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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套为菊坛名家立传的丛书。
第一辑六册，记述了六位京剧名家的艺术生平。
京剧，是我国近二百年来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民族戏曲剧种。
其写意型、综合性等艺术特征构成的表演体系，在世界艺坛享有盛誉，成就之高举世公认。
京剧表演艺术的建设，是全面的、体系化的，达到了十分成熟的境地。
行内称为“四功五法”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形成了戏曲审美的有机统一体。
在我国，京剧素有“国剧”之誉。
之所以能成为国剧，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它全方位地传承了我国几千年的戏剧传统；第
二，在20世纪20年代，奇迹般地出现了一个以四大名旦、杨小楼、余叔岩、马连良、金少山等为中心
的大师群体，使这种代表我国民族戏曲特征的表演艺术达到了巅峰状态。
正是因为它所积累的艺术资源实在太丰富、太宝贵了，也才值得我们认真保护、全力弘扬。
不过，与表演艺术的成熟很不相称的是，京剧的理论建设与文字总结始终处于相当滞后的状态。
做好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的建设，是我们戏曲工作者和戏曲爱好者长年以来的愿望与追求。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工作始终进行得不甚顺利、不甚迅速。
那一直并未真正弄懂的“斯坦尼体系”，竟长期被作为指导一切戏曲工作的理论基础，甚至用以改造
我们的舞台呈现方式。
十年动乱之后，欣逢盛世，治史修志工程在全国有计划地开展，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
就京剧研究来说，不仅史材的发掘和积累更为广泛，而且观念的变化更具科学性了。
特别是突破了数十年来干扰理论建设的左倾思潮，使我们的工作进入了比较健康的发展道路。
《菊坛名家丛书》的组编和出版，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戏曲表演理论体系的整体建设，很需要以每一位艺术家个体经验的总结来奠定基础。
如“四大名旦”的艺术观，从总体而论，当均属写意范畴。
但梅兰芳、荀慧生对写意戏剧观就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实践中也有着不同的体现。
梅、杨、余之后，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京剧界继续着人才辈出的辉煌局面。
本丛书第一辑的六位传主均属于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名家。
他们的成就和各自走出的路数，也有记录和研讨的必要，这对我们理论体系的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
近三十年来，我们初步做了为大师级表演艺术家立传的工作，出版了有关的系列专辑(虽然还很少、很
不够)，这当然都属于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
而本丛书开始为又一辈表演艺术家立传，迈出这一步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这象征着理论建设基础工
程向更广阔的外延发展了。
这六位传主都是深受各界观众欢迎、能经受住演出市场长期考验的。
他们都经过艰苦奋斗，闯出了自己的路，形成了个人的风格，并为行内外所认可和推重。
在六位名家中，除孟小冬外，我都很熟识，与他们都有较多的过往。
近年来，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连续举办童芷苓、言慧珠等艺术家的纪念活动，研讨他们的舞台
艺术，从中引出了许多对于表演和教学很有价值的话题。
记得1963年，我随童芷苓领衔的上海京剧院二团赴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巡回演出，一路上协
助她整理各种文稿，对于那期间演出剧目过少的问题，她就发表过很多有益的意见；20世纪80年代以
来，我又在各种场合听她说过“让台不是个办法”的问题。
从今天的现状来看，她当时提出的建议对我们仍然很有启示作用。
她一直认为，她与言慧珠、李玉茹、赵燕侠不是四大名旦让台让出来的，她们那时都尽量争取多向四
大名旦学习，在前辈的传、帮、带之下，通过艺术竞赛相互激励，共同提高。
这套丛书中，就详细记载了童芷苓、言慧珠40年代初在上海打对台那种激烈竞争的盛况。
她们的多才多艺、剧目的丰富多彩，如今青年演员可能已无法想象了吧！
看了这几本书，回顾那些场景，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当年童芷苓、言慧珠、李玉茹和今天还健在的赵
燕侠、小王桂卿这些艺术家，能够在那样剧烈的舞台竞争中建立起自己的艺术威信，是何等地难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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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值得指出的是，他们成名成家所经历的时代，与他们的师辈相比，“西学东渐”的势头似乎更为强劲
，这对他们艺术风格的形成当然会有所影响。
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也没有背离民族化和“京剧姓京”的大格局。
丛书的作者们都尽心尽意，力图用精准的表达方式，展现这六位京剧名家的人生阅历和艺术理念。
我相信，这套丛书一定会引起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也相信，面对当今京剧创作演出和人才培养的现
状，几位传主的成功经验是会给予我们不少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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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晶莹透亮的玉：李玉茹舞台上下家庭内外》是一本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茹的画传。
以李玉茹个人经历的几个时期为线，图文并茂地反映了她厚重且韵味悠长的一生。
书中大量引用了传主的日记、书信、录音以及当时的报刊、评论和有关戏剧史资料，书后附有“李玉
茹演出札记”和“李玉茹演出记录”。
本书资料丰富，文字考究，极富思想底蕴，从中可以看到一代京剧名家的曲折经历和京剧艺术80年来
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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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如茹，插过队，后来成为南京空军五七干校药厂工人，同时也在干校宣传队唱样板戏，此后是安徽
省话剧团的学员和演员。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分别获本科和硕士学位。
1993年获得英国利兹大学戏剧博士学位。
自1988年开始在利兹大学东亚系工作，现任该系高级讲师，同时为戏剧系本科与硕士班教授中国当代
戏剧和传统戏剧。
专注于戏剧文化交汇，既做研究也参加实践。
主要出版物包括：《中国舞台上的莎士比亚》、《京剧魂：时代变迁中的戏剧传承与创造》和其他学
术论文。
近年来，帮助母亲李玉茹整理、出版了《李玉茹谈戏说艺》和《李玉茹演出剧本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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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丛书总序一  刘厚生丛书总序二  王家熙引子一、娘管我叫“二反叛”二、没有当年的戏校，没有那么
多的好老师，就没有我三、十七岁的我成了“如意社”社长四、与名家合作，向名师学习，我成长了
，但是呢⋯⋯五、真是甜酸苦辣，天翻地覆！
六、我努力，一直很努力⋯⋯七、唱戏的人都是苦哈哈的，凭什么这么“整”我们？
！
八、我要演戏！
九、活着就得干点什么，不能“净”吃等死尾声附录李玉茹演出札记李玉茹演出记录征引书目、篇目
作者的话(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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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尽管穷、苦，小姑娘有自己的乐趣。
首先是姐姐，她对自己真好。
冬天出去捡人家没有烧干净却扔了的煤核，回来取暖做饭，妹妹冻得直哭，鼻涕流下来就成了冰柱子
挂在脸上，再不肯往前走，姐姐就把自己的线围脖儿摘下来给她围上，哄着她，想尽办法捡上大半筐
才带她回家，不然祖母扫炕的笤帚就又上身了。
妹妹喜欢吃，(直到老年依然如此！
)逢年过节，姐姐就把自己得的一点好吃的给妹妹留着。
第二大快乐是在胡同里疯跑以后，用手指头把窗户棱上积着的厚厚的尘土仔仔细细地抹下来，送入口
中，或者把难得看见的、垃圾箱里香蕉皮上的丝一点儿一点儿小心地剥下来，用舌头慢慢地舔，回味
无穷。
当然，二丫头最爱的事莫过于趴在对过院子的墙根上听人唱戏了。
李玉茹说：“我那会儿最多也就四岁吧，后来知道这位邻居是富连成的李盛藻，他每天吊嗓子。
我听得带劲极了，慢慢儿呢，我也就会哼了。
”能够像大人一样，尽情地一出戏一出戏地从第一句唱到最后一句，成了她梦寐以求的愿望。
很快，一句“八月十五月光明，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她就可以唱得有板有眼，这令娘很得意，邻居
来送活儿或者取她做的、洗的衣裳时，她总让二丫头显摆一下，小孩儿更愿意在人前露一手，扯开嗓
门就唱，一点也不害羞，大人高兴，她也快活。
大约五岁时，娘改嫁给了一位在门头沟开煤窑的商人，他叫焦德斋，全家从梁家园搬到了米市胡同。
这位焦姓商人挺善良，不仅供给李毓秀的两个女儿读书，而且收留了那位恶婆婆郑氏。
由于读书，就得有大名了，姐姐叫淑英，妹妹叫淑贞，而且都随着姓了焦。
先是进私塾，后来上的是骡马市大街旁边丞相胡同的三十四小学。
姐姐淑英从小爱看书，在梁家园的时候，家里有一只大箱子，里面都是生父郑元龙的线装书，淑英不
帮着娘干活的时候可以静静地坐下，仔仔细细地，一页一页地翻看。
妹妹呢，坐不住，只对里面的画儿感兴趣，她一直到老还记得那些画上的人都有尾巴，有的像鱼尾，
有的像马鬃，还上着颜色。
住到米市胡同以后可以读书了，淑英自然非常珍惜，对于二丫头来说，犹如野马上了笼头，百般地不
开心。
淑贞最怕的是算术：“看见数字和教算术的白老师就晕。
”常常不及格，好强的小姑娘的自尊心很受挫伤，同时，“别的孩子们上学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像
洋娃娃，我跟我姐姐穿的是娘做的衣裳和毛窝(即棉鞋)，更要命的是我们后来非得穿‘毡趿拉’不可
，是继父焦德斋从门头沟那边买来的，专门为下煤窑的人用的，毡子非常硬，底子非常厚，结实极了
，但是比家里做的毛窝更丑，走起路来，‘噼里啪啦’地直响。
”担心孩子们长个儿，无论衣裳还是鞋都做得很大，冬天穿着又肥又厚的棉裤，怕她们冷，还把裤腿
给扎上。
两个小人儿就这样踢里突噜、肋里肋腻地到学校去。
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娘为了赶着给人做活，家里又没有个钟点，窝头蒸得晚，淑英和淑贞就经常迟到
，于是得在全班面前罚站，同学们都笑话这两个大老土。
从来胆大的“二反叛”觉得害臊极了，打心眼儿里发怵去学堂。
淑贞更想学唱戏了。
刚搬到米市胡同来时，小姑娘并不高兴，因为听不到李盛藻吊嗓子了，后来才发现，此地也有个唱戏
的邻居，他们家还有个女儿，跟自己一般儿大，叫小胖，她们俩常一块儿唱戏玩儿。
淑贞缠着姐姐把家里的竹帘子抽两根棍儿下来，绑在头上当翎子，还找了木棍当作刀枪把子，满世界
地耍，这种行为自然少不了招来奶奶的揍，但是假装唱戏给她带来无穷的快乐，再挨打挨骂也就心甘
情愿了。
为了不上学，淑贞想学戏；跟继父焦德斋吵架，也使得她想离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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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德斋认为，孩子绝不能娇惯，因此他和妻子吃一点细粮，哪怕有剩的，倒掉也不许孩子们碰。
淑英、淑贞照样天天窝头、咸菜。
焦对于茅坑也特别讲究，自己用一个，所有女眷用另一个。
有一天，不知道谁在他的茅坑里拉了屎，他出了屋门，劈脸就问淑贞是不是她干的，小姑娘说没有，
焦继续追问，这下二丫头的那股反叛劲儿给点着了，扯着嗓门就喊：“是我，是我，就是我拉的屎，
你能把我怎么样！
”喊完了，她撒腿就往外跑，差点没把娘和姐姐找疯了。
淑贞开始没日没夜地缠着娘要去学戏。
娘本是个爱看戏的人，大约小时候在王府里受的影响，她很熟悉戏文，她还说，曾经有个叫做赵紫云
的梆子女老生，当年跟金刚钻等人齐名，愿意收她做徒弟，但她放不下旗人的架子，没去。
娘为了改正淑贞喜欢吃尘土和炉灰的坏毛病，用带她去城南游艺园的办法以示奖励，在那里，母女俩
看“蹭戏”，那就是在人家拿着小箩筐来收钱之前，赶紧偷偷溜走。
这样看戏自然不过瘾，因为演戏的往往在关键之处停下来，以便向观众收钱，但是这倒是使淑贞改掉
了坏习惯。
不吃脏东西了，再吃打虫的药，小女孩脸上的虫斑渐渐没有了，人也俊起来了。
这时候，姥爷为她找了个老生票友李墨香，是姥爷开的小酒缸(即小酒馆)的老主顾，教她唱戏。
八岁的淑贞，天天从骡马市大街走到抄手胡同李先生家去学戏，路不近，但是她很高兴，也不觉得累
，还养成了走路背戏的习惯，中午回家在姥姥、姥爷那儿吃一顿中饭，无论什么都比家里的窝头强。
跟李先生学老生是不给钱的，逢年过节，娘就买一个小蒲包的点心，让淑贞送去。
李先生教淑贞很带劲，没多久，小姑娘就可以上胡琴，能唱《殊砂痣》、《捉放曹》、《乌盆记》、
《四郎探母》等戏了。
李先生决定让小徒弟露露脸，他告诉淑贞，有两个票友要在西单商场清唱《三娘教子》，问她愿不愿
意来个娃娃生，小姑娘心里别提多想去了，很快就把这个角色薛倚哥的唱学会了。
演出那天，娘把她的小辫儿用刨花水抹得溜溜光，还在脑门中间点了个红点儿。
娘自己想去看看，但是不好意思，就没去。
那时候西单商场的楼上有个小戏台，上面放着一张桌子，铺一块桌搭，这是票友清唱的地方，叫做“
清云桌”。
戏台周围放着几张八仙桌，来来往往的人坐那儿喝茶听戏，有时候唱的人端着茶碗就上了清云桌了，
边喝边唱。
淑贞被抱上戏台，她一点儿也不害怕。
唱青衣的是一位戴着厚厚近视眼镜片的大爷，可是他嗓子很尖，小淑贞直想乐，李先生狠狠地瞪了她
两眼，才把她给吓回去了。
等到张嘴开唱“有薛倚下学归⋯⋯”时，淑贞才发现调门太低，自己根本放不开，唱得远不如平时，
听众倒还是给叫了好。
大约李先生也不过瘾，《三娘教子》以后，他自己拉琴，让淑贞又加唱了段《捉放曹》里陈宫的慢板
：“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调门合适，淑贞铆足了劲，撒开了欢地唱，听戏的人都大声地喝彩
、叫好。
李玉茹这样回忆第一次面对观众的景象：“真把我乐昏了，连自己后来怎么样回到家，我都不记得了
。
好久，我一直仿佛在做梦，我多么想看见三十四小学的同学和白老师，我想告诉她们我唱戏了，我真
的唱戏了！
”淑贞小学三年级时焦德斋去世了，家里的经济又开始拮据。
娘开始正式考虑让女儿去学戏的问题，仍然是外祖父李子元，从小酒缸的老主顾们那里听说有一所新
办的戏校，不收学费，还管饭，又学戏又读书，多好啊。
娘认为这样可以减少一张吃饭的嘴，何况，还能学到本事，说不定将来能挣大钱。
姥姥很不愿意，毕竟她受王府的影响更深，在她来说，唱戏是歪门邪道，再穷也不能当戏子啊。
姥姥还听说，尽管是新式学堂，家长也得签字据，孩子生老病死，学校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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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不停地抹眼泪，责怪娘：“心太狠了，那不是把孩子给卖了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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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者的话(代后记)写作这本画传，对我来说很不容易。
自从母亲李玉茹2008年7月去世以后，我无法从丧失妈妈的哀痛中自拔。
为做这本书，听母亲的录音、读日记和信件、看照片、找资料，无疑是让自己在悲痛的深渊中陷得更
深。
我从今年2月底一次手术以后，开始了这本书的准备工作，从此，每天几乎从早5点到夜11点乃至更晚
，大学的工作和画传交替进行，终于，六个半月以后，到了可以写这篇文字的阶段。
李玉茹和曹禺，对我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妈妈和父亲，我爱他们，也尊敬他们，因为他们是母与父。
然而，这本书，使我“进入”了他们，我第一次感到了他们的伟大，也明白了他们为什么是“李玉茹
”和“曹禺”。
毋庸讳言，他们俩都有缺点，但是作为人，他们了不起，令我感动。
这六个半月，我哭、我笑；只希望写出的文字可以传达出我的感受。
现在，我感谢上海戏曲学校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让我来做这本书，因为他们使我在深渊的哭、笑中得
到“净化”。
我告诉自己：“多么幸运，我有这样的‘特权’可以看到他们二人的内心。
”我必须珍惜。
我努力了，榨干了自己，但是如果只有我，这本书是绝对出不来的。
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他们帮助我找资料、提供或核实材料，这都是非常繁琐而辛苦的。
我感谢：我妈妈的同学和朋友：李金鸿大爷、王金璐大爷、马崇仁大爷、陈志明先生；我妈妈的学生
和同事：吕爱莲、张海珠、陈朝红、史依弘；张信忠、黎中城、冯刚、李潇潇、沈美蓉、陈为禹、王
家熙、李远度；我在剧界的同仁，还有很多由于这本书才认识的甚至至今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傅谨、
马龙、张景山、刘晓辉、刘文峰、冯胜章、赵卫、张泓、江沛毅。
我也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唐燕能、孙瑜和傅惟本；上海戏曲学校本丛书的编委们，特别是叶恭顺
，我过去并不认识这位叶老师，但是他给予我的亲和与诚恳使我在上海酷暑工作的绝望之中得以继续
下去。
我更感谢徐英鹏，书中的每一张照片都经过这位曾经受传统照片修复技术训练的高级技师的手。
他是余派票友，热爱京剧，整整四十天，大伏加秋老虎，他在电脑面前奋战，我很对不起他的眼睛。
我尤其要感谢的是我妈妈的“特粗粉丝”戴健以及他那只傻瓜相机！
戴健从童年开始看李玉茹的戏，我妈妈在世时，给她做菜、帮助她把录音打成文字稿，成为侍奉左右
的一位晚辈，此后又自告奋勇帮助我整理“李玉茹演出记录”，从2月起，他利用工余时间，足足拍
了几千张报纸广告、作了上百页的笔记，才得以完成本书的这一附录。
这是一份非常有价值而尚未出现过的文献资料，记录了李玉茹从1941年至1991年的演出。
李玉茹是演员，因此，戏是她人生的一部分。
这份文献资料不仅充分说明这个京剧演员被公认的“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特点，而且让戏迷和读
者第一次从一部个人史料的角度体会到21世纪人们反复讨论的话题：诸如“京剧改良”、“戏改”、
剧目流失、表演程式以及演出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等等。
最后，我谢谢英国利兹大学东亚系的同仁，他们为我担当了从7月至9月中旬繁琐的系务与补考工作，
我才有可能全力以赴做画传。
还有几点说明：本着自己学习、研究的习惯，引用的内容都有出处，由于是画传，不愿意注释过多，
所以略去大部分，只在书后附上征引书目、篇目。
书中李玉茹的话摘自她本人的录音、日记、笔记、信件和其他出版物。
家里照片很多(绝大部分是“文革”以后的)，但是杂乱，质量各异；我感谢上海京剧院为这本书提供
了不少优秀剧照。
我从所有照片中挑选了近三百张放在这本书里。
但凡有摄影者名字，我都注明了；可惜，大部分照片无法找到原摄影者，我只能在这里代表李玉茹的
家人向所有为她拍照尽心的人表示感谢——你们的慷慨，为我妈妈留下很多记忆，得以使这本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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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读者见面。
其他照片提供者，在照片说明词中都有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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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晶莹透亮的玉:李玉茹舞台上下家庭内外》编辑推荐：这是一本著名京剧艺术家李玉茹(1923-2008)的
画传。
作为一位经历异常丰富的京剧演员，李玉茹从事京剧工作长达七十五年，经历过解放前旧体制下的艺
人生活，也体会了解放初期所谓的“翻身感”，经历了“文革”的冲击，又在改革开放后赢得了新生
。
全书包括九章，以李玉茹的个人经历的几个时期为线，以20万文字、280幅图片全面反映了李玉茹的家
庭环境、幼年学艺以及成名后曲折而辉煌的一生。
书中大量引用了传主的日记、书信、录音以及当时的报刊、评论和有关戏剧史资料，反映了李玉茹在
艺术道路上的孜孜追求、对舞台艺术的探索和创新、在舞台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梨园前辈对她的
关怀教诲、她对培养人才付出的心血，以及她在晚年与曹禺结合后在文学和戏剧创作中取得的成功。
书后附有“李玉茹演出札记”和“李玉茹演出记录”，作为正文的补充。
《晶莹透亮的玉:李玉茹舞台上下家庭内外》资料丰富，文字考究，极富思想底蕴，从中可以看到一代
京剧名家的曲折经历和京剧艺术80年来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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