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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0年，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振兴京剧艺术，文化部举行了纪念微班进京二百周年盛大演出活动。
各地京剧院团纷纷进京献艺，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首都戏曲舞台上可谓名角荟萃、流派纷呈、争
奇斗艳、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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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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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谭氏那次给他说的就是这出《太平桥）），那时这出戏已不大有人唱，而沦为开场的前三
出了；不过总算是武老生的正工戏，况且有唱有打，身段、把子都不少，对他是有一学的价值。
只可惜谭氏的教戏方式并不是从头至尾仔细地讲解，只不过是躺在烟铺上，用烟签子比划了几下子，
即如何上场、如何下场、何时在大边、何时归小边，内行所谓“说说地方”而已。
第二天他又到谭氏家去了，谭氏就问他：“这出戏全会了吗？
”当时真叫他无法回答，试想就看见先生用烟签子略一比划，就要把一整出戏全盘领略到家，纵使他
有绝顶的聪明，也是不易办到的。
那时他的窘态，真可算是啼笑皆非了。
后来余氏也会在烟铺上，用烟签子比划把子，像打快睑的“幺二三”等等，这也是从老师处学来的了
。
 二 合情合理之《打渔杀家》 余氏自从加入“喜群社”以后，时常跟梅兰芳在当时北平的堂会中合作
演出，而以《打渔杀家》和《游龙戏凤》这两出戏的次数为最多，并且最受欢迎，使人百不厌。
所以办堂会戏的提调们每次都是不假思索的烦他们演这两出戏。
他们二人对这两出戏也是经常互相仔细地研究，经过多次的排演，愈演愈精彩。
因此上得台去相得益彰，有许多精细的地方是任何人所梦想不到的，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
结晶。
 比如《打渔杀家》的头一场，萧恩拿着桨在前头，表示是站在船头，桂英摇着在后面，表示是立在船
尾，二人中间的距离是保持着一定的尺寸，真能形容出是一叶小舟。
而且到了跑圆场的时候，二人亦步亦趋，始终维持着原来的距离，不像普通的两个角儿唱这出戏的时
候，在这一场里，二人中间的距离有时远有时近，好像那只船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似的，真是既滑稽
而又荒唐。
这些地方他们二人表演得很仔细，纵然是别人所最不经心的，也绝不肯忽略，而且二人的功夫也相等
，所以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他们二人在这一场里还有其他很多做工和身段，如行船、撒网、扬帆、拉索等等，虽然没有像现在舞
台上用布景来陪衬，但是看上去完全是一幅渔家乐图。
真是抽象的中国戏剧代表之作。
后来桂英告诉萧恩，岸上有人叫他，余氏在此处站起身来，举起右手好像是遮着阳光凝神远瞩，那眼
神、身段之美，无以复加，活像一个年迈渔夫，老眼昏花，从船头望到岸上的神情，旁人就是完全照
着他的样子表演，也无法跟他相比。
又如念“儿问的就是他？
儿啊！
”时的身段，一般总是老生和青衣二人用右手互相一磕，再挪窝（行话指变更地位的意思）。
而余氏是左手捋髯口，右手使通条过去再拉开。
这样做既顺当而又合理，因为父女二人又不是打架，用这一“磕”实在是太无意义了。
余氏在唱“猛抬头见红日坠落西下”一句时，字字有力，而“抬”字更加重而微微往上一滑，再把“
头”字后面的“哇呃”两个音唱真切，要比一般人所唱的显得格外气足声宏。
 第二场所唱的“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卧”一段，是全剧中最精彩的部分，余氏唱来动听之至，他已在
长城唱片公司灌了这段唱片，所以不用我来多作描写。
谭鑫培在百代公司也灌过这段唱片，两相比较，虽然萧规曹随，但是（余）细腻不少。
 至于“杀家”的一场，萧恩跟教师爷要打一套单刀对枪，名叫“锁喉”。
一般旦角饰桂英并不打这个套子，只不过比划两下也就算了。
有一次余、梅二人合演这出戏，梅氏自然要打两下以显身手，于是，他就打了这套“锁喉”。
等余氏得知后，为不重复再用这一套，所以临时改打“皮杆子”，从此以后余与梅氏合演这出戏时总
是按照这个路子，不过他跟别的旦角唱的时候，仍旧打“锁喉”。
后来王长林年老，腿脚不方便，余氏为迁就他起见，就一直改打“皮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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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套打法小花脸较为省事，不用常挪地方，这样可以免得王长林吃力，这完全是出于体恤王氏，
所以也就留下来这两套随便择用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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