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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演出白毛女中鮮為人知的故事

⊙ 翁麗霞

 

五十年滄桑巨變，五十年風風雨雨，無論歲月如何流逝，每一個中國人都不會忘記那段受人

欺淩的苦難的日子。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半個世紀的歲月流逝，當年戰爭的硝煙早已散

去，透過依稀的淚光，我們彷彿仍能看到戰爭的殘酷。

今天我們寫下這段歷史，為的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那次給中國人民流下巨大創傷的戰爭；讓人

們永遠記得無論經歷過甚麼樣的苦難，只要兩國人民願意伸出友誼的雙手就會讓和平永駐人

間。

五十年來中日關係，飄搖不定。兩國始終是緊張與友好同在；利益與衝突俱長，由於某些日

本右翼反華勢力的煽動，他們大造謠言；恐惑人心。他們大肆篡改歷史，顛倒黑白，企圖掩

蓋他們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

迄今為止，他們對中國及亞洲各國人民犯下的罪沒有懺悔的態度。特別是歷屆首相上台都參

拜靖國神社，日本政府篡改歷史、並寫入歷史教科書。我們中國人民決不允許這樣的戰爭重

演。

當我們可愛的祖國經歷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一躍成為繁榮富強的國家時，此刻讓我們再回首

五十年前的那段歷史，我們發現除飽嘗了戰爭的苦難之外，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有這樣一

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日本工人們在中國的土地上用日語表演中國的第一部新歌劇──「白毛

女」。

半個世紀以來，「白毛女」中女主角喜兒的悲慘的命運，曾感動、教育過無數中國人。2003

年新年到來之際，「白毛女」的原形羅昌秀因心肌梗塞去世，終年七十九歲。

據史料記載，真實的白毛女名叫羅昌秀，1923年出生在四川省宜賓縣鳳儀鄉。該故事講的

是，一個農村少女羅昌秀被地主羅錫聯及其妻陶天珍迫害，十六歲的羅昌秀隻身逃入川滇交

界地區斷頭山上的深山老林，在山洞中過了十七年野人般的生活，因缺少陽光和鹽，頭髮變

白，又因偷吃廟品供果，被附近農民發現，稱為白毛仙姑。1946年在八路軍的搭救下，她獲

得了幫助，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年僅三十三歲的她重返人間已是滿頭白髮。這部戲寓意深

刻，包含著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思想。

本文論述的用日語表演中國的第一部新歌劇──「白毛女」，就是以真實的「白毛女」為原

型，講述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思想」。今天就讓我們共同走進這段

鮮為人知的歷史，回到五十年前的那個年代吧。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發表詔書，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無數中國人為之歡欣，為之

含淚，長達八年的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終於結束了。由於種種原因，一些日本人在戰爭結束



後留在了中國。於是，一段充分體現了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的歷史就這樣拉開了帷幕。

一 鶴崗劇團的組建

起初，在鶴崗的日本工人們是沒有劇團的，在有捐款活動和紀念日之類的活動的時候，各個

山（即這些工人分別居住在各個不同名字的山上）的文化部門分別排練、表演一些小劇和舞

蹈等，以此作為慶祝活動。

為了更好的宣傳文化活動，在開展文化活動的基礎上，1952年鶴崗的日本工人們組織了一個

劇團──鶴崗劇團。他們這些團員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中國生活了十幾年，以他們

的親身體驗，實現著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決不能讓亞洲再度被戰火所吞噬的誓言。他

們努力實現著決不能再讓他們在舞台上所演的白毛女的悲劇在再現實生活中重演。

作為演過此劇的他們，熱愛世界和平，全身心地奉獻和平友好事業，他們正是為此目的和任

務而努力的。

這個劇團最初僅有十四名團員。當時劇團的名字叫實驗劇團。其中大多數團員，是開拓團出

身，他們幾乎都是些連劇團的劇本都不認識的人。如果說算是專業的話，能彈樂器的也不過

二、三人。所以，剛一踏上舞台，許多人的腳都直打抖擻，後來慢慢地就漸漸地有信心了，

再後來隨著劇團在不斷擴大，但劇團團員也不過僅有三十八名而己。並且這三十八名劇團團

員還包括舞台監督、照明、音樂、製作等，這樣演員的數量就更少了。

為了保證演出的順得進行，無論做甚麼都必須是全體的劇組人員進行共同努力。在鶴崗劇團

公演歌劇「白毛女」之前，他們已經演出了為了「祖國而戰」、「兩個雞蛋的故事」、「規

律」、「賣烤地瓜的老爺爺」等歌劇和宣傳劇碼。這樣一來，為後來公演「白毛女」有了一

定的舞台經驗，為大型歌劇「白毛女」的公演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二 鶴崗劇團的特色

當時劇團成員們分散地住在東山、興山、南山等各個宿舍裏。在業餘時間還要學習十分重要

的新綱領和文件；在工作上及生活上還要負有其他的責任。有時候還必須要參加會議。這樣

又排戲又要學習、工作、生活極不方便不說，還影響了排練品質。因此從排練「白毛女」開

始，劇團便開始合宿了。

在當時的情況下，從節省時間上看合宿是非常必要的，可是令人吃驚的是有的劇組人員對此

並不是感到十分高興。他們當中有人說：「還是自己住在自己的宿舍比較好，因為和大家住

在一起能夠聽到大家的聲音，聽到大家的批評，從而得到大家的幫助，能和大家住在一起，

這才真的是向大家學習的好機會，同時大家也會對我們劇團也有很大的幫助。」還有的人

說：「與其說我們是劇團的團員，莫不如說我們是一個工人，是大家當中的一員。所以我們

必須是大眾中的宣傳員。」另外，還有一位團員說：「無論怎麼說我們生活在大眾之中，是

無條件的，是最好的。因為我們不光演劇，我們還能聽到生產勞動中的事。這樣才有生活，

才能把戲演得更好。這就是鶴崗劇團的特色。」可以說是正是這個從大眾中產生的劇團，正

是這個與大眾相結合的劇團才成功地為工人們演出了一場場好戲。

鶴崗劇團的團員們認為排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生產力面完成任務也是極其重要的。所以



無論是在生產上、學習上、工作上，他們都是站在最前線，變成推動大眾工作的動力。他們

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起到劇團團員的作用。也可以說，這就是他們的基本態度。他們來到大

眾當中向大眾學習，劇團團員們正是基於這種態度才到大眾當中去的。他們在劇團中，有這

樣的口號：「向六號的婦女們學習。」所說的六號就是鶴崗劇團的一個地方的名字。

在鶴崗的日本工人們當中，有許多是農民出身，甚至連小學都沒有畢業。還有很多人是偽滿

時代開拓團出身，是受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政策教育影響極深的人。但是解放後，他們在中國

共產黨的領導下，改變了從前的思想觀念，使他們獲得了新生。他們對事物的看法持有極為

樸素的觀點。他們擺脫了自己過去的貧窮的生活而走上了正確的革命道路。

三 嚴格的訓練和認真的舞台表演

劇團排練的條件是非常艱苦的，夏天，他們就在院子裏排練，大家可以想像一下烈日炎炎下

蚊蟲的叮咬；冬天，他們就把排練場地搬到狹窄的炕頭上。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冒煙古冬難

聞的臭煤煙味兒。狹窄的炕上連掛舞台道具的地方都沒有。他們的排練是極其嚴格的，排練

地點大部分都在二號礦裏進行的。一進了二號礦裏就好像被栓住了似的。在礦裏的勞動的人

幹了一天的話，像累散架了一樣。況且排練要在晚上十點鐘進行，可是，儘管如此，人們還

是堅持著排練。

在練習歌劇「白毛女」時，所有的人都會對他品頭論足，真有點工人階級的無情態度。其中

一個演員終於經不住批評而哭了起來。可是，她最後還是咬咬牙再練一遍。就這樣他們反覆

地練習著。

四 同志情、朋友愛

扮演喜兒的演員村上是位年輕的婦女，她的身體非常柔弱，可是入劇團後卻變得象一個大丈

夫那樣剛強。大家圍坐在炕上，她看著坐在一起的年輕人，他們的眼中放射出和藹可親可敬

的目光，那目光簡直就象親兄弟姐妹一樣。那種親密勁兒，真的就如同一家人似的。

劇團的團員們，互相促進、互相照顧、互相幫助。他們不問男女，非常緊密的團結一致。大

家在一起相處得非常融洽，到處洋溢著同志情、朋友愛。他們當中誰要是生病了，大家就會

互相看護。全體成員擰成一股繩，互相幫助，團結的得就像一個人一樣。

五 舞台就是戰場

鶴崗劇團的團員們把舞台當做戰場，他們從不遲到一分鐘。他們出場的時間是用秒來計算

的。演「白毛女」時演員如同打仗一樣，不等一分一秒，他們整整用五個小時才能演完全

劇。團長藤原說：「這對我們是一個極好的的訓練。」因為整個演出與每個演員都息息相

關。每一個環節都錯不得。那簡直就象磁石和鐵片一般。全體演員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團結

起來，不浪費一點時間而完成了演出。

當時，美帝國主義勾結日本，妄圖稱王稱霸，日本也準備對中國發動攻擊，並宣傳中國是

「敵對國」，嚴重地破壞了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鶴崗劇團的團員們都在思考著

這樣的問題。為了世界和平大家應該做些甚麼。所有的團員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殖民統



治抱有仇恨。正是因為這樣，在學習中國文化中，不論是多麼小的事情他們都認真去做。他

們在這小小的舞台上，為保衛祖國而戰。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洗刷他們的國家在中國所

犯下的累累罪行。

鶴崗劇團的團員們幾乎各個都是突擊隊員，並且大體上都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扮演趙爺

（牧羊人）的渡邊考三同志是位二十六歲的年輕人，可是，他演的卻是個老年人的角色。他

雖然年輕，但是因為他極為認真，才成功地扮演了這一角色。可是真正的理由，換一句話說

是他們保衛和平的決心促使他們這樣做的。

六 倍受歡迎的劇團

為了演好歌劇「白毛女」，服裝等費用是大家捐的款。演出後，鶴崗劇團的演員們只要一露

面，在他們所到之處的中國工人們就會興奮的指著演員們說，這個是喜兒，那個是大春。

鶴崗劇團是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的橋樑，有一位團員說，我是毛澤東思想教育下，整個十年間

受毛澤東思想正確路線的指引，參加文化活動的。還有一位團員說他回國後，要把中國的劇

團介紹給日本的農民。讓他們看中國的「白毛女」。將中國的歌劇帶回日本。劇團的團員們

──他們如同是宣傳隊、他們如同是播種機。

眾所周知，「白毛女」全劇共有五幕十八場，歌曲九十一首，上演時間共需要五個小時，且

需要強大的演出陣容。還要做周密的準備和付出辛苦的勞動代價。即使是中國一流的文工團

演員演此劇，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更何況他們是一些門外漢。這樣大型的歌劇表演對他們

來說，真的如同駱駝穿針眼一樣難。況且鶴崗的工人們要在一天8個小時工作結束以後，利用

業餘時間來練習。

此劇排完後，向中國方面的幹部門和文藝工作者們做了彙報表演，演出獲得極大成功。自始

至終都是極其感人的場面，儘管語言不通，但是他們被日本工人的表演深深地吸引了。於

是，作為中國的第一部新歌劇，「白毛女」一炮打響。

他們成功地對中國最具有代表的性的歌劇白毛女進行了表演。這可以說是這些在華的日本人

創造了了不起的奇跡。對此，日本的長澤廣對此劇在1952年的瀋陽發行的民主報上發表文

章，還做了大篇幅的報導。

撫今追昔，半個世紀的歷史已緩緩過去了，那些轟轟轟烈烈的在舞台上演出的團員們，如今

也許早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了。然而人們永遠不會忘記得是，日中兩國人民化干戈為玉帛友

好相處的那段歷史；不會忘記在中國的土地上，曾有一些友好的日本人民，用他們本民族的

語言在這塊土地上排練過這個國家的享有盛譽的一個劇碼──「白毛女」。

那段艱苦的日子早已成為歷史，中國已徹底擺脫了過去受外族侵略和壓迫的恥辱的歷史，中

國人民為民族的繁榮富強而不解努力奮鬥著，儘管日本右翼反華勢力依舊猖獗，但我們始終

堅信，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人民，都渴望和平，愛好和平，痛恨殘酷的戰爭。任何一個曾

受到其他民族侵略而又自強不息奮勇反抗的民族，一個有愛心的中國人，都必須清楚地認識

到帝國主義和政治霸權還存在於世界之中。當今世界雖然還不太平，但我們也能看到，廣大

的日本人民還是愛好和平的，他們終有一天會相信歷史，承認歷史的，讓我們共同期待著這

一歷史時刻的到來吧。



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國家要發展，社會要進步，這是時代發展不可逆轉的潮流，人類

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硝煙彌漫的浩劫，也經歷了冷戰時期的磨難，為此，我們付出了巨大的

代價。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都不願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區發生新的冷戰和動亂，都不願看

到世界任何國家或集團在繼續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都渴望過

上安定舒適的生活。渴望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渴望全世界都能在和平友好的環

境中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共創人類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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