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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17日，纽约百老汇四十九街戏
院，梅兰芳访美首场演出正式拉开帷幕。当
日，《纽约世界报》发表评论道：“梅兰芳在舞
台出现三分钟，你就会承认他是你所见到的一
位最杰出的演员。演员、歌唱家和舞蹈家，三
位一体，结合得那样紧密无间，你简直看不出
这三种艺术相互之间存在什么界限，这在京剧
里确实是浑然一体而不可分解的。”

梅兰芳在美国的演出轰动剧界，戏剧家、
评论家好评不断。而在这次访美之前，梅兰芳
于1919年、1924年两次访日演出，已在亚洲文
化圈声名大噪；访美演出之后，1935年在苏联
演出又引起轰动。梅兰芳数次出访演出，将中
国传统戏剧成功融入世界潮流，成为当年中外
文化交流里程碑式的事件。

尽管梅兰芳离开我们已经 60 年了，但自
2022年初梅兰芳纪念馆等单位在国家博物馆举
办 《梅澜芳华——梅兰芳艺术人生展》 以来，
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观，好评如潮。近日，梅
兰芳纪念馆整理出版梅兰芳经典口述史《舞台
生活四十年》（典藏版），推出《梅兰芳艺术人
生文丛》（10种），再度形成多媒体传播下梅兰
芳艺术的关注热潮。确实，梅兰芳作为20世纪
耀眼的艺术大师、文化巨匠，他的艺术、他的
思想精神、他所构建的表演艺术体系以及他所
体现的文化自觉、文化传播，至今仍有持久深
远的影响。梅兰芳艺术的世界性，依然是我们
今天需要系统深入总结和研究的课题。

一

梅兰芳的世界意义，首先在于他最早把中
国京剧带出国门，并进入世界舞台，使得中西
戏剧步入平等交流和相互对话的空间，这是梅
兰芳艺术的独到贡献。

1935年，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观
看梅兰芳演出后不久，即写出了《中国的第四
堵墙：论中国戏剧的幻灭效果》。意大利艺术批
评家马可·斯科蒂尼认为，这本书是布莱希特对
20世纪国际戏剧史做出的最为深远、最为不凡
的贡献之一。在关于梅兰芳的论述中，布莱希
特首次使用了术语“间离效果”，这意味着梅兰
芳艺术为布莱希特的研究提供了理论界定，帮
助他找到了一种与建立在自然主义幻想基础上
的欧洲资产阶级戏剧完全不同的表演手法。

如果说将梅兰芳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
莱希特并誉“世界三大戏剧体系”源于中国学
者的理论归纳，那么美国著名戏剧家、剧评家
斯达克·杨提出京剧与希腊古剧、伊丽莎白时代
戏剧“颇为相似”的认识，则可视为西方人眼里的

“三大戏剧”比较观，他直言，“梅兰芳的戏剧是
我所见到的一种对希腊古剧最深刻的诠释”。

因而，梅兰芳“走出去”的贡献和影响，
不仅在于梅兰芳首次把京剧艺术带到西方，更
重要的是梅兰芳的艺术影响了西方戏剧和当代
艺术，引发欧美、苏俄戏剧界及艺术界从中国
戏曲吸纳、借鉴舞台艺术所具有的可能性，从
而反思自身戏剧的局限性。作为中国戏剧代表
与文化符号，梅兰芳长久深刻地影响世界戏剧
的发展，迄今仍可说没有第二人。

二

梅兰芳访日、访美、访苏三国五次演出的
成功，除了中国京剧艺术的独特魅力以及梅兰

芳精湛表演带给外国观众的视听冲击之外，究
其根本，还在于出访演出本身就是梅兰芳主动
弘扬传统艺术、具有文化自觉的体现。

梅兰芳出身梨园世家，经历坎坷，学艺勤
勉。他年轻成名，却不骄不躁，虚怀若谷，有
强烈的追求和担当精神，时装新戏、古装新戏等
创作便可见出他的不凡。梅兰芳所处的时代，是
一个革故鼎新、风云多变的时代，封建王朝没落
衰朽，外来思想文化潮水般涌来，人们在看到
西方船坚炮利的同时，也感受到其科技文化的
领先，传统戏曲自身的信心已经摇摇欲坠。在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梅兰芳的坚守和“走出
去”本身即是一种光大，而通过出访演出获得
的轰动效应也是对文化焦虑最好的回应和证明。

1913 年之后，梅兰芳的收入已相当可观，
他不仅被中国观众所热捧，也为居华的外国人
所喜欢。尽管演员在当时是一种谋生职业，然
而梅兰芳出访国外的目的并不是从经济观点着
眼的。1919 年，梅兰芳在首次访日演出后说
道：“这仅仅是我企图传播中国古典艺术的第一
炮，由于剧团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居然得到日
本人民的欢迎，因此我才有信心进一步再往欧
美各国旅行演出。”

梅兰芳出访演出的成功，还缘于每次行前
精心的准备。以访美为例，1930年之行经历了
近10年的筹措准备，涉及各个方面的工作。与
其同行的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在 《梅兰芳游美
记》 里详细介绍了全过程。首先，梅兰芳及其
团队分工细致而明确，由冯幼伟负责筹款及外
交事项，吴震修等负责了解美国观众的爱好，
齐如山担任宣传、著书、绘图，梅兰芳则设计
制作舞台装置及服装道具的图案和色彩，而剧
目的选择则由大家出主意并征求熟悉美国情况
的中外友人的意见。

考虑到外国人看中国戏，“排场、行头、举
止、动作等等还容易入眼”，“惟独歌唱一层，

最不容易顺耳”，梅兰芳及其团队编辑了《梅兰
芳歌曲谱》，把预备出访演出的戏中唱段，谱成
五线谱。具体来说，先由琴师徐兰沅、马宝明
记写传统工尺谱，再由刘天华译为五线谱。琴
师持胡琴、笛子校对一稿，接着刘天华以小提
琴试奏，琴师再进一步校改。然后，交由梅兰
芳反复演唱，刘天华再依腔修改，并将修改记
写的曲谱以小提琴演奏给梅兰芳等听，征求意

见。改谱工作前后持续了七八个月，又由汪颐
年代为画谱，杨筱莲、曹安和、周宜校对，最
终告成。与此同时，团队还着手准备 《梅兰芳
访美图谱》 的编撰工作，绘制了包括行头、古
装衣、冠巾、扮相、脸谱、舞谱、切末乐器等
种类繁多的近2000幅作品，不仅精致美观，而
且有中英文对照，也在宣传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这些准备不仅使一般观众能够领略东方之
殊，而且让美国戏剧、艺术工作者能够跨越文
化，从专业角度认识和评价梅兰芳，推动梅兰
芳及所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真正与西方戏剧形
成对话和交流。

梅兰芳的演出不是浮光掠影的昙现，而是
从艺术层面打动并进入西方主流戏剧的一次碰
撞。在热闹的掌声鲜花和媒体不绝如缕的称赞
背后，梅兰芳艺术和中国戏曲表演体系对西方
戏剧、当代艺术创作产生深刻影响，使得“中国话
语”走入西方戏剧理论。至今，“梅兰芳与20世纪
国际舞台”仍然是西方戏剧界学者探讨的一个重
要话题。因为梅兰芳，西方戏剧创作出现更多
交流、交融和新变；因为梅兰芳，中国戏曲成
为世界戏剧大家族不可或缺的一员。梅兰芳所
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谱系纳入世界舞台，真正
构筑起世界戏剧的多元形态和整体面貌。

三

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不同
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
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作为文明古国，中
国有5000年灿烂辉煌的历史，绵延不绝，形成
独特的中华文化思想体系。京剧根植于传统文
化沃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梅兰芳的艺术
不仅是语言、声音、身段、舞蹈层面的，更是
思想和精神层面的。他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和学
戏技艺，都打上传统深深的烙印。对传统，他
有着比一般人更深的理解和热爱。

梅兰芳也是紧跟时代，与时俱进的，他是
守正创新的代表。在传统文化遭受攻讦、批评
时，他将作为“旧文化”代表的京剧艺术推向
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旧时演员多为穷苦人出
身，在学艺练功和提高技艺方面，或者可以技艺
超群，但受文化程度所限，对所演作品意涵及
人物的理解难达深处。而思想性恰恰是梅兰芳
超凡脱俗、达于艺术前列，使其具有高度文化
自觉的重要原因。这种思想性同样体现于他的
历次出访演出。梅兰芳访日、访美、访苏演出，
不仅考虑自己的艺术表演，更着眼于了解和关
注对象国的历史文化、戏剧传统、观众接受，
努力克服文化和语音的差异与不同，做到知己
知彼。

梅兰芳属于20世纪，也属于21世纪，也属
于新时代。梅兰芳经验是中华文化传播的宝贵
财富。今天，中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加，新时代
为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
今天，剧团体制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支持剧团
的经费愈益充足；信息通信拉近了国与国、人
与人的距离，中外文化的交流愈益频繁。我辈
应从梅兰芳“走出去”的生动案例和宝贵经验
中汲取养分，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
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
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
智慧的优秀文化。

（作者为梅兰芳纪念馆馆长）

18 根 28 米高的立柱扭转角度各
有不同，如凤凰尾羽灵动摇曳；极具
层次感的椭圆形观众厅，呈螺旋状放
射，如同凤凰腾飞时洒下的光芒……
近日，在车水马龙的北京东二环边，
一座融合中国文化元素与欧洲古典风
格的艺术建筑拔地而起，向公众揭开
神秘面纱。它，就是历时7年建成的
中央歌剧院剧场。不久，剧场将敞开
大门，广迎八方来客，为京城再添一
处新的文化地标。

中央歌剧院剧场东西长约 138
米，南北宽约56米，建筑总高度47.2
米，总建筑面积 4.1 万平方米，地下 4
层，地上 8 层。核心功能是满足大型
歌剧、舞剧、芭蕾舞等演出需求。剧场
设计以“凤凰”作为核心立意，“凤
凰”的主题元素总领整个建筑、环境
及室内空间的美学形态。

对一座歌剧院而言，声音效果至
关重要。中央歌剧院剧场应用了大量
全新手段，创造了多个行业第一：约
150 平方米的超大乐池轻松实现 120
人乐队演奏，可完全容纳瓦格纳歌剧
大编制的交响乐团，是拥有中国最大
乐池的专业歌剧剧场；观众席1至3层
为楼座，4至6层为包厢的设计满足不
同观众的需要，开创了国内歌剧院

“楼座+包厢”结构先河。此外，马
蹄形的看台结构造型能让C位观众实
现距演员 24 米的最佳体验，混响时
间则被控制在 1.6-1.8 秒的绝佳阶
段，无论座席位于何处，观众们都可
以获得几乎一致的声音体验。

“毫不夸张地说，这座剧场可以
与世界一流歌剧院比肩。”中央歌剧
院院长、艺术总监刘云志说。

首次站上新剧场舞台的中央歌
剧院男高音歌唱家李爽，在演唱完

《我的太阳》和《饮酒歌》后，为剧
场的声学效果感到惊喜。“我们在国
外很多歌剧院演出过，新剧场与它
们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
李爽说。

在中央歌剧院副院长、著名歌唱
家幺红看来，华美的剧院建筑落成只
是起点，更重要的是制作演出既受观
众喜爱、也具有国际水平的作品。

据介绍，5 月 1 日起，中央歌剧
院剧场将紧锣密鼓展开为期一个月的
开幕演出月活动。演出月安排了3部

歌剧 10 场演出，中外歌剧 《图兰
朵》《道路》将进行歌剧双开幕。《茶
花女》作为歌剧院第一部引进的西洋
歌剧，做闭幕演出。3部歌剧集中推
出，充分展示中央歌剧院几十年剧目
积累、创作以及人才方面的优势。

除了大型歌剧之外，演出月还安
排了“中国歌剧咏叹之夜——从延安
出发”“从罗西尼到普契尼咏叹、重
唱音乐会”“中央歌剧院‘爱之声’
抗疫主题音乐会”等场富有特色的音
乐会。此外，还特邀中央芭蕾舞团和
中国交响乐团分别演绎经典芭蕾舞剧

《天鹅湖》和“欢乐颂”交响合唱音
乐会。

中央歌剧院成立于 1952 年。在
70 年的发展历程中，剧院荣获全国

“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文华新
剧目奖、文华表演奖等100多项国家
级奖项，创排了 《图兰朵》《茶花
女》等100多部世界经典歌剧，创作
了《玛纳斯》《萧红》《道路》等几十
部优秀的原创歌剧。

“身为新剧场落成的亲历者、受
益者，我们的心情既激动，也有对未
来的期盼和责任。前路还很长，站在
新的发展节点上，中央歌剧院将力争
建设成为永远的人民的剧院，向世界
一流歌剧院、国家最高歌剧殿堂、歌
剧艺术普及传播的引领者、中外歌剧
交流平台与歌剧人才聚集高地不断攀
登。”刘云志表示。

本报电（记者郑娜） 低吟婉转的昆曲唱腔
久久萦绕于古朴幽雅的雕梁画栋间，凝结三百
多年历史烟云的戏楼重焕艺术魅力。4 月 19 日
晚，在量身定制的驻场戏 《天官赐福》 表演
中，北京“会馆有戏”之正乙祠演出在修缮一
新的正乙祠戏楼启幕，活动由北京市委宣传部
主办，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及西城区指导，北
方昆曲剧院承办。

文艺院团演出进会馆旧址是首都文化建设
的创新之举。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
导小组专门研究制定关于推动文艺院团进会馆
旧址的工作方案，聚焦打造会馆演艺新空间的
建设。

正乙祠戏楼曾是银号会馆，也是中国最古
老、保存基本完好的纯木结构戏楼，被称作

“中国戏楼活化石”。为全力打造“会馆有戏”
文化惠民新品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将正乙
祠戏楼交由北方昆曲剧院修缮、运营及使用。
据北方昆曲剧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正乙祠未来
将打造成一个汇聚优质演出的平台，不仅要演
出 《牡丹亭》《长生殿》 这样的经典昆曲剧
目，还会演出具有北昆特色的传统剧目。同
时，戏楼并不拘泥于昆曲的演出，还会举办昆
曲雅集、网络直播和戏曲文化讲座，并邀请京
剧和具有特色的地方戏在这里演出，吸引不同
观演群体走进这座古戏楼。

北京自古以来就是戏曲艺术的聚集之地，
全城大大小小的会馆承载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
化，赋予了北京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色。目前，
全市已有 8 家会馆推出多场“会馆有戏”系列
演出。未来，北京市将继续立足老城保护与复
兴，不断探索“会馆有戏”常态化演出机制，
举办古戏楼戏剧展演季，开展戏曲公益讲座、
文化沙龙，开发“会馆有戏”微旅行线路，持
续打造市民身边的文化圈、艺术圈，增强“会
馆有戏”品牌吸引力、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
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美好生活的需要，切
实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图为修缮一新的正乙祠戏楼。

本报电（记者赖睿）“中国书法
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艺术家作品展”日
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共展
出 19 件作品，包括第一届至第五届
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潘
主兰、启功、王学仲、李铎、沈鹏、
欧阳中石、孙其峰、刘江、沙曼翁、
姚奠中、尉天池、陈方既、刘艺、孙
伯翔、周慧珺以及“中国文联终身成
就书法家”称号获得者高式熊、张

海、沈定庵、段成桂的代表作，涵盖
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既有
深沉宽博的古拙碑意，又有行云流水
的书帖性情，体现了书法家精深的艺
术修为与丰厚的人文学养。

这是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
奖艺术家作品的首次集体呈现。主办
方表示，观众可以从这些作品中感受
老一辈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家国情
怀，感受当代中国书法的正大气象。

21世纪回望梅兰芳“走出去”

赓续梅韵出海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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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艺术家作品首次荟萃一堂

展当代中国书法正大气象

▲日本 《朝日画报》 刊登
的梅兰芳赴日演出海报

▲《梅兰芳访美图谱》局部

▲《梅兰芳歌曲谱》

▲梅兰芳剧照
（本文图片由梅兰芳纪念馆提供）

图①：剧场内部 卢 旭摄
图②：剧场外观 中央歌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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