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实话，对于戚雅仙，我了
解得并不多，看她的戏还是小
时候记忆中的《白蛇传》，感觉
她的唱腔十分的朴实，不追求
华丽的色彩，非常的平易流畅，
尤其是“合钵”，戚雅仙唱得如
泣如诉：“为妻是千年白蛇峨眉
修，羡红尘远离洞府下山走。
初相见风雨同舟感情深，托终
身西湖花烛结鸾铸。以为是夫
唱妇随共百年，却不料孽海风
波情难酬。为了你兴家立业开
药铺，为了你端阳强饮雄黄酒，
为了你舍身忘死盗仙草，为了
你水漫金山法海斗，为了你不
听青儿良言劝，为了你，断桥硬
把青儿留。”深深地被戚派唱腔
所吸引。后来看香港拍的电影
《王老虎抢亲》，毕春芳、戚雅仙
配音，虽然是不见其人，只闻其
声，但一听便知是她的演绎。
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为什
么导演林欢（金庸）不请两位大
师参演，而是用她俩的配音？

戚雅仙原籍是浙江余姚，
出生在上海，在上海一个名叫

“陶叶剧团”的科班里学的戏。
学员 3年满师后，就在当时专
演越剧的大来剧场演出。这个
剧场的主要演员是袁雪芬，戚
雅仙作为科班的尖子，经常为
她配戏，还和袁雪芬一起灌了
《明月重圆夜》的唱片。这是她
录制的第一张唱片，那时她刚
满 18岁。戚雅仙十分佩服袁
雪芬的为人，唱腔上也是一腔
一板地模仿袁雪芬，有着“袁派
小花旦”的雅称。后来，戚雅仙
离开了大来剧场，先在芳华越
剧团和尹桂芳、竺水招同台，又
参加玉兰剧团，和徐玉兰合作
演出，参加《国破山河在》《风流
王孙》《同病相怜》等剧演出，其
中和徐玉兰合演《香笺泪》一剧
风靡越坛，戚雅仙如泣如诉的
唱腔，赢得了很多女性观众的
同情之泪，使她在越剧观众中
的影响逐渐扩大，成为当时越
剧界杰出的后起之秀。

上海解放后，戚雅仙和毕
春芳组建了合作越剧团，主挑
旦角大梁，唱腔也在袁派基础
上有了新的变化，嗓音变沙，
非常接近口语，使人更加容易
听懂，有亲切感，同时，她吸收
和融化了其他越剧演员的唱
腔，采用越剧老调、绍兴大班
以及其他剧种的曲调，为我所
用，逐步形成了朴素流畅的戚
派。

1957 年 4 月，为在嵊县建
立“越剧之家”，“越剧之家”上
海市经济委员会成立，袁雪芬
任常委会主任，尹桂芳、戚雅仙
为副主任，王文娟、魏素云等10
人为常委。集资采取义演形
式，至1959年2月止，共筹义演
款 37202元。1958年 2月 1日，
合作越剧团在瑞金剧场上演古
装喜剧《王老虎抢亲》，由红枫
编剧，李卓云导演，戚雅仙、毕
春芳、陈金莲、潘笑笑主演。

戚雅仙十分重视在唱腔
的变化，她认为应该做到“在
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变
的是风格的稳定性，变的是运
用中的灵活性。比如，她演
《白蛇传》“游湖”，《玉堂春》
“会审”、《血手印》和《林冲》中
的“公堂”，都用了“男调”，唱
腔的骨架也大致相仿，但人物
性格、思想感情、具体情境各
不相同，曲调的情绪和唱法也
不一样。“会审”是“叙述性”
的；“游湖”抒发的中人物的愉
快心情，而《血手印》中的“公
堂”表达了王千金对平反丈夫
的冤狱充满希望……这些唱
腔，都有戚派的鲜明风格，又
各有个性特点。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越剧
事业的扶植和关怀，“百花齐

放”文艺方针的指引，兄弟剧种
的营养滋润，加上她本人在艺
术上的勤学苦练和革新创造，
使戚雅仙和以她为首的合作越
剧团得到迅速的成长和发展。
她演出了《龙凤花烛》《白蛇传》
《玉堂春》等很多剧目，在表演
和唱腔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艺术风格，成为一个新起的
流派。“戚派”的表演和唱腔朴
实、真挚、深沉，初听似乎平淡，
却在单调中有韵味，在朴实中
寓深情。戚雅仙多年来以演

“悲旦”闻名，表现悲剧内容的
慢板尤其受人喜欢，特别是她
的“慢清板”，长长的一大段，句
句含情，丝丝入扣，在表现中国
古代妇女善良温柔的性格和缠
绵、悲愤等情绪方面特别感人
肺腑，如玉堂春落难遇夫、王千
金法场祭夫、赵五娘千里寻夫
等，体现了她所说的“字断音不
断、间断气不断、气断情不断”
的艺术见解，令观众回味无
穷。欣赏《血手印》中戚雅仙王
千金唱段“你不问情由破口
骂”：你不问情由破口骂，骂得
我痛心疾首话难讲。方才我路
遇婆婆将我打，肚中苦水似汪
洋。只道夫君知我心，谁知也
会不体（呀）谅！林郎啊，说什
么父女同谋毒心肠，可记得送
衣送鞋到门墙？我若要另抱琵
琶别嫁郎，又何必花园相约赠
银两？不是夫妻关痛痒，我今
日怎会到法场？你看我满身都
穿孝衣裳，难道我还想做新
娘？这段唱腔朴实无华，唱出
王千金深受委屈时对未婚夫的
肺腑之言，听来十分感人。

1954年，戚雅仙与尹桂芳
合作表演的《屈原》，演婵娟，获
得华东地区戏曲会演一等奖，
1958年以后，戚雅仙又演了很
多现代戏，如《女共产党员》《火
凤凰》等，表演和唱腔又扩展到
新的领域。

1979年，戚雅仙和毕春芳
再度携手合作，重建了静安越
剧团，演出了她们的保留剧目
《楼台会》《血手印》等，风采不
减当年，受到上海观众的热烈
欢迎。这一年，已 53岁的她挑
起了剧团团长的重担，正如戏
剧故事里的穆桂英 53岁挂帅
再出征一样。不仅连演 5部大
戏，而且培养出了周雅琴、朱祝
芬、金静等一批接班人，还先后
3次率团赴香港演出，传播“戚
派”艺术。1983 年，57岁的戚
雅仙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实现了多年的心愿。

晚年的戚雅仙依然在为
越剧事业发挥余热，举办了流
派艺术演唱会，出版了《戚雅
仙表演艺术》一书，参加“戏曲
教唱”的节目，出席各种活动，
为 培 养 下 一 代 尽 心 尽 力 。
1995 年，戚雅仙演唱的《血手
印》获得中国金唱片奖，她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录制的唱
片《梁祝》《琵琶记》《祝福》等
也都被转录成磁带，她在八十
年代演的一些戏都制成了
VCD发行。在电视台、电台的
许多栏目中经常可以听到戚
雅仙的演唱节目。

1988年上海电视台、上海
人民广播电台为其主办了“戚
雅仙流派艺术演唱研讨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于 1992 年出
版了《戚雅仙表演艺术》一书，
对大师的艺术生涯作了全面总
结。2003年 1月 27日，戚雅仙
逝世，享年75岁。

4 文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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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义节烈共流芳
□ 胡恩泉

平易流畅戚雅仙
□ 越 明

我在选编《诗文古丰》上册时，所能
找到丰利先贤留存下来的最早的诗文，
当数明初许孚的《桑公远公代父服
刑》。其诗云：

捐父生身代父身，古今行孝更何人！
三纲允笃圣贤道，寸草已酬天地春。
表奏非干刑部宰，诏除岂幸大明君！
芳名若不标青史，空有雷声白昼闻。
此诗见诸丰利东乡《桑氏家谱（“笃

志堂”）》本，内容是歌颂代替父亲领受
死罪的孝子桑公远，同时赞美明代开国
皇帝朱元璋对此事处理得高明，从而令
桑孝子名标青史！这是目前所知的古
丰义士许孚唯一的一首诗作。

公远是桑永的字（家谱作“恭远”，
称“盛二房”），因其父桑荣（字显之）于
明朝洪武年间管理丰利场盐务，犯法当
死。公远赴京直接向皇帝陈情，请求代
父领罪伏法。明太祖怜其至孝，诏免其
父死罪，命公远代父戍边效力，人称“桑
孝子军”。

按照修谱的惯例，当为尊者讳，故家
谱中没有写明桑荣所犯何罪。我们从其
职务来推断，很可能与盐务有关。查《大
明律卷第二十四·刑律七·问刑条例》：“伪
造盐引印信，贿嘱运司、吏书人等，将已故
并远年商人名籍中盐来历，填写在引转
卖，诓骗财物，为首者依律处斩外，其为从
并经济牙行、店户、运司、吏书一应知情人
等，但计赃满贯者，不拘鲁否支盐出场，俱
发边充军”。可见明代对触犯盐法者处
置很重，因为盐课乃国家税收重要来
源。当然，以上仅是推测之辞，尚无实据。

桑公远为救父一命而赴阙领罪，实
属“越诉”。《大明律》规定：“若迎车驾及
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仗一百；事重

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桑公远“越
诉”而蒙宽免，一则鉴于其孝心可嘉，其
次所诉乃是实情。朱元璋宽免其父死
罪，也是被其大孝之行所感动，将其父
罪减一等（由“为首”降为“为从”），并命
其代父充军戍边。

许孚写诗赞颂桑孝子，其实他本人
便是一位义士！

据嘉庆版《如皋县志》载：
许孚，字恒二，世为苏州震泽人。元

末随父塍七公避乱如皋，遂家焉。举建
文己卯乡试，为方正学所得士。靖难时，
官工部主事，榷芜湖关。闻金川失守，方
殉节，北向再拜，泣曰：“吾师获死所矣！
忆吾始获售，试题为‘讬六尺之孤’。榜
首刘师目为鸟中孤凤。（名列榜首的刘
师，把我看成是“鸟中孤凤”）。孚不敏，
窃（自谦之词）附刘君后，敢负所知哉（岂
敢辜负知遇之恩呢）！”遂痛哭饮鸩死。

就是说，许孚是随其父于元代末年
迁居到如皋丰利场的。他于建文朝己卯
年（即建文元年，公元1399）参加乡试，为
方孝孺所取的举人，名列榜首的刘君称
赞他是“鸟中孤凤”。官至工部主事（正
六品），执掌芜湖关印篆。朱棣发动“靖
难”之役以夺取皇位，一直打到金陵城
下。镇守金川门的将领开门迎降（史称

“金川门之变”），于是朱棣从侄儿手中夺
得了皇位，是为明成祖。朱棣有意招降
方孝孺以收揽人心，因此命他撰写新皇
即位的诏书。方孝孺誓死不从，结果被
灭门十族（自身九族加门生朋友。按，史
载因此被杀者达八百七十三人之多）。
许孚闻讯痛哭，称颂业师方孝孺死得其
所，遂于任上饮鸩自尽以殉师。

许孚殉节后，得以归葬丰利西街头
原观音堂前河湾头的南岸，实与其儿女
亲家马德的资助有关。据丰利镇马本驹
先生藏其祖父稀柳公手抄本《马氏宗谱》
载，许孚的侄女许毓秀，适马德（字仲仁，

号心耕；系马氏迁丰二世祖）。马德原系
广东提举司提举（勾管盐务），诰授奉直大
夫。因遭逢“靖难之役”，随父自姑苏迁来
丰利，任二十四、二十五两总总办，纳本邑
盐引，考试灶籍（马氏这一支派俗称为“灶
马”，以别于原住本地的“民马”）。他既有
这样的财力，又愿意为姻亲义士捐资。
另外，乾嘉年间丰利的刘家慨然捐地为
义士立墓，也是值得一提的。

嘉庆《如皋县志·古迹》载：“工部主
事许孚墓，在县东丰利场西河湾”。附
文：“公墓自前明迄今三百余年，湮没荒
草。盐政庄锡礼莅任，访求古迹，得公
墓，为之崇封、树木（加高封土，种植树
木），并立碑记。事在嘉庆六年（1801），
教谕秦鼎云诗以纪事。”

秦诗《重修许公墓》附录如下：
昔年表墓托蒙庄，此日寒坛致瓣香。
小柏新栽翘刈楚，后昆陪葬灿成行。
殉身饮恨金川变，知己衔恩正学芳。
捐地刘翁诚义举，遗阡三亩志无忘。
为了表彰许孚为师殉节的义行，丰

利人乃将许墓列为古丰十景之一，名之
曰“许墓寒鸦”。

值得一说的是，桑公远的后人中还
出过两位烈妇——吴、李二夫人（吴氏是
婆母，李氏是媳妇）。据桑氏家谱载：

公远“传九世，生旸谷，……遘疾
（患病）早卒，遗二子：长九井，次九级。
是时，旸谷母衰老尚存。节妇年二十
六，事其姑服勤不迨，如有子在；育其子
教诲备至，如有父在。……次子九级已
长，娶媳李氏。崇祯十七年遭国变。越
二年丙戌，江淮大乱，节妇乃携其子媳，
避居场南之村舍七日。贼突至，执其节
妇，索财货弗得，将窘辱之。节妇知不
免，厉声骂曰：‘我，桑孝子孙媳也！汝
辈狗鼠，敢犯我乎！且我系未亡人，待
死已久，狗鼠辈可速杀我。’口骂不绝。
贼恶其言，即连刃节妇，已死。李氏见

贼将害其姑，因有幼女在怀，急置女地
上，翼长女，以身覆。呼姑曰：‘姑死，我
不独生矣！’贼并刃李氏，亦死。”。

此事发生在明、清交替之际，其时
天下大乱，强盗横行。桑氏婆媳二人遭
遇强人欲行非礼，宁死不屈，结果都被
杀害。明末四公子之一的皋邑名士冒
襄（字辟疆，号巢民，一号朴庵，又号朴
巢），曾作《双节诗》以颂之，诗中有云：

妇人节与烈，二者判宫徵。芳年失
所天，坚志柏舟矢。

截发或毁容，守贞以没齿。此之谓
节妇，身灭名不毁。

其或迫强御，离乱鲜依倚。委身膏
血刃，性命弃敝屣。

此之谓烈妇，闻名肃仰企！……
卓哉桑氏妇，骂贼断头死！刃姑亦

刃媳，延颈受利匕。
骸骨互撑持，遊魂血泊里。 姑死

殉所天，媳死殉姑耳！
迄今三十年，英风凛桑梓！不图巾

帼中，有此奇男子！……
冒襄在这首诗中，认为“节”与“烈”

还是有差别的。能够坚守贞节，从而
“身灭名不毁”，这固然可敬；而在遭遇
强人的侵侮时，能够“委身膏血刃，性命
弃敝屣”，堪称女中丈夫，就更令人景仰
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皆标榜以孝治天
下，宣扬“忠孝节义”的道德规范。桑氏
婆媳因而得到朝廷旌表，不仅树牌坊纪
念，还迎入如皋县烈女祠供奉。地方官
吏、名人纷纷献匾、撰联、写诗称颂，在
《桑氏家谱》中留下了许多篇什。桑李
氏的女婿张祚（官知山东东昌府朝城县
事、钦取吏部主事），因岳父之嘱，还遍
请朝官为之题词。桑氏一门既出了大
孝子，又出了双烈妇，可谓荣耀无比！

孝义节烈虽属旧道德范畴，但如
今仍有其积极意义，值得后人称颂和
借鉴。

犁 杖
□ 孙同林

犁杖是用来耕地疏松土壤的工具。
犁杖的部件有犁把、犁身、犁柱、犁

辕、犁铧等。犁身长两米多，早期为木
质，后改进为铁制。

耕地时，耕田者手扶犁杖，由牛在前
头牵引前行。在我国北方地区，还有由
两头牲口合拉的大型耕犁，耕出的土地
面宽且深。早年，因为耕牛的缺乏，也有
以人力拉犁耕地的做法，那是一种不得
已而为之的形式。作家迟子建在散文
《农具的眼睛》中写道：“农具当中，我最
憎恨的就是犁杖了。由于家中没养牲

口，用犁杖耕田的，爸爸就把我们姐弟三
人当成牛，套在犁杖上，让我们拉犁。我
一拉犁就有屈辱的感觉，……”生活在北
方的迟子建就有过人力拉犁的历史，可
见人拉犁的做法处处都有。

《诗经·国风·豳风·七月》中有：“三
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句，三之日、四
之日为周历，三之日即农历的正月，四
之日为二月，百度解：“耜”是中国古代
曲柄起土的农器，即手犁。朱熹《集传》
中解释为：“举趾，举足而耕也。”可见，
早在周朝，耕犁就已经普遍。正、二月
是耕作时节。

一头老牛随着耕田人的一声声吆
喝，昂起脖子奋力拉着耕犁前进、后
退、转弯，翻起一块块土垡。新土在阳

光下腾起一股热气，散发出泥土芳
香。夕阳西下的时候，老牛甩打着尾
巴，在晚霞中慢慢走过田埂，时不时低
头啃一口青草，后面跟着一位肩扛犁
杖的老人，老人挽着裤脚，穿着草鞋，
古铜色的脸膛在夕照下闪着光泽……
这个画面很美、很温馨，但是，这幅画
面的后面是劳累，是辛酸。在机械化
生产的今天，这样的画面已经看不到
了，幸运的是我曾经看到过。我的祖
父是个使牛好手。小时候，我时常陪
祖父看牛（牵牛吃草），也跟他去地里
看耕田。因此常常能欣赏到祖父耕田
和牵牛的画面。

祖父曾说，用牛的人要懂牛，懂牛的
人做起活来才轻松。刚开始，牛是不会
乖乖拉犁的。牛犊子长到可以耕作时，
要有个训练过程，俗称“教事”。初生牛
犊连老虎都不怕，当然是不肯听人使唤
的，牛的脾气一上来就拉不走了，所以必
须在牛鼻子上穿个环，这样才能牵住“牛
鼻子”。牛被套上犁具后会惊慌，会暴躁
地乱蹦乱踢，因此，教事的时候必须两个
人，一个人扶犁杖，一个人在前面牵牛，
顺便还要给它挠痒痒，连哄带喝，让它走
上正道。连续几天，牛才终于明白过来，
它的生存中是必须使力干活的。

要真正做到人牛合一，没有好的
犁杖是不行的。犁杖的木料要选硬
木，最好是榆木桑木或柞木等坚硬结
实的材质，犁辕是犁杖的关键部件，
犁辕的脊背必须是圆弧形，约碗口粗
细。犁杖的下部有拖头和犁底、犁箭
等。犁箭在犁底的最前端，呈三角形
状，是安装犁铧的头。犁铧为生铁浇
铸，前有长约 6公分的铧尖，尖后为空
心铧腹，套戴于犁头，尖头后的两侧
各有宽约 1 公分，长约 10 公分，外倾
斜的耳以利分开翻动的虚土。好的
犁杖必须好手艺的木匠才能做成，还
必须有一副好的架在牛脖子上用来
牵引犁杖的“牛轭”。牛轭是耕地时

套在牛颈上的曲木，是牛犁地时的重
要部件。牛轭状如人字形，腿长约 60
厘米。简陋的牛轭一般用人字形的
树杈做成，也有由木匠挖榫凿洞制
作，契合比较牢固。

一幅犁杖要想使用寿命长久，所有
零部件都很有讲究。记忆中，祖父为了
做出一副好犁杖，仅选出满意的犁辕、犁
轭头等材料就得好多天，做好后，还要精
心地刷上一层桐油，然后才投入使用。

耕田是个技术活，墒沟直不直、深度
匀不匀，都在于耕田人对犁杖的掌握，还
有对口令的及时准确，比如口令“撇”

“驾”“哈”等吆牛术语，使用久了，牛就明
白，什么吆喝声该怎么做。耕田时，感到
牛拉得很吃力了，说明吃土过深，要将犁
扶手往下摁一摁使犁铧上翘，反之则往
上提一点，使犁头沉下去。不会耕田的
人耕起来总是深浅不一，耕出的地垄七
弯八扭。不规则的田块，生手往往耕不
到田地的边角，事后还要用钉耙补挖。
耕田的老把式们则像玩魔术一样，不时
摆动犁杖扶手，忽左忽右、忽前忽后，整
个田块不会留下一块空地。

犁田是很辛苦的，不仅技术性强，
劳动强度也很大。水田翻耕，稻田里水
深泥深，赶着牛拖着犁在齐没小腿的水
田里来回转，一天下来，牛累得鼻孔里
直喷热气，人累得腰酸背痛、筋疲力
尽。为了赶季节，却不敢歇一歇，雨天
也不能停工。横风斜雨中，耕田人身穿
蓑衣头戴斗笠，任凭风吹雨打，全身一
天到晚没有一点干斑，如果遇上倒春
寒，人常常被冻得浑身发抖。

祖父老了以后，犁杖便靠在老屋的
墙角。土墙剥落的泥土，覆盖在犁杖的
桑木把手上，那些木质的纹理，曾经父
粗糙的手抚摸过无数次，如今已经湮灭
在无声而落寞的尘埃里，慢慢地锈蚀、
老去。

犁杖终于走了，但它却曾经告诉我
们，不要忘记庄稼，不能遗忘土地。

乡 土 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