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9年6月，安葵出生于辽宁盖州市一个
小山村的普通农家。在中学时就爱好文学，为
了继续爱好和实现成为文学家的梦想，1960年
高中毕业时，他就报考了中国戏曲学院的戏曲
文学专业，并顺利考取。当时，中国戏曲学院
与中国戏曲研究院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张庚
作为当时中国戏曲学院的领导，在开学迎新会
上对全体新生进行了讲话，那是他第一次聆听
张庚的教诲。

1963年，中国戏曲学院撤销，恢复中国
戏曲研究院建制，安葵大学毕业后留校，分
配到剧目室工作。张庚和研究院领导很重视
对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让他们参加创作和
评论的实践活动，并撰写文章。1965年，广
东的红线女进京演出《山乡风云》，《光明日
报》 找张庚约写评论，张庚布置给剧目室，
剧目室主任张为让安葵老师写，他很快就完
成了。张为看过后，让他送给张庚审阅。于
是，他就到了位于东四七条的张庚家。当时
张庚正在吃早饭，他接过文章看过后，文字
基本没有改动，仅是把文章中称剧中主人公
为“刘琴同志”后面的“同志”两个字给划
掉了。随后，这篇《山乡风云》的剧评就在
《光明日报》 上发表了。这是安葵写的第一
篇剧评，也标志着他走上戏曲现状研究的开
端。之后经过下乡劳动锻炼和“文革”10
年，他再回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已
年近40了，但幸运的是重新得到张庚的学术
引导。几十年来，他为戏曲事业做了很多工
作，在戏曲研究领域作出多方面的贡献，笔
者在阅读了他的许多著作和对他进行采访之
后，一个最突出的印象是，他是张庚学术思
想的忠实追随者，在张庚等老一辈开辟的戏
曲理论园地里一直不懈地耕耘。

张庚在领导完成对戏曲学界有重要影响
的《中国戏曲通史》的编撰后，又筹备《中
国近代戏曲史》和《中国当代戏曲史》的编
写。当时国家编辑出版 《当代中国》 丛书，
邀请张庚主编 《当代中国戏曲》。安葵参与

了此书的撰写，并担任编写组的负责人，根据
张庚的意见和总体设想统筹全书，很好地完成
了任务。后来又在张庚的指导下，他与余从一
起主编了《中国当代戏曲史》一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先后出版了《当代
戏曲作家论》《新时期戏曲创作论》《戏曲拉奥
孔》《海边剧评》等著作，产生了广泛影响，他
撰写的 《张庚评传》 一书似乎更有特别的意
义。当时北京语言学院的李润新要编一部《中
国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传》，其中张庚的传记有
人推荐安葵来撰写。张庚用了几个半天的时间
讲述了自己的大致经历。根据张庚的讲述，并参
考其他一些材料和文章，安葵完成了两万余字的
《张庚评传》，后收录于1984年出版的《中国现
代戏剧电影艺术家传》第二辑。

安葵说：对张庚的生平了解得越多，越感到
写他的传记有重要意义，因为他的一生，关联着
半个世纪中国戏剧史，而他的学术道路也对中国
当代戏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种意识的
驱动下，他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利用各种机
会走访张庚曾工作过的地方和共过事的同志，查
阅各地图书馆收藏的相关文献，找到了一些张庚
早年刊发的比较稀见的文章，做了十几本的笔
记。在20世纪90年代末，完成了近20万字的
《张庚评传》。张庚看过后，欣然写下：“王安葵
同志所写我的传记基本合乎实际，也无溢美或过
苛评语，我生活中的重要事情也都没有遗漏。我
同意出版。”评传一书不仅详细地梳理了张庚献
身革命和戏剧的一生，更为深入、全面、系统地
解读了张庚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各个人生阶段
的学术成就，真实而细致地反映了一位学者的学
术成长之路。正是通过传记的撰写，让他更理解
了前辈，理解了历史，认识到张庚的学术思想、
学术见解的过人之处以及其人格之
所以伟大。

在回忆走过的学术道路时，
安葵称自己是从戏曲创作和剧作
家研究入手，慢慢走向戏曲理论
家和戏曲理论研究，再到戏曲美
学研究。这一点，应该说是与张
庚的学术历程大致相似的，特别
是他退休之后着力于戏曲美学研
究。冯友兰称哲学史研究有“照
着讲”和“接着讲”两种方式，
安葵在学术道路上不仅于张庚的
学术见解“照着讲”，而且努力

“接着讲”。戏曲美学是张庚晚年
关注的重要课题，他先后写过几
篇戏曲美学的文章，深入研究戏
曲美学、构建戏曲美学体系是他
的遗愿。安葵秉持“接着讲”的
理念，在退休后致力于戏曲美学
研究，撰写了自成体系的 《戏曲
美学范畴论》一书。

张庚的人生和学术经历，不
仅深深影响了安葵的学术研究选
择，还影响了他的学术文风。曹
禺在张庚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曾
说：“有些理论很深，但让你爱
看，张庚同志的文章就是这样。”
雷利在读过 《张庚评传》 后说，
安葵是真正学会并贯彻了张庚先
生的这种作风，作为随张庚先生
工作多年的学生，安葵为人为学
完全继承了张庚先生真挚诚恳、
朴实无华的风格。中国艺术研究
院原副院长曲润海在读过安葵的
学术专著之后，提笔咏诗，称其

是“前海涵养久，风度步张郭”（张指张庚，郭
指郭汉城。笔者注）。

笔者曾询问他，张庚先生在学界受到广泛
尊敬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张庚先生做戏曲研
究，既是做学术，又是把其当成一项社会的事
业、人民的事业来做，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够
坚持实事求是，不跟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
做“逆行者”。这种学者品质值得后辈学习。安
葵先后撰写了 10多篇研究张庚学术思想的文
章，在多篇文章中，他都提到要向张庚学习，
学习先生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态度，
追求真理永不停歇的精神，学习他的崇高品质
和治学精神。不过在谈及当前学界对待张庚的
态度时，他说，虽然公开否定张庚先生的大概
很少，但是实际上真正能够在学术研究中坚持
张庚先生的学术精神、坚持实事求是思想、继
承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品格的，也不是很容
易。说到此，明显能感到他内心的忧虑和期望。

安葵老师说：“《戏曲美学范畴论》一书的
出版，我的戏曲研究可能就到此了。张庚先生
那一代人未完成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也难以
完成了，只能像骆玉笙所唱的‘重整山河待后
生’了。”显然，这是他内心深深的时不我待的
紧迫感，夹杂着未能尽早完成张庚遗愿的遗
憾。不过，我知道，他是不会停下他钟爱一生
的学术事业的。且不说他高质量完成的昆曲申
遗文本让昆曲成功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录、开启
了中国戏曲的非遗时代，而且还作为副总主编
参与了《昆曲艺术大典》的编纂，这两年还一
直密切关注着戏曲发展动态，进行着戏曲理论
体系构建的思考，他怎么可能停止追随张庚学
术思想的脚步呢！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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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是作曲专业的必修课。
我大学时的钢琴老师，只有一半中国

血统。她模样是外国人，很亲切慈祥，总
让我联想到高尔基笔下的外祖母。但她的
名字非常中国，叫李菊红。

我跟李老师第一次见面，是在楼道里
一架破烂报废的钢琴旁。当时我刚入学，
还没分配琴房，闲着没事，就在那架破钢
琴上锻炼人人都软弱无力的无名指。李老
师碰巧路过，她制止了我，说：别瞎练，
别着急，我们会让你进步很快的。又问：
你是上海来的？我说不是。广州的？也不
是。那你哪儿的？重庆。哦，重庆。然后
她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叮嘱：别
瞎练！

也许因为这次相遇，我后来成了她的
学生。我考进中央音乐学院之前，是乐队
的小提琴手，没摸过钢琴，因此，她最初
给我留的作业极简单。一般人初学钢琴，
左手比右手笨拙，可我拉小提琴的人，左
手手指非常灵活有力，再加上作曲的人有
很强的读谱能力和音乐理解力，因此完成
作业极为容易。有一次上完课，隔天她路
过我琴房，顺便进来看一眼，结果她大吃
一惊，在她看来，我已经练好了，可以再
留新的作业了。从此，她不再给我留供一
般初学者用的曲目了。

李菊红老师教学很有想法。譬如，她
不让我仅仅弹钢琴独奏曲，还让我弹歌曲
伴奏。练好了，就让她钢琴班上的声歌系
同学来唱，我给伴奏一下。这种新鲜的体
验，对我很有益。学了两年后，她让我弹
钢琴协奏曲 《黄河》，她亲自给我弹伴
奏。虽然让我弹的只是最容易的第二乐章

“黄河颂”，也令我兴奋不已，练琴的热情
空前高涨。心想：老子虽是白丁起步，现
在也能弹钢琴协奏曲了！

不过，她留的曲目也有我不喜欢的。
有一次，她让我弹一首创作于“文革”中
的钢琴曲，遭到我强烈抵制。我拒绝练这
首曲子。此曲的作曲者，是李老师敬重的
人，所以她也毫不让步。在接下来的日子
里，每次上课我弹完别的就住手，她就
说：还有一首。我这才拿出乐谱，磕磕巴
巴试奏一遍。终于有一天，上完课已到午
餐时间，她说：你去吃饭，我等你。吃完
饭我陪你练。我说：你不吃饭吗？她说：
我不饿。你快去吧。我起身走出琴房楼，
在楼下转了两圈，然后回去跟她说：我吃
完了。她说：不可能这么快。你真的去
吃，我等你。

她这一手把我治住了，我只好投降，
表示一定练。我嘴上答应了，可终究也没
好好练。考试时，这首曲子弹得乱七八糟。

上世纪 80年代初，我们 77级的同学
开始写出一些离经叛道的作品，在音乐界
引发争议。李菊红老师知道，她遇到的这
一班学生是特别的。由于她那一辈知识分
子经历了太多的运动，所以她是有担忧
的。但是，她也坚定地相信，我们是真诚
地在追求艺术。有一天她问我：你的作品
放在哪儿？我说放在宿舍。她说：你能送
我一份儿吗？我会替你保管好的。写到这
里我眼泪都下来了……

换个话题！
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寻根热，使年轻

人崇尚粗犷。我那会儿常常头发蓬乱，衣
服邋遢，还整天不停抽烟。有一天上完钢
琴课，李老师突然要我带她去我们宿舍。
到了宿舍楼梯口，她说你上去把衣服换
了，然后把脏衣服给我，我带回家给你
洗。

今天，此时此刻，我只能说在那一
刻，我大脑短路了，否则我不可能按她说
的做。可是，鬼使神差，我确实按她吩咐
的做了！

更不幸的是，这事儿被班上同学知道
了。在食堂吃饭时，我遭到我们班三个女同
学的围攻。她们人多，又个个伶牙俐齿，我斗
不过她们，只能听着，闷头吃饭。不料，她们
越说越来劲儿，总之，那一次，我被她们三个
欺负惨了。她们大概嫉妒我遇到好老师。

读大学期间，我太过用功，所以有段时间
脸色苍白。李菊红老师认为这是营养不够所
致，要我每个周末去她家大吃一餐。其实，当
年中央音乐学院的食堂很不错，我又是带薪读
书，不存在营养问题。去吃了几次，每次看着
李老师在厨房忙活，感觉很不好意思，就跟她
商量能不能不去了。李老师斩钉截铁地说：周
末必须回家吃饭。她怕我听不懂话中的意思，
还特别重读了“回家”二字。哎，简直就是高
尔基的外祖母再世啊。

数年一晃而过，钢琴修毕的时候到了。
得益于李菊红老师的悉心授教，我这个没有
任何钢琴基础的学生，修毕考试竟然弹的是
拉赫玛尼诺夫的《升C小调前奏曲》和穆索
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选段。

宿舍里，除了我之外，谭盾、瞿小松、
陈远林、马建平，也都是小提琴出身的钢琴
白丁。几年的钢琴课，他们几个也很优异，
都没少给自己的钢琴老师带来惊喜。李菊红
老师是钢琴共同课教研室的主任，我记得我
们钢琴修毕时，她显得很兴奋，几次对我
说：我要把赵渢院长请来听你们班的钢琴修
毕考试！显然，她对本班诸君的学习是极为
满意并深感自豪的。

我的钢琴课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师徒们
在莫斯科餐厅聚餐。跟现在不一样，上世纪
80年代初是老师请学生吃饭。一同赴宴的，
还有同一钢琴师门的陈怡、周龙、赵易元、
林德虹等。那时，老莫餐厅依然还是北京最
高档、最昂贵的西餐厅。李老师很慷慨，晚
餐极为丰盛，我一直吃到嗓子眼儿……

李菊红老师退休后，与老伴儿、孩子移
居香港。我去看过她两次。第一次，她听我
说有女儿了，特别高兴，就去玩具店挑选毛
绒玩具。她每拿起一个都在脸上依偎一下，
最后选中一只小兔子。递给我时说：这个皮
肤感觉最舒服。我女儿很喜欢这只小兔子，
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出国留学，一
直带在身边。

我第二次去香港看她，请她去看我的歌
剧 《夜宴》。她迟到了，不让进。我安慰她
说：咳！其实也没啥看头，我们去喝点什么
吧。她不，她要通过监视器看，服务员就给
她搬来一把椅子。

开演后大厅里空空荡荡，她独自坐在椅子
上，专注地望着监视器，直到中场休息……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2017年 6月的一天，我在教学楼旁边的

吸烟处碰见一位钢琴老师，蓦地，我想起了
李老师。我在心里默默地算了算，感觉李老
师应该快 100 岁了。于是我问这位钢琴老
师：您知道李菊红老师现在的情况吗？她说
不知道，但可以帮我打听。然后我们互加微
信后她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微信来了：李老师已经过
世。

回忆年代久远的人，我对声音的记忆超
过对面容的记忆。譬如我小时候的保姆，我
回忆她时，她的面孔是模糊的，但我能在脑
内清晰地听见她叫我洗手吃饭的声音。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 《暴风雨》的第一乐
章中，有几处宣叙调对我来说很难。西方宣
叙调与中国式旋律差异极大，中国人不容易
把握。上课我弹到这里时，李老师就会开始
唱，用歌唱引导我找感觉。我现在就能在脑
内清晰听见李老师的歌唱声，还能听见她说
话的声音：

“这个音要沉下去，要感觉手指的力量
穿透了琴键……”

（作者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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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没有任何钢琴基
础的学生，修毕考试竟然弹
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 《升 C
小调前奏曲》 和穆索尔斯基
的 《图画展览会》 选段。

宿舍里，除了我之外，
谭盾、瞿小松、陈远林、马
建平，也都是小提琴出身的
钢琴白丁。几年的钢琴课，
他们几个也很优异，都没少
给 自 己 的 钢 琴 老 师 带 来 惊
喜。李菊红老师是钢琴共同
课教研室的主任，我记得我
们钢琴修毕时，她显得很兴
奋，几次对我说：我要把赵
渢院长请来听你们班的钢琴
修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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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葵说：对张庚先生的
生平了解得越多，越感到写
他的传记有重要意义，因为
他的一生，关联着半个世纪
中国戏剧史，而他的学术道
路也对中国当代戏曲的发展
产 生 了 重 要 影 响 。 在 这 种
意 识 的 驱 动 下 ， 他 花 费 了
10 多年的时间，利用各种机
会走访张庚曾工作过的地方
和共过事的同志，查阅各地
图书馆收藏的相关文献，找
到了一些张庚早年刊发的比
较稀见的文章，做了十几本
的笔记。在 20 世纪 90 年代
末，完成了近 20 万字的 《张
庚评传》。

■ 精彩阅读：

▲ 中央音乐学院钢琴共同课教研室原主任李菊红

▲

安

葵

▲ 安葵学术著作

▲

一
九
九
八
年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编
剧
班
合
影
。（
前
排
左
一
为
安

葵
，前
排
左
二
为
张
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