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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构 与 拓 展
——梅兰芳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

民国 时 期 以 梅 兰 芳 剧 艺 为 代

表的中国戏 曲 在 日 本 的 接 受 与 阐

释 ，是 转 型 时 代 的 世 界 图 景 中 发

生 的 一 个“ 经 典 化 ”案 例 。 结 合

当 时 赴 日 公 演 评 论 中 突 出 且 有

别 于 西 方 评 论 的“ 戏 画 一 体 ”

论 ，我 们 可 以 从 一 个 更 整 体 的

视 角 来 认 识 转 型 时 代 东 亚 艺 坛

对“ 传 统 寻 证 ”的 特 殊 焦 虑 以 及

某 种 寓 于 感 官 和 形 象 的 独 特 表

达 策 略 。 从“ 戏 画 论 ”这 个 角 度

来 评 价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梅 兰 芳 在

日 本 的“ 经 典 化 ”的 过 程 主 要 是

在 他 公 演 之 后 ，所 以 可 以 看 出 日

本 的 评 论 里 并 不 是 就 事 论 事 ，他

们 是 有 自 身 诉 求 的 。“ 戏 画 一 体 ”

论 也 是 这 样 ，相 比 较 ，欧 美 评 论

中 重 要 的“ 戏 画 一 体 ”论 ，泛 泛 地

把 梅 兰 芳 的 演 出 与 中 国 的 古 画 、

古 董 这 些 东 方 名 物 放 在 一 起 进

行 比 较 。 而 日 本 的 评 论 中 ，“ 画 ”

的 形 象 就 更 具 体 ，可 以 说 是 进 入

了 亚 洲 的 内 部 ，也 进 入 了 传 统 领

域。但日本“戏画论”确实还有更

大 的 复 杂 性 ，其 对 于 东 西 精 致 艺

术 的 追 求 也 并 不 是 占 领 了 全 部 江

山 。 此 外 ，日 本“ 戏 画 论 ”中 的 中

国 对 象 ，实 际 汇 聚 着 日 本 艺 坛 对

于 文 明 冲 突 问 题 的 关 注 。 1928 年

日 本 媒 体 捧 韩 抑 梅 事 件 ，有 着 另

一 层 更 为 具 体 的 政 治 背 景 ，即 此

次 公 演 事 件 背 后 的 殖 民 势 力 运

作 。 由 此 略 作 延 伸 ，在 戏 曲 交 流

史上，乃至整个戏曲史上，一些并

不 仅 仅 局 限 于 东 亚 的 地 缘 政 治 因

素 可 能 尚 未 进 入 我 们 的 视 野 ，有

待 更 细 致 地 关 注 与 讨 论 。 以 更

具 开 阔 的 眼 光 观 察 世 界 图 景 ，对

戏 曲 史 中 的 诸 多 现 象 和“ 传 统 文

化 ”而 言 ，有 着 不 可 忽 视 的 重 要

意 义 。

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之际，为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2017年10月24日，梅兰芳纪念馆在北京举办“梅兰芳纪念馆藏戏曲文
献脸谱展”暨“梅兰芳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展出了梅兰芳缀玉轩珍藏的戏曲文献剧本和脸谱。来自北京及各地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
的近20位专家学者，围绕“梅兰芳与传统文化”的主题展开了热烈深入的研讨。本报撷取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要点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梅兰芳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

代表。在梅兰芳的时代，京剧艺术集

中 了 当 时 全 国 各 地 艺 术 、各 剧 种 精

华，凝结、汇聚多元文化，特别是民间

文化，成为被人们称道的国剧。不仅

是梅兰芳的京剧表演艺术，包括梅兰

芳的情感、梅兰芳的思想，或者说梅

兰芳这个人都浸透着传统文化，是传

统文化的载体。在倡导和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当下，说梅兰芳、宣传梅

兰芳、研究梅兰芳、总结梅兰芳和梅

兰芳艺术，是我们，特别是我们梅兰

芳 纪 念 馆 义 不 容 辞 的 责 任 和 义 务 。

今年以来，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十

三五”发展规划纲要要求，我馆努力

开拓进取，找准发展方向，确立工作

重点，进一步挖掘本馆资源和潜力，

充 实 研 究 力 量 ，加 强 横 向 联 系 与 合

作，成立了梅兰芳研究中心，并将牵

头实施“梅兰芳戏曲表演理论体系工

程”，这是戏曲人念念不忘的情愫和

梦想，将进一步提升梅兰芳纪念馆的

文化品格。今年新上马的研究项目

有“梅兰芳藏戏曲珍本丛刊”“梅兰芳

纪念馆藏文献文物总目”“梅兰芳在

世界”，这些项目的经费和人员都已

落实，并与 3 家出版社签约。本次展

览，也是我们项目整理、研究的一个

阶段汇报，是对梅兰芳京剧艺术、传

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又一形象展示

和重要体现。本次研讨会在以往梅

兰芳研究的基础上，超越艺术本体的

研究，希望我们能站在更广阔的历史

和现实文化背景下，进一步深入了解

梅兰芳、认识梅兰芳的意义和价值，

传承他的艺术，学习他的品德，弘扬

他的精神，从而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

梅兰芳的演出剧目特别多，而

最能体现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主

要还是他的新编戏。梅兰芳演出的

剧本总数大概有 160 多个，其中大

部分都是前辈编创的一些老戏，新

编剧目近 30 部，分成两类——古装

戏和时装戏。梅兰芳对待传统文

化的态度可以这样概括：一个是继

承，一个是弘扬；一个是选择，一个

是 扬 弃 ；一 个 是 批 判 ，一 个 是 改

造。我认为对待传统文化，他首先

是继承弘扬，但也是有所选择，有

所扬弃，有的还有所批判，同时还

吸纳了新时代的思想 。 我 们 可 以

从这样几个角 度 去 研 究 梅 兰 芳 演

出 剧 目 和 传 统 文 化 的关系：首先，

从题材来源的角度，考察梅兰芳和

传统文化的关系。比如古装戏，很

多都是从传统文化里选材，从题材

来源就可以看到其继承了优秀传

统 文 化 。 其 次 ，从 思 想 蕴 涵 的 角

度，考察梅兰芳的演出剧目和传统

文化的关系。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不 仅 要 看 题 材 来 源 ，更 要 看 他 弘

扬、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哪些东西和

思想。最后，我们还可以从审美创

造、审美追求、审美崇尚的角度考

察。梅兰芳处在一个社会政治文

化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因此

他非但不守旧，更是一生都在追求

创新与改革。但是，他的创新是继

承前提下的创新，他后来把这种创

新精神概括为“移步而不换形”，实

际上也体现了一种美学思想。此

外，他还继承了戏曲特别是昆曲中

的审美元素，学习继承昆曲雅致的

风格，应该说梅兰芳的表演是以雅

正为主的。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是一个待补充的课题，“只有

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每一代人都要

为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做 出 自 己 的 努 力 。

梅兰芳的一生，也同样贯穿着对传统

文化怎么继承、怎么发展的探讨。从

演出的方面考察，可以发现他对剧目

选择，比如对时装戏、古装戏、新创剧

目的选择，是非常符合形势的。他在

唱腔继承和发展方面做出很多探索；

而在舞蹈和唱腔的结合方面，对化装

和布景，他都在努力寻找一种最好的

表现方式。所以，梅兰芳不仅是京剧

演员，更是美的创造者，他不仅在演

出实践中进行探索，而且不断地从实

践上升到理论。他对传统戏曲美学

范畴，包括内外、新陈、悲喜、美丑等

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探索和自己的

理 论 。 所 以 我 们 今 天 来 研 究 梅 兰

芳，学习梅兰芳，最主要的是学习他

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这种探索精

神 ，承 担 起 我 们 这 一 代 人 传 承 发 展

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在今后的研

究 中 ，希 望 从 更 多 不 同 的 角 度 对 梅

先 生 的 艺 术 贡 献 做 出 研 究 ，这 是 完

全 有 必 要 的 。 同 时 ，在 对 梅 先 生 进

行 研 究 的 过 程 中 ，也 要 避 免 一 种 绝

对 化 的 倾 向 。 正 如 前 面 所 提 到 的 ，

梅先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

一 个 不 断 探 索 的 过 程 ，既 然 是 在 探

索，那么不一定每一步都是正确的，

也不一定他的每句话都是真理。因

此，研究梅先生的时候，应该把他放

在 特 定 历 史 环 境 下 。 当 然 ，即 便 他

的 实 践 和 言 论 有 不 正 确 的 地 方 ，但

也 不 能 忘 记 他 对传统戏曲发展所做

的贡献，没有他这样的实践，就得不

到宝贵的经验。

首先，端庄雅正的形象是出于

梅兰芳有意识的自我打造、自我建

构 。 梅 派 的 成 型 ，就 是 梅 兰 芳 意

识 要 建 构 自 我 形 象 的 一 段 过 程 。

从 清 逸 空 灵 、诗 意 仙 气 发 展 到 凝

重 深 沉 与 华 贵 风 采 ，这 是 梅 兰 芳

剧中人物形象的转折，也是梅兰芳

本人社会地位与文化视野的扩增。

演员个人的气质，剧中人的气质以

及整个戏的表演气韵，这三者是合

一 的 ，是 相 互 关 联 、相 互 增 益 的 。

梅派的主要内涵，即是一位演员化

身为特定气质的众多剧中人。而

流派形成之后，开派宗师的表演特

质，甚至人格特质，反而统摄在他

所塑造的诸多人物之上。

其次，梅兰芳以雅正为依规的

内在隐衷。梅兰芳为什么如此刻意

打造其端庄雅正的形象，其中既有

大时代的背景，也有个人的因素。

对于所饰角色的性格以及整体戏的

风格，梅兰芳都在有意识地力求典

雅端秀，这样清晰的自觉，表现在他

邀请文人为自己量身打造新编戏，

也表现在他对传统老戏的改编、诠

释与定调。最明显的例子是《贵妃

醉酒》，原来传统的演法大致遵循筱

翠花，做表十分细腻，充分发挥腰

腿、水袖和跷工。但梅兰芳觉得有

些地方未免过了头，因此做了明显

的改造。他希望台上台下同样看到

端庄雅正的梅兰芳，小心翼翼地维护

着自我形象。这样的一番转折，投射

到他的舞台，反而形成了一种贴近中

华文化和睦、中和的境界。

再 次 ，梅 派 所 展 示 的 流 派 的

内涵在流派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

意义。

重读梅先生的回忆录《舞台生活

四十年》，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

文本。此书被命名为回忆录，但是众

所周知，它不是梅 先 生 自 己 写 的 ，

是 梅 先 生 口 述 并 由 别 人 记 录 下 来

的 ，且 记 录 者 不 止 一 个 人 ，有 点 像

近 年 来 流 行 的 口 述 实 录 。 但 是 该

书 和 口 述 实 录 的 区 别 在 于 它 主 要

采 取 的 是 第 二 人 称 ，特 别 是 前 两

集 ，第 三 集 又 变 成 第 三 人 称 。 同

时 ，记 录 者 还 记 录 下 了 回 忆 者 回

忆 时 的 具 体 语 境 ，比 如 在 什 么 时

间 、地 点 ，什 么 样 的 情 况 下 来 做 这

段 回 忆 。 实 际 上 只 有 这 样 的 记

载 ，才 能 够 留 下 非 常 丰 富 的 艺 术

经 验 和 艺 术 思 考 。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这 本 书 里 留 下 来 的 梅 兰 芳 的 艺 术

经 验 。 戏 曲 这 种 艺 术 ，它 的 传 承

主 要 靠 口 传 和 身 传 ，所 以 每 一 场

都 在 变 化 。 实 际 上 ，梅 兰 芳 的 艺

术 虽 是 传 统 的 ，却 又 不 是 纯 粹 固

定 的 ，所 以 我 说 是“ 活 的 传 统 ”。

这 个“ 活 的 传 统 ”里 面 就 包 含 着 优

秀 的 艺 术 家 每 时 每 刻 都 在 学 习 的

过 程 。 戏 曲 艺 术 家 的 主 体 创 造 比

文 学 家 要 更 艰 难 。 文 学 家 小 说 写

完 了 ，也 就 完 了 ，但 是 戏 曲 艺 术 家

在 表 演 的 时 候 ，同 样 一 个 剧 目 ，每

一 场 都 是 一 次“ 创 造 ”。 从 梅 先 生

的 回 忆 录 里 看 ，他 早 就 有 了 这 种

意 识 ，比 如 青 衣 的 角 色 ，青 衣 原 来

是 重 唱 不 重 表 情 的 ，但 是 他 的 老

师 王 瑶 卿 做 了 改 革 ，既 注 重 唱 又

注 重 表 情 ，使 这 个 角 色 有 了 很 大

的 改 动 。 这 样 一 种 感 悟 ，梅 先 生

自 己 一 生 都 在 坚 持 ，不 断 地 去 做创

造性改动。“传承”这个词有的时候会

给人一些误解，以为就是一个静止的

东西。现在看来，谈到传承，至少梅

兰芳先生就是在不断创造中实现传

承的。

梅兰芳登上舞台并且小有名气

之后，引起了观众包括文人观众的

关注，这从当时的文人日记中可以

得到印证。就个人阅读所及，挑选

20 世纪前期几种文人日记略加梳理

和评说，这些日记包含较多 1913 年

至 1924 年梅兰芳演出的记录及评

论，可以为梅兰芳及京剧研究提供

丰富的资料，不仅有助于研究梅兰

芳的艺术活动与艺术成长，梅派形

成与发展的过程，京剧的发展流变

史，而且有助于研究文人乃至一般

观众的观剧心态，研究京剧的传播

接受史以及戏剧文化史。大家都

知道梅兰芳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

是对评论家的意见虚怀若谷。一

个突出的例子就是齐如山对于《汾

河湾》柳迎春表演的建议。在后来

的表演生涯中，梅兰芳是“常演常

新”，经常对戏做出一些新的改动，

这点在张豂子的日记中被多次提

到。而《那桐日记》里面有不少材

料可以帮助我们澄清或者细化对

于梅兰芳表演的一些记录。如关

于《天女散花》的初演日期，一般都

说是 1917 年 12 月 1 日，就公开演出

而 言 ，这 是 没 有 问 题 的 。 但 是 从

《那桐日记》中可以看到，在吉祥园

公演的前两天，《天女散花》就在那

里演出了一场，观者有大仓喜八郎，

而后来请梅兰芳到日本去的就是

他。如果从文人日记等资料中仔细

加以发掘，可以从细节上得到一些

补充和印证，这对更加深入地研究

梅先生，是有帮助的。

从文化的功能性出发，可以将文

化分成两类，一 类 是 根 据 当 前 社 会

与 人 的 需 要 而 形 成 的 文 化 形 态 ，可

以 称 为 创 新 性 文 化 ，它 的 功 能 性 和

社会性比较强。另外一种是根据以

往社会与人的生活需要而生成的文

化形态，被称之为传统性文化，它的

历史性比较强。这两大类文化形态

都是长期存在的，彼 此 谁 都 无 法 取

代 谁 ，而 且 相 互 之 间 还 产 生 互 动 ，

甚 至 相 互 转 换 。 有 时 候 某 种 传 统

性 文 化 会“ 死 而 复 生 ”或“ 返 老 还

童 ”，加 入 到 创 新 性 文 化 之 中 。 而

创 新 性 文 化 最 好 的 归 宿 就 是 进 入

到 传 统 文 化 行 业 。 在 这 两 类 文 化

形 态 中 ，发 挥 关 键 作 用 的 还 是

人 。 所 以 说 推 动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

我 觉 得 还 得 依 靠 现 在 的 人 。 回 顾

历 史 ，梅 兰 芳 可 以 说 就 是 那 样 一

位 推 动 了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创 造

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人物。梅兰

芳第一次到 上 海 演 出 ，敏 锐 地 感 受

到 了 时 代 的 变 化 ，明 确 了“ 京 剧 要

服 务 于 新 时 代 大 方 向 ”，当 机 立 断

启 动 了 京 剧 改 良 工 作 。 同 时 ，梅 兰

芳 的 京 剧 改 良 坚 持 以 京 剧 为 载 体 ，

大 胆 地 吸 收 各 种 新 思 想 、新 形 式 ，

在 大 量 舞 台 实 践 中 ，探 索 新 旧 的 自

然 融 合 ，在 实 践 中 发 现 时 代 之 迫 切

需 要 。 最 终 ，梅 兰 芳 以 新 思 想 注 入

旧 剧 目 ，以 新 故 事 注 入 传 统 技 艺 ，

以 新 审 美 注 入 传 统 的 形 式 ，从 而 形

成了京剧艺术的“新传统”，推动了

中国文化的更新。

中国戏剧艺术范式的生成，首

先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古代戏剧有

“以作家为中 心 ”和“ 演 员 为 中 心 ”

的两种戏剧观。这两种戏剧观对

应“以作家为中心”和“以演员为中

心”的两种戏剧生态，纵观整个中国

戏剧史，在“民间”（主要指在乡镇和

边远城市）“以演员为中心”的生态

是 一 以 贯 之 的 ，从 古 代 一 直 到 现

代。而中国古代戏剧史上“以作家

为中心”的时代其实很短。所以我

们在解释戏剧史的时候，它有两个

生态圈，一个是“以作家为中心”的

戏剧生态圈，还有一个“以演员为

中 心 ”的生态圈。以京剧为代表，

从晚清到民国，逐步进入到“以演

员为中心”的戏曲生态格局。这样

的一个戏剧格局对我们去探讨以

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京剧

艺术范式的生成，我认为有比较重

要的意义。根据古代文献来看，虽

然对演员的记录一直断断续续地

存在，但是没有流派意识，也没有

对某个演员进行某种范式化的探

讨和追认。清末以来，特别是民国

时 期 ，我 认 为 是 中 国 自 觉 艺 术 的

戏 剧 艺 术 范 式 的 生 成 期 ，演 员 树

立个人风格的自觉意识和集体风

尚 逐 渐 形 成 ，在 这 个 基 础 上 就 产

生 了 流 派 。 我 认 为 艺 术 以 个人表

演风格为范式的艺术流派的生成，

是我国戏曲成为高级艺术形态的一

个最重要的标志。如果我们和西方

相比较的话，西方的艺术、绘画、音

乐、文学等，包括学术，大多是一种

阶段性颠覆式的发展模式，而古代

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颠覆发

展。个人的艺术范式凝聚为流派，

这样一种艺术范式的形成，是中国

传统艺术一以贯之的重要发展机

制，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范式的

生成、凝聚、传承模式，这种范式本

身是保留历史 记 忆 和 历 史 传 统 延

续发展的特有 的 中 国 方 式 。

梅兰芳成长在一个非常特殊的

时期，那个时期，除了社会变革非常

大以外，文 化 也 在 发 生 变 化 。 西 方

的 一 些 文 化 思 想 ，包 括 一 些 文 艺 形

式刚刚 进 入 中 国 ，对 中 国 人 的 生 活

和 审 美 都 造 成 了 一 定 的 影 响 和 冲

击 。 在 这 个 时 候 又 正 好 赶 上 京 剧

处 于 一 个 大 发 展 的 时 期 ，所 以 梅 兰

芳 处 的 那 个 时 代 确 实 很 特 殊 。 我

们 要 研 究 梅 兰 芳 ，了 解 梅 兰 芳 ，就

要 把 他 放 在 那 个 时 空 环 境 里 。 在

昆 曲 日 益 衰 落 、京 剧 逐 渐 崛 起 的 时

代 里 ，梅 兰 芳 成 为 了 京 剧 表 演 艺 术

的 一 位 代 表 人 物 ，被 后 世 看 作 是 中

国 戏 曲 的 一 位 标 志 性 人 物 。 其 最

根 本 原 因 ，还 是 梅 兰 芳 的 艺 术 指 导

思 想 的 正 确 ，而 且 他 又 有 把 艺 术 思

想 付 诸 舞 台 的 杰 出 能 力 。 他 很 注

重 传 统 ，非 常 推 崇 戏 曲 中 的 传 统 艺

术 的 精 华 。 同 时 他 的 这 种 推 崇 传

统 、尊 重 传 统 ，又 跟 他 的 创 新 时 刻

结 合 在 一 起 ，他 无 时 无 刻 不 在 审 视

传 统 ，然 后 对 其 进 行 恰 当 的 改 进 。

例 如 ，他 大 量 学 习 昆 曲 ，但 又 不 完

全 照 演 。《思 凡》一 出 中 ，他 取 消 了

传统的“饮场”，改为演员走进罗汉

堂 ，使 情 节 更 加 合 理 连 贯 。 下 场

时，增加了俏皮灵动的身段。《游园

惊 梦》中 ，弱 化 了 杜 丽 娘 春 情 思 动

下 ，用 身 体 生 硬 蹭 桌 子 的 身 段 ，而

改 为 一 个 简 单 而 又 大 方 的 身 段 。

梅 兰 芳 在 其 演 艺 生 涯 中 ，一 直 在 追

求 创 新 ，是 善 于 推 陈 出 新 的 艺 术

家 。 这 一 点 ，在 他 演 的 传 统 昆 曲 折

子 戏 中 能 够 体 现 出 来 ，他 编 演 的 古

装 新戏和时装新戏，体现得更加充

分。我们强调梅兰芳善于创新，而不

仅是勇于创新。梅兰芳非常注重探

究传统戏曲剧目的艺术精粹所在，同

时，对传 统 剧 目 的 诸 多 舞 台 表 现 要

素 都 用 心 关 注 ，留 意 分 辨 其 优 劣 。

梅兰芳继承传统，不是因循守旧，而

是 挖 掘 和 发 扬 传 统 艺 术 的 精 华 ，让

传统艺术焕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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