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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家浜》

内容概要

《沙家浜》是八大样板戏之一。
京剧《沙家浜》由来：
京剧《沙家浜》的前身是沪剧《芦荡火种》。《芦荡火种》是由上海市人民沪剧团于１９５８年根据
真人真事创作的一个抗日传奇，讲的是１９３９年秋，由叶飞率领的新四军第六军团为主的抗日义勇
军离开苏常地区后，留下数十名伤病员面对日伪顽匪相互勾结、下乡“扫荡”的险恶环境，在地方党
组织和群众的支持帮助下，不畏艰险，重建武装、坚持抗日的斗争事迹。沪剧《芦荡火种》上演后，
在戏剧界和观众中引起了广泛兴趣和强烈反响，仅上海一地，就有不同剧种的９个剧团对《芦荡火种
》进行移植，而在全国演出《芦》剧的竟有３１个剧团之多。
１９６３年，北京京剧团接受了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的任务，创作组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
恩厚４人组成，汪曾祺作为主要执笔者，在改编过程中把功夫放在了剧本的文学性上。改编后的《芦
荡火种》的京剧最初取名为《地下联络员》，由赵燕侠饰阿庆嫂，谭元寿饰郭建光。后经国家领导人
审看，批准对外公演。剧名最后由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他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
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戏是好的，剧名可叫《沙家浜
》，故事都发生在这里。”于是剧名定为《沙家浜》。
剧情简介：抗战时期，江南新四军浴血抗日，某部指导员郭建光带领十八名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
伤，“忠义救国军”胡传魁、刁德一假意抗战暗投日寇，地下共产党员阿庆嫂依靠以沙奶奶为代表的
进步抗日群众，巧妙掩护了新四军安全伤愈，归队，最终消灭了盘踞在沙家浜的敌顽武装，解放了江
南大好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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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家浜》

精彩短评

1、完全是冲着汪曾祺的词儿来的，没想到还挺好看的，比现在的抗日神剧不知道好多少。只是贯穿
其中的毛泽东语录很跳戏，也很刺眼，还特别用加粗的黑体字突出。至于开头那几篇讲话我就不说啥
了，1967年出版的书果然奇特，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2、北京出版社 1967
3、总觉得弱了一些
4、刁德一，耍的什么鬼花样！ 现代京剧还是挺好听的，好想去剧院看！
5、我读的是六八年人民文学社的版本。样板戏的好歹都是听别人口里说的，自己是未曾看过。倒也
有趣。但当时卷进政治风暴实在是令人不可想象。前有江青讲话和红旗社论。周扬齐燕铭这些人已经
被打倒了。
6、芦荡火种的原创组改剧的时候心里真该滴血啊！
7、应该算是样板戏里比较出彩的一部。没有把太多的篇幅放在宏观的战争和革命描写，而是借助二
男一女模式制造斗智斗勇的紧张感。现在想想，《智取威虎山》《红灯记》都有类似的桥段。
8、当时家里书太少，这几本翻了又翻：《渡江侦察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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