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兰小筑中
珍贵的遗诗

⊙汤 雄

1954 年春，我国杰出的京剧大师梅兰芳
邀请周瘦鹃先生前往南京，观赏他

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当时，王染野在梅兰芳的演出
办公室担任文字宣传工作。在梅兰芳寓居的 AB大楼
贵宾楼的二楼接待室里， 王染野亲眼看见周瘦鹃把
一首他创作的赠给汉剧名演员陈伯华的《蝶恋花》
词，双手递呈梅兰芳，请梅大师将这词写成扇面，留
为纪念。 这是一首七绝，内容是称颂梅兰芳的入室弟
子陈伯华演出的拿手杰作《宇宙锋》，所以梅兰芳吟
诵后，当即欣然应允，立刻请其化妆师顾葆森帮忙取
来笔墨，当场誊写起来。 一边的王染野清楚地记得，
梅大师写的是东坡体，写得笔酣墨饱，滋润幽逸，非
一般书家所能比骈。 词云：“风采如花欺绛树，一缕歌
雾，如绕梁尘驻，赵女幽怀和泪诉，玉颜敢犯雷霆怒。
汉水新声传几度，呖呖清圆，直到心深处，丝管乍闻
难乍去，珍珠一串常留驻。 ”

写完后， 梅兰芳还不无欣慰地对周瘦鹃说道：
“伯华可称青年一代的艺术大师，应予表彰，我书写
您这样的一首词，十分高兴。 ”
事后王染野才知道，在二三十年代，周瘦鹃与梅

兰芳就已相识并交往了。 当时，周瘦鹃任《申报·自由
谈》副刊编辑，梅兰芳赴沪演出时，曾不止一次地访
问过周瘦鹃。 周见其为人温雅恭谦，颇有好感，随即
往梅兰芳下榻的沧洲饭店回拜。 深谈之下，周瘦鹃得
知其不仅知书达理，而且能写能画，且正在攻读日文
与英文，诚然是梨园行中不可多得之俊彦。 于是，周
瘦鹃亲自执笔，为梅兰芳撰写长篇报道《探梅记》，连
日刊于《申报》副刊，二人自此定交。 梅在沪期间，曾

亲绘两幅画赠与周老，作为留念。
抗日战争胜利后，梅周二位又在上海重逢。 梅兰

芳在他的马思南路寓所的书房———“梅花诗屋” 里接
待了周瘦鹃，又出示他此前两天才绘制的题为“向暖
一枝开”的《梅花图》条轴。周瘦鹃观罢，当即欣然为其
题写了一首七绝：“梅氏歌舞倾天下， 余事丹青亦可
人，画得梅花兼画骨，独标劲节傲群伦。”显然，此诗暗
喻梅兰芳心在抗日时隐居沪滨，蓄须明志，拒绝为日
军汪伪演出，保持民族气节这段往事。
建国后，周梅二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发展，仍有文

字往还。
1956年秋， 时任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文艺组组

长的王染野公干来到苏州，忙中偷闲前往王长河头 3
号（姑苏区凤凰街观音巷邻）“紫兰小筑”访周瘦老。在
那花叶扶疏、 暗香浮动而又陈设雅洁的爱莲堂上，周
瘦鹃向王染野展示了当年梅兰芳亲笔创作的两幅画，
其一是《无量寿佛画像》，着墨不多而气韵生动，自是
人物画中的逸品；另一幅是画在扇面上的，题曰《芭蕉
碧桃图》，用笔简劲遒练，而意趣萧疏有致。不但画好，
就连那画上梅氏的极为秀挺雅致的兰亭序体的亲笔
题字，也有艺术美的价值。 它们虽是二三十年代的旧
物，但纸墨如新，足见周瘦老保管得甚好。周瘦老对这
两幅画视若珍宝，王染野方才看罢，他就小心翼翼地
收了起来。
此后，在 1958年，梅又曾向周索诗以为留念。 周

瘦老曾托周信芳先生赴京开会之便，给梅兰芳捎带去
一把请蒋吟秋先生书写的“扇面”，这扇上写录了周瘦
老所作的一首《花事有感》七绝，其诗曰：“芳菲满眼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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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足，紫姹红嫣绕屋遮，花癖还须分国界，樱花不爱
爱梅花。 ”梅氏接此扇后，曾亲笔驰函道谢。

1961年 8月 8日， 梅兰芳在北京溘然长逝的消
息传到了姑苏，其时，王染野已被扣上了“右派”的
“帽子”，被贬到了吴县黄埭公社下堡大队劳动改造。
八月盛暑蒸人，趁暂时歇夏两日之际，王染野溜进姑
苏城中，到“爱莲堂”上拜会周瘦老。 周老为人厚道，
绝无半点鄙弃王染野这“编外之民”的意思，他先待
以冰冻绿豆汤，后待以薄荷冰糖水，几口饮下，透体
冰凉，使王染野在这冰凉之中，尝到了古道热肠。 感
动中，王染野本意是想听周瘦老谈谈各种文坛逸话，
开通自己那闭塞的耳目，可是，那天的周瘦老却精神
萎顿，双眉深锁，脸色阴沉。 经小心打探，王染野才知
道原来是因为梅兰芳去世， 引起了周瘦老悲伤的情
怀。

果然， 定睛看去， 只见桌上摊着一叠统一印着
“紫兰小筑”字样的鹅英格子的稿笺，上面行距井然
地写着不少古体诗句。 不待王染野问，周老就神思恍
惚地说道：“兰芳去世已廿天了， 我花了近半个月工
夫，才写了这十二首悼念他的诗，正待修改。 倷来哉，
正好看看吧。 ”王染野遂应命捧读。

但见诗词前有小序云：“梅澜溘然仙逝（梅澜乃
梅先生二十年代时即已取之别号）， 愚叨在契末，云
胡不伤？ 抚昔思今，低徊不尽，澜艺术品德，有口皆
碑，值得学习与纪念，成悼诗十二首，以示怀思。 ”

接着再读诗，皆为七绝———
其一云：“清歌妙舞倾天下，独饮芳名五十年，此

日盖棺先入党，应无遗憾去重泉。 ”
其二云：“梅花开在百花先，苞碎春江落人干，半

世辛劳应小憩，何妨直入九重天。 ”
其三云：“昔年戏作《探梅记》，谁信而今忽悼梅，

《天女散花》花竟萎，（《天女散花》乃梅兰芳早年常演
剧目之一）《洛神》只向梦中来。 ”（《洛神》乃梅兰芳二
十年代名作，据曹植《洛神赋》改编，1924年曾以此剧
在北京开明剧院演出招待印度大诗哲泰戈尔老人，
驰誉中外。 ）

其四云：“仓促如何赋远游，欲留君住苦难留，夜
台此去多良伴，法曲赓和有砚秋。 ”（砚秋即著名京剧
表演艺术家程砚秋，二十年代初，他曾立雪梅门，是
梅的得意高足； 而程又早在 1958年春便已逝世，故
周老有此写法。 ）

其五云：“八年亮节砼砼守，誓不低头不辱身，舞
衫歌扇都谢绝，独撑傲骨作完人。 ”（此即梅兰芳指誓
不为日伪演出事）

其六云：“见说唐宫多艳事， 管弦传唱自纷纷，
《贵妃醉酒》盈千石，绘影绘声独数君。 ”

其七云：“止渴何从更望梅，人天永隔一低徊，欣
看绝艺登银幕，唱彻《游园惊梦》来。 ”

其八云：“应是童颜鹤发人，却于画里幻天人，丰
容盛箭春长在，琼艳红氍绝代人。 ”

其九云：“彬彬有礼尊先辈，善诱循循爱后生，似
此懿行能有几？ 弥天际地见丹诚。 ”（在此处周瘦老又
加了一条注，曰：梅对同行前辈刘景然和晚辈汪志奎
尽力提携，此类事例甚多，令人感动。 ）

其十云：“物在人亡倍伤神，只从画里唤真真，生
平愿祝无量寿，他日重来示现身。 ”

其十一云：“此别匆匆殊突兀，未应常与世相违，
人间远比天堂好，倦游还期早赋归。 ”（在此周瘦老又
加注云：“未必有此事，何妨作此想。 ”）

其十二云：“天马行空君已去，我为歧路老亡羊，
还须努力攻文事，歌颂宗邦万代昌。 ”（周瘦老于此诗
下又加注道：“兰芳同志生肖属马，我生肖属羊，相差
只一岁，但我决不因他去世而自馁，还要努力从事文
艺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服务。 ”）

上面这十二首《悼梅诗》，周瘦老生前并未收进
他的文集中，是王染野当天捧读之后，征得周瘦老同
意后当场抄录下来的。“文革”期间，王染野把这几页
纸放在弟妹处，幸而未被抄走。 现在回想起来，这应
是周瘦老当时的“未定草”，他的定稿如何就不得而
知了。 王染野以为这组诗， 真可以看做是梅兰芳的
“诗传”或梅周之间“友谊史”，是珍贵的艺坛历史文
献，不论研究周老或梅氏生平思想乃至艺术，都是有
意义的参考材料。 ■

（责任编辑：武学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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