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大王”谭鑫培轶事

台上台下机智
过人，不惧刁难

谭鑫培 20 岁上下时在京东

一带搭 “粥班”（乡下戏班收入微

薄，时常喝粥，故名）。一日在某村

演完需赶包下一场， 两地间隔数

十里。此时太阳眼瞧落山，众人疲

乏至极都不想再走。 谭鑫培恐误

场而影响戏班儿生计， 遂对众人

道：“前村不远就有客栈， 我们不

妨住一宿，明早赶路不迟。 ”大家

满心欢喜进了村子。 不料只是个

小村庄，根本不见客栈。谭鑫培顺

手指着一户院门对众人道：“就是

这家店，我认识里面的少妇掌柜，

咱们今夜宿此，当有佳趣。 ”众人

欢喜，争相叩门。果然有位少妇秉

烛而出，问几位敲门何事。谭鑫培

答以借宿。少妇道：“我家无男人，

不能留客。”谭闻言说：“正因为你

家无男人，我们才要住在你家。 ”

少妇一听怒极，大声疾呼有强盗，

乡里四邻群起而至。 谭鑫培慌忙

对众人道：“不好，惹祸了，快跑！”

言罢飞奔而出， 其他人亦以极快

速度紧随而逃。村民点燃火把，手

持锄镐拼命追赶。 戏班儿众人狂

奔至天亮才摆脱村民， 个个笑颜

庆幸未遭暴打。 谭鑫培道：“你们

还说累吗？”至此大家才知被谭鑫

培捉弄。 又行数步，忽闻锣鼓声，

再一看，下一场的戏棚就在眼前。

有一次老谭与金秀山唱 《捉

放曹》，大李五来吕伯奢。 曹操上

场本该唱江阳辙 “秋风吹动桂花

香”，陈宫接唱下句“行人路上马

蹄忙”。 金秀山上来后故意改辙，

把“桂花香”唱成“桂花开”，老谭

佯装不介意，随口改唱“弃官罢职

随你来”。 金秀山接唱“用手且把

丝缰带”，老谭本想把“见一老丈

坐道旁”改成“坐土台”即可。扮吕

伯奢的大李五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人，正闲得没事。他一瞧金秀山改

辙开搅， 也跟着起哄。 本来他是

“坐道旁”的，等老谭唱至“见一老

丈”时，他忽然站起来了，而且示

以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之状。 分秒

之间，老谭唱出“在土台”三字。金

秀山、大李五都没难住谭大王。

一次老谭在天津上天仙茶园

应演。 某伶是上天仙茶园的台柱

子，妒忌老谭名气大又比不过，遂

生邪念。他花重金买通老谭跟包，

令跟包在老谭上场前使坏阴人。

这天老谭的戏码儿是 《文昭关》，

伍员出台应该佩剑。 迨老谭出台

帘儿前， 跟包将一把刀给老谭挂

腰上了。此事瞬间被谭二发现，赶

紧回身拿剑换老谭腰中之刀，可

老谭已出场。谭二瞧着心急，台上

有伍员手握剑柄及“腰悬三尺剑”

的唱词。再看台上老谭，做表神态

自若。起唱快板时，老谭临时改唱

“过了一朝又一朝，心中好似滚油

浇。腰间空悬三尺刀，眼见仇人杀

不了”，一气呵成，台下暴彩。上天

仙某伶见阴人不成， 反倒让老谭

得彩， 叹道：“小叫天之名是老天

爷给的，人力不可毁啊。 ”遂向老

谭再三认错谢罪，老谭一笑置之。

回到寓所， 老谭对谭二说：“今日

之事总算侥幸，以后不可再有。 ”

谭二转脸儿就把这跟包辞掉了。

幼年学戏耽误
识字，晚年恶补

老谭打小学戏， 十五六岁就

搭班儿吃戏饭， 自然误了识字念

书。他会的戏大概比他识的字多。

老谭平日在家于卧榻上翘着腿看

报，一准儿是琢磨唱腔身段。别人

只要见他拿报纸挡着脸， 绝不上

前打扰， 因为都知道他报名也未

准认得。 老谭唱了一辈子 《乌盆

记》，当中“冒雨而归”也念了一辈

子“胃雨而归”。别人顾及其名望，

谁也不去纠正他。 他晚年收了余

叔岩， 一天余叔岩奓着胆子对他

说：“师傅，应该念冒雨而归吧，大

概抄本上笔误了。”老谭听完瞪着

眼道：“怎么？挑起老夫的眼了，你

既有这样大的本领还向老夫请教

干嘛？”吓得余叔岩非但没纠正得

了老谭，连自己也老老实实念“胃

雨而归”直到老谭辞世。

老谭早年在京师的身价不仅

限于伶界， 在政界他也有头有脸

儿。 不管那些王公大臣心里如何

想，面儿上都把他当“贝勒”般捧

着。老谭也十分拿得住劲，他与皇

室宗亲尚书将军这类大官儿一起

抽烟下馆子逛公园， 都互称小名

儿。 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

往下级别的官儿若能得“谭贝勒”

颔首打个招呼，那是天大荣耀。一

年某侍郎家娶媳妇， 京官咸去贺

喜。 有人在侍郎府发现一精致雅

间，外面候着两名下人。他扒窗一

瞧，只见炕上摆着烟具，上首一客

卧于锦褥，跷着腿正在吸鸦片。本

家儿侍郎于下首打横儿坐着，轻

声细语相陪。 等缭绕烟雾缕缕散

去，才看清翘足而卧者是谭鑫培。

就听老谭说：“咱们是至交至好，

你何必在这儿陪我， 况且我躺这

儿挺得劲儿，你不用担心，出去应

酬客人吧。 ”侍郎这才起身出屋，

吩咐下人好生伺候着。 有翰林院

徐侍读拜诣某显贵， 逢显贵府上

有客。 只见客人独卧烟榻闭目狂

吸“阿芙蓉”，一少年俊仆坐矮凳

伺候烟灯烟枪。 一会儿，客人起，

与显贵耳语良久。因声音甚细，徐

侍读只嫌耳朵太短一句也听不

着， 他暗忖似语涉宫廷之事。 言

罢，某显贵脸色如云雾顿开，打拱

作感激状。徐侍读实在不解，无论

如何想不出这位烟客是何方神

仙，急忙跟下人打听，下人曰：“小

叫天。 ”

老谭 50 多岁以后，眼瞧着晚

生后辈伶人中时慧宝能书、 汪笑

侬能文、朱素云能画、刘永春能看

相、 贵俊卿会英文， 各有应酬之

技， 唯独自己在王公亲贵前身份

比他们高百倍， 却写个名字亦需

别人代笔，心中颇不服气。他花重

金聘了位徐州秀才， 应名管家会

计，实则是教他念书认字。 由《列

国》《三国》《水浒》到笔记、子集一

通儿恶补。若干年后，竟也添了几

分书卷气，时不时还能掉几句文，

只是常岔到两下里去。 1915 年，

他由沪回京烟土被查没， 提笔给

他二姑爷王又宸写信告知此事，

末了写“何物么，竟不容人理说。

晚年遇此逆境， 益复令人追想清

廷”云云，也算难得。 王又宸曾语

人曰：“此老食古不化， 然好掉弄

文字。至其毕生，事无巨细惯走顺

风，晚年值此，也怪可怜的。 ”

有一次老谭唱刘阿斗三字

时，把“阿”唱作“挨”音，就听楼座

儿一声倒好响起。老谭赶紧一瞧，

盯准了这人模样， 进后台就吩咐

跟包请此人至酒楼小坐。会面后，

老谭先恭敬三杯， 然后言道：“适

才唱得不好，有辱清听。不对的地

方还请先生赐教。”该人也是不客

气，答道：“您蜚声京城内外久矣，

算得名家，可字音怎不能辨正？ ”

老谭道：“愿闻其详。”该人曰：“阿

字于蜀地念厄。 ”未及他说完，老

谭当即跃起击掌嗟叹 ：“然哉然

哉，刘备主蜀国岂不该用蜀音。 ”

言罢下座三揖以谢。

行走江湖谨慎
自律，为人仗义

辛亥年清室逊位， 老谭一时

颇念旧主，在京有段时间未露演。

他的管箱跟包嗜赌， 竟偷偷把老

谭的行头送进当铺换钱还了赌

债。 不久沪上新新舞台邀老谭南

下，启程前一日，管箱跟包仍没钱

将行头赎出。 他怕到了沪上临时

没行头，那娄子就更大了，赶紧把

实情告与老谭，且认错追悔。老谭

听完大怒，立时就想把他打发了。

可念及他跟了 20 来年还算忠诚

勤恳， 遂对他道：“幸亏衣箱中没

有什么值钱的， 不过几件旧蟒靠

而已。若是上等行头，一时我也没

许多现钱去赎，那就误事了。给你

50 块 ，赶紧把行头赎出来 ，到了

沪上再从你份儿里扣除。 下次再

敢私自动一件， 趁早儿去别处吃

饭。 ”管箱跟包感激万分，发誓终

生报效老谭恩情。到了上海，这跟

包伺候得极其细致， 竟致劳累生

病。 老谭把他该得的戏份儿一分

没扣，全给了他。

光绪庚子年（1900）后老谭第

三次赴沪回京途中转至汉口，回

黄州祭奠祖坟。 闻得乡邻陆某被

逼无奈要寻短见，老谭询问得知：

陆某一家老小有薄田数亩赖作糊

口之资， 十年前急需用钱就把这

几亩薄田典给了同村富家。 当时

言明陆某继续种地， 每年交些租

子当做所用银钱利息，十年为期，

到期陆某拿钱赎回田地。 富家地

与陆某地毗邻， 遂起占有陆某田

之心。每到秋收，富家既不向陆某

收租子，也从不催要本钱。陆某以

为富家念他所收不多无力交租，

就得过且过没当回事。十年期满，

富家要陆某连本带租一并还清，

不然就把田亩过户。 陆某再三央

告，富家不允并告到县衙。县衙断

令陆某限期交足本利， 过期不交

即将田产过户富家。

老谭听完，拿出 200 两银子，

让陆某还富家本金及一半利息，

并嘱陆某告富家 ：“你等为富不

仁，十年不问息租，明显居有谋占

田亩之心。你若想要全利，谭某必

亲至州府大堂与你理说， 到时候

你非但利息全无 ， 本金亦恐难

保。 ”陆某叩谢老谭后，即刻前往

富家学舌老谭原话。 富家一听京

城“小叫天”来了，竟一句不敢言

语，收钱还地作罢。

老谭这次赴汉是由沪乘江轮

而上，行至十二圩时，谭妻侯氏及

儿子都到船舷甲板观看江景，只

老谭一人独卧舱里吸烟养神。 就

在老谭似睡非睡的当儿， 忽觉眼

前有人影一闪，急忙睁眼一瞧，见

半个背影似散舱客人。 老谭赶紧

起身查看， 桌上一翡翠扳指不翼

而飞，遂尾随追踪而去。至船顶无

人处， 老谭对这贼道：“四海之内

皆是朋友， 你缺钱花尽可跟我商

借，何必偷我心爱之物。我是老江

湖，你这两下子我岂会不知？今天

你把扳指还我， 我非但不把你送

官，还另有薄酬与你。 ”言罢拿出

两块大洋递到飞贼手中。 贼人愧

色无一语，掏出扳指交给老谭，不

受洋钱而去。

迨侯氏和儿子回舱， 老谭闭

口不言此事。船过九江，老谭确定

贼人已下船才告知老婆孩子。 侯

氏责他为何不交船方办理， 老谭

道：“出门在外以方便为本， 何必

多事使人难堪。虽说贼人可恶，你

旅客也有大意之处， 若自己管好

行李，此辈断难下手。 ”转脸又对

儿子说 ：“你们行走江湖定要谨

慎，不可贸然揭人家隐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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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京民俗文化丰富而广

博，韵味无穷的京剧文化正是

其中尤其灿烂的一笔。本书通

过大量切实可信的资料，辅之

以流畅的笔触，帮我们补上了

旧京伶人的生活与艺术这有

趣的一课。本书作者生于老北

京家庭，其父是票友，宗余派

老生， 与梨园中人多有交往；

几位兄长皆能拉能唱。作者本

人数十年受此熏染，对京剧文

化抱有浓厚兴趣，阅读了大量

京剧类书籍。近 20年来，侧重

对京剧文化做了较深入研究，

伏案三年写得此书。

《旧京伶界漫谈》

张文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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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享花开———美丽女孩成长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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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美丽自信、

独立智慧、快乐健康地成长成才。 本书提供了

培养快乐自信、 智慧优雅美丽女孩的 89个养

育话题，站在女子学校老师的专业角度进行分

析和探讨，分别向父母、教师、女孩提出建议，是一本家长、教师、女孩成长

成才必备的学习用书。

谭鑫培便装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