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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I、不和女性j意识的交响迭奏

一、梅派艺术的珍品

——京剧《穆桂英挂帅》礼赞
周传家

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在被视为人生投影的戏曲舞台

上，展示出华夏民族源远流长、五彩缤纷的历史画卷，记录下

先人前贤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跋涉足迹，张扬了博大精深、

积极进取的中华文化精神，并为民族脊梁和民族英雄树起一

座座丰碑。曲艺界有“金薛家银呼家”、“千年不倒的杨家将”

的流行说法，戏曲舞台上的薛家将戏1、呼家将戏2、杨家将戏

也是林林总总，常演不衰。特别是“杨家将”故事戏，出现最

早，数量最大，流播最广，艺术成就最高。

一部杨家将，几代王朝事。北宋著名的边关守将杨继业

和他的后代，在抗击辽和西夏保卫赵宋边防的战争中立下赫

赫战功，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赢得历代人民的颂

扬。旱在南宋时期，杨家将故事已经被搬上舞台。到了元代，

杨家将故事戏大量增加。明清之际，杨家将戏喷涌而出。不仅

在民间广为演出，而且流播到宫廷。清代乾隆年间宫廷有240

出的昆弋大戏《昭代箫韶：}，其规模堪称杨家将戏之最。据周

明泰《昭代箫韶之三种脚本》载：在慈禧的主持下，清官从光

绪十四年(1888)开始将《昭代箫韶》翻改为皮簧剧本，至光绪

二十六年(1900)因义和团运动而中断，共翻改了105出。迄今

据不完全统计，取材于“杨家将”故事的京剧作品蔚为大观，

约有140多种，近200出。此外，徽剧、汉剧、川剧、湘剧、扬剧、

赣剧、粤剧、婺剧及滇剧、桂剧、闽剧、淮剧等，均有取材于“杨

家将”故事的剧目。它们深受《杨家府演义：》、《杨家将演义：》3

等小说的影响，是历代戏曲不同剧种之间互相移植改编、不

断继承积淀的结果。

“杨家将”故事戏以杨家三代人北上戍边抗辽为主线，大

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段以杨继业为主人公，从写他成亲

的《畲塘关》开始，接着是《金沙滩》、《七郎八虎闯幽州》、《五

郎出家》等，一直到杨继业殉难的《李陵碑：}告一段落，最后以

奸臣潘洪被正法的<拿潘洪>、<提寇阴审>作结。第二阶段以

六郎杨延昭为主人公，从杨延昭出镇边庭开始，

遭谗展开，流行戏目有《天波楼》、《三岔口》、《雁l

背靴》、《青龙棍》、《杨排风》、《九龙峪》、《挡马》、《

《牧虎关》等。中间穿插《四郎探母》、《三关排宴孰

辽为驸马的杨四郎和杨八郎身处矛盾之中的两j

牵动人心。第三段以穆桂英为主人公，展现了榴

群体的飒爽英姿、浩然气度，是杨家将故事里塌

章，在民间广为传诵。从穆桂英与杨宗保结亲能

始，中间有《辕门斩子》、《大破天门阵》、《破洪州：

帅》等戏目，把穆桂英的丰功伟绩渲染得有声有t

畲太君百岁挂帅的《杨门女将》作为杨家将全部i!c

“杨家将”故事戏表现了杨家将前仆后继、舅

侵略的英雄业绩，歌颂了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

杨家将与朝廷内部的奸党所作的斗争，赞扬了

重、不屈不挠的高尚品德；描写了他们传奇式的

故事，展现了美好的心灵；同时也反映了古代少

活风貌和道德观念，寄托了身在异国他乡的游孑

人的思念、眷恋之情。此外，也有一些作品则流蘑

廷宠幸权奸、薄待忠良的不满，忠奸斗争常常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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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显的贯串线索。

“杨家将”故事戏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具有传奇性。舞台

色彩绚丽，场面恢弘，表演丰富。《清官册》、《雁门关》、《天波

楼》等以情节曲折、故事引人入胜见长；《李陵碑》、《四郎探

母》、《辕门斩子》等以悲壮、深沉的唱工感人；《金沙滩》、《破

洪帅l》、《挡马过关》等以精彩的做工、武打取胜；《天门阵》、

《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等不仅场面宏伟，而且生、旦、净、

丑行当齐全，唱、念、做、打俱佳。由于杨家将故事所展现的社

会生活十分丰富，为戏曲创作和各个艺术门类、各个行当、各

种流派充分展现其艺术风采提供了用武之地，在艺术上展现

出五彩缤纷的特色。

《穆桂英挂帅》本来是豫剧传统戏，原名《老征东》或《杨

文广夺印》。1954年，经宋词改编，更名《穆桂英挂帅》，由河南

省洛阳市豫剧团演出。剧本于1956年出版，收入《戏曲选》第

3卷(1959)。1958年，由豫剧“五大名旦”之一马金凤主演的

《穆桂英挂帅》摄制成戏曲艺术片，被全国不少剧种、剧团移

植上演。·梅兰芳看到马金凤演出的《穆桂英挂帅》后甚为欣

赏，鉴于当时京剧还没有反映穆桂英老年时期的戏，特意选

定了这个剧目，作为建国十周年献礼剧目。由陆静岩、袁韵宜

执笔改编剧本，后收入《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聘请郑亦秋

导演，这是梅先生创编新戏以来，第一次采用正规的导演制。

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袁世海、李和曾、李金泉、夏永泉、杨秋

玲等参加演出。梅兰芳扮演穆桂英，将青衣和刀马旦的表演

融合在一起，生动地塑造了穆桂英这位人过中年、率军杀敌

的巾帼英雄形象，赞扬了杨家数代男女老少以国家大局为

重，不计个人恩怨，不屈不挠的高尚品德和爱国主义情操。梅

兰芳调动几十年来积累的丰硕的艺术经验，以其炉火纯青的

表演塑造了他艺术人生中最后一个舞台形象，把梅派艺术推

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京剧改编本删除了旧本宣扬的封建伦理观念和感伤情

绪，以及杨文广被俘、招亲等情节，集中笔墨塑造了穆桂英的

英雄形象。当时，梅兰芳已年过花甲，对穆桂英老当益壮的英

雄气概感同身受，因此在戏中把穆桂英性格掌握得很准确，

突出表现穆桂英捐弃私愤，重整戎装，慷慨誓师，兵发边关，

久居林下重展雄姿的巾帼英雄神韵。在“乡居”、“捧印”和“发

兵”各场中，无论是身穿印花红装绣帔，还是扎靠披蟒插翎

子，均端庄娴静，豪迈威武，沉稳凝重，一派英姿，满台生辉。

特别是“捧印”一场，梅兰芳以穿帔、梳大头的青衣旦为基础，

借鉴吸收了《铁笼山》、《英雄义》等戏里大武生的身段动作，

在【九锤半】的锣鼓点中，炯炯有神的双目注视着帅印，陡然唤

起当年的一腔豪情：“猛听的金鼓响画角声震，唤起我破天门

壮志凌云。想当年桃花马上威风凛凛，敌血飞溅石榴裙。有生

一10一

之日责当尽，寸土怎能属他人!番王小丑何足论，我一剑能挡

百万兵”。尽管没有扎大靠、插雉翎，仍不失当年大破天门阵

的英雄本色，尽显其大将风度，被当时评论誉为“一个人演满

台”。梅兰芳的一双儿女葆玖和葆阴分饰穆桂英的儿子文广

和女儿金花，留下-．N同台献艺的艺苑佳话。正如田汉《虞美

人》下阕所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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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多J,。”

京剧《穆桂英挂帅》不愧是杨家将戏的经典，梅派艺术的

珍品。

二、深厚的家国情怀

鲁迅先生回眸中国历史，满含深情地写道：“我们自古以

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

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5的确，

中华民族从来不乏“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6，从古到今民族脊

梁所在多有。他们有如中流砥柱，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支

撑着泱泱中华的巍峨大厦，打拼着继往开来的万世基业。

屈原、司马迁、诸葛亮、范仲淹、岳飞、包拯、海瑞⋯⋯一

系列光辉的名字如雷贯耳。他们爱民如子，渴望“仁政”和“王

道”，不论帮有道、帮无道，都出而不隐；不论是逢治世还是遭

乱世，都进而不退；不论知其可行还是不可行，都勇往直前，

百劫不改，胸怀“兼利天下”的使命感和深沉的忧患意识，既

不求庄子式的内在超越，也不求禅宗之自我解脱，总感到肩

头承受着压力，脊背上有无形的鞭子在抽打。不动摇，不回

避，不气馁，任劳任怨，摩顶放踵，以自己的赤诚之心和毕生

智慧为国尽忠，为民请命。荆轲、程婴、公孙杵臼、苏武、董狐

⋯⋯他们为了保持独立的人格和人性的尊严，宁可牺牲生

命，也不苟且偷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商鞅、于谦、谭嗣同、

秋瑾、孙中山⋯⋯他们毁家纡难，舍身求法，不愧为疾风劲

草、中流砥柱。周顺昌、杨继盛、颜佩韦、李香君⋯⋯他们为民

除害，抗暴斗恶，张扬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的宝贵精神，表现出自强不息、勤劳刻苦、刚健有为、鞠

躬尽瘁的人生态度。未获功名就对佛发誓“不为贤相、即为良

医”的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s；文天祥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以“人生自古

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9的浩然正气走向刑场；明朝的东

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m；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则大声疾呼：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趋避之”n的诗句表明正气浩然、无私无畏的志向；秋瑾“秋

风秋雨愁煞人”13的绝笔抒发出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的心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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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青春和生命谱写出壮美

春秋!

在中华民族英雄群像中，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杨家将

英雄具有鲜明的家族血缘特点和平民色彩。《穆桂英挂帅》其

人其事不见于宋代正史文献，主要源自民间传说，是人民群

众的集体创造，寄托着草根阶层的理想愿望。“此剧演余太君

率全家辞朝隐居，已届髦耋之年。穆桂英纺绩织补，家居教

子，也已年过半百。西夏兴兵犯境，边关突然告急。余太君闻

讯，遣曾孙杨文广、曾孙女杨金花去汴京探听军情。当时，兵

部尚书王强想乘机窃取兵权，篡夺朝政，向宋王力保其子王

伦为帅。寇准识破其狼子野心，并献策在校场比武夺帅。王伦

武艺平庸，却气焰嚣张。杨文广兄妹不服，冲进校场。金花箭

射金钱落地，文广比武时刀劈王伦。宋王原先以为杨家已绝

后，今见杨家还有武艺高强的杨文广，并得知女英雄穆桂英

尚健在，便将帅印交给杨文广，封穆桂英为征东大元帅，文

广、金花为马前先锋。穆桂英曾为宋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后

被奸臣所谗，感朝廷刻薄寡恩，令人心寒，不愿领命，拒绝挂

帅出征，用绳索捆了文广，准备进京辞官请罪。杨门精神领袖

余太君心如明镜，洞察先机，以国事为重，定要桂英挂帅，并

命金花、文广打起聚将鼓。一霎时战马嘶鸣、鼓角声声，激起

了穆桂英的壮志豪情：“老太君她还有当年的勇，穆桂英我就

无有了当年的威风?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充

满苍劲、悲壮的色彩。年过半百的穆桂英全身披挂，威风凛

凛，佘太君亲自前来送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踏上保家卫国

的征程⋯⋯

《穆桂英挂帅》是一部英雄传奇，弥漫着浓郁的家国情

怀，彰显的是爱国主义主调。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界革命

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他认为：

中国的政体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国家基于亲缘关系

而成立，一切社会关系皆由血亲关系导生。家和国都是家，不

同之处是国为大家，家为小家。国由许多小家组成，故有家是

国的细胞。一个人不能没有自己的家庭，也不能没有自己的

祖国。作为个体的人，一己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紧紧相联。“大河无水小河干”，没有大家，也就没有小家。人

生在世，不能罔顾“大家”，一味经营“小家”。而应该毕其一生

地“立德、立功、立言”“，为家国竭忠尽智，以报效社稷苍生。

特别是在国家危难、民族兴亡的非常时刻和紧要关头，更需

要勇于担当，慷慨奉献。“大丈夫泯泯而生，不若烈烈而死”16。

家国情怀的核心和灵魂是崇高忠贞的爱国主义精神，献身社

稷，忠于人民。为社稷江山长治久安，为黎民百姓幸福安宁，

甘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杨家将就是这样的民族英雄。

可是也有人说，华夷一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应强调

各民族的共存共荣，团结和谐。杨家将抗的是兄弟民族，保的

是赵宋王朝，有什么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可言呢?这显然是

脱离具体历史环境的浅薄无知，形而上学的历史虚无主义观

点，有意无意地混淆了是非曲直的公正判断。众所周知，杨家

将所处的时代，是北方契丹等族统治者与汉族统治者争夺统

治权的动乱时代。宋辽之间的摩擦和战争虽属于国内矛盾和

民族战争，总也有是非界限，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当时中

原的北宋王朝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已发展至“郁郁乎文

哉”仃的封建社会繁荣期；而契丹、党项族却大都正处在奴隶

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时期。杨家将站到宋王朝的立场上抗击契

丹、党项贵族的侵略，在客观上保护了当时中原一带比较先

进的生产力，有利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而真理在手、

正义在握。而契丹和党项虽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们所

建立的辽和西夏也是我国的一个地方政权，但其社会发展文

明程度远不如汉族政权，他们向宋侵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掠

夺财物和人口，破坏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生存环境，阻碍了

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显然是不正义的。

杨家将所从事的抗辽、抗西夏的斗争，实质上是代表汉族人

民家国利益反对契丹和党项族贵族统治者的战争，是反侵

扰、抗强暴，保卫民族生存，维护人民利益的壮举，即便对少

数民族的人民也有好处，因此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

良好愿望，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当然，由于时代的局

限，他们当时不可能完全认识到宋和辽同是中国，宋辽之间

的战争是国内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他们不可能既爱

赵宋，又爱辽国；既爱汉族，又爱契丹。尽管他们的主观动机

是忠心于赵宋皇帝，报效于赵宋朝廷，但就客观效果而言，却

是反抗了民族压迫、民族奴役和民族掠夺，凸显出心系社稷

苍生的家国情怀，体现出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精

神，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因此宋代以降，每当中原

磨难重重，边患连连，世人自然就联想到弱宋的屈辱和杨家

将的可歌可泣，所谓闻鼙鼓而思将帅也。通过编演杨家将戏，

追思缅怀杨家将英勇顽强、壮烈牺牲的业绩，表达出反压迫、

抗强暴的心愿。

不可否认，由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受“家国一

体”负面作用的影响，封建统治者常常把“君”与“国”等量齐

观，混为一谈。譬如宫廷杨家将戏《昭代箫韶》，就把惊心动魄、

惨烈感人的杨家将故事演成“升平时代的雅乐”，为“喝破愚

蒙”、“感发忠孝”，迎合封建统治阶级教化人心，鼓吹忠孝节

义观念的要求，剧中充斥着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和宿命论，把

封建帝王奉为“天子”、“圣人”，至高无上，不许评议，所谓“位

正中天，群星北向”，“恩覃九有，泽沛八荒”，“一统山河，千秋

未央”埔。但是，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戏则大胆揭露暴君无道，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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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养奸，宵小横行，沆瀣一气的残酷现实，对皇帝和皇权大胆

嘲弄，辛辣讽刺。许多杨家将戏强调忠奸斗争，一忠一奸，壁

垒分明，不回避杨家将遭奸佞嫉妒、排挤、钳制、迫害的悲剧

冲突和悲剧性结局，揭示出封建专制制度的暴虐、腐朽和黑

暗。

随着时代的发展，杨家将故事戏的内容、人物、故事不断

推陈出新，反映出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判

断。后世杨家将戏剔除愚忠、愚孝、宿命、天命的成分，超越传

统忠节故事模式，演绎悲欢离合的世俗故事，呈现出人情化

倾向，增强了平民意识，尤其是京剧《穆桂英挂帅》，体现出发

展的、进步的、辩证的历史观念和崭新的妇女观念。

三、女性意识的觉醒

宇宙万物，分天地，列乾坤，别阴阳，分男女。一阴一阳谓

之道，万物皆由阴阳互动交合而成。事实上，在人类生活中，

男性与女性相互依存，不可或缺。但是在男性血亲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儒家文化即官方的主流文化看来，女性文化属于亚

文化性质，只能以一种隐传统的方式，作为儒家礼教的复线

存在，大体不外以下四种类型：一类是基本上被儒家文化所

认可的女性形象，基本性格特征为温柔敦厚与端庄贞烈。历

代《列女传》中不乏这类女性的楷模。第二类基本上是被儒家

文化所否定的女性形象，大多美貌而淫荡，对社会和家庭具

有强烈的破坏性。她们象征了一股邪恶的力量，会引诱男性

做出错误的行为。妲己、褒姒、杨玉环、潘金莲等都是这类女

性的代表，她们的结局大多被皇权或男权文化镇压，死于非

命。第三类是被想象的女性形象，美丽多情又神秘梦幻。他们

往往存在于男性的想象之中，如屈原《楚辞》中的“山鬼”，曹

植《洛神赋》中的“洛神”等。最后一类女性形象则是被异化的

女性形象，自身的女性特征消失，可以被视为另一种形式的

男性在场。如《水浒传》中“母夜叉”孙二娘等，代表了当时现

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下层社会职业女性的形象”。

杨家将故事戏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则是在男人做主导、

男人为中心的世界上，描绘塑造出一个不容忽视的女性群

体。在“红颜祸水”的喧嚣声中，为女性唱起一曲深情的赞歌。

这个女性群体包括佘赛花(杨令公妻)、张金定(大郎妻)、云翠

英(-Ib,lj妻)、罗氏女(四郎妻)、柴美容(六郎妻)、杜金娥(七郎

妻)、耶律催云(八郎妻)、杨延琪(杨八姐)、杨延瑛(杨九妹)、穆

桂英(宗保妻)、杨金花(宗保女)、杨排凤(烧火丫头)等，通常

谓之“十二女将”。m杨门十二女将各有风采，英姿飒爽之余尤

显女性柔美之气，就其艺术形象而论，堪与《红楼梦》中的“金

陵十二钗”媲美。“十二个女将，十二朵奇葩，在战场上她们是

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女中豪杰，在家中她们却是一群温柔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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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善解人意的好媳妇好母亲。”21这些武艺高超、智谋过人、

英姿飒爽的女性形象，已经随着众多艺术作品的流传深入人

心。如果没有“金陵十二钗”，《红楼梦》将不复存在。很难想

象，如果杨家将故事中没有佘太君、穆桂英、柴郡主、杨排风、

杨八姐、杨九妹等女性的身影，是否还能流传千古，感动后

人?因此可以说，没有杨门女将的风采，就没有杨家将故事的

千古辉煌。

虽然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熊大木的《杨家将演义》(即《杨家

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中，就出现了穆桂英的形象，但戏曲

舞台上的穆桂英形象更加丰满、更有光彩，不愧是杨门女将

中的“花魁”，没有辜负中国古代“四大女中豪杰”的称号。22穆

桂英不再是深居闺阁，行不露足，笑不露齿，喜莫大笑，怒莫

高声，弱不禁风的女子；而是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全身充满

ljHllil之气。她不受世俗、宗法的约束，敢于向以男性为中心的

封建夫权观念挑战，敢于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妇德

观念，表现出对男女平等的热烈追求。“活像一朵带刺的玫

瑰，又像一丛色中带刀的霸王花，”处在男尊女卑、男主女从

的文化环境中，她不甘做“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依赖男性庇护和承认的附庸和点缀；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解

放出来，以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角色投身社会。坦率大气，无

拘无束，敢于据理顶撞朝廷，当面斥奸骂谗，不像当年老令公

和杨六Ig#llj样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她敢于挑战“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大胆追求爱情和幸福。她临阵招

亲，自主择婿，甚至不惜把刀架在所爱男人脖子上逼婚，这种

以女性为主体的“闪婚”模式，是穆桂英一大创造。对后来的

武侠小说如《儿女英雄传》、《七剑十三侠》都有影响。穆桂英

知情达理，善解人意，柔中有刚，刚中见柔。在天波府懂得调

节、平衡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丈夫不服军令，她铁面无私军

法伺候，可晚上回帐，却是柔情脉脉，尽到做妻子的义务。她

身为裙钗，不让须眉，每临战阵，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不仅勇

武，而且满腹韬略。她一生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身经百战，战

功赫赫，拿得起放得下，不恋功名利禄，不肯同流合污，立志

归隐；但一旦国家需要，立刻放弃个人恩怨，勇于担当，最后

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完成了忠节大义。

穆桂英的一生如同一首深沉悲壮、慷慨激越的乐曲，堪

称是家国情怀和女性意识的交响迭奏，闪耀着民主思想的光

辉，飞扬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她用自己的言行，向世人宣告：

女人不但不是“乱阶祸国”的“祸水”、“尤物”、”“妖孽”，而且

是亲情和爱情的化身，是保家卫国的坚强柱石，是不可或缺

的“半边天”。穆桂英的形象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具有

划时代意义，体现出东方女性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标志

着东方女权意识的崛起，比西方现代女权主义起码要早几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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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抚今追昔，浮想联翩。历史无情，人民公正。君不见多少

曾经不可一世的暴君、奸雄、巨贪、恶棍、宵小被钉上历史的

耻辱柱而遗臭万年；多少普救苍生、泽被黎民，惩恶扬善、扶

危济困的英雄、豪杰、壮士、楷模在人民心目中永垂不朽而流

芳千古。人生因英雄而美好，历史因英雄而精彩。以人为镜知

善恶，英雄令人泪沾襟。将相本无种，英雄非天生，人人可为尧

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嘲笑英

雄，亵渎英雄，颠覆英雄是天良的泯灭；崇拜英雄，热爱英雄，

呼唤英雄应该成为时代的主流。处在这物欲横流、消费主义

文化泛滥的时代，更应向英雄膜拜，向模范看齐。杨家将几代

人前赴后继北塞护边抗辽的英雄业绩并非往事如烟，必将穿

越时光隧道成为后世永远关注的焦点和歌颂的对象。他们的

行动闪耀着人性光辉，符合人类反抗民族压迫，期盼和睦相

处，憧憬和平安宁的愿望。他们呼唤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和

地域观念，实现各民族和谐共处，携手发展，代表着时代发展

方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超前的现代意识。

注释：

①指以唐代名将薛仁贵家族英雄群体为题材的戏曲作

品，本于《新唐书·薛仁贵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隋唐演

义》、《反唐全传>、《异说后唐三传》等。经常上演的剧目有：

《汾河湾》、《樊江关>、《摩天岭》、《徐策跑城》、《独木关》、《柳

迎春》、《法场换子》、《举鼎观画》、《闹花灯》、《三箭定天山》、

《阳和摘印》、《三请樊梨花》等。

②以描写北宋名将呼延赞后人呼延丕显(呼延得模)一门

英杰，与国戚庞氏家族之间的抗争为故事主线，本于《呼家

将》又名《说呼全传》《呼家后代全传》《金鞭记》等。与薛家将、

杨家将共称为著名的“三大家将”。

(④《杨家府演义)又名《扬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秦淮

墨客(纪振伦)校阅；<扬家将演叉》又名《南北两宋志传》，作

者是熊大木。两本小说均于明万历年问问世。

④评剧、河北梆子、越剧等许多剧种都有此剧的移植本。

其中。评剧名家筱俊亭和河北梆子名家张惠云的版本广受欢

迎。

⑤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9马克思《博士论文·序》

⑦《孟子·滕文公下》第二章

⑧范仲淹《岳阳楼记》

⑨文天祥《过零丁洋》

⑩无锡东林书院对联

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篇：“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

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

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语意本于顾炎武，而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辨法通论·论幼学》

⑩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⑩秋瑾绝笔，语出清．陶澹人《沧江红雨楼诗集》的《秋暮

遣怀》

⑩关于穆桂英身世有“慕容之音转说”、党项族妇女说，均

系一家之言。明万历34年《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卷五

才最早出现穆桂英的名字及故事。

⑩《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⑩《杨家府演叉》“序”

⑩《论语·八佾》

⑩《杨家将演义》明。秦淮墨客校订本，周华斌、陈宝富校

订，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第1—29页。

⑩杜丽萍《文化转型视域下的元杂剧传播研究》，中国传

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论文。

①《杨家府演义》中，十二寡妇是：杨宣娘、满堂春(杨满

堂)、邹夫人、孟四嫂、董夫人、周氏女、杨秋菊、耿氏女、马夫

人、白夫人、刘八姐、殷九娘．而没有穆桂英。因为余太君百岁

挂帅，率十二寡妇征讨西夏，穆桂英亲挂先锋印，连破强敌，

在虎狼峡(今古浪峡)遭到西夏的阻击。穆桂英带了两名女将

崖顶探测敌情，半途中箭身亡。

⑨《苗圃“以一敌百”，“穆桂英挂帅”赛过梁山好汉》

2012—07-17 13：27：42来源：网易娱乐。

◎中国古代四大女中豪杰：花木兰、穆桂英、樊梨花、梁红

玉。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引《诗刈、雅·车辖》

(作者简介：周传家，男，中共党员，1944年12月出生。

1981年1月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博士，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曾担任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教务处长、中国

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系主任、北京艺术研究所所长、北京联

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新闻传播系系主任等职。现任北京联合

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中文教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

昆剧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武侠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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