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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说

越 明

平易质朴王文娟（上）

□ 越 明

热播剧《天下长河》大部分情节
是真实的历史再现。其中最重要的
情节是康熙皇帝热心兴修水利，为
了治理好黄河、淮河等河流两岸河
患，可以说他竭尽全力，立下了汗马
功劳。

康熙明白：文治武功，文治在
前，武功在后，唯有让百姓安居乐
业，才有一个真正的和谐安宁的社
会。以民为贵，几千年的经验教训
始终是历代杰出帝王的准则。禁圈
地、兴水利、促农耕、巡江南……康
熙帝运用各种手段加强民生,开启
了康乾盛世的序幕。

康熙兼职 兴修水利

在康熙执政前期，每年人不敷
出，国库空虚。在这种形势下，纵然
康熙有“愿天下安宁，百姓安居乐
业，共享太平之福”的美好愿望，但
短期内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康熙面临着如此巨大而又艰
难的课题，划分出轻、重、缓、急。
在解决了鳌拜之后，他立即开始着
手于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虽然
康熙年纪尚轻，但在读古博今中懂
的确实不少，在总结了历代王朝治
乱兴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重农思想。政局慢慢
稳定了之后，更是专心治理农业问
题。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康熙首先
把清廷官员在老百姓手中抢来的土
地如数归还回去，给百姓吃了一颗
定心丸，百姓也在这个年轻的皇上
身上找到了安居乐业的希望。

康熙是一代明君，也是一个敢
于改革推行的革命家，他接下来出
台了一系列推行垦荒屯田、兴修水
利的改革政策。

其实早在顺治继位时，就实行
了垦荒政策，但土地大多被王公大
臣瓜分干净，百姓根本无荒可垦。
多尔衮死后，顺治试图改变这种情
况，但是在努力了 20多年之久，依
然无效。康熙初年的时候由于有鳌
拜作乱，农业生产萧条凋敝的现象
依然存在。所以鼓励开垦，扩大农
业经济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把土地还给农民之后，康熙皇
帝大力用免除赋税的条件鼓励开
垦，农民们对于政府的优惠政策感
到惊喜异常。事实上，政府放宽税
收政策能提高垦荒者的积极性，有
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也有利
于以后向这些新垦土地的垦荒者征
收赋税。

最重要的也是最得人心的措施
是，对开垦后的地田,康熙允许归开
垦者所有，并在法律上加以保护，保
障垦荒者的经济利益。这对于没有

土地的农民或者只有小量土地的农
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只
要开垦就是自家的。而且，自愿进
行垦荒的农民还能得到朝廷政策的
扶持：不但可以免除税收，还可将耕
牛、种子借来用作种植。毫无疑问，
这项措施对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促进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
大的作用。

在促进垦荒方面，从顺治以
后的历朝都有着大同小异的详细
规定：有的给予实物，有的折变现
金，按亩计算、论人支给等方式不
一而足。可以说，无论规定是怎样
的,只要能够确实可靠地得到执
行,对进行垦荒的农民来说，总是
有利无害。此外，清政府通过一系
列政策把整饬吏治与奖励垦荒结
合起来，使上层建筑能为发展经
济服务。而开垦不但成为农民的
事，王公大臣、地方官吏也被带动
到其中。

一系列的措施终于增加了耕
地面积，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
复发展。到康熙末年，全国耕田面
积比顺治十八年增加了 174 万余
顷，超过了明代万历年间的耕田面
积。

封建社会时期的农业发展，有
地耕、有人种是一回事，但天时必须
配合。一场洪涝灾害或者久旱不雨
都会让农民的辛苦劳作功亏一篑。
所以，预防、整治自然灾害就成了康
熙的又一课题。他多次申述“民生
以食为天，必盖藏素裕而后水旱无
虞”，所以，康熙一直对兴修水利十
分关注。他晚年时曾说:“朕于河务
留心最切，经历最深，往年屡次阅河
时，精力尚强，亲乘小舟，不避水险，
各处周览。”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被
亲切地称为“母亲河”，但是这位

“母亲”也有暴戾的一面。雨水多
发季节常有洪涝，滔滔的黄河水所
到之处都会卷走大量泥沙，然后冲
入下游平原，下游的人民苦不堪
言，只能靠人工筑堤来阻止、延缓
洪水的冲刷。不但黄河两岸的人
民深受其害，无情的洪水也阻断了
南北漕粮的交通要道，这可是关系
到京师百万官兵及家口性命的要
道。因此，怎样治理黄河、确保运
输便成为历代王朝治河的重要课
题。康熙在位期间，也花了很大的
力气来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由此
可以看出，治理河道在康熙的执政
生涯中有着重要地位。康熙不但
是改革家，还是一名“科研工作
者”。治理水患方面完全从理论的
角度来寻求解决方案。他还特意
学习了关于水利、气象等科学自然
知识，力图使其治河方案建立于科

学的基础上。
康熙亲自设计并指挥了对河

工的兴修工程，并且在一次次的
实践中积累了广泛的经验，还上
升到了一定的理论层次，认识到
上游治理彻底，下流自然通畅。
想要黄河下游安宁无事，还需在
上游下足功夫。带着这一治河思
想，康熙对治河做了具体部署措
施，多次亲临施工现场，对负责治
理河道的官员细心地进行讲解。
终于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得到了出
乎意料的成果，既治理了河运，又
保护了百姓利益。

康熙自己也曾总结过治河成
功的经验，一是皇帝要重视，首先
将治河当作国家头等大事来抓，所
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都不愿
意做的事，手下办事的臣子们又怎
能费心尽力！康熙曾经就亲自巡
视检阅，做详细的调查研究，对治
河情况做到了心中有数，并能分得
清轻重缓急，还要相应地投人大量
的人力、物力、财力；二是要善于用
人，选拔称职的河道总督。只依靠
皇帝自己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事必躬亲
并不是一个皇帝应该采取的明智
之举。

康熙治理黄河，变水害为水利，
不但保障了国计民生，对各地经济
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
封建社会中，具有如此求实精神、科
学态度的帝王是实属罕见的。康熙
时，对于为患最大的黄河开始了大
规模的整治工程，甚至在军情紧急
之时也不曾终止。

康熙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
策，不但通过禁止圈地等来改革生
产关系，而且通过垦荒屯田、发展水
利等措施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六下江南，一举三得

为了在顺治身后留下的一片狼
藉中建立起一个足以令世人臣服的
王朝，康熙帝采取了前文提到过的
各种手段与措施，甚至六下江南，开
启清代帝王巡游江南序幕。

康熙帝年深居宫廷之中，但知
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对民
间百姓的疾苦和对朝廷的要求十分
重视，更是懂得百姓生活质量好坏
的情况不是单靠自己一个人就能够
全然了解的，所以，对各个地方的百
姓官特别关注，要求各级官员凡得
事都须迅速奏报，不能总想着报喜
不报忧来博得皇帝的好感，如果发
现有谎报之事必定严加惩罚。坚决
杜绝臣子们只顾着邀功而蒙蔽欺骗
中央政府的情况。

为了更加彻底地了解民愿、了
解民情，康熙甚至经常出京巡视，亲
眼查看官员们是不是在据以实报。
在政治越发稳定之后，他就时常走
出皇宫进行频繁巡行活动，其中最
著名的就是他的六次南巡。康熙南
巡的目的是多元的，有治国，有治
水，有考察，有巡视，有省耕，当然也
有游览。

康熙帝从 31岁到 54岁，六下
江南，累计共 520天，这在清朝皇帝
中，甚至是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所
有的帝王中也是首屈一指。他是第
一位跨过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
塘江五条大江河的皇帝，开创了清
帝南巡的先例。康熙帝的南巡，巡
的又是什么呢？不外乎这几点：

康熙南巡的主要目的，首先是
治理黄河。

康熙深知黄、淮两河关系运道
民生，最为紧要，所以将它视为南巡
任务中的重中之重，早在平定三藩
之前，他就把治河列为国家三大事
之一。南巡考察河务并不是做做样
子给百姓看的，而是切实做一些实
事，康熙亲临工地，视察河务，了解、
研究河势汹涌之原因。根据实际情
况，不惜花费重金命令河臣加固运
河堤岸，以抗御黄河水流的冲击和
侵蚀。皇帝如此重视，大臣们当然
也不容疏忽，每每都把黄河的治理
提到首要日程。康熙之时，河道尽
管仍时有溃决，但水患已经大大地
受到了控制。

南巡中，康熙还不忘团结笼络
江南汉族士大夫。清朝初期，清政
府处于推行武装统一的非常时期，
对于汉族士大夫此起彼伏的反抗
斗争，主要采取的是高压政策。康
熙执政后，国内情势趋于好转，鉴
于形势的变化，逐步改变了清朝初
期的高压政策，反而采取亲汉民政
策。康熙每次南巡都谒孔庙、拜禹
陵、祭明太祖陵，以迎合汉民族的
心理。

康熙的这些做法不是向汉族
低头示弱，而是想通过这些活动，
稳定汉族士大夫的反抗情绪，进而
依附于清朝，扩大清统治阶级的社
会基础。

王文娟，原名王彩娟，1926年 12
月 19日出生于浙江嵊县，是越剧“王
派”花旦创始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人。近
80年的艺术生涯中，王文娟先后演绎
过林黛玉、鲤鱼精、孟丽君、武则天、
春香、王玉贞、慧梅、杨开慧等上百个
角色，她将古今中外的才女名媛，鲜
活地展现在越剧的舞台上，也耀眼夺
目地留在了越剧“王派”艺术的辉煌
殿堂里。

王文娟，这个闪亮的名字与百年
越剧史密不可分，她少年刻苦学艺，
青年上海成名，晚年硕果累累，终成
越剧一代宗师，1926年12月，王文娟
出生于越剧之乡——浙江嵊县黄泽
镇。1938年秋，13岁的王文娟离开
家乡到上海天香戏院，投奔有“越剧
皇帝之称”表姐竺素娥学戏。学艺满
师后，王文娟以“小竺素娥”的艺名在
小型戏班担当主演，后来与“陆派”创
始人陆锦花组建了“少壮剧团”。
1948年9月，王文娟加入徐玉兰领衔
的玉兰剧团，从此与徐玉兰开始了长
达半个多世纪的合作生涯，成为越剧
艺术史上生旦合作的完美传奇与永
恒经典。像我们非常熟悉的《红楼
梦》《追鱼》《则天皇帝》《忠魂曲》《孟
丽君》《慧梅》《皇帝与村姑》等等，都
是两位大师的代表之作。

很多粉丝都说王文娟的越剧好
听。为什么好听呢？是因为王文娟
的唱腔具有较强的音乐性，她把多
种曲调、多种板式融为一体，联套使
用，构成既能抒发人物急遽变化的
思想感情又能适合自己嗓音特点的
成套唱腔。1962年版越剧《红楼梦》
时，王文娟已经 36岁，要演一个十几
岁的小姑娘，十分不容易，当时剧团
花旦演员很多，当领导问王文娟敢
不敢演林黛玉，能不能演好时，王文
娟立下军令状：“演不好，砍我的
头！”就是凭着这种壮士断腕的决
心，王文娟将《红楼梦》原原本本地
读了三遍，反复揣摩，演出了一个让
曹雪芹也想不到的林妹妹。戏迷朋
友对《黛玉葬花》印象特别深刻，王
文娟先是从十字句“尺调腔”慢板开
始的，“绕绿堤拂柳丝穿过花径，听
何处哀怨笛风送声声？”唱得婉转悠
扬，接着，转慢清板，再转散板，最后
转为弦下腔慢板，通过丰富的演唱
手段，准确地表现出林黛玉触景生
情、愁绪满怀的复杂内心世界。来
欣赏王文娟的《黛玉葬花》。

绕绿堤拂柳丝穿过花径，听何处
哀怨笛风送声声。

人说道大观园四季如春，我眼中
却只是一座愁城。

看风过处落红成阵，牡丹谢芍药
怕海棠惊。

杨柳带愁桃花含恨，这花朵儿与
人一般受逼凌。

我一寸芳心谁共鸣，七条琴弦谁
知音，

我只会惜惺惺怜同病，不教你陷
落污泥遭蹂躏。

且收拾起桃李魂，自筑香坟埋落
英。

当越剧电影《红楼梦》公映后，
受到观众的热捧，当时，上海越剧院
每天都会收到几麻袋的信件，全是
寄给剧组演员的。很多人觉得王文
娟能将柔弱的林妹妹演得这么好，
都认为王文娟体质肯定也不好，给
王文娟寄去很多营养品。其实，王
文娟的身体挺好了，她只是将唱腔
音调节奏与剧中人物感情进行了很
好的结合，达到演啥像啥的境界。
再看看电影《追鱼》中的鲤鱼精的形

象，就可以感受到她是多么的活泼
了，剧中“一路之上观花灯”唱段，用
的是“南调”，边歌边舞，描绘了大街
小巷锣鼓喧天、夫妻观灯的喜悦之
情，节奏明快，音调跳跃，丝毫看不
出她柔弱的一面，这就是大师的创
造力。

鲤鱼：夫妻携手往前行，
张珍：一路之上看花灯。大街小

巷锣鼓喧，
鲤鱼：万户千门弦管声。
张珍：莫道去年灯景好，今年的

灯儿色色新。这厢是狮子滚球遍地
金，

鲤 鱼 ：那 厢 是 二 龙 戏 珠 满 天
星。

张珍：双双蝴蝶迎风飞舞，
鲤鱼：对对鸳鸯比翼交腾。
张珍：脚踏莲花是慈悲佛，
鲤鱼：手抱琵琶是那王昭君。
张珍：外街花灯看不尽，回头又

往内街行。
1952 年，王文娟加入总政文工

团，1953年随部队入朝鲜战场慰问
官兵，历时八个月，王文娟和姐妹们
才从朝鲜归来，带回来的，不只是一
枚二等功奖章，更多的是满满的豪
情与历练，还有一部《春香传》。原
来，当时的朝鲜军民看过徐玉兰与
王文娟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西厢记》后向演员们推荐，朝鲜也
有一段青年男女李梦龙和春香为追
求幸福勇于反抗的爱情故事。王文
娟与同行在服装、表演以及音乐上
做出不少探索和创新，开戏曲搬演
朝鲜剧目的先河。此后，王文娟的

“春香”更是被京剧艺术家赵燕侠、
评剧艺术家新凤霞、黄梅戏艺术家
严凤英所参照移植。一起来欣赏
《春香传》的“爱歌”。

（龙唱）你回头一笑百媚生，好一
似月里嫦娥下凡尘。

（香唱）你强把春香比天仙，你不
怕嫦娥笑你太偏心？

（龙唱）嫦娥也是有情人，她笑你
我恩爱深。

（香唱）恩爱深，恩爱深，好似影
儿不离身。

（龙唱）又好似花开并蒂连理枝，
千年万载永不分。

（香唱）又好似深闺美女衾上枕，
针针合缝密层层。

（龙唱）你我两人恩爱情，踏破铁
鞋无处寻。

（香唱）千两黄金万两银，也难买
此恩爱情。

（龙白）恩爱情，恩爱情，不知是
方是圆，是短是长？

（香白）恩情无穷无尽！
（龙白）恩情是无穷无尽，但人生

有限，春香，何不订个百年之约！
（香白）百年之约？
（龙白）是啊，百年之后，你我两

人变作……
（香白）变什么？
（龙白）春香！
（唱）你变那长安钟楼成寿钟，我

变槌儿来打钟。
（香唱）打一更，当当叮，
（龙唱）打二更，叮叮咚，
（香唱）人家只当是打更钟，
（龙唱）谁知道你我钟楼两相逢。
（香唱）自己打钟自己听，
（龙唱）自己打钟自己懂。
（香唱）春香当当叮，
（龙唱）梦龙叮叮咚，
（香、龙合唱）是一口春香梦龙、

梦龙春香恩爱钟！
虽然是越剧，我们还是听出有

一点“斯密达”的味道，尤其是“打
一更当当叮，打二更叮叮咚，”这样
的唱句在别的戏中很少见的，但平
易自然，增加了不少情趣。这就是
越剧中的 [清板]，唱腔近似说白。
没有主胡伴奏，全靠演员自己唱，
只敲鼓板来伴奏，特别凸显演员唱
功。

热播剧《天下长河》剧情与真实历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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