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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新凤霞》

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新凤霞，一代评剧皇后，是经历了新旧两个中国
的世事沧桑，红极了近半个世纪的戏曲艺术大师。人
到晚年，曾经沧海，无限夕阳。她把自己多年来一字
一句写下的文章荟萃成集，从苦难的贫民窟到古雅的
四合院，从绚丽的大明星到病残的普通人，新凤霞在
大起大伏的坎坷生涯中做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人生取
舍，无论是作为艺人还是作为女人，她的取舍都可歌
可泣，耐人寻味。刚刚完成这部书稿，她便溘然长逝，
给热爱她的观众和读者留下了这本感人至深的自传，
她说：“我是一个老百姓，我叫新凤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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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写的太好了。没想到这么好   
2、缘起吴祖光
3、最值得一读的当然是第一部分《我和祖光》也就是他们两口子的八卦。他俩是典型的郎才女貌、
才子佳人的组合，必然得到众人当面的祝福和私下的不看好，但后来他们通过半个世纪的共患难，证
明他们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传奇爱情。看起来阶级的、文化的差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怀着
一样的赤子之心——这是一对完美的人。
4、新凤霞的故事吗，过两年我再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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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新凤霞》

章节试读

1、《我叫新凤霞》的笔记-第8页

        p.8两把椅子我和祖光各坐一把，二姨已出屋去了。也巧，我和祖光都把手放在长方凳上，祖光的
手离我的手只相隔一寸多，他的手再向旁边伸就会碰在我的手上了。我低头看见祖光的手，皮肤白细
，胖得显出一排小窝窝。而我的手干巴巴青筋暴露，这倒如二姨说的“南手如棉，女手如柴都是有福
的。”祖光这一双手印在了我心中，是读书写字人的手。
双方停了一会儿，祖光问：“什么事这么忙？我能替你做什么？”
看《刘巧儿》的时候特意注意了一下新凤霞的手，确实不如脸美。

p.10当时我心里对祖光这人的脾气认识不透，说他对我十分热情吗？他又不是那么迫切，慢慢腾腾不
够积极，可是他晚上细心地为我挂好蚊帐又表现了他的积极。我要下决心跟他说出心里话。《刘巧儿
》中有句台词：“当面锣，对面鼓。”对，我要跟吴祖光“当面锣，对面鼓”。

那天中午吃饭时那天吃中午饭时，文艺处通知我要两点半开会，可下午祖光要来我家，我已约好他了
。二姨说：“不要紧，我告诉先生你开会工夫不长，一会儿就回来。”我想让祖光等我，主要是谢谢
他为我挂蚊帐。我想应当写个小纸条，表示尊重人家。我撕下一张台历写：“祖光老师 ，我去开会，
你在家息休吧！凤霞。”

写完条我去开会。祖光准时来了，二姨把条交给他。祖光又给我写了一个条：“凤霞，休息 ，不是息
休。”感谢祖光为我安装蚊帐写的这个条子，是我头一次给祖光写字。祖光没等我回来就走了。我回
家听二姨说：“先生看了你的条子，说有事走了。”我心里十分失望，埋怨祖光这人不理解我，为了
这个蚊帐，怎么这么难谢他呀！蚊帐过了近五十年仍是那么好，崭新光亮、珍珠罗透明。“文化大革
命”中被抄走，后来又回到我手里。我写的那个小条“你息休”祖光还留着，有时看看很好笑。

我们开始恋爱了。

2、《我叫新凤霞》的笔记-第13页

        p.13⋯⋯可就是有一群人说坏话，拼命反对，非要挑出毛病，找出不足：“人个子矮，为人不热情
”等。人有逆反心理，越是这么没事瞎扯，我就越觉得祖光好。⋯⋯

我对“吴祖光”这三个字记得很深。见面后，我深深地爱上了他，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是我找丈夫，
我看他为人好，长相也好！美也罢，丑也罢，他是与我结婚，别人谁也管不着，他们是“闲吃萝卜瞎
操心”。但更多的人是支持、拥护的，而且是专家，是对吴祖光了解的人。
新老师是建国后才扫的盲，其实文化底子不高。但她写作用的朴素而直接的北方口语，以及表达出来
的“刘巧儿”式的单纯、倔强的劲头，我读着真是喜欢得不行。

3、《我叫新凤霞》的笔记-第20页

        pp.20-21老舍先生问我：“你真跟祖光好吗？如果觉得不踏实，再了解了解也好，因为我也风言风
语听说了，连有些领导都说我不应该，也不当面跟我说。小广播吹风：老舍是美国回来的，吴祖光是
香港回来的，新凤霞可是贫民窟出来的人，连字也不认识，老舍怎么给介绍吴祖光这样的人？”不过
，我认为我的选择是对的，我坚持。我认定了的事谁也破坏不了。 

我结婚不结婚，父母不管我，领导也管不着。台上唱《刘巧儿》，唱婚姻自由，台下还在婚事上这么
不勇敢？记得在北京饭店开会，周总理讲话，周总理问到了很多人，问他们回来了没有，还特意问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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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新凤霞》

衍同志“祖光回来了没有？”夏公说：“回来了⋯⋯”周总理对吴祖光那么关心，可见从香港回来了
没什么不好。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给祖光，可巧这个电话是《新民报》老板陈铭德先生接的，祖光就
在他家里，祖光带我去过老先生家里多次了，他和夫人邓季惺大姐关心我和祖光的婚事。老先生听到
了我的声音，头一句话就问：“凤霞，你和祖光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呀？”我说：“就在最近。您
等着我送喜糖报喜吧！”祖光来接电话，我请他立即来我家，祖光骑车从东单赶来和我见面，我没头
没脑第一句话就是：“快！我们结婚吧！”祖光一面傻乎乎地听，一面回答：“那要做好准备呀。”
我说：“本来领了结婚证就行了，可是现在反对的人太多了，我非要办个样子给他们看看！”祖光没
有回答，我又追着说：“领导不同意，开介绍信很难，我都不管！连刘巧儿都要争婚姻自主呢，我跟
他们讲理。可也有同意我的呀，夏衍、阳翰笙、洪深、欧阳予倩、老舍、赵树理先生都同意呀。” 

当时，祖光的父母在上海，我的父母在天津。我问祖光：“要不要求得你父母同意呢？”祖光说：“
用不着，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说：“我也用不着问我的父母，谁也管不着我。”
哈哈，终于又发现了一对先斩后奏的！
至于婚礼详情，可以看这篇评论：http://book.douban.com/review/1405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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