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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民

5 月 29 日，豫剧大师马金凤走
完了她的百岁人生。她创造的“帅
旦”行当与众多舞台形象，和文化
部 “ 终 身 艺 术 成 就 奖 ” 获 得 者 、

“德艺双馨艺术家”等称号一起，
永久定格于戏迷心中。

“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天
波府里走出我保国臣……”这是马
金凤最广为传播的唱段。她所表演
的穆桂英，融青衣、武旦、刀马旦
为一炉，演活了气宇轩昂的巾帼英
雄穆桂英。她也因“穆桂英”名声
大噪，成为最著名的旦角之一。

《穆桂英挂帅》 为豫剧首创剧
目 ， 自 20 世 纪 50 年 代 初 问 世 至
今，被许多剧种移植，唱遍神州大
地。其中，戏曲艺术大师梅兰芳晚
年推出京剧 《穆桂英挂帅》，将个
人艺术生涯推向了新境界，成为两
个剧种互补交流的一段佳话。

老戏中的旧形象

穆 桂 英 是 否 是 真 实 的 历 史 人
物，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即使她真
实存在过，对北宋的政治与军事，
也没有任何影响。

这个人物形象，是在漫长的时
光中，通过人民大众的共同创造而
丰满起来的。

元明以来，随着杨家将故事的
传播，包括在舞台上的传播，穆桂
英的事迹家喻户晓，直至穆桂英成
为民间崇拜的对象。

汪曾祺曾说：山海关外，有多
少穆桂英的点将台？几乎凡有一块
比较平整的大石头，都是穆桂英的
点将台！老百姓相信许多虚构的戏
曲人物是真有的，他们附会出许多
戏曲人物的古迹且深信不疑，反映
了市民和农民的爱憎。这是民族心
理 结 构 的 一 个 层 次 ， 我 们 应 该 重
视、研究。

穆桂英比武招亲、孕期挂帅，
乃至征西殉国，都已经是老戏了。
民国时期，穆桂英的形象始终活跃

在戏曲舞台上，甚至不止一次被拍
成实景电影。

梅兰芳演出的 《穆柯寨》《破
洪州》、马金凤演出的 《老征东》，
都是各自剧种的保留曲目。

在旧戏中，穆桂英是一个人间
“超女”。她自幼师从黎山老母，熟
谙 诸 般 仙 法 ， 倒 海 翻 江 ， 撒 豆 成
兵，驱神役鬼，无所不能。她又有
降 龙 木 、 雌 雄 剑 等 法 宝 ， 以 之 制
敌，无敌不摧；以之攻城，无城不
克 。 舞 台 上 的 穆 桂 英 既 是 超 凡 人
物，也食人间烟火；自负逞强，也
娇憨可爱；杀伐果断，也会纠结无
助。

在她身上，综合了人们对于女
性的各种想象，也寄予着国泰民安
的渴望。

穆桂英的“新生”

新中国成立时，马金凤已是豫
剧名角。饰演穆桂英，是她的拿手
好戏。自 14 岁登台，她就开始演出

《老征东》；新中国成立前后十年间，
她饰演最多的人物，就是穆桂英。

新时代需要新典型，舞台上需
要新英雄。这一任务，历史性地落
在了马金凤身上。

1954 年，她和同事对《老征东》
进行了大改，取名《穆桂英挂帅》。
从此，这部老戏中的旧典型，获得了
新的艺术生命。

著名学者邓拓曾撰写长文，高
度评价豫剧《穆桂英挂帅》的艺术成
就：

马金凤同志不但发挥了豫剧的
演唱特色，而且特别发展了豫东流
派的演唱技巧。她综合了以商丘为
中心的豫东调和以开封为中心的祥
符调，同时也吸收了以洛阳为中心
的豫西调的优点，创造了她自己的
独特风格和唱腔。

现在的《穆桂英挂帅》这出戏，
已 经 具 有 相 当 完 美 的 舞 台 艺 术 成
就，这是人们所公认的。这个成就
包括了主题的鲜明突出，结构紧凑，
分场精炼，气氛饱满，唱词通俗，人

物性格完整突出等方面。
他着重指出，由于马金凤成功

主演《穆桂英挂帅》，而形成确立了
“帅旦”这个独立的行当，这是重大
贡献！

在对旧戏的改造中，马金凤将
穆桂英从无所不能的魔幻中解放出
来，减少了对个人利益的顾虑，既歌
颂她的雄心壮志，也深深地刻画她
的复杂心理状态，使这个形象更加
丰满坚实，真实可信。

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马金凤
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着意加强爱国
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的表现，从而
赢得了人民群众广泛持久的喜爱。

马金凤说，在对解放军战士的
慰问交流中，她得到很大的启发，体
会到一个人民热爱的民族英雄，该
有着怎样的气概。

为了提升演出水平，她不厌其
烦地对剧本进行修改。每晚散戏之
后，别人去吃夜餐，她总是坐在那
里，默想演出的经过，有哪一点儿不
够好，就记下来，跟其他编导人员共
同研究改进。

她将全新的人物带上了舞台：
先是精神饱满地一步步走到台

中央，表现出这位老成持重的女英
雄胸有成竹的英姿与勇往直前的气
概；然后再转身向左，仿佛看到了杨
家的千军万马，一个个都刀出鞘弓
上弦，在威风凛凛地整装待发；再一
回头，看到了“穆”字大旗，又看看自
己 的 全 身 披 挂 ，想 不 到 53 岁 的 今
天，自己又要率领三军上战场，心里
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与快慰。于
是，慷慨壮勇地唱起了大段唱词。
从“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起，一
字字清清楚楚地唱到“我不擒安王
贼永不回家门”……

这优美铿锵的旋律，从此响彻
人间。

与梅兰芳相遇

在戏剧的演出完善过程中，梅
兰芳的悉心指导，使马金凤受益匪
浅。

1955 年，河南商丘地区人民剧
团赴上海慰问演出。有一天，演完

《穆桂英挂帅》 后，有人告诉马金
凤，梅兰芳先生要与她见见面。

听到这个消息，马金凤感到十
分惊讶。原来，梅兰芳已在现场看
了演出。为不使她感到紧张，没有
预先告知。

梅先生来到后台，与马金凤亲
切会面，对这个戏给予充分肯定。
他说：“我演了一辈子小穆桂英，
殊不知豫剧还有个老穆桂英，我很
喜欢这个戏。”

之后，梅兰芳又约马金凤到家
中做客，对她的表演和身段提出了
许多具体意见。马金凤说：“这在
我以后的艺术道路上，起了很大的
指导作用。”

第二年春天，二人又在南京见
面。梅兰芳特请马金凤去看 《贵妃
醉酒》，同时约她去看他化妆，讲
解了化妆上应注意改进的地方。他
还建议马金凤学习程砚秋的水袖表
演动作。

1957 年，梅兰芳来到洛阳，再
次与马金凤相聚交流。据说，这一
年，马金凤正式拜梅兰芳为师。

“豫剧名花”搬上京剧舞台

1959 年国庆节，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献礼演出中，梅兰芳令人意
外地以 65 岁高龄推出新戏——京
剧 《穆桂英挂帅》，震惊剧坛。

他说：“4 年前在上海，第一次
看到马金凤同志表演的豫剧 《穆桂
英挂帅》，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
我虽然和穆桂英做了 40 年的‘朋
友’，还不知道她的晚年有重新挂
帅的故事。她那老当益壮的精神，
使我深深感动。我们有着情感上的
共鸣。因此，今年我就决计把这株

‘豫剧名花’移植到京剧中来。”
他又说：“有人不理解我为何

上了年纪还要如此努力地演出，是
迫于生计，还是想满足自己的戏瘾
呢？其实都不是。说实话，我如此
卖力地演出，主要原因是观众仍未

对我失去兴趣，他们鞭策着我，促
使我不断创新，更上一层楼。”

作为戏剧艺术表演大师，梅兰
芳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崇高声誉，世
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之一，即是由
他创立的梅兰芳表演体系。《穆桂
英挂帅》，是他一生中排演的最后
一部经典。

人们说，梅兰芳的伟大，在于
他对艺术的投入，以及孜孜不倦的
精 练 和 创 造 精 神 。 到 《穆 桂 英 挂
帅》，可说是又到达了一个罕有的
高峰。他的一生为观众们呈现了最
完美的艺术，而到了晚年居然通过
这出新戏，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精彩
表演。

梅兰芳曾与马金凤讨论过豫剧
与京剧的差异：豫剧能够充分运用
京剧的演技，京剧却不可能采用豫
剧的演技。豫剧的大段唱词十分动
人，如果搬到京剧里来，一段就得
唱个把钟头，会把观众唱困了。

为了适应京剧表演特色，梅兰
芳对剧本进行重构，将重心前移，
又对唱词进行改写。为了更加完美
地体现人物形象，他一遍又一遍地
寻找合适的表演身段，以他一生积
累，塑造了京剧舞台上穆桂英的优
美形象。

豫剧、京剧，各有特色，各有
所长。梅兰芳作为前辈，在与马金
凤的交流中，既提升了豫剧 《穆桂
英挂帅》 的艺术成就，也成就了自
己最后一部经典。

人们说，穆桂英这个形象，十
分难演，需要非常丰富的舞台艺术
经验。要有扮相、有嗓子、有基本
功，还要有元帅的气度，而且不能
离开青衣的范围。演得既稳重又大
气，才合乎老年穆桂英的身份。

梅兰芳与马金凤各领风骚。他
们 的 非 凡 成 就 ， 使 穆 桂 英 这 个 名
字，成了新时代巾帼英雄的代称。

1961 年，梅兰芳辞世。
时逾一甲子，马金凤也走了。
舞台上的不朽经典，必将长久

流传。

《穆桂英挂帅》：经典始于创新

□温建德

疫情再暴发，
许昌被蔓延。
抗疫效率高，
措施很果断。
当即静态管，
迅速核酸检。
管控细又严，
供应不断链。
配合听指令，
群众无怨言。
齐心战病毒，
万众意志坚。
夺取双清零，
瘟神被驱赶。
常态化防控，
任重而道远。

许昌战“疫”

□史丽娟

春雨还未降临的傍晚
微风催开了树树繁花
就那样痴痴
用眼睛和你窃窃私语
美得无法呼吸
这是建安风
催开了烟波里海棠
摇曳着勃勃春意
城与人 日日夜夜
在一起 塔吊与风景
向往着一座城的崛起
在北海桥眺望远方
建安阁矗立 静默神秘
南山遍地的垂吊海棠
有你我粉红色的回忆

氤氲在彼此的气息
你的芬芳 缠绕着小路
在水一方静默 凝视 遥想
东海的涟漪 对岸的绿柳与我道

破季节的秘密
走着走着 必然会想起你
天边的云朵 走过的人儿
招呼着洋溢惊喜
是包容的你 是活力的你
你是生生不息的希望

你的生命如此多情
像极了梦中的回忆
那小河散开的涟漪
层叠着绿色张力
在建安东海的风里
兀自开着
风情万种 活成自己
并平添诗意

在这座城
遇见另一个自己
描摹生命中的点点滴滴
春夏秋冬
热爱着城市的颜色
惊艳它
多像我们 热爱与
痴心浪漫的情愫
弥散袅娜香气
在建安 与你相遇
像邂逅一场海棠雨
忽远忽近的迷离
有时竟那么神奇

无须刻意的距离
无须过多的花言巧语
都在东海的风中凝固成
世世代代的印记

这个傍晚 夕阳红了
风中摇曳的模样
醉人旖旎
捧起这落在掌心的
更是四月惊喜
你的低语
一遍遍在耳边响起
把美好的思绪投入
季节深处
寄一个建安美好与希望
给你
明天与未来共舞
这梦
有无数同行者
耕耘与歌唱的欢喜
上面写着
繁花似锦 未来可期

寄一个建安春天给你

□李国常

风匀立穗染金黄，
雨润浆盈溢美香。
麦浪无边丰望眼，
神州大地尽收忙。
滴滴汗水凝颗粒，
点点耘耕聚满仓。
舞动飞镰割韵律，
讴歌盛世著华章。

七律·飞镰

□刘喜芳

山脚下的沟边
有一块儿巴掌大的三角斜子地
冬天
娘撒上油菜籽
橘黄的花朵开在春风里
初夏
娘种上玉米粒
青青的玉米苗坚挺在风雨里
秋天
庄稼收获
幸福写满娘灿烂的笑脸里

年复一年
娘呵护并坚守着
这块儿巴掌大的三角斜子地
旱天
浇灌干枯的禾苗
雨过
修整冲垮的边堤

在娘的眼里
寸土也能种庄稼
浇瓢水就能长果实
娘用勤劳
滋润着土地
养育我
走出了山里
那块儿
巴掌大的三角斜子地啊
是我童年最深深的记忆

那块儿

三角斜子地

□郭紫言

5 月初的疫情，让这座城
市按下了“暂停键”。可是在
这安静的城市中，有着最鲜艳
的色彩。

他们是“热情红”。这一
抹红，是红马甲、是红袖章、是
高高飘扬的党旗，闪耀在城市
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积极组
织全员核酸检测，宣传防疫政
策，调配抗疫物资，遣送重点
人员，开展消杀工作。

他们是“圣洁白”。他们
勇敢、坚毅、可爱、无私。我们
虽然不知道他们的长相和名
字，却想把最美好的词汇送给
他们。他们在“第一时间”闻
令 而 动 ，尽 锐 出 征 ，冲 锋 在
前。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

们的身影。
他们是“警察蓝”。在凌

晨，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有这
么 一 群 人 ，24 小 时 坚 守 在 岗
位。风呼呼地刮着，可是他们
就像一座座石像，坚守在抗疫
的第一线。那闪烁的警灯映
衬着他们坚毅的面庞，他们用
誓言守护着这座城市。

他们是“快递黄”。他们
平凡、普通，他们如同飞箭一
般 穿 梭 在 城 市 的 大 街 小 巷 。
他们充满活力，充满希望。

……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

这些普通的市民才有了更多
战胜疫情的力量。

听 ，蝉 鸣 蛙 声 已 如 约 而
至。看，我们所期盼的热闹生
活已经如愿而归。

抗疫中的色彩

□杨金坤

艾，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
物。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
感。

《诗经》云：“彼采艾兮，一
日不见，如三岁兮！”在我的故
乡，女儿出嫁时，父母都会准
备两株艾，郑重地用红丝绸系
整 齐 ，和 嫁 妆 一 块 儿 运 到 婆
家。艾与爱同音，寓意女儿和
女婿在婚后如胶似漆，恩恩爱
爱，难分难舍。

古人认为，农历五月初
五是“毒日”，五毒并出，需
赶在这一天来对付它们。小
时候，爷爷、奶奶把采来的
艾插在门上，用来祛除各种
毒害，以避邪驱瘴。时光流
逝，如今的端午节，家乡人
还一如既往地坚持着插艾习
俗 ， 让 艾 香 在 乡 间 历 久 弥

散。在插艾的同时，人们会
忆起屈原、忆起粽子、忆起
汨罗江。我想，插艾不仅是
为了避邪，还是为了祭奠为
国忧思的大诗人屈原，是一
种 怀 念 。 因 为 艾 和 爱 同 音 ，
在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的传
承中，伴着插艾的古老习俗
流传下来的，还有那绵绵不
断的爱。

我们的先人赋予艾诸多
美誉，如尊称长老为“艾”，称
年轻美貌女性为“少艾”，《诗
经》称保养为“保艾”，《史记》
称太平无事为“艾安”等，可见
先人对艾的厚爱。“无意争
颜呈媚态，芳名自有庶民知。”
艾，赢在对人类的爱，也赢得
了人类对它的爱。

让 我 们 带 着 浓 浓 的 爱
意，去爱这尘世间最美好、最
素朴的植物——艾。

艾 与 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