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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葆玖

迂亲的儿子l
有一张著名的老照片，是梅家父子的合影。

在那张图像中，能看到一个面容清俊的少年，安静地立于他声

赫的父亲的身后。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在端正中带着一点谦恭

态。

黑白影像中的两张脸孔都很斯文平和，但却清楚地向我们透露

因传承的巧合与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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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家的“洋派"教育l
梅葆玖成长在上海，与他那位北平梨园世家出

身、南城胡同长大的父亲不同，他似乎天生就沾染

着一点洋气。

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战火

纷飞的乱世，面对国恨家仇，父亲梅兰芳也背负着

巨大的压力，他曾数次在时代的转折点做出艰难的

抉择，但对于沪上少年梅葆玖来说，他的童年时光

在父母的庇佑之下，过得相对安详平和。

梅家的教育很洋派，梅葆玖的小学与中学都在有

着教会背景的震旦度过。在那里，他学会了流利的英

文与简易的法语，并养成了洋派绅士的礼貌与仪表。

在学生时代，梅葆玖

的兴趣与爱好并不局限于

文学与艺术，事实上，他最

感兴趣的事情是制作航模

与汽车模型，还有研究电

子管收音机。生活中，他自

己做过立体声音响设备，

对机械汽车极有研究，还

学会了驾驶飞机。

翼暖意的父亲9
梅兰芳并不是一个专制的父亲，虽然早已认定

京戏是自己一生的方向与信仰，但他并没有严格规

定自己的孩子一定要从事这行，而当梅葆玖决定继

承衣钵的时候，梅兰芳还是由衷地开心。

1949年，梅葆玖陪父亲一起来到北平，参加第

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那是这个上海

少年第一次见到父亲长久生活的古都。

他第一次走进了北京城的老剧场，见识了父亲

从JJ＼生活的地方，也在父亲的引荐下，见到了大批父

亲的老前辈与老朋友们，那是梅葆玖青少年时代艺

术成长最受益的时间，他几乎天天守着父亲，甚至

跟随父亲去朝鲜慰问演出。想来，那时候梅葆玖的

形象，与我们今天在老照片中看到的一样，是一位

站在父亲背后的少年，眉眼间还带着青涩与羞怯。

梅兰芳为了练就灵动流转的眼神，曾经用目光

追随天空上的鸽群锻炼，而在梅葆玖学戏的辰光，

上海不I：L：II：平，没有养鸽的传统，梅兰芳就让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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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黑暗中的一星烛火来练习。

某种程度上来说，父亲对于梅葆玖的意义，也

就像是那一簇在寒夜中闪烁的烛火，有暖意，也指

引着前路，看到它，就觉得笃定而稳妥。

墨气质的传承l
虽然梅葆玖从无门派之见，但他对于梅派艺术

的传承与努力，不仅仅是继承并发展了一个京剧的流

派，更像是复兴了一种审美：谦和、优雅，没有大江

东去的悲情与炫技的演绎，一切都圆融随意、波澜不

惊，却在暗香浮动中流露出骨子里的坚持与韵味。这

是梅派艺术的审美，也是梅家父子做人的修为。

梅葆玖将自己从父亲处继承来的梅派代表剧

目一出出传承给了李胜素以及其他的学生。

他的弟子李胜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学完《生死

恨》后，在剧场首次公演。按照一般的规律，她五点

来到剧场上装，穿戴好之后，七点半正式大幕拉开。

但她没想到，梅葆玖先生四点多就来到了剧

场，手里拿着录影录像的设备，他亲自把场，给学生

信心，并且从头到尾自己录完了整出戏。“我的第一

次《生死恨》，是老师亲手录下的。”如今说起来，

李胜素依然满心感动。

在任何场合看到他，梅葆玖永远都是乐呵呵的

样子。在上海，他讲一口斯文的老式上海话，其中很

多用词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再使用；在北京，他讲

一口柔和轻松的京腔，带着点随意洒脱的味道。

在两会期间，除了共同参会的艺术界名流会带

着仰慕的神情上来与梅葆玖先生寒暄、合影，还有

很多年轻的甚至没有听过京戏的服务员上来要求合

照，梅先生一律乐呵呵地答应，从不婉拒。

对于大部分接触过梅葆玖的人来说，他的谦逊

与温和最让大家所印象深刻，这是人所公认的、梅

葆玖除了似幻还真的长相之外，对于父亲最大程度

的继承与发扬。

梅兰芳从来都是一个不争不抢、愿退一步为他

者让出一条生路的人，但最后却成为了象征中国戏

曲艺术最高审美理想的一代宗师。梅葆玖也是一

样，尽管他没有像父亲一样，在京戏最繁华的时代

创造出无数经典的角色，但他却用自己的努力，在

时代的变迁中尽量维护着京戏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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