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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蝶恋花》唱红全国

2023年 8 月 19 日， 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余

红仙在上海华山医院逝世。 评弹爱好者无不感到

悲伤。 而她的名曲依然在人世间余音袅袅。

余红仙演唱的长篇书目 《描金凤》《双珠

凤》等深受听众的欢迎，而最广为人知的还是她

演唱的毛泽东词 《蝶恋花·答李淑一》。 余红仙

第一次演唱《蝶恋花》还是在 1958 年的秋天。

《蝶恋花·答李淑一》最初发表于湖南师院

院报《湖南师院》1958 年元旦专刊上，《文汇报》

《人民日报》《诗刊》等相继转载，一时在文坛引

起轰动。 青年评弹演员赵开生读后非常激动，想

将之谱写成弹词曲调。 要创作，首先要弄懂词作

的内容、意境、写作背景等，于是他请作家朋友为

他讲解杨开慧、柳直荀的革命故事等。 这些激发

了赵开生的创作热情。 他融合了蒋调、 俞调、丽

调、薛调等多种弹词流派的旋律，并吸收歌曲和

京剧导板手法等营养， 谱出一首清新的曲子，曲

调优美深情，较好地体现了词作的精神。 1958 年

秋，由余红仙在西藏书场试唱《蝶恋花》，立即受

到听众的热烈赞赏。 1960年夏，赵开生、余红仙参

加青年评弹演员夏季集训后，继续对《蝶恋花》

进行修改、加工。 在著名演员周云瑞、徐丽仙、张

鉴国等的帮助下，这首曲子日趋完善。

1960 年 8 月，中央领导在上海开会，有一

次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安排一个晚会， 余红仙演

唱了《蝶恋花》。 余红仙嗓音清越，音色华美，

演唱富有激情。 当她唱到“寂寞嫦娥舒广袖，万

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 旋律舒展摇曳， 而唱到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时，激昂

有力， 响遏行云。 她的演唱生动地展现了革命

家的伟大情怀， 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陈云

同志和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听了都非常赞赏。 那

天周恩来总理因为有事来晚了。 陈云同志向他

介绍说：“评弹有个《蝶恋花》，很好，您可以听

听。 ” 于是余红仙又唱了一遍。 演出结束后，周

总理特意上台祝贺演出成功。 他高兴地对余红

仙说：《蝶恋花》 的曲子谱得很好， 唱得不错，

尤其是最后两句更有激情。 刘少奇同志也听了

余红仙的《蝶恋花》，演出后与她握手，亲切地

问她：“几岁了？ 入团了没有？ 你们的伙食怎么

样？ ” 这些话说得她心里暖乎乎的。

1961 年 1 月 22 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

唱团联合举行音乐会，弹词《蝶恋花》被搬上了

交响合唱的舞台，此曲由余红仙独唱，上海合唱

团 200 人的合唱队伴唱，由上海交响乐团伴奏。

经过音乐家黄贻钧、司徒汉等人的精心编配，作

品更加完整， 以抒情的演唱和恢宏的气势轰动

乐坛，从此享誉全国。

1960 年 12 月， 余红仙加入了名家云集的

上海人民评弹团（今上海评弹团）。余红仙进团

后，如鱼得水。 她与多位名家拼档演出，如与陈

希安演唱《党的女儿》，与徐丽仙演唱《双珠

凤》。 1963 年至 1965 年间，她又与弹词大家蒋

月泉拼档弹唱现代长篇《夺印》，还参加了《人

强马壮》《战地之花》《红梅赞》《晴雯》《点秋

香》等多部中篇评弹的演出。在评弹界有“唱不

哑的金嗓子”“唱勿煞的余红仙” 等美誉。 她不

仅弹唱出色，而且台风稳重，说表清晰，角色刻

画真切感人，描摹人物栩栩如生。

1978 年 10 月余红仙再度演唱《蝶恋花》，并

作为片段出现在影片《春天》中，《蝶恋花》阔步

走向了全国，并大大地扩大了评弹艺术的影响。

评弹“超级女下手”

江文兰是上海评弹团的著名演员。 她 1950

年拜弹词女艺人亢文娟为师，学唱《描金凤》和

《落金扇》两部长篇弹词。 1954 年 11 月，她加入

上海人民评弹团。 她曾演唱过长篇 《王魁负桂

英》《林冲》，中篇《罗汉钱》《人强马壮》《芦苇

青青》等。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最令人瞩目的

是她与三代擅唱长篇弹词《玉蜻蜓》的蒋派名家

蒋月泉、王柏荫、苏似荫合作的不平凡经历，并保

留下了几十回《玉蜻蜓》经典的录音、录像。

她从 1956 年开始与苏似荫拼档演唱 《玉蜻

蜓》。苏似荫是评弹大师蒋月泉的徒孙、王柏荫的

学生，他辈分虽然不高，但艺术水准很高。 蒋月泉

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说王柏荫是“青出于蓝” ，苏

似荫是“胜于蓝” 。 长篇《玉蜻蜓》有两条情节线

索：一条是写金贵升、金张氏、志贞之间的感情纠

葛，称为“金家书” ；还有一条写沈君卿、沈三娘、

沈方等人的故事，称为“沈家书” 。 江文兰与苏似

荫拼档，先说“沈家书” ，后说“金家书” 。 为了刻

画好这些性格各不相同的人物，她下苦功夫练好

评弹的“六白”———官白、私白、表白、咕白、托

白、衬白，在书中有意识把官白与私白交替运用，

这样书也“松”了，噱头也出来了。

1962 年夏，江文兰与蒋月泉拼档演唱《玉蜻

蜓》。 蒋月泉是一代宗师，他所创造的浓郁醇厚、

华瞻大方的蒋调，风靡了书台，后来成为评弹最

重要、最流行的流派。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他又与

作家陈灵犀对《玉蜻蜓》进行系统的整理、加工，

使之成为经典。 他的蒋调脍炙人口，说表简洁、清

脱、幽默。 他与朱慧珍合作的男女双档也成为最

红的响档之一。 到 1962年，他已经是极负盛名的

艺术家，其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江文兰能与这样一位大师拼档，是她艺术生

涯中的一件幸事，她十分珍惜。 她是抱着崇敬和

学习的态度看待这次合作的。 蒋月泉是出名的对

艺术要求很严、十分考究的艺术家，所以江文兰

有点诚惶诚恐。 但蒋月泉对后进非常爱护和提

携，他鼓励江文兰，要她不要拘谨，尽量地发挥。

他天天给她排书，同时还教她，就是这样“现吃现

吐” 。江文兰在演出中努力担好下手的职责，尽量

衬托蒋老师，不喧宾夺主。 在琵琶伴奏方面，托好

蒋老师的唱腔，不抢拍、拖拍，说表方面也注意应

答的节奏。 江文兰接受能力强，很快就适应了，在

台上表现出很好的状态。 上下手的配合都达到了

默契的程度。 江文兰自己说过，通过与蒋老师合

作，自己的艺术有了极大的提升。

蒋月泉、江文兰的《玉蜻蜓》主要是“沈家

书” ，在上海大华书场演出，连演连满一个月。

电台有录音 24 回 ，从“问卜 ” 起至“夫妻相

会” 。 这次演出为我们保留下了经典的作品和

大师的艺术风采，十分珍贵。

1985 年，56 岁的江文兰又与王柏荫拼档，在

上海评弹团新开设的乡音书苑演唱 《玉蜻蜓》，

共两个月。 王柏荫是蒋月泉的大弟子，是苏似荫

的老师。 他也是擅唱《玉蜻蜓》的名家，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他与蒋月泉搭档的“蒋王档” 就是

评弹界“四响档” 之一。 这次演出基本上依照王

柏荫原来的演出本， 但也作了必要的充实和调

整，使每回书上下手都有唱篇，江文兰起僮儿沈

方的角色时还吸收了话剧、 电影里男孩子的声

音，使语言更贴近人物年龄、身份，而且可以更

鲜明地区分出沈方与沈君卿的不同音色。

江文兰与三代弹唱《玉蜻蜓》的名家合作，

担任下手，做得非常出色，都能相得益彰，有高

水准的发挥，因此获得了“评弹硬里子”“超级

女下手” 的称誉。

生命的绝唱

徐丽仙原名徐招娣，是苏州枫桥人，出身于

一个贫苦家庭， 幼年时就被卖给普裕社班主钱

锦章做养女，取名钱丽仙。 11 岁起，她随养母陈

亚仙习长篇弹词《倭袍》，并随养父母在茶楼、

酒肆卖唱， 其间也曾学唱苏滩、 京剧、 江南小

曲。 15 岁起，她以钱丽仙艺名与师姐刘美仙拼

双档在江浙一带演出 《倭袍》《啼笑因缘》，饱

受养父的剥削虐待。新中国成立后，戏霸钱锦章

被政府镇压，徐丽仙恢复了本姓。

随后徐丽仙收徒包丽芳， 并与她拼档演唱

《啼笑因缘》《刘胡兰》等书目，渐有名声。她富

有音乐天赋，经常琢磨新腔。 1951 年，上海评弹

界妇女组排演书戏 《众星拱月》， 她因报名迟

了，只摊到一个小角色，但她充分发挥沙糯的嗓

音特点，仅有的一句唱词“光荣妈妈真可敬” 唱

出了新腔，这就是“丽调” 的雏形。 1953 年，徐

丽仙加入了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 有机会与许

多名家合作。 她先后与姚荫梅双档演唱长篇

《方珍珠》，与刘天韵合作演唱长篇《杜十娘》

《王魁负桂英》《三笑》。 1953 年她演唱中篇

《罗汉钱》时，基本形成风格独特的丽调。 丽调

用女声真嗓演唱， 在蒋调的基础上， 吸收沈薛

调、徐调以及北方曲艺和其他戏曲的营养，曲调

清丽深沉、 委婉缠绵。 她特别吸收 4、7 两个音

的运用，成为丽调的特征。

她对音乐曲调的创作用心很深。有一次，她

为了创作一支开篇，冒着小雨，在大街上来回走

动，口中念念有词。这一举动引起了联防队的怀

疑，把她带去盘问，后家人送去证明，误会才得

以消除。 她在演唱《情探》期间，经常带了琵琶

到作者平襟亚先生家里， 向他请教作品和唱词

的内涵，并商量唱词的铺排，平襟亚写出了“梨

花落，杏花开” 等精彩唱词，还突破成规，给她

写了“天昏昏，地沉沉，虎狼辈，毒蛇心，负恩

义，灭人伦” 的唱词，连用六个三字句，徐丽仙

以此谱出了优美的新腔。徐凌云、陆澹安等也为

她提过技术性的意见， 她还得到刘天韵、 蒋月

泉、姚荫梅、周云瑞等名家的帮助。

1958年，有一次评弹团团长兼作者吴宗锡听

收音机，听到徐丽仙在唱开篇《花木兰》。 他觉得

以前她的唱腔比较柔和缠绵，但这个开篇唱得很

硬朗。 他想徐丽仙也可以向这方面拓展，试着唱

唱刚强一点的内容，于是找徐丽仙来商量。 他说：

“我读过南北朝的民歌《木兰辞》，我可以改编一

下，你试试看。 ” 徐丽仙很同意这样的想法，一口

答应试试。 吴宗锡把原来的五言诗，改成适合弹

词演唱的七字句，写成了《新木兰辞》，交给徐丽

仙谱曲。 徐丽仙注意突出巾帼英雄的气概，吸收

了京剧小生的成分，巧妙运用张口音，谱出了一

首刚柔相济的曲调。 1958年徐丽仙在上海市曲艺

会演上演唱， 引起强烈反响，《文汇报》 发表专

评，称《新木兰辞》为评弹“珍品” 。 1959 年周恩

来总理曾聆听徐丽仙演唱此曲，很是赞赏。 之后

根据领导意见，她增加描写木兰战斗生活的唱词

四句。《新木兰辞》成为丽调代表作。后来她又谱

唱了《六十年代第一春》《见到了毛主席》等欢

快、深情的开篇，使丽调有了新的发展。 徐丽仙在

音乐方面的杰出贡献， 得到了音乐界的首肯，她

被推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

1977 年，正当徐丽仙的艺术如日中天的时

候，她被查出患了舌底癌，这真是晴天霹雳。 她

为了能继续谱唱，拒绝手术，采用中西医结合治

疗，顽强地与病魔搏斗。 其间她曾到北京治疗，

1978 年 6 月陈云同志亲自到文化部招待所探

望徐丽仙，详细询问病情和治疗情况。

1981 年春， 中国曲艺家协会上海分会、上

海评弹团联合举办“丽调流派演唱会” ，她抱病

登台演唱了自己的新作。 1982 年，在全国曲艺

会演（南方片）中，她谱曲的《望金门》和《二

泉映月》双双获奖，她本人获荣誉奖。

为了把徐丽仙的艺术抢救下来，1982 年 6

月，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在吴宗锡陪同下，

登门拜访徐丽仙， 与她商议为她拍摄录像片的

事宜。当时徐丽仙已经十分虚弱，讲话发音也不

清晰，但对此事仍然充满热情，还拿起三弦弹奏

她的新作《行路难》。他们当场商定了拍摄的计

划，6 月就在上音开拍，由上音录制，上海艺术

研究所电视部协助。录像期间，她的好姐妹范瑞

娟、 杨飞飞都来看望她。 她演唱极其困难，累

了，就休息一会，有时喂她冰块含着，来缓解舌

头的僵硬和疼痛。 她以惊人的毅力，录制了《情

探》《社员都是向阳花》《六十年代第一春》

《罗汉钱》《青年朋友休烦恼》《新木兰辞》等

六个曲目。 这成了她生命的绝唱！

沈鸿鑫 文 / 图

学霸诗家 文坛领袖

古藤书屋的主人王士祯，

自幼聪慧过人。 他 5 岁入家塾

读书，7 岁熟读《诗经》。 顺治

七年（1650 年），应童子试，接

连获得县、府、道第一名。 17岁

乡试中举人，21 岁会试中进

士，这在科举史上是罕见的，堪

称学霸。另外，他的书法童子功

亦非同小可，9岁即能草书。 此

后，书风与诗风一样，历经数次

变化，早期率真狂放，中年以后

潇洒俊逸，韵味悠长。

康熙十一年（1672 年），

王士祯任户部郎中时，康熙皇

帝问一位内阁学士：“当今博

学善诗文者，哪个人第一？ ”

那位内阁学士回答：“为首应

是王士祯。 ” 康熙皇帝又问冯

溥、陈廷敬、张英等大臣，他们

都不约而同地说， 当推王士

祯。于是，康熙皇帝在懋勤殿召

见王士祯，命其即席赋诗。王士

祯出口成章， 令康熙皇帝大为

赞赏。 此后， 他改授翰林院侍

讲， 不久升任侍读， 入职南书

房。 对王士祯的才学和诗文风

格，康熙皇帝颇为欣赏，称赞他

“博学善诗文” 、“诗文兼优” ，

并下诏让他进呈书稿。 王士祯

甄选诗文 300 篇，辑为《御览

集》，呈送康熙皇帝后，康熙皇

帝时常阅览。对一个文人来说，

这无疑是莫大的荣耀。那一年，

王士祯 38岁。

王士祯诗文虽好，却从不

以诗文向权贵献媚。权臣明珠

做寿时，众官员趋之若鹜。 有

个大臣试图趁机讨好明珠，手

持千金作为酬资，请王士祯代

作一首阿谀吹捧明珠功德的

祝寿诗。 王士祯当即拒绝，并

义正辞严地说：“曲笔以媚权

贵，君子不为也。 ” 身处勾心

斗角的官场， 却不同流合污，

难能可贵。

以诗文名扬天下，并被公

认为文坛领袖的王士祯，主要

成就在诗文创作及诗文理论

方面。 他一生创作诗歌 4000

多首，著有《渔洋诗集》《渔

洋续集》《蚕尾集》《蚕尾后

集》《过江集》《白门集》《神

韵集》等数十种。 在诗词创作

方面，王士祯是“神韵说” 的

践行者， 但他提出这一主张

后，并未系统阐述。有人认为，

王士祯的“神韵说” 包含两层

意思， 一是指诗歌艺术风格，

“优游不迫” 与“沉着痛快”

并举， 同时侧重于古淡闲远，

简称“并举说” ；二是形式与

内容高度统一，重在诗的内在

品质，简称“统一说” 。对王士

祯的“神韵说” ，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而其学术价值在于超

越了传统文学研究所执着的

具体文本形式，对古典作品艺

术价值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可谓别开生面。

值得一提的是，王士祯在

实践“神韵说” 并取得丰硕创

作成果的同时， 突破了正统文

坛和文人偏见， 重视并高度评

价小说、戏曲、民歌等通俗文学

形式，在小说、戏曲、民歌、书

画、 藏书、 史论等领域均有建

树。 他的文学作品既有阳春白

雪，亦有下里巴人，雅俗共赏。

体恤民情 为官清廉

王士祯，字子真，号阮亭，

又号渔洋山人， 世称王渔洋，

山东新城 （今山东省淄博市

桓台县）人。 他的原名叫王士

禛，逝世 10 年后，雍正皇帝即

位，因“禛” 字犯忌讳，改称士

正；乾隆年间，又因“正” 字与

原名发音不同，改为士祯。

出身于官宦世家的王士

祯， 自幼受到淳厚家风的熏

陶。 在山东新城，人才辈出的

王氏家族被称为 “齐鲁第一

进士家族” ，从明朝中期到清

朝中期的 300 多年间，这个家

族出了 30 位进士 、52 位举

人、158 位贡生， 为官者 100

余人。当地人戏称“王半朝” ，

意思是王家的官员可以组成

半个朝廷。因王家曾四代官至

尚书，山东桓台境内至今还有

歌颂王家功德的砖牌坊，上面

刻有明代董其昌题写的 “四

世宫保” 四个大字。

王士祯的父亲王与敕教

子有方，四个儿子中有三个考

中进士，分别为王士禄、王士

祜和王士祯。 他们走上仕途

后， 均以政绩和诗文闻名于

世。父亲对王士祯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是“为国效力，泽延

后嗣 ” 。 顺治十七年（1660

年），王士祯从家乡启程赴扬

州担任推官。父亲考虑到他年

少为官，缺乏经验，而且是掌

管司法事务，关系到黎民百姓

的生死安危，一旦闪失非同小

可。 于是，便随王士祯一同前

往， 以随时监督儿子的言行。

作为王家第八代传人，王士祯

官至刑部尚书，又兼清初文坛

领袖， 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民

间，均有很好的口碑，这与其

父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

从初仕扬州推官， 到后来

逐步升迁， 直至跻身六部九卿

之列， 王士祯始终记得父亲的

教诲，秉持“居官以得民心为

主” 的从政原则，留下了许多

勤政爱民的佳话。 王士祯赴任

扬州推官前， 那里每年四月琼

花盛放时都举办迎春会， 兴师

动众，锣鼓喧天，官员的轿子招

摇过市。观花后，各级官员聚饮

欢庆，纵情于声色犬马，极尽铺

张浪费之能事， 所耗费的钱财

悉数由当地百姓均摊。 王士祯

到任后，力谏知府取消会事，以

正官风、平民怨。由于他态度坚

决，“迎春会” 最终被取消，当

地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世代相传的良好家风，使

王士祯成为一个清正廉洁、体

恤下情、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

在扬州为官期间， 他审结了

“盐商积欠税银案”“通海大

案” 等多年积案。 在审理这些

案件时，他始终坚持“民心为

上” 的原则，既得到了朝廷的

认可， 又赢得了百姓的信赖和

敬重。王士祯离任后，当地百姓

感念其恩德， 在扬州修建了

“三贤祠” 。 所谓三贤，即曾在

扬州执政的三位清官———欧阳

修、苏轼、王士祯。 他们都曾造

福当地百姓，人们为他们塑像，

以寄托敬仰之情。

入京为官， 直至成为刑部

尚书后， 王士祯始终秉持这种

宽政爱民的作风。 他宦海生涯

45 载，历经顺治、康熙两朝，终

成一位名垂史册的清官廉吏。

康熙皇帝对王士祯的评价是，

“老成忠厚，人品学问俱佳” 。

迷恋藏书 手不释卷

作为清代著名藏书家，王

士祯在京为官 30 年， 所得薪

俸几乎全都用在了购书上。他

与顾炎武、孔尚任、朱彝尊、翁

方纲等清代文化名人，同为报

国寺旧书市场常客。 当时，汉

族大臣大都居住在南城，报国

寺旧书市场便成了知识分子

扎堆相聚的地方，他们在那里

淘书，顺便交友联谊。

相传， 有一位士子屡访王

士祯不遇。有人告诉他，你去慈

仁寺（报国寺）书摊，必能找

见。 士子照办，直奔慈仁寺，果

然看到王士祯正在书摊选书。

正如巴尔扎克迷恋咖啡

馆一样，王士祯迷恋报国寺书

市。 他不在家，就在报国寺书

市；不在报国寺书市，就在去

报国寺书市的路上。王士祯曾

在《香祖笔记》中记述他的淘

书经历：“每月朔望及下浣五

日，百货集慈仁寺，书摊只五

六，往时间有秘本，二十年来

绝无之。”“京师书肆，皆在正

阳门西河沿，余惟琉璃厂间有

之，而不多见。 灯市初在灵佑

宫，稍列书摊，自回禄后移于

正阳门大街之南 ， 则无书

矣。 ” 有人说，王士祯的购书

史可以视作琉璃厂书肆前传。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王士

祯，自幼手不释卷。 他的家庭

藏书颇丰， 后因战乱散佚过

半。 进入仕途后，他借别人的

藏书目录做副本， 不断购书。

康熙四十年（1701 年），王士

祯请假告归， 行李极其简单，

却拉了几车书随行。他的弟子

禹之鼎有感于此，特意画了一

幅画，取名《载书图》。王士祯

的池北书库闻名遐迩，据《池

北书库藏书目》记载，藏有宋

元明版本近 500 种，每本书下

写有题记。现代藏书家王绍曾

辑有 《渔洋读书记》600 篇，

朱彝尊曾撰写 《池北书库

记》，王士祯的藏书成为一道

独特的文化风景。

王士祯既是藏书家，又是

图书鉴赏家。遇书商抬高书价

时，只要说“此书经新城王先

生鉴赏过” ，即可避免花冤枉

钱。王士祯有数十枚藏书专用

图章， 分别刻有王阮亭藏书

印、御史大夫、宫詹学士、忠勤

公之世孙、经筵讲官、怀古田

舍、琅琊王氏藏书之印、国子

祭酒、宝翰堂章等。 那些藏书

章和盖有藏书章的图书，是他

一生一世的精神财富。

岳强 文 / 图

她们唱出了江南最美的声音

淄博文豪的京官生涯

从北京古色古香的琉璃厂东街向北，有一条狭窄的封闭式

胡同，因位于火神庙西侧，被称作火神庙西夹道。 清朝末年，改

称西太平巷。全长 90 米、宽约 1.3 米至 3.4 米的西太平巷，是一

条名副其实的小胡同。 这条胡同的 5 号院院门旁边，悬挂着一

块黄色标牌，上面的文字为“西城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王

士祯故居” 。

大名鼎鼎的清代诗人、文学家、诗词理论家王士祯在京做

官期间，曾在这里居住。 据说，他在北京南城还有另外两个住

处，分别为慈仁寺（报国寺）和保安寺。 王士祯在西太平巷 5 号

居住时，庭院里有一株粗壮的紫藤，所以他将自己的宅院命名

为“古藤书屋” 。 现在，这座院落为民居。

王士祯雕像。

《王士禛放鹇图》卷 禹之鼎绘

徐丽仙演出照。 余红仙演出照。 资料图片

蒋月泉、江文兰拼档演出《玉蜻蜓》。

苏州评弹是一颗璀璨的“江南明珠” ，被称为“最美的声音” 。 有这样一批卓

有成就的名家，她们塑造了许多光彩熠熠的艺术形象，用优美的唱腔唱出了“最

美的声音” 。 她们的艺术人生多姿多彩，悲欢交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用生

命在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