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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绽
东
方

1913年秋天，
梅兰芳受邀首次
赴上海，这也是他
第 一 次 离 京 演
出。今年恰逢梅
兰芳首登上海舞
台 110周年。从
11月中旬至明年2

月，本市戏曲史研
究单位、演艺界人
士共同发起“梅绽
东方——梅兰芳
在上海”系列纪念
活动，追忆梅先生
在上海这座大舞
台留下的翩若惊
鸿、皎如明月的身
影，以及惊世才
华、精湛技艺和人
格魅力，从而更好
地助力京剧的传
承与振兴。

本报记者

王蔚

    年，
梅兰芳在上海
沪西俱乐部
打高尔夫球

    年，
梅兰芳与阮
玲玉合影

梅兰芳
初次来上海
时拍的时装
定妆照

梅兰芳
在上海游览
公园时头戴
礼帽，身穿
大衣

    年 ，
梅兰芳在沪寓
所作画

一 听戏与看戏
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

王春祥说，上海是梅兰芳的福地，他
将人生最重要的一段岁月留在了上
海，他的艺术事业在上海获得了巨大
的提升和发展。
在日前由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

院主办的梅兰芳在上海国际学术研讨
会上，主持国家社科艺术类青年项目
“清代至民国江南曲社研究”的浙江

传媒学院副教授
裴雪莱，畅谈了他
的最新研究成果，
讲述了从1913年
至1922年间梅兰
芳5次赴沪演出的
盛况和幕后故事。
“民国初期梅

兰芳上海戏曲市
场之地位确立。”
他说，青年梅兰芳
于民国初年5次
赴沪演出，实现了
演剧生涯的历练
和蜕变。在沪期
间，演出场所前期
为丹桂第一台，后
期 转 至 天 蟾 舞
台。丹桂第一台
总经理许少卿多
次力邀梅先生，并
安排演出场所。
1913年11月4日，
年方19岁的梅兰
芳第一次登上了
上海丹桂第一台，
第一场剧目为夜

戏《彩楼配》，成功把握住了戏曲人生
的第一个飞跃。彼时，梅兰芳心目中
的上海戏剧舞台大有可为，随后的大
获成功更证实了他的直觉。特别是
1913年沪上的这次演出，使梅兰芳成
为《申报》等媒体持续关注的焦点人
物，成为他舞台演出生涯的转折点。
“上海的演剧市场也给了梅先生

很多启迪。”裴雪莱介绍，在初登上海
舞台后，首先给梅兰芳带来的是视觉
方面的冲击，具体表现在化妆、舞美
等方面。上海舞台设置新颖舒适，梅
先生曾说：“我初次踏上这陌生戏馆
的台毯，看到这种半圆形的新式舞
台，跟那种照例有两根柱子挡住观众
视线的旧式四方形的戏台对比，新的
光明舒畅，好的条件太多了，旧的哪
里能跟它相提并论呢？”此外，上海先
进的照明技术促进了“夜戏”的发
达。北京人常说“听戏”，重要的原因
在于煤油灯或蜡烛照亮的看台显得
晦暗不明。而上海说“看戏”，就是因
为声、光、电等西方技术在舞台上得
以大量使用。在上海，夜间演剧看戏
成为演员和观众的常态。他回京后
还与梳头师傅韩佩亭商讨，借鉴上海
部分演员的化妆方法，目的便是为了
切合新式舞台的灯光照明。
裴雪莱说，梅兰芳赴沪演出的艺

术进阶具体表现在剧目的编创和演
出中。剧目的编排独具匠心且有特
色：传统京剧极为扎实，改良新戏最

为亮眼，昆曲剧目令人称赞。《天女散
花》等属于京昆半掺，《太真外传》则
是京剧剧目吸收了少量昆曲曲牌。
总之，民国初期上海演出的创新和光
芒，是梅兰芳艺术生涯的宝贵经历，但
不是所有的尝试都会原封不动地沿
袭，而是在总结反思中批判性继承。
比如，1914年首演的《贵妃醉酒》、1917
年首演《贩马记》等剧目，经过此后多
年的舞台打磨，使得剧情、音乐、表演
等诸多要素更加成熟完善，成为梅兰
芳重要的代表性剧目，而《黛玉葬花》
《生死恨》《春秋配》等，则因较冷、较
繁等各种原因，以后就较少上演了。
试想，如果没有民国初年在上海舞台
的大量实践，怎么会有梅先生日后炉
火纯青、典正雅丽之境界呢？
“民国初年梅兰芳的5次来沪，经

历南方戏曲舞台之砥砺，激发了旺盛
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通过剧目演出展
现出表演艺术的升华。随着市场品牌
价值之淬炼，形成了强大的艺术感召
力，奠定了他在上海戏曲市场的重要
地位。这对于沟通南北剧坛的交流和
互动大有裨益，对于催生南北演剧生
态的繁荣，同样厥功至伟。”裴雪莱说。

二 口碑与票房
上海大学教授、中国梅兰芳文化

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张婷婷则对“孤
岛”时期梅兰芳在上海的演出情况做
了详细考证和研究。她说，1937年
11月至1941年12月，上海被日军占
领，沦为“孤岛”。近代以来，由于上
海身处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西方娱
乐业的引入，加速了城市娱乐近代化
发展的进程，演出市场也随之愈发成
熟，并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达到鼎
盛。尽管淞沪会战的余波使得上海
社会百业凋敝，但演出市场却在战后
有所活跃。民众的生活仍要继续，尤
其为了抵御现实与精神的多重压力，
都市观众选择传统艺术作为精神上
的临时“避难所”，让这一时期的京剧
市场尤为热闹。那时，京派与海派争
艳，呈现出独特的演剧面貌与奇特的
文化景观。
“受到战争的影响，大批难民涌

入上海。在特殊‘孤岛’时期的社会
语境中，梅兰芳在沪献艺，尽管具有
强烈的商业性质，但仍不乏抗战的意
味，带有助赈救灾的性质。”张婷婷
说，早在上海沦陷之初，红十字会发
起“分向海外劝募并演剧筹捐补助各
善团救济伤兵难民”活动，梅兰芳便
积极响应，预备节目，择期开演，所得

收入全部捐出。他在大上海大戏院
赴演之前更是打出广告，愿将“所售
之款除前后台开销外，均捐入该埠难
民救济会赈济”。依靠梅兰芳的影响
力，演出为难民筹得1万余元救济款
并由戏院悉数捐出，切实帮助了身处
困境的难民，大上海大戏院也借此赢
得了很好的声誉。
与其他地方的演剧生态不同，在

集市民文化、通俗文化、流行文化、娱
乐文化、商业文化于一体的文化场
域，上海给了京剧巨大的腾挪空间，
也成为京剧最富挑战性的演出市场，
催生了“新型的近代市民戏曲”即海
派京剧的崛起。土生土长的海派京
剧，以机关布景和连台本戏为其特
色，以奇幻、刺激、炫目、新潮的感官
娱乐契合着上海观众的审美需求，也
主导着主流演剧市场的剧目选择，形
成了那时的大型戏院几乎无不开演
海派京剧的盛况。梅兰芳在“孤岛”
时期演出的剧目为《御碑亭》《生死
恨》《霸王别姬》《四郎探母》等传统老
戏或新编京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这四部历史剧目均是具有宣传抗日
意味的历史剧，通过表现宋金矛盾、
宋兵伐辽、楚汉相争的故事，激起“孤
岛”民众的抗日热情。显然，梅兰芳
在艺术性与思想性双重维度的考量
下，特意选择了特殊的历史剧目，表
现出他对于社会现实与民族精神的
深刻思考。此举不仅激发了孤岛时
期上海观众的民族意识，鼓舞民众的
民族自信心，还起到了宣传抗日的作
用，吸引了大批海派京剧的忠实观众
前来观剧，轰动一时，取得了口碑与
票房双佳的效果。《盛京时报》对此曾
总结道：拿上海人来讲，向来一般人
欢迎话剧，如红莲寺、西游记、封神
榜；现今，梅兰芳又出演上海舞台，看
戏的人更多，连戏票都买不到手，可
见上海人的口味现在居然变了，不能
不钦佩梅兰芳力量的伟大。
张婷婷还介绍，梅兰芳名角的号

召力影响了上海观众偏爱海派连台
本戏的风气，引导上海观众从感官刺
激的娱乐中重拾艺术审美的情趣，深
入故事的内核反思自我的人生处境。
传统京戏借梅兰芳的影响力在“孤岛”
重放光彩。从这个角度看，梅兰芳
1938年3月到4月间的这轮演出，是
“孤岛”时期最重要的演出之一。至
1938年5月，梅兰芳结束在上海的演
出后即赴香港，“孤岛”时期内未再登
台上海。梅兰芳的演剧带着时代的
气息，暗含着民族气节，发出了时代

的声音。爱国的思想主题与批判现
实的精神，构成了他“孤岛”时期演剧
的主调色。“孤岛”后期，梅兰芳开始
蓄须，以示自己远离舞台的决心。

三 文化与传播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聂伟说，京

剧大师梅兰芳首次来沪演出，他严谨
细腻的表演风格迅速赢得了上海观
众的认可，可谓“红透上海滩”。对于
上海来说，梅兰芳带来了京潮派的戏
曲艺术，而美轮美奂的海派京剧，也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梅兰芳的表演技
艺。从到上海演出开始，他主动吸收
海派艺术的精华，逐渐形成了属于自
己的表演风格，奠定了梅派艺术在京
剧历史上的地位。

1932年，梅兰芳从北京迁居上
海。在京沪两地，梅先生先后与印度
作家泰戈尔、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会
晤交流。在登陆上海码头后，他的演
出足迹还远到苏联、美国等地。特别
是在访苏期间，他还与斯坦尼拉夫斯
基、布莱希特会面，切磋中西方各自
的表演艺术。
京剧作为国粹，是当今能在国际

舞台大放异彩的最主要的中国戏
曲。“移步不换形”是梅兰芳戏曲表演
思想的重要表达，它的艺术价值持久
且广泛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加藤彻在梅

兰芳在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
京剧是一门综合艺术，把京剧的听觉
元素和视觉元素做个比较，后者一般
更容易被外国人接受。京剧演员光
鲜亮丽的戏衣和妆容，以及优美灵动
的肢体语言，都会吸引既不懂中文又
不熟悉中国音乐的外国人。他说，事
实上，一些日本漫画和动画片也采用
了京剧漂亮的服装、化妆等视觉元
素。比如，《白蛇传》是日本第一部彩
色长篇漫画电影，对宫崎骏和其他日
本动画师产生了巨大影响。白娘子
和许仙的服装设计都采用了京剧风
格，这可能是受到1956年梅兰芳访
日演出的影响。又比如，《天空の宝
座》是一部以虚构的中国朝代为背景
的古装漫画，作者青木朋对京剧的服
饰颇有研究，主人公少女穿着京剧
《三岔口》任堂惠的服饰。中国也好，
外国也好，年轻人很喜爱漫画、动画、
游戏等，这些“亚文化”门槛很低，不
太懂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也能够享受
京剧视觉之美。这可能是外国人对
京剧产生兴趣的一个契机。加藤彻
认为，今天大家在研讨梅兰芳及表演
艺术的海外传播与影响，以及融媒体
背景下梅兰芳艺术的传播，或许从当
代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动漫作品中可
以发现不少线索。
越南河内电影和戏剧大学研究

员阮氏青云说，梅兰芳在越南也有着
长久的艺术影响力。在越南，梅兰芳
表演的《霸王别姬》《黛玉葬花》《穆桂
英挂帅》等，一系列旦角、生角的表演
技巧，比如划船、趟马等，已成为越南
艺术家学习的重要素材。可以说，梅
兰芳已经跨越了艺术家的界限，成为
人类的伟大文化家，将中国的传统京
剧文化传播到了越南的艺术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