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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它丰富的内涵，不仪充分表现出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统一性，而且有着非常明显的多民族特点。
中华文化的统—性，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即使是在多次的政治纷乱、社会动荡中，都未曾被分
裂和瓦解过；它的民族性则表现在中国广袤疆域上所形成的多元化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
而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华文化又吸收了许多外来的优秀文化。
它的辉煌体现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里，它的魅力体现在中医、饮食、民俗、建筑中。
数千年来，它不仅滋养着炎黄子孙，而且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许多国家兴起了学汉语热，来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也以每年近万人的速度递增。
近年来，一些国家还相继举办了“中国文化节”，更多的外国朋友愿意了解、认识古老而又现代的中
国。
    为了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我们策划、编撰了这套
“中华文化丛书”(外文版名称为“龙文化：走近中国”)。
整套丛书用中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西班习二文，向中外读者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
在来自不同领域的百余位专家、学者的笔下，这些绚丽的中华文化元素得到了更细腻、更生动、更详
尽、更有趣的诠释。
    整套丛书共分36册，从《华夏文明五千年》述说中国悠久的历史开始，通过《孔子》、《孙子的战
争智慧》、《中国古代哲学》、《科举与书院》、《中国佛教与道教》，阐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不
同基因与思想、哲学发展的脉络。
通过《中国神话与传说》、《汉字与书法艺术》、    《古典小说》、《古代诗歌》、《京剧的魅力》
，品味中国文学从远古走来一路闪烁的艺术与光芒；通过《中国绘画》、《中国陶瓷》、《玉石珍宝
》、《多彩服饰》、《中国古钱币》，展示中国古代艺术的绚烂与多姿；通过《长城》、《古民居》
、《古典园林》、《寺·塔·亭》、《中国古桥》，回眸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璀璨与辉煌；通过《民
俗风韵》、《中国姓氏文化》、《中国家族文化》、《玩具与民间工艺》、《中华节日》，追溯中国
传统礼仪、民俗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通过《中医中药》、《神奇的中医外治》、《中华养生》、《中
医针灸》，领略中国传统医学的博大与精深；通过《中国酒文化》、《中华茶道》、《中国功夫》、
《饮食与文化》，解读中国人“治未病”的思想与延年益寿的养生方法；通过《发明与发现》、《中
外文化交流》，介绍中国科技发展的渊源与国际交流合作之路。
    这套丛书真实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作者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在不长的篇幅内，图文并茂
地讲述了丰富的历史、故事、传说、趣闻，突出知识性、可读性和趣味性，兼顾多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很适合对中华文化有兴趣的中外大众读者阅读。
    参加本套丛书外文版翻译工作的人士，大都是多年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校译者多为各国的相关
学者。
在本套丛书出版之际，谨向这些热心参与本项工作的中外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本套丛书由中国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国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和中国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出版。
2009年9月，中国将作为主宾国，参加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的国际书展。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份凝聚着中国出版人心血的厚重礼物能够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
    卢祥之    200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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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京剧的魅力》是“中华文化丛书”系列中的一册。
《京剧的魅力》包括了缘起皇帝的生日庆典；强势崛起；群星璀璨；京剧的流派与行当；百花竞妍的
流派；四大名旦及其传人；四大须生及其传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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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京剧的形成缘起皇帝的生日庆典强势崛起群星璀璨京剧的流派与行当百花竞妍的流派四大名旦及
其传人四大须生及其传人形象鲜明的行当京剧的音乐、脸谱、行头与砌末激越悠扬的文武场忠奸善恶
瞧脸谱贫富贵贱看行头变化多端说“砌末”梅兰芳与京剧表演体系综合性、虚拟性与程式性以观众的
审美需求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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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京剧艺术有了更大的发展，戏班众多，名角如林。
光绪初年，北京画家沈蓉圃画了一幅身着戏装的京剧演员写真图。
画中为同治、光绪年间京师舞台上享有盛名的十三位京剧演员，该图名为《同光名伶十三绝》。
这十三位京剧演员是：老生程长庚、卢胜奎、杨月楼、张胜奎；小生徐小香；武生谭鑫培；旦行梅巧
玲、余紫云、时小福、朱莲芬；老旦郝兰田；丑行刘赶三、杨鸣玉。
画人这幅图中的演员以角色行当而论，全是生、旦、丑三门代表人物，独缺净角行当。
究其原因是由于作者不善于勾画净角脸谱所致，而非当时无名净，如咸丰、同治年间的钱宝峰、庆春
圃，同治、光绪年间的何桂山、黄润甫等名净都是与十三绝并驾齐驱的优伶。
    同治、光绪年间，京剧渐渐摆脱了形成初期的粗疏与稚嫩，各方面都开始渐成规模，走向成熟。
此时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各行名伶，多若繁星。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京剧老生“后三鼎甲”，即：谭鑫培、汪桂芬和孙菊仙。
    他们三人之中，尤推谭鑫培，人们称其为“伶界大王”。
他曾工武生，后以老生享誉京城。
谭鑫培在唱腔上多宗余三胜，并集众家之长，一改过去老生直腔大嗓的唱法，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
创造了富于变化、以韵味取胜的唱法，当时有人讥其为靡靡之音，甚至是亡国之音，这其中就包括他
的老师“大老板”程长庚。
谭鑫培不为所动，坚持改革，终于获得观众广泛认同，一时蔚为风气，京师甚至出现“满城争说叫天
儿”的热烈场面(“小叫天”是谭的绰号)。
谭鑫培技艺全面，功底扎实，集唱、念、做、打于一身．可谓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
    此外．还有老生许荫棠、贾洪林、刘鸿声；武生俞菊笙、黄月山、李春来；旦行陈德霖、余玉琴、
王瑶卿；老旦龚云甫、谢宝云；小生王楞仙、德瑁如；丑行罗寿山、王长林、萧长华；净行金秀山、
裘桂仙、黄润甫等，均为一时俊秀。
    而此时，京剧舞台上实行的是“角儿中心”，主角儿挑班，一切以主演为轴心，演什么，怎样演，
排演什么样的新戏，角儿(主演)作为班主有绝对的发言权，这就给了演员极大的创作自由和创作空间
，又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新戏纷纷排演，极大地丰富了演出剧目，活跃了演出市场。
一时间京剧舞台真的是群雄并起，各显神通。
往往一个剧团“四梁八柱”的人员配置．强强联手，成为票房收入的保证的同时，名家同台竞技，在
“对啃”的过程中相互激发，各展所长．对提高技艺大有裨益。
    中国京剧之所以在清朝末年的北京得以形成和发展，除了戏曲艺术本身的继承和发展的规律外．与
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特殊地位和文化中心的人文荟萃．以及京师各阶层人士对文化娱乐生活的极大需
求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文化背景分不开。
特别是清王朝的统治者对京剧的酷爱和扶持。
乾隆、咸丰、同治、光绪几代皇帝对京剧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例如，同治皇帝能演武生；光绪皇帝精通音乐，能打鼓；慈禧太后这位“老佛爷”，更是一个大戏迷
，她不仅爱听、爱看，而且还亲自把持剧本。
传统名剧《玉堂春》“会审”一折中有句唱“苏三此去好有一比，羊人虎口，有去无还”，因为老佛
爷属羊，应当避讳。
人宫演出的王瑶卿灵机一动将唱词改为“鱼儿落网，有去无还”，得到老佛爷首肯。
以后就成了通例，一直流传到今天。
该剧中苏三所戴的鱼枷据说是老佛爷设计的，她嫌原来的方枷粗笨、难看。
她还是名武生杨月楼的铁杆“粉丝”。
由此不难看出她沉迷之深、用功之勤。
正是这“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缘故，京剧艺术承受着所好者极为严苛的要求，从而使它在表演中
向着更加规范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
    北京是一个人文荟萃的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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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京剧艺术的空前发展，也吸引了一些文人墨客对京剧的偏好，于是他们编写剧本、开展评论、宣
传改良等，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促进了京剧的发展。
拿四大名旦来说，他们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个类似智囊团的文人团体，或者专业写手，如梅兰芳“
梅党”的齐如山、李释戡；程砚秋所倚重的罗瘿公、金仲荪、翁偶虹；荀慧生身边的陈墨香；尚小云
借助的还珠楼主李寿民等，都是当时的文化名流。
他们的介入，极大地提升了京剧的艺术水准，在为演员提供了优质剧本的同时，还对演员们的艺术走
向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像梅派的《生死恨》、程派的《春闺梦》等剧本都具有很浓的文人化色彩，同时又极具可看性。
案头、演出兼美，所以一经演出，很快获得观众的认可，成为流派经典。
    总之，大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为京剧的繁荣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艺术土壤；而新剧目的创
演，演出体制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大批技艺超群的京剧演员的培养、涌现，支撑起这一时期的京剧舞
台，使中国京剧由成熟一步一步走向繁荣。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这一时期是一个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段，中国京剧受时代的影响．处于比较大的变革中。
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京剧的表演艺术日臻完善，唯美倾向更加鲜明。
一些著名的演员有了自己的表演风格、代表剧目和固定的追随者，从而形成表演流派，真可谓名家蜂
起，新戏迭出，流派纷呈。
旦行中的梅兰芳，老生中的余叔岩，武生中的杨小楼，表现出其艺术天分，声名鹊起。
京剧舞台．也由早期的老生独霸，变为青衣、老生、武生的“三分天下”。
    与此同时，在京剧各个行当的不同流派中，同样优秀、各具特色的著名演员有：前“四大须生”余
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后“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奚啸伯、杨宝森；净行中号称“
南金、北郝、老侯爷”的金少山、郝寿臣和侯喜瑞；号称“丑行三大士”的萧长华、慈瑞泉、郭春山
；旦行有徐碧云、筱翠花(于连泉)、欧阳予倩、冯子和等；武生有杨小楼、尚和玉、盖叫天等。
这些名家和梅、杨、余等活跃在京剧舞台上，可谓群星璀璨，共同铸造了京剧艺术的辉煌。
    京剧艺术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旦行与生行相映生辉，开始步入鼎盛时期。
其中成就最大的当属“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苟慧生。
他们四人均受过王瑶卿的教益，但风格、特点各有不同。
P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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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编者策划、编撰了这套“
中华文化丛书”。
整套丛书用中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西班习二文，向中外读者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
    这本《京剧的魅力》(作者马铁汉、于文青)是其中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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