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到 “才气”，人们也许先想到海阔天

空的想象力，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

为所谓才气，主要是一个人有非同一般的

记忆力———对从前的记忆，对当下的记忆，

当然也包括对知识的记忆。我们何时在评

论托尔斯泰、狄更斯、巴尔扎克、曹雪芹以

及鲁迅的时候说过他们是具有想象力的作

家。我们所惊叹的是他们的写实能力———

从前的实，现在的实。由于我持有如此的

观点，因此我不赞成年轻写作者一出手就

装神弄鬼写穿越写上天入地，我已经看到了

弊端。思繁写爸爸———我更愿意把 “爸爸”

看成是一个文学形象。 《爸爸的故事》不是

回忆录，不是传记，而是小说。思繁写爸

爸，留给我突出印象的恰恰是她的记忆力。

我在读 《爸爸的故事》之前，我有一个

预设：我想看看小丫头写梅子涵，是不是比

我知道得多，也就是说是否比我感知到得多

———多就没有问题，而少那就要质疑了。看

罢全书，我释然了。梅子涵的形象，就是我

们几十年过往中的形象，当然，思繁笔下的

梅子涵更加鲜明，更加丰富与立体。这个人

不再是思繁的爸爸，而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人

物长廊中的一个形象。许多处，我会心一

笑，因为那些叙述与描写，与我的记忆重

叠。比如对高贵风雅生活的追求，比如梅子

涵不免有点可笑的侠义———看到那处与一

个丑陋的上海男人打斗，最后扯下撕破的

衣服赤膊回家时，我在沙发里笑疯了。

互文性

最后，我要表达这样一个意思：《爸爸的

故事》与 《女儿的故事》，最好都看———对照

着看。那将一定会有一种奇妙的阅读体验。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姜虹）

◎ 李小红 马健羚 赵建新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 《梅兰芳全集》编撰自述

  梅兰芳是中国最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

家，是带领中国戏曲走向世界并产生广泛

国际影响的第一人。同时，梅兰芳也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成为与孔子、老

子、李白、杜甫、蔡元培、詹天佑、徐悲

鸿、冼星海等人并列的４０位中华文化名人

之一，在戏剧界的地位无人企及。

作为戏曲理论界的领军人物，傅谨先

生学术眼光极其敏锐，认为 “梅兰芳生前

文献搜集、整理及 《梅兰芳全集》的编纂”

应是梅兰芳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对当代京

剧学学科建设乃至整个戏曲研究都具有重

要意义。而在传承和保护传统戏曲文化上

升为国家行为之际，此项基础性工作也成

为顺应潮流之举，继入选国家 “十二五”重

点图书规划项目之后，又列入北京市哲社

规划办重大委托项目。

在傅谨先生的带领下为梅兰芳先生编

撰全集，我们感到无比荣幸，同时又丝毫

不敢懈怠，生怕有些微疏漏，贻笑大方。现

就全集编撰过程中的想法、做法向学界同

人做一汇报，以期就正于方家。本次编写

《梅兰芳全集》希望能做到几个字：全、新、

广、博、明、细。

既然是全集，我们尽量做到 “全”，争

取无遗漏。历来编撰的各种各样的 “全集”

难免会发生挂一漏万或者挂万漏一的事情，

要想真正做到一网打尽，是难之又难的事。

这次编撰的 《梅兰芳全集》，内容涉及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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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的著述、文章、发言、诗词、对联、

函电、信件、日记、自传、入党申请书、祭

文、题词等等，甚至包括专访和侧记。虽然

限于时间、人力、精力等主观和客观条件，

但在我们编纂集体目之所及的范围内，基

本做到了全面系统的搜集。在本项目结项

鉴定会上，诸多专家普遍认为，仅就资料

搜集之全而言，或许很难再有人超越此部

《梅兰芳全集》。

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７月我们集中精

力全面搜集资料，２０１４年７月开始一边甄

别、录入，一边由李小红、赵建新整理、校

注，同时由马健羚继续不断搜集资料。２０１５

年４月开始把八卷本 《梅兰芳全集》交给出

版社，之后我们和出版社之间进行了长达

近一年的往返校对，每卷校对均在１０次以

上，但资料搜集工作依然没有间断，尤其

是一些零星的资料。譬如 《舞台生活四十

年》俄文版序言是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傅谨教授在

英国利兹大学期间找到的；《祖国戏剧界在

为国家建设服务》是马健羚２０１４年冬天翻

阅印度尼西亚 《〈生活报〉十周年纪念特刊》

时发现的；《中国戏曲之盛衰及其技艺之变

迁》是２０１５年１月李小红在日本探亲期间

在日本刊物 《改造》上找到的；《梅兰芳游

美日记》是２０１５年７月梅兰芳纪念馆提供

给我们的；《赴日演剧前的临别赠言》是谷

曙光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发现的梅兰芳赴日宣传散

页；《中央日报》１９３５年９月４日第３版登

载的 《梅兰芳昨晚赴沪》虽为专访，但价值

非凡，乃是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傅谨先生在美国期

间提供的，而此时 《梅兰芳全集》八卷本清

样已经全部出来；《在哈尔飞戏院开幕仪式

上的演说》则是谷曙光在２０１６年３月新发

现的资料。可以说搜集资料的过程一直持

续到全集出版前夕。

“新”，即本次编纂的 《梅兰芳全集》大

多资料是新颖而罕见的。全书共３００多万

字，单是前三卷署名梅兰芳的单篇文章就

有２５０余篇，专访侧记５０余篇，内容是之

前出版的 《梅兰芳戏剧散论》《梅兰芳文集》

的６倍。其中 《〈梅母陈太君八十寿言〉序》

《赴日演剧前的临别赠言》 《中国戏曲之盛

衰及其技艺之变迁》《剧舞笔记》《旦角的化

装术》 《在杭州义演镜湖茶话会上的致辞》

等都是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穆桂英》一

文最初发表时明确标明副标题 “《舞台生活

四十年》第三集连载”，诸多版本的 《舞台

生活四十年》均没有收入，我们这次编纂

恢复了它在第三集第一章的位置。

《文汇报》连载的 《舞台生活四十年》

也以原貌结集出版，具有一定的版本和文

献价值。 《游俄记》和 《梅兰芳游美日记》

均为第一次结集出版，这对重新认识梅兰

芳赴美、赴苏演出具有重大意义，《梅兰芳

游美日记》有原始稿和整理稿，尤其是原

始稿价值更大，它提供给我们一个全面的、

立体的、活生生的梅兰芳。第八卷我们辑

录了梅兰芳的诗词对联５０余首，书信函电

１００余封，这些资料散落在各处，大都长期

不为人知，搜集极其艰难。

我们所说的 “新”还体现在我们做了大

量的校注工作 （后文还有详述，此处从略）。

“广”，即搜集面广。要做到全，必须做

到 “广”，为寻找线索，我们阅读了几乎所

有有关梅兰芳的研究论文和论著；我们的

足迹遍及东京、北京、上海、南京、济南等

地；跑过的图书馆有东京国立图书馆、早

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上海档案馆、上海

图书馆、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国家图书

馆、首都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北师大图书

馆、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中国戏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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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中国戏剧出版社书库、梅兰芳纪

念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南京大学图

书馆等；搜罗过的报纸有 《申报》《文汇报》

《新民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

日报》《北京晚报》《解放日报》《经济日报》

《参考消息》《甘肃日报》《西安日报》《山西

日报》《郑州晚报》《杭州日报》等等，甚至

全部新华社电文以及日本的 《中央新闻》

《国民新闻》《都新闻》《大阪朝日新闻》《东

京朝日新闻》 《改造》；翻阅的报章杂志有

《北洋画报》《北京画报》《天津画报》《三六

九画报》《星期六画报》《艺文画报》《国剧

画报》《戏剧丛刊》《戏剧月刊》《戏剧旬刊》

《半月戏剧》《十月戏剧》《戏剧报》《文史资

料选编》等等；利用的数据库有 《大成老旧

期刊全文数据库》 《全国报刊索引·晚清、

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翰堂近代报刊全文

数据库》《Ａｒｔｂａｓｅ图片库》《中国知网全文

数据库》《读秀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

我们还经常关注上海朵云轩、北京百赏雅

集、北京盘古、亚洲容海、西泠印社等拍卖

会以及博宝艺术网、雅昌艺术网、华夏收

藏网、淘宝网、孔夫子网等，以期广泛搜索

梅兰芳诗词、书画、信函拍品。

“博”，即内容广博。除 《舞台生活四十

年》《东游记》《我的电影生活》这些比较集

中、影响较大的内容外，单是前三卷中就

既有对泰戈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程砚

秋、王凤卿、王少卿、许姬传父母等人的追

悼和祭奠，也有 《同光朝名伶十三绝传略》

《梅兰芳歌曲谱》《程砚秋文集》《徐兰沅操

琴生活》《谭鑫培唱腔集》《川剧旦角表演艺

术》《学戏和演戏》《文成公主》《中国人民

的戏剧》《郝寿臣脸谱集》等书的序言；既

有看 《十五贯》 《百里奚认妻》 《二度梅》

《绿原红旗》《秦娘美》《武松打店》等戏的

                  

观后感，也有梅兰芳自己演出 《霸王别姬》

《穆桂英》《游园惊梦》等戏的经验和体会，

更有对青年演员方方面面的谆谆教诲；既

有对新中国戏曲成就的总结和肯定，也有

对中苏、中日艺术友好交流的记录；既有

当时对英法帝国主义者的警告，也有对美

帝霸权主义的揭露和批判……需要特别提

出的是，《四十年戏剧生活》 《缀玉轩回忆

录》《缀玉轩杂感》分别写于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３

年、１９４７年，这些文章就其内容而言已经

是 《舞台生活四十年》的梗概和前奏了；专

访、侧记虽不是梅兰芳的著述，但其中有

梅兰芳的发言和观点，较有价值，编入第

三卷附录。第七卷中的 《梅兰芳游俄记》为

梅兰芳遗稿，１９８６年由许姬传发表于 《文

史资料选编》第二十七辑；《梅兰芳游美日

记》原始稿和整理稿更是第一次整理排印，

这两种资料均为梅兰芳访美、访苏的第一

手资料，极其珍贵。第八卷中既有梅兰芳

为自己祖母、郑章成、张春霖、萧长华等人

祝寿的寿联，也有为罗惇曧、陈德霖、徐志

摩、刘天华、余叔岩等人写的挽联；既有为

酒店写的 《赠北京烤肉苑》 《题峨嵋酒家》，

也有 《双清图》《牵牛蜜蜂》《牡丹》《山禽

水草》等题画诗；既有回忆泰戈尔、张謇等

人友谊的篇章，也有十数首 《访日杂诗》；

既有 《歌刘三姐》，又有 《晋祠颂》……在

信件、函电中，有梅兰芳第一次去上海给

祖母汇报演出情况和归期的家信，也有去

香港演出时叮嘱儿子葆琪好好读书的明信

片；有他访苏前后给戈公振、吴南如、郭泰

祺、汪精卫、刘文岛等人的函电，更有不同

时期写给国际友人守田勘弥、远山孝、左

团次、片山哲等人的信函；既可以领略他

与冯耿光、齐如山、许姬传、许源来、萧长

华等人的深厚情谊，也可以了解他对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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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杨畹农等弟子的谆谆教诲以及他们之

间亦师亦友的关系；既可知道民国时期与杜

月笙、周作民、褚民谊等闻人的交往，也可

了解新中国成立后与上海市长陈毅、甘肃省

长邓宝珊党政要员的交流；既有给胡适、茅

盾、赵景深等文化名人的私人信函，也有给

外交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上海社会局、

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

文化部等单位的公函……丰富的诗词对联和

信件函电内容有助于全面、深入了解一个

真实的、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梅兰芳。

“明”，即明确、明晰。全集明确分为八

卷，前三卷为署名梅兰芳的单篇文章和部

分专访侧记，四、五卷为 《舞台生活四十

年》，第六卷为文汇报连载的 《舞台生活四

十年》，第七卷为 《东游记》 《我的电影生

活》《梅兰芳游俄记》 《梅兰芳游美日记》，

第八卷为 《梅兰芳诗词对联题词、书信函

电》。如此纷繁广博的内容，如何编排也是

一个问题，我们把署名梅兰芳的单篇文章

编为全集前一、二、三卷，是明确告诉读

者，这三卷是我们花费时间最长、耗费精

力最多因此也是最有价值、最具分量、对

进一步深入研究梅兰芳最有意义的部分；

把诗词、对联、题词和书信、函电一分为二

编为第八卷，不但内容分类明确，也明确

告诉大家此卷是搜集最难、甄别不易，因

此也是完成最晚的一卷。

为了明晰地呈现梅兰芳的生平思想，

客观、系统地认识梅兰芳的行迹，全集一、

二、三卷，我们不按内容分类而是基本按

照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署名梅兰芳

的文章既有写作时间也有发表时间的按实

际写作时间编排；梅兰芳的专访、侧记按

照梅兰芳实际谈话时间或发表时间编排；

全集第八卷既按诗词对联、书信函电分为

                  

两大类，每类也尽量按照时间前后顺序编

排。为了使读者阅读时有明确的时间观念，

全集前三卷目录中我们也做了大致的时间

分段；第八卷后面还附录了 《梅兰芳年谱》，

以期读者对梅兰芳的生平、思想及著述有

更明晰的认识。

第四卷包含 《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

集和第二集的前三章 《时装新戏的初试》

《第二次到上海》《十八个月中的工作概况》，

总字数２５万字。第四卷包含 《舞台生活四

十年》第二集的四、五、六、七章和第三集

的全部内容，总字数也为２５万字，不但考

虑到字数的均衡，也照顾到章节的明晰。

“细”，即细致，主要体现在比勘校注和

校对上。《全集》前三卷，有些文章在不同

地方多次发表，我们一般采用最早、最全

或者最权威的版本，其他版本出处、各个

版本内容不同之处或者我们略加编辑的地

方均采用 “编者注”一一注明。

如第一卷中 《在国剧传习所开学仪式

上的讲话》一文的注释 “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２日

下午三点国剧传习所开学仪式在国剧学会

召开，《国剧画报》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７日发表

了题为 《国剧传习所开学详志》的报道，本

讲话节选自此报道，原文没有小标题，小

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注。”标明了梅

兰芳实际讲话时间、文章发表时间和我们

略加编辑的地方。

《四十年戏剧生活》一文我们采用最早

发表的 《华文每日半月刊》１９４１年第９卷

第９期上的内容，并加注释：

此文多家刊物发表，先后有 《华文每

日半月刊》１９４１年第９卷第９期，内容为

第一部分 “坐科习艺时期”； 《华文大阪每

日》１９４２年第９卷第１０、１２期连载，内容

为第一、二部分 “坐科习艺时期”和 “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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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时代”； 《影剧》１９４３年第８期转载，

题为 《戏剧生活》，只有第一部分，结尾处

仅到 “是一个很好的净角人才，因为学的

不对工，他学的却是青衣，在这种情形下，

将来学习所得，总不能达到成功之目的”；

《时海》１９４６年第１卷第２期有第一部分

“坐科习艺时期”，题为 《四十年戏剧生活》；

《大国民》１９４６年１、２期连载，题为 《我

的戏剧生活》，内容为第一、二部分 “坐科

习艺时期”和 “搭班演唱时代”； 《艺文画

报》１９４８年第２卷第８期，题为 《我的戏

剧生活》，内容也为第一、二部分，文前增

加引言：“梅兰芳博士，今年三月又在上海

‘天蟾舞台’登台。他的色艺，始终不衰，

不知风靡了多少听众，内地的人们甚至有

专程来沪欣赏他的演技的。本文曾载于编

者主编的 《大国民周刊》（已停刊）。梅博士

一向爱护 《艺文画报》，我们希望在不久的

将来，能出版 《梅博士专号》，以飨海内外

读者。”———编者注

这条注释不仅标明了 《四十年戏剧生

活》先后发表的几个刊物，而且比对了它

们之间的异同。类似这样的注释在全集前

三卷里随处可见。

又如，全集四、五卷为多次出版的 《舞

台生活四十年》，第一次出全三集，乃是

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因此我们

采用这个版本为底本，对照了１９５２—１９５４

年平明出版社、１９５７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６１年和１９８７年中国戏剧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各个版本之间的异

同。《舞台生活四十年》成书之前一、二集

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连载于 《文汇报》；第三集中的

《穆桂英》《奇双会》 《从绘画谈到天女散花》

《童女斩蛇》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连载于 《戏剧

报》，《与杨小楼合作时期》（上）、《与杨小

                  

楼合作时期》（下） （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出版时改为 《〈霸王别姬〉的编演》）１９８０

年连载于 《戏剧艺术论丛》第二、三辑，

《我和余叔岩的合作》登载于 《戏剧论丛》

１９８１年第１期，１９８１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

全三集 （不含 《穆桂英》）。因此我们也比勘

了成书后的 《舞台生活四十年》与在 《文汇

报》《戏剧报》《戏剧论丛》《戏剧艺术论丛》

等报刊上连载时的异同，并做了详细的注

释。凡原文就有的注释，保持原样，凡我们

所加注释，均注明 “编者注”。如全集第四

卷第二章第一节中有按语如下：“秦稚芬小

名 ‘五九’，是演旦角的。精通技击，擅长

书法，摹孙过庭书谱，极有功夫。喜欢研究

历史，熟读通鉴。与梁任公、罗瘿公、魏铁

珊为文字交 ，为人仗义，有古侠士风。”我

们在此出注 “此处 《文汇报》、平明本、人

民文学本均为 ‘与顺德罗瘿公、山阴魏铁

珊为 文 字 交’，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本 始

改。———编者注”

“焚券”与 “赎当”是最能说明梅兰芳

祖父乐善好施、颇具侠义情怀的典型事例，

但因时隔多年，有些细节很多人都记不清

楚，以至于 《文汇报》连载时和平明出版社

出版的本子都出现了错误，直到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时梅兰芳才经过考证做了详细

纠正，因此我们出注为：

关于 “焚券”与 “赎当”，平明出版社

本接近于 《文汇报》连载的 《舞台生活四十

年》原貌，人民文学出版社本做了较大改

动，修正了错误，以后各版本沿用人民文

学的本子。平明本为：……

各个版本的 《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

集中均无 《穆桂英》一章，但我们搜集资料

时发现此章在 《戏剧报》连载时副标题明

确标明 “《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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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收入全集并出注：

此章最早连载于 《戏剧报》１９５８年第

１９、２０期。连载时有副标题 “《舞台生活四

十年》第三集连载”，但成书后各个版本的

《舞台生活四十年》都未收入，今收入连载

原文，按发表时间排序编为第一章，原第

一章 《奇双会》改为第二章，依此类推。

另外，此文曾收入１９８６年出版的 《忆

艺术大师梅兰芳》一书中，题为 “《穆柯寨》

到 《辕门斩子》是喜剧———穆桂英与杨延

昭的表演分析”，文首有许姬传按语：“这篇

文章是梅兰芳先生在一九五八年写的。当时，

言简斋先生、姜妙香先生、姚玉芙先生参加

了讨论，由梅先生口述，我笔记。现在我把

有些话作为按语，插入文中，因为都是亲眼

目睹的第一手资料，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连载时无小标题， 《忆艺术大师梅兰

芳》收入时添加标题，但无序号。为统一体

例，添加序号和小标题。———编者注

《忆艺术大师梅兰芳》收入此文时许姬

传有所改动并加入许多按语，我们也都一

一做了注释。

第六卷为 《文汇报》连载的 《舞台生活

四十年》，成书后的 《舞台生活四十年》多

次出版，影响巨大，《文汇报》连载时的原

貌往往被忽略，为呈现其文献价值，给研

究者提供方便，特把 《文汇报》连载的 《舞

台生活四十年》收入 《梅兰芳全集》，编为

第六卷。为尽量保持原貌，章节顺序按照

连载的时间来编排，譬如 《梅杨初次合作》

一分为二，因为发表时中间插入了 《汉皋

之行》。为简单明了，内容有所合并，譬如

《养鸽》分为 《养鸽》（１）、《养鸽》（２）、《养

鸽》 （３）三个部分，我们合并为一个标题

《养鸽》，并在此节后标明 “《文汇报》１９５０

年１１月２０日、１１月２１日、１１月２２日连

                  

载”，类似问题都这样处理。《文汇报》连载

时所有戏名都是双引号，为照顾读者的需

要和习惯，我们全部改为书名号，因为 《舞

台生活四十年》是谈话体，本就有大量双

引号，不能全部替换，只能一个个修改，因

为文中戏名非常多，因此单是这一项工作

就花费了许多精力。

第七卷收录 《梅兰芳游俄记》《东游记》

《我的电影生活》和附录 《梅兰芳游美日记》。

《东游记》１９５６年连载于 《新观察》，１９５７

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我的电影生

活》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年连载于 《电影艺术》，

１９６２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成书后的

《东游记》和 《我的电影生活》影响较大，

但与连载时的原貌稍有出入，本次编写把

不同之处也一一注出，以便于研究者使用。

有时数据库错误、缩微胶卷模糊、扫

描不清、拍摄不全、原文报章杂志因年代

久远而缺损等等问题数不胜数，我们都想

办法一一消灭。有时为了几个字，就再跑

一趟图书馆，如 《文汇报》连载的 《舞台生

活四十年》“三个阔问官”一节是成书后的

《舞台生活四十年》没有收入的，其中有一

段话数据库下载后是这样的：

“田先生的胡琴”，梅先生说， “有些外

界朋友，批评他是拉一根弦的琴师。其实

他们是不明白他的用意。逢到演员在使一

个长跟，他故意把弦子声音敢敛得很细，

为的是使唱的人好发挥他的嗓子的亮音，

这也是一种托腔的方法。”

“长跟”和 “敢敛”怎么读都不通，李

小红在国图核对 《文汇报》原文时，发现

“长跟”原来是 “长腔”，不幸的是国图保存

的 《文汇报》已经发黄掉渣，恰好我们需要

的另外几行字缺损了。马健羚又去了一趟

上海图书馆拍回了此节全文，原来 “敢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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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收敛”之误。

马健羚在 《戏曲艺术》２０１４年第４期上

发表了 《〈梅兰芳艺术年谱〉１９４９年后部分

勘误》，辑录出６５条错误，详细纠正了年谱

的一些错讹，这也是在编撰 《梅兰芳全集》

过程中详细比对、细致校勘的成果之一。

所有全部稿件都由李小红、赵建新逐

字逐句校对数遍之后交出版社，并多次和

出版社一起往返校对，历时近一年时间。

当然，我们也有不足之处，譬如梅兰

芳信函散落在不同的收信人手中，我们勉

力为之，也无法穷尽，实为憾事。

总之，我们投入专门的人力、大量的时

间，尽最大努力编撰 《梅兰芳全集》，争取

对得起梅兰芳先生的盛名。如果这套书取得

了一些成就，那是得益于傅谨先生独特的学

术眼光和严谨的学术要求，但即便如此，由

于每位编撰者水平有限，学识浅薄，错讹之

处在所难免，还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特别应该感谢的是梅兰芳艺术研究会

会长吴迎先生、梅兰芳艺术纪念馆秦华生

馆长、中国收藏家协会秘书长刘建业先生、

浙江大学徐连经教授、人民大学谷曙光教

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王馗研究员等专家学

者，他们为我们搜集资料提供了不少帮助。

另外，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

馆等单位也为我们查找资料提供了许多便

利，在此一并致谢！

《梅兰芳全集》是集体智慧、团结协作

的成果，搜集资料时专家学者们之所以无

私奉献，编撰过程中我们之所以乐此不疲，

既缘于梅兰芳先生的魅力吸引，也缘于傅

谨先生的巨大感召力。

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出版这套

《梅兰芳全集》，也是梅兰芳先生之子、著名

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生前最大的心

愿。２０１５年年底，梅葆玖先生亲自为本书

撰写序言，在序言中他写道：“今天，中国

戏曲学院傅谨教授率他的团队，花费多年

心血做成了这件功在千秋的大事，算是

‘中国梦’中的一瞬间，精彩的瞬间小梦。”

４月２５日，葆玖先生驾鹤西去，生前没有

看到此套全集的出版，这让我们几位编纂

者颇引以为憾。如今，全集即将正式出版，

可以告慰葆玖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责任编辑 魏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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