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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梅兰芳表演艺术新探
文／王婉如

摘要：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以雍容华贵、端庄大方著称，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传统美学原则。毫无

疑问．其表演艺术是在民国时期渐渐走向成熟的。梅兰芳表演艺术的魅力在于其创造了一种新的“美”，迎合了当

时上流社会的审美观。同时，他的表演艺术是在批评中逐渐成熟起来的。他的舞台生涯早期是以演出传统戏为主．

而后开始排演时装新戏以及让观众耳目一新的古装新戏。他完成了京剧旦角表演艺术上的革新——在王瑶卿的基

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花衫行当。从民国建立(1 91 2年)至抗战全面爆发(1 937年)．这段时期是梅兰芳表

演艺术最辉煌的时期。除梅兰芳在当时所拍摄的戏曲电影，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影像资料之外，当时的报刊专著

等文献资料，更能为我们还原出梅兰芳表演艺术发展的原貌，以此能对其进行一个较为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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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京剧艺术两百多年的发展史，梅兰芳可谓是京剧旦角

行当里的“一代宗师”。他将京剧艺术视同生命，在唱、念、做、

打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梅兰芳出生于

1894年，那一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在他17岁时(即1911

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随

后，民国建立、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梅兰芳经历了一个奇妙的时代——虽然战火不

断，但却充满着开放、自由的声音。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就是在

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不断发展并成熟起来的。他的舞台生涯早期

是以演出传统戏为主，而后开始排演“更亲切有味、收效比老

戏更大叫11的时装新戏以及让观众耳目一新的古装新戏。同时，

他完成了京剧旦角表演艺术上的革新——在王瑶卿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花衫行当。从民国建立(1912年)至抗战全

面爆发(1937年)，这段时期是梅兰芳表演艺术最辉煌的时期，

评价梅兰芳当时的表演，既要站在今日历史的高度，又不能脱

离他所经历的历史时代。除梅兰芳在当时所拍摄的戏曲电影，

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影像资料之外，当时的报刊专著等文献资

料，更能为我们还原出梅兰芳表演艺术发展的原貌，以此能对

其进行一个较为公允的评价。

一、一种新的“美”——梅兰芳表演的魔力

有人说梅兰芳的表演“雍容华贵，端庄大方”，而刘厚生先

生认为，这一共识“是一种美学意义的抽象的形容，很难有界

限明确的具体的定义吨】。在《中国京剧史》中是这样描述梅兰

芳的表演的：“梅兰芳擅长运用歌唱、念白、身段、舞蹈等技巧，

翁振飞、梅兰梅1 943年饰演《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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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物的心理状态刻画入微。他善于表现人物细腻的感情，运

用艺术手段自然、和谐，富有节奏感，在质朴中见俏丽，妩媚

中显大方。”[31可见，对梅兰芳表演的总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些对于梅兰芳表演的解读，可以说是学者们站在今天的历史

高度对梅兰芳表演所进行的评价。

然而，在民国时期，梅兰芳的表演是如何的?笔者认为，

“美”是梅兰芳表演的最大特点，其中，“色美”为首，“唱美”

为次。一些文献资料可以帮助解答这一问题。

如在梅社编著的Ⅸ梅兰芳》第三章“梅兰芳之艺术”中，刊

登了署名为休莫老人的评论文章。其编者认为：“近数年来，称

道梅郎之艺术者，实在不下千百家，其中惟休莫老人所作梅郎

艺谱为最确当。”休莫老人从容、步、腰、念白、发声、语助、

作工、笑、啼、态、僵、袖、舞、唱、昆曲、刀马、武剧、新

剧这十八个方面分析了梅兰芳的表演：

容：宝镜开奁，采珠射彩。化妆之容，贵在因物赋物，

不拘一格。畹华以静婉之姿，具灵通之解，比于水也，在

盘则方，在盂则圆，又如雪遇圆成璧，因方为硅。大抵庄

严最上，调笑次之，哀戚又次之。

步：双鹇调羽，六燕集衡。台步之美，前曾赞之，其

后犹有进焉。彩楼蒲关起解，且行且唱，如陆博进止，不

失尺寸。⋯⋯

腰：穹崖松竦，玉水萍浮。[41

休莫老人的这篇文章，较客观地分析了梅兰芳的京剧表演

艺术，并且细分到了腰、步、袖等方面，评论言之有物，语言

精练，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休莫老人将“容”

作为首要描写部分，足见梅兰芳的“貌美”。此外，该书的“序”

中，也强调了梅兰芳的“美”，这样写道：“子都色美矣，而不

闻其能歌；秦青歌美矣，而不闻其有色。色与声之兼备，若是

乎，其难也。梅郎具子都之色，擅秦青之声，兼二绝而备于一

声，诚百世而罕遇者。”[51

说梅兰芳“美”的，不仅休莫老人一人。在梅兰芳第一次

赴沪演出时，笠民发表过一篇名为《丹桂第一台观梅兰芳王凤

卿剧记》的一篇文章，文中写道：

《彩楼配》之佳剧出现，珊珊秀骨，弱不胜衣，袅袅婷

婷，几疑仙子。⋯⋯举止之娴雅，则如空谷幽兰。至其表

情优美，台步稳重，更令人有观止之叹。【6】

民国时期著名的作家徐讦在评价梅兰芳时，对其“美”的

评价就更为直接了，在他的((梅兰芳论》中就这样写道：

我就说说梅兰芳是英雄罢。一说英雄二字，大家，尤

其是戏台上的看法，立刻可以想到美人⋯⋯联想到美人，

在中国，无疑地就可以联想到梅兰芳，梅兰芳为中国美人

之典型，这是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rl

可见，相比唱腔，梅兰芳的京剧扮相以及举手投足，更能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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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当时的观众。从这些文献资料来看，当时的戏剧评论更侧重

演员外表形象的整体性，关注演员的“美色”。梅兰芳的表演魔

力正是在于“美”——整体形象的自然和典雅。梅兰芳的“美”，

体现在对于舞台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中。如虞姬(《霸王别

姬》)、白娘子(《断桥》)、林黛玉(《黛玉葬花》)、杨贵妃(((太

真外传》)和赵艳容(《宇宙锋)))等。从梅兰芳开始，京剧旦角

的形象更加饱满了，他突破了传统青衣重唱而不讲究身段的局

限，将花旦、青衣、刀马旦的表演技艺融合在一起，舞台上的

旦角不仅唱得好，身段更是美，难怪能让当时的社会名流对梅

兰芳的演出趋之若鹜。谁不喜欢欣赏美的事物呢?

二、梅兰芳的表演迎合了当时上流社会的审美观

梅兰芳的表演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与民国时期上

流社会的审美观有极大的关系。民国初期，虽然已推翻封建王

朝，但国内军阀混战，社会依旧动荡不安，底层人民仍在经历

着苦难。然而，那些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执政者、文人和商人

等，生活还是相对优越的，他们从无形中组成了一个上流社会

的社交圈。绝大多数梅兰芳的戏迷，是来自上流社会的。

近代著名的戏剧理论家刘豁公，编著过一本名为《梅郎集》

的伶人专集，将当时的“梅讯”和评论文章收录于中。从这本

著作中，我们能感受到梅郎的受欢迎程度，特别是受到上流社

会女性们的欢迎。该书的卷三中有一篇名为《道尹姨太太中了

梅毒》【8】的文章讲述了女性观众对梅郎的迷恋“梅兰芳到沪演剧

后，宁地一班中梅毒的人，兴高采烈都到上海来看戏。这位姨

太太特地向道尹请了一礼拜假，带领婢仆多人，今天下午一点

二十分乘特别快车到沪。想天蟾舞台花楼上，这几天又要多一

位姨太太的倩影了。”可见当时梅郎可称得上是上海和南京妇女

们的“梦中情人”。

张缪子曾经写过文章，分析了梅兰芳为何会如此受欢迎的

原因，颇有见地。而张磅子就是当时活跃于剧坛的剧评家张厚

载，笔名聊公，与梅兰芳的交往相当密切。他这样写道：

三十年前后，剧界变迁之最大痕迹，即须生与旦角之

消长而已。⋯⋯自谭鑫培死后，梅兰芳应运而起。老生势

力一落千丈，旦角竟执剧界之牛耳。一若老谭为老生结局

之英雄，而梅兰芳为开辟剧界新局面之娇儿者，盖梅兰芳

以美丽之色，聪灵之姿，翻陈出新，进取不息，乃演成今

日剧界以旦角为中坚之新局面，转使须眉丈夫低首于红粉

青衣之下。⋯⋯

然凡一种现象之造成，由于一天童聪明英姿挺出之人

杰，造成之者半。而由于社会上群众心理之变迁，及其酝

酿而成者亦半。盖自民国成立以来，社会上思想之革新非

常迅速，尤其显著之观念，则爱美色是也。

爱美为人之天性。爱美之思想亦为人类所同具。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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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别姬》梅兰芳饰虞姬 梅兰芳表演《宇宙锋》

明进化愈发达，则此种思想亦愈发达。即谓文明进化之发

达，为爱美思想发达所致，亦无不可⋯⋯社会上思想，受

外界之种种情感，而爱美色的观念，似乎益加显著，即谓

社会上爱美之思想，渐渐发达亦无不可。就最浅近者论之，

社会上之交际，多尚外表仪容之美观，旧时囚首垢面、折

腰方步等丑态，近日已为交际社会上所共弃。而容止修美，

几为交际上之曲要。此种观念，日渐发达，于是有美色者，

不论男女，当然受社会上一致的欢迎。此梅兰芳所以应运

而起，而旦角乃渐成戏班组织上之要素也。【9]

可见，当时的社会交际中，人们越来越重视仪表容貌，正

是这种“爱美色”的观念，E1渐发达，不论男女，都受到社会

上的欢迎。需要进一步补充的是，喜爱梅兰芳的戏迷多数来自

上流社会，这一点在张谚子的这篇文章中也有暗示。试想，生

存尚且有困难的劳苦人民，怎么会有心思去打扮自己的容貌

呢?他们每天为生计奔波，只求温饱，又何来多余的钱财去让

自己看上去“体面”一些呢?有时间打扮和交际的人，也只有

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太太和小姐了，她们爱梅兰芳的美貌和身段，

是因为舞台上梅兰芳所饰演的旦角，比她们还要美。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上流社会的妇女甚至嫉妒梅兰芳的“美貌”，她们愿

意花一大笔钱来一睹梅兰芳的“美貌”。

梅兰芳的表演迎合了民国时期上流社会的审美，当时的梅

兰芳，他虽然已体会到社会制度的腐败，投身到戏曲改革的运

动中去，通过创作来传达改革的思想，他的时装新戏和古装新

戏，虽披露旧社会的黑暗、反映官场的险诈、触及到了社会的

阴暗面，但与底层人民的联系还是不紧密。由此看来，鲁迅对

梅兰芳的抨击是有一定道理的：

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

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

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

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

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

梅兰芳氛演《黛玉葬花》 959昆曲电影《游园惊梦

兰芳饰杜丽娘．俞振飞饰蝴：§

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

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

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

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

倘若当时的戏曲能揭露底层人民的疾苦，能唤起人民

和斗争的热情，恐怕鲁迅就不会这样批评梅兰芳。当时的

芳，像是万众瞩目的偶像明星，他的影响力依然停留在上

会，底层人民即使知道他，想看他的演出，也买不起戏票

三、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是从批评中不断进步的

张庚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梅兰壳“他的艺术是近千年来

戏曲史中的高峰之一。他继承又发展了两千多年来中国表

术中最精粹的东西。⋯⋯他不愧为我国戏曲界的一代宗匠

愧为当代世界最伟大的表演艺术家之一。”1111站在今天的历

度，梅兰芳的形象非常高大，他的表演艺术似乎是完美的

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从一名学戏的孩童成长起来的，他的

是经过日积月累的思考和废寝忘食的练习才能达到一定的矗

梅兰芳的艺术并非一日而成，他的表演风格是逐渐形成的

至可以说，他的表演艺术是从批评中不断进步的。

梅兰芳的周围有一群“梅党”，他们是梅兰芳的忠实j|}

也是梅兰芳的智囊团。“梅党”中人，皆是当时社会上有影

的人物。如曾任中国银行总裁的冯耿光，陆军少将李释堪

评家马二先生、张厚载等人。他们不仅在金钱上帮助梅兰寰

如帮梅兰芳筹资赴美访问，还在艺术上帮助梅兰芳提高。

前文所提及的剧评家张厚载，是梅兰芳的忠实朋友。

年至1935年之间，张厚载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梅兰芳的雁

后来大部分收录在了《听歌想影录))和《歌舞春秋》这两

中。这两本书后来被收录在了((民国京昆史料丛书·第二鞋

中，可见其珍贵程度。张厚载所发表的剧评，大多以他的

“褥子”或“聊公”为署名。民国二年(1913)，他看完梅

的戏后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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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孟小如、王蕙芳、胡素仙等，合演《雁门

关》，⋯⋯兰芳表情已极精妙，惟其时白1：2尚稍赚嫩弱，盖

火候未到也。㈦

试想，如果梅兰芳身边没有懂戏的朋友来为他指出错误，

他何来进步呢?盲目地“捧梅”并不会提高梅兰芳的表演水平，

只有及时纠正他的错误，或是提出问题让他思考，方能促使其

表演水平与创作臻于完善。

除了张厚载，还有一位名叫冯叔鸾的评论家，他的笔名叫

“马二先生”。他从小就流连梨园，1912年到上海后开始撰写戏

剧评论，后任《大共和日报》的主笔。1914年，他成为了民国

最早的戏曲刊物之一《俳优杂志》的编辑。他与梅兰芳交往密

切，发表过许多关于梅兰芳的剧评。对于梅兰芳排演的新戏，马

二先生曾将矛头直指给梅兰芳写戏的文人：

统而观之，梅郎之新剧佳处，全在旧剧之湛深精妙。而

其所不佳之处，全是编剧者之结构上欠研究也。质而言之，

佳处在艺，是梅郎所固有也。不佳处是戏，非梅郎所固有

也。故余所谓不满意者，非不满意于梅郎，而不满意于梅

郎之所演之新剧也。【”】

他也曾在他的文章中表露过他批评梅兰芳表演的态度：

(梅郎初次来沪)⋯⋯那时我最喜评剧。在我所著的

《啸虹轩剧谈》中，很说你的戏好。但是你那时候的戏，也

和我那时的戏评一样，都不如现今的好。这是艺术和思想

的进步。我虽说你的戏好，我却并不肯乱捧你，因为我生

平绝不愿意乱捧，无论什么人。【“1

可以感受到，马二先生与梅兰芳之间的友情，这种友情不

是胡乱吹捧，而是竭尽所能帮助朋友进步。

前文提到的刘豁公，此人算不上“梅党”之人，但他与梅

兰芳也有很好的交情。他的评论或许能让梅兰芳的头脑一直保

持清醒，绝不因为受欢迎而飘飘然：

⋯⋯现在要说梅兰芳的艺了，“花衫”唱法我前头不是

说过么，小梅所以跑红，固然是得力在这上面，但小梅所

以惹人反对，却也在这上面。因为花旦是扮淫荡妇女的，青

衫是扮端正妇女的，于今小梅竟把他融合为一，性质上固

属不伦不类，情理上未免也说不通，可见反对小梅的，并

不是全无理由。不过一定说小梅一无可取之处，也是不近

人情。要晓得，小梅唱戏，虽说不如陈德霖，但在一般旦

角里总算是好一点的。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梅

党”中人硬要说小梅的声色技艺“空前绝后”，这句话我也

绝对的不敢赞同。因为“空前绝后”四个字，本是书猷子

一厢情愿的考语。文明时代决不适用。[”1

刘豁公写这段文字，似乎是在告诉“小梅”：他的表演受到

批评和反对，这不是全无道理的，对于别人的反对，也要重视

起来。然而“梅党”的友人中，“捧梅”的占多数，他们说你“空

影视戏剧一133

前绝后”，你自个儿千万不能就真以为自己“空前绝后”了。因

此，梅兰芳与刘豁公一直保持着友谊，在刘豁公的《戏剧月刊》

创刊之时，梅兰芳写下这几个字作为礼物：戏剧月刊是我们的

新生命。

谦虚的品格伴随着梅兰芳达至其表演艺术的最高峰。他始

终以谦卑的态度和广阔的胸怀来接受一切对他的批评和指正，

正因为如此，他能对他的艺术有更深的思考。梅兰芳的表演艺

术之所以能有今天如此高的地位，与其本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也与这些评论家们对他的指正分不开。艺术正是有了交流才会

发展，有了批评才会进步。

如今，人们对于梅兰芳表演艺术和精神实质的了解，仍然

较为狭隘和肤浅，甚至对于其表演艺术产生过不少的误读。其

实，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的产生，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对于

梅兰芳表演艺术的研究，与其对一些问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

不如从当时的文献资料中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样才能公平地去

评价一切艺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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