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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舞台生活四十年》是一部个人回忆录性质的书。
最初写作的动议，是远在十几年前，就有很多朋友向我提过的。
那时我的工作重点还放在编剧和演出上，而且在艺术方面也还在摸索前进的阶段，没有时间做这件事
。
因此，就辜负了他们的好意。
    一九四二年的秋天，我从香港回到上海，大家又旧事重提，要我写这部书。
那时我觉得自己过去的经历，已经有不少逐渐淡忘了；当年朝夕相共的一般内外行的老朋友，也都散
居南北；一部分的材料，又时时有散失的可能；因此，使我感到这部书倒有编写的必要了。
    姬传是从一九三三年。
我南迁以后，开始和我合作的。
我们曾两度企图写成此书，但是由于精神上一直不能安定，所以都只是起了个头，就搁下来了。
    一九五○年的六月间，我同姬传到了北京，住在远东饭店。
在一次偶然的闲谈中，决定了我们以后写作的计划。
预备采用细水长流的方法，我想到就说，他听到就记，这样，慢慢地累积起来，或者可以完成这个工
作。
    我事毕回沪，小住一月，正预备到天津演出，《文汇报》的黄裳同志要我写一个回忆舞台生活的长
篇，在报上连载发表。
我告诉他，我们本有这个计划，不过要报上连载发表，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中央人民政府要我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工作，我想此后任务繁重，我自己还要演出，恐怕不能
有固定的写作时间。
再说我早期不曾写过日记，后来零碎记了一些，也不成篇段，这几十年来往事的回忆，全凭脑力追索
，要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是很难做有系统的叙述的。
等我稍稍清闲一点再动手吧。
他听了却不以为然，他说：“你以后只有更忙，不会闲的。
现在不赶着写出来，将来一定更没有机会了。
”他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向他表示，让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
    我和几位老朋友商量的结果，他们一致认为这部回忆录，不但能总结我个人四十年来舞台生活的经
验，也会保留下近代戏曲发展的许多史实，是可以供今后戏曲工作者的参考的。
他们都鼓励我，勉力完成这个任务。
并且答应帮助我回忆，供给我材料。
我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就与黄裳同志约定，等我到津以后立即开始写作。
写作的方法，是由我口述，姬传笔记，稿成寄给他的弟弟源来，由源来和几位老朋友再斟酌取舍，编
整补充，最后交黄裳同志校看发表。
我在天津表演期间，每夜回到旅馆就与姬传相对长谈，往往达旦。
此后由津而京，南北往来，我们只要有机会就写。
起初颇以为苦，渐渐成为习惯，也都感到兴趣了。
虽然这一年中间。
因为事情太忙，屡次停顿，我们的精神，却是始终一贯地重视着这件工作的。
    源来对这部书，耗费的精力尤多。
他代我旁搜博采，证引补充，常常为了一件事，一句话，一个年月，要打几个电话，向几位老朋友询
问，反复研求，不厌其详。
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是使我深深地感动的。
    由于读者的要求，我现在先将发表过的一部分，重加整理，印成单本，以就正读者。
希望大家提供宝贵的意见，俾能修改，得臻完善。
    梅兰芳  19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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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人回忆录:梅兰芳回忆录(套装共2册)》内容简介：20世纪50年代初，著名学者黄裳约请梅兰芳写自
传体回忆录。
梅兰芳利用演出的空隙，每天和许姬传谈话约两个小时，许速记下来后，由许源来核实、润色、修改
，并配上插图、照片，三人经进一步磋商、研究、推敲、核对、修改后，于1952、1954年相继出版第
一、二两集，书名为《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成为红极一时的畅销书。
第三集的写作始于1958年，后因“文化大革命”被搁置，直到1981年3月才出版。
本次出版的《梅兰芳回忆录》是三集全本，并加上记录梅兰芳赴日本表演经历的《东游记》。
梅兰芳在书中回忆了他与京剧并肩成长、发展的历程，同时也记录了他演出之余的点滴体会和对京剧
的改革创新。
《名人回忆录:梅兰芳回忆录(套装共2册)》既是一部名人传记，也是一部民国京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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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兰芳（1894—1961），名澜，字畹华，艺名梅兰芳。
汉族，出身于北京的梨园世家，被称为旦行一代宗师。
他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世称“梅派”。
他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享誉国内外，曾先后赴日本、美国、苏联演出，并荣获美国波摩那学院和南加
州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
剧家协会副主席。
1961年在北京病逝，享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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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舞台生活四十年 前记 编写说明 第一集 第一章 远东饭店的谈话 第二章 梅家旧事 一 会见了秦家姑母 二 
祖母的回忆 三 关于四喜班 四“焚券”与“赎当” 第三章 幼年学艺的过程 一 开蒙老师吴菱仙 二 开始
了舞台生活 三 杨三绝艺 四 跷工 五 武工 六 从路三宝学“醉酒” 七 看戏 第四章 回忆四十年前的剧场 
一 广和楼旧景 二 幼年的伙伴 三 骡车 四 跑马与赛车 五“行戏” 第五章 一个历史最悠久的科班 一 富
连成的前身——喜连成 二 富连成 三 叶春善的办学精神 第六章 养鸽 第七章 重演《金山寺》、《断桥
》 第八章 最早的青衣新腔 一《玉堂春》 二 孙春山，胡喜禄，陈宝云 第九章 多方面的学习 一 请教过
的几位师友 二 二本《虹霓关》 三《汾河湾》 四《樊江关》 五《儿女英雄传》 第十章 一个重要的关
键 一 第一次到了上海 二 杨家堂会 三 第一天的打泡戏 四《穆柯寨》 五《枪挑穆天王》 六 关于上海戏
馆的种种 七《宇宙锋》 八《游园惊梦》 九 离沪之前 第十一章 回北京搭班的经过 一 鞭子巷三条 二 搭
班“翊文社” 三 赶场 四 与谭鑫培合演《四郎探母》 五“翊文社”的老伙伴 第二集 第一章 时装新戏
的初试 一《孽海波澜》 二 戒坛寺 第二章 第二次到上海 一《女起解》 二《五花洞》 三《贵妃醉酒》 
四 结束了上海的演出 五 改搭双庆社 第三章 十八个月中的工作概况 一 我怎样排新戏 二《牢狱鸳鸯》 
三 时装新戏——《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 四 古装戏的尝试——《嫦娥奔月》 五 初
演红楼戏——《黛玉葬花》 六 另一位排红楼戏的 七 回忆南通 八 台上的“错儿” 九 牵牛花 十《千金
一笑》 十一 昆曲和弋腔的梗概 十二《思凡》 十三《春香闹学》 十四《佳期拷红》 十五《风筝误》 
第四章 第三次到上海 一 从上海到杭州 二 演员病不得 第五章 桐馨社 一 杨小楼的师承 二《木兰从军》 
三《春秋配》 第六章 新武汉 一 第五次到汉口 二 楚剧 三 汉剧 四 后台的两件事情 五《抗金兵》 六 离
汉之前 七 老艺人的爱国热情 第七章 春合社 第三集 第一章《奇双会》 一 第三次入“双庆社” 二《哭
监》 三《写状》 四《三拉》 第二章 从绘画谈到《天女散花》 一 学画 二 绘画和舞台艺术 三《天女散
花》 四 吉祥园初演《天女散花》 五 武戏文唱，文戏武唱 六 在上海重演《天女散花》 第三章《童女
斩蛇》 一 为破除迷信编演新戏 二 新戏比旧戏更受欢迎 三《童女斩蛇》的场次 四 最后一出时装新戏 
五 与陈彦衡谈创造新腔 第四章 我和余叔岩合作时期 一 余叔岩的家世 二 我和谭、余的交往 三 善于学
习，人皆可师 四 继承谭派的雄心大志 五 与余叔岩初排《梅龙镇》 六 再排演《打渔杀家》 第五章 与
杨小楼合作时期 一 合组“崇林杜” 二 合演《回荆州》 三《金山寺》的双剑 四 荒诞的《六五花洞》 
五 合作中演出最多的《长坂坡》 六《长坂坡》中的高妙手法 七 我最爱演的一场戏——《掩井》 第六
章《霸王别姬》的编演 一 第一次演出时的情况 二 霸王的垓下之歌 三 虞姬的舞剑 四 我心目中的杨小
楼 第七章“承华社”时期 一“承华社”当时使用的一个新型剧场 二 从“承华社”初期的堂会戏谈到
各种戏台 三“承华社”在真光剧场排演《西施》 四“承华社”在开明剧场 后记 ⋯⋯ 东游记 梅兰芳生
平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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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初看谭老板（鑫培）的戏，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想。
当时扮老生的演员，都是身体魁梧、嗓音洪亮的。
惟有他的扮相，是那样的瘦削，嗓音是那样的细腻悠扬，一望而知是个好演员的风度。
有一次他跟金秀山合演《捉放曹》，曹操出场唱完了一句，跟着陈宫接唱‘路上行人马蹄忙’，我在
池子后排的边上，听得不大清楚。
吕伯奢草堂里面的唱腔和对句，也没有使劲。
我正有点失望，哪晓得等到曹操拔剑杀家的一场，才看出他那种深刻的表情。
就说他那双眼睛，真是目光炯炯，早就把全场观众的精神掌握住了。
从此一路精彩下去，唱到《宿店》的大段二黄，愈唱愈高，真像‘深山鹤唳，月出云中’。
陈宫的一腔悔恨怨愤，都从唱词音节和面部表情深深地表达出来。
满戏园子静到一点声音都没有，台下的观众，有的闭目凝神细听，有的目不转睛地看，心灵上都到了
净化的境地。
我那时虽然还只有一个小学生的程度，不能完全领略他的高度的艺术，只就表面看得懂的部分来讲，
已经觉得精神上有说不出来的轻松愉快了。
 “还有几位陪着谭老板唱的老前辈，如黄润甫、金秀山⋯⋯也都是我最喜欢听的。
 “黄润甫的为人非常风趣，在后台的人缘也最好。
大家称他为‘三大爷’。
观众又都叫他‘黄三’。
这位老先生对于业务的认真，表演的深刻，功夫的结实，我是佩服极了。
他无论扮什么角色，即使是最不重要的，也一定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地表演着。
观众对他的印象非常好，总是报以热烈彩声。
假使有一天，台下没有反映，他卸装以后，就会懊丧到连饭都不想吃。
 “当时的听众又都叫他‘活曹操’。
这种考语，他是当之无愧的。
他演反派角色。
着重的是性格的刻画。
他决不像一般的演员，把曹操形容得那么肤浅浮躁。
我看见他陪谭老板演过《捉放曹》、《战宛城》、《阳平关》三出戏里的曹操，就是用不同的手法来
表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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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名人回忆录:梅兰芳回忆录(套装共2册)》编辑推荐：梅兰芳是中国一代杰出的京剧大师，以男儿身
化作美娇娘，演绎出了无数风华绝代的女子或凄美、或昂扬、或可掬一笑的人生。
他圆润明亮的唱腔、华丽的舞蹈和臻于完美的表演构成了中国京剧史上一幅绝美的风景。
然而绚丽的舞台风光也掩住了他早年的身世悲凉和成名后仍毫不松懈的勤勉人生。
梅兰芳在这本回忆录中，以从容、平静的语调讲述了自己的舞台生涯，以及生活在那样一个艰难世道
中的梨园前辈，怎样以一种虔诚的态度，付出毕生的精力，将京剧发展至巅峰。
此书讲述的是一个人的历史，当命运给他荆棘，他没有放弃；当命运赠他玫瑰，他没有放纵。
《名人回忆录:梅兰芳回忆录(套装共2册)》讲述的也是一个民族的一段历史，舞榭歌台记录下的粉墨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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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皇上、总统、主席、总书记喜欢看他们，车夫、妇人、村姑、职员也为他们喝彩。
梅兰芳是他们当中极其杰出的一个人，他一直在改良与坚守传统中间找平衡。
他常常讲：我对于舞台艺术主张平衡发展，我不强调某方面的特点，这是我一贯的作风。
梅先生的梅派基本上是无特点风格，无特点风格构成了他的大气，构成了他一种你说不出来的吸引力
。
恰恰是这种无特点风格使他流传最广、存留最久。
 ——章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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