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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熟悉
的旋律，讲述“白毛女”喜儿的故事，感动了
几代人。

上世纪四十年代，平山县天桂山一带，
流传着白毛仙姑的传说。《晋察冀日报》记
者李满天在冀西平山、阜平一带采访时，了
解到白毛女的故事，创作了小说《白毛女
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鲁艺集体创
作了歌剧《白毛女》，于1945年在延安中央
党校礼堂首演。当时，毛主席观看了演出，
引起了他对平山县的极大关注。

1947年3月，刘少奇和朱德离开陕北，
带领中央工委寻找中共中央新的落脚点
时，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你们到白毛女的
故乡去吧！”

一

河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智全海还记
得：那天一大早，自己从平山县动身，驱车
赶往天津。车上装着他特意准备的平山特
产——小磨香油和小米。

智全海要去天津看望一位老人，老人
名叫杨润身。

杨润身，平山籍老作家，电影《白毛女》
编剧之一。就在前一天，已重病缠身的杨润
身给智全海捎信儿，要和他见一面，说想他
了。当时，智全海的案头摆放着正在创作的
电视连续剧《白毛女》剧本初稿。

智全海被誉为“红色剧作家”。由他编
剧的河北梆子现代戏《白毛女》，经平山县
河北梆子剧团排练公演后，引起不小的反
响。2013年春节前夕，河北梆子现代戏《白
毛女》进京演出，在人民大会堂展演后，受
到高度评价。此剧先后获得河北省“五个一
工程”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这部戏，也
让平山县河北梆子剧团满血复活，在革命
老区平山县传为佳话。

杨润身告诉智全海，他平时很少哭，
但看了老家的新编河北梆子《白毛女》后，
流泪了。见到智全海，老人十分激动，他拉
着智全海的手，用原汁原味的平山话拉家
常，询问电视连续剧《白毛女》剧本创作
情况。

老人说，一定要忠实于原著，不要为了
票房而杜撰一些离奇的故事。智全海看着
身体虚弱但依然思维清晰的老作家，认真
答应了下来。

二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
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喜儿扎
起来……”

这段有着浓郁河北民间音乐特色的唱
段，曾唤起多少人的共同记忆，至今家喻
户晓。

1942 年 5 月 2 日至 23 日，党中央在延
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
到群众中去，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艺作品。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汇集了当时最
优秀的文艺界精英，其中包括后来参加大
型新歌剧《白毛女》创作的王滨、瞿维、张庚
等人。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河北是一片红色的沃土。在这

片沃土上，许多红色文艺经典熠熠

生辉，成为现当代文艺史上一座又

一座高峰。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

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

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

在。民族歌剧开山之作《白毛女》，

其创作灵感和重要音乐素材来源于

河北太行山上；用万里长城写照中

国人民抗日决心的摄影佳作，从一

个叫作碾盘沟的河北小村庄传遍神

州，点燃中华儿女誓死不屈的民族

精神；“荷花淀派”代表作家孙犁，用

质朴清新的文字书写那段血与火交

融的岁月；平山青年曹火星，谱写出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支代

表亿万人民心声的不朽红歌……

穿透历史风云，重温红色经典。

从即日起，本报联合河北省作

家协会推出“致敬河北红色文艺经

典”系列。该系列选取不同领域烙

印着河北记忆的红色文艺经典，重

温这些经典的创作之路，鼓舞当代

作家艺术家鉴往知今，做时代风气

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断攀登

新时代的文艺高峰。

河北梆子优秀青年演员、“大
武生”郝士超终于圆梦：以票数排
名第一的好成绩，摘得中国戏剧表
演艺术最高奖项梅花奖。

消息传来，多少热爱河北梆子
的戏迷，喜欢郝士超的观众和粉
丝，都禁不住为他欢呼，也被他感
动。这位从小心怀“大武生”梦想、
从正定古城走出来的戏曲传承人，
用自己的勤奋、拼搏和对艺术的执
着、专注，耕耘地方戏曲和传统文
化三十年，终于守得梅花绽放，香
满梨园。

对戏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优秀的武生演员，培养周期长、综
合素质要求高，往往一“角”难求，
故有“大武生”之名。郝士超以河
北梆子这一地方剧种为根基，横跨
昆梆不同剧种、唱念做打皆优秀，
因而获得观众和同行的高度认可。

这样的郝士超，怎不让我们对
他的艺术求索之路产生好奇，想问
一问这位“大武生”，到底是凭什么
样的精神和奋斗历程，“修炼”成功
的呢？

梅花香自苦寒来。中国戏剧
表演艺术最高奖项被命名为“梅花
奖”，是对表演艺术规律的归纳和
隐喻。也是郝士超这般“大武生”
们，在舞台上散发无穷艺术魅力的
前提。

郝士超吃过的苦，旁人难以想
象。仅仅这次他在广州夺“梅”的
折子戏专场，他就必须克服昆梆

“双下锅”、重头戏《林冲夜奔》技
术难度大以及表演时大病初愈等
各种困难和挑战。而应对这些挑
战的唯一路径，只有他在长期艰
苦的训练排演中，锻炼出来的临
危不乱的信心，和支撑这种信心
的能力……

像所有专业性强的领域一样，
武生之路，没有捷径，在这条路上，
只有一万小时定律，只有“宝剑锋
从磨砺出”的忍耐，只有“唯知跃
进，唯知雄飞”的不断突破。

学戏难，戏好更难。优秀的戏
曲演员，都把“吃得苦中苦”当作

“一朝绽梅香”的必由之路，他们并
不以此为惧。说到底，“台下十年
功”的艺术追求，终是要以“台上一
分钟”的艺术呈现，来吸引观众、征
服观众。传统戏曲繁荣发展，同样
没有捷径，观众和市场的认可，才
是最终判断标准。越是对舞台表
现挑剔苛求的演员，越是对职业有
雄心甚至有野心的演员，才越可能
摆脱所谓“戏曲式微”的困境，重获
广大观众的喜爱——正如郝士超
凭借精湛的艺术功力和精彩的舞
台表现，当之无愧赢得“大武生”赞
誉一样。

无论是艺无止境的自我督促，
还是山外有山的竞争压力，在戏曲
界，来自舞台和来自时代的挑战，
永远都在。然而，只要“成角儿”这
一理想依然滚烫，只要演员的雄心
依然被尊重、被保护，年轻的戏曲
演员们吃的苦就不会白费，舞台下
的掌声终将给他们回报。

除了个人的努力和坚守，我们
也必须看到：许多“大武生”并非天
才横空出世。他们的成长之路体
现着中国戏曲薪火相传的精神。
郝士超参加梅花奖竞演时，他的三
位恩师孟繁英、徐宝忠和吴桂云都
坐在台下，他们既是他成长的见证
者，又是对照他艺术成就的标杆。
河北梆子作为河北最具代表性的
地方声腔剧种，能够扎根“北方戏
窝子”，保持旺盛艺术生命力，与这
种代代传承、甘当人梯的精神密不
可分。

戏曲之美，本就蕴含传承文化
的题中之义。在一代又一代“大武
生”的精彩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
数代人不懈追求与奋斗的奉献精
神。守护这份纯粹的热爱，才能守
住“大武生”的骄傲与尊严，才能在
时代前进中守住传统戏曲的根脉，
让更多郝士超那样的“大武生”涌
现出来。

1944年，作家李满天的《白毛女人》发
表后，延安鲁艺组织编排歌剧《白毛女》。
歌剧的主笔贺敬之当时年仅21岁，他与
另一编剧丁毅共同完成了这部经典之作。

在音乐方面，剧组认为，此剧人物形
象来自晋察冀，曲调风格就应该有太行
山区的元素。于是，作曲者鲁艺音乐系的
马可、张鲁等人，与导演王滨商定采用河
北地方曲调《小白菜》为音乐素材，创作
出了主题曲之一、脍炙人口的《北风吹》。

1944年，鲁艺音乐系的管林下基层
采风后，带回了河北梆子《大登殿》等节
目。管林的汇报演唱引起了正在创作《白
毛女》的作曲家们的重视，考虑到“白毛
仙姑”的传说产生于河北，他们积极向管
林了解和学习了《大登殿》唱段，并以此
为素材，创作出喜儿上山后，对黄世仁充
满仇恨、控诉黑暗旧社会的大唱段。

1945年 4月 28日，延安中央党校礼
堂座无虚席：歌剧《白毛女》正在举行首
演。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全国
各地前来参加党的“七大”的代表，还有
机关工作人员等共同观看了演出，剧终
掌声如雷。

从这一晚开始，“北风吹”的旋律在
巍巍宝塔山下，在美丽的延河两岸迅速
流传开来。从延安演到农村、城市，在神
州大地上掀起了一股“白毛女风暴”，激
励了千千万万战士和群众，对中国革命
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白毛女》是我国民族歌剧的开山之
作，是中国歌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经典作品。新中国成立后，《白毛女》又被
改编为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作品，其
艺术生命力经久不衰。

三

平山，北冶乡，天桂山。
这里是老作家杨润身生前念念不忘

的地方，这里有他心中的“白毛女”。
奇峰异石的天桂山上，有一个天然

溶洞，洞深20余米，东、西、南各有出口，
三面绝壁、险象环生。据说，这里是“白毛
女”喜儿逃出黄世仁魔掌后藏身的地方，
被称为“白毛女洞”——也是电影《白毛
女》很多情节的取景地。

1950 年，电影《白毛女》开始拍摄，
在主创人员贺敬之、杨润身等人建议
下，摄制组选择了平山天桂山一带进行
取景拍摄。

平山，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一
片红色的土地。抗日战争时期，在平山，除
了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游击队，还活跃着
一支支文艺大军，解放区著名的文艺团体
——西战团、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抗敌剧
社、华北群众剧社等都曾活动在这一带。

《平山党史资料》记载：“全县630个村庄，
有500 多村庄有剧团、秧歌队、霸王鞭
队……比较突出的村剧团就有48个。”

电影《白毛女》编剧之一的杨润身，
是平山柴庄剧社创始人，他身兼学校教
员、剧社社长等多种职务，创作也大都取
材于真实的抗战故事和发生在百姓身边
的真人真事，剧团因此成为晋察冀边区
乡村文艺的一面旗帜。

杨润身深切感受到白毛女的故事，
就是“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
成人”的最好诠释。在创作时，他为电影

《白毛女》嵌进了鲜活的生活元素，让喜
儿的艺术形象更加丰满。杨润身是土生
土长的平山作家，他对当地的生活环境、
风俗民情十分熟悉，因此使得电影《白毛
女》的河北特色愈加浓郁。电影中，大春
上树给喜儿摘水果、杨白劳弯腰割谷子、
老五叔跳井自尽等情节，都来自杨润身
的生活经验。贺敬之不止一次说：“当年

拍电影《白毛女》，请杨润身同志参
与编剧，是找对人了。”

2003 年，天桂山脚下的
燕尾庄村，白毛女艺术陈列
馆开始筹建。陈列馆分四个
展室、一个影视厅，馆藏珍贵

文物 1000 余件，全面介绍了
“白毛女艺术”发展历程，是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场
所。2004 年 5 月，杨润身

带领天桂山白毛女艺
术陈列馆工作人员，
专程赴北京拜访参
与《白毛女》创作的
当事人贺敬之、田

华、王昆等老一辈艺
术家，并征集《白毛

女》歌剧、电影、京剧等各
种 艺 术 形 式 的 历 史 资 料 和

实物。
拍摄电影《白毛女》时，王

滨、水华、杨润身、田华、陈强、
李百万等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工
作者，在平山工作生活了将近
一年时间，留下了许多佳话。
扮演喜儿的田华，得知白毛女
艺术陈列馆筹建的信息后十
分兴奋，她深情地说：“我是
河北人，也是农民的女儿，是
河北肥沃的土地养育了我，
是平山秀丽的山水造就了
我。平山是白毛女的故乡，
我也非常想念平山和当地

的老百姓……”

四

1950年，22岁的田华迎来了演出事
业的高光时刻。

当时，电影《白毛女》剧组决定在两
代“喜儿”的扮演者王昆和郭兰英中，选
一位扮演“喜儿”。

导演水华考虑再三，始终没有表态。
他认为，“喜儿”的扮演者不仅要年龄与

“喜儿”接近，还要有一定的农村生活经
历。《白毛女》的故事发生在河北省平山
县，导演想找个北方人来演。

田华恰好是河北人，自小失去了娘，
家境贫寒，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年关要账
的来了，父亲就出去躲债。这些童年经
历，和“喜儿”颇为相似。

彼时的田华，形象并不是十分抢眼，
甚至浑身透出一股“土气”。然而导演正
是看中了这一点，认定她是“喜儿”的扮
演者。

“演喜儿就是演我自己。”田华后来
回忆说，“我才上了三年小学就跟着部队
到处跑，长得一看就是个土包子。当时很
多人说我不上镜，脸比较平，但导演说，
什么好看不好看的，像喜儿就行！”

在电影中，田华对“喜儿”的勤劳勇
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悉心琢磨，表
演直抵人心。这部电影最终成为红色经
典，也让田华成为国人心中的大众偶像。

从王昆、林白、郭兰英到田华，再到
现如今新一代“白毛女”，这部红色经典
凝聚了几代人的情感记忆。

白毛女艺术陈列馆开馆之际，田华
和陈强站在天桂山下，遥望已经发生巨
变的天桂山景区，发出由衷的感慨。当
年，电影《白毛女》在这里拍摄时，他们都
还年轻，如今却已白发苍苍；当年拍摄

《白毛女》时，创作人员和演员在天桂山
下，与当地群众一起生活、劳动，结下了
深厚友谊。“当年，我吃过平山的大米，喝
过平山的水，平山在我的脑子里，一生都
抹不掉！”陈强几次回到平山，每次都会
激动地重复这些话。

电影《白毛女》一经问世，便成为新
中国第一部在全国引起轰动的影片。首
轮上映时，国内观众高达600多万人，创
造了当时的最高纪录。

五

因为“白毛女”的缘故，贺敬之对平
山，始终一往情深。如今，来到天桂山景
区“白毛仙姑洞”的游客会发现，这几个
字是贺敬之题写的。

平山县文联原副主席焦文琦经常提
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当时，
杨润身带着他进京找到贺敬之，请这位
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为平山县文联的文
学刊物《百合花》题写刊名。

焦文琦问杨润身，见部长起码得带
点儿土特产吧？杨润身说：不用，没必要。

杨润身领着焦文琦，两手空空，径直
走进了北京三里河贺敬之的家。一进门，
贺敬之便笑呵呵地说：润身啊，你这个

“小爬虫”又爬到我家里来了。杨润身笑
着说：虫不死就得爬呀！

贺敬之兴致勃勃地为《百合花》题写
了刊名，还认真加盖了印章。随后，贺敬
之和杨润身畅谈了两个多小时——每每
提起《白毛女》，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和杨润身一样，智全海也是土生土
长的平山人，对“白毛女”有着深深的情
结。完成了河北梆子现代戏《白毛女》的
创作后，他决心还要把《白毛女》改编为
电视连续剧。

经典深入人心，而翻拍经典，则需要
智慧和勇气。智全海知道，这是文化价值
的延续，也是家国情怀的继承，必须用新
的视听技术、新的时代美学重新阐释经
典，与时俱进赋予作品新的生命力。为此，
智全海几次专程前往北京，拜访贺敬之。

和老作家杨润身一样，贺敬之反复
叮嘱智全海：在创新的同时，一定要忠于
原著，翻拍的意义是让经典永流传，而翻
拍的难点在于如何让经典重现光芒。

智全海团队对河北梆子《白毛女》进
行了大胆创编：在继承歌剧、电影、京剧
及一些地方戏曲《白毛女》优点的基础
上，加入了声光电等现代舞台表现手段。

智全海说：“我们用家乡人，唱家乡
戏，说家乡事。再加上《白毛女》‘旧社会
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思想主
题的艺术表达，跟河北梆子慷慨激越、高
亢悲壮的唱腔非常吻合。”因此，河北梆
子《白毛女》，在保持了这部红色经典穿
越时空的魅力之外，又在舞台背景、人物
语言、故事细节等方面，加入了更多具有
平山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

经过精心打磨，2013年 8月 6日，由
平山县河北梆子剧团主演的新编河北梆
子现代戏《白毛女》，登上了央视“九州大
戏台”。

2022 年，为喜迎党的二十大、庆祝
石家庄解放七十五周年，石家庄市评剧
院青年评剧团又将《白毛女》移植为评
剧，编剧同为智全海。2022年 8月 16日，
评剧现代戏《白毛女》在石家庄大剧院首
演，这个久演不衰、家喻户晓的故事再次
打动了观众。

（感谢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大
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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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歌剧改编的电影《白毛女》剧照。

﹃
鲁
艺
﹄
版
歌
剧
《
白
毛
女
》
剧
本
封
面
。

评剧《白
毛女》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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