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磊与鲁迅鲜为人知的友谊

毕磊，

1902

年
7

月
13

日出生
于湖南澧县，是我党在广州早期学
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之一，

1925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
4

月
15

日被捕遭杀害。

1926

年秋天， 为了加强党对
学生运动的领导和扩大党在中山
大学的革命力量，中共广东区委书
记陈延年召集区委有关领导人和
学生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穆青
(

广东区委组织部长
)

、恽代英
(

广东
区委学委会书记兼黄埔军校总政
治教官

)

，李求实
(

团广东区委宣传
部长、《少年先锋》主编

)

、毕磊
(

广
东区委学委会副书记

)

、徐文雅
(

中
共中山大学支部书记

)

和熊锐
(

刚
从德国回国

)

等人开会，研究和决
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要求中山大
学当局聘请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恽
代英、邓中夏、苏兆征等人担任中
山大学政治训育部的训育员；要求
中山大学聘请当时正在厦门的鲁
迅到校任教。 陈延年特别指出，鲁
迅不是一般的“自由人”

(

知识分子
的意思

)

， 而是一位彻底反封建的
知识分子， 应该好好地做工作，团
结他、争取他，同“右”派斗争。

中共广东区委为了做好欢迎
鲁迅的工作，陈延年亲自进行了部
署。他指示中山大学支部一定要全
力以赴，并指定毕磊

(

后来又加派
了陈辅国

)

代表党组织负责公开与
鲁迅进行联系。

1927

年
1

月
18

日，鲁迅从厦
门抵达广州，翌日即迁入中山大学
大钟楼二楼居住，被任命为中山大
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鲁迅抵
校不久， 毕磊便主动上门探望，为
鲁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接着，毕磊又带徐文雅等人上
门探望鲁迅。 由于毕磊事先介绍，

鲁迅已经知道徐文雅的身份，对徐
文雅也非常诚恳，热情。 徐文雅在
以后的回忆中写下他与毕磊一道
前往探望鲁迅的情景

:

“当时鲁迅
正在房子里

(

大钟楼
)

翻书，床上桌
上都是书报杂志， 地下堆着线装
书，还有蓝印花土布的行李，许广
平站在他身边。鲁迅向我介绍许广
平……我们谈了些政治形势。 ”

此后，毕磊几乎每天都和鲁迅
见面，还经常陪鲁迅去“陆园茶室”

吃茶，相互间情投意合，水乳交融。

当年在中山大学工作的欧阳山回
忆说

:

“有一天晚上，已经十点多钟
了， 我到大钟楼上去找鲁迅先生。

推门进去，只见鲁迅和毕磊正在热
烈地谈论着什么，看他们两个谈得
很得意、很高兴的样子……”

毕磊为人朴实， 诚恳虚心，热

情精干，主动如实地向鲁迅介绍其
所希望了解的各种情况，因而很快
赢得鲁迅的器重和信任。鲁迅也对
毕磊无所不谈，时常将自己的感受
和见解提出来与毕磊交换意见。

1927

年
3

月底，陈延年与苏兆
征、彭湃等离开广东，北上武汉参
加即将举行的党的“五大”。临行前
陈延年一再嘱咐毕磊等一定要继
续努力做好团结鲁迅的工作，并反
复强调指出

:

“鲁迅是我们党的真
正朋友。 ”

同年
4

月
12

日， 蒋介石在上
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驻广州的桂
系军阀

4

月
15

日也对广州地区的
革命机关、群众团体、学校等进行
了突然袭击，疯狂搜捕和杀害大批
共产党人、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和革
命分子。整个广州顿时陷入极端严
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当晚，一支反动军警在“士的
党”分子刘范等人的指引下，冲进
了中山大学，按预先开好的黑名单进
行大搜捕。 当时毕磊正在学生宿舍
睡觉，不及走避，与其他共产党员
欧阳继统、 陈辅国等人一起被捕，

押到市区天字码头附近的南关戏
院，后又转押到南石头监狱。

4

月
15

日清晨， 许广平家的老仆人阿斗
给鲁迅带来了关于国民党反动派
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并说中山大
学贴满了标语，也有牵连到鲁迅身上
的。 “叫老周

(

鲁迅
)

快逃走吧！ ”但
是，鲁迅非但没有逃走，相反却惦
念着毕磊等革命青年的下落与安全。

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起身从白云楼寓
所赶往中山大学。当他知悉毕磊他们
已被反动派抓去时，立即发出召开
各系主任会议的紧急通知。 下午，

他赴中大各系召开主任紧急会议，

一起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学生问题。

在会上，鲁迅首先态度鲜明地
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为，主
张营救被捕学生。 他说，今天发生
的事情，是我料想不到的。 学校负
责人是公开宣布过带领学生往左
走的， 这回却反过来大骂共产党，

怂恿政府抓捕学生， 这将怎样解
释？我认为学校有责任把被捕的同
学赶快营救出来。 但是朱家骅却凶
相毕露地胡说什么中山大学是国民党
的“党校”，在“党校”的教职员应当
服从“党”，不能有异言。这样以来，

其他在场的人都只好不再作声了。

鲁迅当场表示辞职，以抗议这
种无理态度。

4

月
16

日下午，鲁迅
还特别捐款慰问被捕学生。

毕磊被捕后，被反动派杀害于
狱中，时年仅

25

岁。

（据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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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喝健康、就喝仙灵红；

仙灵红茶酒、提神又养生；

饮后口不干、风吹头不痛；

常喝红茶酒、好运天天有！

� � � �

新品上市，诚邀信阳八县两区合作代理商，

共同创造白酒神话，为中国喝酒人的健康，提供
一份满意的答卷！即日起，到信阳市各烟酒门店
购买任何一款仙灵红茶酒， 凭酒瓶盖到公司可
免费兑换价值

380

元的仙灵红茶酒一瓶。

另：面向白酒市场，招聘业务精英
10

名，市场总监
1

名！

梅葆玖先生讲述梅家与思南路 87号的故事

� � � �

明年是梅兰芳先生诞辰
120

周
年纪念， 一些活动事实上今年已经
开始启动， 据透露明年会有一个盛
大的全球巡演计划， 上海将是重要
一站。

思南公馆也计划适时举办纪念
活动。

今年已
79

岁高龄的梅葆玖日
程排得满满当当， 只能将当面采访
改为电话采访， 接电话的正是梅葆
玖先生。 记者自报家门。 “哦，上海
《解放日报》，我知道。”就这样，他开
始讲述自己的上海情缘。 这是一次
愉快的对话， 让记者差点忘记了是
在工作，电话那头的梅先生，思维敏
捷，口齿清晰，毫无“年龄感”。

“我在上海出生、成长、学习，小
学念的是磐石小学， 中学念的是震
旦大学预科，直到

1949

年，第一次
随父母去北京。 ”梅先生直言

,

“我对
上海有非常特殊的感情。 ”

思南路
87

号，现在的思南公馆
87

号（原马斯南路
121

号），

1934

年
3

月
29

日， 梅葆玖先生出生于此。

这栋西班牙式的花园洋房， 是梅兰
芳一家在上海居住

20

多年的寓所。

房子共有
4

层， 底层为汽车间和佣
人宿舍； 二楼有书房， 梅兰芳称之
为“梅华诗屋”；三楼是梅兰芳、福芝
芳夫妇的卧室； 四楼住着梅家的孩
子们。 梅葆玖就出生在三楼母亲卧
室的床上，当时其父不在家，去了武
汉演出。

说起上海岁月， 梅葆玖印象最
深的还是父亲在思南路老宅经历的
种种，“思南路

87

号见证了父亲一
生中最精彩、最有意义的时期，这段
记忆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1932

年，华北局势动荡，梅兰
芳携全家南迁， 最开始下榻于静安
寺路（今南京西路） 的沧州饭店，

1933

年后在思南路
87

号定居。 梅
葆玖告诉记者，思南路

87

号之所以
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力， 是因为
梅兰芳“蓄须明志”是在这里，梅派
表演体系的形成也是在这里。此外，

一大批优秀的梅派弟子也是从这里

成长起来的，包括李世芳、言慧珠、

张君秋、杜近芳、李玉茹、童芷苓、白
玉薇、顾正秋、杨荣环、陈正薇、沈小
梅、梁小鸾等。

抗战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谢
绝舞台。 梅葆玖清楚地记得，

1943

年，日本方面派人来到梅府，想逼梅
兰芳为日军演出。 父亲冒着生命危
险连打三针伤寒预防针使体温高达
39

度，以重病为由，坚决拒绝。为了
激励人们的抗日热情， 父亲还创作
了至今仍长演不衰的梅派爱国主义
名剧《抗金兵》和《生死恨》。“这些事
情都发生在思南路

87

号。 ”对于梅
葆玖来说，《抗金兵》 首演时他还未
出生，不过，但凡发生在思南路

87

号的事情，他仿佛都历历在目。

1935

年
3

月
12

日到
4

月
21

日， 梅兰芳
率团从思南路

87

号出发赴前苏联
演出， 并进行一系列学术讲座和研
讨。 这一次访问使京剧真正走上了
国际舞台， 梅兰芳戏剧表演艺术体
系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国际社会广泛
认同。

梅葆玖告诉我们，“那时候，家
里经常高朋满座，戏曲、影视和话剧
界的名演员们济济一堂， 和父亲交
流切磋。在二楼书房‘梅华诗屋’，父
亲也常常以画会友，包括汤定之、吴
湖帆、李拔可、叶恭绰等人。

1944

年
冬， 父亲在家从收音机内听到日本
吃了一个败仗的消息后， 立即画下
一幅梅花图，题作《春消息》，以预示
胜利快要到来了”。梅家的座上宾中
还不乏世界知名的大师级人物。

1936

年
2

月
9

日，梅兰芳在思南路
87

号接待了美国著名表演大师卓
别林及夫人， 他还陪同卓别林观看
了马连良主演的《法门寺》。

也是在思南路
87

号， 梅兰芳迎
来了抗战胜利的好消息。听到日本投降
的消息后， 梅兰芳的挚友们都来到
了梅家， 梅兰芳在三楼卧室剃去胡
子，用一把折扇遮脸缓缓下到二楼，撤
去折扇后， 家人和朋友们看到一个
重新焕发出艺术青春的梅兰芳。

1958

年， 梅家搬出思南路
87

号， 将房屋交给当时的卢湾区房管
局，随后举家迁往北京。但梅葆玖的
思南路情缘并没有画上句号， 他还
是会常“回家”看看。“我陪很多人去
参观过这栋承载我们全家很多记忆
的房子。 ” 梅葆玖说，“房子修整过
了，外观没有怎么变，但内部设施更
好、更现代化了。”他认为，这房子本
身就是一段珍贵的历史， 应该好好
保留。

谈起他自己的近况，梅葆玖说，

年纪上去了，现在很少登台，顶多是
逢年过节唱一段， 更多的是投身教
育工作， 带本科生、 研究生和博士
生，希望教出更多梅派传人。 “我现
在担任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团
长， 有责任把梅派艺术一代一代往
下传。 ”评价年轻的学生们，梅葆玖

充满如师如父般的慈爱，“他们很愿
意学，也是真的喜欢京剧，准备把京
剧作为一辈子的事业来做的。 他们
学习起来也很认真， 看很多影像资
料，尤其是我父亲的演出资料，我当
面则更多地教他们身段。”和老一辈
学戏的学生们最大的不同或许是，

旦角如今都是女学生在学了， 梅兰
芳第三代只传承了一个男旦，“男旦
不在人多，但还是得传承下去。 ”梅
葆玖这样认为。

梅葆玖先生还兴致勃勃地与记
者聊起他前一天晚上在长安大戏院
参加的重阳节活动， 他登台献唱了
一段父亲的保留曲目《贵妃醉酒》。

记者可以想象当时的热闹场面：“台
下肯定爆满吧。 ”他笑言：“是啊，昨
天来了很多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的
老艺术家，我也参加了一个节目，就
是这样。 ”

明年将迎来梅兰芳先生诞辰
120

周年的纪念，梅葆玖先生透露，

双甲子的纪念，大家都很重视，文化
部也在筹备隆重的纪念活动。“除了
在国内有一系列纪念演出安排外，

明年还有一个盛大的全球巡演计
划， 我会带着演出团队重走当年父
亲海外演出的所到之地，包括美国、

俄罗斯等国家，我觉得，这是一种特
别有意义的纪念方式， 能更直接地
向国外介绍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戏
曲。 ”梅老先生告诉记者，明年的巡
演计划中，上海是重要一站。

事实上， 梅兰芳诞辰纪念今年
已经开始。 思南公馆也计划适时举
办一个有关梅兰芳的小型展览。 对
于林林总总的纪念活动，梅葆玖“乐
观其成”，表示“这很好”，说“我很希
望现在的年轻人多看一些中国传统
文化的书、 多听一些传统文化的戏
曲、音乐，对他们会有很好的影响。

对于我们艺术工作者来说， 就是要
多排一些好的戏，让小学生、中学生
都来听一听、唱一唱”。

后记
采访梅葆玖，听他谈过往，他特

别提到了一个人———吴迎老先生。

梅葆玖说：“我们家的历史， 我小时
候的情况，他了解得最清楚，问他就
对了。 ”随后，他不假思索地报出了
吴老先生家里的电话以及手机号
码。 两人的熟络毫无疑问。

吴迎是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
究会副会长，其编著的《从梅兰芳到
梅葆玖》一书，图文并茂地讲述了梅
兰芳与梅葆玖之间的故事。 和他对
话，不难发现，那些当年事，说他比
梅葆玖记得还清楚一点不为过。 记
者提起一些往事， 吴老先生马上能
告诉我们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当时
的情形如何。在他帮助下，文章中对
思南路

87

号那段历史的回顾更加
清晰而生动。 （据《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