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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的历史并不长，迄今不过200多年

的时间。自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四大徽班”

(丰庆、四喜、春台、和春)进京形成京剧以来，

作为国剧的京剧在这200多年间，出现了难以数

计的京剧名伶、大师。但若问京剧史上其表演艺

术最具代表性，且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是谁?

答案应该是不会有争议的——梅兰芳。

京剧“四大名旦”产生80多年来，业界和广

／王德彰

大观众一直为此津津乐道。 “四大名旦’’艺术上▲不同时期的梅兰芳

确实各有千秋，相互之间的某些艺术特点也没有什么可

比性，所以长期以来业界对“四大名旦”的排序有争议，

盖有三种意见：一是“梅(兰芳)、尚(小云)、苟(慧生)、

程(砚秋)”，二是“梅、苟、尚、程”，三是“梅、程、

尚、苟”。这三种意见中，无论尚、苟、程三位怎样变动，

梅兰芳总是居于冠首，由此可见梅兰芳在京剧界的地位。

梅兰芳(1894—1961)，名澜．又名鹤鸣，字畹华，

艺名兰芳；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他8岁学戏。擅

演青衣、花旦、刀马旦各行当剧目，并与有“通天教主”

之誉的王瑶卿一起将这i个行当的表演特点融为一体，

形成了京剧的“花衫”行当，表演端庄华贵。他创演的

代表剧目《宇宙锋》《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抗金兵》

《太真外传》《游园惊梦》《天女散花》等，不仅成为

京剧艺术的经典．饮誉海内外，而且成为京剧界一代又

一代演员的传习剧目。抗战时期，他留居香港、上海，

在敌伪统治下蓄须明志，坚拒演出，表现出高尚的民族

气节。他病重期间，周总理从北戴河专程回京到病榻前

看望。梅兰芳去世后备极哀荣，其治丧委员会由周恩来

总理等61人组成，陈毅任主任委员。治丧委员会共收

到280多封唁电，引人注目的是40多封来自于海外。

一位中华民族的京剧艺术家，为何逝后引起海外

如此广泛的关注呢?应该说，这与梅兰芳作为一位文化

使者将中国的京剧艺术推向世界有直接关系。

有资料准确记载的，梅兰芳一生中曾3次赴日、1

次赴美、4次赴苏，1953年还曾赴朝慰问抗美援朝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时间跨度41年!前后9次赴海外演出，

传播了中国京剧艺术，增进国际友谊，让世界了解中国，

其贡献本身，已远远超出了艺术范畴。梅兰芳海外巡演，

书写了中国京剧艺术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现在虽不敢

妄说“后无来者”，但迄至今日可肯定地说“前无古人”。

三渡扶桑。岛国刮起“京剧旋风”

梅兰芳第一次赴日演出，也是第一次出国，时在

1919年4月。

当年，25岁的梅兰芳在京剧界已是声誉鹊起，尤

其是在演出剧目上，他勇于创新，排演的古装新戏不仅

国内观众欢迎，而且各国外宾也颇感兴趣。在此之前，

北京茶园式的戏馆里几乎看不到外国人的踪迹，可是在

一次旅京美籍职员举办的联欢会上，梅兰芳应邀演出《嫦

娥奔月》．受到热烈欢迎。从此，中国戏馆里有了国外

观众。梅兰芳为了迎合观众的观赏习惯，净化舞台，革

除陋习，不久就有开明(今北京珠市口电影院)、真光

(今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等新式剧场开张，对号入座．

使观众感到舒适卫生。，

此后，梅兰芳的外事活动Et渐频繁。一些国家的

报刊及个人纷纷来函索取照片，尤其是同中国近邻的日

本友人，到了北京几乎都要看京剧演出。当时外宾到中

国旅游，往往向外交部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观光长城；

二是游览颐和园；三是访问梅兰芳。梅兰芳在布置的极

富民族色彩的缀玉轩接待外宾。他先后接待了印度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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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瑞典考古学家、王储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尔夫，

美国电影明星范朋克，Et本歌舞伎名演员守田勘弥、村

田嘉久子等一批又一批的国际友人。这些来宾均由梅兰

芳自费接待。

日本人对中国京剧的了解，要先于欧洲人。早在

1918年，日本帝国剧场董事长大仓喜八郎来北京旅游，

观看了梅兰芳演出的《天女散花》，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于是决定邀请他赴日演出。

梅兰芳欣然接受了邀请，他说：“我出去的目的，

一方面想把中国戏曲介绍到国外，另一方面是借此观摩

吸收外国艺术来丰富我们的民族艺术。”

梅兰芳赴日演出团，阵容强大，名角济济，行当

齐全，计有：姚玉芙、姜妙香、贯大元、高庆奎、芙蓉

草(赵桐珊)、何喜春、陶玉芝、董玉林、王毓楼；还

有齐如山等。准备赴日访问演出的剧目，梅兰芳主演的

有《天女散花》《御碑亭》《黛玉葬花》《贵妃醉酒》

《春香闹学》《游园惊梦》《虹霓关》《千金一笑》《琴

挑》《游龙戏凤》《嫦娥奔月》，其他演员的剧目有《战

蒲关》《文昭关》《思凡》《乌龙院》《鸿鸾禧》《武

家坡》《洪羊洞》《监酒令》《乌盆记》《举鼎观画》

(到日本后应剧场要求又增加了《空城计》)。

梅剧团于1919年4月21日起程，坐轮船于24日

下午到日本下关，然后转乘火车于25 El晚到达东京。

在东京车站，日本各界欢迎者如堵，演员们几分钟也难

走动一步。

据许姬传著(徐国航整理)《梅兰芳传略》记述，

在东京，梅兰芳演出的《天女散花》，由贯大元饰文殊

师利菩萨，高庆奎饰摩诘居士，姚玉荚饰花奴，赵醉秋

取道下关回国。梅剧团第一次赴日演出月余，场场引起

轰动，日本《国民新闻》《东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

《大阪日报》等报纸，发表了大量评论，都认为梅兰芳

的表演是卓越的，无与伦比的，是象征主义的高超艺术。

报道说京剧不使用布景，只用简单的道具，但演来有声

有色，令人钦佩。还说看了梅兰芳的戏，纠正了他们过

去对中国的一些错误看法。

1924年lO月，时年88岁的大仓喜八郎董事长再

次邀请梅兰芳访日演出。梅剧团一行40余人于10月9

日取道天津赴日，10月14日到达东京。

梅兰芳第二次赴日本巡回演出时，正值日本大地

震的第二年。梅兰芳为了支援帝国剧场的复兴，所以在

东京演出的时间比较长，还义演募捐，救济日本灾民。

随后，又到京都演出了《贵妃醉酒》《洛神》《奇双会》

等，并至-Illl,阪电影厂拍摄了《廉锦枫》《红线盗盒》《虹

霓关》=三部无声黑白片，使梅派艺术在Et本产生了更广

泛的影响。

梅兰芳第三次访日演出是在1956年。与第一、二

次赴日演出不同的是，此时已是新中国成立第八个年头，

抗日战争胜利也已11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声誉今非

昔比。这一年，为了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同日本人民的

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决定，派H{以梅兰芳(时任中国京

剧院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为总团长．欧阳予倩

为副总团长和以马少波、刘佳、孙平化为副团长的中国

访日京剧代表团赴日演出。这是梅兰芳历次率团出国阵

容最整齐、规模最大的一次，由86人组成。演员有李

少春、姜妙香、李和曾、袁世海、梅葆碉、梅葆玖等，

乐队有王少卿、白登云、姜凤山等。

饰伽兰。(在梅剧团回国后，日本剧
v 1956年，梅兰芳访日演出。

团学演了《天女散花》，不少名优模

仿梅兰芳的舞姿，称为“梅舞”。)《御

碑亭》演出时，许多妇女掩面而泣，

因为像王有道休妻的事，在日本是屡

见不鲜的。戏中由梅兰芳饰孟月华，

高庆奎饰王有道，姜妙香饰柳生春，

赵醉秋饰德禄。梅兰芳与姜妙香演出

的《玉簪记》中“琴挑”一折，姚玉

芙演出的《孽海记》中“思凡”一折，

引起了专门研究中国戏曲的青木正儿

的重视。他曾著文系统分析昆曲源流

并评述“琴挑”与“思凡”的表演技巧。

梅剧团在东京演出后，又赴大

阪、神户演出，于5月26日离开神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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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彦君著《梅兰芳传》记

载，对于这次赴日演出，开始接受

任务时梅兰芳心里很不是滋味，思

绪万千。八年抗战，日本侵略军的

罪行历历在目，而自己蓄须拒演的

隐居生活更是刻骨铭心⋯⋯仿佛是

洞察了梅兰芳的心思．周恩来总理

约梅兰芳谈话。一见面，总理便进

入了正题：“我看，你心里有疙瘩。

当然啦，你是爱国的艺术家，现在

到日本演出，送戏上门，可能有点

儿想不通。要知道，当初侵略中国

的是一小撮法西斯反动军阀。这些

人，大部分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们中国访【1代表团到日本旅行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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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是唱给日本人民听的，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

都是在战争中的受害者，我们要对他们表示同情，他们

一定也欢迎我们。”周总理还说，这是政治上的一件大

事，也是艺术交流的重大事件，访日代表所负的责任是

打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大门。文化和经济是两个翅膀，

现在文化打先锋开路。这次一定要打胜仗，接着我们的

经济团体也将前往⋯⋯梅兰芳这才明白，此次访日不仅

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演出，而且肩负着巨大的政治任

务。他坚定地说： “我遵照您的指示去办。”

5月26日，以梅兰芳为总团长的中国访日京剧代

表团登上飞机，下午3时45分到达东京机场，日方举

行了欢迎大会。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在所致欢迎词中说：

“感谢中国人民向日本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梅兰芳

在答词中也道： “中日两国在文化艺术方面，有着密切

的悠久的历史关系，我们都希望这种关系能够得到不断

的加强。”现场人声鼎沸，欢迎的人群唱起了《东方红》

《东京一北京》等歌曲⋯⋯

5月30日，代表团在东京进行首场演出，演出的

剧目是四个折子戏：《将相和》《拾玉镯》《三岔口》

和《贵妃醉酒》，引起轰动，票价是1800日元，转让

价是10000日元。

访日期间，代表团先后在东京、福冈、大阪、奈良、

京都等地演出，将全岛演遍。

演出期间，日本观众反应强烈，岛国刮起“京剧

旋风”。他们虽然不懂中国话，但对剧情和京剧表演的

上马、开门、过桥、登楼的虚拟动作，大部分是能够理

解的。比如《将相和》中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的一场，

《拾玉镯》的做针线活儿、轰鸡，《三岔口》的摸黑儿

开打，《贵妃醉酒》的过桥、看雁、闻花、衔杯等身段

都引起强烈的反应。每场演出，剧终谢幕多次，日本各

界朋友纷纷上台献花，群众有节奏地鼓掌。

代表团演出期间还有一个“插曲”。
v齐如山与梅兰芳(右)

那是第一天在东京演出《贵妃醉酒》，

当梅兰芳扮的杨贵妃上场后，忽然听见

三楼有人怪叫一声．接着撒下许多传

单，有些落在观众身上，但观众不去

理会，依旧聚精会神地看戏。第二天，

《读卖新闻》的晚刊上登载了这个消息：

“有些坏小子向梅兰芳的舞台上扔反共

传单，这些?昆蛋像垃圾一样，在任何角

落里总有一些的。”孙平化把捡到的传

单给梅兰芳看，只见上面写着：“抗日

的梅兰芳先生为何来到日本?”梅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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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付之一笑，把他撕碎，随手扔到便桶里去了。

在中日两国未恢复邦交的情况下，日本国会议员

破例在国会大厦招待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的梅兰芳、欧

阳予倩等主要成员。代表团还在广岛车站观看了原子弹

受难者的畸形面貌，大受触动，梅兰芳、欧阳予倩创意，

义演两场，收入悉数捐献给受害者。

7月17日，代表团圆满完成演出任务，乘飞机回国。

此行，梅兰芳不仅向日本传播了京剧艺术，更主要的是

发挥了“和平使者”的重要作用。

齐如山悉心策划。赴美演出取得巨大成功

说到梅兰芳赴美演出，不得不提齐如山。

齐如山(1875一1962)是河北高阳县人，著名戏

曲理论家、剧作家，早年留学西欧，涉猎外国戏剧，后

致力于戏曲T作。他经常为梅兰芳演出进行策划，不仅

是梅的“智囊”，而且是梅的编剧。梅兰芳演出的时装

戏《一缕麻》、古装戏《黛玉葬花》《嫦娥奔月》《千

金一笑》等．都是以他为主编演的。

早在1919年，齐如山随梅兰芳第一次赴日本演出

期间，他发现热情的观众中，除日本人外，还有驻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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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使馆人员以及众多在日经商的欧美商

人，他fHx,寸中国京剧称誉有加。此情此

景，坚定了齐如山将中国京剧打入欧美

市场的信心。

为促成梅兰芳赴美演出，齐如山先

找到他的老朋友、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

司徒雷登征求意见。司徒雷登完全赞同，

说： “梅兰芳的面貌、歌舞．到美国演

出肯定没问题。”并爽快地答应帮忙。

留美归来并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教

多年的张彭春也帮助出谋划策，各方面

给予大力支持。最后商定：梅兰芳以个

卜梅兰芳在《：贵妃醉酒：》中扮演杨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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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访问演出的名义赴美。

演出方案确定后，首先是准备剧目。齐如山与梅

兰芳商定，由梅兰芳主演的剧目共16出，即《霸王别姬》

《贵妃醉酒》《黛玉葬花》《拷红》《琴挑》《洛神》

《思凡》《游园惊梦》《御碑亭》《汾河湾》《干金一

笑》《虹霓关》《金山寺》《打渔杀家》《木兰从军》

《天女散花》。其他演员的戏有《群英会》《空城计》

《捉放曹》《青石山》《打城隍》等。

由于这次是梅兰芳以个人名义赴美演出，这就涉

及到路费问题。这时，齐如山想到自己的亲戚李石曾。

李石曾大力支持，说“自己有多大力量使多大力量”。

这样，李石曾为之筹措5万元，由友人在上海又筹集5

万元。

一切准备就绪，梅兰芳带领精干的20余人的赴美

演出团，于1929年12月下旬乘“加拿大”号轮船从上

海出发，经日本、加拿大，于1930年1月到达美国西雅图。

梅剧团一到美国，就受到各界人士和民众的热烈

欢迎。“加拿大”号抵西雅图当天，会场外已站了成千

上万的人。在西雅图，中美商界联合会举行了“欢迎梅

兰芳大会”。梅剧团所乘火车刚进纽约车站，欢迎的人

们就围了上来，警察忙从月台到车站外门两边，拉起绳

子，让梅剧团通行。两边的人们热情地摇着手绢，有的

挥动帽子致意，还有人把鲜花抛向梅兰芳，梅兰芳一路

脱帽表示感谢，身上头上都是鲜花。

据李仲明著《梅兰芳》一书记述，梅兰芳剧团的首

场演出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在公使馆举行梅

剧团演出招待会，除了美国总统胡佛不在

首都外，副总统及以下官员、各界知名人

士200余人出席了招待会。招待会上，梅

兰芳演出了《千金一笑》(《晴雯撕扇》)，

朱桂芳、刘连荣、王少亭出演了《青石山》。

正巧张彭春应美国某大学邀请赴美

讲学，也应邀观戏。他到后台来看梅兰芳，

梅兰芳忙问： “今天的戏，美国人看得懂

吗?”张彭春答： “不懂，因为外国没有

端阳节，《千金一笑》中晴雯为什么要撕

扇子，他们更弄不清楚。”梅兰芳紧握着

张彭春的手说： “张先生，照您的说法要

另选剧目，请您帮忙带我重新组织安排一

下。”张彭春说：“我愿意帮忙，但讲学

若延期，必须得家兄伯苓的同意。”

梅兰芳立刻打电报给张伯苓，张很

快复电同意，梅兰芳便请张彭春担任剧团

总导演，这是梅

剧团第一次建立

导演制，也是第

一次由懂得戏曲

的话剧行家做京

剧导演。

考虑到演出

时间不宜过长，

梅兰芳在美国的

演出，每场戏演

4个剧目．规定

两个小时。把前

后时间安排好，

并选定了3组剧 ▲美国旧金山市市长欢迎梅兰芳到访

目。据许姬传、许源来著《忆艺术大师梅兰芳》记载，

这3组剧目为：第一组：《汾河湾》《青石山》、“剑

舞”(《红线盗盒》片段)、《贞娥刺虎》；第二组：《贵

妃醉酒》《芦花荡》、“羽舞”(《西施》片段)、《打

渔杀家》；第三组：《汾河湾》《青石【U》《别姬》(只

演《巡营》一折)、“杯盘舞”(《麻姑献寿》片段)。

为了演出时间准确，梅兰芳剧团反复排练，张彭春看着

手表计算时间，《汾河湾》规定27分钟，《青石山》

9分钟，《红线盗盒》舞剑5分钟，《刺虎》31分钟。

演出时间的准确程度使美国人感到非常惊讶。

1930年2月16日，梅兰芳在纽约百老汇演出更是

盛况空前。据《梅兰芳传》记载，观众一进场，先被剧

V梅兰芳演出《麻姑献寿》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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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外浓重的异国情调深深地吸引住了。

剧场门前满挂宫灯，堂内全场也挂满了纱

灯，身穿中式服装的招待员穿梭期间，使

剧场内外呈现出一派富丽堂皇的东方景象。

舞台也修饰了一番。第一层幕布仍

用该剧场原来的旧幕，第二层则换成了中

国式的红绸缎幕；冉往里．第三层是两根

中国戏台的外檐龙柱，上挂一副对联：“四

方王会夙具威仪，五千年文物雍容，茂启

元音辉此日；三世伶官早扬俊采，九万里

舟轺历聘．全凭雅乐畅宗风。”第四层是

天花板式的垂檐第五层是旧式宫灯四础

最里面的第六层就是旧式戏台了。

2月16日晚开戏之前，全体演职员

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时间已近8点50分，

剧院还没有几个人，琴师徐兰沅有点儿紧

张地问姚玉芙： “今儿还有戏吗?怎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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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坐?”姚玉芙宽慰他：“票都买完了，

美国人掐钟点，会来的。”到9点前，

果然坐满了人。

9点整，身穿礼服的张彭春走上台，

向观众介绍中国京剧的特点，梅剧团在

美国邀请的华侨杨秀女士用流畅的英语

报幕，她首先介绍了《汾河湾》的剧情：

“薛仁贵因为一只鞋．就怀疑柳氏品行

不端。柳氏知道鞋是儿子的，就借机气

他。后来说明情由，薛仁贵再三赔礼，

柳氏不理，后来到适当的时候，才赶紧

笑脸相迎，夫妻和好。”观众听了，觉

得这戏的情节挺有意思，就议论起来。

梅兰芳一上场，全场马上报以热烈的掌 ▲梅兰芳在美国与卓别林合影

声，然后就静下来看演唱。梅兰芳优美的扮相和演唱，

形象传神的身段姿态，深深吸引了很多第一次看京剧的

美国观众，柳迎春进窑这场演完，观众热烈鼓掌。后边

梅兰芳表演的“舞剑”，演出的《贞娥刺虎》，更是征

服了美国观众，掌声不断。当地报纸发文，好评如潮。

三天之后，两个星期的戏票预售一空，不得不在

国家剧院续演了j个星期。

离开纽约，梅兰芳一行人来到芝加哥，在公主戏

院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演出。结束后，又到了美籍华人密

集的旧金山，先后在i个戏院共演出13天，后赴洛杉

矶演出12天，最后乘船到夏威夷．演出12天。

半年多的访问演出期间，无论梅兰芳走到哪里，

都会受到盛大欢迎和热情接待。在芝加哥、旧金山、洛

杉矶、夏威夷等地．都是市长亲自迎接。在观众眼里，

梅兰芳不仅是中国戏曲的化身，更是中国文化的使节。

对于来美演出的梅剧团，政界、学界、

商界等社会各界，都竭心尽力地竞相表

示出友好热情。如到达纽约的当天，就

有两位女士——都是纽约社交界的领袖

人物——同时举行茶会，为梅兰芳一行

接风。一家茶会所约的人大多是学者、

批评家、新闻记者、大资本家等，共

有100多位；另一家茶会的客人则都是

戏剧界、美术界、新闻界中人，也有

六七十位。盛情难却，梅兰芳等人只好

两边都到，才得以应酬下来。

纽约社交界重要人物之一的沃拂

兰女士，在梅兰芳演出的前3个星期中．

一共看了16场。演出结束后，她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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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芳等人到她家吃饭。当得知梅兰芳

那年36岁时，便特意买了36株梅树，

她那200多亩大的花园里另开了一块

地，请梅兰芳破土，当天栽种，并将

这片梅林命名为“梅兰芳花园”。

令梅兰芳一行最为感动的是那

些旅美华侨的深情厚意。每到一处，

侨胞们总是先一步迎上去，问寒问

暖，照应得无微不至。他们或是在当

地的一些报纸上大力宣传并盛赞这次

演出，或是请梅兰芳等人游览名胜古

迹、学校、工厂等，或是赴中华会馆

的盛大欢迎茶会，或是在演出过程中

跑前跑后，充当翻译，并为他们代买

舞台上的不时之需，或是同车同船相送，安排运输，沿

途办理或指导一切相关事务⋯⋯

5月12日，梅兰芳剧团到达洛杉矶时，在欢迎酒

会上，通过经理介绍，梅兰芳结识了美国著名戏剧大师

卓别林。当他惊喜地和卓别林握手时，卓别林高兴地说：

“我早就听到你的名字，今日可称幸会。啊!想不到你

这么年轻。”梅兰芳也很高兴，但他难以把在银幕上见

过的幽默、滑稽的艺术形象同眼前这位风度翩翩、具有

绅士风度的电影大师联系起来。

梅兰芳在美国访问演出，更受到美国教育界的高

度重视，他们认为梅兰芳是沟通中美文化的使节，哥伦

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旧金山大学和夏威夷大学等高

校特别为梅兰芳举行了欢迎会或座谈会。

梅剧团在洛杉矶演}H时，波摩拿学院院长晏文士

召集全体校董教授开会，建议借此机会授予梅兰芳文学

v梅兰芳1935年在莫斯科演出时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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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大家一致赞同，原定于该校

6月16日毕业典礼时同时颁发。院长

征求梅兰芳同意，梅谦逊婉拒。院长诚

恳地说： “您这次访美演出，宣传东方

艺术，联络美中人民之间的感情，沟通

世界文化，这样伟大的功绩几十年还没

有过，所以本校才议决把这个荣衔赠给

您。您不敢当，谁敢当呢?”梅兰芳觉

得盛情难却，方才同意接受。因梅兰芳

6月6日要赶赴檀香山演出，学院便特

别作出决定，于5月28 Et提前颁授学位。

是日，梅兰芳换了衣服，坐在礼堂第一

排，院长致开幕词，弗里曼、邓肯两位

博士先后发言，然后由院长亲自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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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凭交给梅兰芳，两位博士将“博士带”披在梅兰芳的

肩上，全场热烈鼓掌致贺。

四赴苏联演出，誉满欧洲

在梅兰芳海外演出生涯中，去的次数最多的是苏

联，前后共4次，跨度25年。

1930年梅兰芳访美演出成功后，便产生了到欧洲

旅演的念头，旨在把京剧艺术介绍给更多的国家，让更

多的人民了解、欣赏中国戏曲。

从美国回来后，梅兰芳就与驻英、法、德的外交

官联系准备赴欧洲访问演出，并和旅华欧籍友人以及曾

在欧洲留学的中国朋友交换意见。梅兰芳原打算到英、

法、德、意等国演出，但考虑到费用较大、筹备复杂，

一直未能成行，但他要赴欧演出的消息，已经在社会上

广为流传。

1935年1月，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理会长库里雅

科向梅兰芳发出正式邀请书，由苏联驻华大使馆派汉文

参赞鄂山萌送交梅兰芳。访苏演出是梅兰芳的夙愿，所

以他立即复电接受邀请。但接受邀请有一个前提，即旅

途中不经过被日本侵占的中国的南满路。

苏方同意这个条件，苏联政府即特派北方号轮船，

到上海迎接梅兰芳剧团(当时梅正在上海)。中国驻苏

V观看梅兰芳演出的苏联观众

大使颜惠庆、赴苏参加电影节的电影明星胡蝶也随团前

往。北方号到达海参崴后，1935年3月2日，梅兰芳

剧团乘火车西行，于3月12日到达莫斯科。苏联对外

文化协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苏联戏剧家协会等代

表团到车站欢迎。

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梅兰芳怀着崇敬、哀悼的心情，

准备了花圈到红场拜谒列宁墓。当天，梅兰芳到高尔基

大街一家美术商店买了一尊列宁像。1960年梅兰芳回

忆道：“二十五年来，这尊塑像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身边，

成为我精神上的鼓舞和支持，在被日本军阀侵略的残酷

环境里，流离颠沛的崎岖道路中，我看到他就增加了勇

气，意志坚定地与恶势力作斗争。”

梅兰芳剧团即将演出的消息，引起莫斯科观众和

文化艺术界极大的兴趣。各场戏票从3月5日开始出售，

不到一周，也就是梅剧团尚未抵达莫斯科时便销售一空。

为了让观众了解中国京剧，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特意编印

了三种俄文图书，在剧院出售。这三种图书是《梅兰芳

与中国戏剧》《梅兰芳在苏联所表演之六种戏及六种舞

之说明》和《大剧院所演i种戏之对白》(这“三种戏”

是指《打渔杀家》《盗丹》和《虹霓关》)。

梅兰芳原定在莫斯科演5场，列宁格勒演3场，

但因观众购票踊跃，应苏方要求，在莫斯科演6场，在

列宁格勒演8场。

从3月23日起，在莫斯科演出6场的戏码是《宇

宙锋》《汾河湾》《贞娥刺虎》《打渔杀家》《虹霓关》

《贵妃醉酒》等，同时还表演了6种舞：《西施》之“羽

舞”，《木兰从军》之“鞭卦子”，《思凡》之“拂尘

舞”，《麻姑献寿》之“袖舞”，《霸王别姬》之“剑

舞”，《红线盗盒》之“单剑舞”。4月5日、6日在

列宁格勒演出的戏码分别是《贵妃醉酒》《钟馗嫁妹》

《木兰从军》《盗仙草》《贞娥刺虎》和《汾河湾》《钟

馗嫁妹》《红线盗盒》《青石山》《贞娥刺虎》。在列

宁格勒演出场场暴满，全城兴起“京剧热”。

据《梅兰芳传》披露，梅兰芳在列宁格勒演出结

束后，又回到莫斯科。4月13日，应苏联对外文化协

会要求，在莫斯科大剧院加演一场，作为临别纪念招待

晚会。莫斯科大剧院历史悠久，建筑辉煌，闻名世界，

是苏联戏剧界的最高学府，向以演出歌剧和芭蕾舞著

称。而这一天，却破例演出中国京剧，无疑显示出苏联

对梅兰芳京剧表演的推崇。那天，梅兰芳演出的三出戏

是苏联官方提出的，即《打渔杀家》《盗丹》和《虹霓

关》。出席晚会的苏联党政领导人有莫洛托夫、季维诺

夫、伏罗希洛夫等；著名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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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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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科、梅耶荷德，文学家高尔基、阿·托尔斯泰，著名

芭蕾舞演员谢苗诺娃，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等；专程

赴苏观摩梅兰芳表演的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等也参

加了晚会。演出中，剧场里出现了观众意想不到的一幕

——前台后台戒备森严，在下场门的第二个包厢里不许

有灯光!事后人们才听说，那是苏联最高首脑斯大林在

包厢里观看演出。

梅兰芳、王少亭合演的《打渔杀家》，1930年出

访美国时就很受欢迎，这次在苏联演出，仍然备受欢迎，

并得到相当高的评价。苏联艺术家对于梅兰芳、王少亭

二人，只凭一柄木桨，在并无其他道具的宽阔舞台上，

表现出父女二人在水面上划船前行的生动、逼真的姿态

大加赞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 “中国戏的表演是一

种有规则的自由动作。”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的演出后，

于1936年发表一篇题为《论中国戏曲与间离效果》的

论文，对梅兰芳在《打渔杀家》中的表演极为佩服。

这场告别演出受到苏联各界人士热烈的欢迎，梅

兰芳被剧院内经久不息的掌声请出来谢幕，竞达18次

之多。苏联《工人与戏剧》杂志发表文章认为： “梅兰

芳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演出，应被视为苏中两国人民

文化交流的里程碑。”

梅兰芳在苏联演出一个半月之后的1935年4月中

旬，离开苏联．前往波兰、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考

察戏剧。6月到达英国伦敦，结识了肖伯纳等众多戏剧

家，后取道埃及、印度回国，胜利完成了第一次赴苏演出。

1952年底，梅兰芳第二次赴苏。这次不是专程演

出，而是到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归途中访问

苏联。莫斯科火车站站台上的欢迎者众多，著名芭蕾舞

表演艺术家乌兰诺娃也在其中。

在苏联对外协会的热情接待下，梅兰芳等在莫斯

科、列宁格勒参观游览了12天。12月30日，梅兰芳

等应邀到莫斯科“演员之家”参加联欢会，梅兰芳演出

丫梅兰芳在苏联有关方面举行的宴会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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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7月，周恩来观看北方昆曲剧院和梅兰芳(前左二)的演出后，
与艺术家们亲切交谈。

了昆曲《思凡》和《霸王别姬》的剑舞。苏联艺术家也

穿插表演了歌舞、杂耍节目。

1953年元旦，梅兰芳等到了列宁格勒，3日晚在

该市的“演员之家”演出，梅兰芳仍演了《思凡》和《霸

王别姬》。演出之余，梅兰芳和著名电影演员契尔卡索

夫谈论戏剧表演和电影艺术。

回到莫斯科，梅兰芳参加“电影之家”和莫斯科

作家协会合办的联欢晚会，梅兰芳第三次演出了《思凡》

和《霸王别姬》。

1957年11月，梅兰芳第三次赴苏，随中国劳动人

民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

典礼，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铺。在莫斯科，梅

兰芳参加了隆重的红场检阅观礼。令梅兰芳尤为高兴的

是，与芭蕾舞表演艺术家乌兰诺娃再次见面并观看她的

演出。一天上午，梅兰芳和田汉、老舍、阳翰笙、王昆

等来到莫斯科大剧院，梅兰芳代表中国文化艺术界把一

本彩色套印的《中国戏曲服装图案》赠给乌兰诺娃，还

热情邀请乌兰诺娃参加1959年中国国庆十周年的纪念

演出。乌兰诺娃笑着说： “我愿意和中国人民一同庆祝

这个节日⋯⋯芭蕾舞是一种残酷的艺术，到那时我能不

能演出，完全没有把握。”话虽这样说，两年后她还是

随苏联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到北京，演出了《吉赛儿》

《天鹅之死》和《仙女们》。

1960年2月，梅兰芳第四次访问苏联，他还在莫

斯科工会大厦参加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

的纪念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访日、访苏，继续了他

二三十年代访日、访苏的历程，每一次都完成了作为中

国文化艺术使节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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