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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几年，我曾几次表示希望当年上海市戏曲学校昆大班的老同学们各写传记或回忆录，请人撰写或自
己写都好。
几年来，已有几种问世，但还不够。
现在蔡正仁同志的传记即将出版，使我深感欣喜，更希望没有动笔的老友们及早筹划。
    我为什么有这个强烈愿望？
虽然我跟昆大班的多位杰出人才有半个多世纪的接触和友谊，但主要原因还不在此。
我是想，这一群已是当今昆剧大家的“老青年们”，他们不仅个人艺术成就都已“横看成岭侧成峰”
，更重要的是这一群“高峰峻岭”已经联成一片光辉灿烂的昆剧高地。
就是说，把他们各自的艺术造诣综合起来进行观赏研讨，当会感受到昆剧在近四五十年来在艺术上突
飞猛进的发展。
当然，不能忘记还有江苏、浙江、北京、湖南等地的六个兄弟院团，如果把他们的多方面成就同上海
昆剧团（以下简称“上昆”）联系起来，那就是整个中国戏曲大地的一大片昆剧高原了，而上昆在昆
剧全部战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肯定的。
我曾说过，近半个世纪是昆剧由再衰三竭、濒临消亡转向再生再兴、昂首向上的历史大转折时期。
可以设想，—二百年后的人写昆剧史时，这一时期必将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蔡正仁，应该说是这
一时期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之一。
第一，他作为昆剧主要家门的小生行当的演员，在表演艺术上已取得可以同前辈分庭抗礼、自有风彩
的辉煌成就。
第二，他在当代昆剧界还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活动家，当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了18年上海昆剧
团的团长，还担任了多年全国昆剧院团长联席会议的常任主席。
    众所周知，蔡正仁的老师是昆剧“传”字辈中大名家沈传芷和昆坛领袖俞振飞，同时也向“活况钟
”周传瑛求教，名师高徒，学有渊源，根底深厚。
在他年轻时就被称为“小俞振飞”，这是对青年蔡正仁的高度肯定，当然也是他对老师忠诚景仰、用
心学习的硕果。
然而也就产生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若是将蔡正仁今天的成就与俞振飞大师相比，是否还只能是“小
俞振飞”呢？
若不是“小俞振飞”，岂不是成了离师背道之人？
若是，那么他的学生如张军等等就只能是“小小俞振飞”，昆剧越走越小，还能发展吗？
我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华文漪也曾被人说是‘小梅兰芳”。
我曾对她说，先做‘小梅兰芳”，再做“大华文漪”。
我看正仁应该说正是走着这样的路。
他的幸运是，在艺术道路上，这几位名师兼明师都不要他只学自己。
正是沈传芷老师叫他去拜俞老为师，也正是俞振飞大师指示他去杭州向周传瑛学戏。
有这样的师尊，正仁当然就明白“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道理。
我清楚记得，前几年在上海一次戏剧界盛会上，在不少人赞扬昆剧、谈昆剧是百戏之师时，正仁站起
来振臂高呼：“百戏学昆，昆学百戏！
”我当时心中一震，就感到这是正仁的一个突出思想，多好的思想！
在艺术上，他在忠诚学沈、学俞、学周的基础上更广益多师，这是他取得高度成就的根本主因。
去年（2010）在北京一次会上他就说过，他还曾私淑京剧麒（麒麟童，周信芳）派，想想他的不少戏
，比如《撞钟分宫》，确实颇有麒味。
    我看正仁的戏不算多，但从1961年看他演《断桥》的许仙，后来演《乔醋》、《班昭》等等，直
到2010年演《撞钟分宫》、四本《长生殿》等等，看了他50年的戏，深深感到他在表演上从模仿到创
造，从‘小俞振飞”到“大蔡正仁”的历程。
不是说他超过了老师，是说他终于成为他自己，而这个自己，依我看并不低于几位老师，这当然也正
是老师们对他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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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希望能有人把俞老的表演跟正仁的表演进行一番比较研究，那将是对昆剧表演艺术极有意义的工
作。
我只是考虑到一种情况，即俞老除《墙头马上》外，似乎没有演过本戏，而正仁（以及他的同学们）
都搬演了大量新编原创本戏如《班昭》等，以及传奇改编本戏如《牡丹亭》等。
俞老常演《小宴》、《迎像哭像》等《长生殿》的折子，精彩绝伦，但他没演过单本戏《长生殿》，
更不用说四本了（正仁在四本《长生殿》中，虽只演了两本，但必须具有四本的整体感觉）。
这是时代改变了昆剧，不是个人问题。
然而正仁由此在创造完整的角色形象方面，尤其是原创新剧的角色形象，显然占有先机。
在个人表演风格上，正仁更厚重、朴实，更强调角色的个性化，更注重角色相互间的交流反应。
我在一本论中国文学的书中看到“雍容纯厚”四个字，我想用在正仁的表演风格上是合适的。
在这方面，我以为正仁这～代人有机更多接触话剧、电影及新文学等等有相当的内在联系。
更重要的是，他们成长在新时代，他们年轻，吸收和消化新的时代营养能力较强，不知不觉在创造中
就自然闪烁着时代精神之光。
这是他们的幸运，却也是对他们的挑战。
体现这些特点的故事，在本书许多章节中都可看到。
    我有些朦胧地感到，在当代昆剧俊杰中，俞老在小生家门内形成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而正仁则开
辟了一片新天地。
    这本蔡正仁传写得全面、流畅，作者写了一位昆剧大艺术家，是把他放在他的工作环境、社会环境
中显示他的成就和性格，这一点很精彩。
我同正仁相熟几十年，我知道并且关心他做了18年上昆团长，但我却从本书了解到大量我不知道的正
仁的遭遇，或叫“命运”。
我每次遇到他时，他总是笑嘻嘻，无伤无感的样子，却不知道他还有那么多的喜怒愁乐，这使我回想
起他这18年的经历，确实不是顺风顺水，“风正一帆悬”。
他是在上昆最困难的时候接任团长的，他又没有行政领导经验，工作中自然难免失误；18年中，上昆
首演了20部以上的整本戏，其中自然也有不算成功，乃至失败的作品，他都有责任。
但是，客观地说，应该承认这18年，尤其是自三本《牡丹亭》到四本《长生殿》的几年，是上昆30多
年历史中相当辉煌的一个时期。
当然有客观因素，比如昆三班一批生力军入团，充实了艺术的青年力量；比如联合国“非遗”的宣布
，引起多方重视，改善了昆剧的生存环境等等，但是从剧团领导到全体人员的主观努力，更是关键内
因。
    我想可以提一提这18年中上昆的几项大工作、大成就：    上昆在大陆戏曲院团中第一个在艰难条件
下赴台湾演出，取得了震撼性成功，开辟了后来者的道路。
    上昆用几年时间，对刚从戏校毕业的昆三班做了进一步锤打磨砺，培养了成群的接班人。
    上昆在昆剧文学题材和演出样式上多次进行突破传统的实验，比如《无盐传奇》、《上灵山》、《
夕鹤》、《桃花扇》、《琵琶行》等等，无论成功与否，都是有其实验的价值：    上昆举办了一系列
表演大家的个人传承专场和集体合演，这对于总结新的表演经验和扩大影响都有其必要性。
    最突H{的是上昆托举出几台不同风格的精彩大戏，比如三本《牡丹亭》、《班昭》、《邯郸记》、
四本《长生殿》，以及《钗钏记》、《寻亲记》等等，这对于当前昆剧的繁荣发展可以说是了不起的
贡献。
这些当然绝不是正仁—人之功，但正仁之功决不可没。
    从本书中可以看到，正仁作为团长，他的担子有多么繁重。
有些丁作需要据理力争，他甚至不怕“犯错误”地去力争；义有某些工作需要忍辱负重，重得几乎要
被压垮，他也得又忍又负。
自然，他也常有被表扬、受欢呼的场合，他没有被冲昏头脑，更没有忘乎所以。
正仁的性格是坚韧的，他有热烈钟爱昆剧的赤子之心，又有冷静处理工作的公仆之能，是大演员，是
好团长，    本书作者谢柏梁同志和钮君怡同志是有心人，既掌握了丰富材料，又结合传主口述，写得
生动活泼，可读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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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正仁表演艺术的分析研究方面似乎分量较弱，但可以理解，那应该是另一本艺术评传的任务。
写传记，一个最主要的要求是真实，然而真实又有深浅之别。
写些生活经历，大体不差，也算是真实，那就肤浅了；本书写的蔡正仁，不仅大半生的起伏曲折历历
如绘，更在重要之处深入剖析了正仁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
蔡正仁无所隐蔽，作者也没有美化或抹黑。
比如书中最后部分写正仁和唐斯复筹划上演四本《长生殿》的历程是我亲眼所见，不仅写得热闹，而
且相当亲切深刻，看了令人感动。
一部大作品的问世是何等困难，又何等壮烈啊！
    正仁今年七十，我在这里向他祝贺占稀寿喜；然而，七十古稀今不稀，他还只是一个“古稀小生”
。
我相信，他肯定还会继续为昆剧艺术和昆剧事业——不是发挥余热，而是继续燃烧自己“年轻”的生
命。
至于本书作者，既已走向传记作家之路，有了成功的开端，我就希望一生二、二生三，赶紧再趁热捕
捉可打的“铁”来，这样的对象有的是。
    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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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雅部正音官生魁首》作者谢柏梁同志和钮君怡同志是有心人，既掌握了丰富材料，又结合传主
口述，写得生动活泼，可读性很强。
虽然在正仁表演艺术的分析研究方面似乎分量较弱，但可以理解，那应该是另一本艺术评传的任务。
写传记，一个最主要的要求是真实，然而真实又有深浅之别。
写些生活经历，大体不差，也算是真实，那就肤浅了；本书写的蔡正仁，不仅大半生的起伏曲折历历
如绘，更在重要之处深入剖析了正仁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
蔡正仁无所隐蔽，《雅部正音官生魁首》的作者也没有美化或抹黑。
比如书中最后部分写正仁和唐斯复筹划上演四本《长生殿》的历程是我亲眼所见，不仅写得热闹，而
且相当亲切深刻，看了令人感动。
一部大作品的问世是何等困难，又何等壮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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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柏梁，男，1958年生，湖北天门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戏剧影视学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媒体学院教授，比较文学博士
生导师。
湖北师院学士（1983）、华东师大硕士（1986）、中山大学文学博士（1989）。
曾任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史论教研室主任，教授（1989-2002）。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客座教授（1993），美国佛萨大学、加州柏克莱大学、斯坦福大学（1999-2000）等
校访问教授。
上海市曙光工程学者。
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
上海市古典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等上发表约百万字论文，出版悲剧史、文学史专著10部。
承担过国家社科规划、美国学术委员会等国内外基金项目共8项，艵获多种学术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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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老蔡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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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谢柏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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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在蔡正仁三个月大的时候，父亲为了谋求一个更加稳定的生活环境，决意举家迁往临近的苏州市吴
江县震泽镇。
震泽位于吴江西南部，古称“吴头越尾”，东依上海，南靠杭州，西接湖州，北近苏州，尽占地理优
势。
震泽尽管不是大地方，但文化历史悠久，有慈云寺塔、思范桥、禹迹桥等古迹，古往今来也是人文荟
萃。
自南宋以后，先后出过举人、进士数十人。
至于蔡正仁长大成名之后，浙江南浔和江苏震泽都将其纳入本乡贤达的名录，也自有其道理。
一是出生地，一是成长地，包括后来求学工作的大上海在内，都是蔡正仁的福地。
    在蔡正仁懂事之前，祖父母便已过世，父母似乎也没提起过他们的样貌和职业。
或正因如此，在蔡正仁心中始终保留了一份对祖父母的敬意和神秘感。
    对自己的外婆，蔡正仁尤其钦佩。
外公盛老先生早逝，外婆王氏倔强而能十，守寡几十年，独自管理家业，撑起门户，将两儿一女教育
成才一唯一的女儿盛彬如，后来就成为了蔡正仁的母亲。
    父母的婚姻充满戏剧性，颇有些英雄救美的传奇色彩。
父亲蔡守华，高中毕业，才华横溢，在当时当地可算是“高级知识分子”。
他还熟通兵法，能调兵遣将，在学生军事训练中脱颖而出，是威仪过人的学兵连连长。
母亲盛彬如，青春年华，是远近闻名的美女。
只因盛父辞世太早，少人保护，结果引来土匪头子的觊觎。
土匪几次说亲不成，竟欲强抢这如花似玉的美人做压寨夫人。
此等事情，古已有之。
《西厢记》中的相国千金崔莺莺也因生得貌美，引来了劫美的土匪，是张君瑞一封书信退贼兵，于是
成就了一段西厢奇缘。
今日的学兵连蔡守华连长听说湖匪骚扰美女，挺身而出，带着人马出山巡护，排阵布兵，终于使得湖
匪知难而退。
    才子救了佳人，自然也赢得了美人的芳心，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外婆却不像《两厢记》里的老夫人那样迂腐糊涂，这么文武双全、一表人才的女婿哪里去找？
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了蔡书生。
说不尽当年的吹吹打打，花红彩礼，好不风光热闹。
新郎20多岁，新娘18岁，金童玉女，郎才女貌，成就了天上人间的美姻缘，真是羡煞旁人！
    盛彬如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聪慧能干，持家有方。
她也是个多子多福的“生育模范”，一共为蔡家养育了九个子女。
蔡正仁是老大，下面还有七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很可惜，老五夭折了；义因为生活困难，老七、老八被迫改名换姓送了人家，但是血缘至亲，至今还
与蔡家保持密切来往。
    蔡家的兄弟都很争气，多半从事文教工作。
老二蔡正义是苏州一中的金牌教师；老三蔡正礼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后成为震泽医院院长；老四
蔡正智插队16年，回来后在供销社任职，改革开放下海开了摩托车行，事业颇有成就；老幺蔡正信毕
业于苏州大学物理系，曾任教于浒墅关中学，后历任吴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中区文联主席、吴中
区党校常务副校长。
堂兄蔡正鹤，因受到蔡正仁的影响，于1956年考入上海市戏曲学校第一届京剧班，即“京大班”，主
攻小花脸。
蔡正鹤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长期从事文化艺术行政管理工作，退休后还担任了上海演出经纪人
协会总会长。
    当然，蔡家最有出息、最耀眼的孩子，则非昆剧表演艺术家、有“活唐明皇”美誉的蔡正仁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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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蔡正仁的“皇帝梦”，可是自小就开始了。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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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给蔡正仁先生写传记，这是我所主编的《中国京昆艺术家传记丛书》中的重要篇章，更是我义不容辞
的责任。
    说起来，我也是受教于蔡老师的门徒之一。
我从1983年到华东师范大学，跟随徐中玉、齐森华二位先生攻读戏曲理论硕士研究生起，就一直在看
上昆的戏，一直在舞台下品味蔡老师的戏。
上昆艺术家们正当盛年的精湛演出，加深了我对昆曲艺术和整个戏剧文化体系的深刻印象和理性认识
。
    1986年我到中山大学跟随王季思、黄天骥二位先生攻读中国戏曲史博士研究生，并跻身于祖师爷吴
梅先生第二代学生之列，对昆曲艺术更是无比痴迷。
当我回到上海，有幸拜蔡正仁先生为师，系统地学唱了《琵琶记·书馆》等小生的主要唱段。
因为我较好的识谱能力，也因为我看蔡老师的戏较多，所以很快就能唱出个大致样子来。
这就让蔡老师非常惊讶，怎么他只教几遍，我就能大致学出来呢？
    其实，蔡老师的惊讶和对我的鼓励，恰恰就是我的短处所在。
学昆曲，就是要口传心授，才会学得扎实。
像我等靠着小聪明学唱的人，一旦蔡老师不在身边，一旦《振飞曲谱》不在手边，马上就唱不出子丑
寅卯来。
    中大毕业之后，我又到上海戏剧学院任教，看蔡老师和上昆的戏更多一些。
所以。
由我来执笔写作蔡老师的传记，心中还是比较踏实的。
    话虽如此，真正启动本传的写作，殊大不易。
蔡老师作为著名表演艺术家，实在是个闲不住的人；我作为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的现任主任，诸多事
宜，也分不开身。
所以我们之间的相约聚谈，每一次都较为艰难。
但是一旦在上海的陕西路咖啡店，在苏昆的招待所，在北京的宾馆，只要我们开始工作，蔡老师就有
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
    基本工作方式是这样的，蔡老师说事儿的时候，我请我的学生钮君怡录下来，初步整理成文字。
我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报刊资料和采访所得，再进行撰写与修饰。
成稿之后，再将文本拿给蔡老师看，讨论后再修改、增补。
经过几个来回之后初步定稿。
从2008年夏至2011年夏，整个撰写过程历经整整三年。
期间，我们访问了王家熙、徐希博、李蔷华、薛正康、叶长海、翁思再、唐斯复、唐葆祥、张洵澎、
张静娴、史耘、叶恒峰、杨碧云等蔡老师的前辈、友人、搭档或同事，以及蔡老师的众位学生，获得
许多珍贵资料；多位老师审读了本书初稿，提出了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特别感谢刘厚生老师。
作为之前上海戏剧界和之后全国戏剧界的老前辈，厚生老细读全稿，撰写序言，并提出修改意见，往
来书信多次，其认真与严谨令后辈钦佩不已。
在序言中，厚生老对他所看着成长的蔡正仁予以了高度评价，对本书的写作也给予了热情鼓励。
他还希望上昆乃至各地昆剧团的元老级人物，尽可能在《中国京昆艺术家传记丛书》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也是对昆曲艺术和传统文化的抢救性工作，也将会给后人留下可资学习和借鉴的资料。
    更要感谢各位尊敬的丛书顾问、各位作者对本丛书的大力扶持。
    感谢中国戏曲学院、北京市教委和上海市文化基金会，乃至文化部、全国文联和全国政协京昆室的
鼎力支持。
有了大家的支持，本传记和《中国京昆艺术家传记丛书》才能够踵事增华、蔚为大观。
    谢柏梁    2011年5月24日    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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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谢柏梁和钮君怡编著的《雅部正音官生魁首》写得全面、流畅，作者写了一位昆剧大艺术家，是把他
放在他的工作环境、社会环境中显示他的成就和性格，这一点很精彩。
我同正仁相熟几十年，我知道并且关心他做了18年上昆团长，但我却从本书了解到大量我不知道的正
仁的遭遇，或叫“命运”。
我每次遇到他时，他总是笑嘻嘻，无伤无感的样子，却不知道他还有那么多的喜怒愁乐，这使我回想
起他这18年的经历，确实不是顺风顺水，“风正一帆悬”。
他是在上昆最困难的时候接任团长的，他又没有行政领导经验，工作中自然难免失误；18年中，上昆
首演了20部以上的整本戏，其中自然也有不算成功，乃至失败的作品，他都有责任。
但是，客观地说，应该承认这18年，尤其是自三本《牡丹亭》到四本《长生殿》的几年，是上昆30多
年历史中相当辉煌的一个时期。
当然有客观因素，比如昆三班一批生力军入团，充实了艺术的青年力量；比如联合国“非遗”的宣布
，引起多方重视，改善了昆剧的生存环境等等，但是从剧团领导到全体人员的主观努力，更是关键内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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