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照顾俞老
是同情

俞振飞：现在，好多朋友见到
我，都说我越活越年轻了。我自己

也有这种感觉。

李蔷华：当初是出于对俞老的
同情，久而久之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发展到现在成了爱情。

1980年元月4日，78岁的京昆

艺术大家俞振飞，和51岁的京剧表

演艺术家李蔷华，走到了一起，成为

当年一桩颇为引人瞩目的新闻。

俞振飞年迈体弱、早已不是当

年那个风流倜傥的英俊小生；李蔷

华依然是舞台上光彩照人的大青

衣。有人猜测，李蔷华应该是奔着

“利”去的：俞振飞手里握有前妻言

慧珠名下的大额钱款和房产。事实

是，李蔷华不图“利”，只为“情”。

经历了十年浩劫，俞振飞已是

年逾古稀的老人；前妻言慧珠早已

离去，先生独自一人，茕茕孑立。

1978年10月，武汉京剧团的程

（砚秋）派名旦李蔷华和关正明离

婚。俞振飞从学生薛正康嘴里听说

了这个消息。也许是俞振飞先生有

了想法，便用迂回的方法发起“试

探”。他给李蔷华写了一封信，大意

是知道你离婚这件事，请你保重身

体。并提出，想给李蔷华介绍一个

能和她配戏的小生。

俞振飞的“试探”并不唐突，因

为早在1947年，俞振飞和李蔷华就

已相识。那是在上海思南路梅兰芳

先生家，当时梅兰芳因弟子李世芳

飞机失事遇难，组织了一场义演，演

出所得捐赠给李世芳的家属。八位

知名坤旦联手演出《四五花洞》，李

蔷华是其中之一。

另一方面，俞振飞从1930年

起，一直与程砚秋先生搭档，对程派

艺术了然于胸。李蔷华是一位程派

大青衣，自然知道俞振飞的艺术造

诣。1960年3月，中国戏曲研究院

在北京举办戏曲表演艺术研究班，

为期三个月，由京昆艺术大师梅兰

芳、俞振飞主讲，并示范演出昆曲经

典名剧《游园惊梦》。李蔷华作为湖

北省优秀演员代表，参加了这个讲

习班。可以说，俞振飞早就在李蔷

华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只

是令人心仪的艺术印象。

李蔷华拿到俞振飞的来信后并

没有多想，便上交给武汉京剧团的

领导了。可是，领导未做表态。李

蔷华说：“我想既然俞老这样一位艺

术家关心这事，我们不能没了下文，

所以我就自己给俞老写了封信，表

示谢意。”

1979年夏天，李蔷华在香港的

外甥到武汉过暑假。那年李蔷华演

出比较忙，直到完成所有演出任务，

她才带着外甥到上海看望妹妹（李

薇华，著名荀派名旦），过后再把外

甥送去广州。在上海期间，李蔷华

在妹妹的陪同下，去俞振飞家拜访。

那天俞振飞抱病在身，由学生薛

正康接待。李蔷华和妹妹很快告辞

离开。薛正康和她们一路回去，在车

上，薛正康问起了李蔷华的情况。过

不多久，薛正康给李蔷华写了一封

信，说想给她和俞振飞保个媒。

李蔷华回信说：“这封信是你的

意见，还是你老师（指俞振飞）的意

见？如果是你的意思，那就不必。

如果俞老有这个想法，他年纪大了，

需要有人照顾，我可以考虑。”俞振

飞亲自回了一封信，说欢迎李蔷华

到上海。李蔷华也愿意见上一面，

当面锣、对面鼓，讲个清楚。

他们相约花城（广州）见面。李

蔷华由妹妹李薇华陪着，从武汉坐

火车到广州。俞振飞由学生薛正康

陪伴，先一天从上海飞广州，第二天

特地到广州火车站接站。这让李蔷

华很感动，“我们对俞老是特别敬重

的，1960年在北京上课，主要就是

梅（兰芳）先生和俞老，讲《游园惊

梦》和《贩马记》。俞老这个岁数，还

亲自到车站来接我，挺感动。”

在下榻的宾馆里，俞振飞剥了

一颗糖给李蔷华，说：“这事要成功

了，委屈你了。”李蔷华没有考虑委

屈不委屈，坦率提到言慧珠遗产处

理问题。俞振飞对李蔷华说，早在

落实政策的时候，当时单位领导

来，我（指俞振飞）就跟领导说了，

言慧珠的东西，我一分钱不要。李

蔷华一听，十分赞同，当场对俞老

说：“我支持你！”

不仅是言慧珠的遗产，李蔷华

一分不要；就是俞振飞落实政策补

发的一万九千元，她跟俞振飞商量

后，拿出五千元作为党费交给党组

织，再用一万四千元买了一些空调

设备，捐给了戏校。原来，李蔷华

在戏校小剧场（早年在文化广场边

上，现已拆）演出的时候，整个后

台、化妆间不仅没有空调，就连电

风扇也少见，李蔷华心里一直记挂

这件事。

李蔷华和俞振飞，一切从“零”

开始。就像关栋天所说，“我理解我

妈妈与俞老的结合，当时俞老已经

78岁了，我妈妈图什么呢？事实上

就是我妈说的，能够照顾俞老。”

“四人四姓”一家亲
有温情

黄昏恋是美好的，甚至可能比

年轻人的初恋更美丽；因为老年人

敢于追求爱代表了新时代的进步；

而老人们的爱，能得到子女的认可，

就更难得了。

关栋天：“我觉得我母亲很可

敬，思想境界很高，不俗，不为常人

所理解的那种。她待俞老，不仅像

爱人，又像是对待长辈。”

李蔷华调到上海后被安排在戏

校教学。她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校长

俞振飞的妻子而搞特殊化。她是一

个认真、踏实的好园丁，一周排课14

节，还要照顾俞振飞的饮食起居，冷

了给添衣，热了忙换季。李蔷华每

天家校两头赶，渐渐有了力不从心

的感觉，毕竟她已是花甲之年。

后来，李蔷华的儿子儿媳——

关栋天（时名关怀）和周玖一起调到

上海。关栋天调进了上海京剧院。

李蔷华的儿子儿媳，能跟俞振飞合

得来吗？

能！李蔷华、关栋天、周玖和俞

振飞四人组成的“四姓家庭”给人们

树立了一个标杆。

“调来上海前，我妈担心我们跟

俞老的关系能不能处理好？这不无

道理。毕竟我们不是他亲生的，年

龄差异也大，而我们年轻人总会有

些爱好。但是，我们不来的话，俞老

靠谁？以前都靠学生照顾，但这种

照顾不可能周全，不会像我们天天

在一起，时刻关注他的生活起居。”

关栋天的回忆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家

庭的融洽与温情。

俞振飞年纪大了，可是他对生

活，特别是对吃的方面很讲究。用

李蔷华的话来讲就是，俞振飞吃的

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两条腿

的”，尤其喜欢鸽子、鸡和鱼，喝鸡汤

要配金华火腿炖，吃肉粽喜欢蘸白

糖，吃蛋炒饭居然要有冠生园生产

的果酱来伴食。

关栋天和周玖记挂着俞振飞的

嗜好，经常去南昌路、五原路买新鲜

的鱼、虾、鸡。俞振飞爱吃点心，富

春园的萝卜丝烧饼、虾肉馄饨，南京

路沈大成的点心，陕西路美心的汤

团……都是两人经常采办的食品。

作为一位京昆艺术大师，俞振

飞对关栋天演戏比较上心。“比如我

演乾隆，那是清装戏，没有水袖。手

上有扇子的时候还好；没有扇子时

就感觉空。”关栋天说，“最好能有什

么东西放在手里，既好看，人物不

僵，又符合人物特性。”俞振飞经历

过晚清时期，记得那时有些人穿着

马褂，手上爱拿一串佛珠转着玩。

他让关栋天在戏中试试，能不能弥

补一下手上“空”的感觉。关栋天照

做了，果然效果极好，既符合乾隆风

流倜傥的性格，又让关栋天多了表

现手段，手上有戏了。

“白天俞老的客人比较多，我们

也要上班。到了晚上，客人们都走

了，就我们四个人有说有笑。俞老

谈他的生活经历、艺术经历，他是那

么文静、儒雅、书卷气，他的气质给

我们很大感染。”俗话说，牙齿和舌

头难免会有嚼痛的时候，可是这个

“四姓家庭”却没有红过一次脸。

有时候，关栋天会打趣地问俞

振飞：“伯伯，侬讲蹲了屋里适意，还

是辣了外头适意？”俞振飞毫不犹豫

地回答：“屋里适意！”

美人蕉前站美人
真爱情

李蔷华对我讲起过她和俞振飞

拍“结婚照”的事。

那张照片里，意气风发的李蔷

华和鹤发童颜的俞振飞站在一起，

背后是南方特有的美人蕉。李蔷华

说，这张照片是1979年在广州拍摄

的。当时，两个人基本谈成了，在宾

馆的花园里，俞振飞的学生顾铁华

（俞派票友，时在香港经商）、费肇芬

夫妇也赶到广州为老师“保驾”。看

老师谈得很好，就在一棵美人蕉前，

请李蔷华拍照留念。俞振飞张口一

句“美人蕉前站美人！”说得李蔷华

有点羞涩。没想到，等费肇芬拿起

相机时，俞振飞站到了李蔷华的侧

方，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结婚前夕，俞振飞指着这张照

片说，我们就用这张照片做结婚照

吧，“美人蕉前站美人”嘛。

说起这件往事，李蔷华的脸上

洋溢着欢快的笑容。

俞振飞告诉李蔷华，他没有孩

子，看到关栋天和周玖感觉很亲切，

有一种当父亲的感觉。他说：“我们

一家四口，（其乐融融）住在一起，是

很不容易的。我更感到心里头愉

快。我老了，很希望能有年轻人来

关心关心我。现在他们来了，我也

越活越年轻了。”关栋天和周玖也对

俞振飞生出了感情，“俞老脾气很

好，修养很好，对我们都是疼爱的。

话语不多，但他从内心里面，从各个

方面记挂着我们，有时候问你几句

话，你就会感觉很开心。”

李蔷华更是一语讲透，“和俞老

在一起，起初是出于对他的同情，后

来就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有时我去

学校上课，天很热，回来时俞老已经

把茶泡好，送到我手上。他这个岁

数了，还帮我泡茶、递水，惦记着我，

我特别感动，发展到现在成了爱

情。也许有人会说，你们这么大年

纪了，怎么还会有爱情？我上班的

时候会担心，他起床后会不会磕着

碰着。我下班晚一点，他不放心，担

心我晕倒在路上，因为我有美尼尔

氏症。我们就是这样相互惦念，谁

也离不开谁。这就是我说的爱情，

我们是发自内心的。”

由于李蔷华，加上关栋天、周玖

夫妇的悉心照料，俞振飞的身体和

精神状态越来越好。耄耋之年，在

李蔷华的陪伴下，西进成渝，登台表

演，轰动成都、重庆两地。南下香

港，应邀在中文大学演讲，介绍昆曲

艺术，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成为

继梅兰芳先生之后，第二位获此荣

誉的京昆艺术家。北上京城，率领

“昆大”“昆二”班子弟兵，享誉京城。

俞振飞动情地说，“按说呢，我

们京剧老艺人，从来没有85岁还

能上台的。年纪大了，嗓子总会受

影响；哎，我的嗓子反而比年轻时

更好，你说怪不怪。是这个家庭，

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才能出现这样

的奇迹。”

不老的爱，将两颗不老的心，拴

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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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是俞振飞先生
120岁诞辰纪念日，本文作者
自1984年起就和俞振飞、李蔷
华两位先生交往甚多。追忆
往事，秦来来说：“两位大师的
情感是后辈楷模。”——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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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李蔷华、俞振飞合影

和睦、融洽的一家子（左起周玖、俞振飞、李蔷华、关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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