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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志清家住下关小

市街。走到他家门口的无
花果树下，就听到屋内传
来咿咿呀呀的京剧唱腔，
和月琴京胡的伴奏声音。
一个孩子走过，不禁放慢
脚步，侧耳细听。
“这个时候，邻居都

上班了，我就吊吊嗓
子。”唱罢一段《霸王别
姬》，郁志清发现了记
者。屋内陈设很简单，不
过，墙上一幅幅名家字
画，书橱里一本本介绍梅
兰芳的书籍，体现出主人

的品位格调。
“我 6岁开始学唱

京剧。”郁志清说，算起
来他与京剧结缘已有 64
个年头了。

郁志清 3岁时父亲
便撒手人寰。为了给他一

条活路，母亲将他送给一
对郁姓夫妇。郁家地多房
多，人也厚道。每逢有人
来地方唱戏，夫妇俩就会
免费让戏班子住在家里。
郁志清依稀记得，当时家
中锣鼓喧天，唱戏声不绝

于耳。“那时候觉得很好
玩，我特别喜欢那些男
旦，他们穿的服饰很华
丽，唱腔更是婉约。”耳
濡目染，他有了京剧爱
好，并延续至今。

演员练功时，郁志清

便搬一张小凳，坐在旁边
听。一来二去，他就和演
员们混熟了。有一次，有
一名女演员抱起他，说：
“你叫我一声，我就教你
唱青衣。”“阿姨！”他喊
得很清脆。那名演员没有

食言，认认真真地教起了
他。不过，他更喜欢男旦，
演员也发现他的嗓音很
不错，于是就把一些基本
的练声方法和步伐、姿势
和盘托出。

戏班师傅说过，要想
唱好京剧，一定要下苦

功。郁志清牢记师傅的
话，直到70岁高龄还坚
持天天吊嗓子。他所练习
的，也多是梅派唱腔。
“京剧中，道白这关

很难过。”郁志清琢磨，
梁朝伟之所以 “不敢演

梅兰芳”，可能也是担心
道白会有问题。“我可以
给他配音，我对自己很有
信心！”郁志清说，他愿

意分文不取，因为他也是梅
兰芳的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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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梅兰芳的崇拜，由来

已久。“能欣赏到梅兰芳的
演出，并受其点化，那才是
人生一大快事！” 郁志清
说，戏班里的师傅这句话，
在他年幼的心灵，留下了深
刻的烙印。

他还萌发过让养父母

带他看梅兰芳演出的念头。
可惜，12岁时，养父母相继
离世，他的希望破灭了。郁
家很快衰落，无力收留戏班
子了。

上世纪 50年代初，郁
志清辗转来到上海求学。

1954年 5月，他终于见到
了梅大师。这个机会是他花
了两个月的时间等来的。当
时，他听说梅兰芳要到上海
人民大舞台演出，就天天跑
去等。没有钱买门票，他只
能在门口守着，风雨无阻。

可守了近两个月，他也
没有见到大师的身影。“那
时候，脑子里只想等，没有
其他的杂念，可能感动了老
天，让我终于见上了梅先
生。”一个黄昏，郁志清正呆
坐在戏院门外，此时两辆黑

色豪华轿车戛然而止，车上
下来八九个黑衣保镖。“我
的第一感觉是，梅兰芳大师
今天肯定在剧院里演出
呢。”郁志清顿时来了精神，
找了一个离轿车最近的地
方，瞪大了眼睛，盯住戏院

大门。果然，没过多久，梅兰
芳先生在保镖的护送中缓
缓走出戏院，身后簇拥着一
大群票友。

郁志清赶紧冲了上去，
深深地给梅兰芳鞠了一躬。
“梅兰芳大师扶了我一把，

还跟我握了握手，轻轻地拍
了拍我的头。”郁志清回忆
当年，流露出的是一副受宠
若惊的表情，“我整个人都
呆在那里，一直傻傻地站在
原地，目送着梅兰芳大师的
专车消失在街角。”

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

可那一幕依然记忆犹新，郁
志清赞不绝口：“梅兰芳大
师，真是一个美男子，他穿
了一套灰色的西装，面色光
润，眼神里流露出一种和
善，看起来特别特别的亲
切。”

因为那次梅兰芳大师
的“灌顶”，郁志清对梅派

京剧更加无法自拔。为了能
听梅兰芳大师唱戏，他节衣

缩食，买了一台留声机，并
收集市面上能买到的梅兰
芳的唱片。“我每天都要仔
细研究梅兰芳大师的唱腔、
道白、韵白。一天不听他的
戏，就睡不着。”郁志清说，
因为使用太频繁，那台留声

机不到两年便寿终正寝了。

456'78978

“千斤话白四两唱、小

小秤砣压千斤。” 郁志清
说，这句话是形容京剧中道
白与唱腔的关系，道白高
低、抑扬、缓急、顿挫，比唱
腔更难掌握。

让他由衷佩服的是，梅
兰芳大师掌握得非常好。郁

志清举例说，梅兰芳在《宇
宙锋》中，把道白表现得淋
漓尽致。“金殿面斥昏君一
幕，梅先生扮演赵艳容，慷
慨激昂，大胆陈词，用了十
七句连续念白，字字铿锵有
力，把赵艳容的内心世界刻

画得很完美。”
上个世纪 70年代末，

郁志清开始“云游”各地，
学习方言。他认为学习各地
方言，对学习梅派京剧的道
白有很大帮助。妻子十分了
解他，没有多说什么，只叫

他“放心”。
在学习过程中，他还到

各地大学当客座教授，向大
学生传授京剧的基本知识和
唱腔。厦门大学、同济大学都
留有他的足迹。他说，很多年
轻人崇尚流行音乐……他这

样做无非是希望国粹京剧不
要被中国人遗忘。

白天授课，晚上他就找
机会与当地居民交流，学习
方言，十几年下来，他学会
了12种方言。

通过多年的研究和琢

磨，郁志清慢慢摸索出了一
套独特的梅派唱腔。“无论
是唱腔还是道白，都按照梅
先生生前的方法处理。”江
苏省京剧团一些专业演员，

夸他道白发音纯正，能让人
依稀感觉到梅兰芳大师艺
术的精华。
“江苏是文化大省，有

名的京剧男旦却很少，我真
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将我
这些年研究梅兰芳的心得
倾囊相送。我想免费带十个
学生，将国粹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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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票友想给
“梅兰芳”配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