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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父亲李少春先生离开我们已有36个年头了，今年是他92岁诞辰，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出版我父亲的传记
，许锦文先生来电话，要我为该书写篇序，我感到十分高兴，同时也勾起我对父亲深深的怀念。
    父亲自学戏伊始就深受爷爷李桂春的影响。
爷爷曾对父亲说：“我在科班学的是梆子，出科后觉着不行，就改二黄了。
文戏、武戏我都唱，老生、武生、花脸、彩旦我都唱。
你也要文、武都行，还要比我好、比我强才行。
要学好的，谁好咱们就学谁，要学那最好的，将来再到北京深造，一定要超过前人。
”爷爷对父亲的教导，对他以后的艺术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父亲在心中暗暗立下志愿：“一定要好好学，刻苦练，谁好我就要超过谁。
”    父亲小时候身体较弱，为了锻炼身体，8岁开始练功，10岁那年，爷爷先后请来了沈延臣先生和朱
四爷，正式教父亲练功，同时又请丁永利先生教武生戏，请陈秀华先生教老生戏。
    父亲和叔叔(李幼春)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练功，练拿顶下腰翻跟斗，8点开始练腿功、飞脚、扫腿、
旋子，ll点开始练把子功，排练打荡子。
下午1点半开始跟丁先生学武生戏，晚上6点到8点跟陈先生学老生戏，吊嗓子，9点开始上一小时文化
课，10点半睡觉。
这就是一天的时刻表。
一年当中，只有春节初一到初五休息。
    1938年，父亲首次挑班唱戏，在天津打炮，获得圆满成功。
10月19日在北京拜余叔岩先生为师，正式进入余派艺术殿堂，学习余派。
    在李派艺术中，学习很多盖派的东西，但不是“拿来用”。
父亲说，向老师学，也要向同行学，别人的好东西就应该学，但不要硬搬，原封不动地拿来用，要把
人家好的地方学到手，再把它化了，就是在学得人家好的东西的基础上，自己再创作，这样才能前进
。
原封不动地学来用，这本身就是懒，永远是跟着人家的屁股后面走，没出息。
另外，还有个风格统一的问题，这个人的好的拿一点，那个人的好的拿一点，不把它们化成一体，必
定是一骨朵、一块，把酸、甜、苦、辣都放在一块了，让人家怎么吃？
    父亲特别重视创作，在教我《战马超》一剧时，教到一半，对我说，“夜战”你自己去编！
当我编好向他汇报以后，父亲才教给我后半出。
    李派艺术是在继承传统、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而形成的。
在创新的过程中，根据剧情和人物的需要，充分使用京剧艺术手段来表现人物。
例如，如何才能演好“孙悟空”这个人物？
父亲说：“孙悟空这个人物集中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心愿，人们把这个人物作为一种精神依托，让他
闹龙宫，闹地府，闹天宫，我把你天上、地下闹个天翻地覆，阎王爷也敢打，皇上也敢反，自立齐天
大圣。
人民用这个人物来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闹天宫这一段是塑造这个人物最成功的一段，这个角色虽然是猴，但不是一般的猴，不能演猴，就去
学猴，模仿猴，那样演出来只能是个小猴。
孙悟空是猴王，要有王的气度，不能把一个猴王演成一个小毛猴，在舞台上毛手毛脚，在那儿抓耳挠
腮，动作零零碎碎；一副猴头猴脑的像，那是王吗？
也不能演出一副凶相，凶了，这个人物就不可爱了。
要演成美猴王，要抓住‘美’和‘王’这两个字；动作要大，要沉稳，要美，要有风趣；既要有王的
气度，又要有潇洒的优美，动作一定要准，要灵巧敏捷，心里总有事，总在动，不闲着，可又不能轻
浮。
”    在演出了《满江红》后，父亲说：“我演的岳飞是余派，是杨派、盖派？
都不是，我是‘岳派’，我是‘人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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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对他演过的老戏，也都做了整理和再创作，在创作和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李派”
。
在父亲的艺术生涯中，走的是一条“继承传统，博采众长，开拓创新，发扬光大”之路，他把一生献
给京剧事业，对京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海是我父亲出生和童年生活过的地方，由上海来出版父亲的这本传记，我觉得很有意义。
谨写此短文，表达我对敬爱的父亲李少春先生深深的怀念。
    李浩天    2011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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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锦文，1937年生于江苏清江浦（今淮安市）。
早年入上海同济大学化学系供职，后调社科系任文化艺术教研室主任、讲师、副教授，现受聘为该校
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
编著《京剧余派老生唱腔集》、《余叔岩与孟小冬唱腔集》、《杨宝森唱腔集》等10余部，出版京剧
曲谱《白帝城》、《卧龙吊孝》、《秦香莲》等10多种。
曾被评为上海市优秀艺术奖、台湾长谷集团设立的奖教金教学研究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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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桂春，小名春子。
1885年9月5日(清光绪十一年农历乙酉七月二十七)生于直隶(今河北)省霸县(今霸州市)策城一个贫苦家
庭。
父亲排行老三，名叫李三会，雇工出身。
小春子童年有个不完整的家庭，大概三四岁时，父亲李三会就去世了，寡母朱氏带着春子回到辛樟村
娘家居住，依靠织蓆、编篓维持生活。
春子7岁那年，当地春旱秋涝，年景不好，穷困简直压得他们母子透不过气来，寡母只得将春子寄养
在他舅父朱万有家中，自己去天津做女佣。
后来朱万有因外出做工，无奈又将春子转寄养在本村一个堂姐夫马兴连家。
马家开豆腐坊，年幼的小春子跟着马家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豆腐，起早摸黑，天天吆喝，日子一久，
竞喊出一条好嗓子来。
后来他到上海排演《姜子牙卖面》时，开口一喊，嗓门极好，而挑担走路极有技巧，且富于生活气息
。
所以桂春常对人讲，自己嗓子好，就是在七八岁时卖豆腐喊出来的。
李桂春的这句话，对儿子李少春后来在现代戏《红灯记》的设计也有影响。
李少春将磨刀人“磨剪子来抢菜刀”的吆喝声设计到唱腔中是有生活体验来源的。
    春子13岁时，附近有个叫“永胜和”的梆子戏班来到辛樟村唱戏。
小春子一看非常喜欢，就和舅父朱万有吵着要去戏班学戏。
当时“永胜和”戏班正巧在四乡各地招收学员，舅舅为这个没有父亲的外甥前途着想，为孩子将来有
碗饭吃，学唱戏或许也是一条能养活自己的道路。
孩子母亲爱子心切，起先不许他去学唱戏，想留在身边作伴，但家庭生活处境，实在穷困艰辛，最后
娘舅做主，也就同意带着春子前去应试，班主一见春子长得结结实实，虎头虎脑，就叫他学一句“哇
呀呀⋯⋯”！
凭着春子叫惯了“卖豆腐”的高亢好嗓子，不用说就被收留了，并当场跟戏班班主刘铁三签立一个学
期七年的生死字据，正式起名叫李桂春。
    该科班二黄、梆子双管齐下，李桂春入科后，主要学老生，也兼学武生、花脸。
开蒙教师为齐抚元与吴吉发。
学的都是梆子剧目，如《桑园会》、《南天门》、《回荆州》等。
由于李桂春进科班已是大孩子了，领悟力强，又很刻苦，16岁那年即正式登台演出，因嗓子洪亮，一
唱即红。
观众给他起了雅号叫“豆腐红”。
这一雅号听上去并不太雅，教戏的老师就对他说：“看你脸盘和身材，倒像咱们梆子演员老生行红角
儿刘兴顺。
他长得像蒙古‘鞑子’，人家叫他‘鞑子红’，他自称‘老达子’。
你以后就叫‘小达子’吧！
”    七年坐科，受尽煎熬，李桂春也练得一身功夫，学会了一肚子戏。
满师后，就正式用“小达子”艺名，出外闯荡。
20岁他到了天津，投宿一家小客栈。
当时警方正在搜捕革命党人，河东侦缉队见他五短身材、腰圆膀阔，既不像客商，也不像个庄稼汉，
形迹甚是可疑，竞把他当作革命党人拘捕审讯。
闹了半夜，原来是个刚刚出科唱戏的。
负责审讯的队长杨玉芳是个戏迷，爱好京剧，也会唱梆子，他的妻子也是霸县人，与李同乡，问来问
去，还沾了一点儿亲。
从此，二人成了好朋友。
    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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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菊坛名家丛书》第一辑出了包括我的《梨园冬皇孟小冬》在内的六位名家传记后，编委会和上海人
民出版社又决定继续出第二辑，其中李少春传记被列入选题。
最初撰写孟小冬传记，是编辑三顾茅庐以后才敢接受的，而这次未等编辑先生张口约稿，我是主动请
缨。
理由有二：一、李少春和孟小冬同时拜入余门，是余叔岩最得意的两位弟子，我既写了孟小冬，不能
忘了李少春；二、在写孟小冬搜集资料时，我也同时收集到不少有关李少春的资料，包括文字、照片
等。
再有一点，就是拙作《孟小冬传》出版后，确有一些朋友多次希望我能为少春先生也写一本类似的传
记。
我确实也很想为少春先生写这样一本书。
不过，近年有关这类文艺图书的出版是个大问题，由于印数有限，无利可图，很多出版部门望而却步
。
所幸上海戏校有关领导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认定，这些名家的艺术遗产，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宝贵财
富，值得予以总结保留，因而决定再度推出菊坛名家的传记。
我听到这个喜讯时，自然也就当仁不让地主动请缨了。
    任务敲定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少春先生的家乡霸州几年前已建立了李少春大剧院和李少春纪念馆
，不能不去一趟。
此外，国家京剧院、中国戏曲学院都是有必要去收集相关资料的。
    去年10月下旬，我带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具的几张介绍信到了北京，第一家我跑了少春先生生前的
所在单位——国家京剧院，得到了宋官林院长的热情接待，宋院长指示创研部吕主任，为我提供了很
大的方便。
随后，我又到中国戏曲学院图书馆。
由于该馆戏曲资料十分丰富，我连续查阅了一个星期。
期间，欣逢该院60周年校庆，承蒙叶蓬教授的引荐，我被大会邀请作为嘉宾出席了隆重的庆典活动，
有幸见到了一大批卓有声望的艺术家。
    11月1日清晨，我由北京乘火车前往李少春家乡、享有“戏曲之乡”称号的霸州市，下车后即直奔李
少春大剧院(李少春纪念馆在剧院的三楼)。
由于事先叶蓬教授已和纪念馆电话联系过，我受到纪念馆槐俊岭馆长的热情接待并听了两位讲解员精
彩的讲解。
馆内共有六个展厅，展品约2000件，包括少春先生的大批剧照、生活照、剧本、戏单、书籍、字画、
道具(大到青龙偃月刀，小到《击鼓骂曹》用的一双棕色鼓槌)、生活用具(如自行车)、信件、文房四
宝、衣物及音像等，让人流连忘返、目不暇接。
我连看了两天，受益匪浅。
    我要特别感谢李少春纪念馆馆长槐俊岭女士，在我辞行时，特地亲笔签名赠送我一套由魏子晨先生
编著的李少春文集和画传，以及由李仲明先生主编的《博美精新·李少春传略》等文献资料。
这些著作资料对我完成这本传记帮助很大，我从中获益良多。
同时还要感谢曾向纪念馆无私捐赠或提供珍贵照片和实物的诸位先生及其亲属子女，如马少波、龚和
德、迟金声、李洪玲及陈晓阳、王学栋等，他们提供的资料对我这本传记更是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
    此外，我还从北平《立言画刊》、上海《申报》、香港《大成》杂志、《戏剧电影报·梨园周刊》
以及《翁偶虹编剧生涯》、《京剧谈往录》、《菊坛旧闻录》(丁秉鐩著)、《李万春回忆录》(周桓编
著)、《袁世海的艺术道路》(蒋健兰、刘乃崇著)等报刊、专著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参考资料，在此一并
致以谢意！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李少春先生的入室弟子、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叶蓬先生和李少春先生长子、北京
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李浩天先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鼎力支持，并赐序和审核斧正全部书稿，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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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增色生辉。
    限于水平，书中肯定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们指教帮助，不胜感激！
    许锦文    2011年9月于上海同济西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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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武全才(李少春)》由许锦文所著，系菊坛名家丛书之一种。
传主李少春是“全能型”京剧表演艺术家。
1938年在天津正式亮相，演出《打金砖》等戏，一炮而红。
此后演出的《两将军》、《文天祥》、《野猪林》等更室令他声名远扬。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传统戏《将相和》、《赤壁之战》、《满江红》等和现代戏《白毛女》、《红灯记
》等均有杰出表现，1975年不幸逝世，年仅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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