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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包括《戊戌变法侧记》、《谭鑫培的艺术道路》、《梅边琐记》三种内
容。
　　每个人写一本书都有他的目的，我写《戊戌变法侧记》，是追叙徐氏在政变时，家破人亡的惨痛
遭遇。
　　我幼年从外祖徐子静（致靖、晚年字仅叟）先生读书，我的一点知识是受徐氏教育得来的。
　　由于外祖是戊戌变法时疏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袁世凯的大臣，酒后常
谈戊戌政变往事，我在徐家见到不少直接参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人物，我是根据亲身见闻写这本书
的。
　　戊戌维新变法的前一年（丁酉），我的大母舅徐研甫（仁铸）继江建霞（标）任湖南学政，和谭
复生、梁任公、黄公度志同道合，推行新政，为维新派的中坚分子，但他于光绪二十六年（一九○○
年）庚子八月忧愤逝世。
我是庚子三月出生的，关于他的事迹，只能从先母、母舅、亲友、幕僚口中得其大略。
　　在多次动乱中，徐家的文献、手迹荡然无存，现在所引用的资料，除我自己保存的以外，多半是
徐氏亲属供给的，我经过核对后，有所取舍，意在表达徐仅叟先生在戊戌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云南
起义、洪宪倒台、宣统复辟瓦解等一系列事件中的政治观点、思想倾向和对戏曲音韵的造诣；《红楼
梦》评价的独特见解；徐研甫舅任湖南学政时推行新政的积极措施和以史学为纲的治学精神。
这些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写《谭鑫培的艺术道路》的动机出于爱好。
我少年时曾观摩谭鑫培的演出，钻研他的唱片，又从陈彦衡先生学谭腔，他告诉我京剧的许多知识，
谭派艺术的特点，辨别精粗美恶的方法。
我还听到不少内外行对谭的评价，以及谭氏后人口述的轶事，王琴生兄告诉我，谭鑫培为营救某丛林
和尚募款不足，再资以演出包银的义举。
在回忆中综合各种资料，意在通过谭氏走过的艺术道路说明京剧的繁荣昌盛，与名演员的劳动创造是
分不开的。
　　和谭鑫培同时期的孙菊仙、汪桂芬两大流派创始人，就见闻所及，也作了点滴介绍。
　　《梅边琐记》是一九五。
年在上海《亦报》连载发表的，亡弟源来逝世后，从他被抄退回的遗物中，发现这份报纸，虽有少数
缺页，但从中可以看到解放初期的思想认识、社会风貌，意在温故知新。
那是随笔性质，三十年前旧事我已淡忘，现加按语，公诸同好。
　　本书写作时，发起人徐一士舅、言简斋表兄、源来弟均已逝世。
言申夫表兄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朱季黄（家浯）兄通读了全稿，并据档案纠正了舛误；吴晓铃兄借我
资料，为弄清吴瞿安（梅）先生在大姚县病殁时的情况，提出了可靠证据；冒效鲁兄对《徐仅叟谈红
楼梦》一章补充了先德冒鹤亭先生的言行；戈宝权兄对书中涉及戈公振先生的部分作了订正；凌霄舅
的儿子徐泽民表弟告诉我，他父亲在京师大学堂学的是土木工程，后因查勘长江大桥时，不适应气候
而改为教书卖文；徐列表弟抄寄《凌霄汉阁自白》，并陆续供给凌霄、一士、勉甫舅的口述资料；徐
培泽表弟寄来不少罕见的徐氏手迹，弥补了本书的疏阙；邹慧兰妹提供了我作词、叶仰曦兄制谱、她
编舞共同创作《春农曲》的素材；曹大铁兄属题纪念其乡先辈翁松禅（同龢字叔平）老人逝世四十周
年所作的《孤臣吟》，由此获悉翁叔平被黜乡居情状，以及先祖狷叟公（淮祥字子颂，戊戌年任昭文
县令）照顾松禅老人的实况；郑逸梅兄赠我林暾谷（旭）、翁叔平、梁任公、袁世凯的手札，丰富了
插图；《徐仁镜（莹甫）与谭鑫培斗蛐蛐》一章，由于南北词汇的不同，姚葆碹世兄提了意见；《谭
鑫培的影片、蜡筒、唱片》一章，朱复同志对伪唱片提供了线索；黄君坦兄对词作典故代为诠释；在
翻拍照片时，刘庆云、黄大江、李绍云同志助我完成了任务；此书经过多次增删修改，中华书局近代
史编辑室的同志耐心地细致地作了校勘，就此一并致谢。
　　另外，堂妹许苹南系中华书局退休的老人，她对某些章节写了旧体诗，歌咏维新派的品德情操。
　　封面所刊&ldquo;庚子生&rdquo;朱文印，&ldquo;许姬传八十后作&rdquo;白文印乃著名印人陈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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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与门人程万合镌，巨来并刻边款，记其梗概：&ldquo;程万世长为湖南宁乡文学大宗师子大仁丈之曾
孙，近从余游，未二年即卓尔不群，它日未可限量。
质之姬传吾兄当不以余言为河汉也。
巨来补刻并志，时甲子元旦年正八十。
&rdquo;越十三日巨来兄以暴疾逝，二印刊诸书岢、以志纪念。
　　本书用四年时间写成，从起草到誊清，均一人经营，虽经多次修改核对，某些观点也许不够正确
。
最后以二语作结：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许姬传时年八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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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一书，包括《戊戌变法侧记》、《谭鑫培的艺术道路》及《梅边琐记》
三部分内容，记载了作者目见耳闻的重大历史事件，分析总结了谭鑫培的艺术成就，记录了京剧舞台
艺术的发展演变及解放初期的社会风貌，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作者信手写来，却又极具生活气
息。
　　本书初版于1985年。
此次再版，对初版又进行了认真的整理修订。
为了方便广大读者，将原书由竖排改为横排。
因为集合了作者不同时期的文章，在体例、格式上各有不同，此次整理过程中，我们尽量做到版式的
统一。
此外，还订正了原书中的个别错漏，适当改定了标点。
原书中的一些图片，限于当时的印刷水平，较为模糊，此次作了适当调整，并以插图的形式补充了一
些相关图片，以丰富内容。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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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姬传（1900&mdash;1990）　　祖籍浙江海宁，生于苏州，出身书香世家。
著名戏剧家、京剧史论家、梅派艺术研究专家。
　　许姬传自幼跟随外祖读书习曲，诗书曲画都颇为精通。
自三十年代初起，许姬传与梅兰芳合作，主要承担文墨工作，协助梅兰芳改编剧本，为梅兰芳记录整
理了《舞台生活四十年》、《我的电影生活》，《东游记》、《梅兰芳文集》等著作。
　　因其身世与爱好，许姬传与军政要人及戏曲界、书画界的众多名家都有交往。
他勤奋好学，笔耕不辍，留下了有关历史事件、名人轶事、京昆艺术等方面的诸多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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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戊戌变法侧记&mdash;&mdash;徐仅叟传略徐氏家世徐致靖折保康梁谭黄张的经过康有为与保国会
徐致靖密保袁世凯的悔恨狱中生活徐仁铸《颁发湘士诫条》的卓识附：徐振柴的经历《孤臣吟》书后
徐致靖死刑改判绞监候的实况庚子后徐家二三事不愿做遗老谱写《懊恼歌》附：《春农曲》徐仅叟对
昆曲的造诣附：《柳毅传书》和《楚凤烈》徐仅叟谈《红楼梦》劫后重逢抱头痛哭附：李岳瑞评光绪
帝京剧与清官的关系[御制朱奴儿]慈禧骂光绪是夜猫子溥侗、载涛精通戏曲表演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小
凤仙口述蔡锷脱险的经过附：关于蔡松坡历史点滴戊戌维新党人参与倒袁康有为西湖听昆曲函劝康有
为不要参加宣统复辟附录：《凌霄汉阁自白》谭鑫培传略谭鑫培的艺术道路升平署的职权附一：孙菊
仙的表演艺术及其他附二：汪桂芬二三事谭派的影响少年时坎坷遭遇奋发自强程长庚识拔是转折点陈
彦衡对谭鑫培的评价陈彦衡与谭鑫培的龃龉附一：一桩扶危济困的故事附二：梅兰芳和谭鑫培第一次
合演谭鑫培的影片、蜡筒、唱片我从陈彦衡学谭派唱腔我和几位名琴师的往还为我登台伴奏的两位琴
师唱戏与教戏的矛盾&mdash;&mdash;徐兰沅对谭鑫培的评价谭富英论谭鑫培精雕细刻的《空城计
》&mdash;&mdash;人帖与出帖诸葛武侯弹琴退仲达论附：有关《空城计》《杨家将》《霸王别姬》的
几点考证京剧从竞争比较中提高徐仁镜与谭鑫培斗蛐蛐梅边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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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徐致靖密保袁世凯的悔恨　　光绪与慈禧，由于变革和保守的不同观点，引起新旧之争的激烈暗
斗。
光绪在积威之下，他的变法路线不得畅通；而慈禧的废立阴谋惮于国际舆论，亦迟疑不敢下手。
戊戌七月十九日，光绪下决心向守旧派开火。
事情是由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事引起的，被礼部首脑阻挠驳斥，不得上达，上谕斥革礼部尚书怀塔布
等六人，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第二天，李端菜署礼部尚书，仅老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升署礼部右侍郎，杨锐、刘光第、林旭、谭
嗣同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
　　这是因为军机大臣都是保守的后党，和光绪没有共同语言，所以另立一个班子。
这四个人就是为皇帝办事，带有内阁性质的近臣。
这一下触怒了&ldquo;老佛爷&rdquo;。
斗争进入白热化。
　　据莹舅说：&ldquo;康主张君主立宪，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与你外祖的意见相同，所以很谈得来。
，&rsquo;又告诉我：&ldquo;谭浏阳因病，外祖去电催促，直到七月才入京，他几乎天天到我家来商
量变法的事。
他还喜欢听昆曲，常请外祖唱《长生殿》的《酒楼》一折，洪异的原本叫《疑谶》，情节是郭子仪在
酒楼上看到众朝臣到杨国忠家贺新居，又看到安禄山封东平郡王走过楼下的飞扬跋扈情状，引起他的
愤慨。
康南海则喜欢听《刀会》&lsquo;大江东去浪千叠&hellip;&hellip;&rsquo;。
外祖早年唱正旦，中年唱官生，晚年唱老生、老外，曾与梅巧玲合唱《小宴》，梅唱杨贵妃，外祖唱
唐明皇。
&rdquo;　　莹舅接着谈袁世凯的事：&ldquo;当维新派知道慈禧决定废立光绪的阴谋时，康南海、谭
浏阳想倚靠袁世凯的兵力保护光绪，就委托艺舅到小站看操。
以后，请外祖上《密保练兵大员疏》。
&rdquo;我拦住他的话头说：&ldquo;我听外祖谈起此事，非常悔恨，似乎是终身遗憾。
&rdquo;莹舅说：&ldquo;我对借用袁的兵力，曾劝他们慎重，认为交浅言深，是一种轻率举动。
因为袁是荣禄的部下，虽小站所练新军，博得称誉，但人数不过七千。
袁是个看风使舵的人，他曾赞成办新政，那是趋时。
可惜研舅远在湖南，如果在京，则不会铸成大错的。
研舅与袁是口盟兄弟（当时官场有拜把换帖的风气，口盟是双方同意而未举行换帖仪式），深知袁之
为人，曾推荐亲戚言敦源（仲远）人袁幕。
艺舅（艺舅又为康有为之弟子）因这种关系，到天津谒袁看操，袁盛筵招待，谈话时徐世昌、言敦源
在坐，据仲远说：&lsquo;艺甫词锋甚利，口若悬河，看操时坐在袁的旁边。
&rsquo;&rdquo;　　莹舅以极其抑郁的心情，述说保袁的经过。
艺舅回京后，盛称袁的治军才能，康南海、谭浏阳主张由外祖密折保袁，得到外祖同意，折稿是大家
商量起草的：　　&hellip;&hellip;臣窃见督办新建陆军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
西各国兵制及我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
臣闻新建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
万枪同声&hellip;&hellip;顷者，迭有俄国、日本提督等官，前往观操，动色叹服，或诧其军容之盛，或
共幸其兵数之单。
且其驾驭洋将，各尽所长，而恪守军法，无敢逾越，是该臬司之才略可知&hellip;&hellip;　　保袁密折
发出后，王照对仅老说：&ldquo;调袁人京，最令太后惊疑。
&rdquo;仪老答：&ldquo;我请召袁，为御外侮也。
&rdquo;王照主张上一折，请皇上命袁驻归德府以镇土匪，意在冲淡召袁入京之揣测，仅老采纳他的意
见，共同商酌折稿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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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康有为来说：谭复生请皇上开懋勤殿，用顾问官十人，业已商定，请徐、王具折保举。
仅老保四人，以康有为为首；王照保六人，以梁启超为首。
　　这时，后党往来京津道上，调兵遣将，形势紧张。
八月初一日上谕：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着开缺以侍郎候补。
光绪曾两次召见。
初二日赐康有为诏，令其迅速出京，不可迟延&hellip;&hellip;初三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请其救光绪，
诛荣禄。
袁佯诺之，初五日返津，向荣禄告密。
于是，八月初六日，慈禧第三次垂帘听政，把政权从光绪手中夺回，囚禁瀛台。
守旧派以胜利的姿态掌握了中国四万万人的命运。
　　当慈禧归政于光绪时，她的打算是做一个有权的太上皇。
她以为光绪是她抚养起来的，政府大员多半是她提拔的，她完全可以控制政权，在颐和园听戏取乐，
颐养天年。
可是光绪因甲午之战，败于日本，群强虎视，国势危殆，就想变法维新，挽回颓势，信赖以康有为为
首的激进派，任用四章京，罢免礼部六堂。
慈禧在群小包围下，囚禁光绪，夺回政权，结束了维新变法。
　　在光绪下诏定国是后的第五日，慈禧逼令罢免翁同铄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又任荣禄为直隶总
督兼北洋大臣，统制军权，又定进退二品以上大员，均须请示慈禧。
光绪是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空头皇帝，他就是在这种不利形势中进行变法维新的。
　　初六日下午，莹舅与梁启超同到李提摩太处，告以慈禧垂帘，朝政大变，康已离京，光绪帝已处
于危境。
说毕，两人抱头痛哭。
李提摩太说：&ldquo;英、美公使都到北戴河避暑，局势急转直下，我打电报给上海英领事，相机营救
康先生。
&rdquo;莹舅与梁启超又到谭嗣同处，谭说：&ldquo;我欲救皇上，已不能救，欲救康先生，亦无能为
力，我已无事可办，等死而已。
&rdquo;　　莹舅对谭说：&ldquo;你要拿个主意，岂可束手就缚。
&rdquo;谭沉吟了一下说：&ldquo;我听伊藤博文的口气，似乎愿意帮忙，明天，我和任公、艺甫同到
日本使馆商量一下，看还能做些什么事。
&rdquo;于是黯然分手。
　　初七日，艺舅与谭、梁同乘骡车到了日本使馆，谭与日本参赞笔谈，写道：&ldquo;梁启超君应避
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
&rdquo;参赞点首承诺，写道：&ldquo;吾将使梁君化妆成打猎者，离京赴津。
&rdquo;又写道：&ldquo;君亦可留此不归，可免于难。
&rdquo;谭摇首写道：&ldquo;我义不应避死。
&rdquo;参赞肃然起敬。
谭对梁任公说：&ldquo;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程婴、杵臼，分担其任。
&rdquo;即将手稿一包交梁带走，与艺舅同离使馆，参赞送至门外，恭敬告别。
艺舅云：&ldquo;谭浏阳侃侃而谈，神态坚定，梁任公面色灰白，说话不多，亦未问谭的行动。
&rdquo;　　关于艺舅看操保袁事，当时以为轻率之举。
但艺舅云：&ldquo;欲倚靠袁之兵力救光绪、诛荣禄，乃谭浏阳、康南海与我合谋，诚为孤注一掷。
我与谭最投契，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联袁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被捕时，正在作家书答其父谭继询中丞，盖为开脱其父罪责，故谭继洵只革职而未入狱也。
&rdquo;　　被捕的前一天（八月初八日），谭嗣同先到皮库营看林旭，林问：&ldquo;你走不走？
&rdquo;谭答：&ldquo;我不走。
&rdquo;林云：&ldquo;我亦不走。
&rdquo;随即由后门到上斜街徐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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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老留他吃饭、饮酒，他对仅老说：&ldquo;变法维新失败了，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馆掩护他到津，由海
道赴日，贼党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
&rdquo;仅老问：&ldquo;你作何打算？
&rdquo;谭用筷子在头上敲了一下说：&ldquo;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
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
&rdquo;　　仅老常对我说：&ldquo;谭先生在临危时，谈笑自如，慷慨激昂，真豪杰之士。
&rdquo;又说：&ldquo;我对不住谭浏阳，如不保他内调，不致被害。
&rdquo;　　初九日，搜捕维新党人，上斜街被围，仅老正乘车外出拜客，外祖母朱太夫人对九门提督
署吏卒说：&ldquo;徐大人回来即自行投案，无须追捕。
&rdquo;未几，仅老回家，即赴刑部投到。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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