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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要求“科学对待文化传

统”“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

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依托“鉴别”做“扬弃”，实现“转化”

而“创新”。青春版婺剧《穆桂英》，正体

现了这一原则。

在我国历史传说中，抗辽女英雄穆

桂英，作为杨门女将，享誉华夏，久负盛

名。当今婺剧领军人物、二度梅获得者

陈美兰，就以《辕门斩子》中极为出色的

表演，加上为她量身定制的大戏《梦断

婺江》，征服了梅花奖评委，“梅”开二

度。她并未停步，青春版《穆桂英》，就

是由陈美兰艺术工作室制作，她的学生

杨霞云主演。

毋庸讳言，即便是优秀的经典传统剧

目，也难免良莠杂陈，瑕瑜互见。剧组着

实下了一番硬功夫：实施鉴别，厘定取舍。

首 先 ，保 存 并 发 扬 精 华 。 精 华 何

在？可以概括为：草莽气息，鲜活人物；

传奇色彩，曲折情节；文武兼备，喜剧风

格。一句话：故事讲得好。戏，好看好

听好玩；观众于潜移默化中，接受爱国

主义主旋律的熏陶。

其次，鉴别后的扬弃取代。可以集

中到三点：一是大胆精简人物，浓缩情

节；二是女主人公出身经历重新定位；

三是砍掉“降龙木”，以“破阵图”代之。

前者，改编本删去了杨五郎、穆天王，

笔墨集中在八个人物身上，干净、简约、明

快。情节方面，可有可无的过场戏全部删

除，全剧整合为六场，加快了节奏。

其二，穆桂英身份的重新定位，为

献“ 破 阵 图 ”最 终“ 大 破 天 门 阵 ”做 铺

垫。“山寨招亲”的洞房之夜，穆桂英如

实告诉杨宗保：“我本是边陲小族一孤

女，战乱之中苦流离。蒙义父收养我疼

爱无比，老总兵他戎马相携到辽西。”剧

情所需，这位“义父”也沾光换了身份，

不再是草寇、响马、山大王，而是当朝武

官——守边总兵。只不过，“因为冒犯

权奸罢职归里，才回到这穆柯寨上把身

栖。招乡勇募壮丁为保乡里，只盼望有

朝一日重披铠甲执旌旗，横刀立马，沙

场杀敌，热血染征衣。”

穆桂英于正史无记载，原本是民间传

说中的传奇人物。作者可以虚构为少数

民族、孤儿、收养者为将军等等，在老将军

“壮志未酬一病不起，临终教儿矢志不移”

的情况下，她才能“继父志，练武艺，习阵

法，研兵机”，在后来解除杨家军困厄、大

破天门阵时，大显身手，保家卫国。

其三，穆桂英进献“破阵图”取代“降

龙木”。如实说，辽帅萧天佐布下的“天

门大阵”，刁钻古怪，变化莫测，连英勇

无敌的杨家军也束手无策。仅凭一根木

棍——“降龙木”挥舞几下，就能攻之如

摧枯拉朽？这，实在没法让人信服。民

间传说，神话故事，按原样照搬照演，完

全无碍。但毕竟太轻易、太随意了。

编剧姜朝皋认为：“整出戏降龙木的

处理是一败笔。大破天门阵是穆桂英一

生中最辉煌的功绩，这出戏就应该突出

她的大智大勇，而不应该从头到尾强调

降龙木这个宝贝的重要性，致使本末倒

置，把对破阵起关键作用的穆桂英这个

‘人’变成降龙木这个‘物’，大大削减了

人物的光彩。”

说得好。先“鉴别”以解析之，辨陈

腐而“扬弃”之，再新创以取代之。这，是

否可以视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呢？

（作者系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

婺剧《穆桂英》（编剧姜朝皋，导演童

薇薇、陈美兰，主演杨霞云、楼胜），是京

剧和一些地方戏都有的题材。此戏脍

炙人口，广为流传。现将婺剧《穆桂英》

与京剧《穆柯寨》做一些比较分析。

一、关于穆桂英出身。京剧说她

是将门之后，其父受奸臣诬陷罢职，她

从此占山落草，专与宋朝官军作对。

婺剧说她是“边陲小族一孤女，战乱之

中苦流离”，辽西总兵收留了她，并认

为义女。可见，婺剧中穆桂英的出身，

比京剧中的穆桂英更坎坷一些。

二、关于穆桂英的姓氏及穆柯寨的

地望。京剧说穆桂英姓穆，居穆柯寨。

婺剧也说她姓穆，但未必是她本姓。因

为桂英的义父罢官后带她回到穆柯寨，

可见穆柯寨不是穆桂英祖上所居之地，

而是她义父祖上所居之地。穆桂英拜辽

西总兵为义父，可能是改为义父之姓。

那么，穆柯寨在何处？京剧说穆桂英世

居山东穆柯寨，那里有降龙木，此木能破

辽邦的天门阵。杨宗保为取降龙木，由

山西跑到山东，路途是逆向行驶。婺剧

未明言穆柯寨在何处，但从杨宗保去五

台山请五伯父杨五郎搬兵救援其父杨六

郎（杨延昭）来看，穆柯寨似在山西。从

历史记载来说，当时杨家将镇守在雁门

关（属宋之代郡，今在山西北部），如按杨

家行军路线推测，穆柯寨当在雁门关通

往五台山的路上，穆柯寨应在山西而非

山东。

三、关于穆桂英统兵到辽西与谁作

战。我们不妨举些唐诗做说明。唐代诗

人金昌绪有《春怨》一诗：“打起黄莺儿，

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

西。”这首诗是说少妇在闺中思念她远征

的丈夫，可见辽西有战事。唐代诗人高

适的《燕歌行》中云：“汉家烟尘在东北，

汉将辞家杀残贼。”大凡唐诗中所称的

“汉家”，乃是诗人托借之词，“汉家”即是

“唐家”，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长恨

歌》一诗作证：“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

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

闺人未识。”其中的“汉皇”实指唐明

皇。关于辽西战事，也有唐代诗人沈佺

期的《古意呈乔补阙知之》中云：“九月

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唐宋时

辽西为契丹、库莫奚和东胡所据，此与

婺剧欲大破辽邦天门阵相吻合，尽管天

门阵不在辽西。

四、关于“破阵图”与“降龙木”。京

剧中说宋将杨宗保率一队人马去山东取

降龙木，此木能破辽邦萧天佐布下的极

其特殊的战阵——天门阵。但穆桂英所

掌握的那张极其复杂又充满神奇色彩的

“破阵图”是怎么画下来的，不是反复乔

装打扮深入辽营，断然不能熟知萧天佐

的战阵布局。婺剧在改编时，似乎交代

得简单一些。京剧《杨门女将》中穆桂英

为了破西夏之党项兵，就有“夜探葫芦

谷”一折，其中采药老人为她提供很多夏

兵的线索，她又亲自考察了宗保战死的

地点，总结了经验，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五、关于两剧的“大破天门阵”。此

折为重头戏。京剧是抬出降龙木，降龙

木在破天门中的神力，不容易看到。但

京剧中的武打，翻滚跌扑，是京剧的强

项，穆桂英、杨宗保的功夫都得到充分

展示，尤其是穆桂英扎大靠，弯腰之后

背耍枪花，是一绝。婺剧是抬出“破阵

图”，在“破阵图”的引导下，宋军大破辽

邦的天门阵，而且婺剧重群舞，十几位

杨家女将清一色地扎大靠，就凭这个阵

势就很有观赏性。杨霞云武功很好，她

饰演的穆桂英亦是弯腰后背耍枪花，耍

得很好。总之，婺剧的“大破天门阵”以

满台的气势夺人。应该说，京剧和地方

戏各有千秋。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

长、中国剧协顾问、中国戏曲学会执行

顾问）

青春版《穆桂英》是根据同类题

材的传统剧目改编的。传统戏《穆桂

英》剧本拖沓冗长，过场戏多，人物、

情节、结构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撇开

全剧不谈，仅就各剧种常演的《辕门

斩子》一折就有诸多欠妥之处：

辕 门 斩 子 事 情 发 生 在 边 关 前

线，并非汴梁城天波杨府，佘太君八

贤王何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杨延昭斩子情感绝对、单一，作

为父亲要亲手杀死唯一的亲生儿子

哪 能 那 么 简 单 ？ 何 况 儿 子 罪 不 当

死，怎么会毫不考虑毫无亲情毫无

痛惜，就连对前来讲情的老母和贤

王 也 冷 若 冰 霜 ，针 锋 相 对 ，唇 枪 舌

剑，而且说出许多超出事件本身既

失忠孝礼义又极伤感情的话来？这

很不符合人物的身份心境。

该场戏在结构上是三大块，即

三 个 不 同 身 份 的 人 来 为 杨 宗 保 讲

情。而前两块即佘太君和八贤王讲

情过程完全雷同，形式重复，没有变

化，戏显得单调沉闷。

改编者要做的就是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故而我对本剧的改编，是在研

究京、婺、赣等不同剧种演出本的基础

上，在保留其总体故事原型的情况下，

重新梳理人物，重新编排情节，重新设

置矛盾，重新推敲语言，力求把一出传

统老戏改成具有现代品格、符合现代

观众审美情趣和审美需求的新戏。

我对本剧的总体定位是：将一

场严酷的战争题材故事放在夫妻、

父子、翁媳、祖孙关系的家庭情趣中

去表现，在轻松有趣中体现出和谐

亲情和报国之志。具体改写主要有

如下几点：

1.精简人物。杨五郎、穆天王两

个次要人物和其他可有可无的人物一

概删去。因为有杨五郎则削弱了穆桂

英破阵的作用；有穆天王则增添了穆

桂英投宋的麻烦，也分散了笔墨。

2.梳理人物脉络。原本穆柯寨

是占山为王，穆桂英投宋，这就必须

要花不少笔墨去描写心理转变过程，

而且要合情得体，很是麻烦。所以改

本将穆柯寨的性质由占山为寇改为

大户庄院。穆桂英的出身则是少数

民族的孤儿，后被原辽西总兵穆荣收

养抚育为义女，其义父一生长怀报国

之志，临终留下两桩遗愿：一是为国

杀敌，二是招个好女婿。这就奠定了

穆桂英的思想基础，与杨宗保也就志

同道合了。

3.理顺了穆桂英的出身，进一步

就是要突出她的才智，改稿将原“降

龙木”的情节删去，将关键道具改为

“破阵图”。

4.结构上压缩整合。所有过场

戏全部删除，全剧整合为六场，全部

围绕破天门阵这一中心事件和两个

主人公的感情线展开。

破天门阵是全剧结尾，也是情节

高潮，如何甩出一个豹尾，全在破阵

这一点上。原本只是一般开打，甚至

请神作法，难免落套。我为此精心设

置了一个全新的破阵场面：穆桂英怀

胎上阵，勇冠三军，设计了一个全新而

又充分体现婺剧特色的破阵，开打场

面充分体现刚柔相济的女将风采，从

而塑造出一位巾帼英豪的生动形象。

（作者系江西省鹰潭市文联副

主 席 ，国 家 一 级 编 剧 ，青 春 版 婺 剧

《穆桂英》编剧）

婺 剧 新 秀 杨 霞 云 在 新 编 婺 剧

《穆桂英》中成功地塑造了女主角穆

桂英形象。她扮相靓丽，嗓音条件

极好，加之一身的硬功夫和得天独

厚的好悟性，使她的表演精彩纷呈，

游刃有余，观众掌声不断。她的唱、

念、做、打使老观众得到了满足，看

得很过瘾。但这一个《穆桂英》又不

是老腔老调、老戏老演的穆桂英，无

论是唱腔设计还是音乐设计都融入

了一些新的音乐元素，表演也在婺

剧固有的戏曲程式化表演中，融入

了舞蹈等艺术元素，使之具有一种

现代美，又为青年观众所喜爱。

杨霞云塑造的是一个年轻的，充

满朝气的山野女孩儿，她大胆、任性、

武艺高强，不谙世事，却明大义，识大

体，懂道理，有情义，她独自一人撑起

一片天，成了女掌门，由此可见，这不

是一个一般的女子。杨霞云的第一

个亮相是在演武场上。她一身戎装，

英气逼人，动作干净利落，道白强调

力度，语速较快。杨霞云是一身帅气

之中透出一股霸气，说一不二，但又

不失小女儿情态。初见杨宗保，她生

出爱慕之情，但她以强势掩盖情愫，

她说着笑着，揶揄着心高气傲的杨宗

保，她让手下士卒拿来绳索，像老鹰

捉小鸡一般，把杨宗保擒拿捆绑。既

显出她过人的本事，又表现了她性格

中淘气顽皮的一面，甚是可爱。

婺剧《穆桂英》是根据传统戏曲

《穆柯寨》、《辕门斩子》、《大破天门

阵》等 改 编 而 成 。 婺 剧 亦 有 折 子

戏。我曾看过陈美兰演出的《辕门

斩子》，真是精彩！陈美兰的穆桂英

一出场就让人眼前一亮，她似乎是

有一种力量将你深深地吸引住。她

要解救绑在辕门外的杨宗保，她含

羞叙述她和杨宗保的爱情，以说服杨

延昭赦免宗保私自招亲之罪，那种甜

蜜之态，幸福之感，让人陶醉。穆桂

英见讲理、求情都不能打动杨延昭，

于是她来横的，又拿出把“三关元帅

挑 下 马 ”的 架 势 ，把 杨 延 昭 吓 得 不

轻。陈美兰的表演要刚有刚，要柔有

柔，不管是真真假假，还是虚虚实实，

所有表演都在人物之中。

杨霞云是陈美兰的学生 ，我似乎

在霞云的身上看到美兰的影子，从陈

美兰的《辕门斩子》到杨云霞的《穆桂

英》，我看到了传承，看到了在传承中

发展。其实这种传承不仅仅是一出

戏，重要的是一种创造精神，创作方

法，不追求、不满足表面的剧场效果，

而是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演

员的心和人物的心在同一频率上跳

动。以陈美兰的《辕门斩子》和杨霞云

的《穆桂英》为例，那就是演员都在演人

物。认认真真地演人物，人物本身的喜

剧色彩使戏剧产生了喜剧效果。杨霞

云的穆桂英如果没有丰厚传统戏曲的

表演支撑，如果没有老师的点拨，不是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恐怕很难取得如

此骄人的成绩。我所说的“巨人”是指

无数前辈艺术家，一辈人又一辈人不断

地为戏曲大厦增砖添瓦，积累的艺术财

富，才有了今天丰富丰厚的戏曲传统，

他们都是戏曲艺术“巨人”。

一个剧种的存在、发展靠剧目，

一个剧目立于舞台之上，靠的是演

员的表演。杨霞云等一代婺剧新秀

的诞生，让人们看到了婺剧光明的

未来。可喜可贺！

（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

名誉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婺剧是一个包含昆曲、徽剧等声

腔的古老剧种。看了青春版婺剧《穆

桂英》，欣赏到杨霞云等青年演员的精

彩表演，使我感到婺剧不老，这一剧种

正充满蓬勃的生气。

婺 剧 不 是 一 下 子 才“ 青 春 ”起 来

的，努力“青春”，永葆“青春”，应该说

是当代婺剧所形成的新的传统——善

于运用婺剧的艺术手段塑造人物，所

塑造的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能

够 与 当 代 观 众 的 审 美 需 求 相 通 。 杨

霞 云 的 表 演 正 是 这 一 传 统 的 继承和

发展。

明代的潘之恒说，优秀的戏曲演

员必须“才、慧、致”三者兼备，“人者以

技自负者，其才、慧、致三者，每不能

兼。有才而无慧，其才不灵；有慧而无

致 ，其 慧 不 颖 ；颖 能 立 见 者 ，自 古 罕

矣！”杨霞云是做到了“才、慧、致”兼备

的青年演员。她有才，首先是文武俱

佳。身段干净利落、漂亮，武打精湛，

而且能做高难动作，全身铠甲，从高台

翻下。唱腔柔美动听，有感染力。她

把刀马旦、闺门旦的表演技巧和风格

自然地融合到一起，塑造出穆桂英这

一鲜明的艺术形象。这既表现出杨霞

云的才，也表现出她的慧。慧与悟是

分 不 开 的 。 多 次 为 浙 江 婺 剧 团 写 剧

本、对演员比较了解的作家姜朝皋说，

悟是一种天资、灵气，而杨霞云就有这

种天资、灵气。由于她有悟性，能够深

刻理解人物，所以才能塑造出“率真与

野性交织”“豪情和柔情交融”的这样

一位穆桂英来。致是一种韵味，一种

气质，由演员的气质体现出人物的气

质，是一种美学的品位，这是更难达到

的境界。穆桂英是古代的女英雄，杨

霞云演出来的穆桂英不陈旧，不矫饰，

而是很阳光，可爱，因此能赢得年老

的、年轻的广大观众的普通欢迎。

剧作赋予穆桂英少数民族女子的

身 份 ，给 了 演 员 的 表 演 以 更 大 的 自

由。如第一场“阵前邂逅”和第二场

“马上招亲”不仅表现了穆桂英超凡的

武艺，同时表现了她少女的纯真，见到

了心爱的人，直接提亲，泼辣中又含娇

羞。第三场与公公的相遇和接下来的

辕门与公公相争，在喜剧性的场面中

让人物的性格更为袒露，为了爱人不

拘礼法，露出了人物天性的一面，更拉

近了人物与观众的距离。最后的大破

天门阵武打痛快淋漓，符合中国戏曲

“大收煞”之趣。剧本唱词优美，“我本

是边陲小镇一孤女”等唱段委婉抒情，

与激烈的武打互相映衬，刚柔相济，给

人以审美的愉悦。

婺剧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但浙江的、金华的和婺剧团的

领导没有把婺剧看成“活化石”，他们

以保护传承民族艺术为己任，在继承

中创新，在创造中传承，这种认识，这

种精神是值得提倡和弘扬的。我们为

“婺剧不老”感到高兴，向他们表示深

深的敬意！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

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自明人小说《杨家府演义》和清代

地方戏与京剧兴起，三四百年以来，穆

桂英这一艺术形象可谓家喻户晓，深受

广大人民群众喜爱。记得上世纪 50 年

代“大跃进”中，有个响亮的口号叫做：

（青年）男子（赛）赵子龙，（青年）妇女

（赛）穆桂英。京剧、川剧、汉剧、秦腔、

晋剧、豫剧、河北梆子、粤剧等均有叙

说穆桂英事迹的剧目演出，而以《辕门

斩子》（或曰《穆柯寨》）为中心情节的剧

种、剧目、剧团尤多，因故事情节和演员

阵容的不同侧重，剧名有别，或曰《穆天

王》、《天门阵》、《穆桂英》等。在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的演出剧目中，大多本于小

说的情节，带着封建迷信的成分。上世

纪 50年代初，在戏曲改革过程中，通过对

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剔除糟粕，取其精

华的整理改编，剔除了封建迷信、神仙道

化的糟粕，删去了汉钟离、吕洞宾、穆天

王等人物，精简了情节。以后各剧院、

团演出的剧目大同小异。

青春版婺剧《穆桂英》在借鉴了当

今若干演出版本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

的加工提炼，出新之处有如下几点：一

是彻底摒弃了不少演出本仍保留着没

头没尾的降龙木这个“阑尾”。二是将

穆桂英精通天门阵的兵法形象化为“破

阵图”，前后呼应，为穆桂英取得杨宗保

和杨延昭的信任设置了非常形象的依

据。三是将穆桂英的身份设计得更加

合理。原来穆桂英的父亲穆天王是占

山为王的草寇，现在穆桂英被设计为少

数民族的孤儿，被原宋辽西总兵穆荣收

为义女，穆荣因为权奸所忌罢职归里，

仍心怀报国之志，既募乡勇习武保家，

又寄大望于义女。如此，穆桂英自幼练

武识兵法，以备报效国家。这样，当她

遇到搬兵破敌，威武英俊的杨宗保，便

以身相许，毅然下山勇破天门阵，就比

原剧在人物性格与情理上更通顺了。

四是全剧强化了穆桂英的主导作用，戏

剧情节的发展始终由她推进。

在全剧的舞台呈现上，编、导、演、

音、舞美在继承婺剧传统美学精神的根

基上，努力追求一种现代美的艺术景观，

从舞台调度、群体舞蹈（打）的编排到服

饰、灯光等，都体现着一种现代美的韵

致，这是与满台青春靓丽、花团锦簇的群

像相和谐的。人们在审美的愉悦中感知

着婺剧艺术的后继有人、欣欣向荣。

该 剧 最 大 的 亮 点 是 杨 霞 云 的 表

演。《穆桂英》原本就是一出唱、念、做、

舞、文武兼备的传统剧目，现在编导又

与时俱进地进行了新的艺术处理，这就

决定了杨霞云在演出中要达到两

个相统一：一是展示高超技艺与塑

造人物性格相统一，二是在塑造穆

桂 英 这 一 人 物 性 格 时 做 到 刚 与

柔、情与义相统一，即要对穆桂英

这一人物彼时彼地的性格特征与

情感脉络有着真切的理解体验并

运用其唱、念、做、舞（打）的技艺

鲜明地表现出来。令人十分欣慰

的 是 ，杨 霞 云 完 美 地 做 到 了 。 穆

桂英生长于总兵府中，自幼习武，

自 然 是 英 武 豪 侠 ，也 应 该 知 书 达

理 。 她 又 值 豆 蔻 年 华 ，自 然 柔 性

盈洒；身为山寨之女，也难免率真

得带点野性。杨霞云在全剧的表

演 中 ，既 把 握 了 穆 桂 英 人 物 性 格

的 基 本 特 征 ，又 能 随 着 情 节 的 进

展 ，通 过 台 步 、身 段 、眼 神 的 区 别

运 用 ，多 侧 面 地 将 这 一 个 女 英 豪

鲜活地呈现在舞台上。

（作者系中国剧协原分党组副

书记、秘书长，中国戏曲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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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传统 张扬青春
——专家热议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青春版婺剧《穆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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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版婺剧《穆桂英》主演杨霞云

婺剧新秀杨霞云饰穆桂英

青春版婺剧《穆桂英》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