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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漫说吉祥戏《龙凤呈祥》

聊赠一枝春
我家门前有几株梅花，孩子急匆匆跑过来，

告诉我，梅花开了。我笑笑，知道她不光是在说

这几株梅花，还是在说化安山龙虎草堂的梅

花。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去那里赏梅。

黄宗羲的墓畔有大片的梅花，层层叠叠的，

煞是好看。我们去，总是在年末，有时候天气晴

好，有时候寒风凛冽，有时候正好遇上飘雪，有

时候甚至凄风苦雨，也不管那么多。到了那里，

心就静了。有一年，车上正好带着小提琴，她还

拉了一会儿琴。这里几乎不会有什么游客，但

我们依然年年来。

黄宗羲作为抗清志士，曾“濒于十死”，他写

有一篇《怪说》：“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

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二、三，绝气

沙坛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

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之后，他隐居化安山中

龙虎草堂，专事著述，厕身儒林。其生存环境之

困苦，见于黄宗羲《山居杂咏》数首，七世孙黄炳

垕《年谱》中说“读之横身苦楚，淋漓满纸者

也”。选录其二：

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
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
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
间胜著多。

谁说山中事事胜？山中静夜忒能憎。老人
欬笑寻群麂，寡妇呻吟吼虎鹰。斜月萧条千白
发，乱坟围绕一青灯。不知身世今何夕，生死缘
来无两层。

读此可知黄宗羲当时的心境，真是一片孤

寂。他说“乱坟围绕”，其实是他的父亲黄尊素

被赐葬于此，这里也埋葬了他的儿、孙——阿

寿、阿迎，他们在他的诗中一再出现，比如《至化

安山送寿儿葬》《再入化安山送子妇孙氏葬》《上

寿儿墓》《寒食哭寿儿墓》，在《哭女孙阿好》诗中

说：“廿载伤心自寿迎，那堪阿好又凋零……”另

有《剡中筑墓杂言》十一首。在迫于形势，有家

不能归的几年里，丙舍龙虎草堂，成了黄宗羲的

存身之所。当然他和此地的渊源，则是来自父

亲黄尊素。

黄尊素有一篇《两游剡湖记》，他引曾在此

读书的谢迁的说法：“大山之麓，环拱周匝，溪流

汩汩有声。下通于江，山水所汇，渟而为湖。人

以其景物之胜，拟诸剡溪而名之。”黄尊素对这

个地方情有独钟，两度游览。第一次他到了化

安寺，“荒址依然，青草芊芊”，“以为剡湖之胜尽

矣”。后来又来了一次，“徘徊其间，遥见樵人度

岭，迹之，忽辟一高下原隰，两山夹出，有山家，

鸡犬鸣嗥丛薄”。“余摄衣更进，峰峦忽绝，阧出

奇岩，石壁嶙峋插空攫虬踞虎者，未必在赞皇、

奇章所品之下”。“又进数武，幽壑盘松，涛声骤

起，山鸟鸣其颠，似嘲似傲”。他总结道：“夫四

明山二百八十峰，东连句章，西带始宁，南接天

台，北包翠竭，中峰最高，上有四穴若开户牖，以

通日月之光，故号四明洞天。所谓剡湖之山，不

过四明北面七十峰之一耳。计此二百八十峰

者，峰峰各有其胜。一峰尚待今日，余峰未知更

待何日乎！”所以最后他的结论是：“余家四明，

尚且有待，况于天下名山之广乎！以此知人之

学问未有穷尽。”

现今此地地名是十五岙，刚来这个地方时，

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会叫这么一个古怪的

名字。读过黄尊素这篇，才知是“剡湖岙”的俗

称，至少土音相近。黄宗羲《四明山志》有一首

《剡湖》诗：

剡湖曾是宋名邨，故老云亡孰讨论？犹喜
霜风吹不尽，尚留玉箸在藤门。

诗末有注：有“剡湖古迹”四字，为秘图山人

杨珂所书。

我们游览此地，往往也会犯黄尊素一样的

错误，一般只是拜拜黄宗羲的墓，在龙虎草堂看

看这片梅花，或到复建的化安寺，最多可能在阳

明温泉休闲一番。其实这只是岙口，向内探索，

才有奇遇。黄尊素说“有山家”，是一个被叫作

“孙郎埠”的地方，在黄宗羲《吾悔集》中有一首

《至孙郎埠山庵》：

轻云和日闰中秋，病起聊从山院游。板屋
未名犹待我，鳌峰有记至今留……

孙郎埠这个山村至今尚存，依然是叫这个

名字。从公路横岔进去，到一小村，路越走越

小，最终只剩古道，一边是“幽壑盘松”的山林，

一边是道旁的几户人家。真正居住的却只有一

户老人家了，孙郎埠一号。他家的视野极为开

阔，高高盘踞于古道边。到他家，要走过一段石

梯，奇特的是，这段石梯凌空，横插于用石块垒

砌的房屋道地基础上。往下可到溪边，往上就

是他家，房子只剩下两三间“板屋”。老人家身

着中山装，貌状奇古，见我们来，极为热情地招

呼我们。问这问那，说起我们从浒山来，他说年

轻的时候到过，好像还有亲戚。老人家年近九

十，牙齿都快掉光了，但精神很好。去的次数多

了，他把我们当作了浒山的亲戚。我们买了石

门村的水碓年糕，给他也捎上两板。临走他执

意要给孩子红包，我们当然不会要。他站在门

口，目送我们离开，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再往里走，就没有山家了。只有一条古道，

一边是溪坑，水声轰轰，一边是古木，云柯参

天。大概一里路，就到我们的目的地，化安山双

瀑，上边是一道，到了中间，被岩石阻隔，接着分

作两段，仿佛有三道水流挂在半空。所以也被

叫作撺水、川水，两种写法都有。光绪《余姚县

志》卷二《山川》载：“化安山在县东南二十里，古

之谓剡中，有撺水，宋《会稽志》所谓化安瀑布

也，其流悬空而下，有石隔之，分为二道，各十余

丈，汇为池，曰喷珠池。瀑布之上有草亭……”

黄宗羲也很喜欢这个地方，在《二欠诗》中，

他说：“昔住双瀑院，烟火无交涉。”自隐居龙虎

草堂后，多次与到访问学的弟子、门人、友人游

览双瀑。比如《与邓起西晦木芝连祝三儿观双

瀑次韵》：

剡中自古记名山，奇地穷搜双瀑间。萱草
溪边香碓急，明珠影里墨池闲……

诗末注：瀑布下为喷珠池。瀑布飞冲而下，

溅起碎玉无数，称为喷珠池，再合适不过。

另一首《何伯兴雨中至龙虎山见赠次韵》：

凄风苦雨郭门东，何事烦君入剡中？岁晚
梅花方烂漫，老年诗句堕空濛。不知谁启双乌
石？亦有横飞两白龙。只算寻山来到此，岂辞
一夜寄鹅笼。

诗中小字夹注：东坡《庐山开元寺》诗“飞出

两白龙”，言瀑布也，敝山亦有双瀑。言语间可

以读出黄宗羲的自豪，和对这个双瀑的喜欢。

另有一首《岁尽出龙虎山》：

辛辛苦苦一茅堂，谁料迁移又不常。齑瓮
鲤鱼稍数尺，熬盘蝼蚁脚千忙。梅花送我斜阳
下，瀑布留人道路旁。满目凄凉风景处，三年赖
此不凄凉。

黄宗羲不断在诗中书写双瀑。甚至在《汰

存录》自署“双瀑院住持”，在《今水经序》落款：

甲辰除夕双瀑院长黄宗羲书。这成了他的名

号。其实如今是有公路直达双瀑底下的，但我

们更愿意走一走这条古道。因为有亲人一样的

老人家在。我也知道这条通往双瀑的路，黄宗

羲曾经一样走过，至今都没有什么变化，我们面

对的是一样的景观。

当然不变的还有墓畔的梅花（下图）。黄宗

羲曾写有数首《梅花》诗，“尝读梅花多好句”，甚

至有一次“七夕梦梅花”，用一首长诗记录了梦

境。关于化安山这片梅花的来历，黄宗羲有一

篇《梨洲末命》，文中他细细交代后事。主张不

用棺椁，只要安放石床，“不可用纸块钱串一毫

入之”。他还规定了祭祀的方式，一切从简。最

后说：“凡世俗所行折斋、做七，一概扫除。来吊

者五分以至一两并纸烛，尽行却之。相厚之至，

能于坟上植梅五株，则稽首谢之。”他还补充道：

“有石条两根，可移至我圹前，作望柱。上刻：

‘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

传文。’若再得二根，架以木梁，作小亭于其上，

尤妙。”所以前来凭吊的人，只要植梅就好，他爱

梅花入骨。黄宗羲的弟子李暾曾亲手栽种梅

花，他曾有诗：

栽遍梅花十载心，蹉跎不觉到而今。忙归
西子湖边履，来听南雷树上禽。触露衣沾青草
湿，负锄手种白云深。千年碑碣传高节，不独孤
山处士林。

于是化安山龙虎草堂，就此成了胜迹，吸引

一代一代人过来探访、凭吊。日本阳明学学者

地主正范有一篇《王阳明遗迹考察别录》，有一

节专门访问黄宗羲墓的记录，他感叹道：黄尊

素、黄梨洲父子同为明朝义士，但是儿子的墓被

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父亲的墓却破败而

无人问津。

如今我们访问的墓园，连同梅花，都被保护

得很好。

我有一位北方的朋友，每到冬季，都会想念

这片梅花，都会问我化安山的梅花开了吗。大

概十年前的春节，我带着一袋子的梅花，一路高

铁，去看她。也算是跟南北朝的陆凯一样，“聊

赠一枝春”了。

附记：
2024年2月4日立春草成此文，于次日再访

化安山。特意先走古道到孙郎埠一号，山野双

瀑景物依旧，但人去屋空，道地长满了野草，大

门开着，厨房山墙也倒塌了一片。日历定格在

2022年6月6日。有一张老年人优待证，显示老

人生于1933年，姓名黄根弟。

京剧《龙凤呈祥》演的是三国时孙刘结亲的

故事。《三国志》是史书，已经有影子了；到了小说

《三国演义》，故事就成型了。戏曲演绎这个家喻

户晓的故事，也有好几百年的悠久历史了。清代

杨柳青“戏出年画”的很多作品都是《龙凤呈祥》

的衍生之作，如“东吴招亲”“甘露寺”“龙凤配”

“回荆州”等，足见脍炙人口，妇孺皆知。

清代乾隆朝有位著名文学家袁枚，作了首

《孙夫人》诗：“刀光如雪洞房秋，信有人间作婿

愁。烛影摇红郎半醉，合欢床上梦荆州。”吟咏的

就是戏曲演绎的孙刘结亲事。这个戏在民间经

年累月地演，世代积累，历久弥新，汇集了许多老

百姓的智慧，是很接地气儿的。过去里面的几个

折子戏常单演，包括《甘露寺》《美人计》《回荆州》

《芦花荡》，大约在清后期整合成一出大戏，具体

时间，已难详考。

《龙凤呈祥》是一出经久不衰的好戏，我们说

新春唱大戏，此剧最合适。为什么呢？首先是图

个吉利。剧名本就吉庆，戏既热闹，又有喜剧因

素，观众看了皆大欢喜。正如剧中人刘备、孙尚

香入洞房时所念：“龙凤呈祥非偶然，千里姻缘一

线牵。”又如月老乔玄所颂：“天上生瑞彩，人间配

鸾凰。”何等吉祥如意！

《龙凤呈祥》可称“拴角”大戏，行当齐全，

生、旦、净、末、丑全有。看戏看什么？就是看角

儿。《龙凤呈祥》是最能“拴角”儿的好戏。民国

时，马连良的扶风社最常演，但普通戏班演出就

不多了。因为这是群戏，阵容不整齐，缺少“四

梁八柱”，演出来就没效果。不妨掰着手指算一

下行当：

老生：刘备；乔玄；鲁肃；诸葛亮；

武生：赵云；

小生：周瑜；

青衣：孙尚香；

老旦：吴国太；

净（花脸）：孙权；张飞；

丑：贾化；乔福。

这里面，能出彩的角色，就超过十个，所以大

有看头。过去梨园行在农历年末有演大义务戏

的传统。什么叫义务戏呢？简单说就是义演。

年关时举办梨园义演，票房收入都拿来救济贫苦

同业，是谓善举。因为《龙凤呈祥》可把诸多好角

儿安排在一起，名角如林，既叫座，又叫好，故安

排这出戏就算是“放大招”了。京剧里还有一些

耳熟能详的群戏，如《四郎探母》《群英会 · 借东

风 ·华容道》等，但细究起来，行当的齐全就不如

《龙凤呈祥》了。因为《探母》没有武生、花脸，

《群 ·借 ·华》则无旦角。

我们说，要致敬传统，致敬前辈艺术大师。

演《龙凤呈祥》最好的搭配，可戏称为“绝绝子”。

不妨排排“三大贤”时代演这个戏的最佳阵容。

梅兰芳的孙尚香，雍容华贵，仪态万方，无人可

比。“武生泰斗”杨小楼演赵云，不作第二人想，举

手投足，皆是大将风度。王凤卿的刘备，汪派路

数，高亢嘹亮，更因与梅、杨长期搭档，有默契，故

出彩。马连良饰乔玄，最有名，一段西皮唱腔“劝

千岁杀字休出口”，脍炙人口。相亲一场的念白，

堪称马派道白中的佳构。余叔岩演鲁肃，负盛

名，戏虽短，就几句散板和念白，但名贵、讲究，有

俏头儿。此外，龚云甫的国太、钱金福的张飞、朱

素云的周瑜，都是大方之家，众星拱月，珠联璧

合。如果由南方的名伶演，比较标准的安排，是

麒麟童（周信芳）的前乔玄、后鲁肃，盖叫天的赵

云，赵如泉的张飞，林树森的刘备。总之，此戏的

名家组合有多种，“排兵布阵”奥妙无穷。虽然南

北演法不同，但也可实现“南北合”，譬如梅兰芳

与麒麟童、盖叫天等就多次合作过。1947年9

月，海上闻人杜月笙氏六旬寿，举办盛大义演，名

伶云集，《龙凤呈祥》是必演的，阵容堪称豪华：梅

兰芳（孙尚香），谭富英（刘备），马连良（乔玄），麒

麟童（鲁肃），李少春（赵云），袁世海（前孙权、后

张飞），叶盛兰（周瑜），李多奎（国太）。

《龙凤呈祥》是三国戏里绝妙的题材，首先剧

情就有看点，很多小地方能令观众会心一笑。今

天常听到骗婚、骗彩礼的新闻，此剧岂不是古代

骗婚？孙权、周瑜合谋，以孙妹尚香作钓饵，施美

人计，但没想到弄假成真，赔了夫人又折兵！刘

备“深入虎穴”，不但毫发无损，还娶了美娇娘，真

赚大发了！皇叔得了这么大的便宜，后来靠什么

全身而退呢？靠的是诸葛亮的三个锦囊妙计。

这些桥段，老百姓最爱看啊！

戏里的很多细节令人莞尔，极有趣。刘备刚

到东吴，按诸葛亮的指引，先去拜访乔国老，送了

厚礼，乔国老过意不去，就回赠了刘备“乌须药”，

让刘备在相亲前染发染胡须。这招真管用，吴国

太一下子就相中了刘备。别说《三国志》，连《三

国演义》都没这细节。如此生动的一幕，文字难

表，但戏曲演绎出来，就让人觉得逸趣横生了。

甘露寺“相亲”一折，舞台上形成个小高潮。

吴国太、乔玄、孙权、刘备等人都在台上，但各怀

心机。吴国太是一本正经地为女儿相看女婿，尽

母亲的职责；刘备就像孔雀开屏一样，使出全身

解数，尽力展现，希冀老国太能看上自己；孙权则

是一心要杀刘备，安排了伏兵，但又忌惮母亲，不

敢轻举妄动；乔玄收了贿赂，变着法儿帮刘备说

好话……请看，满台人物，“各怀鬼胎”，好复杂、

好纠结，甚至可以说东吴的各位“精神内耗”很严

重啊！刘备在国太面前“表家园”，从汉室宗亲说

到桃园三结义，刘、关、张外加赵云，他唱一小段，

乔玄就附和夸一通，而孙权则在一旁表现出强烈

的不屑，加以讥讽，然后又有老国太站出来管儿

子，几个人来往交锋，唇枪舌剑，暗藏机关。这场

戏唱腔好听，念白接口严丝合缝，再加上负责插

科打诨的“草鸡大王”贾化，自然而然就唱热了剧

场，煞是好看，台上台下，欢笑一片。

后面的“洞房”一折也是“风光旖旎”。戏里

的刘备很不堪，甚至有点猥琐、滑稽。孙夫人“不

爱红装爱武装”，其实是有历史依据的，《三国志》

就那么写了。洞房里排列刀枪，而半生厮杀的刘

备，居然不敢进入，一定要让新媳妇撤去刀枪，才

敢进去圆房，颇令人开怀一笑。杨柳青年画“龙

凤配”的主题亦有多幅表现刘备“洞房见兵”，可

知此情节是老百姓特别喜闻乐见的。后来，刘备

贪恋美色，缠绵深宫，竟不想走了，还在新太太面

前下跪求援，真是出尽了洋相。开句玩笑，刘备

不爱江山爱美人，彻底“躺平”了。这不正中孙

权、周瑜的下怀么？但所有的一切，早被料事如

神的诸葛亮料到，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刘备到底

要以天下为重，在智囊孔明的“遥控”之下，终于

带着新夫人，由赵云保驾，堂而皇之地开溜了！

从表演上看，后面的“跑车”又形成一个高

潮。这其实是刘备、赵云带着孙尚香一起逃跑

啊。当年梅兰芳常与杨小楼、王凤卿合演。过去

老说三个人跑，其实不够确切，刘、赵骑马，而孙

是坐车，故还有车夫。中国戏曲讲究虚拟性、写

意性。怎么表现孙尚香坐在车里呢？不可能真

车上台呀。戏曲的处理是，车夫双手擎着两面杏

黄色的旗子，上面画着车轮，孙尚香站在其中，两

手扶旗，就表示坐在车上了。

“跑车”简单讲，就是跑圆场，又叫“编辫子”，

很形象，意思是赵、刘、孙（孙与车夫如同一体）在

舞台上，穿插着交换位置，跑八字形。在“望家

乡”的铿锵锣鼓声中，三个人外加车夫，于氍毹上

如穿花蛱蝶，快而不慌，绕而不乱，翩若惊鸿，宛

若游龙。台下则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四个人想

要演出那种疾走如飞、回环往复的美来，非一日

之功，难度颇大。请问这里谁最难？答曰：孙尚

香。因为旦角是小碎步，跑也得是小碎步，要表

现出女性跑起来的那种风摆柳般的美来。刘备、

赵云骑马，舞台上呈现则是大步流星，故几个人

的节奏感、协调性非常重要。更麻烦的是，孙尚

香边跑还要边唱快板，脚下须快似生风，唱腔须

圆润稳健，如果弄得乱作一团、气喘吁吁，那就算

是“露怯”了。

据梅兰芳回忆，杨小楼的赵云，唱“要学关公

过五关”，“学”字用嘎调，得一满堂好；然后“四击

头”的锣鼓中马鞭和枪在一起耍，转身使“蹦子”，

面朝里单腿亮相，稳如泰山，又是一个满堂好；再

加上几个人“编辫子”的满堂好，交相辉映，就演

出了戏的最高潮。

遗憾的是，杨小楼、梅兰芳再好，也只能“翠

华想象空山里”，“空劳牵挂”而已。说起《龙凤呈

祥》的存世录像，最早也是从“文革”后才有的。

张君秋、高盛麟、袁世海、王金璐这辈名伶，已有

录像传世。我最难忘的《龙凤呈祥》，是1990年底

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振兴京剧观摩研讨大会

开幕时众多名家合作的。那晚有中央台的全程

直播，故记忆犹新，诸多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

张君秋真的老了，虽然唱一句一个好，但明显力

不从心，到了最后几句念白，拙涩吃力，真为他惋

惜。“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此之谓

欤？王金璐的赵云，起霸真好！杨派大武生，典

型犹存。一个意想不到的舞台事故，竟出在老伶

工袁世海身上。戏已临近结束，袁的张飞是压台

人物，他使出看家本领，生龙活虎，动如脱兔；然

而，在念最后一句定场诗时，一低头，还没等到甩

甩发，居然掭了头，整个渔夫帽、甩发全掉了，尴

尬地露出光头来！剧场哗然，电视机前的我，也

惊得目瞪口呆。袁毕竟是老角儿，“处乱不惊”，

在韵白声中，突然来了句标准的京片子：“对不

起，我勒头！”踱方步从容下场，大幕匆匆拉上！

那时已近午夜，但直播竟没有掐断，更无插播广

告之说。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焦急地等

待。我想彼时全国的观众，很多和我们心情一

样。最有趣的是，此时的镜头还切到观众席，给

了不少国家领导人的镜头，他们面带笑容，气定

神闲，既无人退场，更毫无责怪之意。过了好一

会儿，锣鼓响起，大幕重开，张飞二度登场，又是

掌声雷动！袁世海删繁就简，演了第二回，该有

喝彩的地方仍是满堂好，不愧斫轮老手！

据袁世海后来的自述：

演出结束，观众们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中
央领导上台祝贺演出成功，并合影留念。领导同
志在和演员们握手时，反过来安慰我，都笑着说：
“这不赖你，彩条子没掉（彩条子由自己勒），掭头
是盔箱的责任，不要紧。”还说：“精神真好！一点
儿也不像这么大岁数！”这些话说得又温暖又亲
切。真没想到，中央领导同志不仅如此爱京剧，
而且懂京剧，这么体贴入微地关怀文艺工作者，
使我感动不已！

三十余年过去了，这件事不但成为戏曲史

上的“名场面”，更可谓是一桩文艺史上的佳话

美谈！

现在是短视频时代，又有热心的网友把许多

孙尚香“跑车”的视频剪辑出来，放在一起鉴赏。

有个视频标题很有趣，叫“《龙凤呈祥》京剧名家

互相飙车哪家强？”。比来比去，居然还是花甲之

外的张君秋跑得溜、唱得稳，面不改色，神色自

若；相比之下，一些年轻的角儿既跑不起来，唱腔

更听出了气短声飘。平心而论，做工不是张派最

擅长、最突出的，但和晚辈相比，君秋先生的圆场

功明显扎实许多。这里除了脚下稳，手臂也很重

要。一个很见功力的细节是，张君秋跑起来，两

边的旗子如臂使指，始终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

彩旗摇曳，颇显风姿。后辈演员多难以做到，旗

子东倒西歪者也有。

前两年，“咪咕视频”曾找到我，作为嘉宾，讲

解国家京剧院名家于魁智、李胜素等主演的网络

版《龙凤呈祥》。所谓“云大戏过大年”，亦即春节

时通过网络观看大戏。于、李是当今京剧的黄金

搭档。我清晰地记得，1987年首届全国青年京剧

演员电视大赛时，我在爸爸的办公室观看于魁智

的表演，那时彩色电视机还不多见，印象深刻。

一晃数十年，于魁智都年过花甲了。2021年6

月，在北京的长安大戏院举办“甲子之约”，于魁

智和几位1961年出生的同龄艺术家联袂演出了

《龙凤呈祥》和《失街亭 · 空城计 · 斩马谡》，开票

没多久，就秒空了。我的一个学生，因没买到

票，事后还向我表示遗憾。这很能说明问题，可

看出于魁智等一批艺术家，在观众中的号召力

和影响力。李胜素的气质温婉，适合演梅兰芳

派。梅派其实最难演，因为特点是平正中和，

“通大路”。换句话说，就像写毛笔字，笔笔中

锋，已入化境。表面看，梅派没明显特色，但没

特色实即最大的特色，所谓一切皆顺、皆圆。任

何时候，李胜素在台上都是款款的，大气的，楚

楚动人的。于、李二位是当今颇多戏迷观众心

目中的YYDS，真有票房实力，这最难得。但他们

之后呢？谁能“接盘”？还有这样的金牌组合

么？全国的“青京赛”在停办十年之后，2023年央

视开启了新的“青京大会”，这其中当会出现冉冉

升起的新星吧！我们期待着。

今天老说“文化自信”，请问自信从何而来？

又如何树立？我理解，首先要寻根，通过守望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来建立一种普遍的

认同，而戏曲是中华民族的“乡愁”。已故著名导

演郭宝昌出了本《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

哪儿》，我想《龙凤呈祥》就是京剧里最具代表的

“了不起的游戏”。期待朋友们，在新春佳节观看

《龙凤呈祥》，因为“不入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何况，龙年看龙字头的好戏，更是讨个彩头，不但

应景，而且吉利！

历代名家都演过《龙

凤呈祥》：马连良饰乔玄，

张君秋饰孙尚香，李胜素

饰孙尚香、于魁智饰刘备

（自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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