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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兰芳的 9个儿子中，只有梅葆玖
一人继承了梅派京剧。对于当时学习戏曲的
情景，他提到自己10岁开始学艺，生日当天，
第一次踏上红地毯，兴奋之情，自不待言。“卢
燕妈妈教了我十几天《三娘教子》的薛倚哥，
娃娃生。父亲就说了一句：‘试试吧。’”梅葆玖
说，“我的薛倚哥，一点也不慌，台下黑黑的，大
家十分捧场，娃娃调一句一个彩。”

1949年12月，梅葆玖与父亲梅兰芳实现
了第一次同台，共同出演昆曲《游园惊梦》。对
于那次演出，梅葆玖有着深刻的记忆。“第一
次和父亲一起唱，成为了全家的大事，学校已
经放寒假，许多同学却都要来看戏。”时隔多
年，他说起往事，还是兴奋不已。

“我们京剧非常讲究念白，我从小在念白
上下的功夫不比唱来得少。父亲在《游园惊
梦》的念白，是把京剧中念白的基本功力加到
昆曲里去了。……这几句念白不但念得好听，
而且传神，简直把杜丽娘伤春的感情完全表
达出来了。所以每次念到这个地方，台下总
是鸦雀无声，连他在叫板之间轻轻地叹的一
口气，观众都能听得清楚。”说到动情处，梅
葆玖不能自已。

不断的练习与研磨让梅葆玖的表演
越来越纯熟，同时也练就了临阵不乱的超
强反应能力。1953年，他去朝鲜慰问演出
后回国，在表演《天女散花》时，舞台上还
搭了另外的高台。对于设计结构的突然

转变，他一下子没有习惯，外加自身又是
近视眼，导致一脚踩空，从台上掉了下来。
在全场惊得鸦雀无声时，梅葆玖却十分淡
定，起身走到舞台中间，向台下深深鞠了一
躬，然后转身爬上去，若无其事的继续表演。
台下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大
伙儿都为他迅速的反应能力而叫好。

如今已到耄耋之年的梅葆玖一直保持着
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在日常饮食上，他说
自己从来就没什么特别的顾忌，除了吃玉米
油有点过敏外，其他都可以。喜欢的就多吃一
点，不喜欢的就少吃，保证营养的同时，别吃
太油腻即可。中西餐他都喜欢，出国到不同地
区，就喜欢尝尝当地的特色。

梅葆玖常年保持着一种积极乐观的心
态。他说，“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一个人活
在世上，什么事您别真着急，真着急就该得病
了，‘文化大革命’我都没着急过，那时候遭批
判，他们说我就听着，说我不对我就改造，该
吃吃，该喝喝。”“人际和谐最重要，以宽宏大
度为人生走向。”

很多人认为，梅兰芳已经将梅派艺术
发展到顶峰，作为儿子的梅葆玖自然会有
一种名门之后的无形压力。然而梅葆玖却
完全没有这么想，在他看来，他只是个干
活的人、一名演员，而非人们口中的大
师。能把父亲的艺术传承下去，轻松享
受戏曲之乐，就足够了。

新媒体的发展
确实深刻改变着文

艺评论的形态。网上评
论快速发展，重要性日益凸

显。如今，文艺评论特别是艺
术评论不再是专业的文艺评论作

者或者高校学者的专利，而成为所
有参与艺术欣赏的人群之间的互动反

馈活动。而我们的传统评论在内容、方
式和语言上都出现了不适应，整个文艺
评论生态环境面临深刻的挑战。

——中国文联副主席夏潮认为。

当下的文学写作中，各种姿态应有
尽有，各式写法不一而足，这些共同构
成了当下文学创作繁盛的生态与多样
的情景。但从作品的实际影响看，从

读者的阅读取向看，那种拥抱时
代、切近现实、心系人民的写

作，显然更为广大读者所欢迎
和喜爱，也显然更有广泛

的影响力与长久的生命
力。这就表明，深

刻 反 映 “ 时
代 要

求”的创作，热情传扬“人民心声”的
作品，必为人民所惦记。作品的影响
力，作家的生命力，都取决于这种基于
双向需求的文学与时代的关联，作品与
人民的关系。

——评论家白烨说。

艺术品市场中真与假的问题，不仅
涉及到值多少钱的问题，还有一个更重
要的涉及到文化价值传承的问题。艺术
品收藏市场中真伪的问题和鉴定的问题
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各方面关注的问题。
目前，我们已经基本建立了中国古代艺
术品书画鉴定的理论基础、学术体系。
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当代科学技术的发
展，我们是可以把艺术品鉴定工作的科
学性进一步提高的。有了这样三个方面
相互结合、相互支撑，艺术品鉴定工作

乃至于整个艺术品市场的诚信就会有
一个较大的改观。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监事会主席
庹祖海指出。

中国电影的每一个发展节点都离不
开戏曲的参与，而戏曲得以广泛地记录、
传播，也离不开电影这个先进艺术形式
的助推。如今，京剧和电影的百年姻缘
又奏响了华彩乐章。京剧与电影的结
合是对新时期戏曲传播的新尝试和
新挑战，我们要在遵循传统模式
的基础上提高京剧文学性，保
持京剧本体的生命力。

——京剧表演艺术
家尚长荣说。

（曹馨月辑）

作为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最
小的儿子，他 10 岁开始学艺，
13 岁正式登台出演 《玉堂春》、
《四郎探母》等剧，18岁开始与
父亲同台演出；作为梅派艺术的
领军人物，他致力于梅派艺术的
传承与发展，积极倡导将梅派艺
术推向世界，对当今京剧界有着
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就是我国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全国政协
委员、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
团长梅葆玖。

让戏曲文化
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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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葆玖介绍说， 全国至今为止
还在流行的戏曲种类仅剩273个。作
为其中最为典型的剧种，京剧应该
怎样将以往的优势保存下来并为其
他剧种提供借鉴和经验，让戏曲文
化永葆青春，让当代年轻人更好了
解我国传统文化？对此，梅葆玖认
为，“大到我们的文化事业部门，小
到中小学、家庭、社区，都应该全
方位来推广、普及传统文化。”同
时，“有了新技术、新媒体的介入，
传统文化会更好地推陈出新、与时
俱进。”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前不久
结束的两会上，梅葆玖提出提案，
呼吁相关部门划拨资金拍摄戏曲电
影。他说，戏曲电影将传统戏曲艺
术与现代电影科技相融合，不仅能
拓宽和丰富传统艺术的表现力，并
且融传统与现代、汇古典与时尚于
一炉，必将受到年轻一代的青睐。
梅葆玖对此充满信心。这一提案得
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党的十八大要我们建设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党中央
的声音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如何像梅
兰芳那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如何使前
辈们创造的宝贵艺术财富在新的时代发扬
光大，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梅葆玖这样说。

去年是梅兰芳诞辰120周年，为了
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由北京京剧院
打造、梅葆玖领衔的“双甲之约——
纪念梅兰芳诞辰120周年梅派经典剧目
展演”从故乡江苏泰州出发，沿着梅
兰芳当年世界巡演的路线，到日本、
美国、俄罗斯等地演出。尤其是俄罗
斯的演出，让梅葆玖感受到一种文化
传承的联系，他感叹道：“虽然离父亲
访俄已有 80 年之久，又经历了苏联解
体的动荡，但剧场的秩序、鼓掌的层
次，让我感受到了，这和 80 年前我父
亲的那次具有学术性的演出，有一种
传承的联系。”他还表示了一个小小的

遗憾，“可惜我老了，没能演出当年梅
兰芳极受欢迎的《虹霓关》。”

“双甲之约”的演出给梅葆玖留下
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梅兰芳是戏
剧研究专家傅谨所说的“中国文化传
统血脉延续的标志性人物”，“中国文
化成功地向世界传播的标志性人物”。

“我父亲生前就有一个愿望，出版
一个刊物，就叫 《梅讯》，为他在全国
100余位弟子以及热爱梅派艺术的研究
者、爱好者、执教者创造一个交流学
习的园地，旨在继承传统、推进发
展。”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梅葆玖与
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吴

迎 亲 自 担 任 学 术 顾
问，中国戏曲学院梅
兰芳研究中心出版了
不定期刊物《梅讯》。

同时，梅葆玖期
待已久的 《梅兰芳全
集》 也有望在今年下
半年出版发行。对于该
书的出版，梅葆玖激动
地说“不仅为梅兰芳研
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基
础文献，同时也了结了
自 己 一 个 多 年 的 心
愿。”他本人不仅担任
该书的学术顾问，还专
门为该书认认真真地
写了一篇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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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4年8月20日，“双甲之约”美国巡演在纽
约首演，梅葆玖在演出结束后向观众致谢。 李 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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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葆玖和
父亲在一起

用新手段发展戏曲文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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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光教授是著名旅美
华裔人文学者，也是中美文
化交流、公共外交的重要推
手。他把道家文化传扬英语
世界，厥功至伟。2015年 3
月13日，赵启光到迈阿密海
滩游泳时遭遇 “回卷流”，
被卷入海底，不幸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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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作为人文类首批留学生，
赵启光负笈美国，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随
即在美国大学任教。他像爱在水中游泳一样

热爱传道解惑的教师职业，热爱他的学生。赵启光的人
生格言是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以此为题写的书有中
英文版本在中美两国出版。他亦在中美之间来回穿梭。
他是少见的能用英语深刻诠释老子哲学的学者。他设计
并亲自带领美国学生赴华体验中国文化的项目，每期长
度 3个月，坚持了 20余年。赵启光还受邀在许多中国大
学讲解他的美国体验，说明中国和美国应该友好的理
由。他还多次为孔子学院教师讲课，传播他成功的教学
经验。中国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发唁电说：“难忘他 2005
年亲临世界汉语大会，身着龙图腾 T恤，面对各国高朋
振臂呼吁重视中国语言文化推广”，高度评价了他对中国
文化走出去的贡献。他很荣幸地成为中国许多电视台的
嘉宾，把他美国大学课堂里妙趣横生的老子新解、道家
新论传播给中国大众。他提出并参与策划了由凤凰卫视
主创和 BBC 联手制作 《马可波罗——从历史走到现代》
电视片，在多国播出，获得了巨大成功。近年来他又投
身到凤凰卫视的时事评论节目中，对当前波谲云诡的国
际局势做出人文学者的独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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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期，很多留学生选择留在
美国。我和启光几乎同时在美国中西部
的只有本科四年的文理学院找到教授

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教职。一开始，如何引导
美国学生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我们都一头雾
水。当时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还限于朝鲜战场上潮
水般奋不顾身的志愿军战士和神秘莫测的李小
龙功夫。愿意学中文的学生不是出于对红色中国
的政治兴趣，就是出于对东方古代神秘灵异的好
奇。我们各自的中文班由只有寥寥数个学生起
步，后来发展到不得不限制名额。好在美国独特
的文理学院以培养精神贵族、熏陶人文气质为宗
旨，其教授班底也都出身名校，不排斥诸多冷门，
得以让我们同学生一道摸索了解中国之道。我后
来辗转去了多所大学。而启光就在位于明尼苏达
州中部的小镇北田的卡尔顿学院一气教了近30
年书，成长为这所美国极富盛名的文理学院的明
星教授。这正是中国天翻地覆的年月。中国的
GDP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形象也从贫穷落后、善
战的志愿军战士、李小龙功夫迅猛变幻。中国已
然是全球瞩目的世界级大国，世界为中国经济发
展的奇迹惊叹不已。

赵启光和我的专业是在美国大学里讲授和
研究中国文化。从人文角度来思考、研究中国
的形象、传播、诠释中国的变化是我们的使
命。我们从世界视角来认识理解当代中国，而
能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刻，更加深入地参与中
国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外的一些事情 （如媒体交
流和公共外交活动等），乃是我们莫大的运气。
从世界眼光看中国，这是启光与我等人文学者
研究的出发点和终点。正逢时运，现在中国和
世界都需要有全新的眼光相互认识。

赵启光实践了人文学者的古今、中美、个
体生命与大国关系各种场域的穿越。他选择了
用世界眼光穿越几千年中国文化，以画漫画、
教太极拳、电视脱口秀、散文与杂文、电视片
的形式，阐释道家的宇宙观、生命观、人与自
然观，他认定道家哲学是极具分量的中国文化
特质。他并未加入道家与儒家孰高孰下、孰能
代表中华文化等等的争论。他恬淡，赞美老子
的“上善如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他大
气，推崇 “现实新道家”，广采儒家佛家学
说，以他深厚的英美文化的功底，来解说中国
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深厚关联。

赵启光近年来
常常在电视上评论
世事，指点江山。有

的与他同台辩论的人多少有
一种雄赳赳的气概，动辄搬
出中国奇迹，GDP 老二，中
国利益来说事。许多声名显
赫的国际关系学家把“利益”
奉为最高准则，鼓吹“利益共
同体”。也有的嘉宾大谈美国
围堵中国的阴谋，而忽略中
美关系存在新机遇的可能
性。启光与之辩论，依然云淡
风轻，以其几十年切身体会、
深邃感悟，多讲全球化时代
的共享、共赢、互补、互惠。从
人文角度，阐述大国对人类
和平、正义、自由、幸福的责
任。他热爱中国，同样热爱美
国，是因为他的挚爱来自他
的内心，来自他对人文理想、
人文价值、人文关怀的终极
信念，这是他超越国界、民
族、文化而放眼人类大同的
基石。

赵启光是低调的人文使
者，其在大力提倡软实力和
公共外交的今天，或许仍然
被人视为过于温和低调。在
情绪激动的电视辩论会上他
常常是少数派。但赵启光所
坚持的人文关怀、价值基础，
却是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大
国不可或缺的。中国的大国
形象不能建立在纯粹利益基
础上，而是要建立在价值基
础上，这个价值基础是全人
类能共同接受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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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光

非常非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