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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⑧⑧
《奇客白龙团

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

是一部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战斗的戏。与其它

样板戏相比，《奇袭白虎团》

将京剧的传统表演程式和身

段用于现代战争生活，其中

的武打场面几乎达到了出神

入化的地步，给观众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这部戏是怎样

诞生的?其背后有哪些鲜为

人知的故事?

《奇袭自虎吲》的

演员阵容

《奇袭白虎团》的诞生，

与著名京剧演员方荣翔是分

不开的。

方荣翔6岁开始练功，

8岁入尚小云创办的荣春社

科班学艺，1 2岁登台演出，

先后拜骆连翔、张鑫奎、裘

盛戎为师，擅长表演花脸。

1 948年由邓华将军介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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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鲜

战争爆发后，方荣翔主动请

缨赴朝鲜战场，成为志愿

军京剧团的一员。一次在为

志愿军战士演出时，方荣翔

在《战地简报》上看到战斗

英雄杨育才带领尖刀班深入

敌后智歼李伪军白虎团的故

事，深受感动，即决定将这

一事迹搬上京剧舞台。不久，

他与剧团的李师斌、李贵华

经过日夜磋磨，搞出一台京

剧《奇袭白虎团》，由李师

斌扮演杨伟才(后江青将其

改名为严伟才)、方荣翔扮

演团长。这台戏尽管在表演

程式上还保留着浓重的传统

戏痕迹，但由于题材新颖，

尤其是在京剧舞蹈、武打程

式方面很有创新，一经演出，

便受到志愿军战士的热烈欢

迎，成为每场必演的剧目。

20世纪50年代后期，

鉴于志愿军已完成抗美援朝

任务，中共中央决定全部回

国。周总理为此特地赴朝鲜

访问。在欢迎晚会上，周总

理亲切地对剧团全体人员

说：“志愿军已经完成自己

的使命，全军将士都要回国

了。你们剧团也要回国了，

你们准备拿什么礼品向祖

国人民汇报呀?”方荣翔回

答说：“总理，我们编演了

一出《奇袭白虎团》，是反

映志愿军英雄事迹的戏，战

地演出很受欢迎。我们准备

回去后加工修改，向祖国人

民汇报演出。”周总理听了，

连声说好。

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

回国后，原班人马转业组建

了山东省京剧团。该团成立

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在

朝鲜战场上创演的《奇袭白

虎团》进行改编，由专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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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孙秋湖执笔，对原剧本进

行加工修改。孙秋潮有着丰

富的编剧经验，对《奇袭白

虎团》的改编创新立下了汗

马功劳。

改编后的《奇袭白虎

团》，仍由方荣翔扮演志愿

军团长，殷宝忠扮演政委，

邢玉民扮演韩大年，俞砚霞

扮演崔大嫂，栗敏扮演李大

娘。而一号人物严伟才，因

原扮演者李师斌的年龄偏大

些，经过慎重考虑，这个角

色最终落到武功好的年轻演

员宋玉庆身上。

宋玉庆8岁入伍，成为

军队文艺队伍中的一

名“小兵”。1 958年，

他作为山东京剧团青

年演员中的好苗子，

被选送到中国戏曲学

校青年班学习。回团

后成为当时团里最年

轻的主要演员。宋玉

庆长期在部队生活，

对剧中人物的思想性

格比较容易把握，武

功底子也很扎实，美

中不足的是嗓子条件

为了演好、演到位，宋玉庆

经常向最初扮演严伟才的李

师斌学习、请教。步匕圣口，严

伟才有个匍匐前进排除地雷

的动作，全凭上臂的“勾劲”

和左腿的“蹬劲”，虽然在

戏中仅有一两分钟，但难度

很大。宋玉庆先后揣摩练习

了十几天，胳膊和膝盖都磨

出了血，一双崭新的练功鞋

也蹭开了口子，终于拿下了

这个动作。戏中还有侦察班

通过“41 5高地”的一系列

动作，先要从三米高的台子

上翻“云漫”，然后接“云

里翻”下地。为了练好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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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剧中的二号人物，

方荣翔并没有吃老本。这次

重新排演，他花了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对角色进行提炼、

再加工。经过一番艰苦的劳

作，终于将志愿军团长这一

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剧中很

好地运用胸腔、鼻腔共鸣，

使王团长的唱腔刚劲而柔和。

至今，方荣祥在《奇袭白虎团》

中的两段唱腔仍然在喜爱京

剧的人们口中广为流传。

主角认真，配角也是一

丝不苟。在剧中扮演美国顾

问的张金梁，也表演得非常

不算好，唱功也欠火候。他

得知团里要选自己扮演严伟

才，心情非常激动，决心克

服一切困难，演好这个角色，

决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接手

这个角色后，他每天早晨都

跟团里的老演员方荣翔、殷

宝忠吊嗓练唱。《奇袭白虎

团》中的许多动作都是根据

现代军事动作加工而成的。

动作，宋玉庆不仅扭伤过

腰，甚至摔得眼睛流出了血

⋯⋯正是凭着这股韧劲，宋

玉庆终于将志愿军侦察英雄

威武、英俊的形象展现在京

剧舞台上。他的表演融武生

和老生于一炉，既不乏昂扬

的激情，又充满军人的阳刚，

成为现代京剧中最为成功的

英雄形象之一。

到位，个性鲜明。

一次，周总理在接

见《奇袭白虎团》

剧组时握着他的手，

风趣地说：“美国顾

问先生，您好!”

大家听了，都开心

地笑了。

精心修改，一丝
不苟，终获好评

1 964年，为了

繁荣现代京剧的创

作，文化部决定在北京举行

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山东

省京剧团本来打算派《奇袭

白虎团》参加这次会演，但

由于当时对这部戏的某些方

面还存在争议，出于谨慎，

京剧团领导经过商量，决定

先将剧本送北京有关方面审

阅，然后再作决定。

剧本送北京后，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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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召开了剧本讨论会。当

时，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

意见认为《奇袭白虎团》剧

本有点公式化、脸谱化；另

一种意见认为剧本虽然存在

一些缺点，但可以改好。而

且这是反映当代军事题材的

剧目，应尽量予以帮助。文

化部领导研究后，决定将该

戏4k．山东调到北京演出，看

过之后再确定是否修改。《奇

袭白虎团》剧组接到命令后

立即进京。这次试演，江青

也来了，她看完演出，没有

上台露面就走了，大家不免

感到有些紧张。

正当大家为《奇袭白虎

团》的命运忐忑不安时，江

青将剧组请到中南海去座

谈。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周扬、

林默涵、周巍峙等。在座谈

会上，江青兴致颇高，首先

发言，而且讲了很多：“你

们的戏，我第一天就看了，

喜出望外啊!我准备请主席

看这出戏，但要修改之后才

能请主席看。”“这是个很好

的戏嘛，我看很有基础，完

全可以改好，没有什么好争

论的。我已经为山东京剧团

准备好了材料，给他们本钱。

抗美援朝的事你们不知道，

我可都知道，告诉你们，那

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奇

袭白虎团》不过是其中一段

小小的插曲。戏很好，一定

可以改好⋯⋯戏中那个小武

生叫什么?嗯，好得很嘛!

唱念做打都不错，是个可造

。长耋家旦

之才。”“这个戏反映了朝鲜

战场上的战斗故事，但艺术

概括不算好。生活真实和艺

术概括是不同的。艺术概括

应当比生活更高，要概括当

时的整个形势和时代精神。

艺术创作，政治第一，这个

戏要从政治上加强⋯⋯”

从北京演出回来后，《奇

袭白虎团》剧组上上下下都

使出浑身解数，决心把这出

戏改好、演好。经过几个月

的艰苦努力，《奇袭白虎团》

在运用京剧传统的表演程式

和身段来演绎现代战争生活

方面有了很大突破，特别是

武打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

化的程度。在“序幕”一场

戏中，采用了传统的“二龙

出水”、“编辫”等队形程式，

中朝两国战士在《国际歌》

乐声中，分别从上下门以“圆

场”冲出，显得别有一番气

势；在“敌后侦察”一场戏

中，严伟才将“串翻身”、“蹦

子”、“卧鱼”等身段连贯起

来，轻如矫燕；而在第六场

“插入敌后”一场戏中，用

传统的“走边”形式来表现

侦察兵的形象，与“夜行军”

的气氛十分吻合；翻越敌人

的铁丝网时，运用了“蹦跳

窜越”、“跺子蛮子”、“小翻

前扑”、“踩子折腰”、“虎跳

窜前扑”、“串小翻抢背”等

一系列武戏程式，将侦察兵

战士身手矫健、龙腾虎跃的

英武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尖刀班遇到“悬崖”时，运

用了“台蛮”、“下高折腰”、

“台提”、“云里翻”等传统

武戏身段，并创造出“云里

前扑”等新的技巧。江青看

后兴奋地说：“有很多人说

武打在现代戏中用不上，可

以让他们看看这个戏。”除

了“武打”出彩外，在戏中

还运用了许多民间舞、民族

舞的造型和技巧，大大增强

了《奇袭白虎团》的艺术性

和观赏性。

1 964年6月，《奇袭白

虎团》再次赴京正式演出。

尽管经过千锤百炼，大家还

是一丝不苟，不敢有丝毫的

懈怠。一天，方荣翔正在排

练厅里排演，突然来了三位

观摩者。他定睛一看，原来

是京剧老前辈马连良、谭富

英和自己的恩师裘盛戎。方

荣祥没有思想准备，有点慌

神。马连良见状连忙说：“当

老师的也要当学生呀!”

由于《奇袭白虎团》是

反映抗美援朝的戏，首场演

出时，周恩来、朱德、贺龙、

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前

来观看，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与全体演员合影留念。朱

德、贺龙、陈毅等几位老帅

还专门就该剧进行了座谈。

1 964年8月，经江青推

荐，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了

《奇袭白虎团》，还亲切接见

剧组人员，并以“声情并茂”

来评价这台戏。毛泽东的接

见及高度评价，给了全剧组

极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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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戏剧舞台搬上银幕

《奇袭白虎团》的演出

大获好评，江青也很是得意。
1 970年，她又指示将该剧搬

上银幕，并将这个任务交给

了长春电影-,t4片厂。长影受

命后，立即组成拍摄班子，

由苏里、王炎联合执导，李

光惠、王雷担任摄影。

许多人认为，样板戏影

片不过是舞台版的纪录片。

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舞台与

电影毕竟是两码

事，尤其是景物

安排不能完全照

搬舞台。作为一
名经验丰富的导

演，苏里很善于

利用场景来抒发

人物的情感。如

第一场戏“战斗

友谊”，苏里为严

伟才出场时的设

计就很有新意：

严伟才从远处走

景则是纵深感极强的崇山峻

岭。这样，拍摄出来效果更

好。由于江青对绿色有着特

殊偏好，为了使影片“出绿”，

苏里采用分区照明的方法，

把松树、草皮的绿色分为不

同层次，并在树、草和铁丝

网木桩上洒了水，以闪电的

光效打出绿色光斑，使夜有

色彩，暗有层次，景物有明

暗对比，同时又很好地烘托

了人物。

费时费力，为影片配音竟花

去一年多的时间，直到1 972

年9月底才算完成。

1 972年的国庆节刚过，

导演苏里和主演宋玉庆等人

便带着《奇袭白虎团》影片

送审。没想到，国务院文化

组审看了影片后大为不满，

于会泳气呼呼地说：“这是

个什么?几部已完成的样板

戏影片中，数这部最差!”

苏里与宋玉庆见状，大为沮

来，战士们进入画面迎接；

镜头前推，先形成严伟才的

半身特写；再向右横移，将

严伟才深情查看安平里村

景和战士们的神情表现得十

分到位。很．好地突出了严伟

才经过一夜侦察的风尘仆

仆，以及对曾在此疗伤的这

块土地的深厚感情。再如在

第三场“侦察”中，苏里采

取“对角搭景”的办法，将

山野中敌军阵地的景搭在左

下和右上，正面是供演员表

演的平整、宽阔的地带，后

《奇袭白虎团》是一台

文武并重的戏，对演员的体

力消耗很大。由于演出场次

过多，到了拍电影时，宋玉

庆的嗓子已遭到了损坏。为

了保证影片的拍摄，剧组特

请“余派”大师级演员秦大

湮为宋玉庆调整发声方法，

以促其嗓音恢复，但效果不

大，仍不能现场录音。摄制

组只好找来宋玉庆以往的演

唱录音带，一寸一寸地挑选、

剪辑，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

对口型，拼接成唱段，这样

丧。回到住地后，宋

玉庆问苏里：“导演，

您看咱们怎么办?”

苏里有气无力地说：

“还能怎么办?重拍

呗!”宋玉庆却不死

心：“他们说了不算，

等首长(指江青)看

了再说。”

两天后，苏里

和宋玉庆陪着江青审

看了《奇袭白虎团》。

而这一次，又出乎他

们的意料——从片头用战火

衬托字幕开始，江青就被影

片的“创新”吸引了，而且

越看情绪越高，不时地叫道：

“不错”、“很好”。看完后还

称赞不已，除了提出敌军放

火烧村子的火烧得还不够大

以外，没有再提任何意见。

江青对影片的称赞，使苏里、

宋玉庆他们悬着的心终于放

了下来。这部拍摄了两年半

之久的《奇袭白虎团》影片

在全国上映后，受到广大观

众的热烈欢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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