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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女驸马》是与《天仙配》一样影响深远的经典剧目。它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然而，文革期间却被

批判，与之相关的王少舫、陆洪非、时白林等人都受到批斗。本世纪初，还闹起了一场剧作者之争。那么，这部

黄梅戏老三篇之一的剧目是怎样诞生的？本文作者在详细采访后，还原它的来龙去脉。 记者周玉冰

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

开，省黄梅剧剧团为大会上演《女驸马》，

再次受到热烈欢迎，一如当初的《天仙

配》。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上台与演员合

影，并对严凤英说：“我们又见面了。”

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剧团赴北

京演出《女驸马》。导演刘琼赶到北京，对

陆洪非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安徽电

影厂要把《女驸马》拍成电影，让他赶紧把

舞台剧本改成电影文学剧本。

陆洪非与王少舫、查瑞和等人住在广

渠门外育婴堂一个大房间里，考虑到改剧

本要安静，领导在崇门外找了一个叫东三

义的旅店，陆洪非就在这里改剧本。外面

不时传来骡马声，陆洪非啃着火烧喝着

白开水，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将剧本改好，

交给刘琼。刘琼很满意，带回了上海。

1959年9月，电影《女驸马》开拍。黄

梅戏再次借助电影的翅膀，飞越海内外，

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为救李郎离家远，

谁料皇榜中状元”的歌声。

争论一直持续到陆洪非去世后的一

两年，后来许多知情人站出来，道说剧本

的诞生过程，争论才得以平息。应该说，

《女驸马》的问世，王兆乾功不可没，但由

于政治问题，时代没有给他再次改编创

作的机会，杨琦让平铺的故事有了曲折

起伏，而陆洪非则把《女驸马》再次升华

到一个高度，成为黄梅戏曲中的一朵奇

葩。

黄梅戏代表作《女驸马》是一部极富传奇色彩的古装戏，说的是民女冯素贞冒死救夫，经历了种种曲折，终于如愿以偿，成就了美满

姻缘的故事。该剧通过女扮男装冒名赶考、偶中状元误招东床驸马、洞房献智化险为夷等一系列近乎离奇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戏剧情节，

塑造了一个善良、勇敢、聪慧的古代少女形象。

黄梅戏名剧《女驸马》的来龙去脉

2000年3月17日，合肥一家晚

报副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陈荣升

的文章《王兆乾与黄梅戏》，文章高

度评价了王兆乾对黄梅戏发展的

贡献，同时说他参加了经典剧目

《天仙配》的挖掘和谱曲工作。实

际上，在安庆市委宣传部工作过的

陈荣升弄错了，王兆乾根本就没有

涉及《天仙配》的创作。改编、创作

过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牛

郎织女》的陆洪非是黄梅戏金牌编

剧，德高望重。王兆乾看到文章

后，马上给陆洪非写了一封信，表

示对陈荣升的文章毫不知情。

陆洪非感到有些人在拿《天仙

配》、《女驸马》说事，决定在有生之

年将当初的创作情况予以说明，于

是写了一篇《〈天仙配〉的来龙去

脉》发表在2000年的《黄梅戏艺术》

上，详细阐述了黄梅戏《天仙配》的

诞生历程，同样提及了《女驸马》的

改编过程。

王兆乾虽然与《天仙配》无关，

却是最早创作《女驸马》的人。看

到陆洪非文章后，王兆乾也发表文

章，叙述自己怎样发现《女驸马》的

前身《双救举》以及如何改编。他

的文章发表后，远在外地的杨琦说

话了，因为王兆乾说他当初是《女

驸马》的导演。于是，他也发表文

章回忆当初安庆地区让他改编王

兆乾的《女驸马》情况。一时间，争

论闹得沸沸扬扬。

《女驸马》的前身《双救举》，仅流传

于潜山、岳西一带，1939年由潜山良友班

唱后就很少演唱。它讲述的是冯素贞女

扮男装考取状元救夫君的故事。1957年，

安庆筹建地区黄梅剧团，聘请了民间艺人

胡玉庭、龙昆玉等人。由于王兆乾在大别

山以部队文工团的身份参加土改，与老艺

人左思和有着友谊，他把左思和也聘请到

剧团。那时候，人们对政治身份看得很

重。由于左思和担任过国民党的村长，他

不能在剧团待下去了，处境同样不好的王

兆乾也无法留他。临走前，左思和交给王

兆乾一个手抄剧本集，是黄梅戏36本戏

外的《双救举》、《双插柳》、《刘子英打虎》。

早期的黄梅戏没有专业编剧。所谓

的剧本实际上是个故事大纲，演唱时由演

员根据故事自由发挥。因而《双救举》仅

是一个故事梗概，同时带有封建糟粕。

1958年5月，王兆乾去岳西帮助建立高腔

剧团，开始对《双救举》进行改编，定名《女

驸马》，写完后交给地区黄梅剧团。大跃

进的年代，政治氛围浓厚，剧团的许多人

对于国民党时期当过村长的左思和和受

过处分的王兆乾都很冷漠，不敢排他的

戏。最后是王鲁明和麻彩楼力主排练，准

备参加在芜湖举行的省二届戏曲会演。

不过王兆乾署的是笔名“王湛”。

在参加省会演前，安庆地区先搞了地

方戏会演。地区剧团两个剧目参加，一个

是现代戏《淮北平原稻花香》，因作者杨琦

是右派，便否定掉了。另一个就是《女驸

马》，但是会演没有成功，杨琦说：“致命的

弱点是没有戏，剧本没有起伏跌宕，没有高

潮，没有悬念，缺乏动作性，人物性格模糊，

内心世界空虚。基本上是平铺直叙地讲一

个故事。”演出的失败，宣布“地黄”全军覆

没，这个事实省里不能接受，要求黄梅戏的

家乡安庆必须有剧目参加。

安庆地区剧团团长姚明找到杨琦，让

他抓紧时间修改。杨琦因为自己是右派，

不敢相信剧团会找自己，同时他又拒绝，要

求让原作者修改。但那个时代强调个人绝

对服从，他推脱不了，埋头对全剧结构重新

修改，重写“金殿”一场。改完后，演员急匆

匆背台词，就参加了芜湖的会演。

《女驸马》作者之争 王兆乾初创《女驸马》

杨琦再改《女驸马》

电影《女驸马》

会演后，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

希圣觉得故事好，值得好好打造，应该对剧

本重新创作，让省团的严凤英主演，准备参

加即将到来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演出。就

在《女驸马》结束芜湖会演来合肥汇报演出

的一天夜晚，当时的省文化局艺术处长江枫

接陆洪非去稻香楼曾希圣的住处。到达时，

文化局长钱丹辉也在场。曾希圣待陆洪非

刚刚坐定就说：“洪非同志，《天仙配》经过你

的手，火到国外去了。现在有一个新的任务

给你，安庆的《女驸马》故事不错，值得打磨，

这个任务交给你，要打造得像《天仙配》一样

成功！”

根据曾希圣的建议，陆洪非很快成功

改编了《女驸马》，增设了一个冯益民，并且

对唱词进行了全面的改动。他这一改，成

就了黄梅戏剧史上又一部经典作品。

杨琦后来写文章说：“洪非同志

对《女驸马》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增加了冯益民这个人物，这是神

来之笔！大大丰满了‘状元府’和‘金

殿’这两场戏。更为重要的是，使公主

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整个戏的喜剧

风格也随之得到统一。而且加大了刘

大人的戏，把这个人物刻画的十分生

动……”

陆洪非化腐朽为神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