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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梅兰芳先生撰写的艺术评论文集，书中收录了《进步与深入得力于看戏》、《我学戏、改戏
和表演的经验》、《再度塑造穆桂英》、《要善于辨别精粗美恶》、《第一次试拍有声影片》、《为
什么解放后我的嗓音高了一个调门》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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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兰芳(1894—1961)，名澜，字畹华，京剧表演艺术家。
出身于梨园世家，8岁学戏，11岁登台。
工青衣，兼演刀马旦，对京剧旦角的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化装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造发
展，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世称“梅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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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从几对鸽子养起，最多的时候，大约养到一百五十对。
内中有的是中国种，有的是外国种。
那时候我还住在鞭子巷三号，是一所四合院。
院子的两边，搭出两个鸽子棚。
里面用木板隔了许多间鸽子窝。
门上都挖着一个洞，为的是流通窝里的空气。
每个窝里放一个草囤，摆一个水坛，坛的四面也挖一圈小孔，好让鸽子伸进头去喝水。
鸽子喜欢洗澡，照例隔两三天洗一次澡。
如果发现有生病的，那事情就大了，怕它传染，赶快替它搬家，就好像人得了传染病，要住到隔离病
院里去似的。
鸽子不单是好看，还有一种可听之处。
有些在尾巴中间，给它们戴上哨’子，这样每一队鸽群飞过，就在哨子上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有的雄壮宏大，有的柔婉悠扬。
这全看鸽子的主人，由他配合好了高低音，于是这就成为一种天空里的和声的乐队。
哨子的制作，非常精美而灵巧。
可用竹子、葫芦、象牙雕成各种形式。
上面还刻着制作人的款字，仿佛雕刻家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的习惯一样。
我从前对收集这种哨子有很深的偏嗜，历年来各种花样收得不少。
伺候这群小飞禽可不大容易。
天刚亮，大约五六点钟吧，我就得起来。
盥洗完毕忙着打开鸽子窝，把它们的小屋子打扫得于干净净。
喂食、喂水，都是照例的工作。
这都伺候完了，就要开窝放鸽。
先把飞行力最强的一队放上去。
飞了一会儿，跟着第二队、第三队⋯⋯继续往上放。
等这几队熟鸽子在上空活动够了，它们就飞在一起，围着房子打转，这就是快要落下来的表示了。
可是我要它们带着训练新鸽子，就拿竹竿指挥它们，不许马上下来。
接着用手抓住那些新鸽子，一个一个地往上抛，让它们混在熟鸽群里学习。
等合群归队以后，再把全部鸽子放出，在房上休息一段时间，再指挥它们回窝，再喂它们的食，给它
们水喝。
像这样每天要来上好几次，所以伺候一大群鸽子，比伺候人还要麻烦得多。
你别瞧这种小飞禽，它们的家庭组织和教育方法，与人类是很有相似的地方的。
譬如每个窝内住一对雌雄鸽子，它们养下的小鸽子，等到会上房起飞，就赶出窝外，不跟它们的后一
代同居了。
这不是和人类把子弟教育成人，就让他们自立门户一样的吗?有些年龄大的老鸽子常躲在房犄角上，不
肯起飞，得用竹竿吓它们才肯起来。
按说也该让它们退休了，可是不能，还有它们的用途呢。
有一种专爱扑食鸽子的飞禽名叫鸽鹰。
鸽子飞在天空要被这鸽鹰发现，它立刻会用最快的速度扑入鸽群，抓住了一个就吃，因此每队鸽子里
面必定要参加几个老鸽子。
它们的体力机能，虽然比较减退，但是有丰富的经验，遇到鸽鹰侵袭的时候，它们能够见机而行，很
快地指示群鸽，领导着队伍降到安全的地带。
我有时看到天空鸽群，队伍突然凌乱，或者分散开来，彷徨打转，就知道是受到鸽鹰的威胁了。
必须赶快把未出窝的老鸽子放到房上去，引它们的后辈归队。
所以老鸽子也是不能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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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的性格是守信用、守秩序、爱好和平、服从命令的。
每天早晨我伺候它们完了，看见我对它们用手一挥，第一队马上都出了棚，很整齐地站在房上，听候
命令了。
我那时年轻，觉得有这些经我亲手训练的鸽子，很勇敢地听我指挥，是一桩愉快而足以自豪的事。
我从组织鸽子里面，得到了许多可贵的经验。
这对我后来的事业，也有相当的影响的。
我养了快十年的鸽子，没有间断过。
等搬到无量大人胡同以后，业务日见繁重，环境上就不许可我再跟这群小朋友们接近了。
养鸽子对我的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有的，太有益处了。
养鸽子的人，第一，先要起得早，能够呼吸新鲜空气，自然对肺部就有了益处。
第二，鸽子飞得高，我在底下要用尽目力来辨别这鸽子是属于我的，还是别家的，你想这是多么难的
事。
所以眼睛老随着鸽子望，越望越远，仿佛要望到天的尽头、云层的上面去，而且不是一天，天天这样
做，才把这对眼睛不知不觉地治过来的。
第三，手上拿着很粗的竹竿来指挥鸽子。
要靠两个膀子的劲头。
这样经常不断地挥舞着，先就感到膂力增加，逐渐对于全身肌肉的发达，更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我唱《醉酒》穿的那件宫装，是我初次带了剧团到广东表演，托一位当地朋友，找一家老店，用上等
好金线给我绣的。
这已有二十多年，到如今没有变色，可见得货色是真地道，可是它的分量也真够重的。
我这年纪穿着在台上要做下腰身段，膀子不觉得太累，恐怕还要感激当年每天挥舞的那根长竹竿呢。
我喜欢养鸽，亲戚朋友全都晓得的。
在我结束了养鸽的生活以后，有一天一位最关切我的老朋友冯幼伟先生很高兴地对我说：“畹华，我
在无意中买到一件古董，对于你很有关系，送给你做纪念品是再合适没有的了。
”说着拿出来看，是一个方形的镜框子，里面画着一对鸽子。
画底是黑色，鸽子是白色，鸽子的眼睛和脚都是红色，并排着站在一块淡青色的云石上面，是一种西
洋画的路子，生动得好像要活似的。
我先当它是画在纸上，像普通那样配上一个镜框的。
经他解释了，才知道实在就是画在内层的玻璃上面，仿佛跟鼻烟壶里的性质相同。
按着画意和装潢来估计，总该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旧物。
据说还是乾隆时代一位西洋名画家郎世宁的手笔，因为上面没有款字，我们也无法来鉴定它的真假。
但是这种古色古香的样子，看了着实可爱。
我谢了他的美意，带回家去，挂在墙上，常对着它看。
这件纪念品跟随我由北而南二十几年，没有离开过，现在还挂在我家的墙上。
有些事情真是不可思议的。
一种小小的飞禽，经过偶然地接触，就会对它发生很深挚的情感。
等到没有时间跟它接近，就由它的画像跟我做伴。
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在性格上颇有相似之处的原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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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梅兰芳谈艺录》：艺术是社会的晴雨表，它比股市和议会辩论更能反映这个变化的世界。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艺术就已经把过去那些陈旧的好的和坏的规章制度的崩溃，特别是艺术领域
里各种“主义”盛行的情况，一一记录下来。
现在，不少主义是徒有虚名，即使那种主义在刚刚诞生的时候，人们还曾经为之欢呼雀跃。
一本有关艺术的专著，优秀的艺术家是不读的，因为他们会忙于自己的事业，而无暇读这样的书；平
庸的书艺术家也是不读的，因为他们会继续忙于劳而无功的操作，认为这是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
房龙不打算写这样的一本专著，不打算写成一本艺术的教科书。
他不喜欢那些对艺术怀有浓厚兴趣、把艺术作为陶冶情操之工具的可爱的女士们，也不喜欢那些刻意
追求灵魂安宁与精神愉悦的尊敬的先生们。
他不喜欢这些男男女女，只把艺术当成工具。
房龙喜欢从那栋破旧农舍跑出来的两个孩子，身着红衣红帽的男孩女孩。
他为他们而写作。
他用20年时间，收集无数资料，打算写一本有关艺术的书，但却迟迟不能动笔。
直到那两个孩子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那两个孩子一人拿小提琴。
一人拿画夹，看见房龙乘坐的火车从身边疾驰而过，眼中充满渴望，却又黯然神伤。
房龙知道他们虽然没有目睹过高大壮美的东西，但他们同样也没有残忍的欺诈与功利的烙印。
这部书是为那些软心肠的人而写的，是为那些没有功利心的人而写的。
艺术是社会的晴雨表，它比股市和议会辩论更能反映这个变化的世界。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艺术就已经把过去那些陈旧的好的和坏的规章制度的崩溃，特别是艺术领域
里各种“主义”盛行的情况，一一记录下来。
现在，不少主义是徒有虚名，即使那种主义在刚刚诞生的时候，人们还曾经为之欢呼雀跃。
马蒂斯、塞尚、罗维斯·柯林特、考考斯卡、约翰·马林、莫里斯·斯特恩、比德尔以及墨西哥的奥
罗兹科和里维拉，这些人无疑是新世界的先行者。
如果你对我说，你并不理解这些人的作品，但你也能够创作出相同的作品来，那么我会说：首先，你
最好先去了解他们，因为这些人的作品的含意非常深刻。
你要知道这一点。
其次，你不要自以为是，否则你会犯一个极大的错误。
这些人艺术功底深厚，智慧超群。
他们是一流的艺术家，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这些人已经不需要再在技巧上下太大工夫，依然能够创出佳作，就像是那些伟大的小提琴家，钢琴家
，无论演奏的是什么乐曲，都能够把这些曲子演绎得淋漓尽致。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梅兰芳谈艺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