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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是中国京剧界承前启后的旗帜性人物，他天资深厚，刻苦学习，成就
非凡，人称‘活曹操’。
中国四十岁以上的人更熟知其在‘红灯记’中饰演角色。
由袁世海先生口述，其女公子袁菁执笔的这部长篇传记。
其中许多精彩的故事属独家披露，为喜爱国粹艺术的各阶层人士送来福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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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世海先生（1916-2002）一九二七年入富连成科班学艺。
曾拜郝寿臣先生为师，他舞台实践七十六年，紧跟时代、不懈探索、博采众长、自强不息。
他以郝派艺术为基础，敢于打破花脸表演程式，他“用一切艺术手段去刻画人物”，把自己定位在“
人物派”、“性格派”，把颇讲规范的京剧表演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化境，使他的表演艺术达到了
炉火纯青的境界。
　　他一生共演过三百多出剧目，表演人物细致入微；念白独树一帜；继承发展了架子花脸的唱腔板
式和方法，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神采各异的鲜明的人物形象。
纵观二十世纪京剧艺术发展史，责十}}海先牛对京剧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继往开
来的重要作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袁菁，一九四三年九月出生。
毕业于辽宁省戏曲学校京剧系。
一九六凹年入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后转业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又调至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
一零九工厂。
因响应令国政协落实周恩来总理遗嘱为老艺术家撰写回忆录的号召，在本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为
父亲袁世海整理回忆录。
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一九八四年出版成书，名为《艺海无涯》。
一九九四年出版第二部，与《艺海无涯》合并列入现代名人传记丛书，更名为《袁世海》。
获中国传记文学首届华杨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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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家清贫入迷梨园　　北京和平门外新华街路西称前孙公园。
早年，曾是清朝大收藏家孙承泽的花园，称孙公园。
时代变迁，公园沦为旧巷，分成前孙公园、后孙公园。
我们居住这里时，早已没有了花园的迹象。
　　我的家住在靠西口路南二十四号。
　　一九一六年，阴历正月初九，我就出生在这个小杂院里。
　　父亲原来给钱粮胡同一户姓钱的做官人家赶轿车。
虽说家里清贫，但还算混得过去。
　　父亲初到钱家时，钱家的官事儿正蒸蒸日上，不久，就将轿车换为社会上盛行的马车。
后来，钱家逐渐破落，月月付不清工钱，就将马车折给了父亲。
　　父亲高兴极了，他满心以为有了自己的马车，一家人的生活可算有了准着落；手脚再勤快些，早
出，晚归，多卖些力气，生活会有所好转的。
谁料到，父亲由于多年来到处奔波已经积劳成疾，马车拉回家不到几个月就患了病。
那时，我们姊弟还小，没人能去赶车挣钱，为了生活，他只得强撑病身出外赶车。
冬寒夏暑、饥饿劳碌，终于迫使父亲在一个风雪之夜病重不起。
生活来源断绝。
吃饭难，看病更难。
一九一八年，母亲过三十二岁生日那天（旧历十月十一日），准备给父亲做些面条吃，父亲没等吃上
，就大口大口吐血，故去了。
　　父亲去世时，我大姐十三岁，二姐十一岁，三姐七岁，哥哥五岁，我还不满两周岁。
一家六口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母亲一人肩上。
父亲留下的唯一财产--那辆较新的马车，给我大伯使用，以此每月得到他的部分接济。
但生活仍难维持，母亲、大姐，后来加上二姐，只得给裁缝铺缭贴边，给鞋铺纳鞋底。
缭一件短褂贴边挣两大枚铜子，缭一件大褂贴边挣三大枚，纳一双鞋底是三大枚加一小枚。
她们终日起早贪黑，一家人往往还是吃了上顿少下顿，东求西借，苦度光阴。
　　几年后，大伯为了节省开支，让我们腾出三间南房（这小院是大伯家的财产），搬到那两间刚够
十米的东房，屋小炕窄，六口人睡不下，哥哥只好睡在一个旧条案上。
记得那时，我对哥哥的“高高在上”的“炕”是非常羡慕的。
　　年久失修的东房向北倾斜得厉害，当年父亲用来支撑北山墙的杉篙几乎要被压断。
遇到雨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母亲只好用一个带锔子的洗衣绿瓦盆接漏雨。
雨夜，还要不断起来将盆里滴满的雨水倒出。
天晴了，就得糊顶棚，什么纸都用，顶棚上被糊得五颜六色。
我幼年时躺在炕上，非常爱看这花花绿绿的顶棚。
再大点时想法就不一样了，心中总想等我长大挣了钱，一定把屋顶修好，不再让它漏雨，顶棚要糊得
雪白雪白的。
　　四岁上，我开始代替哥哥姊姊的“工作”，去十间房（前孙公园的西口也叫十间房，是一条街两
个名字）的裁缝铺取送妈妈做的活计。
我很懂得拿到的几大枚工钱来之不易，唯恐弄丢，用送衣服的包布将钱紧紧地裹好，系在腰间，从不
敢在路上贪玩，一直回到家才把它解下来，将钱如数交给母亲。
当我看到母亲欣慰和信任的目光时，顿时觉得自己似乎替妈妈完成了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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