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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样板戏，一个被标上特殊符号的历史标签。
    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一文，正式提出了“样板戏”一词。
在此之前的三年中，曾被称为“现代戏”、“革命戏”，但最后定名为“革命艺术样板”。
    革命样板戏，最初专指八部戏。
《人民日报》的另一篇评论中，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自虎团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自毛女》和交响乐《沙家浜》并称为八个“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
现代样板作品”。
    由于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被赋
予了更广泛的政治意义：被纳入了与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相对立的革命文艺路线，被奉
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文化革命的典范。
    编著：师永刚  刘琼雄  肖伊绯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革命样板戏>>

内容概要

　　还原1967年被命名为“样板戏”的八个剧种。
把每一出戏具体的背景和详情进行配图讲解，全文又穿插了戏外一些虚构的场景，用一种历史与现代
结合的手法讲解这种风靡一时的艺术形式。
图片还原的严格模式足以使不熟悉那个年代的人感到震惊，也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某个标版，
因为这样的“样板”对于80后甚至更年轻的新锐群体来说是陌生的、不可思议的体验。

　　这些曾在回忆中成为某种盛典的戏剧，汇集了最多的批评与喜爱。
批评样板戏与喜欢样板戏的人正在成为一个有趣的群体。
批评者一直警惕样板戏的政治属性，喜欢者则把样板戏当成某种经典。
而这些争议似乎只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或者某些特指的世界。

　　关于样板戏的记忆正在成为中国人无法回避的话题。
在今天，那熟悉的旋律仍间或回响在我们的耳边：或在官方的庆典舞台上，或在民间无意的哼唱中。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生活仍然与“样板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联系的性质和意义错综复杂，让人一时难以索解。
我们无法证明那些批评者，就是某些知识分子对待“样板戏”的真实态度，但从表面上来看，他们（
与官方和一般民众相比）似乎更倾向于否定。
在某些知识分子看来，“样板戏”往往就代表产生它的那个年代，对“样板戏”的否定也就意味着对
那个年代的否定。
本书还原它，把每一出戏具体的背景和详情进行讲解，为现代人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提供某个角度
。

　　本书充斥着一种怀旧的情绪，配合大量的史料性的图片，勾起现代人对于那个充斥着“革命”一
词的60年代的回忆和重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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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师永刚：画传创始者，《世纪华人画传丛书》的策划与发起者、曾策划编著的《蒋介石画传》《
宋美龄画传》《邓丽君画传》《三毛私家相册》等丛书在中国掀起画传热潮，发行总量超过百万套。
畅销书《蒋介石：1887-1975》上下卷、革命说明书系列作者。
现为香港《凤凰周刊》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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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    从1963年开始，江青还对《智取威虎山》剧目进行改编。
《智取威虎山》也是毛泽东曾看过的两部样板戏之一，毛泽东曾提出的修改意见是：要加强正面人物
的唱，削弱反面人物。
”    《智取威虎山》是上海京剧院一团根据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改编而成的。
1958年9月17日在上海中国大戏院首次公演，整个戏曲共分十场，上台表演人数共21个（不含解放军和
匪徒若干人）。
其中正面人物有17个，反面人物则只有4个。
    在1958年的演出版本中，侦察队长杨子荣单身闯入土匪窝的一场戏，曾有描写他唱着含情脉脉的流
行小调，在土匪窝同与之关系暧昧的土匪头子的女儿打情骂俏，甚至让他说下流话。
据说江青批评道，人民解放军勇士被描写得比土匪还土匪，剧本里根本看不到作为战胜土匪思想基础
的毛泽东思想，以及世界革命的理想。
    在江青的授意下，剧组直接对剧本作了改动。
例如，在土匪窝里，杨子荣站在高高的岩石上，演唱起斗志昂扬的曲调，当他唱出最后一句词：“斗
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时，背景设计为天亮了，早晨的太阳升上天空，阳光染红了云彩和他所
屹立的山顶，音乐跟着奏出《东方红》的旋律，这乃是为了象征毛泽东思想是杨子荣的勇敢和夺取胜
利的源泉。
原演出版本中，杨子荣进威虎山时，是蒙眼引进，也被改为“大踏步挺身走进”，尽可能地塑造他的
英雄气概。
而在1958年原来的剧本里，杨子荣最后是牺牲了的。
由于江青认为英雄活着的应该要比死的多，杨子荣也被改变了最后结局。
    《智取威虎山》第六场的舞蹈编排是样板戏中展示“三突出”和“十六字诀”原则的典型个案。
在这一幕中删去了原来的“开山”、“坐帐”等渲染敌人威风的场面，又把座山雕的座位由舞台正中
移至侧边，自始至终作为杨子荣的陪衬；而杨子荣则在雄壮的乐曲声中昂然出场，居于舞台中心聚光
灯焦点的位置，再以载歌载舞的形式，使杨子荣处于强势，牵着座山雕的鼻子走。
这个处理甚至在当时中国最权威的杂志《红旗》上进行了阐述，其中最醒目的是：“只能让座山雕围
着杨子荣转，不能让杨子荣围着座山雕转”。
这种创作方法甚至抛弃生活的基本常识，让杨子荣向土匪头子献图时，也居高临下，而座山雕率众匪
整衣拂袖、俯首接图。
    “三突出”乃是样板戏的一个特殊“人物观”，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
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这个创作原则意味着设置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人物谱系，在这个谱系里人物以其阶级归属、政治态
度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反面人物被判定为只有陪衬的价值，而且无论哪一出戏，必以“正
面人物”取胜、“反面人物”失败为结局。
    而所谓“十六字诀”则是“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大，敌俯我仰”。
意思是，在舞台的场面调度上，敌方是以“远、小、暗”的方式来呈现，而无产阶级战友则是以“近
、大、亮”的方式来展示。
总之，在革命文艺的舞台上，无论戏份儿多少，反面人物都只能是英雄人物的陪衬。
    样板戏还刻意对英雄人物进行夸张式的塑造。
如《红灯记》第五场，李玉和被捕时，送行的一段戏，剧本原稿上注明：玉和睁眼看着母亲，再用全
身的劲握酒碗，把肩膀动了一下，一饮而尽。
表演作了夸张的处理后，李玉和的饮酒动作是：他站在舞台中心，庄重地接过酒来，对母亲深情地看
了一眼，把脸转向观众，两膀平抬，捧着酒碗，在胸前转着晃动一下，猛地端起，仰脖一饮而尽，因
李玉和是在生死离别的时刻喝这碗酒，戏中安排这个夸张的动作，纯粹是为了表现正面人物睥睨一切
的英雄气概和奔赴刑场的坚强意志。
    1964年的样板戏，此时已经出现神化英雄、魔化反面人物，从而使善恶是非之分绝对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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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都被分成雪白或漆黑，不给一般人所固有的“灰性”留下丝毫的余地。
在当时的气氛下，这种样板戏所反映的善恶之分、“敌我”之别的绝对化的模式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
    这个规则甚至从舞台上影响到舞台下，如演英雄的演员或参与创作的作者在现实中也便成了英雄，
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甚至当上了文化部长，小常宝的扮演者则成为上海市委常委，严伟才的扮演者
也当上了山东省的一个文化局长。
江青还曾明确规定过，凡成功塑造了第一批样板戏主角的演员，就绝不准再上新戏，以“保住观众的
良好印象”。
    1967年5月9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八大“样板戏”全
部调进北京，举行盛大的“革命样板戏大汇演”，直到6月中旬，历时37天，演出218场，观众达33万
人。
有看过现场的人回忆，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在开演前，主要演员（除了反面角色）一律着戏装站
在台上，手捧《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和观众一起唱《东方红》，唱毕才开戏。
戏结束时，主要演员又带妆站在台上，在音乐伴奏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反复唱，直至目送观
众退场毕，演员才退回后台卸妆。
这种做法后来影响到全国。
在一些地方剧团演出时，演员们不仅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目送观众退场，有时还手拉手把观众
送出场外，然后才回去卸妆。
    反面角色按规定是不准谢幕亮相的。
《红灯记》中鸠山的扮演者袁世海表演极为出色，深受观众欢迎，而不得已上台谢幕时，便被处理成
缩在舞台角落，打上一束蓝光，头还得耷拉着。
    学者王元化在1988年3月曾这样说过他的观点：“样板戏炮制者相信：台上越是把斗争指向日寇、伪
军、土匪这些真正的敌人，才会通过艺术的魔力，越使台下坚定无疑地把被诬为反革命的无辜者当敌
人去斗。
他们把艺术的功能只是简单地看作是诱发读者去效法其中的人物。
江青他们都是艺术功利主义者，不会无缘无故去演样板戏的。
样板戏散布的斗争哲学有利于造成一种满眼敌情的严峻气氛，从而和‘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是一致的
。
”    如《智取威虎山》第四场“定计”，杨子荣质问栾平的情景很像“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的知识分
子所描写的“批斗会”的场景。
尤其是杨子荣那种充满愤慨和蔑视的表情、动作和说话的语气。
他警告栾平所使用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话语也正是“文革”期间批斗者对被批斗者说的警言
。
    样板戏《海港》则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这部戏发生的背景是工业时代的大码头。
本来这出戏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落后青年”余宝昌不愿意从事码头工人工作而展开戏剧冲突。
余宝昌这个角色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自由选择的意愿开始觉醒，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发展机会。
这出戏叙述的是强大的国家控制系统与个人自由选择之间的矛盾，这是带有封建人身依附色彩的体制
造成的弊病。
    但是，在《海港》被改编后，改名为韩小强的余宝昌成了一个次要人物，而他想改换工作的愿望是
由于暗藏的阶级敌人钱守维（原戏中是个思想“落后”的“中间人物”，为突出敌我矛盾，将其改为
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撺掇。
这样，改编前的《海港的早晨》中所隐蔽着的关于强大的国家控制体制与个人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被
强行扭曲为两个对立阶级间的矛盾。
韩小强之所以要求调换工作被解释为阶级意识的淡漠。
    不过，《海港》中关于阶级斗争的叙事被普遍认为是虚假生硬，暗藏在海港内部的阶级敌人其伪装
”水平之劣、阶级敌人的“破坏力”之低，不能不令人感觉到修改故事者的力不从心。
    P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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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致敬书    此书自2006年始创，至今已逾六年。
每本书皆有自己的命运，这本书的命运却相对有些委婉曲折。
如同我们所要致敬的1960年代，以及那些充满命运感的样板戏所表达的历史记忆。
    这本书由这样一些原因组成。
对于革命说明书式的表达的迷恋，以及对于样板戏的尊敬与研究，是我们写作这本书的基本理由。
这本书所要描述的四十多年前的旧戏样板，1960年代的对于革命的表达，革命的圣歌，夸张的、脸谱
化的，可以仿制甚至模仿的戏剧化的革命，在今天的形式与那些在商业中不可自拔的时代青年们的通
道，哪种表达更加接近，哪种表达不至于丢失那个年代的气质或者语言，这些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
    这个宏大的问题包括了如何抒写那段历史，或者说如何为今日之时代青年解读1960年代的戏剧中的
革命；如何选择已成为在拍卖市场上最抢手的艺术作品的剧照，如何用设计与文字的灵魂构筑一本新
的历史；如何表达阶级斗争，甚至如何表达地主或者更多的词义在今天的意义⋯⋯亲爱的设计师的时
间，以及这本书所进行的修改，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如何打通与读者的关系，我们这本书的意义
或者它的指向？
    这一切，构成了这漫长的六年。
而这六年，如同与我的合作伙伴刘琼雄、肖伊绯所组成的混搭模型，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混搭而成的
记忆体，芜杂，新鲜，潮爆，酷，波普，或者革命的前沿气质。
    而这本书作为我们所创立的《革命说明书》之系列的第四部，之前的三部作品分别是由三联书店出
版的《雷锋》《红军》《切·格瓦拉语录》，这些作品表达了我们对于革命在今天的重新解释，革命
在今天的意义正在变成一个新的仪态或者某种哲学意义上的东西，而在许多时代之青年的心里，也许
是时尚，或者是某一种流行，也或者是一个怀旧的依据。
我们只是提供了符合时代的通道与平台。
或者我们所提供的只是一个新的对于革命的说明书。
    现在这本书终于要出版了。
    回首发现，这部作品不过是一本致敬之书。
    我们只是梦想向那些曾创造过一代人精神记忆的样品致敬，它们存在于潘家园或者更古旧的市场，
我们的使命不过是让它们回到依然喧哗的时代的马路上，并且找到1960年代与2012年之后的关系，以
及这中间的通道，而这本书是一张门票。
    这八部样板戏几乎汇集了那个年代光辉的才华。
谢晋，翁偶虹，田汉、李承祥、汪曾祺⋯⋯只是这些名字就足以让我们震憾并记住他们。
    而这本书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些精彩的剧照来自于那些开创了新的剧照艺术时代的样板戏专职摄影
师：石少华、张雅心、陈娟美、孟庆彪。
    感谢“革命说明书”系列的总策划魏童先生，他的努力促成了这一切，还有编辑韩薇女士。
感谢中国发展出版社的社长包月阳先生，副总编辑尚元经先生，还有亲爱的设计师陆智昌先生，这位
了不起的设计师，总是以超慢的速度设计出最好的作品而令我们憎爱难分。
这一切的体验与时间，构成了这本致敬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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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
现在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的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
从烙印上产生了一个一个的噩梦。
    ——巴金    样板戏水准不能完全抹杀，因为那真的是全新的文艺，曾经有可能走向一个高度，达到
一个程度，可是后来完全被妖魔化了。
    ——陈丹青    就像有人喜欢样板戏，那是他们成长时期的感情模式，无关是非。
    ——阿城    一群娘子军跳芭蕾出来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因为我以前看的芭蕾舞，例
如MargotFonteyn与RudolfNureyev跳的《罗密欧与茱丽叶》都是非常优雅、浪漫的，忽然看见那群杀气
腾腾的娘子军，扛着枪，绑着腿，横眉竖目的，一跳一跳的，滑稽得不得了，我忍不住笑了。
去年我又去了中国大陆，很巧，我又看到一段新的《红色娘子军》舞台戏，娘子军一出来，我又笑了
。
那是因为90年代的娘子军扭来扭去，就像巴黎fashionshow在走台步。
    ——白先勇    尽管样板戏充满了善与恶简单化了的表演，配乐也是为纯粹的艺术家所反对的柴可夫
斯基式的，道具和灯光效果过于精致，但它还是产生了短暂的戏剧性的光彩，实现了真正的大众化，
然而由于一再重复表演而削弱了它的影响。
    ——剑桥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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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我们仰望历史的上游，仰望伤痕累累的历史的时候，它们是什么？
    遥远的样板戏，作为一种影响过某一时代的艺术样式，也成为深刻制造了一代国民气质的某种文化
力量。
有的时候它面目模糊，甚至几乎根本就不是戏剧。
有的时候，它如同经典，根本就是国民传统与文化的某个传承。
但它真的是什么？
    现代年轻人中最流行的词汇，个性、张扬、自由、文艺范、平等⋯⋯    1960年代末的年轻人最喜欢
的词，革命、激情、信仰和忠诚⋯⋯　    过去与现代在师永刚、刘琼雄、肖伊绯编著的《革命样板戏
：1960年代的红色歌剧》这本书里交织在一起，这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一次集体的青春记忆，也给
那些不了解或者正在遗忘那段历史的人们一个重新看待过去和未来的方式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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