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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4月24日从发行方获悉，中国
第四代导演领军人物吴天明遗作《百鸟
朝凤》，将于5月6日起在全国上映。影
片由陶泽如、郑伟、李岷城主演，讲述两
代唢呐艺人为了信念坚守产生的真挚的
师徒情、父子情、兄弟情。

吴天明1939年12月5日生于陕西
三原，对于中国影坛而言，他不仅是作为
前辈的第四代导演，执导过《人生》《老
井》《变脸》等名作，还是有着提携之恩的
伯乐，扶持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何
平等一大批后辈导演。2014年 3月 4

日，吴天明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百鸟朝凤》是吴天明生前执导的最

后一部完成作品，2013年9月获得第29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特别奖”。

评论家仲呈祥评价说，《百鸟朝凤》
从表层看是吹唢呐，从深层看，表现的是
中华民族对优秀传统文化应持有的正确
态度。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专电）

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4月25日11
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生命中的最后光阴，梅葆玖把他的最
后一点精力留给了京剧传承。

最后的心愿被他写进提案——“让传
统文化活起来，让京剧艺术后继有人”，这
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事。身为全国政协委
员的他，生前多个提案都与此有关。

他最后一个生日与爱好京剧的年轻
人一起度过。明媚的春光里，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的学生们兴奋地迎来了梅先生
和他与京剧的传奇经历。大学生们说，“那
天，他精神很好，吐字却有些吃力。”次日，
在外用餐的他，因突发疾病被送进医院。

他的最后一次登台，依旧与69年前
的首次登台并无二致，日渐消瘦的他首先
给在座的观众认真作了一个揖。

“传承梅派艺术，先生尽了孝道。”曾
与梅葆玖生前共事的晚辈松雷说。

“最放不下的是京剧传承”
他生命中的70年，都奉献给京剧文

化的传承。多年来，传统戏种的没落，一直
令梅葆玖心头隐隐作痛。

11年前，初学京剧、16岁的魏丽清见
到了71岁的梅葆玖。身为高中生的他告
诉梅先生，学校开设了一门选修课，叫《京
剧艺术》，先生听后很是兴奋。可当听到

“大部分同学都去选修英美文学、艺术鉴
赏了，京剧课的修习者仅有10名”时，先
生默默地垂下眼睛，眼神黯淡了许多，“是
啊，孩子们都喜欢外来的东西，听不进京
剧了……”

自从扛起梅家的百年大旗，如何让年
轻人接受古老又传统的戏曲，成为他每日
必思的问题。他经常问自己：如何能让京
剧活起来？

他慢条斯理地在意着这件令他有点
“着急”的事。不少戏曲艺术家劝他：这些
基础的推广的事，让小字辈去做就行了，
还劳德高望重的您做什么？

他却坚持自己做。他说，“得给孩子一
个爱上京剧的机会”。京剧传承得从娃娃
抓起，因为孩子对京剧的喜欢是更加天然
的、发自内心的。他还建议，小学最好也开
京剧课。

2014 年是梅兰芳先生诞辰 120周
年。自那时起，一直从容不迫的梅葆玖明
显加紧了工作的步伐。

“我们现在要培养的不是演员，而是
观众。”也许是觉察到自己身体不甚乐观，
他开始在各地奔波，组织梅派艺术研习
班，为全球纪念梅兰芳巡演活动而操劳，
不曾停歇一天。他说：“这是弘扬民族艺
术、发展民族京剧的大好机会，不能错
过。”

那段日子虽然操劳，梅葆玖却越发精
神矍铄。他信心满满地说：“我们的京剧定
会越走越好！”

“玖爷为京剧事业的发展，尽了自己
最大的努力。”梅兰芳基金会副秘书长、梅

葆玖生前秘书叶金援说。
“一生只为一事来”
嗓音甜美圆润，唱念字

真韵美，表演端庄大方……
梅葆玖的扮相、演唱、神韵
都像极了父亲梅兰芳。

生在上海思南路57号
“梅宅”的他，是梅兰芳第九
个孩子。纹丝不乱的头发，
白皙的面容、眼角深厚的轮
廓、挺直的鼻梁、微薄的“梅
家嘴”，让见过他的人感叹：
很像梅兰芳，真像！

“梅家”的标签成为梅
葆玖最重要的人生切面。
10岁学艺，13岁登台，18岁与父亲梅兰
芳同台演出。从此，梅葆玖的一生再没离
开京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梅葆玖接过了父
亲的大旗。面对命运的安排，这位梨园大
师的幼子不得不收起心，一门心思继承父
亲的技艺。10岁起，梅葆玖一边读书上
学，一边拼命学戏。在父亲耳提面命下，他
规规矩矩学老戏，一点都不敢改动。

传承“梅派”，原汁原味尤其重要：尖
团字，五工四法，一个都不能错。京剧本体
的东西，一点都不动。诸多程式，必须规规
矩矩去完成。“只有传承做到位，才有可能
去创新。”梅葆玖曾说。

终于，旦角的神韵刻在了他的血液
里。苦练多年，梅葆玖终于继承了父亲的
衣钵。

实践让梅葆玖形成了成熟的戏剧理
论。他将人类戏剧观概括为两种，写实的
戏剧观与写意的戏剧观。写意是中国民族
戏曲的实质，生活写意、动作写意、语言写
意、舞美写意，都在这里。

理论也拔高着他的造诣。梅葆玖虔诚
地对待每一次演出，将其视作宝贵的“文
化标本”，当做是中国传统的永恒经典来
诠释。

“别叫我大师”
“别叫我‘大师’。一叫大师，咱们距离

就远了。”梅葆玖生前说。
干面胡同28号与梅葆玖家只有一墙

之隔。老邻居安女士的胳膊摔伤了，梅先
生得知后亲自前来探望。过节的时候，还
有京剧演出的票不时送来。邻里眼中，“梅
先生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

在后辈们看来，脱下行头的他，是一
副谦谦君子面孔。谢幕时，西装翩翩、盈盈
下拜的模样，有种难以形容的优雅；而台
下的他更为绅士，不急不躁。“这样温润如
玉的性格令晚辈们不由自主想亲近他，正
因这样的德行，才有了艺术上高深的成
就。”魏丽清说。

他人生中有好多乐趣。他喜欢听席
琳·迪翁和迈克尔·杰克逊的唱片，也痴迷
于摩托车、汽车，甚至改造过收音机。

梅葆玖自己也说，父亲也是如此：诗

词、音乐、绘
画，他样样
都通，并将
这些文化的
熏陶和艺术
的尝试，当
作磨炼艺术
修养的途径
和办法……
对其他艺术
门 类 的 探
索，经过时
间的锤炼，
最终都融入梅葆玖的京剧表演中。

然而，对艺术的爱，对生活的爱、对京
剧的眷恋，都没有留住这位老人。无论是
上世纪60年代的“挂帅”“西施”，还是80
年代的“玉堂春”“生死恨”，都在曲终人散

时，随风而去。
一生只为一事来。他的坚持，让中国

传统戏曲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抱着永恒
的心愿走。在完成生命中最后几次演出的
他，对京剧的明天满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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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
□新华社记者 张漫子 梁天韵 钟雅

导演吴天明遗作《百鸟朝凤》全国将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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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这是19501950年年11月月1515日日，，梅兰芳梅兰芳（（左左）、）、梅葆玖父子在梅葆玖父子在
上海同台演出上海同台演出““游园惊梦游园惊梦”（”（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这是这是20112011年年
88 月月 33 日日，，梅葆玖梅葆玖
在国家大剧院少在国家大剧院少
儿京剧夏令营开儿京剧夏令营开
营仪式上致辞营仪式上致辞。。

这 是 梅 葆这 是 梅 葆
玖在中央电视玖在中央电视
台台 19941994 年元宵年元宵
晚会上演出晚会上演出（（资资
料照片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