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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初夏，已经举家南

迁上海5年的梅兰芳，应邀回
北平、天津演戏。此前他耳闻
北平富连成科班有一位学旦
角的艺徒李世芳，不仅扮相与
自己近似，戏路也模仿自己，
因此享有“小梅兰芳”美誉。
于是，他到了北平便约上齐如

山、姚玉芙、徐兰沅几位师友，
前往富连成看个究竟。他们先
是面见李世芳，当晚又在华乐
戏院观看了李世芳演出的
《霸王别姬》和《贵妃醉酒》，
李世芳台下台上的表现果然
同传说一样。梅兰芳对这位年

仅 15岁的后起之秀非常喜
爱，主动提出要收他作徒弟。
一向不准科内艺徒再拜他人
为师的富连成科班，破例在国
剧学会为李世芳等四位艺徒，

隆重举办了拜师仪式，王瑶
卿、萧长华、齐如山、尚小云、

荀慧生、程砚秋等戏曲界著名
人士均到场祝贺。从此，李世
芳成为梅兰芳的入室弟子。

在李世芳拜师的同年 10
月，北平《立言报》主持公开
票选优秀京剧童伶，尚未出科
的李世芳以 18414张得票的

绝对优势，当选童伶主席。
1940年，《立言报》又首倡评
选京剧四小名旦，邀请北平戏
曲界、新闻界、知识界名流主
持和监督。结果，李世芳以最
多得票当选四小名旦第一名。

李世芳拜梅后，得到梅兰

芳的鼎力提携。抗战时期梅兰
芳蓄须明志，拒不登台表演。
1944年，李世芳偕夫人姚宝
琏赴上海祝贺梅师 50大寿，
梅先生把爱徒留住家里，每天
向他传授演艺。1946年秋，李

世芳与袁世海等同伴从北平
去上海演出，梅先生又一次留

李世芳住在马思南路的家里。
那时梅先生演出挺多，每有演
出，他都给李世芳留一张戏
票，他引导爱徒说：“看戏也
是上课。”梅兰芳到剧场里去
看李世芳演戏，检阅徒弟在舞
台上的表现，每次都是偷偷地

坐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他怕
被观众发现引起秩序混乱，影
响爱徒在台上的演出。

梅兰芳教李世芳演戏，多

采用建议或商讨的方式。有
一次，他看李世芳演《霸王别
姬》，发现舞剑时有一个动作
做得很美。演出结束后回到
家里，他把徒弟叫到跟前，让
世芳把那个动作再表演一
遍，然后对徒弟说：“这个身

段安得好，往后就这么演。”
那以后，梅先生还把这个表
演动作用到自己所演的 《霸
王别姬》里。

年关将届，梅兰芳在自己
的演出中特意安排李世芳扮
演《金山寺》《断桥》里的小

青，然后将全部演出收入交给
他，让他带回北平过年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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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芳 1921年出生于一

个梨园世家，他的父亲李子
健、母亲李琴芳都是山西梆子
名角，李子健擅演青衣、花旦、
刀马旦，李琴芳专长须生。李
世芳小时曾在天津北大关附
近的一家私塾里读书。1938
年他随富连成科班到天津演

出期间，挤出时间让师哥袁世
海陪同，到三条石一带重访故

地，饶有兴味地向袁世海回忆
他在那一带的儿时生活。他告

诉袁世海师哥，有一次，他在
明星戏院看梅兰芳演出 《洛
神》，一下子被梅先生那古装
扮相和飘飘欲仙的表情动作
强烈吸引住了，从此迷上了京
剧。后来他跟随父母去了北
京，进入富连成科班学了京

剧。而小时候在天津的童年生
活，他始终念念不忘。

李世芳成名前后，曾经多

次到天津演戏。1936年 10
月，梅兰芳和奚啸伯等名角
到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那
次梅先生把刚收为弟子的李
世芳带到天津，刚刚落成使
用的中国大戏院给李世芳留
下了美好的记忆。1938年春
天，富连成科班到天津演出，

李世芳除了表演《霸王别姬》
《宇宙锋》《廉锦枫》《红线
盗盒》等梅派剧目外，还在武
丑叶盛章所演新戏《酒丐》里
扮演王翠娥。他唱腔特别传
神，一些武功技巧也演得干净
利落，与叶盛章配合得严谨默

契，受到天津观众的热烈欢
迎。1942年8月，李世芳挑班
自组的承芳社 （!"#$%

&'）与袁世海、耿世忠、张
盛利一起在天津中国大戏院
演出，其中有一出由其父李子
健根据山西梆子名剧 《百花

亭》翻改成京剧的 《百花公
主》，无论戏剧情节还是表演
技巧，无不令观众耳目一新。
尤其唱做讲究的 “赠剑”，工
架稳健的“点将”，武打繁难
的“凤凰山”等几折，允文允
武，精彩之至，大获观众称

赞。承芳社在天津连续演了
两期 （() !" *），中国大

戏院仍再三要求延期，终因
与济南签订合同在先不得不
离开天津。天津观众在报上
著文，称赞李世芳“毫无一般
伶人的习气”。还有人将承芳
社李世芳、袁世海、耿世忠、
张盛利四位主演的名字连缀

在一起，称作“世芳世海始终
（+,）胜（-）利”，表示对
承芳社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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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 1月 5日，中国

航空史上发生了一起令国人
震惊的空难。一架从上海起飞
的 121号客机飞抵青岛上空
时，因浓雾迷漫而与地面失去
联系，7点 45分撞在距青岛
15公里处的李村山头，机身
坠毁，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全部丧生，其中就有小梅兰芳
李世芳。

李世芳逝世后，有知情者
说实在不该他死。原来，李世
芳和戏班同仁们在演完戏后，
约定乘轮船经秦皇岛再乘火
车回北平，李世芳因为惦记在

家坐月子的妻子而回家心切，
执意要搭乘飞机离上海。但此
时春节临近，从上海飞北京的
机票已然售罄，只有杨宝森夫
妇托人买到两张，杨夫人因偶
然身体不适决定延期回北平，
机票转让给了马富禄夫妇。正

为搞不到机票犯难的李世芳
得知后，再三央求马富禄把机
票让给他一张。马富禄考虑到
若出让一张，则不能夫妇同
行，本不打算转让，奈何李世

芳言辞恳切，碍于情面才不情
愿地满足了他的要求。另一张

机票干脆也卖了出去。谁能预
料到，那些乘船的、坐火车的
师友们全部平安抵家，唯独费
尽周折从朋友手里求得一张
机票的李世芳，做了他人的替
死鬼。所以，当回到北平的杨
宝森、马富禄两对夫妇得知飞

机失事的消息后，全部惊出一
身冷汗。

李世芳在空难中丧生的
噩耗传出，各界人士无不为之
惋惜。出事的当晚，正在剧场
演戏的梅兰芳无意中得知消
息，他心情格外沉重，强忍悲

伤把戏演完，回到家里独坐房
中暗自落泪，一连几天不思茶
饭，在内心悼念自己的爱徒。
李世芳的父亲李子健由好友

张盛利陪同，赶往青岛辨认爱
子的遗体。稍后，北京戏曲界
数百人在中山公园为他举行
公祭，热心的同行们又联合操
办募捐义演，对世芳的遗属给
予安抚。

如今已然作古的京剧名
丑孙老乙先生，生前曾对笔者
述说小梅兰芳罹难前后的细
节。孙先生早年在上海任京剧

丑会会长，与名丑马富禄私交
甚厚。马富禄每到上海演出，
他都陪伴左右。当年马富禄把
一张机票让给李世芳，另一张
机票就是孙老乙帮助转让出
去的。当孙老乙听到飞机失事
消息后，他既为李世芳英年早

逝抱憾，又为马富禄躲过一劫
庆幸。事隔多年他对当时的整
个过程依然记忆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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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得从 1947年说

起。
1947年3月13日，国民

党军胡宗南部开始进攻延安。

在蒋军对延安狂轰滥炸整整六
天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
时率领中央首脑机关和人民解
放军总部从王家坪桃园出发，
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并在
转战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与敌军在山

沟里周旋了8个月，于 11月
底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在
一个叫“扶风寨”的庄园住了
下来。

刚刚安顿好，毛泽东便跟
周恩来、任弼时商量：“这里环
境好，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会，

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拿出
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个由毛
泽东提议召开的会议，就是我
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召开的著名
的“十二月会议。”中共中央委
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
委员陈毅，于1947年11月8

日，离开华野指挥机关去邯郸
晋冀鲁豫中央局商讨华野外线
兵团后勤供应问题，后又奉命

到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汇
报工作。他是在西柏坡接到中

央电报要他到陕北米脂县杨
家沟参加中央会议并汇报华
东战场情况的。华野副司令员
粟裕闻知陈毅要去中央开会，
特地派了一辆十轮大卡车，装
了十八桶汽油，日夜兼程赶到
河北平山县，让陈毅带到陕

北，作为华野全体官兵送给党
中央的礼物。

陈毅后来对粟裕说，当时
也有一些地方领导给中央带去
礼物，但有的被退回，有的还挨
了批评。唯独华野送去的汽油
甚得毛泽东欢心，受到中央的

赞扬。毛泽东说，粟裕送的不是
汽油，而是“及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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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粟裕率领华

野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集结于
河南省的许昌、临颍、漯河地
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他们
将在这里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
整，传达贯彻中共中央 1947
年12月会议精神，进行新式
整军，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作

准备。此时，中原战场的胜负已
成为国共交战双方统帅关注的
焦点。在这一关键时刻，身处战
争第一线并且时刻关注战争全
局的粟裕，时刻在分析敌我战
略态势及其发展趋势，认为改
变中原战局进而发展战略进攻

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关
键在于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
模的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人的
有生力量，使我军在兵力对比
和技术装备上走向优势，战争
形势即可急转直下，也可推动
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革命在

全国的胜利才能迅速到来。
1948年1月22日，粟裕

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
议电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
小平。令粟裕万万没有想到的
是，他所提的集中兵力在中原
地区打几个大歼灭战的战略构

想竟与毛泽东分兵渡江南进的
战略意图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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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27日，中央

军委正式给粟裕下达电报命
令，命令的主要内容是：为迫使
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
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现
确定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
一、第四和第六纵队（456

789:;<=>?@），由

粟裕率领渡江南进，在江南数
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渡
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
都、江陵附近，择地渡江进入湘
西为较适宜。或从洪湖、沔阳地
区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
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

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
到达闽浙赣边，使敌人防不胜

防，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
渡江时间，可在2月，或5月。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粟裕
一方面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
立即着手进行渡江南进的各项
准备，另一方面则反复掂量中
央军委的电令。经过三天的缜

密思考，写出一份长达 2000
字的电报，于1月31日上报
中央军委。在这份电报里，粟裕
重申他的观点和建议，“如能
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
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
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

采取忽集忽分（ABCDE）
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
歼敌，是可能在短期内取得较
大胜利的”。

毛泽东接到粟裕的电报，
特意把原定 2月 1日动身去
前线的陈毅留下来一起研究。

研究的结果仍然坚持由粟裕率
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认为从
调动中原的敌军主力去江南的
意图考虑，向蒋介石的要害地
区出击是最有效的。2月1日
午夜，毛泽东起草给粟裕的复
电，指令粟部休整一个半月，3

月下旬出动。后来因情况发生
变化，渡江时间由3月下旬推

迟到5月15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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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华东

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 3个
纵队编组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
团，粟裕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即
全面展开。

在准备期间，粟裕并未停
止思考和研究，他常常拿着中

央军委的电报阅读、沉思，在地
图前观察、测算。从当时情况来
看，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
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而在中
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
却日趋成熟。粟裕思来想去，觉
得渡江南进不如留在中原。向

不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粟
裕这个时候是心存顾虑的。在
战争年代，有一条不成文的规
矩：下级对上级所下达的命令，
同样的内容只能允许提三次异
议。粟裕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
题是仅从中原战场一地出发，

是“一孔之见”，有局限性。
经过两个月从全局的权衡

利弊，反复认真地深思熟虑，粟
裕肯定地认为，南进方案不一
定能达到预期目的。粟裕以个
人的名义，于4月18日，将他
本人的意见正式电告中央军

委，第三次斗胆直陈：建议第
一、第四和第六纵队暂不过江，
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
之主力，力争在中原黄淮地区
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

接到粟裕的电报后，毛泽
东和中央军委对善于思考又善

于统兵的粟裕的意见还是极为
重视的，毛泽东亲自为中央军
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的电报，请
他们到中央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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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华野发起豫东

战役（FGHIJKLMNO

PQ6HIRSTUVWXL

MHIYNXOPHIY）。
首战开封，只用 5个昼夜，歼
敌 3万余人，并在阻援方向
歼敌一万余人，共歼敌 4万
余人。这是自解放战争开始
以来，我军首次攻克并占领
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省会城

市。接着，又于 7月 6日取得
了睢杞战役的胜利。

粟裕审时度势抢抓战机，
率华野主力暂别中原，返回山
东，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
于“八、九两月攻克济南”的指
示，及时组织济南战役。9月

16日晚，我华野对济南守敌发
起攻击。经八昼夜连续攻击，于
9月 24日全部歼灭守敌十余
万人（ZB>6[\]），生俘
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
武以下国民党军将领 23名，
并且迫使临沂、烟台等地蒋军

弃城而逃，山东全境除青岛等
少数据点外都获得解放。

就在 9月 24日凌晨，当
“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
口号即将成为现实的时候，在
前线视察战场的粟裕在指挥所
里向中央军委提出他在济南战

役前就考虑了的举行淮海战役
的建议：“建议即举行淮海战
役，该战役可分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以苏北兵团（^_>67

8）攻占两淮（`ab`c），
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
（de）全军位于宿迁至运河

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
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
经浦口长江至扬州北援，则我
军于两淮作战结束后，即举行
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
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
尔后全军转入休整。”

10月11日，毛泽东写出
了 《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
针》。毛泽东在《关于淮海战役
的作战方针》中所规划的淮海
战役，其规模要比半月前粟裕
的设想大一些，但它的范围仍

然在鲁南、苏北之间，还不是从
华东到中原的伟大决战。这就

是为史家所称的“小淮海”。但
作为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战略
决战———淮海战役毕竟在隆隆
炮声中诞生了，而且被毛泽东、
中央军委敏锐地捉住而列入重
要的议事日程。

淮海战役于 11月 6日开

始。毛泽东于11日，信心百倍
地向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
提出“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
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
英明预见。当中原野战军于11
月16日凌晨攻克宿县，全歼
守敌，截断徐蚌线，完成了对徐

州包围的捷报飞到西柏坡时，
毛泽东、中央军委立即发电指
示：“此战 （f`gHI）胜
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
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
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
筹的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

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位同志组
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
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
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
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这样，淮海战役便由“小淮海”
演变为“大淮海”了。毫无疑

问，毛泽东、中央军委决定组建
淮海战役五人总前委，是在采
纳粟裕半个月前的建议 （h

ib jk>fl`gHI）的
基础上形成的。

淮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一
个“剿总”司令部、5个兵团、

22个军、56个师共55.5万人，
而粟裕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
就歼敌一个“剿总”前进指挥
部、4个兵团、18个军共 44.3
万人，占淮海战役我军歼敌总
数的 80%。淮海战役于 1949
年1月10日结束，1月21日，

蒋介石即宣告“引退”。
对粟裕的功绩，毛泽东给

予了很高的评价，在 1949年
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说：
“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
功。” jkl

mno7p3

!"#$%&' ()*+,-.

3456789:;

<=>?@A BCDEF

GH@IJKLM N56

>O@PQRSA TU7

NVW5XY5@Z[P

\A 9:]^_`[@;

<A abcdef^gh

@5XYi?_jkl`

@fmM

n7AN5HopAq

rsGEt@uv, wx

ayxzw{@|}A~

�@������]&�

�<M ��A 9:7��

���� BsGEt@u

v@�

/01234567899:;<

�������

r���A 7���

@� � �   A ¡ ¢

������M £o¤

¥¦¥§A ¨©ª«

¬A®=A%()# oA

r?¯°@.±²³

K´µ¶o· !$ ¸

@¤¹|M Gº»@

¼½¾¤¿oCÀA

ºÁ@¼ÂÃ,ÄLA

¤7rG�ÅÆ_Ç

ÈÉM

!����ÊË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