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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惊回首，我已经来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整整56个年头了。
刚来时，.我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儿，现在已经迈进了“古稀”之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与人艺相依相伴，骨肉情深，从青年到中年，再从壮年到老年，她成了我生命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人艺是个什么地方呢？
正如老院长曹禺所言：“我是爱这个剧院的。
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天地里，翻滚了30年。
我爱那些既有德行又有才能的好演员，好导演和那些多才多艺的可爱的舞台艺术工作者们。
我爱剧院里有各种各样性格的工人们。
我和他们说笑、谈天、诉苦恼，也不知道有多少回了。
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
微弱的灯光照着硕大无比的空间，留恋不舍⋯⋯我感到北京人艺是培养多少戏剧新人的园地，是锻炼
多少人物的舞台。
” 北京人艺自1956年开始，产生了两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史家胡同56号家属院大楼；王府井大街22
号首都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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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老人艺们的绰号、停演《潘金莲》、老舍讲笑话、《骆驼祥子》奇特的谢幕、《茶馆
》“多磨”、“陛下到底来了！
”、与周总理共度的除夕之夜、三百字的提纲、曹禺：写《雷雨》是在写一首诗、初衷、机缘、动摇
、永远、朱琳：扮演鲁妈时心中的“疙瘩”、今天演的是《女店员》、刁光覃：“慢曹操”、《茶馆
》中的B制演员胡宗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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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秉堃，著名编剧。
创作有多幕话剧《谁是强者》《王建设当官》《阵痛的时刻》《夜晚过去是早晨》《新居》《默默的
人》《冰糖葫芦》《春雪润之》，散文《梁秉堃散文选》，小说《一桩离奇的谋杀案》，报告文学《
北京有个宏志班》，评传《在曹禺身边》《我说于是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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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挚爱的老人艺——从史家胡同56号到王府井大街22号(代序)老人艺们的绰号停演《潘金莲》老舍讲
笑话《骆驼祥子》奇特的谢幕《茶馆》“多磨”“陛下到底来了!”与周总理共度的除夕之夜三百字的
提纲曹禺：写《雷雨》是在写一首诗初衷机缘动摇永远朱琳：扮演鲁妈时心中的“疙瘩”今天演的是
《女店员》刁光覃：“慢曹操”《茶馆》中的B制演员胡宗温晕倒在舞台上的舒绣文丁四嫂的袜子田
冲见“列宁”“泡”后台所得“发神经”红茶“啤酒”和帆布“饺子”排《茶馆》，童超找太监吕齐
：人艺的第三代演《蔡文姬>：一场虚惊幕后英雄“老夫子”陈永祥痴迷道具的“丁道长”似与不似
之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绝人·绝活演出事故“种子档案员”夏淳：人艺的40年与40部戏他成了旅馆里
的“风流人物”第一次演戏反串农村大姑娘“黄鼠狼”也是活生生的人执导第一个大戏《蜕变》两次
幸福的“接见”高招儿策划戏外戏让她放心地演好这场戏于是之：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几乎?《程
疯子自传》渐悟妙境英若诚：“废话协会”里的奇君子绰号叫“那当然了”“毛三爷”的往事老岳父
想了想说：你们是跑码头的吧这个刘麻子，浑身上下都是戏！
大牢中的生活，依然有滋味“英，定了，忽必烈就是你！
”“办实事、做真人”，一生快活“舞台是我的家”林连昆：大器晚成的“狗儿爷”把临门一脚让给
别人功夫在诗外的群众演员好的演员必须坚决从生活出发初见光彩的吴祥子“狗儿爷”涅槃郑榕：学
会飞翔的丑小鸭我每月拿两千多块钱老郑不老周朴园三部曲朱旭：这是我最后的谢幕演出了“朱旭演
的是一个艺术的大混蛋”“太监娶媳妇”，才是应该抓住的矛盾蓝天野：艺品压不住人品梁冠华：胖
子不是一口吃成的“胖子演得还是那么个人物!”天赋·狠功夫·偷戏创作第一，广告以后再说吧⋯⋯
濮存昕：话剧让我上天入地吕中：“大染缸”染出个优秀的“人艺家属”焦菊隐的话还没有说完今晚
的表演都是在讨好几个人⋯⋯最后的发言乌云扫尽，不唱窦娥冤篇外篇演出日报表1963年会议记录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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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关于话剧是否走进了低谷和如何能走出低谷的问题，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后，英若诚谈出自
己的中肯意见：“话剧艺术不会灭亡。
一部好的话剧给人的强烈艺术感受，是别的艺术形式所代替不了的。
前不久北京人艺到上海的演出证明了观众对高级的艺术有饥渴感，他们需要有深刻思想的好戏。
话剧传人中国的时候，怎么站住脚的？
和京剧比吗？
京剧有精彩的唱段和武打，有那么多吸引人的形式，话剧比不了。
可最早那易卜生式的话剧硬是在中国站住了、发展了，靠的就是有思想，有振聋发聩的思想，有引人
深思的语言。
如果没有深刻思想，光剩下形式，观众当然不爱看；如果你表达的那思想不怎么样，都是别人在戏里
说了多少遍的，是别人嚼烂的馍，那当然没人看了。
”为此，他大声疾呼：“话剧要出高质量的作品，不要去埋怨观众。
”“舞台是我的家”1990年初夏，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在中央文化部当过主管艺术工作的副部长数
年以后，英若诚这一天就要离职了。
他把自己办公室里的零散用品收拾进一个大提包，又站在写字台前用含情的目光缓缓地环顾了四周，
最后拿起提包转身走了出去，锁上办公室的门，把钥匙交给行政管理人员。
然后，在楼道当中与所有相遇的同事一一握手告别。
同时，他还热情地邀请大家：“如果方便的话，请您明天晚上到首都剧场来，看我主演的《推销员之
死》。
”就是这次为“亚运会”的重演，在北京引起很大的轰动，不但场场爆满，而且欲罢不能，最后只能
应观众的要求，又加演了几场。
这就是英若诚离任时的一组“镜头”，原来只答应干三年，结果干了四年，然而许多人都完全没有料
到，他在卸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第二天就能回到话剧舞台上，驾轻就熟地扮演了推销员威利·洛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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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是爱北京人艺的。
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的天地里，翻滚了40年。
我爱那些既有德行又有才能的好演员、好导演和那些多才多艺的可爱的舞台艺术工作者们。
我爱剧院里有各种各样性格的工人们。
我和他们说笑、谈天、诉苦恼，也不知有多少回了。
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　　——曹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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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家胡同56号:我亲历的人艺往事》：一个特殊的历史见证者打开60年尘封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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