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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大学员培养力度，使其有充足的传承人和后备军做坚

实的后盾。

3.保护本地区特色文化的行动，应得到地方政府和主管部

门的大力支持。从上述表 2（有关延津群众对二夹弦剧种是否

失传问题的调查）显示，问卷当中有很多人提及，希望政府大

力支持二夹弦剧种的传承与发展，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政府的

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

4.加强高校相应专业学生对二夹弦有关资料的考察以及整

理，或推动当地文化馆及博物馆对其进行整理收藏。通过这个

剧种的老艺人，整理音像文字及曲谱，再由当地文化部门进行

收藏保护，以方便日后的宣传及传承。

由此可见，二夹弦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找到适合自己发

展的途径，不能只靠媒体呼吁，在依靠政府部门的同时，也要

强化自身，针对市场的需要，尽快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式，建立

适合自身发展的团队管理模式，以便能更好地适应市场，培养

起自己的队伍，充分利用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有限拨款，为自身

的发展做好长远规划。

通过本次调查，得知这种土生土长的地方性剧种确因面临

的诸多现实性问题，使它的发展与传承严重受阻。然而，调查

问卷仅显示了二夹弦剧种面临的部分问题，其他很多问题还需

不断调查、发现。希望该剧种能得到政府与社会的广泛关注，使

这种中原传统文化得以不断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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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斯在《艺术中的精神》卷首说：“任何艺术作品都是时

代的产儿，同时也是孕育我们感情的母亲，每个时代的文明必

须产生出他特有的艺术，而且是无法重复的。”

杨家将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在流传至今的宋朝传奇中，

杨家将的故事占据了半壁江山。有道是：说不完的杨家将，道

不尽的佘太君。宋以后历朝历代都对杨家将故事进行了改编和

扩充，杨家将成为各种艺术形式偏爱的宠儿。这一英雄群体成

了中国人的偶像。就连美国好莱坞，也将目光投向了这一英雄

群体，希望能将《杨家将》的故事改编为动画电影[1]。

一、故事原型

佘太君，原名佘赛花，是北宋将领杨令公杨业（本名重贵，

又名继业）的妻子，佘太君本姓“折”，后改为同音的“佘”姓。

《五代史》记载折家数代东抗契丹，西御西夏，号称“折家

军”。《宋史》（卷二百五十三）称折氏“夏人畏之，益左厢兵，

专以当折氏”，“自从阮而下，继生名将，世笃忠贞，足为西北

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独据府州，控扼西北，中国赖之”。

在宋朝抗击外族的战争中，折家英雄辈出。

佘太君的丈夫杨业，弱冠事刘崇，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

闻。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杨

无敌”。“（宋）太宗征太原，素闻其名，尝购求之”（《宋史·杨

业伟》）。归宋后，在太平兴国五年（公元 980 年）取得了著名

的“雁门关大捷”，之后“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

佘太君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爱国名将的家庭里，自幼受其父

兄武略影响，青年时成为一名性机敏、善骑射，文武双全的女

将。后来又嫁给居功至伟的丈夫杨业。佘太君从一出场，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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淌着忠君爱国的热血。

雍熙三年（公元 986 年），宋军进行了著名的雍熙北伐。杨

业统率西路军护送百姓内迁，遭遇契丹主力。他孤军奋战，最

后负伤被俘，绝食三日，壮烈牺牲。这一役，佘太君丧夫失子，

只剩下长子杨延昭（杨延朗），即后来一直被中国人民传颂的

“杨六郎”。

佘太君没有因为这一连串的打击而意志消沉，她一如既往

地支持自己的儿孙保家卫国，深明儿孙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

为儿孙解除后顾之忧。孙子杨宗保远征西夏受困时，佘太君率领

杨门的十二寡妇征西，取得了胜利。山西代县杨忠武祠保存的

《杨氏族谱》，对佘太君作了很高的评价：“中心乐善，内助教忠。”

杨家将的故事，除了正史《宋史》以及《资治通鉴》中有

记载之外，还有宋元时期就产生的杨家将故事的话本。到了元

朝，元曲兴起，描写杨家将故事的有朱凯[2]的《昊天塔孟良盗

骨》，无名氏《谢金吾诈拆清风府》，王仲元《杨六郎私下三关》。

元曲现存的两部杨家戏，都是以两位杨家将为主人公，一部是

《孟良盗骨》，一部是《谢金吾诈拆清风府》。

佘太君最早出场是在元代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中。在

这部元曲中佘太君的形象是杨家的老夫人，是与谢金吾周旋的

智者。但在这部元曲中，真正力挽狂澜拆穿贺驴儿奸细面目，保

护杨家的，是杨六郎的岳母、长国姑（太宗皇帝的姐姐，真宗

皇帝的姑姑）。

《孟良盗骨》主要为英雄复仇、告慰忠魂为张本，表达了对

奸贼的愤恨，对番邦的仇恨。曲中“俺父子全忠不到头，功劳

汗马一时休。可怜战死三边上，不得生封万户侯”的悲嚎，喊

出了英雄身丧番战，又遭残害的悲痛愤恨。在这部元曲中，佘

太君是杨令公托梦的传声筒，并没有实质性的举动。

这两部元曲，虽然对佘太君都有所提及，但她的形象都不

是十分的鲜明。在元曲中，佘太君忠君爱国，受人尊敬，充满

智慧。但面对皇权和奸臣的压迫，始终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的

情绪。当时，蒙古族统治中国，建立大元朝，由于元朝压迫汉

人抛弃文人，所以当时的人们无比怀念汉人统治的时期。这些

故事，从深处洋溢着大众对民族英雄的渴望。

最早系统叙述杨家将故事的是明清时代的小说，如《杨家

将演义》、《杨家府演义》（全称《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作

者不详）。后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敷衍、扩充、改编，从而形成

了现在的杨家将故事体系。两部小说都大胆地饱含激情地塑造

了一大批巾帼不让须眉的杨门女将形象，她们武艺超群，性格

豪放，聪慧灵秀，叱咤疆场，完全摆脱了封建礼教中妇德女训、

尊卑等级的枷锁。她们的故事平民百姓家喻户晓，津津乐道。在

民间甚至有了“杨家府里女胜男”的说法。

这时的佘太君，除了智慧之外，还拥有了先皇御赐的龙头

拐杖，能够“上打昏君，下打奸臣”。在杨家将小说形成的明朝，

封建中央集权程度加深，清朝时达到高峰。佘太君受皇帝加封，

地位尊贵，有了与佞臣斗争的资本。这一时期，佘太君和元曲

中的长国姑，有了一种结合。但是，佘太君的一切权利，都赖

于先帝的御赐。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佘太君的形象——革命斗士

上世纪 50 年代，杨家将的故事就被改编成不同版本搬上舞

台，较为有名的是豫剧《五世请缨》（原名《十二寡妇征西》，又

名《百岁挂帅》）[3]，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常香玉领衔主演。另外还

有扬剧《百岁挂帅》[4]等。1959 年，梅兰芳先生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 10 周年，吸收豫剧、扬剧的故事，对杨家将故事进

行改编，最终形成京剧《穆桂英挂帅》，此剧成为献礼剧目，王

晶华老师饰演佘太君。京剧《杨门女将》以其高超的艺术欣赏

价值，为当代中国京剧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个剧

目是演出团体最多、演出场次最多、出访演出最多、推出人才

最多的剧目之一。1960 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还将该剧改编为戏

剧电影，由著名导演崔嵬、陈怀皑执导。

在这些戏剧当中，佘太君驳斥了主和派的谬论，率杨门女

将，奔赴边关，抗敌救国，最终获得胜利。佘太君的形象是“活

了一百单七岁，眼不花这耳不聋，腰不酸我这腿不疼”精神矍

铄的老人。她手持龙头拐杖，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正

义之士。她披挂上阵，是保家卫国的巾帼英雄。她与庸臣斗法，

是杨家的家长和精神领袖。佘太君充满智慧，能够识破敌人诡

郑佩佩饰演佘赛花 王晶华饰演的佘赛花 徐帆饰演的佘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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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能说服软弱的帝王。她爱护自己的子孙，希望子孙建功立

业，也希望子孙平安幸福。她敢做敢当，不畏权贵，能够坚持

自己的原则。这些形象，非常的类似于当时其他戏曲中的中国

革命女性，像《红色娘子军》中的琼花，《沙家浜》中的阿庆嫂。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政府提出男女平等，中国女性一去

传统女性温淑顺从、以泪洗面的特性，变得干练泼辣，精明能

干，有志气有主见，有智谋有胆略，牢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不

受人摆布，智谋不输于男子。她们完全可以被称为斗士，摆脱

了封建道德束缚，不受封建家长摆布，和社会邪恶势力斗，和

贪官污吏争，无不显现出巾帼英雄本色，展现出解放初期女性

所独有的强烈的反叛反抗的斗士精神。当时的人们对于这样的

革命斗士充满了仰慕，女斗士成为了一代人的偶像，当时的女

性刚刚获得和男性一样的地位，都希望和男性一样功成名就，

大有作为。佘太君在这一方面顺应了当时大众对偶像的崇拜需

求。

三、上党梆子戏中佘太君的形象——阶级战士

1962 年，著名作家赵树理对山西上党梆子戏《三关排宴》

进行了改编，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为戏剧艺术片[5]。当时的

主要目的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杨四郎叛国求荣的行为，歌颂佘太

君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这部戏片段《斥子》中，投敌叛国的杨

四郎被佘太君称为“小畜生”、“无耻下流”等。在这部戏中，佘

太君非常严厉，充满了阶级斗争的色彩。佘太君还是一如既往

地忠于自己的国家。但她一改往日的慈母形象，变得只有立场

和原则，少有亲情和温柔。这样的角色设置，让现代观众感到

佘太君非常有距离感，很冷酷。佘太君不认可自己的儿媳辽国

桃花公主，面对公主的寻死，态度也是十分冷漠。对待敌人，她

会丝毫不留情面、不顾敌人死活，缺少人文关怀。

1957 年，中国开始了“反右斗争”，之后反右斗争扩大化，

1960 年到 1963年，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加上之前群众对

人民公社的质疑，苏联和中国两国关系紧张，而党内在庐山会

议上发生了“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彭德怀因在与会期间批

评大跃进政策而遭到毛泽东整肃。1962 年的中国，沉浸在一种

“左倾”的氛围当中。毛主席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

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

么超阶级的人性”，杨四郎和佘太君在当时就被划分为两个对立

的阶级。在《三关排宴》中，儿子四郎成了佘太君的阶级敌人，

因为对阶级敌人不能有丝毫的姑息，所以造成了当时佘太君形

象的变化。在当时，反映阶级斗争的艺术作品繁多，带有阶级

色彩的杨家将故事也是不胜枚举，《三关排宴》只是其中比较有

代表性的一部。

四、当代影视剧中佘太君的形象——变形金刚

改革开放以后，对杨家将故事的改编更是层出不穷，主要

作品如下表：

（注：上表仅罗列出佘太君在剧中占主要地位的影视剧）

二战后，战争与革命逐渐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取代。

一方面使得关于杨家将的艺术作品，战争的血腥气氛逐步减少，

对人的关心逐步增多；另一方面对剧中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新的时代，赋予了女性更多的权力，同时也给了女性更多的责

任。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既要赚钱养家，又要貌美如花”。现

在的女性，既要主外，又要主内。在外要工作，希望能够获得

事业的成功，在家里要照顾孩子和老人，打点家中生活。

此时佘太君的形象更加完美、性格更加多面化，成为了“上

得了朝堂，下得了厨房，骑得了骏马，耍得了金枪，斗得过奸

臣，打得了番邦”的女变形金刚。首先，一改以往戏曲中白发

苍苍的形象，佘太君的形象变成了丽人。这由饰演佘赛花的演

员就可以看出，佘赛花在剧中的形象都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美

人。在这些作品中，佘太君与杨业夫妻情深，非常恩爱。杨业

征战四方，佘太君就相夫教子，帮助杨业打理天波府的一切事

宜，教育年幼的孩子。子孙们都品德高尚，武艺超群。作品中，

佘赛花的很多个性，都凸显在在对待子女方面。佘赛花采取的

是一种现代的教育方式，是一位母亲，更是孩子的朋友。不仅

教孩子武艺兵法，还教育孩子要重视亲情、友情和爱情。当儿

子面临感情问题的时候，佘太君循循善诱。《杨门虎将》中，儿

子杨四郎爱上了杨家的政敌奸臣潘仁美的女儿，佘太君对二人

的感情表示支持。当顽皮的儿子和严厉的丈夫产生矛盾时，她

又巧言软语，调解矛盾。杨业不幸战死之后，佘赛花为杨业办

好身后事，放下丧夫失子的痛苦，独自挑起天波府的重担。杨

家的不幸，也让她更多地看到了朝堂上的弊端，她勇敢地站出

来，为了自己的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家族，努力地奋斗。在这

几部影视剧中，佘太君面对成为辽邦驸马的四郎，爱子情切，对

于四郎、公主和四娘的遭遇表示同情和理解。经过几番征战，现

在影视剧中的佘太君，明白生命可贵，儿孙能够建功立业固然

好，即使没有丰功伟业，佘太君也希望儿孙们能够平平安安。对

待战争，佘太君也渐渐流露出了期望和平、反对战争的意向。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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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1986 年 TVB版

1991年山西电视

台版

2001年

2004 年 CCTV6 版

2004年

2007年

2011年

2012年

演 员

湘漪 饰 佘赛花

张晶(前期)，王建英

(中期)，张登桥（后

期） 饰 佘赛花

郑佩佩 饰 佘赛花

郑佩佩 饰 佘赛花

赵雅芝 饰 佘赛花

陈秀雯 饰 佘赛花

郑佩佩 饰 佘赛花

徐帆 饰 佘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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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君披挂上阵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边关百姓能够免遭战乱，也

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止息战争。

从改革开放至今，关于杨家将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在

2012 年的电影《忠烈杨家将》中，佘太君将作为主要女性形象

出现，制片方邀请了老戏骨徐帆来饰演。《忠烈杨家将》是一部

描写战争大场面的男人戏，对于片中佘赛花的表现，观众都充

满了期待。

本文得到赵晓红老师的指导，特此致谢。

注释：

[1]卢燕，李亦中.聚焦好莱坞——文化与市场对接.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6

[2]曹本的《录鬼簿》，《元曲选》将该剧收入朱凯名下（又称《昊天

塔孟良盗骨》，亦作《孟良放火盗骨殖》），贾本《录鬼簿》失载，《太和

正音谱》、《录鬼簿续编》都以为无名氏之作。

[3]豫剧《五世请缨》（原名《十二寡妇征西》，又名《百岁挂帅》），

讲述的是北宋时期，西羌作乱，元帅杨文广边关被困，孟强突围回朝搬

兵，兵部主和，杨府主战。107岁高龄的佘太君带领8 个儿媳、两个闺

女和孙媳穆桂英等十二寡妇及重孙满堂，五代人上殿请缨，奔赴疆场，

平定西羌，得胜还朝。

[4]1959年，由江苏省扬剧团排演，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周年献礼演出。描写三关主帅杨宗保被西夏王射死，佘太君毅然百岁

挂帅，率十二寡妇及曾孙杨文广出征，一举击败西夏,班师回朝，后由

徐苏灵导演改变为戏剧片。

[5]原名《忠节义》，又名《忠孝节》，是《昊天塔》、《五绝阵》、《八

姐盗发》、《三关排宴》连台本戏的最后一本。1956年由山西省长治专区

人民剧团整理演出。

[6]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的《杨门女将》系列电视电影，是在原

电视剧版《杨门女将》基础上删剪而成的，分为以下15部分：《女儿当

自强》、《天波府风波》、《女将初征》、《再战金沙滩》、《四郎探母》、《昊

天塔》、《八妹游春》、《白马贺寿》、《皇城惊变》、《巧夺凤发》、《情定穆

柯寨》、《战地情缘》、《辕门斩子》、《穆桂英挂帅》、《大破天门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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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学上经常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皆由

于传统训诂学方法不够完善。传统方法主要有依据古训、破假

借或者排比归纳确定词义，而语料库的出现则为更加科学、便

捷、穷尽性考察语料，发现语言规律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为传

统的训诂学考据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本文将结合语料库采

取更加科学完备的方法对《诗经》中“食贫”一词进行考据训

释。

《诗经·卫风·氓》中有“自我徂尔，三岁食贫”一句，翻

基于语料库的《诗经》“食贫”一词词义考释研究
文 / 朱瑞华

语言是具有规律性和系统性的。以现代语言学的角度从系统内和系统外两个方面考释“食

贫”，特别是利用现代语料库技术结合统计学的方法，对“食”进行穷尽性考察，选取共时平面

上同结构的书证，探寻语法规律，同时结合语言外（文字、文化常识等）的证据通过证实与证伪

相结合来整理考释古籍，这样才能尽量做到科学完备。

实习编辑：谢寅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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