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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的祖居在京剧的发源地：湖北江夏，辗转进京亲历了汉调的京化，即京剧的衍变与升
华，
以至清宫
无谭不欢，京都戏
园无生不谭。他身穿慈禧太后所赐曾
祖之龙袍，假CCTV
空中剧院主演曾祖杰作《连环套》，他的子孙或为今日头牌须生，或为长安大戏院之主
演。承上启下，七世佳话，演活了黄忠、范中禹、孙悟空、蔺相如、诸葛亮、郭建光等
艺术形象，传承着一部近二百年的“英秀堂”史，同时也是一部浓缩本的京剧史，为此
欧阳中石先生谓之“谭门元寿”也。 

内容简介

谭门七代，一脉薪传，谭氏家族的历史，浓缩了京剧近两百年的发展历程。谭元寿先生
的经历，则另有其
厚重，他有比其前辈与晚辈更丰富、
更复杂的经历,时代的氛围与社会的变革，影响着谭元寿先生的艺术经历和成就。 

谭鑫培固然代表了京剧成熟的*，无人可以逾越，而谭元寿先生的历史地位与功绩，也需
要今人给予客观的评价与肯定。身处谭门这个京剧世家，谭元寿先生和他的后人，当然
有机会承继先辈的巨大声望，但这也是巨大的压力。在这份压力面前，谭元寿先生交出
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作者简介



和宝堂： 多年学戏，评戏笔耕不辍，获前辈赞为“京城京剧第一写家”，更有同行称其
：“常怀忧患之志，泾渭从来分明。不畏权高与名重，傲骨侠气有儒风。几十年辛勤笔
耕，八百万字筑长城，只为传前辈真经，不事阿谀奉迎。时常孤军奋战，不叫谬误横行
。真知灼见惹人忌，怒向胆边敢冲锋。功利心淡笔自直，权钱莫交通。是真书生明爱憎
，是非何用后人评。” 

  

张斯琦： 1990 
年生，毕业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自幼喜爱京剧，供职于上海戏曲学院附属
戏曲学校编研室，从事京剧史研究，以史料搜集、史实考据为重。曾参与《余叔岩与余
派艺术》《梅派艺术传习录》等京剧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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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三章 富连成七年“大狱”
说起坐科学戏的往事，在谭元寿说来真是如同“七年大狱”，件件往事历历在目，如数
家珍。那番经历既是他的一段励志的历史，也是一段不堪回眸的血泪史。1928
年，谭元寿出生在大外廊营26 号。十年后，谭小培仿照当年谭鑫培忍痛要谭富英到富连
成坐科的做法，把谭元寿送入富连成第六科“元”字科坐科，取艺名元寿。先后师从雷
喜福、王喜秀、张连福、王连平、茹富兰、刘盛通等老师。这些老师教学经验非常丰富
，已经是满园桃李的老园丁了，舞台上又多有实践经验，在社会上享有盛名。例如，雷
喜福先生在富连成与马连良、谭富英、李盛藻有“老生四杰”之称。王喜秀还有个艺名
叫“金丝红”，尤为擅长《战太平》《定军山》《打渔杀家》等戏。茹富兰先生出身京
剧世家，家学渊源。茹家的身段之讲究，把子功之精练，武小生戏之细腻，外界看着其
美无比，内行更是心悦诚服。都认为在京剧界，茹派的小生和武小生、武生戏异常精致
、讲究，与许多官中的武小生、武生迥然不同。谭元寿也深为自己得到茹富兰先生的真
传，终身受益。王连平和沈富贵先生不但会戏极多，而且能教全场，抱“总讲”。从主
演到上下手，从教学到排演，从派角色到演出，都是有条不紊。谭元寿坐科时王连平先
生就给他们排演了八本《混元盒》，亲自给他教授过《连环套》等戏。他的老生戏还有
张连福教的《取帅印》，雷喜福教的《群英会》、《借东风》，刘盛通教的《鱼肠剑》
等。尽管当时富连成的老老板、创始人叶春善已然过世，总教习萧长华也退居二线，改
由叶龙章主事，叶盛章负责教学，排演阵容大不如前，元气已经大伤。自谭元寿入科后
，富连成长期演出达二十多年的广和楼因故停止了演出合同，只能每天到鲜鱼口的华乐
戏院演出日场，晚上再分包。分别在西单的哈尔飞（当时叫“大光明”，后叫西单剧场
）和长安大戏院演出晚场。连叶家的五少爷叶世长也认为当时富连成确实很不景气。为
了应付票房收入，难免就要搞一些灯光布景大制作，演出一些“彩头戏”，如《乾坤斗
法》（又称《桃花女三戏周公》）《狸猫换太子》《天河配》《广寒宫》等。不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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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演出《广寒宫》的时候，突然戏院失火，连烧三个小时，导致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戏
装道具焚尽，可谓损失惨重。一时无法演出，老师和学生也就暂时休学了。这对富连成
可真是雪上加霜。经过一番诉讼，私下联系警察局的督察长，查明原因：乃戏院隔壁的
长春堂药铺电线老化引起火灾。富连成获得十万元赔偿，才重新购买戏箱，并迁移到广
德楼继续演出。

说起坐科学戏的往事，在谭元寿说来真是如同“七年大狱”，件件往事历历在目，如数
家珍。那番经
历既是他的一段励志的历史
，也是一段不堪回眸的血泪史。年，谭元寿出生在大外廊营
号。十年后，谭小培仿照当年谭鑫培忍痛要谭富英到富连成坐科的做法，把谭元寿送入
富连成第六科“元”字科坐科，取艺名元寿。先后师从雷喜福、王喜秀、张连福、王连
平、茹富兰、刘盛通等老师。这些老师教学经验非常丰富，已经是满园桃李的老园丁了
，舞台上又多有实践经验，在社会上享有盛名。例如，雷喜福先生在富连成与马连良、
谭富英、李盛藻有“老生四杰”之称。王喜秀还有个艺名叫“金丝红”，尤为擅长《战
太平》《定军山》《打渔杀家》等戏。茹富兰先生出身京剧世家，家学渊源。茹家的身
段之讲究，把子功之精练，武小生戏之细腻，外界看着其美无比，内行更是心悦诚服。
都认为在京剧界，茹派的小生和武小生、武生戏异常精致、讲究，与许多官中的武小生
、武生迥然不同。谭元寿也深为自己得到茹富兰先生的真传，终身受益。王连平和沈富
贵先生不但会戏极多，而且能教全场，抱“总讲”。从主演到上下手，从教学到排演，
从派角色到演出，都是有条不紊。谭元寿坐科时王连平先生就给他们排演了八本《混元
盒》，亲自给他教授过《连环套》等戏。他的老生戏还有张连福教的《取帅印》，雷喜
福教的《群英会》、《借东风》，刘盛通教的《鱼肠剑》等。尽管当时富连成的老老板
、创始人叶春善已然过世，总教习萧长华也退居二线，改由叶龙章主事，叶盛章负责教
学，排演阵容大不如前，元气已经大伤。自谭元寿入科后，富连成长期演出达二十多年
的广和楼因故停止了演出合同，只能每天到鲜鱼口的华乐戏院演出日场，晚上再分包。
分别在西单的哈尔飞（当时叫“大光明”，后叫西单剧场）和长安大戏院演出晚场。连
叶家的五少爷叶世长也认为当时富连成确实很不景气。为了应付票房收入，难免就要搞
一些灯光布景大制作，演出一些“彩头戏”，如《乾坤斗法》（又称《桃花女三戏周公
》）《狸猫换太子》《天河配》《广寒宫》等。不料，有一天演出《广寒宫》的时候，
突然戏院失火，连烧三个小时，导致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戏装道具焚尽，可谓损失惨重。
一时无法演出，老师和学生也就暂时休学了。这对富连成可真是雪上加霜。经过一番诉
讼，私下联系警察局的督察长，查明原因：乃戏院隔壁的长春堂药铺电线老化引起火灾
。富连成获得十万元赔偿，才重新购买戏箱，并迁移到广德楼继续演出。 

谭元寿先生好交朋友，把兄弟也多，人缘极好。家里用手提食匣送来饭菜，谭元寿先生
总是与同窗好友分享。与谭元寿先生最好的一位师哥就是鼓师白登云的儿子白元鸣。两
个人的生母先后病逝，思母心切，小哥俩经常跑到后院找没有人的地方，述说自己思念
亲娘的苦衷，然后相对痛哭。白元鸣总说，人家谭元寿先生家境好，对人也大方。他家
送来饭菜，他就把我叫到后院，让我解解馋，也是对我的安慰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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