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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秦占國、朱燁 北京報

道）25日 11時許，著

名京劇表演藝術家、京劇藝術大

師梅蘭芳的么子梅葆玖在沉睡中

離開人世，享年82歲。作為梅

蘭芳子女中唯一繼承梅派藝術的傳人，梅葆玖一生

致力於梅派藝術的傳承和發展，只可惜膝下並無子

嗣，他的離世也意味着梅氏本家親傳再無後人，好

在「斷橋未斷」，仍有滿園桃李繼承着梅派藝術。

本報了解到，今年3月31日上午，梅葆玖輔導完學生後，和學生一起在餐
館用餐，中間想上廁所，梅老夫人還特意問他「要不要陪你」，梅老答

覆說，「不用，乾淨利索了一輩子。」結果未曾想，剛出洗手間，梅老就突
發支氣管痙攣導致腦缺氧，被服務員發現後立刻送醫院搶救。其間一直有中
央和有關部門領導紛紛去醫院探望。

遺願盼《大唐貴妃》海外巡演
據知情人透露，梅老搶救期間就已無自主呼吸，在住院期間，為了喚醒昏

迷中的梅先生，家屬還特意播放了他最喜愛的大型交響京劇《大唐貴妃》中
的主題曲《梨花頌》。靠呼吸機維持心跳至26天後，梅老出現血壓不穩和肺
部感染症狀，25日上午搶救無效逝世。記者截稿時得知，目前已在醫院和家
裡分別設立靈堂，出殯儀式暫定5月3日，但仍與家人協商中。
據悉，在一個多月前，梅老還打算到上海，商討修改《大唐貴妃》劇本，

希望把該劇帶去海外巡演，未料竟變成了梅老的遺願。
身邊人透露，梅葆玖生前身體尚算健康，而本報記者亦在今年3月份的全國
兩會上見到梅老，旁邊僅有一位助理陪伴的他步履緩慢但穩健，脊背挺拔、
雙目炯炯，儘管警衛一直催促政協委員們趕快入場，梅老仍面帶微笑、溫和
有禮地回答完記者問題並合影留念後，方才離去，大家風範讓人印象深刻。

悉心傳藝 稱「對得起父親」
雖然沒有子嗣，梅老多年來仍悉心教授梅派藝術、兢兢業業。他正式收入

門下的徒弟有49個，其中董圓圓、李勝素、張馨月、姜亦珊都是當下京劇行
業中的翹楚，胡文閣則是唯一的梅派男旦傳人。雖然京劇男旦日漸式微，對
此，梅葆玖並不怨天尤人，「我培養了40多個弟子，父親的藝術沒有斷層，
將來上天跟我們老頭兒我也好交代了，我敢說對得起父親。」
作為唯一接過父親男旦衣缽的孩子，他10歲開始學藝，13歲正式登台演
出，18歲開始與父親梅蘭芳同台演出，梅葆玖對於梅派藝術的影響力自然不

言而喻，對當今京劇界也是舉足輕重。業內人
士認為，其嗓音甜美圓潤，唱唸字真韻美，表
演端莊大方，扮相、演唱都頗有乃父風範，在
青衣、花衫、刀馬旦、昆曲等諸行當及技藝方
面，均有較高造詣。
梅葆玖幾次並不頻繁的公開露面，幾乎都與

弘揚戲曲文化有密切的關聯，甚至在昏迷前
2日的生日當天，他還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
為廣大學子闡釋梅派藝術的魅力。
在2014年攜胡文閣、小巴特爾登台同演《貴

妃醉酒》的他曾欣慰地說：「如果見到了父
親，我會規規矩矩地給他行個大禮、磕個頭，
對老父親說，『我盡了孝道，尊重您的意思，
梅派藝術不僅僅是我唱，還傳了第二代、第三
代。梅派藝術、京劇藝術將永遠傳承下
去。』」

梅葆玖生平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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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朱燁 整理

10歲開始學藝，師從王幼卿的青衣、朱琴心的花旦、陶玉
芝的武功戲、朱傳茗的昆曲，並獲父親梅蘭芳言傳身教。

13歲的他正式登台演出《玉堂春》、《四郎探母》等劇目。

18歲的梅葆玖第一次與父親梅蘭芳同台演出。

梅蘭芳去世，27歲的梅葆玖獨挑梅劇團的大樑，成功傳承
了梅派的精湛技藝。

榮獲美國紐約林肯美華藝術中心授予的亞洲傑出藝人獎。

參與春晚京劇選段《坐宮》。

被世界藝術家協會授予「藝術大師獎」和「終身成就
獎」，成為公認的世界級藝術大師。

梅葆玖被日本櫻美林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為紀念梅蘭芳誕辰120周年「雙甲之約」，梅葆玖攜弟子
及北京京劇院輾轉香港、台灣、紐約、華盛頓、莫斯科、
聖彼得堡、東京以及津滬等內地京劇重鎮，重走梅蘭芳當
年足跡。當年8月20日紐約首演。

1月獲第15屆華鼎獎終身成就大獎。

香港文匯報訊 據《法制晚報》報道，上月
底，梅葆玖因病入院。而梅葆玖在入院前（3月
29日）還給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師生作了一場
講座，這是他人生中作的最後一場公開演講。
據了解，梅葆玖老先生當日在北京第二外國

語學院竟先廳給師生們以「梅蘭芳京劇表演藝
術對世界戲劇的貢獻」為題發表演講。講座
中，梅老先生回顧了梅蘭芳追求極致藝術表演

和致力於向世界傳播中國京劇文化的傳奇生
涯，認為中國京劇和外國戲劇、歌劇、舞劇最
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寫意。他指出，梅蘭芳表演
藝術在關於演員、劇中人物和觀眾的關係方面
對世界戲劇表演藝術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參加講座的同學表示，整個竟先廳都坐滿了

人，大約有兩三百名同學。演講的過程中梅老
先生狀態一直很好，台下很多同學都不禁感慨

梅先生已82歲高齡精神還這麼好，並且思路
也很清晰。
另一位葛同學回憶稱，梅老很謙遜，在舞台
上幾十載，給晚輩後生作演講還這麼平易近
人，也不曾提及自己在藝術上的成績，很難
得。「每次大家鼓掌的時候，梅老都會向大家
起立雙手合十並微微欠身，小小的舉動讓在座
的每位師生都很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秦占
國、朱燁 北京報道）梅葆玖先
生辭世後，中國國家京劇院副
院長、藝術指導于魁智接受本
報訪問時表示，「梅葆玖先生
作為前輩先賢，對我的藝術道
路影響至深」。他認為，梅老
先生秉承了梅蘭芳大師的儒雅
平和、內斂謙遜、德藝雙馨，
是京劇界的精神楷模，也是自
己多年的學習榜樣。
「2001年排演交響京劇《大

唐貴妃》時，梅先生對我和李

勝素提攜扶持，毫無保留；
2004 年排演交響劇詩《梅蘭
芳》時，梅先生為使我能更加
充分準確地塑造梅大師的人物
形象，給我提供了大量梅大師
的珍貴資料。」他動情道：
「2012年我和李勝素整理新排
梅派名劇《太真外傳》時，梅
先生不顧年事已高，從劇本整
理一直到公演，始終親力親為
指導我們。」
「藝境深遠，藝德寬廣」，

這是于魁智對梅先生的記憶，

他也始終相信，梅先生的精神
風範將如一盞明燈，永遠照耀
京劇藝術不斷前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秦占
國、朱燁 北京報道）梅葆玖先
生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著名的
梅派青衣傳人、中國國家京劇
院一團團長李勝素得知先生噩
耗，立即放下手中工作，從西
安返回北京弔唁。自從1988年
跟隨梅先生學習梅派藝術至今
已有28年的她，對恩師辭世感
到悲痛不已。「 梅葆玖老師是
我的恩師，」她對本報記者
稱，「梅老師為人師表，言傳
身教，將中正平和、內斂含
蓄、意境典雅的梅派神韻，點
滴融化進我的藝術生命。」

她表示，從《穆桂英掛
帥》、《生死恨》、《鳳還
巢》、《洛神》，到《霸王別
姬》、《貴妃醉酒》、《宇宙
鋒》，多少梅派經典劇目都是
通過梅老師的諄諄親授，才令
自己逐漸領悟了梅派藝術的內
涵真諦。「1995年我得幸正式
拜梅葆玖先生為師，1996年我
領銜山西省京劇院梅蘭芳青年
京劇團時，梅老師又專程帶領
自己的合作團隊前去為我指導
排練，」她說，「2001年我調
至國家京劇院後，梅老師更是
傾情真傳，不遺餘力」。

撫今追昔，師恩銘記。李勝
素表示，未來一定會繼承梅老
師的衣缽，完成梅老師的遺
志，將京劇梅派藝術砥礪傳
承，發揚光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陳敏娜）梅葆玖與香
港有深厚的緣分，3歲至5歲時與父親梅蘭芳在香港
居住了兩年，讀過兩年小學，所以識少少廣東話。
2013年梅葆玖「回娘家」粉墨登場撐新光戲院，李
居明感謝這位京劇大師一直很關心新光戲院，對他
的離世感到可惜！香港八和主席汪明荃說梅葆玖承
傳了梅派藝術，他的離世對京劇界是大損失。

菩薩手印相成最後照片
新光戲院的五十年慶典，當時是新光主席李居

明邀請中國國家京劇院來港演出《中國京劇名家
名劇大匯演》，梅葆玖亦親臨香港，當時一連四
晚「梅葆玖經典之夜」中，有一晚梅葆玖粉墨登
場演《鳳還巢》，是體現他對新光的一份支持。
梅葆玖是對新光戲院有情意結，當時表示參加

演 出，心情十分興奮，形容猶如「回娘家」。
原來他1982年的時候就來過香港與師姐童
芷苓在新光演出了半個月；1997年香港
回歸的當晚也在新光表演，在中英政府就
香港回歸中國交接儀式的時候，戲組特意停

演半小時看電視直播，之後再演，至凌晨2點才
完場，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所以早在第一次聽
聞新光要被拆卸時他親自寫信給當時的新華社表
達要保留新光的意見，因為這地方對粵劇迷京劇
迷來講意義重大。
如今梅葆玖離世，李居明指是戲曲界的損失，

他透露：「大半個月前，我已經知道佢昏迷咗，
之前他正幫我哋做一齣由京劇改成粵劇嘅《天女
散花》的顧問，除提供他爸爸（梅蘭芳）當年演
呢個劇嘅造型相之外，仲幫我哋影咗一啲劇入面
好重要嘅菩薩手印相，啲相寄完畀我哋之後，他
就出事，估唔到呢啲相成為最後照片。」李居明
想將京劇《天女散花》變為粵劇，如今梅葆玖離
世，李居明慨嘆這個劇已經無法寫下去，好可惜
大家未必有機會睇到粵劇版嘅《天女散花》。

讚黎明氣質很像梅蘭芳
陳凱歌導演2007拍《梅蘭芳》，一部講述梅蘭

芳藝術及感情生平故事片，找來黎明飾演中年的
梅蘭芳，他說梅葆玖看過黎明京劇扮相後感到驚
艷，但黎明要趕快減肥及接受嚴格的京劇訓練。
當時梅葆玖還特別抽空為黎明排練，還大讚黎明
氣質與其父親生前氣質很像，電影中的黎明演繹
出的完全是梅蘭芳最根本的性格。黎明昨日於微
博說：「玖爺一路走好，梅家藝術永存心中。」

梅葆玖梅葆玖19341934年年33月月2929日出生在上海思南路日出生在上海思南路
的梅宅的梅宅，，祖籍江蘇泰州祖籍江蘇泰州，，國家一級演員國家一級演員、、著著
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名京劇表演藝術家，，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幼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幼
子子，，京劇梅派藝術掌門人京劇梅派藝術掌門人，，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
梅蘭芳京劇團團長梅蘭芳京劇團團長，，北京市梅蘭芳藝術基金北京市梅蘭芳藝術基金
會理事長會理事長，，梅蘭芳紀念館名譽館長梅蘭芳紀念館名譽館長，，中國戲中國戲
曲學院研究生導師曲學院研究生導師，，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項目產項目（（京劇京劇））代表性傳承人代表性傳承人。。代表作代表作
有有《《霸王別姬霸王別姬》、《》、《貴妃醉酒貴妃醉酒》、》、
《《穆桂英掛帥穆桂英掛帥》、《》、《蘇三起解蘇三起解》、》、
《《太真外傳太真外傳》、《》、《洛神洛神》、》、

《《西施西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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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場演講 謙遜感動師生

德藝雙馨 後輩楷模

梅派神韻 傾情教化

與港緣分深 曾促勿拆新光戲院

■梅葆玖贈送愛徒李勝素
（右）全套梅蘭芳大師藝術專
輯。 本報北京傳真

■2001年上海大劇院首演《中
國貴妃》，梅葆玖（中）與于
魁智（左）、李勝素（右）合
影。 本報北京傳真

■1950年1月15日，梅蘭
芳（左）、梅葆玖父子在上
海同台演出《遊園驚夢》。

新華社

■黎明在其微
博悼念梅葆
玖。網上截圖

■■梅葆玖和李梅葆玖和李
居明合照居明合照。。

■梅葆玖
為 粵 劇
《天女散
花》拍攝
菩薩手印
照。

經 典 角 色

《《貴妃醉酒貴妃醉酒》》

《《穆桂英掛帥穆桂英掛帥》》

《《西施西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