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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初，全国各京剧院团都在挖掘老

戏、创编新戏，以精品剧目喜迎中国共产党

建党四十周年庆典。北京京剧团（现北京京

剧院）也在积极准备献礼事宜，该团名净张

洪祥贡献出一批自己珍藏多年的剧本，其中

包括《铡包勉》。经过团里编导组精心整

理，又由著名编剧王雁根据秦腔传统剧目改

编加工，筹备创排一出《赤桑镇》，与《铡

包勉》连演。使全剧结构更为严谨、主题更

加鲜明。这一创意汇报后得到市领导的肯定

与鼓励，最终确定由裘盛戎和李多奎联袂，

而该剧也作为北京市庆祝建党四十周年的重

点剧目。

京剧《赤桑镇》情节续接《铡包勉》，

讲述包拯奉旨陈州放粮，临行前侄子包勉到

长亭相送。当包拯得知身为萧山县令的包勉

竟然贪赃枉法，查实证据后忍痛将其按律问

斩，并下书合肥县告知嫂子吴妙贞。吴氏闻

讯赶到赤桑镇与包拯争论，怒斥他忘却兄嫂

养育之恩，责怪他依法办事，没有法外施

恩，才使自己痛失爱子。经包拯再三劝慰，

殷殷恳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得到

吴妙贞的谅解支持，叔嫂二人相敬如初。

此剧改编后重在描写角色的情感纠葛，

竭忠尽孝，情义两全
——京剧《赤桑镇》的诞生

文◎ 张　印

右一裘盛戎饰包公，左二李多奎饰吴妙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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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增强了包拯与吴妙贞之间的矛盾冲突，

而且突显了二人“明是非，主正义”的人性

光辉。在传统剧目中，清官戏、公案戏一直

深受观众喜爱。尤其是京剧舞台上，以包拯

为主角的剧目很多，被称作“包公戏”，如

《铡美案》《铡判官》《砸銮驾》《打龙

袍》等，这些剧目都表现了包拯刚正不阿、

执法如山、不畏强权的一面。《赤桑镇》的

改编创排，又进一步丰富了这一人物的性格

和形象。

早期京剧舞台上曾有过一出花脸戏《铡

侄跪嫂》，是根据地方戏梆子班的演出改编

的，名净何桂山擅演，但不见精彩，后来渐

渐失传，连有“十全大净”美誉的金少山也

只会“铡侄”，不会“跪嫂”。据说戏里包

拯“铡侄”时穿黑蟒，“跪嫂”改换白蟒，

示素服赔情。所谓“铡侄”即《铡包勉》，

此戏见于清道光四年庆升平班演出剧目之

中，说明其渊源已久。但它的文本是有缺欠

的，北京京剧团这次改编，把包拯“铡侄”

的内心世界表达得更为深刻，包勉贪污受贿

的事情揭示得自然巧妙，又将《铡包勉》和

《赤桑镇》两折戏连演，合二为一，故事也

更为完整。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团里主创人员

都显得很积极，群情振奋。当时年过花甲的

李多奎接受任务后心气儿很高，表下决心：

“咱要向裘头儿（裘盛戎时任副团长）看

齐，他几天，我就几天，别因为我误了献礼

的日子。”李多奎当时患有高血压症，病情

较重。他为了保证准时交出高质量的作品，

闭门谢客，抱病服药，废寝忘食。一个人吃

住在家宅后院的小二楼上，背词的同时，边

拉胡琴边哼唱腔，反复推敲琢磨，借鉴过去

演出的传统剧目《滑油山》《游六殿》《斩

浪子》《徐母骂曹》中的部分唱腔，进行重

新设计加工。这出戏定由谭世秀司鼓，汪本

贞操琴。李多奎经常与汪本贞研究到深夜，

最终只用了八天时间就完成了背台词和唱腔

设计，这也让舞台合作者裘盛戎非常感动，

响排的时候连连拱手称谢：“二叔，时间这

么紧，太难为您了！”

《赤桑镇》篇幅不大，却是非常吃重

的一出戏。剧中矛盾冲突变化跌宕起伏，角

色内心思想斗争复杂。主演李多奎与裘盛戎

认知相通，达成共识，遵循传统唱工戏的规

律特点进行加工，以唱腔驾驭全剧。唱在唱

工戏里起着主导作用，它不仅作为重要的抒

情手段,还更多地代替了有节奏的念白, 有

舞蹈的表演, 甚至代替了锣鼓的枢纽作用。

所以一般的唱工戏里, 念白少, 身段少, 舞

蹈少, 为唱工腾出了更广阔的篇幅。传统剧

目中常见的唱工戏,如《二进宫》《三娘教

子》《白良关》都是如此。观众在欣赏声腔

之美的同时, 明晰剧情的推动发展, 接受人

物的思想感情。

《赤桑镇》里的唱段很多且较为集中，

老旦与花脸有多处对唱，西皮和二黄板式穿

插转换，双方既要考虑自己的技巧发挥，更

要兼顾全剧唱腔布局设计，注意给对方留接

口。角色情绪过渡不能生硬，声腔要时刻符

合人物的思想变化，这样的对儿戏在旧剧中

全无参照，创作难度可想而知。

全剧虽然是三场，但真正见戏的是在第

三场。这一场，叔嫂会面，通过两个人物的

感情与理智冲突,表现了是非善恶观念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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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道德观念的剧烈斗争。一边是吴妙贞“我

愈思愈想气往上撞”，另一边是包拯“劝嫂

娘息雷霆弟有话讲，且落座细听我表诉衷

肠”。也正是包拯的一番话，结束了舌剑唇

枪的激烈争辩，转入平心静气的说服劝慰：

“……小弟自幼被爹娘抛弃，多蒙兄嫂抚养

成人。如今养育之恩未报，谁知包勉贪赃枉

法，国法难容，私情难佑。还望嫂娘宽恕小

弟！……”接唱[二黄二六]“自幼儿蒙嫂娘

训教抚养”，唱与念白血肉相连，念白使唱

工得到充分发挥。

通过唱工，表现了包拯“铡侄”后的心

理波动，面对嫂子的盛怒悲愤而婉转陈情、

据理相辩，在感戴哺育之恩的同时，阐申自

己公私分明的立场，提到曾受嫂嫂训教做了

清官，争取得到谅解宽恕。通过唱工，也表

现了吴妙贞见到包拯时的眦裂发指，斥责他

忘恩负义，逐渐冷静下来之后，倾听包拯的

苦衷和劝说，才慢慢彻悟，但又感到暮年丧

子、晚景凄凉，直到包拯表示愿替侄尽孝，

终得慰藉。这些复杂曲折的思想感情, 都是

通过唱词的安排表达出来的。适当地运用唱

腔, 发挥唱腔，没有丝毫的花哨卖弄。使观

众怡心悦耳, 荡气回肠，觉得正是剧中人在

思想感情转折变化处自然地抒发和宣泄。这

恰是符合了唱工戏的创作规律。 

《赤桑镇》在音乐方面涵盖了西皮中的

[导板][散板][流水][三眼][二六][快板][摇板]等

诸多板式，后半部又转为二黄的[碰板]和[原

板]等，真是声腔丰富多变，设计精美绝伦。

更重要的是结合剧情、贴切人物，加上两位

艺术家声情并茂的表演，使角色鲜活丰满，

令人闻之动容、为之赞叹。《赤桑镇》让观

众们看到了一个有亲情、有苦恼、有原则，

更为鲜活的包拯形象，不仅故事感人至深，

而且唱腔优美动听、表演细腻真切，其思想

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中国京剧院也试

图改编这个故事，曾由赵文奎和王玉敏演出，

但反响平平。而其后北京京剧团整理改编的

《赤桑镇》，以其发人深省的主题，简练集中

的结构，带有哲理的唱词及优美动情的唱腔，

却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受到广大观众和戏

剧界同行的热烈欢迎，成为裘盛戎、李多奎

晚期代表作，久演不衰，传唱至今。

《赤桑镇》与旧本的最大区别在于，

删去了剧中原有的丞相王延龄奉旨前来的一

裘盛戎饰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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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处理。旧本中包拯只是一味赔罪、小心服

侍。吴妙贞则对包拯不肯宽恕，最终还是赖

以丞相王延龄赶到，奉圣旨钦封吴妙贞为

“淑慧夫人”，赐予“官诰一副，拐杖一

根”，还命包拯“叔代子职，以尽孝道”，

才稍许缓和了冲突，全剧在吴妙贞一片悲戚

的哭儿声中结束。《赤桑镇》删去了这一情

节，既注意表现包拯对嫂娘失子后的极大同

情，又注意表现了包拯除恶务尽义无反顾的

情操，而不是像真的做了什么亏心事，任由

斥责、喏喏连声。经过改编以后，吴妙贞不

仅是一个只知管家课子的贤妻良母，还是一

个知书达理、深明大义的人。从来到赤桑镇

后初见包拯时的愤怒，到经过一番劝说逐渐

觉醒，由绝望变为宽慰，转为对包拯的赞许

和支持，一系列复杂的心理状态表现的层次

分明、细致入微，大大提高了剧本主题思想

水平和艺术表演水平。

在《赤桑镇》剧中，包拯对嫂娘以礼相

待，深知吴妙贞老来丧子，必定极度悲伤愤

怒，但只要讲明道理，嫂娘终会谅解自己。

因为“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金石言永不

忘铭记心房”。包拯身上的美德，很多就是

吴妙贞性格中的美德的反映，很多都是吴妙

贞嫂代母教的结果，对此包拯十分清楚，非

常了解嫂娘的为人，所以才用“未正人先正

己人己一样，责己宽责人严怎算得国家栋

梁。小包勉犯王法岂能轻放，弟若徇私上欺

君、下压民，败坏纪纲，我难对嫂娘”，这

些话来劝导。当看到吴妙贞既不愿再为难包

拯，也不愿孤单终老，哭得泪如雨下，想要

碰死在赤桑时，他叫人拿来“孝巾”，表

示今后要替侄子尽孝道：“劝嫂娘休流泪你

免悲伤，养老送终弟承当，百年之后弟就是

戴孝的儿郎。”这段[二黄碰板]唱得感人肺

腑，字字情真。然后又进一步寻求支持，

“今日事望嫂娘将弟宽放，我还要去陈州赈

济灾荒。”让她知道这样做全都是为了严肃

国家法纪，让黎民百姓得到幸福。吴妙贞这

才释然，叫王朝把酒斟上，向包拯敬酒送

行，承认“为百姓公废私理所应当”。叔嫂

二人，一个“为黎民不徇私忠良榜样”，一

个“明是非主正义贤良高尚”，最终化解怨

恨，言归于好。

裘盛戎和李多奎两位大师于1961年5月

底，在北京长安戏院首演《赤桑镇》，可谓

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公演的第二场还进行

了实况录音。美中不足的是，李多奎毕竟年

事已高，现场有两处忘词儿的地方。一处是

念信时，将“弟往陈州把粮放”，错念成了

“弟往长亭把粮放”；另一处是末段[二黄原

板]的首句，应该是“此一番到陈州去把粮

放”，快起唱时李多奎忽然“晃范儿”，结

果前三个字嚼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唱的是

什么字，幸好后面及时想了起来，但是“到

陈州”唱成了“去陈州”，与后边的“去把

粮放”的“去”字雷同了。由于没能重新再

录，这份演出资料成为绝版，遗憾也就无法

弥补了。其实观众陶醉于声腔的韵味醇厚，

对老艺术家演出中的失误并不介意，也能够

谅解。首演仍然很成功，反响十分热烈。

但李多奎并不满足于此，之后又把这段原

板开始处加了两句唱词：“适才闻言语中把

你冲撞，你体谅我年迈人失子的心肠”，还

编了个很悦耳的大腔儿，再接唱“此一番到

陈州去把粮放”。这样就把嫂娘吴妙贞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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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谅解其初过激言行的心情更充分地表达出

来了。同样，裘盛戎在这场演出中也出现了

几处小失误，如果细听能察觉出来，“自幼

儿蒙嫂娘训教抚养”的“自幼儿”、“金石

言永不忘铭记心房”的“金石言”、“小包

勉犯王法岂能轻放”的“小包勉”，都有演

唱和胡琴不合槽的地方。与李多奎的精益求

精相同，裘盛戎演出后也对《赤桑镇》作了

进一步改进。比如[二黄二六]之前的那段念

白，实况录音里同时有一段弹拨乐为主的音

乐伴奏，裘盛戎认为虽然好听，但还是对念

白有干扰，之后演出中就主动要求删掉了。

《赤桑镇》公演后刚过半年，李多奎便因

病住进了医院。没有他的合作，裘盛戎也很

少再演这出戏。但由于两位大师炉火纯青的

表演，有口皆碑的艺术声望，以及该剧音乐

方面在声腔结构上的创新，使之成为北京京

剧团推陈出新的艺术精品，二人合作的版本

也成为流派继承者的范本楷模。这出戏裘盛

戎与李多奎只留下这一份录音资料。1962年

中国唱片社出版发行了《赤桑镇》唱片，由

裘李二人的弟子李长春、王梦云演唱，是更

为准确完整的录音版本。另外当时中央广播

电台还请于鸣奎和赵鸣华合录过《赤桑镇》。

《赤桑镇》以唱为主，裘盛戎根据包拯

的思想脉络、内心活动，创造适合的板式，

腔调苍凉沉郁，质朴感人。李多奎扮演的嫂

娘吴妙贞，嗓音苍劲挺拔，喷吐有力。二人

的对唱字头咬字尾，工力悉敌，珠联璧合。

《赤桑镇》也是裘盛戎最后排演的一出历史

故事戏，他在剧中的唱、念、做，都呈现出

了高水平。演唱上以声传情、寓情于声、声

情并茂，在几个主要唱段中，裘盛戎唱得段

段经典，重情、重韵、重味；念白也是刻意

求工，抑扬有致，剧中多次出现了“嫂娘”

的[叫头]，但念得各不相同；做表方面身段

虽然不多，但做到了“无做之处不做作，当

做之处不虚过”。基于对角色性格身份的正

确理解，表演得不温不火，恰如其分。

在《赤桑镇》中，包拯面对的是最让

人难以割舍的亲情，他铡了自己的侄儿包

勉，不仅内心自责痛苦，还要面对嫂娘吴妙

贞的责怨怪罪。包拯对国家的赤胆忠心，及

对嫂娘的深深愧疚，让观众感到无比敬佩与

动容。有人把裘盛戎和李多奎二人合作的

《赤桑镇》与他们曾合演过的传统戏《遇后

龙袍》相比较，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

看，《赤桑镇》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新中

国成立后重新加工改编的剧目当中，此剧绝

对是戏曲舞台上推陈出新的艺术珍品之一。

北京京剧院至今经常复排演出，成为其优秀

保留剧目。

还值得一提的是，《赤桑镇》当年创

演时剧团只投入了一根鹿头拐杖和一幅屏风

心，屏风的框架还是原来的。剧中吴妙贞所

穿用的是李多奎自己私房的团花香色披和绿

腰包，裘盛戎扮演包拯所穿用的仍然是《铡

美案》里的黑蟒，其他配角如王朝、马汉、

家院等，穿的也都是团里原来的服装。这样

一出几十分钟时长的戏，演员寥寥数人，创

腔排练不过半月，却能一炮打响，风靡南

北。说明无论传统的还是新编的，剧目绝不

是靠大制作和精包装就能得以传世的，关键

还是在于演员表演上的魅力。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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