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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八个样板戏中，《海港》是

惟一一部反映工人题材的作品。这部戏是如何

红遍全国的呢？

《海港》原名《海港的早晨》，原本是上海

淮剧团 1964 年排演的一部反映码头工人生活

的戏。由著名淮剧演员筱文艳饰演女主角金树

英。该戏受到码头工人的热烈欢迎，刘少奇、

周恩来都给予了充分肯定。1964 年冬，江青在

上海看了这出戏，也很感兴趣，并且产生了将

其搬上京剧舞台的想法。她对陪同看戏的上海

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说：“我看这个《海港

的早晨》题材不错，也可以改编成京剧嘛！”

江青既有此想，素来视江青的话为“圣旨”

的张春桥二话没说便亲自挂帅，组织上海京剧

团一班人马，将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成京

剧，剧名也改成了《海港》，并把剧中主人公

的名字金树英改为方海珍。此前，张春桥曾受

江青之命抓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反映很好，

此次又抓《海港》，使他获得了“两出戏书记”

的美称。江青对改编的《海港》反应虽不如《智

取威虎山》，但对张春桥的逢迎还是很满意的，

张春桥凭借这两出戏与江青搭上了关系。江青

的大搞样板戏，也为他“借戏升迁”创造了机会。

1969年夏，张春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海

港》创作修改会议。由于突出阶级斗争的需要，

给戏中的反面人物钱守维定调子，便成了此次

改编《海港》的重头戏。座谈会一开场，张春桥、

徐景贤就一唱一和地讲起来。

他俩的“开场白”过后，大家便纷纷在如

何把钱守维变得更坏上做起了文章。为给钱守

维“创造”破坏机会与条件，其职务也由原剧

本中的“仓库保管员”变成了“调度”，并通

过各种破坏活动，干扰援外稻种的抢运，损害

我国国际声誉，来突出钱守维的“坏”。经过

这样改编之后，钱守维算是反动透顶了。但又

有人提出：像钱守维这样的坏人，解放后为什

么还要把他留下来，并委以“调度”重任呢？

张春桥说道：“现在每个国家机关中都有

这样的人。钱守维能够留下来，是因为他有一

技之长。但到了节骨眼上，他就要捣乱。‘调

度’很重要，铁路夺权就是先夺了调度室的权，

因为那里是心脏、是要害部门。所以，钱守维

搞破坏的政治目的要讲清楚，要做到观众一听

就懂，而且能产生仇恨的感情。只有政治术语

不行，要用情节……可以在剧中设计美帝、苏

修本来答应运粮食给非洲某个国家，后来又不

给了，我们必须赶在一定时间之前送到……也

可以设想在途中某个地方，比如在台湾海峡可

能有一次台风，而那边又急着要，我们必须赶

在台风前通过……这些条件都要说清楚，否则，

观众对钱守维的破坏活动就恨不起来，达不到

反映阶级斗争激烈、复杂的效果。另外，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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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也要到位，对钱守维的破坏活动，不妨这

样设计：他先是利用调度职权搞破坏，此计不

成，又生一计，最后才采用了投放玻璃纤维的

办法……”

平时不苟言笑的张春桥，这番话令在场的

人感到很惊讶，都佩服他不愧是搞“阶级斗争

的高手”。

其实，张春桥之所以谈起《海港》头头是道，

与此前他对该剧的精心打磨是分不开的。他早

就企望这部戏有朝一日能将自己推到一个新的

高度。“文革”开始后，为了使《海港》适应

江青强调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与徐景贤

等几个市委领导一起，亲自为《海港》划定人物、

编写台词，将剧中的情节冲突由人民内部矛盾

改为以敌我矛盾为主，把钱守维改为隐藏的阶

级敌人。原剧中的“散包、错包事件”，也由

韩小强造成的责任事故改为被钱守维利用而造

成的政治事故。这样一来，全剧围绕抢运援非

稻种这一中心事件而展开的冲突就起了质的

变化。

张春桥此番对《海港》所作的“大手术”，

江青欣赏有加并亲自操刀助阵，将主角方海珍

变成了“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原剧中是韩

母对韩小强进行家史教育，没有方海珍的戏。

江青指示，要勇于“割爱”，去掉韩母这个人物，

集中笔墨突出方海珍。家史教育改由马洪亮进

行，让方海珍对韩小强进行港史和革命传统教

育，并设计了两段核心唱腔——“忠于人民忠

于党”和“毛泽东思想东风传送”，使方海珍

的国际主义精神“更上一层楼”。在唱腔方面，

为了体现方海珍的英雄气概，江青要求改用高

腔。创作人员认为这样并不合适，因为音乐艺

术中的高与低、快与慢、整与散、强与弱等，

都是对立统一的。不能片面地认为音调越高越

能表现英雄形象。如果不根据人物表情达意的

需要，处处在高音区行腔，反而会使唱腔流于

单调。如果方海珍的核心唱段音调都在高音区，

那么唱到“忠于人民忠于党”这一句时，再高

就高不上去了。但由于江青的坚持，大家也不

敢违反。结果，演出时方海珍的一味高腔遭到

许多非议，连毛主席也批评此事，江青这才同

意将剧中的部分高腔降了调。

1971 年 11 月，现代京剧《海港》终于进

京演出了。25 日晚，江青在姚文元陪同下审看

了该剧。她这次看得特别认真，还拿着个小本

子认真地记，每场结束都带头鼓掌，这在平时

是很少见的。张春桥更是异乎寻常的重视，专

门派人观察江青的反应，并详细记录江青看戏

时的表情动作：何时鼓掌、何时流泪、何时在

本上记，包括点了几次头、笑了几次、唱到哪

里打了拍子，甚至连打哈欠都要做记录。

看完戏后，江青在休息室接见了《海港》

剧组的军代表、编导、音乐、舞美人员和主要

演员。她说：“我先前已经看过《海港》的电视，

今天又看了演出，感到戏改得很好、很动人，

我都感动得流泪了。”她还指出戏中的问题：“你

们有个缺点—口白不清楚。一个原因就是台

词没上韵，不上口；另一个是演员演得不清楚。”

说到兴奋处，她还亲自给演员作示范，并要求

全戏从头到尾都用《国际歌》的旋律贯穿起来，

因为这出戏就是写国际主义的。

“文革”时期，样板戏拍电影几成定势，

《海港》也不例外。说起来，上海对样板戏的

贡献可谓不小。《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

都是江青在上海相中的话剧或地方戏，又拿

到北京“移植”成京剧的。上海也排出了《智

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磐石湾》等

几部京剧大戏。但在把样板戏拍成电影方面，

上海却落了后。好一些的剧目都让江青拿到

北影、长影去拍了。而《海港》这出戏，江

青起初也是要让北影厂拍摄，可这次上海方

面再也坐不住了。张春桥亲自出面向江青说

项，希望上海能参与《海港》的拍摄。江青

这才决定，由北影与上影合拍《海港》，由北

影的李文化担任摄制组长兼摄影、上影的傅

超武担任导演，刚刚从“五七”干校出来的

谢晋担任副导演。在实际拍摄过程中，北影厂

仍占据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