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京剧有四大名旦———梅兰芳、
程砚秋、荀慧生和尚小云，这是很多
人都知道的。四个男人在舞台上扮
演女人，焕发的艺术魅力，不但终其
一生，而且绵延后代。直到现在已
经是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末，依
然为新生的京剧旦角演员奉为圭
臬。演出的风格非梅即程，或荀或
尚。也不能否认，尚先生的传人相
对少一些，他老人家的传统底子深
厚，唱念有别人难以比肩的刚劲豪
迈之气。初学者假使能在这方面向
尚先生学一些功夫，或可避免萎靡
软塌之气的感染，张君秋先生就受
过尚先生的教诲。他后来学梅，又兼
学程，结合自己的嗓音特点和舞台
经验，终于创立了风靡一时的“张
派”唱腔。
大概稍后于“四大名旦”若干

年，又有四个演旦角的男人被当时
的报刊揶揄为“四大霉旦”。其实也
有惋惜的意思，因为这四个人艺术
功底都不差，演技也有相当的水平。
就是不怎么走运，没有出现过所谓
“大红大紫”的状态，名气虽然有，但
够不上家喻户晓的程度。喜欢他们
的人也有，但“拥趸”不多，这也是没
有办法的事。这四个人是徐碧云、绿
牡丹（黄玉麟）、程玉菁、黄桂秋。
或另有一说，“四大霉旦”中没

有程玉菁，而是朱琴心。
先说徐碧云，他差不多与梅兰

芳同时“出道”，也是梅兰芳的妹夫
（名琴师徐兰沅的弟弟），名气一开
始也不比梅兰芳差到哪里，舞台上
也放射过一点光芒，但不知怎的，慢
慢地就黯淡下来了。在我的记忆中，
好像幼年坐在戏馆的二楼座位上，
看过一次徐碧云的演出，远远地只
觉得他的扮相不怎么好看，好像没
有什么“艳光四射”之感，抹上脂粉，
看上去还是像个男人。但徐碧云会
演的戏很多，青衣、花旦，都拿得出
手，尤其是花旦戏，那些已经好久不
在舞台上出现的“冷门戏”，为徐碧
云所独擅。徐碧云有一位至今健在
的弟子毕谷云，我有点认识，或者说
见了面可以打个招呼。毕谷云先生
后来又拜了梅兰芳，公开演出的都
是“梅派戏”。但徐碧云的花旦戏，毕
先生藏之甚秘。听说现在得到了一
个传人，即从北京来的已在上海戏
曲学院任教的牟玄甫先生。牟先生
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惊现”的一位青
年男旦，擅演花旦戏，如《翠屏山》
等，如今拜在毕谷云先生门下，可
以间接地把徐碧云的“遗产”继承下
来了。
绿牡丹本名黄玉麟。我没有看

过他的戏，但见过他本人，皮肤黑黑
的，眼睛大大的，小分头梳得“滴流
光”，令人一见就能想起他的“职
业”。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上海戏
曲学校建立，黄玉麟被聘为教师，确
实也教出了一两个学生。但老师又
犯了品德上的老毛病，联想到他所
以在舞台上“红”不起来，可能与他
不约束自己的私生活有点关系。
程玉菁是人称“通天教主”王瑶

卿老先生的大弟子。他好像在舞台
上并没有演多久，就一直随侍在老
师的身边，协助老师传艺，在这方面
他是有功劳的。他也极有可能不在
“霉旦”之列。

最后就要说到黄桂秋先生。有
那么几年我与黄先生应该说还是
非常熟悉的。我能对京剧有些浅显
的认识，也是与黄先生的熏染分不
开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我曾经写

过两篇回忆黄先生的文章。一篇是
《阳台对酌》，另一篇是《祭黄》，都已
发表，但都偏于某个事件，某个时
候，未能尽情表达我对黄先生的思
念。如今我已相当衰老，趁还拿得
动墨水笔，让我断断续续地把早年
与黄先生的交往再回忆一下。

不!霉"反有点红
首先我不太同意把黄先生也归

入“霉旦”之列。黄先生并不“霉”，一
度还有点“红”。那是在上世纪四十
年代初，黄先生组班在上海更新舞
台（后改名中国大戏院）演出，记得
二牌老生是贯大元，小生是江世玉
（叶盛兰的学生）。那时我不过十五
六岁，还在上中学。我父亲任职的大
公银行有位姓孙的襄理，与黄先生
是好朋友，后来知道他是黄正勤的
“干爹”。黄先生演戏，孙襄理照例要
捧场，每天买五六张乃至近十张戏
票。有时孙襄理自己不去看戏，就把
戏票给银行里的同事，我父亲也分
到过好几次。有时父亲陪我去看，有
时就让我独自前往，前前后后看了
不下七八次。既有黄先生的几出拿
手老戏如《春秋配》《玉堂春》等，也
有他新编的如《蝴蝶媒》《秋香三笑》
等。以我当时的欣赏水平，就觉得黄
先生演偏于唱的正旦戏对工，偏于
做的新戏如《蝴蝶媒》还可以。黄先
生演此戏时在台上当场画扇面，画
面上就是两只蝴蝶和一抹花草，须
臾画成。我拜识黄先生以后，他也给
我画过这样的扇面，我配了扇骨，不
时展玩，没有多久就破损了。
恕我直言，黄先生演的花旦玩

笑戏如《秋香三笑》就不是很讨好。
那时他虽然还年轻，大概四十岁左
右吧，但要表现一个聪明伶俐的俏
丫鬟有着不小的差距。我一向主张
这类戏由年轻的女旦演起来比较契
合。男旦除非是三十不到的小青年，
还要生得比较瘦削，眉眼确实很清
秀，扮起来才能让人赏心悦目。写到
这里，我想岔开来说一位男旦，就是
毛世来。他十几岁还在科班里的时
候演的花旦戏，令人惊艳。毕业后在
一个时期内也是风头甚健的。被报
刊宣扬的“四小名旦”中是不是有他
在内我说不清楚。他到上海来过，也
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赞赏。可是年复
一年，他的声望就逐渐地降下来了。
记得是 !"#$年，他和梅派男旦杨荣
环合作到上海天蟾舞台演出，我去
访问他们。那时杨荣环才二十出头，
比我还小两岁，看上去自然风度翩
翩。对比之下，毛世来就要老得多，
说老实话我有点失望。果然他们这
一次的演出成绩很不理想。后来杨
荣环留在上海，毛世来回北京了，舞

台上渐渐失去他的身影，大概改行
做教师了。

学唱!黄派"的人
再回过头来说说黄桂秋先生。
黄先生这次在更新舞台演出结

束后，好像当时上海的报纸（尤其是
小报）对他的报道多了起来。其实他
很早就定居于上海，在熟识的友好
中享有声望。但这次演出，扩大了他
的影响。人们发现：在四大名旦之
外，还有这么一位功力深厚的旦角
名家。他的唱，清丽婉转，其中还隐
藏着一股挺拔的坚韧的劲道。在听惯
了梅派程派的唱腔之外，又听到了黄
桂秋，感觉无比新鲜。一时之间，学黄
的人也陆续出现了。就说一例，当时
上海有两座戏曲学校，即上海戏剧学
校和中华戏剧学校。“上戏”出来的学
生是“正”字辈，“华戏”出来的学生是
“松”字辈。“正”字辈最出名的当是近
年在台湾去世的顾正秋。她的唱“主
流”是梅派，“支流”则是黄派。“正”字
辈还有一位武正霜，则完全是学黄
的。“松”字辈的沈松丽，是正式在黄
门立雪的弟子，早就灌有唱片，是
《女起解》还是《春秋配》我记不清，
反正全部是黄派唱法。我后来在黄
先生家曾见到沈松丽几次，她已近
中年，但样子还是很俏丽。她好像并
不以“唱戏”为业，但生活又离不开
唱戏。她究竟在干些什么，我不好
问，所以现在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至于票友中学唱“黄派”的男旦

就更多了。他们围绕着黄先生，似乎
也成了一个朋友圈。当年我头一次
到黄先生家里，楼下客堂里挂着一
个镜框，上书“秋声社”三个大字，是
不是传承黄派艺术的一个组织，我
不敢断言。日子一久，我连“秋声社”
这个名称也吃不准。好像程砚秋先
生最早组织的剧团也叫“秋声社”。
只怪我笔头不勤，没有把早先看到
的听到的记录下来。

其实我要说的就是强调黄桂秋
当年非但不“霉”，还很“红”，不过
“红”得不那么“火爆”罢了。

我还可以从自己模糊的记忆中
来搜索，大概在抗日战争胜利前一
两年，北京一时没有什么大牌名角
到上海，黄先生和一直住在上海的
老生演员纪玉良，还有一位唱“金
派”（金少山）花脸的票友张哲生（他
本人是海关职员），合作在当时的八
仙桥黄金大戏院（后来改名为大众
剧场）演出，至少在唱的方面满足了
京剧观众的要求。他们三人都是“好
嗓子”，戏院用“满宫满调”四个字来
宣扬他们演唱时的现场效果。那时
我还很幼稚，不识货，没有去看过。
但看过的人都说：“过瘾，过瘾……”

黄金大戏院曾经由周信芳（麒
麟童）先生接办过好多年，其间也邀
请过几批北京名角来演出过。但更
多的日子周先生自己领衔，排演一
些整本的老戏。周先生当然是很响
亮的头一块牌子，小生有俞振飞，但
合作的其他行当的演员也都赫赫有
名，好像记得老生纪玉良也参加了，
花旦有王熙春，花脸有袁世海，武生
有高盛麟，小丑有刘斌昆等。不久，
黄桂秋先生也来加盟了，他是不可
或缺的正旦。如周先生要唱全本的
《红鬃烈马》王宝钏一角非由黄先生
担当不可，否则整出戏就缺少了分
量。戏院每天排出的剧目，一般都是
周先生最后压台（俗称“大轴戏”）。
但有三出戏周先生是让黄先生来送

客的。一出是吹腔《贩马记》，剧中黄
先生演李桂枝，俞振飞演赵宠，周先
生则演受冤屈坐牢的李桂枝的父亲
（好像叫李奇吧）。一出是《三堂会
审》，黄先生演苏三，俞振飞演王金
龙，周先生演参加审问的臬台大人
刘秉义俗称“蓝袍”。主角自然是苏
三，“蓝袍”是配角，但周先生自有机
会施展他的“绝艺”，让人印象深刻。
在他与“红袍”潘必正一起去拜会上
司王金龙后，作揖告辞，这时周先生
有个退三步又进三步的弯腰拜别的
动作，这就要看脚底下走台步的功
夫，每每演到这里，台下观众止不住
轰然叫好。先于苏三的唱而得到彩
声，照老戏班的规矩是不可以的，但
轮到周先生来演就是“特例”，不受
此限制。后来我看别的麒派老生演
蓝袍，多数没有这一招，大概知道自
己毕竟不是周先生，没有他那个功
夫，不敢轻易尝试。
还有一出大戏，是全本《白帝

城》，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彝陵之战”。
传说最难唱的京剧青衣戏《祭江》，也
是黄先生享誉最隆的看家戏。据黄先
生告诉我，青衣戏有“三祭”最难唱，
一就是《祭江》；二是《祭塔》，白娘娘
被压在雷峰塔下，儿子许仕林中了状
元之后前去祭拜，母子相会。这戏是
张君秋的“绝活”，唱功很繁重。当母
亲向儿子诉苦时有大段的“反二黄”，
但听得人有点恹气，后来张君秋把原
先的唱词删掉不少，让学张的几位年
轻的女旦也能唱了。还有一祭是什么？
黄先生想不起来，我更不知道了。
且说周信芳演《白帝城》，到最后

孙夫人祭江，他实在找不到可演的角
色，只好让黄先生独自“压阵”，果然
盛名无虚。在京剧观众的心目中，这
出《祭江》就归黄桂秋独家所有，别人
要唱，也得拿黄先生的版本作对比。
不禁想起一件事，上世纪五十

年代末，黄先生因家庭生活闹纠纷，
被公家知悉，对黄先生开批斗会，并
给予处分，有几年不能上台演戏，只
能在剧团里做杂务。直到上世纪六
十年代初，黄先生被解除管教，可以
登台亮相了。头一天就演《祭江》，那
晚观众简直疯狂了，剧终谢幕达十
几次。黄先生那几年受的窝囊气也
一扫而空。
我的思路马上又回溯到上世纪

五十年代初，我刚认识黄先生不久，
有一天下午奉召到他家。原来黄先
生刚刚由外地演出回沪，急于要告
诉我一件事：他这次到了安徽的芜
湖吧（还是安庆？），这里也是长江流
域的一个大码头，昔年米市的交易
十分繁忙。当地人有爱看京剧的传
统，盖叫天、张翼鹏父子昔年都去演
出过。现在黄桂秋去了，一到就有人
告诉他，在离开芜湖不远的江面上
有座小岛，岛上建造了一座小庙，供
奉一位女神，叫枭虮娘娘，传说就是
三国时孙权的妹妹孙尚香，由于政
治原因嫁与刘备，起先随夫住在四
川，几年后被孙权假借母亲之命，骗
回东吴，一直没有回蜀。后来听到了
刘备的噩耗，立即拜别母亲，来江边
祭奠，毅然投江殉节。据说孙夫人的
故事就发生在芜湖附近。人称刘备
是枭雄，所以孙夫人便叫枭姬，谐音
枭虮。这个传说让黄桂秋十分感兴
趣，随即偕同剧团的人择日登上这
座小岛，参拜了枭虮娘娘庙。娘娘的
神像打扮就和戏台上的皇后娘娘差
不多。最让黄先生感兴趣的是神座
两旁的一副对联。上联“思亲泪落吴
江冷”，下联“望帝魂归蜀道难”。从
此黄先生每演《祭江》在孙尚香出行
的“仪仗队”（即前面的龙套）中，就
撑出了这副对联。这是“黄派祭江”
独有的场面，别人是弄不懂的。

黄先生饶有兴味地把这段“奇
遇”告诉了我。我就用他的口气写了
一篇游记，分上中下三段发表在当时
的《新民晚报》副刊上。写这篇文章时

我翻阅了前人的笔记，考证了这副对
联的来历。大约是唐宋年间，有位举
子参拜了这座小庙，心生感慨，就用
前人的诗句集成了这副对联，很贴切
地表达了孙尚香当时的心事。据说当
天夜里，这位举子梦见一位装束严整
的娘娘来向他拜谢……
用黄先生署名的文章在报上发

表引起朋友们广泛的好评。黄先生
满心欢喜地把我找去，连连对我说：
“写得好，写得好……”还告诉我，香
港的报纸也转载了。
我的感受是：自此以后，黄先生

对我这个与他儿子黄正勤差不多大
的年轻人，信任加深了。

私下没有女人腔
自此以后，我每隔个把星期或

十天左右，总要去黄先生那里去同
他聊聊天，有时候相隔的时间长了，
见面时黄先生总要说一声：“怎么好
久不来啦？”

我确实也很愿意接近黄先生，
很欣赏他那台下的风度。记得我第
一次由黄正勤领去他家。刚进门，黄
先生由客堂出来往楼上跑，时值冬
令他头戴深黄色的皮帽子，身穿蟹
青色的皮袍子，手捧茶壶，温文尔
雅，像一位旧式大家庭的贵公子。后
来接触的次数多了，听他颇有书卷
气的又富有幽默感的谈吐，又觉得
他很有学养。谈书画、谈掌故、谈世
道人情，爽朗自在，还有点“海派”的
味道。更让我有点暗暗惊讶的是黄
先生虽然唱旦角，但私底下却没有
一点“女人腔”，相反的倒有丈夫气。
平常在黄先生家里进出的客人

也不大有戏班里的同行，偶尔有个
把女弟子或男票友来看望他。黄先
生平常结交的好像都是一些有身价
的经理老板之类。比如很早就去了
香港的颜料商荣梅莘（“上海二小
姐”谢家骅的丈夫），就跟黄先生很
要好。儿子黄正勤的岳父也是个企
业家。上海小报界的几个有名的文
人跟黄先生也是好朋友。
黄先生不吸烟而嗜酒，每顿必先

饮几小杯白酒后才吃饭。据说黄先生
演戏出场前也要饮酒。他的学生男票
友朱永康先生也学了老师的这一习
惯。早先梅兰芳先生还没有移居北
京，家在上海马斯南路。有一天黄先
生去看他，两人谈得很投契。梅先生
对黄先生说：“你戒酒，我戒烟（香
烟），咱们好好再唱几年。”黄先生一
回到家里就兴奋地跟别人讲了梅先
生的这几句话。不过黄先生也一直没
有能够戒酒，也许他后来患的肺萎缩
病越来越严重，连平常的食物都不大
吃得进了，何况是酒。
黄先生是老伶工旧称“老夫子”

陈德霖的学生。听唱片，陈德霖的唱
高亢挺拔，很古朴。所以黄先生的唱
也有点这种味道。大概陈德霖的传
人最有名的也就是黄桂秋一个。
黄先生年轻时就像一个翩翩的

贵公子，结了婚，但和这位原配的夫
人感情不和，后来就分居了。黄先生
住上海，原配夫人住北京，儿女都是
她生养的，只有二儿子随父亲在上
海学戏，就是“正”字辈小生黄正勤。

李慧琴对黄先生的迷恋，好像
是“前生注定”的一段姻缘。她和黄
先生相恋了那么久，直到 !"%&年他
们才正式成为夫妻。'"(&年历经坎
坷的黄先生去世，这十年的朝夕相
伴，李慧琴只是侍候了一个多病而
性情又暴躁易怒的老人。如今，这一
对患难夫妻终于能在天上相聚了。

! ! ! !秦绿枝 本名吴承惠 !!"#$年

进新民晚报任文化组记者" %"&$年

复刊后执编#夜光杯$!%"&'年后任

副刊部主任%编委!评为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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