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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孟小冬在中国京剧史上，堪称当之无愧的首席女老生，是迄今为止，可与四大须生相媲美的艺术
家，她被梨园誉为“冬皇”，已在海峡两岸文艺界得到共识。

　　上海同济大学的许锦文教授是一位“耕耘勤谨、收获丰盈的戏曲音乐专家”。
这次出版的《京剧冬皇：孟小冬》，正是许锦文教授费时一年有余，遍查资料，遍访朋辈，挑灯走笔
，“呕血”而成的，是迄今为止第一部较为完整翔实的孟小冬传记。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原则，用许教授的话说，传记文学贵在求真，虽然它并不排斥虚构，但他本着“大
事不虚、小事不拘、实事求是的态度，胸怀坦荡，秉笔直书，力求能给读者写出一个真实的孟小冬”
。
从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作品来看，许教授的这一原则得到了体现。

　　《京剧冬皇：孟小冬》共41章，并有附录3篇，外加孟小冬年表，记述了自孟小冬诞生直至辞世
，70年间的各段生活，“出淤泥而不染”的一生，材料翔实全面，行文落笔严谨，“绝无近来所见到
出版的某些艺术家传记中出现的‘材料不够虚构凑’，任意兑水，胡编乱造，流于近乎‘演义’、‘
戏说’之弊”(钮骠语)。
读者可以从这部具有“信史”价值的传记中，准确地认识传主、体味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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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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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乾隆以前，京剧中妇女听戏，不在禁例，经郎苏门学士奏请，才奉旨禁止，所以二百多年
以来，妇女不得进戏园听戏。
当时有人作了一首诗，同他玩笑说：“卓午香车巷口多，珠帘高卷听笙歌，无端撞着郎螃蟹，惹得团
脐闹一窝。
”因郎苏门以善画螃蟹出名，外号女郎螃蟹，所以诗中如此说法。
民国以来，妇女又可随便听戏了。
 辛亥革命后，虽然妇女已获准走进戏园看（听）戏，但是男女还是不能同台合演。
 在上海隶属于英租界、法租界管辖范围内的新世界、共舞台，毕竟远离京城，所谓“天高皇帝远”，
于辛亥革命后不久，即出现了男女同台演出，如共舞台坤伶露兰春的加入。
而大世界游乐场是1917年才建成开业的，因为早有先例，所以也就无所顾忌地组织男女同台合演了。
为了标新立异，还起名乾坤大剧场，以招来观众。
 孟小冬正式加盟大世界大京班，是1919年12月1日。
在此前，曾于11月24日演了一出压轴戏《逍遥津》，或许是试演性质的吧！
那天大轴戏为李春来、粉菊花合演的《狮子楼》。
 可别小看这大世界内乾坤大剧场，这里真可谓是藏龙卧虎、名角如林的地方，常有一流的艺人登台献
艺。
就说上面这两位吧，也是红极一时的大牌演员： 李春来，河北高碑店人。
演武生，科班出身，他是四大徽班之一春台班的子弟，与谭鑫培同辈，短打、长靠均擅长，腰腿功夫
极好，动作敏捷，身段漂亮。
《白水滩》、《伐子都》、《恶虎村》等都是他生平得意之作。
在上海数十年，十分走红，成为南派武生宗师。
年近古稀时，还能登台演出《伐子都》，仍扎大靠翻打跌扑，功夫不减当年。
1907年，12岁的麒麟童（周信芳）正式拜李春来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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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孟小冬在中国京剧史上，堪称当之无愧的首席女老生，是迄今为止，可与四大须生相媲美的艺术家，
她被梨园誉为“冬皇”，已在海峡两岸文艺界得到共识。
    但孟小冬的一生，也是孤寂的一生，飘零的一生，印证了“高山流水知音难求”，“自古红颜多薄
命”。
目前海内外对孟小冬的评价，大致上有两种意见：    一是说对她的评价不宜过高。
因为她毕竟下嫁给一个风烛残年的上海大亨杜月笙做了第五房小妾，犹如明珠蒙垢，令人惋惜；对她
拜师5年，学艺告成，反而疏离舞台，大好艺术不能广传，广大戏迷感到痛心失望；对她一生不肯在
梨园行中收授徒弟，移居港台后，连在家吊嗓都要紧闭门窗，以防别人偷听，对此，不少人颇有微词
，台湾有个别人甚至公开谴责她是梨园罪人。
    第二种意见，认为她是余叔岩嫡传弟子，学戏时间最长，学的戏最多，戏路亦最纯正，成为人们研
习余派艺术的“活标本”；而对她不愿在梨园界收授徒弟，也提出许多困难和苦衷，主要的还是因婚
姻失败而造成体弱多病和才难之叹，认为不应再予过多的苛责。
因为旧时艺人大多不肯轻易对外传艺，如谭鑫培、余叔岩，皆是如此，总不能说他们都是梨园罪人吧
。
即便如此，孟小冬在港台还是收授了不少颇有成就的票界弟子，私淑她的人也很多，如今这些弟子又
薪传后学，代有传人，继续在海内外研究传播余派艺术，归根结底，孟小冬功不可没。
    由于这种种争议，加上孟小冬一生孤傲，立雪余门苦修5年期间，基本停止演出，40岁在上海参加杜
寿赈灾义演，即留下广陵绝响，告别菊坛，之后就退隐台港30年，深居简出，所以关于她的资料，非
常奇缺，市场上也就没有一本完整的孟小冬传记，这一现象与其在梨园中的显赫声名显然是不相符的
。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也许是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孟小冬曾与梅兰芳大师结合4年之久的那段恩
恩怨怨的婚姻，是个最不容易写，说不定还会招来指责或麻烦的敏感问题。
以往，不但在梅兰芳本人的许多著作如《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文集》里，找不到这方面的文
字记载，而且后来撰写有关梅大师文章的人，对这段经历，也大多“跳开”避而不谈，连在《梅兰芳
传》、《梅兰芳年谱》这样的专著中，都只字未提。
只是到今年来，这件事情才慢慢地披露出来。
像京剧评论家徐城北先生写的《梅兰芳百年祭》，里面提到了这件事。
大部头的《梅兰芳全传》也有所披露，并且被几家报刊转载。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孟小冬唱腔艺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能够全面了解孟小冬的艺
术活动和艺术成就，以及她的生活经历。
我们认为，孟小冬才艺卓绝，本性善良，经历传奇，为这样一位艺术家立传很有必要，这对于发扬京
剧艺术及提供人生启示均是有益的。
已故剧作家许姬传先生早在十几年前就曾撰文呼吁过：应该有一本更完备的孟氏传记问世！
是为我们出版《京剧冬皇：孟小冬》的缘起。
    上海同济大学的许锦文教授是一位“耕耘勤谨、收获丰盈的戏曲音乐专家”(中国戏曲学院教授，丑
行表演艺术家、教育家钮骠语)。
多年来他为多位京剧表演艺术大家，如余叔岩、梅兰芳、孟小冬、周信芳、马连良、程砚秋、杨宝森
等的演唱艺术，做了记谱、整理，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弘扬京剧唱腔艺术，做了一桩非常有意义的
工作，有多种唱腔专集出版行世，受到普遍欢迎，被业中人士视为宝贵的研习教材和探究资料。
所以许教授虽跻身教育界，非梨园中人，却是熟悉梨园掌故的专业人士，是最有资格的孟小冬传记撰
写者，更何况他对孟小冬还“有话要说”！
    这次出版的《京剧冬皇：孟小冬》，正是许锦文教授费时一年有余，遍查资料，遍访朋辈，挑灯走
笔，“呕血”而成的，是迄今为止第一部较为完整翔实的孟小冬传记。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原则，用许教授自己的话说，传记文学贵在求真，虽然它并不排斥虚构，但他本着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实事求是的态度，胸怀坦荡，秉笔直书，力求能给读者写出一个真实的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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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从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作品来看，许教授的这一原则得到了体现。
全书共41章，并有附录3篇，外加孟小冬年表，记述了自孟小冬诞生直至辞世，70年间的各段生活，“
出淤泥而不染”的一生，材料翔实全面，行文落笔严谨，“绝无近来所见到出版的某些艺术家传记中
出现的‘材料不够虚构凑’，任意兑水，胡编乱造，流于近乎‘演义’、‘戏说’之弊”(钮骠语)。
读者可以从这部具有“信史”价值的传记中，准确地认识传主、体味传主。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许锦文教授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对于孟小冬与梅兰芳的感情婚姻没有跳开不
写，更没有凭空捏造，故造噱头，以吸人眼球。
在之前众多关于梅兰芳的书籍作品中，对孟、梅之事都避而不谈，徒留空白；而部分毫无操守的小书
小报，则借此题材大肆炒作，牟取经济好处。
许锦文教授对第二种态度，当然是鄙视之极，而对第一种态度也并不赞成，他认为“写梅兰芳可以绕
开孟小冬，但写孟小冬却绕不开梅兰芳”，因为梅兰芳在孟小冬的人生之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
色，二人的关系直接影响了孟小冬以后的人生历程。
没有梅兰芳的孟小冬传将是苍白的、空洞的、毫无根据的。
在写二人关系这一部分的时候，许教授实事求是，引经据典，访问了许多与孟小冬有关的人，包括孟
小冬关系密切的弟子、朋友，阅读了大量相关的文献，甚至将求助电话打到了香港。
书中的数十幅照片也是许教授在大量的旧书籍文献中挑选出来，或者多方打听收集而来，其中部分是
建国以来首次公布的珍贵图片。
传记务求真实、可信，许教授这种严谨的态度令人佩服，而在此辛勤劳动下收获的孟小冬传，也可以
说完全对得起读者的期待和付出。
    本书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孟小冬传记，“简直可以说是半部民国京剧史”(
红学大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冯其庸语)。
许锦文教授对民国时期京剧各派艺术及诸多名伶的了解，简直是如数家珍。
尤其是书中所述北京的种种风俗习惯，梨园大师们的个性、癖好、交游，以及各种事件发生的地点、
街道和各人先后的住处等等，真是历历如绘。
许教授对于京剧艺术的熟娴程度和理解深度，也是一般戏曲爱好者所难以达到的，所以本书还可帮助
京剧爱好者理解京剧。
当然，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孟小冬而延伸出来的，是非常自然的叙述，是水到渠成、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一叙述法，更使孟小冬这个主人公栩栩如生地活跃在历史和梨园的舞台上，更活在了读者的心目中
。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在编辑过程中难免出现错误或者纰漏，欢迎广大读者给与补充和批评指正！
    谨以此书纪念梨园冬皇孟小冬！
    编者    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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