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盖叫天谈艺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盖叫天谈艺录》

13位ISBN编号：9787547505045

10位ISBN编号：754750504X

出版时间：2013-3

出版社：中西书局

作者：郭宇 编

页数：24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盖叫天谈艺录》

前言

在近代中国京剧历史中，盖叫天这个名字在略微了解京剧艺术的人们中，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享有
南北武生泰斗之美誉。由盖叫天创立的“盖派”艺术，以其独特的表演风格与剧目呈现，为京剧这样
的一种被誉为“国剧”的舞台表演艺术增添了诸多靓色。尽管盖叫天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就
从上海移居杭城，但盖派艺术的成长与成熟，都离不开上海这块能让京剧更加繁盛的土地。上海与盖
派、盖派与上海，远非几句话能说清道明，实在有太多的逸闻趣事、励志传说、精彩瞬间，甚至是恩
怨情怀供后人们传诵与缅怀，敬仰与继承。时过境迁，光阴荏苒，半个世纪后的当今，上海的京剧舞
台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国家正在倡导文化大发展，京剧艺术更是不断成为发展的一个亮点。可以说
，上海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促进京剧生存发展的土壤，才有了戏曲学校，直至京剧的大学本科教育
。    多年来，作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和历史更为悠久的附属戏曲学校，两者很好地成为了南方的
京剧艺术人才传承中心与代表。作为戏曲艺术教育机构，不但要为学生授业传道，更是要把研究前辈
名家的艺术精髓作为责任与工作要义。若条件成熟，还应该扛起更多的艺术引领旗帜，只是为了通过
向前辈学习，更好地面对未来发展。因此，戏曲学院先后成立了“谭鑫培艺术研究室”、“梅兰芳艺
术研究室”，继而戏曲学校再成立了“俞振飞艺术研究室”，并开展了一系列与教学、演出、研究相
关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为京昆戏曲人才培养和学术探讨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或引导作用。    今年正逢
盖叫天先生诞辰125周年，我们将成立“盖叫天艺术研究室”。目的在于，想通过将研究室的工作作为
学校武生人才培养和教学实验的一种机制，力争树立起盖派研究引领性的旗帜和标杆。盖老生前虽然
读书不多，但他对事业的执著、艺术的理解、人物的钻研、舞台的把控，京剧的创新，却有着异常敏
锐的思维和独到的见地。他的论著与诸多讲话详细记录了在这些方面的体会和心得，为我们后人学习
盖派，研究盖派留下了许多可借鉴的文字和思考的源泉。有鉴于此，我们将盖老对于舞台表演艺术的
经典论述，包括不少名家对于盖老艺术的精彩回忆与记录，以《盖叫天谈艺录》的形式，重新整理汇
编，并配上数十幅珍贵照片，在盖老诞辰125周年和“盖叫天艺术研究室”成立之际结集出版。    我们
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纪念方式，表达我们对盖叫天先生的敬仰与怀念，同时也借此开始我们学校对盖派
艺术的进一步梳理与传承。

Page 2



《盖叫天谈艺录》

内容概要

盖叫天先生生于1888年，是我国京剧一代武生泰斗。他八岁学戏，十岁登台，在长达六十年艺术生涯
中，塑造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舞台形象和十分珍贵的艺术经验。“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
字坡”，其艺术宝藏之丰厚，尤其是对于武生行的研究和心得，无论对于京剧表演还是京剧研究而言
，都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菊壇名家丛书：盖叫天谈艺录》不仅将盖老对京剧艺术的一些独到见
解整理汇编，更配上多幅难得一见的历史照片，对于传承与研究盖派艺术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同时
，对弘扬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剧艺术，也是一项极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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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一”说起    大家要我谈谈表演经验，其实我这点经验大家也都有，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我这一
辈子，经师友的指点和个人瞎撞，撞出来的一点经验，有对也有不对。谈出来也有好处，可以请大家
批评，得到大家的帮助。    凡是搞文学艺术的同志都有这样的经验，要追求艺术得打事里找事。要找
，尽是事儿，要不找，那一天到晚可以一点事儿也没有。艺术是越练越精，文章是越写越妙，全靠自
己去钻研、发现。    凡事要想，不想没有。一想，就要从头想起。也就是说，凡事先从“一”想起，
有了“一”，再想这“二”，这样，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再归“一”，“一”又生长
出更新的东西来。所以这“一”很重要，是思想，是基础，是目的，是发生一切事物的根本。拿做人
来说，在十几岁时候，就得要思想了，思想这一世做人的道路，这也是“一”。我这一世打算做什么
？是在文艺界？还是在工厂？在工厂又先打哪一桩工作做起？如果决定在文艺界搞戏剧工作，那又先
打哪一步人手，从哪一出戏唱起？不要人家哪出戏唱红了，你唱哪出，那是“唱好戏”的。我们搞艺
术要有创造，戏中人物无大小，只要演得好都是正角儿。“要学天下奇男子，须立人间未有功”，研
究艺术非要有这志向不可，所以要立志做个“好唱戏”的。如今解放后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下，艺
人翻身，“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艺术比过去任何时代都繁盛。我们认为共产党做得对，做得
好，我们就跟着共产党走，这也是“一”，我们就踩着这“一”走。    所以万事都得先找到这“一”
，找到这“一”，就别让它“跑了”，时刻记住这“一”。唱戏也是如此，没有出台，先想想我在这
戏里演的什么人物，多大岁数，出场为的什么事儿，该有什么样的身份品局，找到这“一”，上了台
打一出场起就始终守住它。有人台底下想得挺好的。一上台全忘，该慢的他快，该是十七岁的青年后
生人物，他唱成了七十岁的老头味儿。赶戏唱完，下了台，他却又想起来了，叫声：“哎哟！方才想
得好好的，怎么上台全忘呢！”可是。“哎哟”一声，已经懊悔不及了。    学戏，三天学会一出，十
天会三出，快是快，可是，这样会一万出也没用。要打基础功夫练起，冬天在雪地里练，夏天穿了胖
袄在太阳底下晒着练，有了三冬两夏的功再学戏，自然一学就好。学一出戏，先不忙学怎么演，要先
学想，想这戏说的是什么事儿，这事儿里有什么意儿，这意儿里又包括有什么生活。有了思想，有了
生活，方才能谈到创造，也才能演好一出戏。    一出戏，先从立正学起，这是最简单的动作，但不容
易做得准确。站有一定的站相、步位，不同的人物又有不同的站相。林冲、燕青、武松，三个都是武
生，但性格不同，站相也就不能一样，林冲要武中带文，燕青要武中带秀，武松要武中带狠。会这一
站不难，可是难就难在要在整出戏中贯串如一，无论是唱、做、念、打，都得保持住这身份。往往有
人亮相挺好的，赶亮完相一迈步，人物全跑了。戏中一个“吊场”，包括：出场亮相，抖袖，理须，
整冠，迈步，念完引子，转身入座，念定场诗和话白。这些动作无论是谁，一学就会，可是能有人一
辈子也学不好。这一个“吊场”不仅要表现出人物的气度、思想、特点，同时也包括许多表演的窍门
在内。杨四郎和杨六郎同是须生，但是身份不同，出场的身段也就不能一样，杨四郎是失了气节投降
番邦的汉将，在番邦生活的日子久了，所以尽管脸上还有汉将的样子，可是身上却挂着“番人”的味
道，当了驸马，享受荣华富贵，动作虽然飘洒，但总给人感到带那么几分“贱”相，就像法门寺里的
刘瑾似的。杨六郎可就不同了，虽与四郎是兄弟，但是正派人物，是统率三军的元帅，一举一动都显
得威武、端方。如果没有分别，演成一个模样那就不对头了。这分别要在出场的亮相和迈步中就让人
感觉出来，这是说在人物性格上应有区别。其次在念完引子转身入座时，转身要转得好看。先上步再
转身，转定后，先站正再起步走，走的步法要“二步不连三步连”方才好看（起始二步，每迈一步将
抬起的脚悬空稍停一停，亮一亮靴底，然后再落下收步站住再迈第二步，这叫做不连，通常的走法是
：第二步不连，第三步可以连步接着走）o要看准了自己与座位间的距离，估计几步能迈到座位，等
走近椅子，在转身落座时，先上一步，转过身来，面向观众，再提着气缓缓坐下。无论是迈步、转身
、落座，都处处保持着人物的身份和品局，如果不懂这方法，迈步就不好看，转身时猫腰撅屁股的那
就显得怪相了。    演员出场表演应该懂得“标准”，没有标准眼睛向四处乱转就不能抓住观众。剧场
从横的说可以分为左、中、右三面，从纵的说可分上、中、下三层。演员在台上表演，一般说来，眼
睛应该对着“中层”，也就是说看住花楼第一排的座位，这样上下的观众都可以照顾到了，都看得清
楚你的脸上表情。在横的方面，应该按着左、中、右的方向依次照顾到。譬如《打鼓骂曹》中祢衡入
座念引子话白，他的方向应该是在念第一句“口似悬河语似流”时，面向台下正中；念第二句“全凭
舌尖运计谋”时面向台右；念第三句“男儿若得擎天手”时，依旧恢复转向台下正中；等念至第四旬
“自然谈笑觅封侯”时，再将面部转向台左的观众。这样如同钟摆的来回摆动，有一定的顺序（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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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右由右回中，再由中至左，但始终不离正中的标准），照顾到全场的观众。如果打乱这顺序，一忽
儿左一忽儿右，就叫人感觉得乱了，乱就显不出美来。    由此可见一个“吊场”就包括有这么许多讲
究在内，一出戏如果这一个“吊场”学对了，其他的也就有了门道了。P7－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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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由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汇编的《盖叫天谈艺录》，终于在“盖叫天艺术研究室”成立的同时，
付梓面世，它也可以看成是学校为纪念盖老及传承盖派艺术所作的一次理论上的梳理和总结。虽然时
间比较紧迫，但盖老对戏曲表演艺术的诸多经典论述，我们还是尽可能遴选了出来。同时也附录了不
少戏剧名家对盖老艺术的精彩回忆和记录。本书所选文章，绝大多数保留原貌，只是出于现行的汉语
规范以及书稿编辑的需要，对少量文字和个别标题做了改动。另外，为了使文本更具形象生动性，我
们插入了不少盖老及其亲属的与书稿内容相关的资料照片。希望在阅读上给人以图文并茂的愉悦感受
。    我们首先要感谢盖叫天先生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宝贵的戏剧文化遗产。同时，也要感谢盖叫天先
生的亲属张善麟、张善元、张帆等同仁为本书的出版及“盖叫天艺术研究室”的成立所给予的支持。
我们还要感谢《粉墨春秋》一书及所有在本书中所出现的作者。正是他们对盖老及盖派艺术的热爱，
才使得本书得以汇编成册。最后，我们要向中西书局的领导及负责该书出版工作的责任编辑表示衷心
的谢意。    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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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盖叫天谈艺录/菊坛名家丛书》编著者郭宇。    今年正逢盖叫天先生诞辰125周年，我们将成立“盖
叫天艺术研究室”。目的在于，想通过将研究室的工作作为学校武生人才培养和教学实验的一种机制
，力争树立起盖派研究引领性的旗帜和标杆。盖老生前虽然读书不多，但他对事业的执著、艺术的理
解、人物的钻研、舞台的把控，京剧的创新，却有着异常敏锐的思维和独到的见地。他的论著与诸多
讲话详细记录了在这些方面的体会和心得，为我们后人学习盖派，研究盖派留下了许多可借鉴的文字
和思考的源泉。有鉴于此，我们将盖老对于舞台表演艺术的经典论述，包括不少名家对于盖老艺术的
精彩回忆与记录，以《盖叫天谈艺录》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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