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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2003 年研究梅兰芳之成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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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梅兰芳作为一位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大师，对中国近代  戏曲

的发展做出了最具代表性的巨大贡献，从 1913 年至今，有关对梅兰芳本人及

其在各方面的影响所作的研究从感性层次的评论发展到学术层次的观照，一直

没有停步。本文仅对 1913 年—2003 年研究梅兰芳的成果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分为新中国建立之前的梅兰芳研究、新中国建立之后十七年的梅兰芳研究、

“文革”后的梅兰芳研究三个阶段，客观地审视这九十年间梅兰芳研究的得与

失，并提出对 21 世纪梅兰芳研究的展望，以此希望能够有助于加强对梅兰芳

大师以及对整个戏曲本体的认识。  

  

 

  在中国近代戏曲史上，恐怕再没有哪一个演员的受关注程度能够超过梅兰

芳了，作为一位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由于他在艺术甚至超过艺术领域所作的

贡献和构成的影响，他的名字几乎可成为整个中国近代戏曲表演艺术的代名

词。正因为他在精神领域做出的贡献如此之大，对他本人及其在各方面的影响

所作的研究，则是非常必要的。20 年前，吴晓铃先生在《应该有一部〈梅兰芳

传〉》一文中提出：“我们是多么企盼着能够出现一部《梅兰芳传》，一部

《梅兰芳论》，一部《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一部或多部这类的著作呀！哪

怕是一部或多部《梅兰芳文献长编》、《梅兰芳年表》、《梅兰芳年谱》以及

《梅兰芳身段谱》、《梅兰芳扮相谱》、《梅兰芳指法》、《梅兰芳歌曲谱》

和《梅兰芳演出剧本全集》之类的导乎先路的资料性编纂工作呢，都是迫切需

要的，而且这与个人树碑立传毫无关系，这是关系我们民族文化的大事因缘，

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1]强调要对梅兰芳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事实

上，从 1913 年至今，有关对梅兰芳的研究从感性层次的评论发展到学术层次

的观照，应该说一直没有停步。下面仅对 1913 年—2003 年研究梅兰芳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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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客观地审视这九十年间梅兰芳研究的得与失，希望能够有

助于我们加强对梅大师以及对整个戏曲本体的认识。  

                    一、新中国建立之前的梅兰芳研

究  

  有关梅兰芳何时成名的问题，学术界的具体看法不尽相同，但一般认为在

1913 年，梅兰芳首次赴沪演出，在著名须生演员王凤卿的提携下，以正工青衣

戏和应工刀马旦戏的精湛表演征服了当时的上海观众，从此一炮打响，红遍南

北。如今笔者所能找到的，最早开始研究梅兰芳的专著是由逋仙编辑的劝业场

缥缃馆 1913 年出版的《梅兰芳》，汇辑了逋仙、实甫等人为梅兰芳撰写的小

传、诗文、剧目评论，以及梅在上海演出的消息、剧目表等等，严格说来是一

部最早的有关梅兰芳艺术的评论集；最早的论文是 1913 年 11 月 25 日发表在

上海《歌场新月》[2]月刊第一期上，署名为阿严的《梅兰芳之〈武家

坡〉》。可以说，至迟在 1913 年，作为青年旦角演员的梅兰芳已经开始受到

文人观众的关注，并见诸文字了，之后至今九十年的梅兰芳研究也就由此拉开

了序幕。  

  1913 年到 1949 年的梅兰芳研究与梅兰芳本人的艺术实践发展密不可分，

专著有《梅陆集》[3]、《梅兰芳》[4]、《梅欧阁诗录》[5]、《梅兰芳专

集》[6] 等，多为论述其表演成就、赞颂表演技艺与介绍演出剧目等内容的

文集，尤其是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艺术的发展正处在以名家辈出、流

派纷呈为特点的第二个高峰期，梅兰芳与同时代其他的优秀演员一样，都可以

说是当时流行时尚的代表人物，自然受到公众瞩目，对梅兰芳的评论文章与专

集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他本人在艺术上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提高。这个阶段还

出现了《观梅兰芳者心理上之研究》[7] （马二先生）、《梅剧与新剧之区

别》（春柳旧主）[8]、《梅兰芳之艺术谈》（人天）[9]、《现在中国艺术化

的梅兰芳》（佛）[10]、《从梅兰芳说到群众心理的变迁》（豁公）[11]等文

章，从文题来看，已经不仅局限在具体剧目的评价方面，进而开始探索相关的

艺术规律，这都为日后进一步系统开展梅兰芳研究开了一个好头。  

  1930 年 8 月，上海的《戏剧月刊》[12]以“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为名，

举行了一次有关梅、程、尚、荀的征文活动，此活动历时数月，共收到参评稿

件 70 多篇，如今在论及早期四大名旦成就的全面概括与比较的材料，一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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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曾刊载于《戏剧月刊》第三卷第 4期的前三篇论文，作者分别是当时的剧

评家苏少卿、张肖伧、苏老蚕，其中以张肖伧与苏老蚕的“量化打分表”最有

影响。如果说 1927 年《顺天时报》发起的“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还

只能表明当时观众对几位梅、程、尚、荀、徐几位旦角艺术家主观喜爱程度的

话，那么 1930 年的征文活动，不仅可以视作是对梅兰芳及其他三位名旦的第

一次以比较为主要方法的集中研究，并且用量化的指标，相对客观地明确了梅

兰芳无可争议的“四大名旦”排名第一的地位，具有特殊的意义。  

  1930 年访美演出获得成功以后，梅兰芳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影响日见声

隆，公众对其的关注程度也与日俱增，评论与研究文章在论述的深度与广度上

也有了新的进步，不过最为突出的是两部梅兰芳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与艺术实践

的专著得以问世，即《梅兰芳游美记》[13]与《梅兰芳艺术一斑》[14]，他们

的作者和创意者都是梅兰芳创作集体中的一号人物——齐如山。《梅兰芳游美

记》详细记述了梅兰芳这次活动前的筹备情况和到美后的活动安排，以及美国

各界人士的欢迎盛况，齐如山作为梅访美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书中引证的均为

第一手资料；《梅兰芳艺术一斑》是为配合梅兰芳赴欧演出活动编辑而成，齐

如山从发音、动作两方面，介绍中国戏曲艺术的构成及梅兰芳表演艺术的特

点，并以梅兰芳的身段、手式为图例，介绍戏曲旦角的身段方式。在此之前，

对于京剧表演艺术，甚或戏曲表演艺术，还极少见到如此系统总结归纳的著

作。日后，学术界提出建立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体系与“梅兰

芳学”的动议，在源头的追溯上，不管怎么说，齐如山所做的工作，无论是在

资料积累，还是创意策划方面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直到今天，众多画册所印

刷的诸如梅兰芳身段与手式的图片与命名，大多都是直接来源于《梅兰芳艺术

一斑》的配套印刷品。  

  值得指出的是，抗战八年，梅兰芳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但有关对他艺术

的研究总结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从 1937 年到 1948 年，依然有《欧阳予倩与梅

兰芳》（不才子）[15]、《梅剧如右军书法》（尤半狂）[16]、《观梅兰芳之

〈生死恨〉后》（余传道）[17]、《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苏少卿）[18]、

《梅与程》（郑过宜）[19]、《梅兰芳之三十年舞台生活》（了公）[20]、

《再访梅兰芳》（丰子恺）[21]等文章的发表，对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与个人追

求作进一步的阐发；梅兰芳自己在此期间也有《旦角之化装》[22]等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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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其本人在艰难的形势下，也依然没有停止对艺术的探求与总结；抗战胜利

后，更有两篇较为著名的传世文章《登台杂感》[23]和《我理想中的新中国》

[24]发表[25]。  

                   二、新中国建立之后十七年的梅兰

芳研究  

  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是在 1949 年以前的 45 年中[26]逐步成长的，因此，

1949 年以前有关对梅兰芳的研究成果尽管相对比较丰富，但毕竟也有一个随着

艺术家本人的成长而不断总结提高的过程，除齐如山的著作外，一般呈较零散

（不够全面系统）的特点。1949 年以后，劳动人民推翻头顶的三座大山，作了

国家的主人，梅兰芳也由旧时代的戏曲艺人转变成了深受党和人民热爱的人民

艺术家，此时，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在经过近五十年实践经验的积淀后，臻于成

熟。对于梅兰芳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在理论上的研究、总结、归

纳开始走向了新的阶段。  

  本阶段研究的主体主要是由三个群体的作者构成的，一是由佐临、张庚、

龚啸岚、张梦庚、胡沙、马少波、何为、曲六艺等为代表的新文艺工作者们，

他们主要以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武器，具体分析梅兰芳演剧活动的思想内容和

艺术成就；二是包括京剧在内各剧种的戏曲演员，他们从各自与梅兰芳的合作

及观演的角度出发，表达对梅兰芳表演艺术与为人的个人体会；三是梅兰芳本

人及其创作集体（以许姬传、许源来为主），有意识地进行合作，开始系统地

回顾梅兰芳本走过的艺术道路，并对戏曲艺术发展的历史与未来的方向提出个

人的思想倾向，为进一步的理论升华作着充分的准备。换句话说，这一阶段的

梅兰芳研究正在向着三个方面逐层推进，当然，主要还是着力在表演艺术的分

析、评述上。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料馆报刊组曾编写过内部发行的戏曲理论文章

索引（1949—1981，大陆部分），对不同内容的文章进行了分类，其中十七年

中有关对梅兰芳表演评述的部分，文章总数多达 160 余篇，远远超过其他内容

的文章数量，其集中程度可见一斑。  

  口述《舞台生活四十年》与撰写其他各类艺术评论与理论文章，既是梅兰

芳在建国后重要的艺术活动之一，也是梅兰芳研究的主要构成部分。《舞台生

活四十年》最初主要是由当时的《文汇报》编辑黄裳提议，由梅兰芳口述，许

姬传记录，许源来整理的回忆录，朱家溍参与了第三集记录整理工作；曾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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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汇报》发表，后结集出版。书中总结了梅兰芳 40 年来的舞台生活经

验，记述了大量的近代戏曲发展史实，附有珍贵剧照、生活照多幅，曾先后共

出版三集[27]。《舞台生活四十年》是有关梅兰芳艺术生涯记录与评述的最权

威著作，不幸的是，1960 年因为梅兰芳拍摄电影《游园惊梦》，其写作暂告一

段落，后终因 1961 年梅兰芳的突然逝世而永久终止。梅兰芳逝世前后还出版

有本人署名的《东游记》[28]、《梅兰芳戏剧散论》[29]、《我的电影生活》

[30]、《梅兰芳文集》[31]等多部专著，分别有论述党的文艺方针，参加中外

戏剧活动的观感体会，介绍前辈表演艺术家的艺术活动与道德品质，以及对人

物角色创作经验总结和对戏曲艺术的精辟阐述等丰富的内容，到目前为止，这

些由梅兰芳本人为主创造的梅兰芳研究成果，都是我们今天了解梅兰芳对生活

与艺术追求的珍贵材料。更重要的是，其中还蕴涵了梅兰芳作为一代京剧大师

宝贵的剧学思想，他不仅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创

造了美视美听更愉人身心的精湛演技，还有意识地积累并记录了他对戏曲本体

的理性认识，在今天看来，这些思想还依然具有十分鲜活的前瞻性，并能为今

天以至以后的戏曲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思路。  

                       三、“文革”后的梅兰芳

研究  

  “文革”十年，整个文艺理论界万马齐喑，梅兰芳 1950 年提出的“移步

不换形”（尽管不久后就被迫收回了），居然成了江青认为反对京剧革命的第

一株“大毒草”，更遑论梅兰芳研究了。拨乱反正以后，大概从 1981 年起，

以梅兰芳逝世二十周年为契机，梅兰芳研究又恢复了生机，劫后余生的老艺术

家们又一次纷纷拿起手中的笔，从回忆中再度探究梅兰芳的艺术道路。有关梅

兰芳研究的论文与专著频繁问世，研究的侧重点也从以往的关注表演为主趋向

关注全面的艺术成就，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以《梅兰芳的〈X X 剧〉》为题

的文章总数已不占主要比例，“梅兰芳”这三个字，也在此时，在众多的理论

文章中，从一个表演艺术家的名字开始转变成为中国戏曲艺术的代名词。  

  本阶段梅兰芳研究的成果中，较为人瞩目的有梅兰芳先生哲嗣梅绍武先生

所著的《我的父亲梅兰芳》[32]，不仅记述了艺术大师的舞台生活和高尚情

操，介绍了他早年到日本、美国、苏联等国访问之盛况，以及与泰戈尔、高尔

基等国际文化名人的友好交往，大多是以往鲜为人知的史实。1990 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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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艺术评论集》[33]是为纪念梅兰芳诞生九十五周年，汇集了建国以来

散见于国内各报刊、近百人撰写的文章。其中包括评论家关于梅兰芳在戏曲艺

术的继承、革新、创作上的重大成就的研究论文。文艺工作者追忆他一生忠于

祖国、忠于人民、忠于艺术等方面的优良品德的文章，梅门弟子和地方剧种演

员怀念他的教导的文章，以及梅氏家属回忆他的生平事迹的文章，书末附三篇

具有代表性的国外（日、美、苏）对梅表演艺术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从各个

角度论述并描绘了梅兰芳一生所走过的不平凡的生活道路和艺术道路。该评论

集与稍后的为纪念梅兰芳、周信芳一百周年出版的纪念文集《梅韵麒风》集中

了 80 年代以来梅兰芳研究最高质量的成果。  

  进入二十世纪 90 年代以后，有关梅兰芳研究的论文与专著都不约而同地

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梅兰芳及梅派艺术的文化内涵与美学底蕴上来，这也是前

期资料编纂趋向完备的必然结果。吴晓铃先生的心愿也终于有相当部分得到实

现，两位年轻的女作者先后写作了《梅兰芳传》[34]与《梅兰芳全传》[35]，

并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与特色；梅兰芳故乡泰州的研究学者完成了《梅兰芳年

谱》[36]；《梅兰芳与中国文化》[37]、《梅兰芳百年祭》[38]等从文化角度

再度评估了梅兰芳的艺术贡献。其中在梅兰芳研究理论贡献上有突出成就的，

必须要提到叶秀山（秋文）与蒋锡武两位先生，他们分别在《论艺术的古典精

神》[39]、《“诗”与“史”的结合——论梅兰芳艺术精神》[40]、《京剧精

神》[41]等论文与专著中，以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古典美”与“中和观”等思

想来诠释和阐述梅兰芳及梅派艺术的内在规律，明确了以梅兰芳为重要追求者

与创造者的京剧艺术本体，为梅兰芳与京剧艺术研究的理论性起到了导向性的

作用。  

  1987 年，黄宗江先生在美国圣迭亚哥加里弗尼亚大学讲学时，曾创造一个

新的英语名词“Meiology”，汉译为“梅学”，并指出其内涵可以有代表性的

“宏观地上溯宋元戏曲，下达梅门弟子，有如散花来自天女；微观地可及一招

一式，乃至精美的指法。”[42]由此，也就不能不提到远在海外的梅兰芳研

究。梅绍武先生曾经作过专门的调查，1930 年，梅兰芳访美演出时，两位美国

剧评家斯达克·杨（Stark Young）和贾斯廷·布鲁克斯·阿特金森

（J.B.Atkinson）分别发表过《梅兰芳》和《艺术大使梅兰芳》两篇文章，评

论京剧与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堪称国外早期的‘梅学’”。[43]1974 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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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加州大学有一位名叫米丽莎·简·理查逊学生以《梅兰芳两出名剧研究》为

题作为硕士论文，不仅对梅兰芳的生平和京剧音乐的发展作了阐述和研究，

“而且把《霸王别姬》和《贵妃醉酒》两剧全部译成英文，并结合历史背景作

了探讨，似可称作国外学术上的‘梅学’了”。[44]此外，还有留法学生傅秋

敏在巴黎第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是《梅兰芳戏剧艺术研究》，1996

年通过答辩，她的博导、巴黎第三大学戏剧研究系教授乔治·巴纽，“也是一

位学识渊博的‘梅学’专家”[45]，他曾在法国《美学杂志》1983 年第五期上

发表过全文为一万八千字、题为《梅兰芳——西方舞台的诉讼案和理想国》的

研究论文[46]；另一位留德学生俞唯洁 1997 年在德国拜罗依特大学获博士学

位的论文题目是《梅兰芳对京剧剧目的革新》，这两部论文“可以说是更有深

度而名副其实的‘梅学’”，只是都是由英文写作的，国内读者尚无法见到其

中文译文。日本[47]和瑞典[48]也有学者在有关梅兰芳研究的资料开掘上作了

有益的工作。  

  还值得一提的是，本阶段随着对梅兰芳艺术成长道路的不断探寻，梅兰芳

“缀玉轩”创作集体中骨干成员的贡献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其代表作即为

《齐如山剧学初探》[49]、《缀玉轩中两将军——谈梅兰芳早年的幕僚长李释

戡》[50]等。  

                       四、21 世纪梅兰芳研究的

展望  

  21 世纪初，八卷本《梅兰芳全集》[51]问世，包括梅兰芳文集与梅兰芳唱

腔曲谱集两部分。其中文集汇集了梅兰芳撰写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东游

记》、《我的电影生活》及由中国戏剧家协会收集整理的《梅兰芳戏剧散

论》。这些著作因为都曾经出版过单行本，汇集出版仍按照原版，未作改动，

只改正了个别错字，在“散论”中增加了梅兰芳在解放前发表的如今鲜为人知

的两篇文章：《登台杂感》（1945）和《我理想中的新中国》（1945）。文集

也包括过去出版过的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编写的《梅兰芳演出剧本选》，其

中增添《玉堂春》和《西施》两剧。梅兰芳唱腔曲谱集包括梅兰芳 1930 年访

美歌曲谱（影印）、梅兰芳四十三个剧目唱腔片段集、梅兰芳《穆桂英挂帅》

曲谱演出本、梅兰芳《生死恨》曲谱演出本、梅兰芳唱腔选集音响整理本，是

由刘天华、徐兰沅、王少卿、姜凤山、卢文勤、熊有容、储晓梅、舒昌玉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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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不同时期整理记谱并经梅葆琛、林映霞、梅葆玖订正编撰。此外，文集还

附录王长发、刘华重新修订过的《梅兰芳年谱》以及姚宝莲、姚葆瑄和宋培予

编写的《梅兰芳剧作编年》。  

  《全集》的出版，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汇集了上世纪以梅兰芳本人为主所

做的梅兰芳研究成果，既是阶段性的总结，也是为新世纪的梅兰芳研究提出了

期待和展望。综观九十年的梅兰芳研究，成果丰富，有目共睹，但也毋庸讳

言，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研究侧重点有“三多三少”的现象，即技术分

析多、理论提升少，史料回忆多、美学探讨少，表、导演技术经验总结多、音

乐、美术实践归纳少，梅派艺术是舞台艺术全面精致化的代表，各艺术分支的

研究也需要综合平衡；史料传记方面，总体上的成就至今还没有超过《舞台生

活四十年》的著作；国内的研究具有趋时性，少有专门的学术机构利用已有材

料进行长效、系统的研究，笔者限于客观条件，不可能对全国所有相关期刊进

行调查，单就权威性较高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为参照物，对其中收录

的 1981 年—2003 年的梅兰芳研究论文数量进行考察，发现 23 年间，有关梅兰

芳研究的文章共有 296 篇[52]，其中 150 篇集中发表在 1981 年、1984—1985

年、1994—1995 年三个时期，而其余的文章则平均每年发表不到 7篇，而这三

个时期又恰好是梅兰芳逝世 20 周年、诞辰 90 周年和诞辰一百周年，这种趋时

性的特点同时说明，梅兰芳研究还并未作为一个系统化的学术课题得到整体推

进，而还仅仅是作为一个个人，而非代表性艺术家的个体进入研究阶段；大陆

对海外“梅学”发展关注不够。毫无疑问，21 世纪的梅兰芳研究需要改变这些

现状。多数研究者还认为，梅兰芳研究是热门，所以纷纷另辟蹊径，“敬而远

之”，反而使得梅兰芳研究事实上还并没有达到人们想象的发展高度。在这

里，就有必要提到长期以来默默无闻、辛勤耕耘在梅兰芳研究园地上的一个团

体，即江苏泰州；一位个人，是任明耀先生。梅兰芳先生的祖籍江苏泰州，于

1987 年建立梅兰芳史料陈列馆，1996 年以此为基础，建立梅兰芳纪念馆，与

北京梅兰芳纪念馆遥相呼应；并于 1988 年建立梅兰芳研究会，编纂出《梅兰

芳年谱》等重要著作，还从 2000 年起，创办了《梅兰芳》杂志，是全国唯一

专门针对梅兰芳研究的学术期刊，至今出刊五期，集中发表了各界人士撰写的

数十篇有关梅兰芳研究的论文。原杭州大学[53]老教授任明耀先生，他原本是

一位莎士比亚专家，但因为业余痴迷京剧艺术，退休以后对京剧艺术尤其是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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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艺术的研究倾注了许多心血，并出版有专著《京剧奇葩四大名旦》[54]、

《梅兰芳九思》[55]，发表论文《莎士比亚与梅兰芳》[56]等，至今，任老年

过八旬，仍然在为“梅学”研究的发展奔走呼吁。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条件来

说，泰州和任老在梅兰芳研究方面都不占很大的优势，但是他们的付出是无可

争议地令人敬佩的。  

  最后，要提到南京大学 2003 届博士生李伟的博士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

戏曲改革的三大模式及其演变——以京剧为考察对象》，其中的一部分，就把

“梅兰芳模式”（核心思想就是“移步不换形”）作为京剧改革三大模式之一

（另外两个模式分别为“田汉模式”、“延安模式”）进行了专门的纯学术论

述，这就为 21 世纪的梅兰芳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始，虽然这可以说是九

十年梅兰芳研究中最后出现的一篇研究论文。  

  展望 21 世纪的梅兰芳研究，期望今后的研究者们能够更多地从艺术的角

度再进一步细致地分析这位 20 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京剧艺术大师，既作为是对

具体艺术家实证性的个案研究，又以一种学术眼光，对其所代表的戏曲艺术本

体进行整体认知，探究出更多的、前人没能摸索或总结出来的艺术规律，并且

继续完成资料的积累、整理与运用，相信这样的工作对戏曲艺术的今天和明天

是会大有裨益的。  

  九十年的梅兰芳研究，创造的理论成果不能不说是丰厚的，但是前面的道

路依然很长，任明耀先生认为，既然歌德可以提出“说不尽的莎士比亚”，那

么中国也应该有“说不尽的梅兰芳”，因此，这里的工作还大有可为，至少，

吴晓铃先生的心愿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梅兰芳需要如此审视，与他同时代

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们，毫无疑问地也应受到这样的关注和研究，如果以此类

推，相信整个京剧史的研究就会更加丰富，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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