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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以极致美丽的扮相位居‘‘四大名旦’’之首，以清丽舒畅的唱腔创造了“平中显奇”的巅峰，赢
得了“自己艺术独立的价值”；他“沉着稳重，落落大方”的出访日本、欧洲及美洲，将中国的京剧
推向了“最高尚的东方艺术”：他以“蓄须毁身”的“自虐酷刑”，拒绝为日本侵略者登台唱戏⋯⋯
海外人赞其表演、歌唱、舞蹈三位一体；梨园人尊其演戏做人皆“宗师”；文化人评其“无一处有烟
火气”。
有老妪观其一场戏，叹曰：此生死而无憾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京剧大师>>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梅花香自苦寒来
　一、梨园世家
　二、非要吃“这碗饭”
　三、演戏，搭班，苦练
　四、看戏，养鸽。
学戏
　五、承前启后的师友王瑶卿
　六、青衣新腔《玉堂春》
　七、剪掉“封建”辫子
　八、《汾河湾》初识齐如山
第二章　雏风清于老凤声
　一、《穆柯寨》享誉上海滩
　二、海派艺术的启示
　三、创排《孽海波澜》
　四、久演不衰的两出戏
第三章　时装新戏和古装新戏的尝试
　一、戏院内外的《牢狱鸳鸯》
　二、《邓霞姑》与《一缕麻》
　三、《奔月》和《葬花》
　四、学演昆曲的收获
第四章　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一、替父从军花木兰
　二、《天女散花》
　三、破除迷信的《童女斩蛇》
　四、三赴南通
　五、初上银幕
　六、学画与养花
　七、青衣、武生妙搭档
　八、《打渔杀家》显功力
第五章　创新与竞争
　一、赴香港演出
　二、历史剧的创新
　三、五出舞蹈剧的拍摄
　四、编演《太真外传》
　五、爱演《奇双会》
　六、“四大名旦”之首
　七、再排新戏
　八、关心国剧艺术
第六章　中国京剧艺术的文化使节
　一、两渡扶桑
　二、远赴美国
　三、访问苏联
　四、与各国朋友的交往
第七章　傲骨从来耐岁寒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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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排演骯金兵》和《生死恨》
　三、离沪赴港，息影舞台
　四、香港沦陷，蓄须拒敌
　五、返沪再拒日伪
　六、绘画、授徒，迎“春消息”
第八章　满园春色关不住
　一、剃须登台
　二、痛悼李世芳
　三、勤授徒，助公益
　四、第一部彩色戏曲片
　五、无奈的分手
第九章　天下无人不识君
　一、参加第一届文代会
　二、为人民演戏
　三、拍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
　四、故乡之行
　五、再访日本、苏联
　六、多方面的学习和借鉴
　⋯⋯
附录
梅兰芳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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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不久，他改搭鸣盛和班，常在吉祥园演出，由茹莱卿操琴。
这期间，梅兰芳对养鸽子产生了兴趣，不想因养鸽子竟治好了自己微带近视、迎风流泪、目光不灵活
的眼睛。
梅兰芳养鸽子，起初只是觉得好玩，当作业余游戏，渐渐地他越来越喜欢鸽子，把养鸽子当成了日常
生活中重要的事情。
他在鞭子巷三号院家中四合院房子的两边，搭了两个鸽子棚，每天早上天刚亮就打开鸽子窝.把里面打
扫干净，给鸽子喂食、喂水，隔两三天给它们洗一次澡。
只要是晴天，他早上练功、吊嗓后，就开始放飞鸽子，把鸽子按飞行力强弱分成几队，次第放上天空
。
有时训练新鸽子时，他手里拿着竹竿指挥它们，把不愿飞的鸽子不断地往上抛，让它们锻炼飞翔。
随着鸽子的远飞近抛。
辨认寻找，梅兰芳的眼睛迎风也不流泪了，原来有些呆滞的眼神越练越有神。
养了十年鸽子，他不但对鸽子有了感情，尤其喜爱友人冯幼伟送的《双鸽图》（据说出自清乾隆年间
西洋画家郎世宁的手笔）。
多年后，梅兰芳还津津有味地谈到养鸽子的收获：“第一，先要起得早，能够呼吸新鲜空气，自然对
增加肺活量很有益处；第二，每天眼睛追随鸽群转动，就会逐渐变得灵活有神，访日演出时，日本朋
友还专门在报刊上赞美我的眼睛炯炯发光，具有摄取人们心灵的力量，大概就是受益于眼睛追随鸽群
的原因吧；第三，每天挥舞粗大的竹竿指挥鸽群，双臂的肌肉当然发达，我晚年无论舞剑、折腰、卧
鱼还是开打，从不喘粗气，鬓花、丝绦也不紊乱，这大概与幼年挥竿轰鸽增强了体力不无关系吧！
”学无止境，艺无尽头。
梅兰芳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誉满中外的艺术大师，固然是自己永不自满、勤学苦练的努力和奋斗的结
果，但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多方求教、博采众长，青年时期就掌握了旦角的各种表演技艺，“由
皮黄青衣入手，然后陆续学会了昆曲里的正旦、闺门旦、贴旦，皮黄里的刀马旦、花旦，后来又演时
装、古装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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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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