，情有可原。这就是梅兰
芳第一次学戏的遭遇，失败了。二、梨园宿命或许有人会问，天无绝人之路，梅兰芳为什么非要当演
员？他家里一定很有钱喽，既然不能学戏，那还不能去上学吗？就算不能读书做官，难道不可以去做
生意吗？梅家确实曾经有过钱。梅鸿浩当过县太爷怎会没钱？他后来到泰州开木雕铺，至少也是个小
业主。可是在十九世纪中叶，那里闹过“长毛”，是官军同太平军作战的战场，战火纷飞，民不聊生
。另外，泰州属于“里下河”地区，那个时期多次发生水灾，逼得老百姓流离失所，四处逃难。就这
样，人祸加上天灾，梅家衰败了，在逃难过程中还被迫卖掉了孩子。梅兰芳小时候看见家里祭奠祖先
时，梅家祖先牌位旁边有一个姓江的小牌位，这个姓江的家庭就是当初买下梅巧玲的。梅巧玲的母亲
带着三个孩子逃难到江南，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把梅巧玲卖了。梅巧玲这个姓江的养父是苏州人，起
先没有儿子，对他很好，后来续了弦，有了亲生儿子，从此梅巧玲的处境就不妙了，养母对他很刻薄
，养父就把他卖到戏班当学徒了。这里插叙一下梅兰芳的籍贯问题。我这里说梅兰芳的曾祖父名叫梅
鸿浩，同一般梅兰芳传记上的说法不同。我采信的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的说法。他在名著《中
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1年出版）中的“梅氏家系”一节里说：“梅鸿浩，兰芳．曾祖
父，外行（曾任怀宁县知县）。曹氏，鸿浩妻，扬州宦家女。”属于安庆地区的怀宁县，是京剧的重
要发源地之一，它的治所石牌镇有一种“石牌腔”，又名“吹腔”，后来演变为京剧声腔的重要组成
部分：二黄。怀宁和附近地区出过许多京剧名人，如程长庚、杨月楼、杨小楼以及叶氏家族（叶春善
、叶盛章、叶盛兰、叶世长等）、杨氏家族（杨朵仙、杨小朵、杨宝忠、杨宝森）等。梅兰芳的祖先
做过怀宁的父母官，可见这个家族同京剧的渊源了。我曾经见过梅兰芳在1913到1915年间，初到上海
演出时的宣传出版物，上面写梅兰芳是“安徽人”。此后披露梅兰芳籍贯信息的出版物是《舞台生活
四十年》，那已经是建国以后了。梅兰芳引用祖母的回忆说：“你曾祖在泰州城里，开了一个小铺子
，仿佛是卖木头雕的各种人物和佛像的。”1956年，梅兰芳曾经委托泰州有关部门为自己“寻根”。
当地找到一支有木雕经历的梅氏族谱，可是上面记载的梅巧玲父亲，并不是梅鸿浩。那么为什么梅家
认定自己是泰州人呢？我认为一种非常可能的情况是：梅鸿浩从安徽的官场上退下来后，来到夫人曹
氏的原籍泰州（当时属扬州府）安家，并做起生意来了。梅巧玲籍贯泰州无疑，然而究其祖籍，或许
应该是潘光旦所说的安徽官籍所在。当然，梅鸿浩当年也可能是从泰州游宦安徽，那么为什么1956年
泰州找出来的梅氏家谱，同梅鸿浩的名字、经历都对不起来呢？我在泰州演讲时，曾经希望当地的学
者深入调查，以期破解这个“梅兰芳祖籍”之谜。那年头家族衰败后，卖儿卖女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梅巧玲被卖到戏班后，初学昆曲，后来他辗转北上天津，再转到名演员罗巧福办的堂子：“醇和堂
”，学的应该是皮黄。梅巧玲很争气，戏学得非常好，很受观众喜欢。因此他从师傅的堂子里学戏期
满后，很快自立门户，创办“景和堂”。景和堂和醇和堂一样，当时被称作“堂子”，也叫“私寓”
。堂子里的弟子们既要学戏和演出，还要兼做陪酒的营生。在清代，这是许多少年男演员的一种副业
。当时不许女子登台演出，唱戏的都是男人，就使得男旦这一行得到发展。皇帝下过命令，皇亲国戚
和四品以上的官员不许逛妓院，于是找男旦（或其他行当的少年男伶）陪酒，就成为一种消遣甚至发
泄的渠道。这类堂子里的男旦学徒，往往只有十几岁，被称为“相公”，也叫“像姑”，像姑娘，却
是男儿身。那些来看戏的阔少爷们，就像今天的“粉丝”一样，觉得某位少年演员舞台上有魅力，就
想“捧角儿”，就要近距离接触，于是择日张宴，以表心仪。这种社交活动被“堂子”纳为营业项目
，成为一种有价的交易。徒弟和师傅都是有合同的，办宴席和陪酒的收入，当然全归堂主。梅巧玲的
景和堂办得很成功，弟子以“云”字辈排列，其中有余叔岩的父亲余紫云，陈秀华的父亲陈啸云，朱
霞芬的父亲朱霭云，以及刘倩云、孙馥云、王佩云、周绮云等等，可以说是云蒸霞蔚，有丰富的男旦
资源。加上梅巧玲经营有方，与人为善，景和堂搞得有声有色。乾隆年间“徽班进京”之后，北京形
成了有名的“四大徽班”，其中有四喜班。后来四喜班由梅巧玲来掌门。梅家到了梅巧玲再度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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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也是一度很有钱。可惜好景不长，梅巧玲才四十岁就死了。梅兰芳的父亲叫梅竹芬，也是唱旦角
的，他承袭了梅巧玲的景和堂，可是梅竹芬的寿命比梅巧玲还要短，二十六岁就死了。当时梅兰芳只
有四岁，过继给了伯父梅雨田。梅雨田是有名的琴师，他是辅佐谭鑫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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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去年夏天偶接吴俊教授电话，百家讲坛到华东师大选主讲入，中文系有人推荐我去讲京剧，近日约见
云。我正在吴俊带的研究生班讲京剧史，稿子是现成的，因此大胆赴约，谁知一谈，心里就打怵了。
央视要求“以人带史”，而且预判梅兰芳将会成为热点，据此，非但现成讲稿不能用，而且还要把演
讲焦点集中于旦行人物，恐怕于我“不对工”吧？此事搁置数月后，策划百家讲坛的解如光老师和栏
目组长孟庆吉特地来沪现场指导，使我顿开茅塞。原来，学术、艺术、传播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同有
所相交的三个圆圈，主讲入应该跳出固有的圈子，在三者相交的那一部分“边缘地带”耕耘和开拓，
以达“文化传播”之功效。明乎此，我描绘的《梅兰芳》，力图用学术视角编织经纬脉络，以“新闻
眼”遴选形象资料，以文章技巧构筑矛盾悬念，以舞台经验融入演讲过程。梅兰芳虽是京剧史里面的
一个点，可是若要做出他的全部拼图，又完全能构成一本大书。鉴于讲坛专题篇幅有限，我力图突出
其主要精神和业绩，正确总结艺术和人生经验，使之更具普遍意义。节目播出后，自感报效了京剧，
心情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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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常梅兰芳》以作者在CCTV-10百家讲坛，所作讲座为基础整理加工而成。沉醉江南仕女心，衣襟
总带梅花谱；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再，以独到资料独特视角精彩解
读国剧大师的艺术人生；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梅兰芳，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中国的文化符号。
从〔祖师爷不赏饭〕到〔四大名旦〕之首，其间经历哪些坎坷？他的艺术究竟好在哪里？他同孟小冬
的婚恋真相如何？在他艺术高峰期，却为何停止演出？而〔移步不换形〕又为何成为他的艺术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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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长知识。压轴是倒数第二出。
2、较为浅显，不过也算开卷有益
3、本书是以作者在CCTV-10百家讲坛所作将作为基础整理加工而成的，典型的百家讲坛风格。，作
者名记出身，文字很流畅，对梅兰芳的解读也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是一本了解梅
兰芳、了解京剧艺术的不错的读物。我买这本书，说实话是为着附录部分的那篇“我所知道的梅孟往
事”。
4、2009
5、内容太浅显，不够深刻，适合高中以下人群！
6、　　
　　梅孟的恩怨，怕是说不清楚了。
　　原来梅先生也曾是“侑酒”的少年。
　　这两笔，是算不清的帐。
　　
　　但是除此两笔，梅先生的端正平和，不张不扬，虚怀若谷，宽容自律，确实让人钦佩。
　　
　　他的美，除了勤学苦练，还有一大部分来自于他的道德。
　　
　　“艺术陶冶了道德，而道德力量反过来又滋养了艺术”，真是门外汉所不能领悟的东西。
　　
　　
7、这本书写了很多梅兰芳的事,都很仔细,让人看了就能体会到梅兰芳的精神,很好的一本书~~
8、找了一大圈才找到这本书，一看基本是百家讲坛的讲稿，内容主要是针对对京剧基本不了解的读
者，所以还是浅显了一些。
9、不错的书，学了不少京剧知识
10、内容还没看。拿到的书旧旧的，上面还有污渍!买的是新书吗？！
11、书不错，内容历史比较详尽。
12、“没派”成就大家。
13、收到书，先翻了一下，很多珍贵的图片，真是大师风范。好书，值得看。
14、因为仔细看过梅兰芳和孟小冬，所以这一本着实只是泛泛而读，因为很多图片没有此本收集全且
清。具体内容还是看梅兰芳传靠谱。CCTV的商业书而已。
15、“没派”是最高境界，深觉有理。
16、这本书真不错，梅兰芳伟大的一生
17、通俗易懂、、、
18、一口气读完，里面有很多珍贵的照片，记载了大师的成长过程，客观的展现了梅兰芳的成就，当
然了我也颇为关注梅孟之恋，孟晓冬的身世之谜，等等，大家自己去看吧
19、此书属于比较严肃和严谨的关于梅先生的传记，和一些其他有关梅先生的作品中缺乏对大师最起
码的尊重，任意传播八卦和完全处于新闻考虑不同。感谢翁先生。... 阅读更多
20、有许多照片，清晰度高，而且很少见
21、百家讲坛文化快餐式的讲述，权做休闲。
22、书装订的不错，内容也很有用。非常适合喜欢他或者向深入了解梅的朋友
23、谢谢楼上的朋友，书还不错，是百家讲坛的书面版，没看过百家讲坛的朋友可以看看书，一样长
知识的。
24、可与梅大师共享人生的经验和智慧，真的很棒
25、翁思再是个行家，他也是真推崇梅派的。我光听你的戏已经迷幻，总是在仰望那样一个美轮美奂
的人，若能看一出你的戏，看看那个让丰子恺如临梦境的仙女，该是怎样的情境呢
26、鉴证一代名家成功过程中的辛酸。
27、就一个评论的都要顶！LZ辛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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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只能算是一本非常简单，点到为止，任何小细节都能大歌颂的一本书。需要从很多废话中挑重点
。。一次sbahn罢工就看完了。。
29、这是一本能够了解梅兰芳生平的好书，值得一看
30、移步不换形
31、还算不错吧，关键是有许多照片，清晰度高，而且很少见。
32、图片比文字更好。非常非常浅显，适合入门级初级者
33、这倒是，我看书的时候发觉跟陈凯歌的梅兰芳很多相吻合。
34、没有八卦
35、蹭上一把热点话题
36、　　一直对京剧不太感冒，尽管是我国的国粹，但总觉得听不太懂不能理解其精髓，直到过年的
时候去国家大剧院看了京剧展，直到最近看了这本书才发现原来所谓国粹真的是博大精深的一门学问
，读此书，不光光学到了一些入门级的戏曲知识（比如武旦和刀马旦的区别），还了解了一些梅兰芳
大师的生平，原来在那个战争的年代，流言蜚语漫天飞的年代，要想成为一名戏曲艺术家是多么不容
易的一件事，原来梅大师除了唱戏，国画也画的非常棒，英语也很牛，原来他是付出了那么多艰辛才
成就了日后的成功。
　　个人认为是一本不错的戏曲入门书，对梅大师感兴趣的朋友也可看看。
37、够于广场书城......
38、较好的一本书！印刷不错！
39、如果我以后看完梅兰芳那部电影后感兴趣的话就买一本来看看问题：这个系列是什么时候说的，
怎么没有印象
40、通过这本书，了解了许多梅先生的往事，值得收藏
41、这种书就是一两小时解决。
42、从北京流动图书馆淘回来的。不知道如何评价这种传记类书籍，还行，不算惊艳。比较浅显，介
绍的京剧知识对于外行来说也很清楚。但是历史上的事谁又说得清呢?一家之谈总难免偏颇。不过作为
一个泰州人，很傲娇这样一个老乡啊！学习书里梅先生待人处事的方式还是要得的，谦逊，不在背后
议论别人，要记住哦！
43、就。。。还行吧。
44、我是看过电影&lt;梅兰芳&gt;后买的书,剧照很珍贵,大师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是认真的一生.很感人!
值得收藏的一本书.
45、可以了解梅先生是怎样一个人，不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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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梅孟的恩怨，怕是说不清楚了。原来梅先生也曾是“侑酒”的少年。这两笔，是算不清的帐。但
是除此两笔，梅先生的端正平和，不张不扬，虚怀若谷，宽容自律，确实让人钦佩。他的美，除了勤
学苦练，还有一大部分来自于他的道德。“艺术陶冶了道德，而道德力量反过来又滋养了艺术”，真
是门外汉所不能领悟的东西。
2、一直对京剧不太感冒，尽管是我国的国粹，但总觉得听不太懂不能理解其精髓，直到过年的时候
去国家大剧院看了京剧展，直到最近看了这本书才发现原来所谓国粹真的是博大精深的一门学问，读
此书，不光光学到了一些入门级的戏曲知识（比如武旦和刀马旦的区别），还了解了一些梅兰芳大师
的生平，原来在那个战争的年代，流言蜚语漫天飞的年代，要想成为一名戏曲艺术家是多么不容易的
一件事，原来梅大师除了唱戏，国画也画的非常棒，英语也很牛，原来他是付出了那么多艰辛才成就
了日后的成功。个人认为是一本不错的戏曲入门书，对梅大师感兴趣的朋友也可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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