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剧 《祥林嫂》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与创新

武小文

摘　 要　 文学改编热是中国舞台剧史上一直持续的一种现象。 越剧舞台剧 《祥林嫂》 改编自鲁迅小说

《祝福》， 由袁雪芬及其雪声剧团于 １９４６ 年首次改编及上演， 它曾经有过八次的舞台演出版本， 与原著 《祝
福》 相比， 其中产生了祥林嫂与阿牛少爷的青梅竹马、 祥林嫂离世前 “问苍天” 等情节的改动， 改编情节使

其成为舞台剧的经典改编佳作。 本文拟从舞台叙事创作角度分析越剧舞台剧 《祥林嫂》 从文学作品改编到舞

台剧作品的创作艺术， 以戏剧式的叙事手法重塑人物立体感， 也是舞台剧 《祥林嫂》 内容到形式的深刻解

读。 舞台剧的改编在重视原著时抓住文学特色， 找到适合它的叙事手法和呈现方式， 注入导演更深入的思考

和阐释引发大众思考， 借鉴传统戏曲、 舞剧中的一些表现方法， 让从文学而编的舞台剧再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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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６ 年， 袁雪芬第一次将鲁迅的作品 《祝福》
改编戏曲作品 《祥林嫂》， 以越剧的方式呈现出
来。 与 《梁山伯与祝英台》 的痴心不一样， 《祥林
嫂》 撇开了一贯才子佳人的方式， 将小说中体现
的封建礼教对人们的压迫， 通过舞台剧的方式呈现
给观众，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越剧舞台剧
《祥林嫂》 的上演是 １９４２ 年的越剧改革的一大转
折。 之后茅威涛、 单仰萍、 赵志刚等继承这一优秀
传统， 造就了一批出色的越剧现代戏， 如越剧
《孔乙己》 《家》 《玉卿嫂》 等， 这些作品多为中
国近代文学小说改编而成。 本文以上海越剧院上演
的由袁雪芬徒弟方亚芬为主演的 《祥林嫂》 作为
探讨对象， 此版本为越剧 《祥林嫂》 最终版本，
是多次改编的越剧 《祥林嫂》 集大成者。

　 　 一、 越剧 《祥林嫂》 的舞台版本流变
越剧 《祥林嫂》 由袁雪芬及其雪声剧团于

１９４６ 年首次改编及上演以后， 共修改过八次。
第一次改编：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当时负责雪声剧

团剧务的南薇在袁雪芬阅读过的 《妇女与文学》
上对于鲁迅小说 《祝福》 的分析评价之后， 询问
能否将其改编演出。 在深思熟虑后， 南薇开始思考
改编 《祝福》， 南薇在第一次改编 《祝福》 时大胆
地尝试增添了鲁府公子阿峰与祥林嫂是青梅竹马一
起长大的情节， 尽管导演南薇与袁雪芬在谈到此情
节时解释为 “增加此情节是为了后来鲁四老爷继
承家产， 进而赶跑祥林嫂的情节增添悲剧， 同时也
为主演安排、 及其观众们在观看越剧过程中对小童

星小旦戏的收看习惯考虑。”①可是从表演实际效果
及其越剧自身来看， 男女爱情故事的增加能更好地抒
发感情， 吸引观众。 这一版本的 《祥林嫂》 是对越剧
改革的一种尝试， 此次改编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和称赞， 但并没有让观众感悟到人民遭受不幸的源头
是什么， 也没有唤起人们对旧制度的反抗与抨击。

第二次改编 （电影）： 在 １９４６ 年版本的越剧
《祥林嫂》 演出之后， 田汉、 于伶对 《祥林嫂》 的
唱片配音、 布景的设计提出了建议。 １９４７ 年年底，
《祥林嫂》 拍摄为电影， 作为第一次尝试拍摄电影
的导演南薇， 为加强戏剧气氛和人物的反抗性， 在
拍摄过程中临时增加了祥林嫂劈门槛的情节。 电影
于 １９４８ 年在全国放映。

第三次改编： １９５０ 年初夏， 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 由东山越艺社 （民间职业剧团） 的范瑞娟、
傅全香领衔主演的 《祥林嫂》 在上海南京大戏院
上演。 全戏共五幕十场， 依旧为南薇担任编导， 在
原来雪声剧团剧本的基础上做了两处修改： 一是将
祥林嫂婆婆与祥根商量卖掉祥林嫂为祥根换取彩礼
的情节改为祥林嫂婆婆与卫癞子商量将祥林嫂买到
贺家坳， 此处情节的修改， 揭露出祥林嫂在成为寡
妇之后的遭遇， 并不是由于家庭而是由于当时社会
的封建与黑暗造成的， 从而显示出封建社会的族权
对穷苦人的戕害； 二是为忠实鲁迅原著精神， 将阿
牛少爷的角色取消， 祥林嫂与阿牛少爷是两个不同
阶级的人物， 她们青梅竹马的情节， 无意间将阶级
的对立性淡化， 并且削弱了祥林嫂的悲剧性， 将此
情节删掉， 才能够更好地体现祥林嫂的悲剧性，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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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明显地体现出当时社会矛盾的激烈， 体现出封建
社会对人们的压迫。

第四次改编： １９４９ 年第一次文代会上， 周恩
来通过夏衍向袁雪芬传递了需要重新修改 《祥林
嫂》 的意见， 认为 《祥林嫂》 没有忠实地体现出
鲁迅反封建礼教的原著精神。 １９５１ 年， 《祥林嫂》
在删掉牛少爷与祥林嫂的青梅竹马的情节后， 重新
排演了一遍， 但由于演员、 导演一时间适应不了等
多方面的原因， 《祥林嫂》 暂且被束之高阁。

第五次改编：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 为纪念鲁迅诞生七十
四周年， 上海瑞金剧场上演了由合作越剧团改编的
《祝福》， 此次改编由红枫担任编剧， 金凤担任导演，
全戏共分为八场， 增添了卫癞子在祥林临终时唆使祥
林娘卖出祥林嫂的桥段， 并增添了卫癞子对祥林嫂的
谩骂， 进而凸显出祥林嫂被封建社会族权的残害及精
神猎杀。 在最后一场戏中， 通过祥林嫂和庙祝的对
话， 来反映祥林嫂在思想方面的迷茫和抵抗心态。 为
忠实鲁迅先生原作精神， 全戏将祥林嫂的悲剧人生
道路提升到阶级对立及政冶矛盾中反映。

第六次改编： １９５６ 年， 适逢鲁迅逝世二十周
年， 袁雪芬出任院长的上海越剧院在公众剧院再次
改编 《祥林嫂》， 本次改编由袁雪芬、 吴琛、 庄
志、 张桂凤组成一个突击性创作团体， 对 《祥林
嫂》 进行改编创作。 剧目分为四幕八场加尾声，
无幕外戏。 本次上海越剧院改写并演出的 《祥林
嫂》 更为忠诚鲁迅先生反帝反封建反礼教的原著
精神， 主要体现在： 其一， 雪声演出团、 东山越艺
社与合作越剧社演出的 《祥林嫂》 均在不同程度
上有对祥林的直接描写， 而 １９５６ 年演出的时候就
删掉了这个角色， 删减了祥林在病中听见卫老二与
娘商议卖掉祥林嫂， 劝导她赶紧逃跑的情景。 其
二， 删去了阿峰公子与祥林嫂纠葛的所有情节线。
其三， 割舍了 １９４８ 年影片 《祥林嫂》 中主人公含
有强烈反抗性动作———砍门槛剧情， 只表现她对灵
魂是否有有疑惑以及她思想中闪过的觉醒光辉。 除
此之外， 本次改写增加了高老夫子形象。 １９５６ 年
上海越剧院改写演出的 《祥林嫂》 台本， １９６０ 年
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了单行本。

第七次改编：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 为纪念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二十周年， 上
海越剧院再次加工充实， 在 １９５６ 年版本的基础上，
再次进行改编后， 在人民大舞台排演了 《祥林
嫂》。 此次改编忠于原著， 着重挖掘祥林嫂在行动
中的心理活动， 深度挖掘祥林嫂内心的挣扎与痛
苦， 在结构上追求戏曲化。 除此之外， 在演出形式
上也进行了改变， 由分幕制改为分场制， 除祥林嫂

的第二任丈夫贺老六死后的场间休息外， 其余场与
场之间都有机的衔接起来， 共十四场戏， 注重以场
次为结构， 首尾连接。 剧本由袁雪芬、 吴琛、 张桂
凤修改， 桑弧担任导演， 魏金枝担任文学顾问， 在
１９５６ 年的基础上， 另增加了四场戏， 一为第二场，
卫老二与婆婆寻找祥林嫂； 二为第四场， 卫老二发
现了在河边淘米的祥林嫂； 三为第十场， 祥林嫂在
河边向人们讲阿毛被狼吃掉； 四为第十二场祥林嫂
去土地庙找庙祝伯伯捐门槛， 同时删除了大伯逼收
屋债的情节， 增添了祥林嫂看 《玉历宝钞》 后极
度恐惧、 疑神疑鬼的情节。 此次改编的 《祥林嫂》
在剧情结构上认真细致紧密， 表现出了封建社会下
族权、 神权、 男权对祥林嫂的精神残害。 １９６２ 年
《祥林嫂》 演出后， 上海越剧院对演出本又进行调
整、 加工。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 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六
周年， 《祥林嫂》 重新在人民大舞台演出。

第八次改编：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 为了纪念鲁迅逝
世四十一周年， 上海越剧院在北京剧场 （今美琪
大剧院） 上演了 《祥林嫂》。 此次 《祥林嫂》 的表
演， 是经历 “文革” 时期磨难后越剧得到释放的
一个标志， 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此次上演是在
１９６２ 年版本的基础上重新修改排练， 在场次的安
排上未作改动， 在台词、 唱词上做了必要的修改，
使得全剧更加精炼。

１９７８ 年， 越剧 《祥林嫂》 由上海电影制片厂
摄制成彩色宽银幕戏曲片。

　 　 二、 越剧 《祥林嫂》 改编的得失
越剧 《祥林嫂》 经过八次改编后得以定型。

在八次改编过程中， 与原著 《祝福》 相比， 其中产
生了祥林嫂与阿牛少爷的青梅竹马， 祥林嫂与贺老
六成亲及婚后生活， 祥林嫂离世前 “问苍天” 等情
节的改动。 这些情节改动当中有得有失， 有些情节
的增加、 细节的刻画使舞台所呈现出来的人物更加
立体化， 而有些情节的增加或删改由于迫于戏剧性
的需要而牺牲了原著的精神。 我们以最终的方亚芬
版本的越剧 《祥林嫂》 来探讨这其中的得与失。

越剧舞台剧 《祥林嫂》 中祥林嫂与贺老六成
亲以及婚后幸福生活情节的增加、 结尾处祥林嫂
“问苍天” 唱段的增加，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鲁迅原著 《祝福》 反封建的深刻性以及削弱了祥
林嫂人物的麻木性， 但是在结构上， 使得全剧剧情
更加紧凑连贯， 增加了舞台的可观性， 加大了矛盾
冲突， 让剧情更加跌宕起伏， 同时， 祥林嫂二婚后
短暂的幸福生活， 与后来一天之内丧夫失子形成鲜
明的对比， 将剧情推向高潮同时， 让观众忽悲忽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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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地调度了观众的情感。 如若不增加祥林嫂与贺
老六成亲及婚后的情节和结尾处祥林嫂 “问苍天”
的唱段， 《祥林嫂》 情感的调度上就会很平淡， 不
能够让观众有情感的起伏， 舞台可观性也会较差。
因此， 出于舞台需要， 这两处情节的增加是必要的。

鲁迅的小说， 通常缺乏诡异坎坷的桥段， 而且
没有一招一式的鲜明矛盾斗争。 这就要求编剧与导
演在 《祥林嫂》 中要注意情节的改动及细节的刻
画， 通过细节还原原著的精神， 同时通过细节细腻
的刻画人物内心活动。 在越剧 《祥林嫂》 中， 祥
林嫂无意间听到婆婆与祥根说要将自己卖掉， 回屋
内心挣扎一番准备逃走时， 有两处欲走不走细节的
设计： 第一处细节刻画为在祥林嫂经过内心的挣扎
后心生了逃走的念头， 毫不迟疑， 转身开门欲走，
打开门后， 门外漆黑一片， 狂风呼啸， 不由得心生
恐惧， 跨出门的脚立即缩回， 退回屋内， 彷徨无
主； 第二处为听到鸡鸣破晓声， 马上天亮时间紧
急， 此刻不走便逃不了， 收拾好包袱熄灭蜡烛， 逃
出门去， 却又折回窗前， 依依不舍的望着旧时巢，
流露出对这可以安身的家的不舍。 这两处祥林嫂逃
跑时的动作设计， 精细地刻画出无依无靠的祥林嫂
内心挣扎恐惧却又不向不公命运反抗的社会底层形
象。 原著小说中提到 “日子很快的过去了， 她的
做工却丝毫没有懈……她反满足， 口角边渐渐的有
了笑影， 脸上也白胖了”，②在 １９７７ 年上海越剧院
版本的越剧 《祥林嫂》 中也得到充分体现。 祥林
嫂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了微薄的薪水， 脸上开始
流露出笑容， 为眼前的生活而感到满足， 越剧
《祥林嫂》 通过唱词 “青青柳叶蓝蓝天……” 来体
现出祥林嫂对于未来生活美好向往的心声， 并且通
过帮唱 “……脸上显白胖， 渐有笑影在口角边”③

进一步还原原著对于祥林嫂的形象刻画。 袁雪芬在
设计这一情节时， 将其故乡清明时节戴垂柳的细节
也加到祥林嫂的头顶， 给祥林嫂带来了青年小寡妇
的青春活力。 原著小说中描绘祥林嫂确定捐门坎时
仅用了简短的几句话， 体现出祥林嫂在听了柳妈话
后一夜未睡的忧虑与痛苦。 １９７７ 年上海越剧院
《祥林嫂》 在处理此情节时， 在柳妈劝诫祥林嫂捐
门槛的同时， 还增添了柳妈给祥林嫂看 《玉历宝
钞》 的情节， 在柳妈走之后， 祥林嫂独自留在厨
房， 劈成两半的木头呼应着柳妈告诉祥林嫂死后会
被劈成两半， 惊慌失措的祥林嫂又看到桌上的
《玉历宝钞》， 一时间更是恐惧到了极致， 出现幻
觉。 通过这一情节的人物形象表演， 还原出原著小
说中祥林嫂捐门槛时， 是下了极大地决心的。

在越剧舞台剧 《祥林嫂》 中， 祥林嫂二进鲁

府后， 捐门槛前与捐门槛后共有三次看手的细节动
作， 一为 “祝福” 到来时， 祥林嫂帮柳妈一起擦
蜡台时， 被柳妈惊慌拒绝后， 告知她的手不干净，
太太不让她去碰祭祀的物件， 祥林嫂举起双手仔细
地看， 仿佛是要看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二为在祥
林嫂捐了门槛之后， 在祭祀物件前仔仔细细地端详
自己的双手， 认为自己已经赎罪， 双手变得干净；
三为祝福时， 祥林嫂欢喜地端着 “万年粮” 出来，
被鲁四老爷说其今生今世都赎不了罪后， 祥林嫂听
到鲁四老爷的训斥， 欲低头看手， 双手一松， “万
年粮” 摔坏在地。 这三次祥林嫂看手的细节动作
表达了疑惑、 欢喜、 绝望三种不同的思想感情， 在
丰富祥林嫂人物形象同时也增加了祥林嫂的不幸人
生的感染力。

　 　 三、 越剧 《祥林嫂》 的戏剧性表达
（一） 戏剧化的舞台叙事
中西戏剧都拥有叙事的本质， 在话剧中， 通过

演员在舞台上的对话、 独白、 人物的行动以及旁白
来讲述故事； 中国戏剧在单一性、 直线性的叙事舞
台表演基础上， 很早就建立一套以表演为中心的叙
事方式， 并运用程式化的叙事模式， 发挥角色表演
的叙事功能。 小说作为叙事的文字载体在叙述故事
时， 作者可通过故事中的人、 故事外的人， 回忆、
正在发生等多种视角及多种时间顺序去将读者带入
故事中， 而舞台剧表演由于受到舞台的限制， 往往
采用的都为单一的时间顺序， 让观众通过上帝视角
参与到故事中去。 除此之外， 小说在叙述故事时多
注重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 注重故事的矛盾冲突，
从而引人入胜； 而中国古典戏曲是包含唱、 念、
做、 打的综合性艺术， 通过唱、 念、 做、 打的表演
程式来达到抒情叙事的艺术效果。 在原著小说
《祝福》 中鲁迅采用的叙事方式为倒叙， 以第三视
角通过 “我” 的第一人称将祥林嫂的一生叙述出
来， 在小说中， “我” 并没有与故事脱离， 反而与
故事紧密联系， 是真真切切经历事情发展的人。 郭
德英称： “以单向性、 直线式顺序的叙述的时间为
主， 这是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叙事性的普遍特征。”④

搬上舞台的 《祥林嫂》 以舞台表演的叙事方式为
单一的顺序叙事， 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的手法对祥林
嫂一生展开叙述， 通过上帝视角以及演员的表演、
唱词将祥林嫂悲惨的一生向观众娓娓道来。

（二） 立体感的人物塑造
小说通过对文中人物的外貌、 举动、 语言， 以

及借助文中其他人的口来进行人物塑造， 戏曲舞台
表演则通过舞台中人物的舞台行动、 唱词、 念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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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来展现人物特点。 原著小说 《祝福》 便以
“我” 回乡的时间顺序来展开祥林嫂的故事， 同时
原著小说作品还采用了多语叙事的模式， 通过鲁镇
的人、 鲁四老爷、 柳妈等人的口将祥林嫂的一生拼
凑出来， 再由 “我” 独立的语言描述出来， 由此
塑造出读者所看到的祥林嫂的形象； 改编为舞台剧
作品的 《祥林嫂》 则像是祥林嫂个人的一部人物
传记， 以时间为顺序， 以祥林嫂为中心， 从祥林嫂
婆婆与卫癞子合计要将祥林嫂卖掉开始， 通过祥林
嫂的唱词、 舞台行动， 与舞台上柳妈、 贺老六等角
色的交流， 将一个有血有肉的祥林嫂展现给观众。

（三） 旁白式的帮唱
舞台剧中有旁白这种独特的语言表现形式， 通

过旁白来介绍人物、 展示人物内心， 同时， 通过旁
白来阐述故事背景， 推动故事的情节发展。 中国戏
曲有自报家门来介绍自己的传统， 同时中国戏曲的
曲词是戏曲剧本的主干， 戏曲曲词同时承担着抒情、
叙事、 代言三大功能。 因此， 戏曲舞台表演除通过程
式化的表演方式叙事之外， 还通过曲词来言志、 叙
事、 抒情、 状物。 戏曲舞台表演除了通过演员的舞台
表演动作以及唱词来叙事之外， 还可通过帮唱的形式
接引唱腔起到交代故事背景、 表达人物内心、 烘托气
氛、 深化剧情， 从而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作用。 同
时， 戏曲中的帮唱还能起到塑造人物的作用。

１９７７ 年上海越剧院改编的越剧 《祥林嫂》 中帮
唱的作用分为两类， 一类为通过帮唱抒发人物内心
情感， 从侧面塑造人物、 烘托氛围。 如第一场戏中
祥林嫂得知婆婆要与卫癞子合伙将自己卖到贺家坳，
决定连夜逃跑时， “只有逃……再婚醮” 的帮唱烘
托了祥林嫂 “宁死不做再婚醮” 内心的坚定； 在祥
林嫂逃走时后 “……依依难舍……” 的帮唱烘托出
祥林嫂对于 “旧时巢” 不舍的感情； 在祥林嫂初次
进鲁府做活时的帮唱 “袖子卷的半尺高……” 从侧
面体现出祥林嫂勤劳能干的人物形象， 以及表达出
四太太对祥林嫂的满意； 在第三场戏中祥林嫂逃走
至鲁府后， 在河边洗菜时， “……辛劳也鲜甜……”
的帮唱体现出祥林嫂心情的转变， 烘托出祥林嫂欢
喜的心情； 贺老六与阿毛一同去世的那一场戏中
“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的帮唱烘托了凄怆
的气氛； 第十场厨房那场戏中的帮唱 “……阎王
只好将你一锯两半分”⑤加以祥林嫂劈木头的动作 ，
烘托了祥林嫂内心的恐惧； 结尾处的祥林嫂 “问苍
天” 的唱段， 帮唱起到了烘托祥林嫂悲惨人生的作
用， 从而将剧情推向高潮。 二为交代时空背景， 为
接下来的剧情做铺垫。 如第六场中的帮唱 “贺家坳
在山里山……” 起到舞台空间转移的作用， 既交代

了贺家坳的地点以及主要活计， 又为下面的贺老六
的出场做了铺垫； 第十一场戏中的 “好容易熬过了
两年光阴……” 的帮唱表现出时间的跳转， 推动剧
情的发展； 第十三场中的帮唱 “几番风雪几番霜
……”，⑥交代了时间的跳转； 结尾处的祥林嫂 “问
苍天” 的唱段， 帮唱起到了烘托祥林嫂悲惨人生的
作用， 从而将剧情推向高潮。

　 　 结语
从舞台剧 《祥林嫂》 的八次改编来看， 将小

说类文学作品改编为舞台剧作品时， 小说原本的叙
事方式、 人物塑造等都会因舞台表演的特殊性而发
生改变。 诚然， 因小说与舞台剧所采用的艺术媒介
不同， 故在构思方式和呈示效果上就会有异构的体
现。 越剧舞台剧 《祥林嫂》 将小说 《祝福》 的第
三人称倒叙的叙事方式调整为以祥林嫂为中心的自
传式时间顺序叙事， 此叙事方式的变化使得观众在
观看时能够更完整地参与祥林嫂的一生， 对于调动
观众的情感有着积极作用。 同时， 八次改编过程中产
生的情节的改动也有得有失， 舞台剧 《祥林嫂》 中增
加的祥林嫂在厨房中看 《玉历宝钞》、 捐门槛欣喜的
抚摸祝福所用的祭祀物品等情节， 使得舞台所呈现出
来的祥林嫂的人物更加细腻立体， 而由于舞台的可观
性、 戏剧本身所需的抒情性而增加的祥林嫂与贺老六
成亲、 二人婚后短暂的幸福生活、 祥林嫂离世前 “问
苍天” 的唱段等情节， 反而削弱了鲁迅原著 《祝
福》 中所要表达的反封建精神及削弱了祥林嫂人
物的麻木性。 在今后的改编中， 需要把握好情节改
动得与失的平衡， 从而创造出优秀的新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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