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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星空 

（七十一）

忽闻擎鼓动乾坤 新梅双护老梅根
文◎ 洪　业

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在其四十多年的

舞台生涯中，创作演出了一大批代表剧目，

为京剧艺术的发展与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穆桂英挂帅》是梅兰芳先生一

生中排演的最后一出新戏，堪称

梅（兰芳）派的艺术高峰，也是

梅派剧目传承最为广泛的剧目

之一。该剧始创于上世纪50年代

未，在梅兰芳大师亲任团长的梅

兰芳京剧团为班底，创作演出了

《穆桂英挂帅》，轰动一时。后

梅兰芳京剧团并入北京京剧团，

也在演出这个戏。80年代北京京

剧院成立梅兰芳京剧团，梅兰芳

大师哲嗣梅葆玖先生亲任团长，

传承演出了该剧，并且将该剧传

授给董圆圆、胡文阁等弟子传

人，使这出梅派经典剧目在北京

京剧院成为经典保留剧目。

说起穆桂英，梅兰芳大师与

这个戏曲人物有着不浅的缘分。

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演

出，是作为王凤卿的二牌，就是

给头牌老生配戏的旦角，晚场演出压轴戏，

即倒数第二出，之后由头牌演出最后一出大

轴戏或者是生旦并重的对手戏。演出合同到

梅兰芳饰穆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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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穆天王》时长较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梅兰芳就将这两出戏改在一天演出了。

穆桂英这一角色在京剧的传统中都是刀马旦

来扮演，演出《穆柯寨》，是梅兰芳与穆桂

英的初遇，梅兰芳也对穆桂英这个角色情有

独钟。所以，编演京剧《穆桂英挂帅》就水

到渠成了。

1954年春节期间，梅兰芳在上海看了马

金凤的《穆桂英挂帅》，又在1957年再次观

看了马金凤的演出。在梅兰芳眼中，豫剧

《穆桂英挂帅》中的穆桂英形象新颖独特，

并且认同其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年过半百的

穆桂英决定挂帅出征，展现出的是老骥伏枥

的气势，是全国人民愿意为祖国奉献己力的

壮志豪情。梅兰芳先生对此剧赞许有加，正

是出于这种甘于为国奉献的情怀。从初看豫

剧《穆桂英挂帅》时起，梅兰芳就产生了要

把之改编为京剧的初步设想。

1959年，文艺界预备集中全国剧团的精

彩剧目，在京演出庆贺建国十周年。梅兰芳

提出，根据自己的年龄和形象，建议排演他

赞誉已久的《穆桂英挂帅》。梅兰芳先生强

调，“这个人物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自己

产生了共鸣”，“早年常演穆桂英青年时代

的戏，对这个人物熟悉、有感情”，并且从

剧目排演上提出“挂帅、出征两场能发挥京

剧特点”，当即拿出了豫剧《穆桂英挂帅》

的油印剧本，显然梅先生已经过深思熟虑。

由此，京剧《穆桂英挂帅》的排演提上了日

程。

京剧《穆桂英挂帅》剧本改编是由中国

京剧院编剧袁韵宜执笔，陆静岩润色，二位

都是很具文学素养的女编剧，奠定了京剧剧

本诗意的文学基础。

《穆桂英挂帅》源于《杨家将演义》和

期后，剧场经理见上海观众对梅兰芳的热情

很高，就又续约一期，应观众要求，为梅兰

芳安排了演出大轴的机会。上海的观众喜欢

热闹、喜欢耳目一新，所以演员出于票房考

虑，在上海演出必须要选择一些新编的或者

有新意的剧目来迎合上海观众。正是基于

此，所以梅兰芳先生的第一场大轴戏经过了

慎重考虑，最终选定《穆柯寨》。

《穆柯寨》搬演的是萧天佐摆设七十二

座天门阵，需穆家寨降龙木破阵。孟良盗木

败回，杨延昭也不是穆桂英对手。杨宗保私

自与穆桂英交战，穆桂英芳心暗许假意败

走，逼杨宗保成亲。既而杨宗保回营，杨延

昭怒其临阵招亲，违犯军法，定欲处斩。

焦赞、孟良、佘太君、八贤王说情，皆不

应允。穆桂英到营中呈献降龙木，杨延昭才

不得已赦免了杨宗保斩刑。《穆柯寨》是

刀马旦戏，穆桂英剧中需扎靠，武打虽不吃

重，但演出穆桂英寨中传令、下山打雁、与

孟良焦赞交手、对敌杨宗保都需一定的武戏

基础。青衣演员中能应工刀马的人很少，梅

兰芳演出刀马旦戏本身就是一个噱头，再加

上《穆柯寨》剧情轻快，穆桂英的角色也比

较生动活泼，可看性较强，剧中演员身段动

作展现较多，需要扎靠，念白也吃重，演出

这出戏也能全面展示梅兰芳的舞台功力。当

天，《穆柯寨》的演出十分成功。而后梅兰

芳又开始分两天演出穆桂英故事，头一天演

《穆柯寨》，第二天演出穆桂英打赢未来公

公杨延昭的《枪挑穆天王》，之后的情节

就是传统戏《辕门斩子》了。《穆柯寨》和

《枪挑穆天王》情节连贯，但两出戏偏重有

所不同，《枪挑穆天王》看的是把子对打，

精彩之处在于穆桂英挑杨六郎下马。扮相上

除了扎靠外还作戴风帽披斗篷的打扮。《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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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对铁血沙场、抗敌报国的杨家将的

演绎，其中引人注目的佘太君、穆桂英、柴

郡主等杨门女将，她们本是虚构的人物，但

其光彩渐渐胜过了杨门须眉，一跃成为杨家

的代表性人物，她们的故事，也愈发精彩传

奇。其中，穆桂英是最为闪亮的。

在《穆桂英挂帅》剧目之前，穆桂英的

形象与民间故事中相统一，她是一个集美貌

与武艺于一身的巾帼英雄。戏曲中的穆桂英

形象和故事与戏曲中的巾帼英雄大致相同，

不同于名门闺秀，穆桂英出身草莽，她武艺

超群，占山为王，面对杨家的征讨，穆桂英

屡战屡胜，游刃有余。凭借着自己出类拔

萃、艺贯群英，又因自己的身世际遇，她骄

傲、不惧权威，缺少谦卑与顺从；对于爱情

勇往直前，直抒胸臆。这样的形象主要体现

在《穆柯寨》《穆桂英大破洪洲》《杨门女

将》等剧目中。在这些剧目中，穆桂英的身

份虽然不断变化，但都是以武将亮相，以刀

马旦为主。到了京剧《穆桂英挂帅》，穆桂

英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年过半百的穆桂英，

生活环境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她由一位沙

场带兵的女将解甲归田、隐居乡野，过着为

人媳、为人母的生活。这一身份的转变，使

她的心理状态和戏剧动作有了变化，这时的

穆桂英更加持重、沉稳、忧患。《穆桂英挂

帅》这出戏更主要展现的是穆桂英的情怀和

担当，因此，这里的穆桂英是青衣、刀马旦

应工，以唱念为主，她的形象更为丰富饱

满。

穆桂英的性格，一方面是传统穆桂英

角色与其他巾帼英雄共性的地方，无畏与骄

傲、与正统格格不入、与闺阁女流截然相反

的对比，敢说敢做，敢于抒发己见。中年的

穆桂英依旧保留着叛逆之处，她对事的反应

都出于自身的情感，而不是由道德上错与对

来决定。这是她本质上的反抗精神，这种反

抗，贯穿了穆桂英的整个人生轨迹。

京剧《穆桂英挂帅》剧本改编完成后，

梅兰芳先生和琴师徐兰沅先生、姜凤山先生

开始研究唱腔。豫剧《穆桂英挂帅》是以唱

为主的，因为板式不一样，一唱就好几十

句，放在京剧里就不合适。据姜凤山先生回

忆：“有时候一段唱腔设计两个方案，一

个高腔一个低腔，这个唱不了唱那个，我

把设计的唱腔唱出来让梅先生听，让他选哪

个合适。最后他说，我唱高的吧。原来第

五场有四句慢板，设计这个唱腔的时候，梅

先生有个要求，不要唱花腔，拉花过门不要

叫好。我就琢磨这过门儿，拉花过门儿还不

叫好，想来想去我想起一个《俊袭人》的过

门儿很适当，就把这个不叫好的过门儿给安

上了。第八场“出征”，我加了两句“南梆

子”，徐先生觉得挺有意思的，问我怎么想

出来的？我说这么多唱词，要表现穆桂英夸

赞儿子杨宗保，夸闺女金花，用“南梆子”

的唱腔才能表现出她的美。我就跟梅先生说

一个腔，哪儿缓气哪儿偷气我都得说到了。

梅先生的悟性很强，他琢磨完了跟我说，是

不是能偷点气啊？哪个腔长一点儿，哪点儿

缓。他就这么一句一句的学，这出戏就是这

么过来的。这是梅先生最后一个经典剧目，

我为梅先生拉的最后一出也是《穆桂英挂

帅》。”

姜凤山先生晚年对当年梅兰芳先生在家

里排练《穆桂英挂帅》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他说，现在很多学梅的演员唱《捧印》，都

唱落音儿，情绪不对，凡是学过的都知道梅

先生他不唱落音儿。“闻边报雄心振奋”这

句要是最后唱成落音情绪就不对了，穆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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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头一皱，心里

想我要出征了，

但我已经老了，

怎么出征去？还

能挂帅打仗么？

然后一背手，听

鼓声转身，俩眼

神都变了。这眼

神我们看着真起

鸡皮疙瘩，梅先

生把外柔内刚的

内心情感全都表

现出来了。梅先生客厅里有个穿衣镜，在这

个镜子前找姿势，设计了好几个身段，反复

的做，反复的找，这才是表演艺术家，唱念

做打没有一样不好的。我都是根据他的身段

设计过门儿，因为他的尺寸到了，我就得根

据尺寸给他设计。他怎么舒服就怎么设计，

这就是鱼和水的关系。他是鱼，越游越美；

我就是水，任他遨游。梅先生最值得钦佩的

就是虚心，给他指出来什么他都接受改正，

我和梅先生的关系用四个字形容就是“肝

胆相照”，他总说“台上对了比什么都重

要”。

《穆桂英挂帅》首演用的是梅兰芳剧团

的班底，是在吉祥剧院排练的。韦三奎饰佘

太君、王少亭饰寇准、刘连荣饰王强、昌振

华饰王伦，杨宗保这一角色由小生行当姜妙

香扮演，李庆山饰杨洪。

1959 年 5 月 25 日，在北京人民剧场首

演。梅兰芳先生的一双儿女梅葆玖、梅葆玥

分别反串剧中穆桂英的孩子杨文广、杨金花。

梅葆玖以旦行改扮武生，梅葆玥本工老生换

演刀马旦。真儿真女，表演起子女的撒娇率

真风趣，家长在表演中流露出的溺爱与呵护，

真实感人。于是，现实生活中的子女演出戏

中儿女，也是《穆桂英挂帅》的一个看点。

文学家、戏剧家田汉在《穆桂英挂帅》

剧目初成时看完演出，特意写了一首《虞美

人》，表示祝贺：“将军纺绩居林下，闷煞

桃花马。忽闻擎鼓动乾坤，仿佛当年环甲破

天门。演来人物深无比，处处传神髓。新梅

双护老梅根，恰似杨家一样有儿孙。”前半

阕写《穆桂英挂帅》剧情，后半阙赞美梅兰

芳表演的人物有深度、显精神，又以杨家后

代比喻梅家儿女长成，“新梅双护老梅根”

表达出了田汉先生对梅派艺术后继有人的欣

慰之情。

《穆桂英挂帅》几经修改，在中南海

国庆节晚会向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演

出。并且在10月2日晚再次演出此剧，招待

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的各国贵宾。

毛主席、周总理看过戏后，给予梅先

生以好评，在接见梅先生等演员时，毛主席

说：“这个戏很好。看得出是你四十年舞台

生活的集中表现，也是你老年的代表作。”

《穆桂英挂帅》是梅兰芳生前演出的

最后一出戏，也是梅兰芳为京剧留下的宝贵

梅葆玖演出《穆桂英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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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财富。作为梅兰芳老年代表作的《穆桂

英挂帅》，是梅兰芳向新中国献上的一份诚

挚爱国情怀。同时，这出戏作为梅兰芳先生

的收山之作，是他一生最后一段戏剧生涯的

代表作，是他回望几十年京剧生涯的艺术总

结。我们来欣赏这出戏，可以管窥梅兰芳先

生在剧目创作方面的成功途径。众所周知，

京剧《穆桂英挂帅》是从豫剧移植改编过来

的，梅兰芳先生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要像

京剧”。这短短四个字，实则无比深奥。如

何理解梅先生提出的这个原则，要从《穆桂

英挂帅》的几个方面去体会。

首先，梅先生在对自己演出的新剧目

的选材上是十分审慎的。据马金凤回忆，梅

兰芳先生看过《穆桂英挂帅》后十分激动，

说：“你的演出给我开了眼界！我演了一辈

子小穆桂英，从来没演过老年穆桂英，也不

知道有晚年重新挂帅的故事……想不到地

方戏中有这样的好戏，可惜京剧没有。”

又说道：“我很喜欢这出《挂帅》，是爱国

主义戏。”他之所以在选择演穆桂英这样的

人物，是看重了穆桂英挂帅人物的思想层次

和爱国情怀，这是和梅先生的思想感情相契

合的，也是符合梅派艺术表演京剧人物的气

质、身份和契合的。正是穆桂英挂帅时期的

人物形象和思想立意的基础，使梅兰芳先生

在晚年再一次把梅派艺术塑造人物推向新的

高峰。

其二，梅兰芳先生在创演新剧目时，十

分重视京剧创作演出的规律，尊重观众的欣

赏习惯。“生书熟戏”,就是京剧观众欣赏

心理的反映之一。在京剧人物当中，穆桂英

早有形象基础，有表演基础，这一人物有传

承意义。梅先生选择穆桂英的故事创作新剧

目，是他的”移步不换形”京剧改革理念在

创新人物形象上成功的体现。梅先生用青衣

为主兼有刀马旦的表演塑造穆桂英，是在传

统穆桂英表演基础上的突破。

其三，在移植改编过程中，剧本唱念

结构、声腔、行当安排，要按照京剧规律进

行新的创作。比如豫剧《穆桂英挂帅》这出

戏以旦角演唱为主，在剧本架构上，自然而

然弱化了老旦、正生等其他行当，佘太君、

杨宗保、杨文广等角色的唱段很少。而京剧

本身行当齐全，手段丰富、规范，表现力更

强。移植改编《穆桂英挂帅》就要根据京剧

行当特色，在剧本设定上注意各行当的均

衡，以保证唱腔的丰富完整。除演唱外，京

剧也是唱表并重、文武兼备的艺术形式，所

以在角色的安排上，也要注意各主要角色的

戏份配比，不至于导致主演在舞台上演出或

过于繁重，或过于单调。

其四，梅兰芳先生是将梅派艺术的美学

特色赋予到穆桂英这个人物形象塑造上。梅

派艺术典雅雍容，唱腔婉转含蓄，所表演的

人物是向内心气质发展。梅兰芳先生的《穆

桂英挂帅》，穆桂英出场次数不多，但每一

次上场，都是凝练、细腻、沉稳、大方。从

她一上场的含蓄内敛，脱却了穆柯寨的少女

意气，到听闻儿女“闯祸”后不怒自威的神

情，矛盾中自思自想的百结愁肠，转化作挂

帅出征的意气风发。人物隐忍与激昂的自如

收放，都融入在梅兰芳平和含蓄、柔里带刚

的表演中，达到“神形兼备”的高级状态。

京剧《穆桂英挂帅》之所以成为经典，是

梅兰芳先生将几十年的舞台经验融汇到了这一

出剧目之中。梅兰芳先生身后，以梅葆玖先生

为代表的梅派传人，在京剧舞台上继续传承演

出这部优秀剧目，将这出戏演绎成为久演不衰

的、为京剧艺术增值的经典剧目。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