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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群星灿烂月华明（总序） 金庸（《明报月刊》创办人及第一任主编） 《明报月刊》创刊十周年时，
我写了一篇纪念文字，题目是《“明月”十年共此时》。
《明月》最初十年是相当艰苦的，过的是寂寥的岁月，作者不多，读者也不算多，在学人之间没能引
起多大注意。
在我担任总编辑期间，我常去日本，独自在东京神田町的旧书店中翻阅尘封蛛缠的旧书，冀望发现一
些可以用作插图的旧图片，那时的心情也是寂寥的。
 后来情况渐渐改善了，我们的处境也好了些。
读者多了起来，作者群也渐渐扩充了。
读者们翻阅《明月》的总目录，可以发现，我们的作者几乎包括了海外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各家各
派人士，真正可以说得上是“群星灿烂”。
《明月》的主持人与编者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攻讦，然而受得多了，也就不在乎了。
真正的炸弹包我们也收到过，一些文字上的诬蔑算得了什么。
 中国自和西方思想接触以来，出版过很多极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例如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其后
的《新青年》《语丝》《新月》《创造》《小说月报》，台湾的《文星》等等，都曾对当时的文化界
、知识界起过介绍新思想、讨论新问题的作用。
《明月》和这些前辈刊物相比，以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作用之大而论，自然是万万不如，所刊载作
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深度，到目前为止，恐怕也是有所不及，然而我们还在继续出版，焉知来者之不
如今也，将来还有长远的前途。
我们的作者包括了全世界的华人，方面之广，大概已超过了上述那些前辈刊物，所介绍和讨论问题之
广泛，大概也已超过。
看情形，《明月》今后一定会愈来愈精彩。
希望将来再刊登一些外国学人的中文作品或外文作品的中文译文，成为一份国际性的中国文化刊物，
既有深度又能普及，那时才真正是“群星灿烂月华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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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香港明报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集散地，在知识份子中影响极大，大陆没有公开发行
。
1966年，金庸先生在香港创办《明报月刊》之后，刊物的历届主编均为华语文学界的大师，经过四十
多年的努力，他们将刊物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打造成了一个全球高级学术刊物。
首批丛书采用主题式方法，独特且具有独立的卖点。
首本《中国戏剧大师的命运》由梅兰芳、周信芳、薛觉先、杨小楼、刘宝全、余叔岩、谭鑫培、俞振
飞、红线女、厲慧良、程继仙、马连良、荀慧生等大师自述人人生戏剧，细致展现中国戏剧大师在新
旧文化革命下的境遇心路。
是对中国四十年间戏剧大师的解秘档案。
满身的才华从历史的走廊中穿行而过，本书仅为了纪念和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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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兰芳，京剧大师。
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世称“梅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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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群星灿烂月华明（总序） 金庸
第一卷 流芳颂
梅兰芳在美国 思蕴
王凤卿与汪派艺术 梅兰芳
我与刘宝全先生 马连良
我的学艺经过 程砚秋
粤剧名伶红线女 刘怀远
回忆先师程继仙先生 俞振飞
父亲言菊朋的艺术生活 言慧珠
第二卷 风流人
修到从容自在禅——梅兰芳和他的“戏道” 王大方
梅兰芳的手 苇窗
儒雅风流俞振飞 苇窗
四海一人谭鑫培 邹苇澄
武生宗师杨小楼 苇窗
荀慧生艺名白牡丹 苇窗
京剧世家谭门七代 翁思再
剧坛巨人程砚秋 苇窗
三代名伶余叔岩 苇窗
于戏！
叔岩 凌霄汉阁
忆孟小冬女士 许姬传
一代伶王薛觉先对粤剧的贡献 谢永光
第三卷 掌故
梅兰芳与胡蝶战时在香港 和久田幸助
香港沦陷后与薛觉先二三事 和久田幸助
记吕月樵 朱瘦竹
怀念老师鼓界大王刘宝全先生 白凤鸣
漫谈杨小楼 齐如山
第一科班富连成 苇窗
从祭神?封毯子说起——富连成学戏生活杂忆 艾世菊
厉慧良的《挑滑车》与《嫁妹》 侯榕生
戏迷 侯榕生
我的父亲周信芳 周易
从历史走廊穿行过来的《明报月刊》——《明月四十年精品文丛》编后记 潘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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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与刘宝全先生马连良刘宝全先生生前曾经和我有过二十多年的交往。
在过从之中，我们始终是亲密无间，不分彼此，友谊非常深厚。
为此，愿将我所知道的有关刘先生生前的一些事迹，记述下来。
我第一次观摩刘宝全先生的演出，是在一九二三年。
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就已经久仰刘宝全先生的大名了。
那天晚上，刘先生在前门外石头胡同&ldquo;四海升平&rdquo;演出。
这家杂耍园子在当时算是比较不错的。
门口上下都有廊子，挂着一块绿底金字的牌匾。
著名曲艺演员：荣剑尘（单弦）、金万昌（梅花大鼓）、万人迷（相声）等也都在这里演唱，大轴是
刘先生演唱京韵大鼓&mdash;&mdash;&ldquo;闹江州&rdquo;，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天刘宝全先生出
场时的神态。
他出场时的风度和气派是那样光彩照人，精神焕发。
这一天，他穿的是银灰色的长袍，上罩青缎子马褂，下身是藏蓝色的长裤。
用腰带绑住裤腿。
鱼白色的布袜子，配着一双青双脸的便鞋。
虽然那一年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红光满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给人一种精神、健壮、洁净、
大方的印象。
他满面笑容向观众鞠躬致意，感谢观众在他出场时为他热烈鼓掌。
然后，从容不迫地脱下身上的马褂，露出里面的坎肩。
谈笑自若地表白了几句&ldquo;垫话&rdquo;，接着拿起鼓键，随着弦师所弹的过门，轻敲几下。
顿时就把全场观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的身上。
使本来相当混乱的剧场秩序，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
几句大腔过后，我和在场的观众，完全被他那精湛的演唱征服了。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逐渐忘记了站在台上演唱的刘宝全，而进入了一片艺术的幻景。
似乎看到了那浩浩荡荡的江水，那顺水漂来的小舟，那黑大粗壮的李逵，那身躯矫健的张顺，听到了
李逵的叫嚷，张顺的回答，二人的叫骂，双方的厮打，甚至还听到了二人搏斗时由于用力过猛所引起
的气喘吁吁的声音。
接着，宋江和戴宗来到江边，经过解劝，一场风波始告平息，二位英雄言归于好。
一直到弦声中止，鼓声停住，我才从幻景中又走了出来。
看见站在台上频频鞠躬的刘宝全先生，听见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情不自禁地也使劲鼓起掌来。
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怀着满意而又不够满足的心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剧场。
一路上思索着刘宝全先生演唱时的行腔吐字，功架神情，心情激动，无法平静。
这就是我第一次欣赏刘宝全先生的演唱时所得到的印象和感受。
虽然，这件事已经过了四十年，但是，现在只要我闭眼一想，当天晚上刘先生演唱时的神情姿态，宛
然历历在目，刘先生优美动人的曲调声腔，依然萦绕耳边。
就像是昨天才经历过的事情一样，印象鲜明而深刻。
由此可见，刘先生的演唱，艺术魅力是何等的巨大了。
从此，我便成了&ldquo;刘迷&rdquo;，做了刘先生最忠实的观众。
每逢刘先生有演出，只要我没有戏，我是场场必到，风雨不误。
有时候我倒第二有戏，完了戏匆匆忙忙卸了戏装，还赶到&ldquo;水心亭&rdquo;（天桥附近）去听一
场刘先生的演唱。
后来，有一次我和金少山合作演出&ldquo;溪皇庄&rdquo;，其中有一场戏需要串演各种名曲。
那天我反串武旦，就唱了一段刘宝全先生的&ldquo;大西厢&rdquo;，由&ldquo;二八的俏佳人&rdquo;唱
到&ldquo;大红缎子的绣花鞋底儿当了帮&rdquo;。
没有弦子伴奏，就由马富禄用嘴哼哼弦子的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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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非常欢迎。
到了后台金少山说：&ldquo;真没想到你会唱刘宝全的大西厢，马富禄会用嘴弹弦子。
&rdquo;经过这一段时期的观摩，我初步感觉到，刘先生的演唱艺术有以下三大特点：第一，他的嗓子
好。
他的五音全，嗓音圆，音色美，音域宽，高而不尖，低而不浊，海阔天空，纵横自如。
要哪儿有哪儿，可以随心所欲，尽情发挥。
怎么唱都悦耳动听。
第二，他的技巧高，他对咬字吐字：五音四呼，四声平仄，运气行腔，是下过一番工夫的。
所以他的吐字清晰，行腔自然，高亢的地方如奇峰陡起，高耸入云；低回的时候，似山中溪水，委婉
清丽，极尽唱功之妙。
而且他的演唱，常是在一开始的地方，耍一个大腔，先声夺人，造成一种气势，为下面的演唱渲染了
气氛；然后，根据曲词的字音词意安排唱腔的变化；最后到快结束的时候，又耍一两句大腔，使观众
感到余音缭绕，余味无穷，首尾呼应，从而造成一种一气贯通，完整饱满的印象。
第三，他的戏路对。
他所演唱的节目，才子佳人的段子较少，而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的段子较多。
三国故事，水浒故事，几乎成了他主要演唱的节目。
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
每一个演员，都有他表演艺术上的长处和短处。
因此，演员在选择上演节目的时候，总是要考虑如何&ldquo;善用其长&rdquo;。
刘先生的唱腔，龙飞凤舞，大气磅礴；刘先生的身段夸张奔放，雄强有力，正适合表现三国的勇将、
水浒的英雄那种天武神威，英雄气概。
所以，他比较爱唱像&ldquo;单刀会&rdquo;&ldquo;闹江州&rdquo;这样一类的段子。
而白云鹏先生则喜爱演唱&ldquo;红楼梦&rdquo;的段子，道理也就在这个地方。
当然，刘先生的演唱艺术才能是多方面的，他所演唱的&ldquo;大西厢&rdquo;就别具一格而风行一时
。
至今，仍为广大的观众所喜爱。
但据我所知，刘先生自己对这个节目，并不十分满意。
而且，也不是他最喜爱演唱的节目。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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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明报月刊》四十年，一直是香港珍贵的自由思想、人文精神传统的标志。
&mdash;&mdash;白先勇（作家）《明报月刊》发挥了香港自由的特性，让文学、文化有一个独立存在
的天地。
&mdash;&mdash;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左风、右风、西风，她都屹立不动，只因为她崇奉的
文化中国。
&mdash;&mdash;聂华苓（作家）我一生投过稿的报刊不计其数，但我始终觉得《明月》最令我有亲切
之感。
自由、独立、中国情味大概是我对《明月》最欣赏的几点特色。
&mdash;&mdash;余英时（著名学者）《明报月刊》不在场的时候台上冷场、台下萧条，他每再一次在
场，锣鼓丝竹便应着幕起而响起，无他，文化的价值观也。
&mdash;&mdash;郑愁予（诗人）《明月》是一本真正的知识分子刊物，她的价值中立立场和中性态度
是一贯的。
&mdash;&mdash;刘再复（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明月》是海内外华文世界中，最多
人文关怀、最严谨、最公道、最可信赖、可读性又最高的刊物之一。
&mdash;&mdash;柏杨（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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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戏剧大师回忆录》编辑推荐：从未在内地发行过的刊物，独家授权首次出版创，创始人金庸先
生携董桥等六位主编联手巨献！
 名流雅集，文字洗练，论道精彩，读来酣畅淋漓又不失轻松惬意，让人仿如置身各个讲堂与诸位大家
倾心交谈。
香港最具盛名的人文杂志《明报月刊》精品文丛。
 六十年代香港明报创刊后，上百位海内外学者在杂志上发布了就国家、历史、民族、学界等问题的看
法和观点，在当时对学界、对政局都有相当影响，这套书就是从近千篇文章中精选出的经典作品的结
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重新展布被遮蔽了的大师往事，展现戏剧大师们在新旧文化革命下的境遇，对中国四十年间戏剧大师
的解秘档案。
 章诒和最无法释怀，一再追忆的中国第一老生马连良的人生沉浮；以继承和传承老祖宗的戏曲文化为
己任的梅兰芳；办了“荣春社”的尚小云，以一个艺人办科班的理念打败如今众多的艺术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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