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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在上海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双向奔赴

“我第一次到上海表演，是我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梅

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如是写道。

对梅兰芳而言，1913年是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秋冬，19岁

的他首次赴沪演出，开启与上海近半个世纪的情缘，深刻影响了他此后人生

与京剧艺术的发展。上海之于梅兰芳，并不止于“成名福地”，而是一座城

与一个人的双向奔赴。在这片沃土上，他的艺术与精神双双达到了新的境

界。反过来，他也发展、丰富、提升了上海城市文化。

正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热展的“梅绽东方——

梅兰芳在上海”特展和配套举办的系列主题讲座，深度阐释了梅兰芳与上海

这座城市互为影响的多重关系。

梅兰芳与上海的结缘和定居上

海，对于他个人和20世纪中国的戏

曲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梅兰芳在上海，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他在北京时期，自1913年

第一次来沪演出至1932年，20年中，

共来沪演出10次。第二阶段，1932

年—1951年，定居上海时期，除了

1938年年初至1942年夏搬去香港居

住4年半，在沪居住岁月实足是15

年，共在上海演出9次。第三阶段，

他回北京时期，1951年—1961年10

年间，共来上海演出3次，最后一次

来沪演出是1956年9至10月。

梅兰芳之子梅葆玖生前曾指

出：“上海这座城市，承载了中国近

代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是一个经

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一个京剧重

镇，特别对于我父亲梅兰芳的艺术

生活，以及梅派艺术的发展，都有着

极重大的意义。1913年，父亲首次

登上申城的舞台，用他自己的话说，

是‘演艺生涯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

关键’。”

梅兰芳1913年第一次来沪演出

的头一站是在张园举办的堂会。梅

兰芳以二牌旦角的身份为头牌须生

王凤卿配戏，演出《武家坡》，赢得与

会的上海新闻界、金融界、文艺界名

流的一致叫好。10月31日起，在四

马路（福州路）大新路(湖北路)口丹

桂第一台（后为青莲阁）演出。这是

当年首屈一指、令人瞩目的新式剧

院。王凤卿和梅兰芳演出了《彩楼

配》《玉堂春》《女起解》《雁门关》《御

碑亭》《宇宙锋》《虹霓关》等戏。梅

兰芳回忆：“外面的舆论，都说这次

新来的角色，能唱能做、有扮相、有

嗓子，没有挑剔。”

11月16日，王凤卿提携梅兰芳

第一次贴演扎靠戏《穆柯寨》，也是

他第一次唱大轴戏，效果甚佳，大受

欢迎。因而又动意排演头本《虹霓

关》，与二本《虹霓关》连演。梅兰芳

在头本中饰东方氏，二本饰丫环。

这种一人两角的演法，非常新颖，为

日后诸多旦角演员所效仿，从此开

创了京剧舞台上“一赶二”“一赶三”

演法的先例。

一个月后，原本演出合同期满，

但在丹桂第一台经理许少卿的盛邀

下，又继续演出半个月。梅兰芳为期

45天的第一次赴沪演出使得他身价

倍增，载誉返京遽然成为头牌旦角演

员。1914年秋冬之交，梅兰芳第二次

来上海，唱了34天的戏。此后，又连

续到沪演出，获得非常大的成功。

梅兰芳与申城的关系，首先是梅

兰芳得到上海不可或缺的最巨大的

帮助，意义非凡：青年梅兰芳在上海

演出的成功，确立了他的一流京剧艺

术家的地位，也改变了京剧演出的格

局，京剧从老生为头牌，逐渐转向青

衣为头牌。梅兰芳在上海接受新的

艺术观念、思路、思想后，扩展和发展

了他的京剧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比

如在剧本创作、灯光、化妆、服装设

计、伴奏音乐等方面有很大的改进，

同时适应观众的“听戏”转化为“看

戏”，增加了演和舞的分量。

梅兰芳赴美演出、赴苏演出，都

是从上海出发，乘船前往，回到上

海。上海为梅兰芳赴美演出提供了

三分之二的经费，举办了3次欢送会、

2次欢迎会。梅兰芳赴苏演出，上海

为其举办了1次欢送会、3次欢迎会。

当时，只有在上海，才能组织起这样

大规模的高规格的多次迎送会。

1932年冬天，日寇侵略华北的

气势嚣张，梅兰芳携家人迁居上海，

先暂住在上海沧州饭店，一年之后，

租下马斯南路121号（今思南路78

号）整栋带花园的房子。梅兰芳定

居上海时期的经历非常丰富：自

1933年在上海天蟾舞台上演了创编

新戏《抗金兵》《生死恨》。梅派京剧

艺术最重要的传承人、梅兰芳的第

九个孩子梅葆玖1934年3月29日在

上海出生，并在此完成梅派艺术的

传承工作。1936年，梅兰芳在上海

接待访华的卓别林，还请卓别林去

看了京剧《火烧红莲寺》和马连良的

戏。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

寇占领香港起，梅兰芳蓄须明志，息

影舞台。1945年11月，梅兰芳借助

昆曲在抗战胜利后于上海复出。

1948年，梅兰芳在上海拍摄第一部

戏曲电影——彩色片《生死恨》。

梅兰芳在沪结识了美术界的吴

昌硕，昆曲界的俞粟庐、徐凌云和俞

振飞。因为海派绘画巨擘吴昌硕赠

送的一幅梅花图，梅兰芳从此对绘

画萌发了极大兴趣，开始学画，一度

以作画谋生。在上海昆曲艺术家俞

振飞的帮助下，梅兰芳在昆曲领域

也成为顶级的艺术家，是“唱念做打

俱佳、文武昆乱不挡”的全才；他与

俞振飞合作演出的昆曲及其拍摄的

电影《断桥》《游园惊梦》等，是20世

纪中国戏曲史上标志性的重大艺术

成果。

梅兰芳在上海，对京剧和戏曲艺

术、对上海和中国文化也有着重要意

义。梅兰芳在上海的演出和他的上

海弟子，对申城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

荣作出了重大贡献。梅兰芳是京剧

艺术家中弟子最多的宗师之一，有

105个弟子。上海的梅派演员有著名

的京剧艺术家言慧珠、李玉茹、李丽

芳、童芷苓等。上海梅派弟子有李炳

淑、张南云、夏慧华、陆义萍，和史依

弘、郭睿玥、李国静、高红梅、田慧等。

一代戏曲大师与这座城市互为

影响的多重关系，值得不断研究。

文化的结晶，城市的名片
■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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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丹桂第一台签订的一份演出合同，是他

与上海深厚渊源的起点。 （图片由叶辰亮拍摄）

上海对于梅兰芳而言是一个新天

地。这个新天地可以用四个词形容：一是

大，城市体量大；二是多，娱乐品种多，戏

剧人口多；三是洋，市政设施洋，舞台设施

洋；四是新，思想观念新，艺术风格新。

来到上海以后，梅兰芳与一个新的

网络发生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新的网络

指两个方面：传媒与人脉。

晚清以后，上海成了全中国现代传

媒最发达的地方。无论是外国的报纸还

是中国的报纸，无论是中文的杂志还是

西文的杂志，上海都在全国占有很大比

例。晚清时期，上海出的新期刊，占全国

大约40%，到后来就更多了。

梅兰芳的艺术团队具有强烈的现代

意识，高度重视新式传媒。翻看梅兰芳

的回忆录，可以发现，他们一到上海，第

一个去拜访的地方就是报馆，申报馆、新

闻报馆、时报馆等。这些报纸对梅兰芳

宣传比较多，影响深远。

梅兰芳不仅重视中文传媒，也重视

与外国报纸的联系。我查阅过，在西方

报纸上一共有676篇与梅兰芳有关的文

章，有的讲述梅兰芳在干什么，有的介绍

梅兰芳艺术特点。1923年，梅兰芳接受

《上海泰晤士报》采访，专门谈对戏曲艺

术的理解。1924年，梅兰芳在西文报纸

上发布征求意见的专信，欢迎大家对戏

剧演出进行评论，所征集到的意见也在

报纸上披露。1926年他特地应邀去参观

《字林西报》，相关的报道记载得非常详

细。他还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与英国

领事馆、法国领事馆、美国领事馆、日本

领事馆等往来，宣传中国文化。与他来

往的，除了外国领事，还有外国商人、医

生、演员等。有一年圣诞节，他给外国友

人寄的贺卡就有240多张。

梅兰芳应邀赴美、赴苏演出访问是

在20世纪30年代，其实，在此之前，他就

有很强烈的中外文化交流意识，注意向

外国介绍中国戏剧。我们今天在理解梅

兰芳的成就时，不能光看他艺术造诣，还

要看到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作为文化

传播先行者，他自觉地学习英文。有记

录提到，梅兰芳的外文程度，达到能够看

英文杂志的水平。有外国友人把艺术类

英文杂志寄给梅兰芳，他自己看了之后

觉得哪一篇好，就叫秘书把它翻译出来。

讲到梅兰芳的人脉，我把它划分为

四个圈子：第一个是“文艺圈”，包括京剧

的、其他戏曲、艺术方面的、电影业的等；

第二个是“书画圈”，包括一些学者；第三

个是“社会圈”，包括企业家、社会名流；

第四个是“外交圈”。

梅兰芳来到上海，长期接触新的环

境、新的网络，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梅兰

芳是个善于学习的人，他不断学习、不断

改进，这就使他的艺术与精神双双达到

了新的境界。

需要强调的是，梅兰芳给予上海的影

响也很大，上海人要特别珍视、重视梅兰

芳在上海文化中的地位。梅兰芳出生、成

长在北京，成功、升华在上海。他立足本

土，放眼世界，对京剧进行创新性发展、创

造性转化，将京剧艺术推到了那个时代所

能达到的最好水平。凭借聪明睿智、敏锐

感知，他去灌唱片、拍电影、学习照相技术

等，接触各种新鲜事物。他处事敬，待人

厚，律己严，在民族大义问题上毫不含糊。

梅兰芳一生，所受评价多是温文尔

雅，说话轻声慢语。但据他的一位贴身

秘书回忆，梅兰芳发过三次火，有一次是

与上海有关，跟演戏有关。梅兰芳到上

海演出，市场火爆，剧团没有向他汇报，

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擅自涨了票价。

梅兰芳获悉以后，便找戏班子里面的人，

找他的秘书问明究竟。他说，你们总想

着要钱，眼里有观众吗？他原来对秘书

一向十分信任，因为这件事，好几天不和

他说一句话，非常光火。他光火，是因为

心里想着观众，想着他的事业，想着京剧

艺术质量。也正因为做事高度负责，他

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概括地说，上海对于梅兰芳的意义

就是：上海城市文化滋养、升华、成就了

梅兰芳，梅兰芳发展、丰富、提升了上海

城市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梅兰芳

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结晶，上海城市的文

化名片。因此，我们举办“梅兰芳在上

海”展览，研究梅兰芳与上海的关系，探

讨梅兰芳对这座城市的贡献，有着相当

重要的意义。

从“一代伶王”到“人民艺术家”
■ 刘祯（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

梅兰芳，20世纪一位伟大的京剧表

演艺术家。关于他的故事，大多着墨于

1949年之前，1949年之后涉及的不多。

事实上，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1年

梅兰芳去世，这十多年是他壮丽艺术人

生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没

有这段经历，梅兰芳就不能称之为梅兰

芳。这一时期，梅兰芳的视野格局，他的

思想和世界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确定了方向，知道自己的艺术为谁服务，

目标是什么。他完成了由杰出爱国的

“一代伶王”向有理想有信仰和高度文化

自信的“人民艺术家”的历史过渡。这样

的一种转变和升华，与时代发展及共产

党的领导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梅兰芳对新的制

度、新的社会、新的时代有一定了解之

后，对自己身份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位

——艺术劳动者，这也是他在入党志愿

书里所写的。梅兰芳于1959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而其对共产党较为深入的认

识，从上海解放开始。据福芝芳《回忆

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记载：“1949

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一天清晨，梅

兰芳就上街了，远处还可以听到隐隐的

枪声，在建国东路，他看到许多解放军

战士军容整齐，都睡在马路边。回家

后，他称赞共产党军队纪律好极了。”

紧接着，梅兰芳以极高的热情投入

到人民的戏曲事业中，先后担任中国戏

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和中国

戏曲学院院长等戏曲领域许多重要职

务，并马不停蹄地深入基层演出。其时

他已经50多岁，此前还有抗战八年的息

演，他却始终活跃在演出的舞台上，到全

国各地，为工人、农民和广大解放军指战

员服务，到抗美援朝前线，到福建前线，

慰问和鼓励那些最可爱的人。

他每个档期的演出，不是一天两

天，也不是一场两场，而是一个月、两个

月甚至三个月，且不是以他为招牌，而

是以他为主演。以梅兰芳1956年演出

为例，1月在北京，2月在南京，3月在泰

州、扬州，5月26日至7月16日在日本

东京、福冈、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

地，9月在北京，10月上旬在上海，10月

中旬在杭州，11月在南昌，12月在长

沙，1957年1月从长沙又直接到武汉，

受寒感冒，嗓音发哑，病休后又在武汉

演出，包括为武钢建设者作了两场慰问

演出，一直到2月25日回到北京。日本

回国后的这次浙、赣、湘、鄂演出，前后

持续达近4个半月，此时的梅兰芳已经

62岁，这需要具有怎样的精神和力

量。在各地演出，梅兰芳平易近人，他

提的唯一条件是，压低票价，希望让更

多的观众能够看到、看得起他的演出，

以致于许多售票点艰难维持购票秩序。

梅兰芳的入党志愿书写于1957年

12月，入党《自传》写了近万字，详细汇

报自己的经历、剧团、社会关系、家庭情

况及入党理由等。1959年3月16日，

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研究通过梅兰

芳为预备党员；3月23日，中国戏曲研

究院党员全体大会决议通过梅兰芳加

入中国共产党；7月1日，举行入党宣誓

仪式。

这一年，也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梅

兰芳新排了他1949年后第一个也是最

后一个新戏《穆桂英挂帅》。该戏成为梅

兰芳晚年一部代表作，在入党宣誓仪式

上，梅兰芳也讲到该戏的成功，“如果没

有党的领导和编导、剧团同仁以及文艺

界朋友们的大力帮助，我想把这个戏搞

好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梅兰芳最后之

十余年，真正从文化和理论两个层面明

确了“梅兰芳”的意义，他大江南北、城市

乡村、厂矿部队不遗余力地去演出，是一

种认识了艺术真谛和自我价值的回馈与

报答，所以他每到一地所迸发的民众“狂

欢”和热情，是艺术与观众最本原的交

流、融汇。

为什么是上海？
■ 周群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党总支书记、馆长）

1913年11月，19岁的梅兰芳首次来

沪演出，一炮打响，至2023年恰是110周

年。基于梅兰芳的艺术影响力和其自身

的人格魅力，尤其是促成梅兰芳成功的巨

大城市背景——上海，我们觉得很有必要

举办一场从上海城市切入的传统曲艺展

览。于是，2023年底，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从“上海”和“梅兰

芳”两个关键词入手，推出了“梅绽东方

——梅兰芳在上海”特展。

为什么是上海？上海这座城市的精

神品格与文化魅力是如何滋养梅兰芳的

艺术人生？上海这座城市的宽阔胸怀与

海纳百川的气度，是如何为梅兰芳创新京

剧艺术提供一片沃

土？上海这座城市

又如何吸引各方文

化名人与艺术大家

汇聚黄浦江畔，融古

求新、追求更新更好

更美的高度？上海

的魅力在哪里？对

于千千万万来这座

城市求职、工作、生

活和发展的人而言，

她的吸引力和魔力，

到底在哪里？“梅绽

东方——梅兰芳在

上海”特展，帮助我

们从历史的视野来揭开谜底。

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其盛名、

其品格、其情怀，恰与上海城市高度契

合。传统京剧在上海得到不断丰富，这种

时代、文化与精神品格在梅兰芳的京剧表

演艺术中凸显。梅兰芳来到上海后，看到

新式的技术、舞台和灯光，他到各个戏馆

去观摩，去新式剧场“新舞台”观看时事新

戏，也观看春柳社演出的话剧。那些灵

活、新颖的舞台装置、灯光效果和表演技

巧等令他倍感新鲜。城市蓬勃的商业气

息与多元包容的海派文化，带给他无限的

创意，更提供他借鉴、学习的案例。在与

申城相伴的几十年里，梅兰芳带领戏曲艺

术走出国门、蓄须明志、迎接解放并焕发

新生，都与上海这座伟大城市呼吸相连、

相互映射。可以说，上海成就了梅兰芳，

上海成就了传统京剧的创新，上海也打开

了梅兰芳新的人生世界，也开辟了他艺术

求索之路的新天地。

梅兰芳是6000年上海历史中的一个

缩影，是这座城市中一个有情有爱有节的

上海人。6000年前，来自苏南浙北最早

的一批上海人，在东海之滨的上海，耕种

孕育，披荆斩棘，马家浜文化时期留下了

上海居民最早的历史痕迹；随后上海出现

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成为早期国家形

态与社会结构的重要节点；此后，中国南

北文明与人群在广富林文化与马桥文化

中传承、交融、碰撞；从青龙镇到松江府，

从董其昌到徐光启；从云间溢彩到沪滨扬

帆、融入世界；从一群年轻人在这里创建

中国共产党，到今天伟大的新时代，上海

因其“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

气谦和”的城市精神，不断开创着国际文

化大都市建设新局面。

上海，可以带给我们6000年历史的

文化自信；上海，可以传承我们6000年南

北东西文化的滋养；上海，6000年孕育的

强大城市精神品格散发着强大吸引力与

无穷魅力，让“近者悦、远者来”，为美好生

活、精彩人生、心中梦想而奋斗努力。开

放、创新、包容的特质，吸引了包括梅兰芳

在内的许多人来到这片沃土，在此激荡、

碰撞、融合、创新，成为上海新的一分子，

成为让我们一同骄傲的东方之子。

梅兰芳曾在上海，还有无数个“梅兰

芳”正在上海，并继续创造着新的奇迹。

欢迎来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

博物馆）欣赏“梅绽东方——梅兰芳在上

海”特展，解读这座伟大城市的基因密码。

梅
兰
芳
与
上
海
结
缘
，意
义
非
凡

■

周
锡
山
（

上
海
艺
术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