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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月泉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
主要在于他的超群秉赋和刻苦敬
业，同时，也是和他的善于思索、虚
心学问、尊重领导、敬师爱徒、广采
博纳等优点分不开的。他的这些优
点突出地体现在他与老师、门徒、
搭档，以及上海评弹团的同仁们的
交往、合作、情谊之中。

评弹一代宗师蒋月泉与师友之间（上）
! 吴宗锡

! ! ! !蒋月泉是近现代评弹流派唱腔传唱最广
的“蒋调”的创始人，他对评弹表演的主要手
段“说噱弹唱”都有很高的造诣。新中国建立
后，他致力于评弹表现现代生活的书目建设
和艺术的革新提高，他参与编演的现代中篇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海上英雄》《王孝和》
《江南春潮》《白求恩大夫》《人强马壮》，以及
长篇《夺印》等，都为评弹书目和艺术的创新
发展打开了新的生面，他还为传统长篇书目
《玉蜻蜓》《白蛇传》的推陈出新、整理提高作
出了卓著的成果。因此，被评弹界以及广大听
众，众望所归地推崇为“一代宗师”。

蒋月泉与老师
蒋月泉最初师从评弹艺术家钟笑侬学传

统长篇弹词《珍珠塔》。唱《珍珠塔》的，都唱
“马调”唱腔流派，钟笑侬的风格，更注重唱调
的语言因素，明快流畅，长于叙事。但蒋月泉
以唱委婉柔美的“俞调”打下了深厚的功底，
他偏爱细腻抒情，且又不喜欢《珍珠塔》这部
书的书情书性。于是，他就改投以说《玉蜻蜓》
著名的张云亭为师，学说《玉蜻蜓》。不过，对
于钟笑侬他一直执弟子礼，非常敬重。蒋月泉
进了上海人民评弹团之后，还曾推荐钟到团
里担任艺术顾问。

张云亭出身艺人世家，说表凝练细致，熟
谙评弹结构、技法，语言精到。能敷陈书情，丰
富内容。蒋月泉跟了他，在说功上打下坚实基
础。张云亭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台后，躺在榻
上想书，琢磨书艺书情。每有心得，便随手记
在香烟空壳上，顺手抛进身后的字纸篓里，日
久后，积聚了一大篓。蒋月泉满师时，师母见
他勤奋好学，将篓中的空壳字条悉数送给了
他。蒋月泉如获至宝，拿回家去，仔细研读，不
但丰富了自己的书情内容，而且还从中学到
了结构书情、提炼语言的方法要领和技艺。

蒋月泉早岁因在电台演唱开篇而一举成
名。他在江浙码头书场演出时，一次借宿与他
在同码头演出的姚荫梅处。晚间二人促膝交
谈，姚荫梅坦直地对他说：“你的弹唱很好，但

说还不能与之相配。声名很响，名实未必相
符，好像小身体穿了一件大衣裳。”听了姚荫
梅的直率诤言，蒋月泉并不感到不快和气馁。
从此他更奋力于自己书艺的全面提高，注力
于说噱技艺的研究。

蒋月泉在弹唱《玉蜻蜓》的“同册”中，十
分钦佩周玉泉的艺术造诣。周玉泉曾向有“翡
翠玉蜻蜓”美誉的名家王子和学艺，又形成了
蕴藉飘逸的“阴功”风格，并创始了自己的“周
调”唱腔流派，是上世纪 !"年代驰名上海的
三大单档之一。但周玉泉的老师王子和是张
云亭的胞兄（张云亭入赘张姓），故若论长幼
辈分，周玉泉应是蒋月泉的“隔房师兄弟”，属
于同辈。然而蒋月泉心仪周玉泉的艺术造诣，
尽管那时蒋月泉也已是驰誉沪上，他仍然愿
意降低辈分，拜周玉泉为师，虚心受教。在学
艺三年之后，又充当周的下手，拼档一段时
间。从此，蒋月泉的书艺，有了全面的飞跃提
高。他后来说：“我有幸得到了这样一位好老
师，正如临摹到一本好的字帖，打下了正宗的
扎实基础。”今天脍炙人口流传最广的唱腔流
派“蒋调”，也就是在“周（玉泉）调”的基础上
创始发展而成的。

蒋月泉与搭档
蒋月泉为周玉泉当了一段时间下手后，

自翻上手，曾与师弟钟月樵拼档说《玉蜻蜓》，

钟月樵说书认真规矩，弹唱也有功力。蒋钟档
是上世纪 #"年代上海的“七煞档”之一。$%#&
年，蒋月泉又与自己的大弟子王柏荫拼档。王
柏荫也曾跟张云亭学艺，又曾随蒋月泉聆听
周玉泉的演唱。在拼档演出期间，两人常切磋
书艺。有时散了夜场，步行回家，两人住得较
近，便一起边走边谈，讨论书艺。往往学生把
老师送到家门口，欲罢不能，老师又把学生送
回他家门口，还是谈论不完，又送来送去，反
复几次，最后还要站在家门附近马路转角的
一只高大的邮筒旁边，谈到夜深方才分手。用
蒋月泉的话来说，“真是比谈恋爱还要热络”。
由于他们师徒情深，对艺术有着共同的热爱，
对书情理解较深，演出时配合默契，上世纪 '"

年代初，成为沪上著名的双档。
王柏荫的学生苏似荫，一度也跟蒋月泉

听书学艺，并当过他的下手。上世纪 '"年代
初进入上海人民评弹团，受到团内的多位名
家辅导，成了中年演员中的佼佼者，被誉为团
中的“硬里子”。在 (%&#年举行的“蒋月泉艺
术生活五十周年纪念演出”时，蒋月泉师徒、
祖孙三代同台，拼档演出《玉蜻蜓》选回。蒋月
泉上台的开场白，先自谦了几句，然后介绍
说：“坐在下首的是我的学生王柏荫，他的书
艺精湛，有些地方已超过了我，是‘青出于
蓝’。”接着再指指坐在王柏荫旁边的苏似荫
说：“那边还有一位‘胜于蓝’呢。”一句成语经

蒋月泉的活用，既介绍了他与王柏荫、苏似荫
的关系，又表达了他对后辈的称扬，博得了满
场热烈的掌声。人们赞赏他的机敏、睿智，也
称道他的虚怀若谷，一时传为美谈。

(%'%年，上海人民评弹团为了集中艺术
力量，根据团内拼档优化组合方针，对主力双
档作了调整。蒋月泉开始与朱慧珍拼档。朱慧
珍在评弹听众中向有“金嗓子”之誉，蒋月泉
曾评价说：“她功底扎实，唱的‘俞调’‘蒋调’
严谨官正，契合法度，技艺全面。”拼档时，二
人正值盛年，一心扑在艺术上。团领导为他们
配备了作家陈灵犀，合力整理传统长篇书目
《玉蜻蜓》和《白蛇传》，三人团结合作，可谓
“珠联璧合”。蒋月泉后来回忆说：“这阶段中
我们每天上台说一回新写的书，上午排，下午
说，傍晚修改，夜场再说，下了台还要讨论研
究，也无暇再顾及别的什么了，但是合作愉
快，感到充实。”

蒋月泉、朱慧珍的唱功都是上乘的。他
们发展了“蒋调”“俞调”的新腔，并创造了男
声“蒋调”与女声“俞调”的对唱，对评弹弹唱
作了开拓性的发展，被听众称为“蒋朱调”，
成了评弹男女声对唱的一种典范。他们又在
团领导的策划、辅导下，完成了《玉蜻蜓》《白
蛇传》中的菁华选回《庵堂认母》《端阳》《合
钵》等的加工整理，对文本和表演艺术都作
了精心的创造，成为传世的经典书目。蒋月
泉后来一直说：“这一段艺术生活是令人难
忘的。”

(%)"年代后，朱慧珍因患病，不得不辍
演。蒋月泉由领导安排，与当时的青年演员余
红仙拼档，改编、排演长篇现代书目《夺印》。
余红仙嗓音嘹亮，响弹响唱，朝气蓬勃，但缺
乏严格的说唱基本功训练。蒋月泉弹唱细腻，
抒情，讲究韵味；而说表又以温文飘逸，注重
结构、修辞见长。拼档之后，蒋月泉以前辈对
后起精英的爱护和责任感，通过排练、演出，
精心辅导。一个时期下来，余的书艺有了较大
的长进。拼档演出的新的长篇书目《夺印》，受
到了陈云同志的称赏和听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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