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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剧中人”与历史“剧作者”
———《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经历

赵月枝1,白洪谭2

(1.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2. 济南大学,山东
 

济南　 250024)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

者’”的讲话为文艺作品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文章以此为起点思考样板戏《龙江颂》创作中背

后的“剧中人”与“剧作者”。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要的文化符号,《龙江颂》主题经过不同文艺工作

者近十年的创作,形成了报告文学、新闻报道、诗歌、话剧、样板戏等文艺形式。 1969—1970 年,现代革命

样板戏《龙江颂》剧组三次在上海嘉定外冈公社葛隆大队体验生活,以时任党支部书记周丽琴为代表的

葛隆大队的干部群众也成了《龙江颂》背后的“剧中人”与“剧作者”,演员李炳淑所观察和学习的周丽琴

成为《龙江颂》女主角江水英的舞台形象原型。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农村的典型代表,葛隆大队为

《龙江颂》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生产劳动体验,《龙江颂》的演出也鼓舞了葛隆大队的生产实践并在教育

和召唤群众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文章以周丽琴、薛友忠等口述历史为基础,
结合相关文献,回溯《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创作细节,挖掘舞台背后的历史,努力呈现艺术创作与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而补充了《龙江颂》的创作史料和历史语境,为研究者重思文艺与人民

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还原艺术创作与人民生活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过程提供一个历史性的参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八十周年之际,回溯《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经历,对于实现“剧中

人”与“剧作者”新的连接以及思考在新时代如何产生像《龙江颂》这样具有思想引领作用的文艺作品具

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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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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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 [1] 。 “剧中人”和“剧作者”生动反映了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重要论述的思想蕴涵,也带来了研究文艺作品的新思路和新视

角。 对于一个时期内最具代表性的文艺作品,解读其叙事结构和表现方式很重要;找到文艺作品的

“剧中人”和“剧作者”,还原艺术创作与人民生活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过程同样很重要;把文艺的

“剧中人”和历史的“剧作者”放在一个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去评价更是不可或缺。
现代革命样板戏《龙江颂》背后也有一群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的重要文化符号及象征形式,《龙江颂》取材于福建漳州龙海县,讲述了 1962 年 10 月至 1963 年 6
月,龙海的人民群众为抗旱而舍小家顾大家的事迹。 这些事迹先在民间以口头说唱的形式传播,后
有地方媒体跟进报道[2] ,再经媒体平台刊登的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从福建走向全国[3-4] 。 文艺工作

者以该事迹为蓝本,创作了芗剧《碧水赞》和话剧《龙江颂》。 随后,上海京剧团将话剧改编成京剧;
1972 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龙江颂》拍成了电影并广泛传播,塑造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以龙海县

榜山公社洋西大队为代表的让水不争水、小我服从大我、小家顾大家的人民群众就是《龙江颂》的

“剧中人”和“剧作者”。 然而,在京剧《龙江颂》的创作过程中,还有一群不太被关注的“剧中人”和

“剧作者”,他们来自《龙江颂》剧组多次下乡体验生活的上海市嘉定县外冈公社葛隆大队。

一、被遗忘的“剧中人”与“剧作者”

不少文献提到了《龙江颂》剧组下乡的情况,如署名上海京剧团《龙江颂》剧组团支部的文章

《苦练两个基本功,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提到,团支部成员遵循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指引的方向,深入农村,“通过先后 5 次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塑造无产阶

级英雄形象,打下了思想基础” [5]52-53。 5 次下农村,有 3 次都是去了葛隆大队,饰演《龙江颂》女主

角江水英的京剧演员李炳淑曾写道:“1969 年和 1970 年,我们剧组先后 5 次下农村。 ……真正触动

我的思想,使我觉得收获比较大的,是三次去嘉定县外岗(冈)公社葛隆大队。” [6]在京剧演员童祥苓

的口述历史中,他的爱人,即在李炳淑之前饰演江水英的京剧演员张南云[7] 也有在葛隆大队劳动的

经历。 1972 年 1 月,京剧《龙江颂》演出本发表以后,葛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陈兴祥发出了这样的感

言:“《龙江颂》这个戏,我们大队的社员群众都很熟悉,剧本在创作、修改的过程中,剧组的同志曾几

次来我们大队参加劳动,征求意见。 现在剧本正式发表了,我们感到格外亲切。” [8]

2012 年 6 月 29 日,《龙江颂》的技导孔小石在接受访谈时也回忆:
《龙江颂》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深入生活,这方面各个样板团都抓得很紧。 你假如不深入生活

的话就不能很好地创造人物。 比如《龙江颂》是农村题材的,整个剧组很长时间都要开到农村去。
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到了横沙岛,第二次到了嘉定的葛龙(隆)大队,不管是演员还是创作人员都住在

农民家里。 《龙江颂》的第一主演江水英的扮演者李炳淑她们就住在猪圈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只有

半拉枯稻草,她们就睡在那,每天参加劳动,和农民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生活,一块出工,一块

收工[9]392-393。
上文提到“深入生活,各个样板团都抓得很紧”是当时戏剧创作的真实写照,在《龙江颂》之前,

上海京剧院已经排出了《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部戏,分别是士兵和工人的主题,加上反映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龙江颂》,就可集齐工农兵三大主题。 前两部戏都有深入基层体验生活的经历,如《智

取威虎山》剧组去部队体验生活[10] ,《海港》剧组多次在港口体验码头工人的生活,而《龙江颂》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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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去了农村体验生活。 当时,让贫下中农成为剧中的主角,而且成为担当社会建设的主角,确实是

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背后和贫下中农翻身得解放的历史变化密不可分,这些变化也给文艺工作者带

来全新的课题和挑战。
对此背景的研究重点在于:葛隆大队地处上海郊区,是上海嘉定和江苏太仓昆山的交汇处,位

置偏远,《龙江颂》剧组为什么要去葛隆大队体验生活? 《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学到了什么? 葛

隆大队的干部群众如何看待下乡的剧组,又如何看待《龙江颂》? 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丰富《龙江颂》
的创作语境,补充“艺术—生活”关系中的生活视角,理解当时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和分析人民群众

与艺术作品双向塑造的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认为,在《龙江颂》剧组三下葛隆体验生活的故

事中,应该有葛隆大队的声音,这样才更容易了解《龙江颂》剧组下乡体验生活的初心和创作逻辑。
为此笔者找到了葛隆大队的干部、群众,结合他们的口述历史和当时的新闻报道等文献资料,补充

完善了《龙江颂》在葛隆大队的经历。 我们先从《龙江颂》的女主角江水英以及饰演江水英的李炳淑

说起。

二、李炳淑、江水英与周丽琴

在革命样板戏《龙江颂》里,李炳淑所饰演的女主角江水英是一位来自基层的大队党支部书记。
此前,福建话剧团话剧版本以及后来的上海新华京剧团版本的主角,均为一位男性大队支部书记,
而这位男性支部书记的故事原型有郑饭桶、郑流涎、杨保成[11] 、杨金海等干部群众。

1969 年 4 月 8 日,江青指令上海京剧团组建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随后又指令把剧中的男支

书换成女支书。 巧合的是,在当时流行的工农兵形象革命宣传画中,代表农民形象的也是一位女

性。 不过,京剧《龙江颂》的主角从男性变成了女性,不能简单定义为是出于彰显妇女地位的考量。
比如,张晴滟就认为,样板戏中的人物如柯湘、阿庆嫂、江水英由现实故事原型中的男性变成了舞台

上的女性,“并非主创者想借此彰显妇女地位的提高,而是发扬了‘程’派以旦角唱腔为中心创排剧

目的经验” [12] 。 然而,《龙江颂》对农民的舞台形象还是有考量的。 饰演江水英的演员原本是张南

云,但在《龙江颂》修改四稿以后,她被“调到‘五·七京剧培训班’当教师了” [13] 。 《龙江颂》当时的

技导孔小石回忆,换张南云是因为她虽然“各个方面,基本功、唱都很好”但“总觉得她不是农民,不
够淳朴,不够朴实,不够憨厚,她有点洋气……和农民不符合”,所以换成了李炳淑。 这是因为“李炳

淑是安徽农村来的,她本身的气质非常朴实,人也非常好,一上台就觉得她是一个很朴素的

人” [9]398。 就这样,李炳淑最终出演了《龙江颂》的女主角———江水英。
李炳淑当时已经小有名气,在《龙江颂》之前,她成功塑造了《杨门女将》 《白蛇传》两部戏的主

要角色。 但面对贫下中农这一全新的舞台角色,她有点不知所措。 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给了

我新的艺术生命》一文中,李炳淑说道,“1959 年 8 月我被送进上海戏剧学校……学的全是帝王将

相、才子佳人的戏”。 因此饰演起作为大队书记的江水英“不知道手往哪里放,脚步怎么跨,觉得头

脑空空,茫无头绪” [5]55-57。
但是,在下乡体验生活的葛隆大队里李炳淑找到了一位可供学习的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 经

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李炳淑这样描述这位女支部书记:
这里且说说我从一位女支部书记身上得到的感受。 这位同志是在贫下中农中土生土长的,没

有“官”的样子。 葛隆的贫下中农都把她当作贴心人和领路人,有事都愿意去找她解决。 工作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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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多,但她从不脱离劳动。 她对队里的家家户户都很关心,对后进群众更是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

地上门做思想工作。 她很善于团结同志。 有一位干部在“文革”中反对过她,而且反错了,但她仍然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帮助和团结这位同志一道革命,使葛隆大队的党群、干群和干部之间的关

系非常融洽。 象这样的同志,在农村中很多。 她们的为人是那样纯朴,那样亲切热情,思想境界是

那样高,那样美
 [5]58。

还有一些文字也提到李炳淑下乡体验生活时向这位女大队长学习的情况。 比如,袁成亮指出:
“为了创造好江水英这个角色,李炳淑多次到上海郊区农村体验生活,从未干过农活的她跟农民们

学习割稻、打场等各种农业劳动,还跟一位深受群众喜爱的生产大队女队长体验生活,观察她待人

接物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 [14] 。
这两段文字带来一些思考,如果李炳淑是学着这位女队长来塑造江水英这个角色,那么这位深

受群众喜爱的生产大队女队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龙江颂》中江水英的舞台形象原型。 只

是这位女大队长是谁? 李炳淑为什么要向她学习? 又为什么着重说一位“官衔”为大队长的人不脱

离劳动且没有官的样子? 这些都成为新的问题。
亦有文献提到过这位女队长的名字,“大队里有个女标兵叫周丽琴,她发现了一件‘血衣’,说是

阶级报复的铁证,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因此《龙江颂》里的女主角就要以周丽琴为原型[15] 。”
只是这些描述展现的是一个“文革”期间典型的政治人物形象,和李炳淑的回忆也有较大反差。 笔

者对周丽琴和相关葛隆干部群众的口述历史研究,为更好地理解这位鲜为人知的“剧中人”和她所

领导的村庄,提供了一手资料。
周丽琴于 1939 年 8 月出生于葛隆村,她出身贫苦,幼年丧父,母亲为生计所迫,把她送去当了童

养媳;新中国成立后,她上了两年学,后来靠着一股干劲成为葛隆大队大队长、党支部书记;“文革”
伊始,她被当做“当权派、走资派”批判,但她始终坚持劳动,和葛隆大队的干部群众一起平整了望娘

湾和蒲鞋湾的土地,让葛隆从原本需要国家救济的大队变成了不仅粮食能够自给而且还能支援国

家的大队。 后来她自己也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标兵,并被推举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成
为上海领导班子里为数不多从农村成长起来的女干部,并和陈永贵、郭凤莲、邢燕子一起成为那个

时代引领农村建设的标杆。 在上海市工作期间,周丽琴参加了党的九大、十大,成为第十届中央

委员。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编《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1921-2003)》
对周丽琴有如下准确介绍:

1966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 年 5 月至 1968 年 11 月任嘉定县外岗公社葛隆大队大队长。
1968 年 11 月至 1969 年 2 月任嘉定县“革委会”常委,嘉定县外岗公社葛隆大队大队长。 1969 年 3
月至 1970 年 2 月任嘉定县“革委会”常委,嘉定县外岗公社葛隆大队“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
1970 年 3 月至 1973 年 8 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1973 年 8 月至 1978 年 12 月任中共上海市

委常委[16]。
在《龙江颂》剧组到葛隆大队的 1969-1970 年,周丽琴也经历着人生中最大的变化,她从葛隆大

队的大队长变为嘉定县委常委,又成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在《龙江颂》剧组去葛隆体验生活

之前,周丽琴和她所在的葛隆大队已经在上海有了相当的名气,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充
满生机和活力,社员积极出工,大队里涌现出很多无名英雄。 在《龙江颂》剧组走后的几年,葛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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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有了更大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代表,这一点在后文会继续讲述。 周丽琴在上海的

工作也可圈可点,她分管农业是郊区组(也称“五办”)的负责人。 作为“新干部”,她和上海警备区

副司令员张宜爱、老干部张辑五组成了“三结合”小组,保障了上海的“菜篮子”。
按照当时的干部制度安排,周丽琴除了在上海市的工作,每年还需在葛隆大队完成 120 个工。

后来,市里工作太忙减为 80 个工。 据回忆周丽琴从市里开会回来,经常不进家门直接就去地里劳

动。 这才有了李炳淑对周丽琴的评价:“没有‘官’的样子,工作忙,会议多,但她从不脱离劳动”。
除了劳动,周丽琴在生活中也保持着勤俭朴素的作风。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当时《龙江

颂》剧组在葛隆大队体验生活,服装师为女主角江水英“设计了两套衣服,一款是暗红色格子的毛料

上衣,还有一款是枣红色花的中式上装,脖子上加一条淡黄色毛巾”。 时任《龙江颂》创作组组长和

总导演的李仲林“认为把贫下中农搞得太漂亮了,要照周丽琴的衣服样式做,还要打上补丁。 服装

师不买账,就是不改。 后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15]97-98。 周丽琴的衣服是什么样式呢? 通过搜集到

的照片,发现周丽琴常常穿一身灰色或黑色的粗布衣服,配上一双搭袢的布鞋。 事实上,在上海工

作的很长时间里,她都没有一件正式的衣服,以至于有一次在上海一个宾馆接待外宾时,服务员因

她的穿着而不让她乘坐电梯。 直到 1973 年,她作为中日友好协会访日代表团副团长出访日本,才有

了两套像样的衣服,巧合的是,李炳淑也是访日代表团的成员。
在周丽琴的回忆里,到葛隆大队插队的李炳淑也是能吃苦和接地气的:“她在我们大队蹲点,学

着我演支部书记,她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好几个月,我从市里回来,就让她到家里吃饭。 我挑担,
她跟着学挑担。 我参加劳动,她就跟我一起参加劳动,我做什么,她就做什么,我告诉她这个怎么

做,那个怎么做。”现实生活中,周丽琴不怎么看戏,因为需要下地劳动没有时间。 但是在上海接待

外宾时,就得陪着外宾看戏。 根据周丽琴回忆,平时看戏,她一般都坐那里休息,但每次李炳淑一出

来,“我就睁大眼睛看,看她演得像不像我”。 葛隆大队的副队长,人称“赤膊大队长”的薛友忠也回

忆道:“《龙江颂》(剧组)来了很长时间,李炳淑人很好,没有架子,和农民一起劳动,剧组也演戏给

农民看” ①。
在这种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关系中,李炳淑也从下乡中获得了新的认识:
我第一次去葛隆,领导上就关照要做长期打算。 而我因为缺少这种思想准备,开头总是别别扭

扭的。 但是贫下中农的光辉榜样毕竟在感染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时间一长,几度来回,和贫下中

农接触多了,感受就不一样了[6]57。
此前的李炳淑认为“把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演给工农兵看,就算是为工农兵服务了”。

在葛隆大队体验生活之后,李炳淑认为,“从演才子佳人到演江水英,不能不经历一场从一个阶级到

另一个阶级的思想革命” [6]55-56。
其实,在当时的葛隆大队,像周丽琴这样的女性还有很多。 根据 1972 年 3 月 8 日《解放日报》的

报道和周丽琴、薛友忠的回忆,“葛隆大队的女性占总劳动力的 63%,其中 12 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2 人加入了共青团”。 新中国成立后,葛隆大队的女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翻了身,“成为大队书

记、生产队长、会计、赤脚医生、拖拉机手、插秧机手、电工、植保员” [17] ,活跃在农副业生产的各个岗

位,成为建设新农村的主力军,涌现出李惠英,陈雪珍、俞桂珍、汪云珍、陆丽娟、严秋月等一批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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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觉悟的模范社员。 可以想象,这些生活中的“剧中人”群像,比样板戏中的女性形象更为丰富

多彩。
除了体验生活,《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也练就了很多技能。 比如,剧中第五场戏《抢险合龙》

中很多高难度的腾翻跌扑动作是剧中的亮点,但是,要练就这样的“高台蹬板跟头,需要 20 公分厚

的海绵垫子,当时没这个条件”,技导孔小石就和演员把打谷场上的稻草“铺平当做保护垫子使用”。
就这样,“在第一次到葛隆大队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打下了高台蹬板前扑高难度跟斗的基础” [18] 。
《龙江颂》剧组团支部也写到,“我们既向贫下中农学习,练了思想,又在这个露天练功房里,在稻草

堆上,练出了一些难度较高的项目,为演好《龙江颂》增添了新的色彩” [5]52-53。

三、《龙江颂》、“龙江精神”与葛隆大队

1972 年 1 月,京剧《龙江颂》演出本发表;同年,电影《龙江颂》拍摄完成。 至此,围绕福建龙海

人民群众舍小家顾大家的抗旱救灾事迹的文艺创作已持续了十年,最终形成了报告文学、新闻报

道、诗歌、歌曲②、话剧、样板戏、电影等立体的传播体系,又经流动电影放映队、地方工宣队、群众曲

艺团在基层的传播,最终让龙海县的抗旱故事从“玉枕风格” “榜山风格”提升至“龙江风格” “龙江

精神”的高度,有了“样板”的示范作用,也让“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顾全大局、舍己为人” [19] 的集体

主义和共产主义风格传遍全国。 作为当时的 IP 级文本,《龙江颂》在教育和召唤群众成为社会主义

建设主体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成就了基层传播“以思想教育、文化宣传为特征的软性治

理” [20] 。
 

例如,《龙江颂》中并不是针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展开批评,而是进一步提倡更具全局观的集

体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点在江水英和李志田的对话中能得到生动的体现。
江水英:问题就在这儿,你怎么净想我的,我的。
李志田:我的? 我说的都是集体的。
江水英:不错,是集体的,可这是个小集体,仅仅是一个点!
李志田:一个点?
江水英:在抗旱这盘棋上,它只是个卒子[21]。
文艺作品中所倡导的这种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风格和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形成共鸣

关系。 1972 年,天津地区大旱,在决定把有限的水资源留给工业还是农业使用时,“龙江风格”发挥

了教育的作用。 1974 年 3 月 15 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署名上海京剧团《龙江颂》剧组的一篇文章

《 <三上桃峰>要突破什么框框》,除当时有代表性的批判话语之外,我们还能找到这样的细节:
闪耀着共产主义的“龙江风格”在各条战线发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前年,天津地区大旱,党组

织决定把水留给工业使用。 有些农村干部思想不通,但在看了电影《龙江颂》后说:我这不像李志田

了吗? 于是关上自己的闸门,让水迅速流到天津。 并以自力更生精神,打井、汲水抗旱[22]。
又如,电影《龙江颂》在山西昔阳放映期间,正逢全县“大打抗旱保苗,兴修水利的人民战争之

际”,昔阳城关公社、安坪公社的干部群众在观看电影《龙江颂》以后倍受鼓舞,他们对照龙江精神,
结合自身实际,抗旱保苗,兴修水利。 龙江颂也被人民群众称为“及时雨”“促进风”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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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如周彦作词,郑诸昌作曲的《张大妈喜看〈龙江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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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样板戏《龙江颂》走红之后,一些出版物上也刊登了大量的“学习心得”和“札记”,可谓当

时的“观影感受”和“影评”。 如《人民日报》1972 年刊发了署名丁学雷的《龙江风格
 

万古长青———
评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署名彤文、龚仁平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凯歌

 

———评革命现代京剧〈龙江

颂〉》等。 在当时众多的心得体会中有一篇来自嘉定葛隆大队,名字叫做《让“龙江风格” 遍地开

花———嘉定县外冈公社葛隆大队贫下中农盛赞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文中这样写道:
《龙江颂》中所描写的龙江大队堵江的奇迹,在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正在不断地涌现出来。 拿我

们大队来说,前不久,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平整了四百多亩高岗田,这在过去也是不敢想象的,为了

平整这些田地,整个大队沸腾起来了,男女老少都参加了战斗,大队干部以江水英为榜样,艰苦奋斗

冲在前。 老贫农以阿坚伯为榜样,一马当先干在前;青年们以阿莲为榜样,“立志学英雄,重担挑肩

上”生产队之间,也都发扬了“龙江风格”,相互支援,相互帮助,没有多少时间,就把这几百亩土地平

整完了[8]54。
这段文字还原了在《龙江颂》的鼓舞下,葛隆大队平整四百多亩高岗田的故事,在葛隆大队,这

种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还有很多。 周丽琴还没有去上海市工作的时候,就和陈兴祥、高进生、薛友

忠等大队干部及群众一起平整望娘湾和蒲鞋湾。 望娘湾和蒲鞋湾原是葛隆大队一片曲曲折折的河

道,摇船进去需要两个小时才能绕出来。 平整土地的时候,整个外冈乡的农机队和嘉定区的十几台

拖拉机都来支援,这本身也是集体主义精神的写照。
经过几年的建设,葛隆大队逐渐发展起来,成了农业学大寨的标兵,也成了外冈公社最富的大

队。 土地平整了,耕地面积增加了,粮食连年丰收,不仅满足了自己的口粮,还把有余的粮食上交给

国家,油菜亩产连年嘉定第一;大队办起了五金厂,有加工领扣的机器 10 台,加工弹簧的机器 3 台,
加工铁路扣的机器 2 台,别针机 4 台,钥匙圈机 3 台,裤扣机 2 台,生产的东西远销海外;大队组建了

运输队,水运有轮船和拖船,陆运有一辆汽车和两辆大型拖拉机,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台手扶拖拉机,
还有翻斗车、插秧机、强打机、复打机、饲料粉碎机等公共的农业机械;葛隆大队还让农村基层干部

和贫下中农学文化[24] ;办起了图书室[25] ,被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纪录片《大队文化室》,在全

国放映[26] 。
 

大队工宣队里“有十几个老妈妈”,她们排列一些歌曲和戏剧片段,在地头上给群众

演出。
虽然文艺中的“龙江精神”高于现实,但是现实生活更丰富,历史的“剧作者”也往往比文艺中的

“剧中人”更多彩。 在关于《龙江颂》的诸多回忆中,经常提到张南云或李炳淑住过葛隆大队的猪圈、
草棚旁边的房子,不少文献把它当做剧组深入基层吃苦受苦的例证。 事实上,葛隆的草棚,对于文

艺的“剧中人”和历史的“剧作者”来说,并不是贫穷的代名词,而是另有含义———尽管这已经超出了

《龙江颂》的主题。 在 1972 年 3 月 8 日的《解放日报》刊登的《她们是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先锋———
记嘉定县葛隆大队妇女的先进事迹》一文中,讲到葛隆大队创业时期,周丽琴精打细算、勤俭办社的

事情。 当时大队“要办小工厂,有人要造几间新房子”,周丽琴“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勤俭

办社的一系列指示”“教育大家发扬穷棒子精神,要讲实效,不要讲好看。”最终把“小工厂办在原来

大队饲养场的草棚里,去年一年,几个小工厂净收入五万多元。 群众豪迈地说一间破草棚,派了大

用场,机器照样隆隆响,支援国家建设大力量” [17] 。
与此同时,富裕起来的葛隆大队建起了葛隆新村,新村由葛隆大队自己培养的建筑队设计和建

造,楼房建好以后,让生活困难的贫下中农先搬进去住,到 1976 年,已经建了十二幢楼房,大部分村

861



赵月枝,等　 文艺“剧中人”与历史“剧作者”———《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经历

民都搬进了新村。 然而,一手规划和主持新村的周丽琴却没有搬进新房,她打算等所有贫下中农都

搬进去后再入住。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 1980 年,她才在七个生产队长的帮助下造好了自己的房

子。 在上海工作期间,她拒绝了上海分给她的一幢别墅和嘉定分给她的 150 平的房子,现在独居在

嘉定一幢居民楼一层一套 44 平方的房子里。
周丽琴还讲道,“葛隆大队附近的甘柏(音)大队由于电线短路引起了火灾,房子、仓库都被火烧

掉了,生产队里吓得不得了,队长急死了,社员一天没吃东西”。 她所在葛隆大队的干部群众知道了

这些情况,就用手扶拖拉机送去化肥、桌子和五千块钱支援他们。
由此看来,外冈人民公社自愿帮助葛隆大队平整土地和葛隆大队支援附近大队本身,就是龙江

精神的真实写照,而周丽琴本身也是一位江水英式的人物。 考虑到葛隆大队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热情和后来的发展,这部“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戏选择葛隆大队体验生活也是合情合理

的。 葛隆大队建设期间,全国有很多地方的人来葛隆大队参观学习。 除了李炳淑以外,还有很多导

演、演员都到过周丽琴所在的葛隆大队。 根据周丽琴回忆,大约在 1969 年,陈琳(音)也她家住了很

长时间,她来葛隆大队拍新闻纪录片《雨露滋润禾苗壮》,里面就有周丽琴和葛隆大队干部群众劳动

的镜头。

四、余论

《龙江颂》作为样板戏中以农村和农民为主体的唯一剧目,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 根据《毛

泽东年谱》记载,1972 年 7 月 30 日,毛泽东同志在接见李炳淑时说:“《龙江颂》这个戏不错,我看过

四次电视,一次电影。 五亿农民有戏看了,你回去告诉他们,说我感谢他们为五亿多农民创作了一

出好戏” [27] 。 而在李炳淑的回忆里,毛泽东在接见她时还说道,“你们为五亿贫下中农演了一个好

戏,我国将近 6 亿贫下中农,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戏,还只有你们《龙江颂》一个” [28] 。
追溯《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一段经历,并不是要在《龙江颂》的龙海叙事之外再找一个上

海起源,而是想证明在当时中国的很多地方都像龙海一样出现了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也出现

了各种“江水英”式的、经过锻造的具有社会主义建设主体性的带头人。 带领葛隆大队创业的周丽

琴,正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当然,笔者并不能更为精确地描述 1969-1970 年《龙江颂》剧组下乡时的葛隆大队究竟是什么

样。 但是,抛开具有时代特征的话语表达方式,依然可以从《龙江颂》剧组在葛隆的经历中在文艺、
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得到一些启发。

首先,《龙江颂》剧组的下乡并不是走马观花地看一看,而是在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收获了

最为生动和鲜活的艺术体验。 这种体验才真正把文艺“剧中人”和历史“剧作者”有机融为一个整

体,也让知识分子和群众有了进一步的结合,尽管在后来的叙事中,这种结合既有革命的浪漫主义

精神,也有知识分子受苦受难的张力。 这也恰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

指出的,“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相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相互认识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能而且

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摩擦,但是大家只要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29] 。 《龙江颂》剧

组下乡的经历,是文艺工作者如何践行群众路线的问题,也是文艺为谁以及如何落地的问题。
其次,《龙江颂》与葛隆大队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艺术与生活关系。 葛隆大队为《龙江颂》的创作

提供实践场地,《龙江颂》也鼓舞着葛隆大队以及更广泛的全国干部群众。 《龙江颂》剧组去葛隆,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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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江水英气质的周丽琴有关,也和葛隆大队干部群众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关。 一方

面,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是滋养艺术的源泉;另一方面,艺术又以其特有的方式,鼓舞了人民群众建

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如前文提到天津、山西的农民用《龙江颂》来理解工农关系、城乡关系。 这种双

向赋能一直持续在龙江颂故事十几年的创作过程中。
今天,样板戏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很多样板戏也成为红色怀旧经济的资源。 虽然它们也在一

些剧场出现,但这些场所和当年田间地头、工厂车间那样的演出场所已经大相径庭,“送”文化下乡

虽然也给农民带来了一些文化福利,但不免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味道。 如何像《龙江颂》那样,实现

“剧中人”与“剧作者”新的连接,是新时代文艺创作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经典遭遇市场和资本收编,
文艺生产百花齐放又众声喧哗之际,在乡村振兴、集体经济创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时代强音的今

天,回顾《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经历,对新时代产生像《龙江颂》这样具有思想引领意义的文艺

作品具有启发性。 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八十周年之际,我们可以重温上海《龙江

颂》剧组在纪念这一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时所表达的心声:“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从工农兵实际生活出

发,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人民”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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