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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剧经两次排练，于 2011 年元月 22 日
晚，在省城太原亮相。

《山西日报》首席记者李尚鸿报道：1 月 22
日晚，省歌剧场内“醇香扑鼻”。2011 年山西
省迎新春新创剧目展演——大型现代晋剧《杏
花酒翁》在省城舞台首次亮相。这部戏是著名
编剧梁镇川九易其稿之作，由我省著名导演姚
大石和杨爱莲担纲导演，梅花奖获得者梁桂
星 、文 化 奖 获 得 者 刘 敦 杰 、刘 玉 萍 等 联 袂 主
演，再加上富有青春活力的吕梁青年晋剧院的
年轻演员们，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台极具审美享
受和艺术感染力的戏曲大餐，唱念做打尽显风
采。

首席记者报道强调，汾酒发展到今天，已有
了很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其发展过程却鲜
为人知，尤其是在近代，民国初创，列强侵略，民
族工业举步维艰。到底汾酒是如何声名鹊起的
呢？该剧正好抓住了这一题材，以维护汾酒在
巴拿马荣获金奖的世界声誉为主旨展开戏剧冲
突，当面对强悍的日本商队用劣酒贴“高粱穗”
商标来卖酒时，当面对各商号退假酒风波时，早
期的汾酒人决不示弱，且理智处理，将假酒全部
销毁，给当今的人们和企业带来更多的收获和
启迪。

2011年，山西省文化厅主办的《三晋戏剧》
第一期卷首，刊登了《杏花酒翁》剧本和梁镇川
创作体会以及评论文章。

2011年 10月 16、17日，《杏花酒翁》首次赴
京，在长安大戏院参加第二届“全国戏剧文化
奖”新创剧目评比演出，荣获“新创剧目大奖”和
编剧金奖等七项大奖。

2012 年 8 月 27、28 日，《杏花酒翁》二度进
京，在中国剧院，以山西省晋京展演优秀剧目之
一，向党的十八大献礼演出；又作为第五届中国
国际青年艺术周闭幕式的压轴戏，进行了演出。

2012 年阴历六月十四日，《杏花酒翁》在
“酒香翁”杨得龄的故乡——下栅村庙会助兴演
出。演出中下来雨，观众打伞观看，直到剧终，
无不为家乡的“大掌柜”感到自豪！

2012年初冬，《杏花酒翁》在孝义东风剧院
进行了两场慰问汇报演出。为表彰弘扬孝义文
化的成果，孝义市委、市政府奖励吕梁市青年晋
剧院 15万元；奖励编剧梁镇川 5万元。

2013年 2月 17、18日（正月初八、初九）《杏
花酒翁》在吕梁影剧院进行贺岁迎春演出。

2013 年 2 月 19 日 (正月初十)，《杏花酒翁》
在山西省演艺中心举办“弘扬民族品牌，答谢父
老乡亲”全国惠民巡演启动仪式暨首扬演出。

正月十五，在杏花村汾酒集团进行了专场
演出。这正是：

文一杯状元及第，
武三盏挂印封侯。
老白汾精灵活现，
酒香翁尽显风流。

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述“酒香翁”杨得龄
的文章，与我久蓄于内心的戏曲因子，发生
碰撞而迸发出的“火花”，使我萌生了编创一
部大型舞台戏的冲动。

2009 年初夏，我主编《孝义风采》杂志，
收到一篇题为《“酒香翁”与杨得龄》的文
章。编毕文章，深受感染，情不自禁地写了
一则编者按：你知道开创“老白汾”、“竹叶
青”品牌的人是谁吗？你知道 1915年在巴拿
马万国博览会为“老白汾”夺回“金奖”的人
是谁吗？你知道建国前振兴汾酒厂，酿出

“开国大典”国宴汾酒的人是谁吗？本刊特
别介绍“酒香翁”杨得龄与其子杨汉三鲜为
人知的奇闻逸事。杨氏父子刚烈的民族气
节、热忱的爱国情怀、开拓的创业精神和高
尚的道德情操，着实令人感叹、敬仰！

当天夜里，我思绪萦绕，辗转难眠。
“酒香翁”杨得龄七十年酿造汾酒的坎坷人
生、传奇故事，激起了强烈的创作欲望！
一连好几天，心心念念，耿耿于怀，渐渐
萌生了写一本讴歌“汾酒人”舞台大戏的
想法。于是，四处搜集资料，翻阅有关汾
酒史的书籍。正好，原任吕梁行署副专员
郭镇俊先生得知我的想法后，特意给我送

来两册 《山西文史资料》，其中有两篇关于
杨得龄、晋裕公司的文章。此后，仅用半
个月时间，就草草拟出剧名为 《酒香翁》
的七场大戏。剧本从 1915年杨得龄捧回金
奖开戏，到 1944 年， 84 岁的杨得龄拒绝

“出山”，被日本少佐一巴掌打得口吐鲜血
含恨辞世收场，时间跨度 30 年。现在看
来，初稿 《酒香翁》 充其量不过是一本传
记 式 的 文 学 剧 本 。 当 初 并 无 奢 望 立 于 舞
台，也不企图成什么大气候，只是为得了
却心愿，做个尝试，存于案头而已。

殊不料登台容易谢幕难。当年岁尾某
日，时任吕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朱锦平邀
我到孝义宾馆，一见面就说，你写的《酒香
翁》主题立意很好，本子基础也不错。部里
已将这个戏定为建国 60周年献礼剧目，并责
成市青年晋剧团排演。只是剧本尚须进一
步修改。你要有思想准备，千锤百炼，将这
个戏打造成精品剧目。

一旦进了车套，只好奋力拉车。接下
来，便是四进杏花村汾酒厂采风，五经吕梁
市、山西省乃至国家级戏剧专家研讨，历时
三年时间，九易其稿，两次排练，大型现代晋
剧《杏花酒翁》才立于舞台。

说实在话，要在不足两个钟头的一
台戏中，承载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汾酒
文化，演绎杨得龄七十年的酿酒人生，展
示“汾酒人”的民族气节、报国大志和创
业精神，谈何容易！当时，我已是年届七
旬的老人，一次次的讨论，一回回的修
改，一页页的“爬格子”，一夜夜的挑灯
写；那一场场悬念迭起的情节构想，一个
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塑造，一句句出自人
物内心的道白，一段段文情并茂的唱词，
都是心血和汗水的结晶。

在几经研讨修改过程中，剧本围以
下几点精雕细刻：

一是将杨得龄七十年的酿酒人生，
浓缩在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夺回“金
奖”，到开办山西省晋裕汾酒股份公司的
三年时间里。截取这个横断面，避免了
时间跨度三十年的弊病，使故事更集中，
情节更紧凑，构起戏来也便得心应手。

二是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在大事
件、主要人物真实的前提下，大胆进行艺
术虚构。这样，有利于剧情的跌宕起伏，
矛盾冲突的波波相激，人物关系的错综
交织，尽量做到场场有看点，场场有悬
念，让观众随着剧情的发展有悲有喜，坐
得下来，看得下去。

三是民国初期，外国资本主义势力
与中国民族工商业矛盾斗争十分尖锐激
烈。将本剧置于这一时代背景下，围绕
杨得龄与日本洋行争夺“义泉涌”酒坊的
矛盾构戏，既有利于表现杨得龄等大义
凛然的民族气节，又能够表现杨得龄等

“汾酒人”的创业精神。
四是编故事容易，找零件难。零件

者，细节也。就是尽量穿插富有情趣的
细节，使剧情、人物有血有肉。推动剧
情发展的“房契”、矛盾冲突中心的“高
粱穗”商标以及追驼队、摔酒坛、当众用
铁锤砸假酒坛等富有震撼力的情节，还
有杨得龄被解雇后回到家乡夫妻争吵
的戏等，力争使剧情有戏味儿，有看点
儿。

五是儒雅大气的汾酒文化、淳朴浓
郁的地方特色，贯穿剧中。诸如开场的
汾孝地秧歌、杏花仙子舞，与剧情紧密结
合商标姑娘舞，特别是粗犷彪悍的踩曲
舞以及山野小调，还有杨得龄创造的“酿
酒七诀”、“品酒三步曲”等，无不提升了
这部戏的文化品位和地方特色。

在排导过程中，我给导演、演员写过一篇
《编剧说戏》，阐述这部戏的排导要求。文中指
出《杏花酒翁》(以下简称《酒》剧）是一部文化底
蕴较深，格调比较高雅的舞台大戏。从剧本主
题、人物设置、情节安排，到音乐设计、舞美设
置、服装道具，都比较讲究。因而，要求演员必
须深刻理解其主题思想，真情感受其文化内涵，
准确把握人物定位，精心刻画人物性格，真正做
到融入剧中，深入到人物内心，出神入化，演绎
出鲜活的人物、感人的情节，从而收到较好的演
出效果。

关于主题思想，《酒》剧通过老白汾酒夺得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之后，“义泉涌”失而复
得，杨得龄被解雇而又重振酒业的一系列矛盾
冲突，生动展现了民国初年，中国民族工商业与
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尖锐斗争，集中塑造了一
代汾酒宗师杨得龄视汾酒如性命，像汾酒样清
白，刚烈正直，多谋善断，勇于开拓的人物形象，
歌颂了汾酒人精工艺、重质量、讲信誉，尽心竭
力开创汾酒产业的创业精神。

关于《酒》剧的文化内涵，汾酒已有近 2000
年的历史，积淀的汾酒文化源远流长。汾酒文
化应该贯穿全剧，可以说，剧中每一场情节、每
一个人物、每一句道白，每一曲唱词、每一段舞
蹈，甚至每一个场景、每一件道具，无不渗透着
汾酒文化。所以，我们不是在演戏，而是在演绎
汾酒文化、艺术地再现汾酒文化。

开场“千年神泉涌，溢照申明亭。汾酒精良
酿，堪赞杏花英。呕心沥血酒魂铸，论功当推酒
香翁”的主题曲，引出汾酒历史上的第一件大事
——夺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接着日
商盗用汾酒著名“高粱穗”商标，引起杨得龄等
夜奔杀虎口追赶驼队；陈雅芳探访少东家私宅，
暴露了二掌柜伙同日商，用“房契”拉拢少东家
通同作弊；从一品梅给杨掌柜送来“房契”，揭穿

了二掌柜的阴谋，到杨得龄怒砸假酒坛；真相大
白后，二掌柜威逼少东家解雇杨得龄，到杨得龄
遗相祭酒，临别对众酒工的谆谆告勉，再到杨得
龄梦会老东家遭拐杖责打猛醒后的四十句唱
段。杨掌柜是唱自己的坎坷人生，更是唱汾酒
艰难的创业历史。至于“酿酒七诀”、“品酒三步
曲”，无疑是汾酒文化的内容。而最后杨得龄收
回“义泉涌”、“金奖牌”，汾酒从生产领域发展到
销售流通领域，无不是艺术地再现汾酒产业发
展的历史，无不是艺术地展示汾酒文化。所以
说，汾酒文化贯穿全剧，是全剧血脉和灵魂。每
一个演员，包括配角、龙套，都应把演出提高到
展示汾酒文化的高度去对待。

关于《酒》剧的艺术风格可以概括为四个
字：儒雅大气。

所谓儒雅，就不是粗俗。这是针对演员道
白、唱词而言的。要求每一句唱词、道白，要唱
得、白得有文气，有雅气，要雅致、讲究。要发自
内心感受、根据剧中情势、出于人物性格的唱、
白，要扬抑顿挫适度，高低快慢得体的唱、白。
而不是随随便便、随心所欲地唱完、说完了事。

所谓大气，就是要排场讲究，不能委琐苟
且。这是针对人物表演而言的。所有剧中人
物，大都是“义泉涌”大字号有身份、有修养的生
意人，不是委琐的小人物。杨得龄、老东家、陈
雅芳、一品梅，自不必说，即使二掌柜、少东家、
二抿壶、老火神、骆驼王等，也是雅丑，而不是俗
丑。言谈举止、形容举动、来派格式，要大方得
体，而不能苟且粗俗。当然，酒工、骆驼工的彪
悍、粗犷，另当别论。特别是三场中陈雅芳、一
品梅、少东家之间纠葛的戏；五场中杨得龄、陈
雅芳、二掌柜、少东家喝酒智斗等重场戏，二、三
度创作只能戏上加戏，不能有戏演得戏味淡
了。这就需要演员驾驭人物，赋予人物以儒雅
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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