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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 以精湛的艺术魅力被称为
“国粹”， 作为京剧爱好者， 我仰慕每
一位京剧大师的戏剧艺术。 “伶界大
王 ” 谭鑫培所创立的 “谭派 ” 艺术 ，
更为人们所称道， 清明之时， 慕名前
往京西门头沟栗园庄谭鑫培墓， 缅怀
大师的艺术风采。

乘地铁S1线 ， 到栗园庄站下车 ，
出A1口， 沿新城大街北行二百余米 ，
一座古朴的墓园映入眼帘。 其坐南朝
北， 以青灰色围墙筑起， 肃穆而简朴。

寻至墓园前， 见墓门为白色石质
牌坊， 嵌在围墙中间。 两柱上镌刻着
一副金字楹联： 右侧为 “四海一人谭
鑫培”， 左侧为 “声名廿载轰如雷 ”，
横批是 “国剧宗师”。 左侧墙上镶嵌着
《谭鑫培墓重修记》， 右侧墙上镶嵌着
《文物保护单位谭鑫培墓》， 瞻仰者由
此已对大师的生平及墓园修葺有所了
解。

谭鑫培， 本名金福， 字望重， 祖
籍湖北黄陂 。 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
（1847年 ），10岁随父到北京 ，11岁入
“小金奎” 科班习武丑， 后改武生及文
武老生。同治二年（1863年）出科。 23岁
搭 “三庆班” 演出， 艺名 “小叫天”。

谭鑫培一生创造了为数众多的艺
术形象。 由于他善于体察人物的身份、

性格和精神气质， 因而演来无不形神
毕肖 。 其唱腔玲珑活泼 ， 变化多端 ，
于平淡中见灵巧， 并能细腻而鲜明地
表现不同人物的感情， 由此创立了独
具特色的 “谭派” 表演艺术， 并成为
清末 “同光十三绝” 之一及老生 “新
三鼎甲 ” 之一 。 光绪十六年 （1890
年 ）， 他被选入清宫内廷戏班 “升平
署”， 开始享受 “内廷供奉” 的殊遇。
慈禧太后最爱点他的戏， 谓之 “无谭
不欢”。 每次演毕， 常赏以重金， 还曾
“亲赐黄马褂”。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他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 《定军
山》， 揭开了中国电影的序幕。 1917年
5月10日， 谭鑫培病逝于京城宣内大街
大外郎营寓所， 享年71岁。

环顾墓园， 顿感幽静。 内为一方
形平台， 其北侧矗立着一座墓碑， 由
基石、 碑心石、 碑顶三部分组成， 高
约2米， 正面碑顶上刻着 “万古流芳”
四个字， 碑心石上刻有 “曾祖 谭鑫培

墓” “曾孙 谭元寿重立” 字样。 背面
是谭鑫培的生平事迹， 由戏曲界名人
刘曾复、 和宝堂撰文。 墓碑北侧是一
个硕大的墓丘 ， 直径5米 ， 高1.3米 ，
两侧各植一株古松。 这就是谭鑫培的
安身之所。

在墓地的东南、 西南、 西北立有
青石制界桩， 长方柱体， 东北角处界
桩被深埋地下。 桩首为珠莲花纹， 下
面横刻 “英秀堂” 三字 （谭鑫培堂号
“英秀”）， 桩面上双勾竖刻 “谭宅茔
地 ” 四字 。 在西墙下立着一块短碑 ，
仔细看过之后， 方知是戒台寺住持达
文于1915年所立。

原来， 谭鑫培晚年潜心事佛， 常
年资助戒台寺， 并在戒台寺受了居士
戒。 该寺住持德成大师认为谭鑫培对
禅宗得悟很深， 与其结下佛缘。 谭先
生向德成大师吐露心愿， 希望百年之
后还能伴佛左右， 不远离寺院。 德成
大师欣然相许， 将戒台寺所属栗园庄

的茶棚赠予他， 作为百年之后的居所。
德成大师圆寂后， 他的弟子达文住持
圆了师傅的心愿 ， 为谭先生修墓园 ，
并立碑为证。 1918年， 谭鑫培灵柩迁
居此地， 了却了他生前的夙愿。

在松柏青翠的掩映下， 整座墓园
显得庄严肃穆 ， 宁静优雅 。 在这里 ，
凝固了一段厚重的历史； 在这里， 长
眠着 “伶界大王” 平凡而充满艺术的
灵魂。

伫立于大师墓前， 不由得追忆起
大师所塑造的一个个生动的艺术形象：
《空城计》 中足智多谋的诸葛亮、 《定
军山》 中英勇、 豪迈、 虎老雄心的黄
忠、 《秦琼卖马》 中贫病交加、 被困
他乡的秦琼、《搜孤救孤》 中行侠仗义、
厚德仁义的程婴。 而 “谭派” 那独具
一格的韵味， 更使人回味无穷。 其行
腔发声圆润 、 稳健 ， 音色悦耳动听 。
唱腔多有创新， 旋律委婉多变， 由此
有了 “云遮月” 之誉。 百余年间， 谭
门前后已出了七代名伶， 而后世宗谭
者颇多， 有 “无腔不学谭” 之说。 谭
鑫培曾改编了100多剧目， 至今多出剧
目仍在舞台上演出， 为戏迷们所称道。

正是因为谭鑫培为京剧艺术的发
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所以一代文坛骁
将梁启超先生对他赞誉有加， 并题写
了 “四海一人谭鑫培， 声名廿载轰如
雷” 之楹联， 镌刻于墓园的之门柱上。

可惜， 谭鑫培墓在20世纪60年代
遭受毁坏， 墓前的石供桌及石碑已移
为别用， 一片荒凉景象。 直到2005年，
北京市文物局和门头沟区文化委员会
在原墓址上对其进行了重新修葺。

夕阳西下时分， 我离开墓园， 不
由得回首墓园石门上 “国剧宗师” 四
个大字， 再次表达敬仰之情。

凭吊 “伶界大王” 谭鑫培， 既是
一种缅怀 ， 更是对艺术大师的崇敬 ，
也是出于对京剧艺术的衷心喜爱。

在清澈浩淼的左江中心， 一座石
岛———鳌头峰如出水金鳌， 昂首江面。
鳌头峰上， 一座倾斜的古塔卓然屹立，
俯瞰着过往船只和四季轮回。 它， 便
是广西地区赫赫有名的左江斜塔。 它
与苏州虎丘塔、 辽宁绥中塔、 上海松
江护珠塔、 湖北当阳铁塔、 意大利比
萨斜塔、 德国肯道塔、 英国议会大厦
方塔， 并称为 “世界八大斜塔”。

左江斜塔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
左市江州区左江中心一个天然石岛
上———石岛位于左江一个漩涡处， 当
地称为 “鳌头峰 ”。 因常年被洪水冲
刷， 此岛便成了一个光秃秃的石头山。
古塔原为一座风水宝塔， 之所以建筑
在鳌头峰上， 相传是为镇妖避邪而建。
鳌头峰处于左江江中急转弯处， 湍急
的江水奔腾而来， 滚滚而去， 波涛汹
涌， 漩涡翻卷， 常吞没过往舟船， 有
“十船过弯九船翻” 之说。 老百姓以为
江中有水妖作怪， 便建塔以镇之。 古
塔始建于明天启元年 (1621年)， 由明
朝知府李友梅主持建造， 当时建3层。
清康熙三十五年 (1696年)， 知府徐越
又加建2层， 此塔便成为5层砖塔。 屈
指算来 ， 此塔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

史。 古塔为砖瓦结构， 塔底直径3.44
米， 塔总高23.28米， 塔身通高约18.28
米 。 塔身呈八角面体 ， 套筒式结构 ，
分为内墙和外墙两层， 内外墙用青砖
砌成螺旋状阶梯， 逆时针盘绕直至顶
部， 把内外墙连成一体。 塔底层南面
和西面各有一拱门。 从第2层起， 自北
向西、 南、 东方向， 依次逐层开9个拱
形窗。 内墙为青砖砌圆筒体， 层与层
之间用木板铺隔。 顶部有大梁和刹木
杆支承塔顶。 塔顶八角处各悬铜风铃

一枚， 江风吹来， 铜铃叮当作响， 悦
耳动听， 声闻十里。 顶端置铸铁覆钵，
经数百年风吹雨打， 仍未生锈， 也算
是一奇迹。

站在左江岸边看过去， 古塔呈明
显的倾斜状。 经专家测量： 古塔的第
一层东面砌砖45块 ， 西面砌砖43块 ，
东西相差2块砖， 人为地使塔身向西南
方向 （即洪水冲击的方向 ） 倾斜52°
16′30″， 塔身斜角为4°24′64″， 水平偏
位1.41米。 塔身实际只向西南偏西方
向倾斜， 但乘船绕塔而行， 视觉上塔
身均向观者倾斜， “左江斜塔” 之名
由此而来。 古塔以似斜非斜、 四面皆
斜、 斜而不倒之奇而闻名遐迩。

众所周知， 意大利比萨斜塔、 英
国议会大厦方塔等其他世界7座斜塔，
均因地基沉陷或地震而倾斜。 而左江
斜塔， 却是当年建筑工匠考虑到江心
风力和地基等因素而精心设计建造的！
可以说是世界少有的一座人为建造的

斜塔！ 那么当时人们为什么要在高出
水面两丈多的鳌头峰顶上建这样一座
斜塔呢？ 原来这是根据地形特点， 利
用重心原理， 为增强抗击洪水的冲击
力而特意建造的。 古塔采用双筒式原
理构造， 由外、 内两层结构组成 ， 两
层之间相互通过螺旋楼梯衔接上下
层 ， 与现代的核心筒技术原理类似 ，
这种建筑设计， 布局结构合理， 可以
抵抗风力、 水力和地震， 充分展现了
古人的智慧； 专家考证后认为， 这也
是古塔屹立400多年不倒的一个重要原
因。

“灵山古塔摩铭韵， 夕照福泉饮
别鸥。” 左江斜塔历400余年， 虽屡遭
洪水侵袭， 风吹日晒， 砖面侵蚀伤痕
累累 ， 青苔蕨类丛生其 上 ， 但 它 仍
以刚强挺拨的姿态屹立于左江中心，
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建筑技
术的高明与智慧。 2019年， 左江斜塔
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人在旅途

瞻瞻仰仰““伶伶界界大大王王””
谭谭鑫鑫培培墓墓

一座人为“智造”的斜塔左江斜塔：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