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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芳长留
目文／秦华生

五年前的春天，我调入梅兰芳纪念

馆。三十年前梅兰芳纪念馆成立时。曾

聘请了梅兰芳次子梅绍武为荣誉馆长，

而绍武先生早已驾鹤西归。一进入护国

寺九号这个幽静典雅的四合院，现当代

京剧史的历史画面便闪现在我的脑海，

我即向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建

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聘请梅葆玖先生

担任梅兰芳纪念馆荣誉馆长。由此，我

与“玖爷”密切交往了五年。

一代宗师梅兰芳的幼子梅葆玖先

生承袭梅家优良家风，对人诚恳谦逊，

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与之交往如沐春

风。在他被聘为梅兰芳纪念馆荣誉馆长

之后。只要有活动邀请，无论有多忙，

他都会拨冗出席。作为一名优秀的表演

艺术家，他长期夜场演出，养成了上午

晚起、晚上晚睡的习惯，但为参加上午

活动，他都会很早起床来参加活动。

前年，正值梅兰芳先生诞辰

一百二十周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在京郊

召开“梅兰芳京剧表演体系国际研讨

会”。那时，戏剧界纪念活动频繁，而

葆玖先生更是有很繁重的纪念演出，但

是他仍然告诉我，一定参加。那天，我

见他一脸倦容，劝他早点回去休息，他

只是笑了一笑，依旧端坐在主席台上，

坚持到研讨会开幕式结束。与海内外学

者合影留念之后才离去。

去年七月的一个上午，电视片“百

年巨匠——京剧四大名且”开拍仪式在

梅兰芳纪念馆举办，葆玖先生兴致勃勃

地来到纪念馆，与尚小云之子尚长荣、

苟慧生之孙苟浩等相聚欢洽。梅兰芳纪

念馆是他曾经居住的地方，他的父亲在

这里安度晚年，京剧界、文化界的名流

在这里商讨京剧事业的发展。在即兴讲

话中，葆玖先生回忆起院内居住十几

年，在父亲指导下练功学戏的情景，感

慨万千。

去年十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

开的“梅派艺术传承发展学术研讨会”

上。葆玖先生做了精彩的发言，讲述

自己对梅派艺术的理解。自己全力传承

的心得体会，我深受启迪教育。葆玖先

生是真正的谦谦君子。在很多场合，他

都拒绝被称为“大师”。他说自己不要

做什么“大师”，父亲才是名副其实的

大师。中国真正的大师并不多。自己不

是，只是一个千活儿的。

平素见到熟人。葆玖先生总是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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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打招呼。日常生活中，他常常穿着一

件老式灰色西服．骑着一辆黄色女式自

行车上街，有时取报纸，有时去洗衣店

取衣服。被人认出要求合影时，葆玖先

生就跳下车、整整衣衫，很配合地与人

合影。一次宴席，邻桌客人大声谈笑，

影响到了谈话。有人想请服务员提醒一

下，被葆玖先生制止了，说人家既然来

了，也有人家的自由。

葆玖先生是梅家传袭梅派衣钵者。

他自幼在父亲直接指导下，十岁学戏。

十三岁正式登台．十八岁与父亲同台演

出《牡丹亭》。梅兰芳扮演杜丽娘，梅

葆玖扮演春香。后来，他又与父亲同台

演出《白蛇传》。父亲扮演白娘子，他

扮演青儿，成为当时梨园佳话，在父亲

耳濡目染之下，他茁壮成长，演艺日

进。文革前与文革中，由于特殊原因，

他十六年未登台演出。又疏于练功。文

革后，他已步入中年，加紧恢复练功，

刻苦之极，终于重现舞台，创造了更有

艺术风采的奇迹。

梅派艺术仿佛是一条重要的京剧

河流。梅兰芳是拓荒开掘者。历尽艰

辛，创作梅派古装新戏，采用“移步不

换形”。开创了当时具有现代与古典交

融的梅派艺术，以独特的韵味，赢得了

中外艺术大家的青睐与首肯。梅葆玖则

如同这条河流的护堤疏浚者，传承梅派

戏，老戏新演，根据新一代观众的审美

变化。加工修改。二+多年前，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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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了《太真外传》这一梅派代表剧

目，去掉了一些过场戏，精简了人物，

修改了对白唱词。+五年前，他又把梅

派另一代表剧目《洛神》加工整理。改

名为《洛神赋》演出。

特别是十三年前，葆玖先生在继

承的基础上大胆革新，保留《太真外

传》主要的唱段，重新加工不离京剧本

体、又好看好听的大型交响京剧《大唐

贵妃》。此剧在北京、上海、济南等地

连演了三十几场，轰动一时。其中主题

歌《梨花颂》，在剧里三次唱响，成为

新的保留唱段。正如翁思在先生所总结

的，此剧所贯彻的宗旨是“旧中出新，

新而有根”，因而获得了重大成功。

三年前，葆玖先生担任艺术指导，

主持把《太真外传》改编为多媒体的

《梅兰霓裳》。采用三维影像、立体音

效与虚拟表演相结合。创造了令观众耳

目一新的舞台效果。由他的高足李胜素

扮演杨贵妃，于魁智扮演唐明皇，产生

了轰动效应，续写了梅派艺术与时代同

步的舞台新模式。更加吸引年青观众的

关注。

从表面看，梅葆玖在父亲巨大光

环下，只凸显出传承梅派之功，实际上

在东西方艺术交流频繁急剧变化的新世

纪更有不易，更加难能可贵，因为在新

时代观众面前，传承优秀的传统京剧艺

术，面临许多难题，而梅葆玖在自己的

艺术实践中。以父亲勇于革新精神为指

导，逐步破解这些难题，提出“老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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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跟上时代”的艺术主张，提倡

并参与“京剧从娃娃抓起”的系列活

动。一方面向少年儿童呈现京剧艺术，

好听好看，让他们喜欢，另一方面，改

编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京剧折子戏，加

入一些新的艺术元素并进入课堂。使京

剧在今天更好传承。

近三十年。葆玖先生自觉扛起了

梅派大旗，尽力弘扬梅派艺术。台湾国

光剧团京剧旦角演员魏海敏。三十多年

前在香港观看了葆玖先生的演出，深为

钦佩，尤其痴迷雍容华贵具有中和之美

的梅派艺术，几经辗转，上世纪九十年

代初拜葆玖先生为师，学戏之后师徒同

台演出了《太真外传》。轰动一时。由

此。她成为葆玖先生的大弟子。

此后，景仰梅派艺术的旦角演员纷

纷拜入葆玖先生门下，如李胜素、董圆

圆、胡春华及男旦胡文阁等。迄今为止

已有四十九位入室弟子。著名京剧演员

于魁智在艺术发展上一直受到葆玖先生

的栽培、指导和影响，他说梅先生是京

剧界的代表和楷模，对京剧艺术的贡献

远远超乎想象。六小龄童说梅葆玖先生

是自己艺术上的老师、人生的楷模。

去年，葆玖先生又担任了国家艺

术基金资助的“梅派艺术传承班”的班

主任，不辞辛劳地组织授课，亲临现场

最湖

示范教戏。学员结业演出时，他又现场

观摩指导，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精神可

嘉，令人感铭。

201 2if-，已有九十多年历史的日

本樱美林大学因葆玖先生京昆表演的突

出成就，授予他文学博士，葆玖先生成

为与父亲一般从事京昆表演的“梅博

士”。说起此事，葆玖先生总是谦虚地

说，人家也给我一个方帽儿，但跟我们

老头儿的差远了，老头儿是金方帽儿，

我只是票友而已。这所私立大学的首位

校长清水安兰曾经是梅兰芳的好友。现

任校长佐藤东洋士痴迷京剧。在学校开

设了京剧课程，并常常举行京剧演出，

成为日本唯一开设京剧课程的大学，十

年前，开始由梅葆玖入室弟子袁英明担

纲主讲这门课程。此后，葆玖先生更加

奋发努力。在国内外弘扬梅派艺术。

在梅兰芳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活动

中。葆玖先生不仅在国内的京、津、沪

等地巡演。而且重走父亲出国演出之

路，去日本、美国、俄罗斯演出和演

讲，还去了英国，去了台湾，在新的世

纪，把梅派艺术带到更为广阔的空间，

让更多的海内外观众观赏梅派戏，了解

中国京剧，传播京剧文化，成为新时代

的文化使者。贡献杰出。

今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葆玖

先生刚参加完全国政协会议。又投入各

项弘扬梅派艺术的活动中。加紧实施把

父亲曾经演出过的《一缕麻》、《孽海

波澜》、《牢狱鸳鸯》、《童女斩蛇》

四出时装戏和《黛玉葬花》、《睛雯撕

扇》、《俊袭人》三出红楼京剧整理、

重新搬上舞台的计划。

在葆玖先生八十二岁生日那天，他

仍风尘f 1"4 h赶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

应邀进行内容丰富的《京玖不衰一梅
兰芳京剧表演艺术对世界戏剧的贡献》

精彩演讲，赢得了众多学子经久不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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