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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淑 ● ● 

“三部曲’’后的华丽乐章 

我知道 “李炳淑”，是从她 

主演 《龙江颂 》开始的。上世纪 

六十年代 ，她在现代京剧 《龙江 

颂》里成功地饰演农村大队党支 

部书记江水英，一曲 “手捧宝书 

满心暖，一轮红 日照胸间”，可谓 

家喻户晓。到了八十年代初 ，一 

部轰动大江南北的京剧艺术影片 

《自蛇传》，又把她推到了全国 

观众的面前，此片创下建国以来 

戏曲电影观众上座率最高记录， 

又荣获第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并被文化部授予最佳戏曲片奖。 

而关于李炳淑的成名作 《杨门女 

将》，却是昆剧泰斗俞振飞先生 

告诉我的。 

那是1985年，为响应邓小平同 

志提出的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的号召 ，上海市文联等单位主办 

义演 ，俞先生是积极响应的一 

位。那天我 “奉命”前往征询俞 

老对演出的安排意见。在法华镇 

路的 “文艺楼”里，我见到了俞 

老 ，他告诉说 ，我们这幢楼里还 

有很多你熟悉的人：朱逢博、尹 

桂芳 、李炳淑 ⋯⋯提到李炳淑 ， 

我马上接口看过她的 《龙江颂》 

和 《白蛇传》。俞老笑了笑说，你 

还没看过她的 “穆桂英”吧?原 

来1961年，上海青年京昆剧团赴港 

演出，初露头角的李炳淑以 《杨 

门女将》的穆桂英一角而轰动香 

港。那天 ，我还知道 ，李炳淑是 

上海戏曲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 

而俞先生当时还是上海戏校的校 

长。 

2O多年过去了，日前，当我 

访问李炳淑老师，提起这些往事 

时 ，她不由感慨地说，在她成长 

的路上，她遇到了一个个贵人， 

正是他们的引导 ，才使她走上戏 

曲之路 ；也正是前辈艺术家甘当 

人梯 、提携后生 ，她才有今天。 

往事如影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使 

她久久不能忘怀⋯⋯ 

上海戏校第一届毕业生 

李炳淑，安徽宿县人，1942年 

生。说到自己的家乡，她的记忆 

依然十分清晰 ：儿时的县城 ，每 

当暮色弥漫，随着初上的华灯 ， 

四处便 响起丝 弦歌喉 。三 五成 

群，你拉他唱，尽兴而欢，好不热 

闹。竖耳辨听，泗洲戏、花鼓戏 、 

梆子腔 ，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在这自娱自乐的诸多戏曲中，京 

剧是大家的最爱。爱拉京胡的李 

炳淑父亲就是当地的京剧迷 ，入 

夜总携妻儿至戏园观赏京戏，坐 

在父亲膝上看戏成为李炳淑幼时 

最高兴的事。正是在父亲的影响 

下，李炳淑走上了京剧之路。 

l4岁，她考入宿县京剧团， 

即被选送到安徽省戏曲进修班 

学习，结业后，被安排在蚌埠专 

区京剧团当演员。李炳淑生性敏 

悟，加之勤学苦练，两三年里就 

主演了好多出青衣和花旦的折子 

戏。为使这棵幼苗茁壮成长，l959 

年夏天，时年18岁，已有4年艺龄 

的李炳淑被送到上海戏曲学校进 

行 “定向培训”。 

为因才施教，学校决定对这 

批入 学生进行 一次专 业基础测 



试 。负责 李炳淑 考试的是 著名 

京剧梅 派青 衣教师杨 畹农 。杨 

先生是梅派唱腔研究专家，原先 

就读圣约翰大学 ，后毕业于复旦 

大学，因迷恋梅派 ，经长年刻苦 

专攻，并由梅兰芳推荐下过海。 

而此刻 ，作为戏校教师的他正注 

视着眼前这棵幼苗，望着这个乡 

土 气息十 足而又出落 得秀丽 可 

人的女孩，当她唱起京剧 《玉堂 

春 ·起解》时，那响亮而甜美的嗓 

音顿时把杨老师吸引了。 

他沉吟了片刻，不由说， “你 

的嗓子很好 ，但唱得不规范 ，我 

给你重新理，从头来过。你有没 

有信心改?” 

“只要老师有信心，我就有 

信心 ，请把我当生坯子 ，从头来 

吧!”说这话的就是李炳淑。 

杨老师终于宣布： “好，你这 

个学生我收下了!” 

杨先生果真从走台步 、抖水 

袖等基本功教起 ，并将 《女起 

解 》作为开 蒙戏 。李炳 淑也说 

到做到，一字一腔、一板一眼、 

一 姿一态 ，从头学起。一个半小 

时的折子戏 。李炳淑一学就是 

半年。好苗总得开花，1960年春 

节 ，戏校学生汇报演出 ，李炳淑 

表演的 《女起解》，得到师生和 

领导的一致好评。不久 ，熟谙戏 

曲艺术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来到 

上海，观看李炳淑表演的 《女起 

解》后，也倍加赞赏。 

一 锤定音，李炳淑留在了上 

海 

第二学期，李炳淑被列入重 

点培养的学生之～。杨畹农老 

师开始教她 《二进宫》《三娘教 

子》《王宝钏》等早期梅派名剧。 

李炳淑也为自己制定了一套 

学习制度。现在回忆那段学习生 

活时，她仍感慨不止， “那时候我 

真像个傻子一样，学呀、练呀、 

练不好就不吃饭。在戏校学习整 

两年 ，我连南京路都没有去过一 

次。” 

李炳淑的好学和才华深得时 

任校长俞振飞和副校长言慧珠的 

赞赏 ，也得到看过她演出的上海 

文化宣传部门领导的好评，都希 

望她毕业时能留在上海 。而这时 

安徽剧团坚持不放，双方你来我 

往争执不下，居然这 “官司”打 

到了毛主席那里。那是196o~，毛 

主席在上海参加会议期间，对在 

坐的安徽省省长曾希圣说了一段 

至今传为剧坛美谈的 “佳话”： 

“李炳淑不是安徽的 ，也不是上 

海的，是国家的。她是个人才， 

我们就要培养哕!上海师资力量 

强，我看就留在上海吧!” 

就这样 ，一锤定音 。196 1年 

夏，李炳淑以优秀的成绩成为上 

海戏校的第一届毕业生 ，并留在 

了上海。同年八月上海青年京昆 

剧团成立 ，她和同学齐淑芳 、李 

永德、孙花满、梁斌、杨春霞、蒋 

英鹤、蔡正仁、华文漪、刘异龙、 

王芝泉等成了这个剧团的主要演 

员。 

为让李炳淑向能文能武的方 

向发展，剧团领导又为她请了一 

位老师——梅兰芳大师的第五 

位弟子魏莲芳。魏老师专门向她 

传授了两出靠把戏 《穆天王》和 

《穆柯寨》。 

同年，为展示新中国培养的 

新一代京昆演员的风采，周恩来 

总理决定派上海青年京昆剧团 

去香港演出，李炳淑接到两个任 

务：一是饰演传统剧 《自蛇传》 

中的白娘娘；二是饰演新编历史 

g59年进戏校时的李炳淑 

京剧 《杨门女将》中的穆桂英。 

刚刚跟魏老师学了两出靠把戏的 

李炳淑对饰演穆桂英很有信心。 

这年l2月，香港普庆剧院，上 

海青年京昆剧团的 《自蛇传 》首 

先和观众见面，立刻引起轰动。 

接着 ， 《杨门女将 》的反响更为 

强烈。李炳淑和年轻演员们 ，被 

当地舆论界盛赞为： “中国剧坛 

一

朵芳艳馥郁的鲜花”。在掌声 

和鲜花簇拥的新人中，李炳淑饰 

演的穆桂英更为光彩夺目，获得 

了港九观众的高度好评：戏剧式 

的女高音，嗓音清脆洪亮，非常 

悦耳动听，高音挺拔铿锵，响遏 

行云，低声柔丝万缕，余音袅袅， 

令人回味无穷，神迷心醉。香港 

电影明星夏梦也忍不住称赞说： 

“李炳淑中气足，嗓子好，且越唱 

越好，而以青衣一行能演这样的 

扎靠武戏，真不简单。” 

《龙江颂》剧组成立，主角 

由男变女 

李炳淑不会想到，一场将帝 

王将相 、才子佳人统统打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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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会匆匆而至。l966年，青 

年京昆剧团的大部分演员被分配 

到了 “样板戏”团体，开始出演 

“样板戏”。当然作为一名25岁 

的青年演员，李炳淑像所有善良 

的人们一样，更不会怀疑这打着 

革命旗号的 “样板戏”幕后复杂 

的政治背景。 

这时的上海京剧院已成 “样 

板团”，在有了 《智取威虎山》 

和 《海港》，一 “工”一 “兵”、 

却独缺 “农”后，便选中了 《龙江 

颂》。这个戏原是上海新华京剧 

团于1964年根据福建农村抗旱实 

情创作的一个话剧改编的剧目。 

1968年，《龙江颂》样板剧组 

成立。经加工后的 《龙江颂》，剧 

中龙江大队党支部书记由李永德 

扮演，这位 “文革”前就已威名 

的 “余派”老生演员正是李炳淑 

的爱人。但不久。当时领导 “审 

看”完该剧即向剧组发出指令： 

“剧本要重 写，把男支书换成女 

的 ，戏里要表现阶级斗争。”于 

是编创人员再度深入生活 ，重新 

编剧，数易其稿，以女支书为主 

角的新版 《龙江颂》这才问世。 

正是 由于剧中党支 部书记 的性 

别改变 ，李炳淑被推上了主演。 

《杨门女将》剧照 

后来有同事调侃地说：你们俩倒 

好，公鸡不叫母鸡叫，这叫肥水 

不外流啊。 

但李炳淑告诉说 ，其实当时 

日子不 好过 。担 任当时 “样板 

戏”的主演，不啻是一项艰巨的 

使命，一点不能出错，故她一直 

小心谨慎。江水英一角占据了全 

剧的大部分唱段，念白和表演的 

分量极其繁重。为演好江水英， 

她先后五次下农村体验生活 ，并 

长期跟定一位深受群众喜爱的生 

产队女队长，同劳动同生活。通 

过细心观察 、亲身体验 ，才比较 

准确地把握江水英这一人物的性 

格，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真实 

感人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接 

着，《龙江颂》被搬上银幕。舞台 

上和银幕上的双双威功 ，使李炳 

淑名声大噪，无人不晓。 

然而，随着 “文革”结束，李 

炳淑却因演 《龙江颂》成了 “三 

大讲”对象，要在小会、大会、全 

院 “说清楚”。就这样，正值艺术 

盛年 ，35岁的李炳淑靠边站了整 

整一年。但此时李炳淑相信实事 

求是 ，没有对党失去信心。一年 

后 ，组织对于她的问题作出正确 

结论。1978年。院里排演现代京剧 

《蝶恋花》，她被选演主角杨开 

慧，并连演3月。戏迷欣喜地看到 

“江水英”重新登台 ，纷纷去电 

或写信给予鼓励，最多一天她收 

到了2∞封观众来信。 

我不由问李老师，曾演了l0年 

《龙江颂》，你现在有何感想? 

李炳淑表示：无怨无悔 ，依然情 

有独钟。她说， “演 《龙江颂》， 

给我的艺术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实 

践机会。而戏中那个舍小家、保 

大家，那种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 

的 ‘龙江风格’，过去、今天和将 

来，永远都值得提倡。九十年代， 

几次发大水 ，几次义演我都参加 

了。一到前线 ，大家要我唱的还 

是 《龙江颂》， ‘手捧宝书’唱段 

最受欢迎。” 

风靡大江南北的 《白蛇传》 

随着 “文革”的结束， “八亿 

人民八个戏”的年代一经过去， 

恢复传统戏曲的呼声 日趋强烈。 

上海京剧院恢复的第一个老戏 

是 《杨门女将》，主演叉落到了 

李炳淑的身上。李炳淑告诉我 ， 

在她 “靠边站 ”的一年里 ，她仍 

坚持每天练功、吊嗓，还偷偷向 

老师学戏。她说 ，这不是自己有 

《龙江颂》碟片封面 《白蛇传》上了 《大众电影》的封面 



预见，当时只是觉得不应荒废青 

春 ，而向老师学习 ，他们的宝贝 

就是传统戏 ，想不到我会又用上 

了。 《杨门女将》接着应邀到西 

欧多国巡演，李炳淑的名声重又 

响彻海外。 

而让李炳淑想不到的是，两 

个月后回上海，一个重要而又令 

人想往的任务等着她。原来 ，由 

剧作家赵莱静 、黎中城根据田 

汉的京剧 《金钵记》改编的京剧 

电影文学本 《自蛇传 》已通过审 

查，上影厂决定开拍。导演傅超 

武力排众议，选定李炳淑饰演主 

角白素贞。李炳淑知道 ，以往京 

剧中，青衣演员大多只演出 《游 

湖》《断桥》等几折文场戏，而 

《金山水斗》《盗仙草》等武戏 

场次，通常由武旦表演。而如今， 

这文武相间的一部大戏要由她一 

人主演到底，这很有难度。所幸 

她有武功功底，且与自己合演的 

方小亚 (饰小青)、陆柏平 (饰许 

仙 )、霍鑫涛 (饰法海)等都是文 

武兼备、技艺出众、富有创新的 

优秀演员。经过艰苦的排练与精 

心的磨合，电影拍摄成功完成。 

1981年，影片 《白蛇传》上映 

后即风靡大江南北，观众专家众 

口一词盛赞，尤其对李炳淑的表 

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白蛇 

传 》由此创下戏日jj影片观众人数 

最高记录，第二年夺走了 《大众 

电影》百花奖，并被文化部授予 

最佳戏曲艺术片奖。 

此后，李炳淑相继主演了梅 

派剧目《宇宙锋》《凤还巢》《秦 

香莲》《三娘教子》等，以圆淳清 

亮的嗓音把戏唱得委婉缠绵、刚 

柔榴济，这种令人回昧无穷的梅 

派演唱艺术赢得了专家和戏迷的 

青睐。为表彰她的精湛艺术，1995 

年李炳淑获得了全国第三届金唱 

片奖 ；1999年荣获亚洲杰出艺人 

奖第一名。 

为振兴京剧艺术不言退休 

2005年 ，上海市振兴京剧促 

进 会成立 ，李炳 淑被推 为理事 

长。上任伊始，她与上海华夏文 

化促进会联手，在逸夫舞台搞了 

一 台老艺人专场演出。近年来， 

她紧紧依靠上海京剧界一大批资 

深艺术家 ，积极抢救、继承这些 

艺术家的宝贵资源。她表示，将 

陆续举办京剧名家的示范演出 ， 

挖掘整理濒临失传的经典剧目。 

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李炳 

淑始终将培养青年演员作为自己 

的职责。 “只要伤 门肯学，我就肯 

教。礼拜天你们来我家，我还管 

你们饭。”被她带过的院里学生 

称赞李老师一点没有架子。前几 

年，上海戏校请李炳淑授课，一 

堂课仅能给38．5元。她毫不计较， 

认真备课认真讲授，每天从上午9 

点半一气讲到中午l2点半。 

李炳淑、李永德夫妇和女儿、女婿 

同仁们说 ，李炳淑以高度的 

事业心，带出了一代代青年演 

员，可唯独没培养出自己的独生 

女儿。她女儿聪慧美丽，虽生在 

京剧名家却没得到父母传授。李 

炳淑夫妇常年在外参加演出，女 

儿只能交给姐姐照顾，错失了教 

授京剧的时机。不过，她在上海 

京剧院里长大，也学会了几段唱 

腔，听到的人无不拍手叫好 ，又 

都惋惜她不能当正式演员。 

曾担任了五届上海市政协委 

员 、两届市人民代表和两届上海 

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的李炳淑 ， 

2008年正式退休。她笑着告诉 

我，为振兴京剧艺术，她不言退 

休。而事实上她也退不了。去年 

暑期，中国京剧基金会组织的全 

国艺术院校中青年老师进修班 ， 

请她讲授青衣表演艺术。作为理 

事的她说，我能推吗?就在记者 

做她访问期间，武汉、天津京剧 

团的青年演员特意来上海求教， 

李老师又忙得不亦乐乎。 

李炳淑还告诉我 ，要弘扬京 

剧艺术，基层的京剧文化普及工 

作同样十分重要，她现在的另一 

个任务就是与社区居民 “零距 

离”接触。近年来，天平街道、 

梅陇文化中心等地都留下了她的 

足迹 ，或讲授 、或教唱。李炳淑 

笑着说，我过去的观众现在都到 

了社区，我怎么能辜负他们的热 

情，我得继续为他们服务。 

李炳淑现在与女儿、女婿以 

及外孙住在一起 ，三世同堂 、非 

常甜蜜。谈到今后打算，她说，除 

了继续扶植青年外 ，她还计划写 

一 本自传，总结一下自己的戏剧 

人生，也为中国京剧史留下点宝 

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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