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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凌晨，著名越剧表演
艺术家、“王派艺术”创始人王文
娟逝世，享年95岁。

在广大越剧迷“心灵的舞台”
上，这位创造了越剧《红楼梦》中
林黛玉、《春香传》中春香、《追鱼》
中鲤鱼精、《则天皇帝》中武则天、

《忠魂曲》中杨开慧、《西园记》中
王玉真、《孟丽君》中孟丽君等众
多角色的“林妹妹”，是永不会谢
幕的。

温岭市松门镇有条“红楼
路”，这条路之得名，是因为 1985
年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成立仅一
个多月后，徐玉兰、王文娟便带团
到当地献演。剧团走后，松门影剧
院所在的这条路便改名为“红楼
路”。其实，“林妹妹”早就与温岭
结缘，在她的艺术生涯中，《红楼
梦》并不是她主演的首部“红楼
戏”，最早的应该为《晴雯之死》，
这出戏的编剧是温岭人王绍舜。
王文娟先创造了晴雯这个角色，
两年后才饰演林黛玉。

8月10日，王绍舜的侄儿，温
岭市历史研究会会员王枰，给笔
者发来一张老照片，正是越剧《晴
雯之死》的剧照。笔者当即找出以
前受赠的王绍舜遗作《晴雯之死》
剧本，并上网在哔哩哔哩找到UP
主“千里共婵娟越剧王文娟”上传
的“王文娟陆锦花唯一留存《晴雯
之死》实况录音全剧+王师《晴雯
冤死》唱段”，对照剧本听录音，想
象当时的演出场景。

唱段简介中称，《晴雯之死》
1955 年 12 月 2 日首演于上海长
江剧场。

笔者对照剧本发现，个别唱
词在演出时作了适当的改动，
如：“到如今，吞声饮恨十分病，
我只有阎王殿上把冤伸！”剧本
上则是：“到今天，吞声饮恨十分
病，我只望，一朝一夕早归阴。”演
出本的这句唱词，增加了一点反
抗精神。

王文娟谈《晴雯之死》

关于《晴雯之死》的创作情
况，王文娟在自传《天上掉下个林
妹妹：我的越剧人生》中谈起过。

她这样写道：“1955年11月，
我们开始排演《晴雯之死》，我饰
演晴雯，陆锦花饰演宝玉，陈兰芳
饰袭人，郑忠梅饰王夫人，这也是
我第一次出演‘红楼戏’。”

她对照林黛玉角色的创造，
谈了饰演晴雯角色的体会。

“说到晴雯，大家自然会想到
黛玉，这也是众多红楼人物里我
最喜欢的两个艺术形象。说来也
巧，两年多后，我在越剧《红楼
梦》中又出演了林黛玉一角。书
中描写晴雯‘眉眼好似林姑娘’，
脂批有评‘晴有林风’，说的是晴
雯有黛玉的风格。这种相似不光
是外貌上的更多是指精神上的。
她们都有着率真的性格，忠实于
自己的感情，不肯向世俗低头妥
协，但身份、环境、经历的差异又
造成她们不同的性格……因此我
在设计唱腔时，多选用一些节奏
明快的旋律，如四工腔清板等，还
吸收了北方剧种中一些轻快活泼
的音乐元素，来表现晴雯的爽利干
练，念白上语速加快、语气短促，音
调上扬，带点俏皮，让人觉得这是
一个口齿伶俐、敢爱敢恨毫无心计
的人。”

“真实感人的表演，来自准确
细致的内心体验，而准确细致的
内心体验又离不开对剧本总体和
人物关系的理解和分析。晴雯之
直与黛玉之曲，晴雯之露与黛玉
之藏，晴雯之浅与黛玉之深，晴雯
之烈与黛玉之郁，作为有幸同时
扮演曹公笔下这两个人物的演
员，我必须理解并表现出两者之

间的共性和差异。”

惜多才，怜薄命

有关越剧《晴雯之死》编剧，
剧作家、古琴家王绍舜的生平情
况，1988 年出版的《温岭文史资
料第 4辑》中多篇文章作了简介，
有王枰的《王绍舜传》、盛里予的

《王绍舜弹奏<胡笳十八拍>录音
选段序》、叶光宇的《一曲情深》、
章甫秋的《曲终人不见》。近年出
版的周素子《情感线索》一书中的

《王绍舜·曹湘渠》和戏曲研究专
家、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
委员会研究员徐宏图所撰的《越
剧<晴雯之死>与编剧王绍舜》，也
写到了他。

王绍舜是温岭县前街人，
1924 年生。据《王绍舜传》介绍，
其父亲王一模是清末秀才，晚年
为培元堂药店坐堂医生。他喜欢
音乐戏曲，一度时期，经常晚上邀
集音乐同好者，弹唱明清传奇中
著名短出为乐，还搜罗购置了一
些如琵琶、胡琴、笙、箫、鼓、板等
伴奏乐器。受父亲影响，王绍舜读
小学时就喜欢乐器，中学时曾先
后向族叔王宗莲（号“种莲老人”）
和高中英语老师王育和学弹琵
琶，其间接触了古琴。在杭州国立
艺专读书时，王绍舜经常参加校
内外的戏剧活动。后受温岭师范
聘用，担任过音乐和图画教师，还
先后调到台州文化馆、黄岩台州
农校工作，担任过农校语文教员。

“1954 年寒假期间，王绍舜
写了一部《晴雯之死》越剧剧本，
寄到华东戏曲研究院（副本寄省
文化局），该院认为有修改价值，
来信嘱他征得农校领导同意，去
上海越剧院修改，争取不久上演。
从此他对戏剧写作也发生了浓厚
的兴趣。”

《晴雯之死》在上海演出后，
影响较大，由誉满越剧界的王文
娟扮演晴雯。该剧的成功，使得王
绍舜有机会进入省文化局工作，
后又转至杭州文学艺术研究所、
曲艺团，直至在省越剧二团任特
约编辑。

“《晴雯之死》上演后，他又写
了《宝玉与黛玉》《花魁女》《嫦娥
奔月》《娥皇女英》《柳莺记》《夜明
珠》和《清风楼》等剧本。在现代戏
逐渐占领戏剧舞台的同时，他又
创作和改编了《南海长城》《春到
草原》《柜台》《红嫂》《迎春花》《苦
菜花》等现代戏曲，其中不少曾由
浙江一团、杭州曲艺团及各地县
剧团演出。他编写的戏曲故事《比
目鱼》、地方戏曲《懒惰嫂》、说唱

《歌唱农业大协作》，分别由浙江

人民出版社和东海出版社出版。”
后来，王绍舜因个人出身问

题而失业，“生活起了很大的变
化，严重的肺结核摧残了他的身
体，贫穷的生活更压得他抬不起
头来……王绍舜只得依靠糊纸袋
所得的微乎其微的收入和胞妹的
救济度日……”，但是“在糊纸袋
的纸张告乏和工余闲暇中，他对
古琴艺术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
究，给汉代著名长词大曲《胡笳十
八拍》作了定拍和词曲配合，并据
此编写了歌剧《胡笳十八拍》。同
时，他还练弹了十余操古琴大曲
（其中三分之一国内已濒失传），
以备不时之需。”

1978年，王绍舜被聘为省文
史馆馆员。1981 年，他因体力日
渐衰弱，一个人在杭无法生活，于
5月间回到阔别近 30年的故乡。
1982 年 1 月 8 日清晨，王绍舜离
开了人世。

1983年 3月 10日，王绍舜弹
奏的古琴曲《胡笳十八拍》后九拍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他的
遗愿，终于得以实现。

病房中撰成《晴雯之死》
《补裘》一场成王派经典

“‘纵然有九转还丹神仙药，
也难奏起死回生夺命功！’这是王
绍舜上世纪 50年代中期写的越
剧《晴雯之死》中晴雯在临终时所
说的断肠话，想不到 20余年后，
竟成了痛悼王绍舜本人的伤辞。”
老家在温岭长屿下章村（现为新
河镇硐天新村）的剧作家章甫秋，
在《曲终人不见》一文开头，引用了
王绍舜自己写的曲词来悼念他。

文中还谈到王绍舜“病房里
写 剧 本 ”的 故 事 ：“约 在 1952-
1953年间，王绍舜调到黄岩的台
州农校任教，肺病严重，住医院治
疗好久，与精于韵律的黄岩中学
老教师方通良同一病房，他就跟
方通良学古体诗，并以在病房中
完稿的新编越剧《晴雯之死》请
教。方通良给他在文字上作了一
番润色。”

徐宏图，历任《中国戏曲志浙
江卷》编委兼责编，已出版《浙江
戏曲史》《南戏遗存考论》等著作
近40种，1984年起他因编戏曲志
的需要，先后采访过王绍舜的同
乡好友章甫秋、金孝电及一些同
事，深为这位来自基层的艺术家
的才华与凄涼的身世所感动。他
在文章中称：分别由王文娟与张
茵担纲主演的越剧《晴雯之死》，
自从 1955年秋冬相继在上海、杭
州两地唱红，至今仍活跃于舞台。

全剧 8场，讲述晴雯因“脸庞长得
比人俊”而被贾母怀疑她勾引宝
玉，而背着“奸淫”“狐狸精”的罪
名被逐出怡红院。临死前将一对
银镯褪下手，交与宝玉，此刻的宝
玉有如万箭穿心，“纵有千句话，
能将何语慰晴雯”，只好眼睁睁地
看着晴雯惨死。其中《补裘》一场，
可谓历演不衰，常以“王派专场”
以飨观众。

徐宏图写道：“《晴雯之死》在
上海打响后，震动了浙江戏曲界，
是年秋，浙江省文化局即将王绍
舜与创作《五姑娘》的嘉兴剧作家
顾锡东同时调入省剧目组工作，
与原有成员刘甦、陈静、贝庚、金
松、任贤璋等剧作家共事。从此，
王绍舜成为专业剧作家，寓居杭
州武林路武林村达 26年，与西湖
结下不解之缘。”

“这一时期，王绍舜受宠若
惊，他首先将《晴雯之死》再作加
工，交浙江越剧团演出。由名角张
茵饰演晴雯，姚桂芳饰演贾宝玉，
丁秀花饰王夫人。王瑷、卢炳容、
裘云飞分别担任导演、作曲与舞
美。演出后，一炮打响，成为张茵
的代表作。其中《晴雯补裘》一出，
演怡红院被抄检，宝玉的雀金裘
被烧了一个洞，病榻上的晴雯强
打精神边补边唱‘慢拈针，缓引
线，一针针把破绽掩盖，为着你粗
心二爷，苦了我有病奴才’一曲，
传唱至今，令人不忘。前不久遇见
张茵生前的同事、浙江越剧团名
角何贤芬，我一提及张茵的《晴雯
之死》，即脱口而出唱起了这一
曲，并回忆起当年演出的情景。这
段唱腔已灌了唱片，收入《中国越
剧大考》中，每唱这一曲，即令人
仿佛看见晴雯漏夜秉烛补裘时穿
针拈线的情景。”

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与温岭因戏结缘

越剧《晴雯之死》编剧是台州人

戏里戏外 感谢刘麟先生的夫人李鸿简
老师还记得我。刘麟先生遗作选
集《文学的思念》，作为“中国现代
文学馆钩沉丛书”之一，八月初刚
出版，老人家就给我寄来了还散
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

刘麟先生是我的老乡，黄岩
人。他在老家度过少儿时代，所以
他对家乡的风物不仅非常熟悉，也
非常眷恋。这本书中的《橘园》《河
的记忆》，就怀着深深的故乡情。

他青年时代离开家乡，先是
执教于武汉大学外文系，“文革”
后调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
编辑出版后，他又调入职业生涯
中最后一个单位——中国现代文
学馆。

他到中国现代文学馆不是享
福来的，而是来草创，来创业的。
从创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离
休，正值中国现代文学馆从奠基
到初成规模和秩序的时期。他们
一开始就为文学馆设定了建成中
国现代文学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
的目标。尤其是前期，大量精力都
放在史料、文物的征集上。

当时，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
年代的作家已渐次凋零，尤其是
经历了“反右”运动和“文革”，不
少老作家惨遭横祸，还活着的，也
都年事已高。所以刘麟和同事们
加快了抢救式的史料征集，采购
了摄像机、照相机，配备了摄像摄
影人员，为老作家们留存珍贵的
晚年影像。那时候，刘麟作为副馆
长，经常和年轻的同事们一起奔
忙在现场。

刘麟先生有一个好习惯，就
是每一次与老作家交往，每一笔
接受捐赠，他都勤于笔耕，把事情
经过记下来。这些记事文字，稍作
润饰，就是好文章。《文学的思念》
中很多篇章，都是他日常的速记。

《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刊登
过刘麟先生的短文《饭桌上聊
天——作家与文学馆的交往侧
记》，记录的就是一次他与同事
们一起用餐时的聊天。当时，大
家说到老作家们对巴金先生所
倡 议 的 建 设 现 代 文 学 馆 的 支
持，只要找上门去，他们不仅都
很配合，而且热情地找出一些
资料和物件，还经常留上门拜
访者在家里吃饭。

还有一篇《患难之交——萧
乾与中国现代文学馆》，更是详细
记叙了萧乾先生的古道热肠，其
中说到他多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
身份，为文学馆经费筹措和择址
新建馆舍大声疾呼。

刘麟先生关于老一辈作家茅
盾、巴金、老舍、曹靖华、胡风、聂
绀弩等的文章，都是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的重要史料，他是一位把工
作和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有心人。

刘麟先生不仅是优秀的编辑
家，还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翻译家。
我在得知刘麟先生是乡贤前辈之
前，藏书中就有好几本他的译著，
如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果戈里散文选》《托尔斯泰散文
选》，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戴
灰眼镜的人：屠格涅夫散文集》
等。后来，知道了先生是乡贤前
辈，我把这些署名为“刘季星”（刘
麟笔名）的译著，找出来重新翻
阅，就增加了亲切感。

在史料征集工作中，作家之
间的来往书信，是重要的内容。当
刘麟先生前往上海巴金先生寓
所，向巴金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及
收集到不少老作家的书信时，巴
金先生有些兴奋，当即向刘麟提
议，是否编辑作家们的书信丛书？
刘麟深受鼓舞。回到北京后，他开
始着手整理作家的书信，开列出
第一辑十本作家书信集，并获得
一家出版社的支持。虽然后来丛
书出版因为出版社的毁约而终
止，但编成的书，最终还是在别的
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而这些年来，
我竟然在无意之间，陆续淘得其
中的好几种。从此，作家书信的征
集和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馆
的一大特色工作。

在长期与老作家的交往中，
刘麟先生不仅收获了深厚持久的
友谊，还积累了大量来往信件。据
李鸿简老师说，大约有
六百件书信。这些信件
都是很宝贵的关于现代
文学的资料。刘麟先生
在《无声的对话》一文
中，分别写了巴金、施蛰
存、冯至、朱光潜、冰心、
赵清阁同他的书信往
来。可惜这些信件大多
未能编入《文学的思念》
这本书。

李鸿简老师说，《文
学的思念》仅为刘麟先生一部分
遗作的选集，如果先生知道有一
个小同乡这么喜欢他的作品，也
会很高兴的。我期待着，能有新一
集的刘麟作品集问世。

当
我
读
《
文
学
的
思
念
》
时
，我
在
想
刘
麟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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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中，茶是
最具代表性的事物之一。与中国
一水之隔的日本，从遣唐使至遣
宋使一直致力学习中国文化。那
些日本“留学生”从中国带回了
茶文化，而后，他们将茶发展成
茶道。

日本没有原生茶树，也没有
喝茶的习惯，日本的茶文化一直
受中国影响至深。在中国，饮茶法
有两个渊源，一是宋朝的末茶冲
饮法，二是明朝开始流行至今的
叶茶泡饮法。与之相对，日本饮茶
也分为末（抹）茶道与煎茶道，但
能代表日本文化的日本茶道则专
指末茶道，煎茶更多地称之为流

派，不能写进日本茶道史。从茶至
茶道，饮茶这一日常生活习惯被
融入了艺术、道德、哲学、宗教、文
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成为以吃茶
为契机的综合体系，也成为日本
文化的代表。

僧侣是日本茶道文化的先行
者，他们不仅带回中国的茶叶与
茶文化，更努力地在茶道中糅合
宗教，尤其是禅宗。以“本来无一
物”为修行宗旨的禅宗，遇上能以
饮食为修炼的茶道，两者结合，完
成了一次宗教改革，创造了独属于
日本的禅文化。从茶到心，饮茶即
能通向彻悟人生，至此，茶道诞生。

作为茶道开山者的村田珠
光，11 岁入奈良称名寺做和尚，
后来师从著名的一休宗纯禅师，
开创了草庵茶这一日本茶道的正
统。后继者武野绍鸥将日本歌道
理论导入茶道，进一步完成了日
本茶道的民族化。而武野绍鸥能
让世人记住他名字的另一原因
是，他是日本茶圣千利休的师父。

千利休生活的年代是日本的
室町政权解体，接替它的势力尚
未崛起的时候，各个武士集团争
权夺利异常激烈。作为同时尊崇

“菊与刀”的民族，武士在厮杀后
的闲暇，最爱的休闲娱乐活动却
是点茶。当时，茶具是日本社会最
可信赖的变卖物，随时可兑换成
金钱，一只茶碗可值倾城之价，也
可能引发一场争夺的战争，甚至

让人牺牲性命。电影《寻访千利
休》就借用了这种故事。

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清
晨，三千全副武装的士兵团团围
住位于京都聚乐第茵屋町的一
座邸宅。茶道宗师千利休不肯交
出他珍藏的一只茶碗，被丰臣秀
吉责令剖腹自杀。千利休正襟危
坐，面无半点惧色，当刀刃渐渐
逼近腹部的时刻，他留下了一句
名言：“只有美的事物才能让我
低头”。电影里的故事当然是各
种嫁接和想象，但千利休的遗言
却指明了他与丰臣秀吉之间的
矛盾所在——到底什么是美？

对美的理解是造成千利休与
丰臣秀吉分道扬镳的关键，有一
则小故事可佐证。丰臣秀吉听说
千利休家的牵牛花开满了院子，
非常漂亮，于是让人告诉千利休，
让他在某日清晨举办一次茶会，
约好去赏花。第二天，丰臣秀吉到
了千利休家里一看，满院子的牵
牛花都被千利休剪掉了，花园里
一朵花都没有，丰臣秀吉大为恼
火，暴跳如雷地责问千利休。千利
休什么都没反驳，带着丰臣秀吉
进入茶室。在暗淡的壁龛的黑陶
花瓶里，插着一朵洁白的牵牛花，
露水欲滴，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
千利休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他的艺
术理念：淡极始知花更艳。更是向
丰臣秀吉表明——侘寂之美才是
我的追求。

为表现牵牛花的内在世界，
剪掉一片留下一朵，千利休这种
空前的艺术手法被后世茶人无比
推崇，但他的这种追求却越来越
不合位高权重的丰臣秀吉的口
味。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财富，
丰臣秀吉喜欢用黄金“点缀”自
己，他甚至想出做黄金茶室的点
子，在茶房里，除了喝到肚子里的
不是金水，墙、地、顶、茶具……全
是金子！

一个要走向自然之初，一个
要炫耀地位之尊，背道相向的两
人终于分崩离析。金毛阁事件成
了千利休之死的导火线。手握权
柄的丰臣秀吉在千利休名声越来
越大后，借千利休在金毛阁里身
着袈裟、脚踏草鞋的雕像发难质
问：“难道让什么人都从你的草鞋
下过吗？”丰臣秀吉勒令千利休，
要么交出他珍藏的茶碗，要么剖
腹自杀。

是屈从于权贵还是誓死维护
自己的艺术理念，千利休用战国
时代武士的美德——剖腹自杀回
答了丰臣秀吉。

从村田珠光到武野绍鸥，一
直到千利休，三代茶道大师合力
将日本原本茶艺里极具娱乐性的
斗茶会，改成了追求清洁无垢的
精神境界的草庵茶，清算了茶道
里拜物主义风气。千利休通过茶
道解释了他的“本心”禅宗理念：
须知茶道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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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黄晓慧文/摄

温岭市松门镇红楼路

王文娟饰晴雯（中），陆锦花
饰宝玉（左），陈兰芳饰袭人。

《晴雯之死》剧照（翻拍照）

“哔哩哔哩”上越剧《晴雯之
死》中的一句唱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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