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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漫：齐老师您好，我们以前看的
大多都是专业书画家的展览，而对民国
名伶这一群体的书画作品了解不多，名
伶们为何要“跨界”进行书画创作？请
您介绍一下。

齐凯：伶人，通俗讲就是唱戏的，名
伶就是著名的戏曲演员，而民国名伶就
是在民国已享盛名的伶人。这里的戏曲
主要是指京剧，当时也叫做国剧、平剧，
平是北平的平。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名
伶的“成名期”在民国，而作画是在1949
年以后，如李万春、吴素秋、新凤霞等。

那个时候名伶的社会地位是富而
不贵。有多富？以梅兰芳为例，1919年
鲁迅买了一套三进的四合院，花了3765
块银元，当时他担任教育司佥事，每个

月工资 350块大洋，这样的收入在当时
算是较高的了，而 1920年梅兰芳去上
海演出一个月就能净得一万块银元。
1920年前后，吴昌硕给齐白石定的润格
折算起来是一平尺 1.5块银元，按照画
价不变的话，梅兰芳几个月的收入就能
把齐白石一辈子的画都买完。

伶人之所以学习书画，一个重要原
因是想要改变自己“下九流”的社会地
位，即通过参与上流社会崇尚的“文事”
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伶人致力于
此道，也推动了戏曲的发展。民国名伶
有两个特点：一是传统戏曲底子好，二是
勇于创新。这个创新体现在书画上，他
们一方面学习书画，同时将书画创作的
心得运用于改善戏服、头面、布景中的纹

样、色彩、造型等，剧本的创作思路、格调
也因经典书画的加持而得到提升。伶人
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努力学习文化，与
文人名流接触，学习上流社会喜欢的风
雅之事，比如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等。

崔漫：他们的艺术创作与专业书画家
相比水准如何？受众群体有什么不同？

齐凯：总体来看，伶人字画和专业书
画家相比，还是处于票友状态，我们不能
用专业的标准去衡量，但是他们当中不
乏一些出类拔萃的。比如朱素云、时慧
宝、程砚秋等人的书法都是具备专业水
准的。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专
业人士在教他们，比如程砚秋请罗瘿公
来教他写字，每天有着很严格的课程表，
同时还要读诗，读古代史籍。他们的学
问滋养了书法的格调，可谓“功夫在诗
外”。再如梅兰芳，曾请王梦白、汪霭士
教他画画。民国有很多著名文人与名伶
打交道，比如康有为、梁启超、吴昌硕等，
而伶人们也有着很强烈的学习意识。

名伶书画的受众群体与专业书画
家有所不同，名伶作为公众人物，有其相
应的品牌效应、名人效应。当时的文人
雅士、社会名流，他们收藏伶人字画不全
是在于欣赏伶人创作水平有多高，更多

地是作为一种雅玩。民国名伶拥有不少
名人“粉丝”。比如清末民初的实业家张
謇，他就非常追捧梅兰芳、程砚秋，给他
们做了很多诗。1920年中山公园举办
的“伶界书画慈善会”，樊增祥、陈师曾都
积极参与策划、组织，当时著名的伶人尽
数参加，卖得最贵的是王瑶卿和梅兰芳，
他们卖作品的钱全部捐给了穷苦人。

崔漫：民国名伶和当时书画圈的联
系密切，是否会有一些专业书画家戴有
色眼镜看待他们？

齐凯：有。有个贵族出身的画家叫
溥心畬，他和梅兰芳以及别的伶人往来
过多次，但只是保持泛泛之交。晚清到
民国早期，人们对唱戏的人有特殊称呼，
叫“小友”，带有一些歧视色彩。那时候
一些文人给他们这些唱戏的朋友赠字落
款时会以“小友”称呼，为的是拉开身
份。谭鑫培当年只要看到谁给他写“小
友”，就直接撕掉，而有的伶人会把“小”
字抠了，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名人
写给这些伶人字画上，中间有一个字涂
了、抠了，那个字就是“小”字。后来时代
越来越开化，少有人称“小友”了，而称艺
员、艺士，但是不称“先生”也不称“仁
兄”，说明内心还是没有迈过那个槛。

崔漫：这次展览中有一副程砚秋的
对联和两幅荀慧生的山水，能藏到这样
好的作品很难得。近年来民国名伶的
书画作品市场表现如何？

齐凯：很热门。前几年一把由多位
名伶合作的书画成扇（带有扇骨的实用
折扇）拍到一百多万元。有一次我想买
一张梅兰芳的很小的画作，出了二十多
万元也没买到。你提到的那副程砚秋
的对联早些年我是三十万元买的。名
伶书画在市场上相对来说小众，但只要
确保它是真迹还是很受追捧的，比如爱
好民国文学的、想要研究民国文化的、
有京剧情结的各类收藏家都很热衷于
此。还有一些是著名书画家给名伶的
作品，名人送名人，比如齐白石画给他
们的画，吴昌硕写给他们的字，张大千
画给他们的画，让这件本就价值不菲的
名伶作品，贵上加贵了。

这个热门现象从民国时期就已经出
现，20世纪30年代就有不少人开始仿造
梅兰芳的字画。抗战时期梅兰芳不再演
出了，开始以卖画为生，很多艺术家为他
站台，比如叶恭绰、吴湖帆、李拔可等。
老舍收藏了100多把名伶的扇子，唯独没
有收到荀慧生的，有一次他终于收到一
把，很开心，还专门为此作诗一首。

崔漫：刚才观展过程中得知，此次
展品大部分都来自于您的收藏，您的民
国名伶书画收藏缘起于何时，又为什么
会想到要策划这样一个小众的民国名
伶书画展呢？

齐凯：一开始是因为我关注到了民
国时期的文化现象，那个时代文化、艺术
都很繁盛，加上从小学习书画，就从各种
书画作品上试图探寻时代的审美取向。
有趣的是，我发现那时名伶的书画格调
都很高。为了研究他们的艺术造诣，我
就开始收藏他们的书画作品。当时听他
们戏的都是有钱人、达官显贵，伶人们也
是为了迎合上流社会的审美情趣，就请
一些著名文人来为他们写剧本。梅兰芳
影响越来越大，就请了胡适、梁社乾等来
把节目单、节目梗概译成外文。名伶接
触的圈子比较高端，他们学书、学画起点
很高，下笔就不会俗气。

20世纪 20年代，梅兰芳多次到上
海演出，况周颐、赵叔雍师徒有心张罗，
三次在赵家的惜阴堂举办雅集，况氏为
之命名香南雅集。与此同时，周湘云家
的学圃、简照南家的南园、甘翰臣家的
非园、周今觉家的还巢等名园都因梅兰
芳到沪而举办了或大或小的活动，统称
广义上的香南雅集。除名伶外，赵凤
昌、康有为、吴昌硕、朱祖谋、陈三立、张
謇、王国维、于右任、何维朴等数十位名
公巨贾都参加了。百年后，我来举办这
个民国名伶书画展，也可以说是对过往
的回声，是另一种“香南雅集”。这也是
我策划此次展览的缘由。

近年来，名伶书画正逐渐成为热门
的小众收藏，通过这些藏品可考据他们
的交游与过往，从他们的生活状态了解
当时的社会结构、人情关系，从同一位

名伶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也可看出他
对艺术的美学追求，甚至是从他们购买
的股票、信托等投资理财产品中，能够
探得当时中外银行业的发展情况，证券
市场的发行规模，以及国内金融体系的
架构。这些年在收藏中我学到了不少
知识，藏品背后的社会、历史、人文以及
藏品流转中折射出的艺术品主人的人
生命运，都极具研究价值，包含着丰富
的文化元素和精神内涵。在这次展览
中，我结识了不少研究民国历史文化的
学者朋友，这些都丰富了我对一个时代
的认知。 （文/崔 漫）

“小友”大雅 伶界文心
——访梅兰芳研究专家、收藏家齐凯

5月7日上午，“时代华彩——新中
国水彩画的实践与嬗变专题展”首展在
北京拉开帷幕，120余幅精品佳构集中
亮相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

此次展览是国家艺术基金 2023年
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由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河南大河美术
有限公司、大河美术报社承办。展出的
作品有中国水彩之父李剑晨和李永海、
李耘森等老一辈水彩名家的经典之作，
有王彦发、焦书晖、李意淳等当代实力派
水彩画家的精品之作，也有80后、90后
年轻一代的创新之作。作品以丰富而灵
动的美学品位、鲜活而浓郁的生活气息、
酣畅又精微的表现技法，彰显水彩创作
的时代精神、文化内涵与多彩风貌。

“本次展览是对河南水彩艺术丰硕
成果的系统展示。”中国国家画院美术
馆馆长李虹霖认为，此次展览汇聚了老
中青三代水彩画家的精品力作，表达了
水彩画家对祖国山河、对人民群众的赞
美与热爱，不仅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河南水彩画艺术的发展进步，更折射出

中国美术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
身为老报人、老艺术家、中国国家

画院第一批研究员，马国强对在国家画
院美术馆成功举办的这次展览表示祝
贺，并为河南报业人的文化担当与文化
自觉点赞。他说，省级党媒集团策划主
办这样一场美术活动，这在全国还很少
见。水彩画虽是小画种，但屡出大画
家，中国水彩画开山鼻祖李剑晨、新中
国建筑四杰之一杨廷宝等先生，都是中
国水彩界的骄傲，也是河南的骄傲。这
次展览回顾和厘清了中国水彩画的发
展脉络，学术性、史料性很强，具有重要
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河南日报社党委委员、副总编辑张
学文在致辞中说，即将迎来74周年社庆
的河南日报，不仅是河南新闻宣传战线的
主力军、排头兵，也是文艺工作、美术创作
的践行者。我们将以举办这次展览为新
的契机和动力，以更强担当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切实当好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宣传者、实践者、
推动者。我们愿与广大艺术家携手努力，

创作出、传播好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
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作品，用画笔礼
赞新时代，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作，更加
自觉地为时代和人民谱写新史诗。

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美协主
席刘杰在致辞中简要回顾了河南水彩画
的发展历程，肯定了此次展览在艺术交
流和服务人民方面的积极作用。他还介
绍了河南美术界近年来在打造美术品
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方面所
做的工作。“河南日报社高度关注河南美
术发展，创办大河美术报，持续为美术事
业的发展和‘中原画风’的弘扬鼓与呼。”
刘杰说，新闻媒体的宣传推广为美术事
业的繁荣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展厅内，《邙山秋色》《黄河龙门》
《大别山路》《醉书唱吟》……一幅幅生
动展现中原风土人情、抒写时代风貌的
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更有美
术教师带学生展开了现场教学。据悉，
时代华彩——新中国水彩画的实践与
嬗变专题展随后还将在东莞、西安、南
京、郑州4市巡展。（文/彭 彬 郑广伟）

时代华彩
——新中国水彩画的实践与嬗变专题展首展在京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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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坛风雅——民国名伶书画展”展厅一隅

香南雅集首展“菊坛风雅——民国名伶书

画展”日前在京开幕，展出了包括梅兰芳、尚小

云、程砚秋、荀慧生等在内的近四十位民国名

伶的书画作品七十余件，作者包含了京剧界的

三大贤、四大名旦、前后四大须生、四小名旦，

附带昆曲、评剧、粤剧名伶。本刊特对此次展

览的策展人、梅兰芳研究专家、收藏家齐凯先

生进行专访，意在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民国名伶

彼时的生活状态及当下他们书画作品的市场

行情、收藏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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