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辉：中共禁演“鬼戏”《李慧娘》编剧冤死（上）

因果可畏，鬼神有灵。(图：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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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5年01月05日讯】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是有神论，无论是在正史还

是民间传说，神鬼故事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神”、“鬼”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从

成立之日起就信奉无神论的中共，在早期为了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从苏区到延安，对于民间信

仰都持包容态度，因为民俗文化与神鬼密切关联。如在延安时期，中共文人创作的一些改编的

秧歌中，就有不少来自鬼故事；鲁艺排演的部分京剧也含有神鬼的内容。

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开始清除文艺界中的所谓“迷信”因素，但主要限定在电影界，即电

影中的所有超自然现象都被审查部门禁止，而在戏曲界，中共最初稍稍手下留情。主要原因是

电影是现代艺术，是中共洗脑中国人的重要工具，而戏曲只是人民闲暇时的娱乐活动。这使得

在中共篡政后的一段时间里，戏曲中的神怪故事并未被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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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1年5月5日，中共政务院发布《关於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此后一年多，文化部先后

明令禁演剧目26出，其中大多数属于“鬼戏”。

1953年9月和10月，马健翎根据秦腔《游西湖》改编的新本在西安和兰州正式演出，新本删除

了李蕙娘（李慧娘）的“鬼魂”，代之以“装鬼”，引发普遍批评。

1956年，中共中央文化部召开全国戏曲剧目会议，不少人认为应该允许上演“鬼戏”。《新民

晚报》辟专栏讨论“鬼戏”问题，先后发表争论文章30多篇。

1960年初，作家孟超根据传统昆曲剧目《红梅记》，创作了昆曲《李慧娘》。《红梅记》，又

名《红梅花》，是明代万历年间剧作家周朝俊创作的，说的是南宋钱塘秀才裴舜卿与李慧娘人

鬼相恋以及裴舜卿与卢昭容之间悲欢离合终成眷属的故事。而《李慧娘》则删去了裴舜卿与卢

昭容之间的故事，重点演绎李慧娘和裴舜卿对奸相贾似道的复仇故事。

故事大意是：一次游湖，贾似道府中的歌姬李慧娘听到太学生裴舜卿怒斥贾似道祸国殃民的慷

慨陈词，不禁油然产生敬慕之情，失口赞美一声“美哉少年！”因为这一句赞美被贾似道听

见，她回到府中竟被贾似道杀死，贾还派家将去暗杀裴生。李慧娘死后魂游地府，向明镜判官

申诉冤情。判官同情慧娘遭遇，并告知裴生有难，赐慧娘阴阳宝扇，准其暂回人间，救裴生脱

险。之后，李慧娘鬼魂活捉贾似道复仇。

在处理两人爱情关系时，孟超突出了两人的爱国精神。这样的改编的确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

不过，孟超无法改变的是李慧娘“做鬼”的事实。在此剧上演后，孟超于1961年至1969年担

任人文社主管戏剧的副总编辑。

康生高赞“做了一件大好事” 廖沫沙为之辩护

根据人民出版社编辑王培元撰写的《孟超：悲歌一曲李慧娘》一文，在排演《李慧娘》时，与

孟超是同乡、关系不错的高官康生特别热心，孟超也多次征询康生的意见。对于是否写

“鬼”，康生发话说：“《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不出鬼魂我就不看。”彩排期间，康生还

亲临剧场观看，建议把李慧娘的鬼魂戴的蓝穗子改成红颜色，并亲自将叠句“美哉！少年”的

后一句改为“壮哉！少年！”



1961年秋，由北方昆剧院排演的《李慧娘》在北京首演后，又到各省巡回演出，受到社会各界

一致好评，中共几大官媒都刊登了正面肯定文章，周恩来也表示赞许，康生亲临观看后十分满

意，还专门给孟超写信“祝贺该剧演出成功”，称赞孟超“这回做了一件大好事”，并指示

“北昆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康生还请孟超到他的宅邸“盛园”去，设家宴

款待孟超，席间又极力赞扬了一番《李慧娘》。

不过，剧目也再度引发是否应上演鬼戏的争论和对该剧的批评。8月31日，孟超的好友、时任

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笔名繁星）于《北京晚报》发表《有鬼无害论》，肯定这

是“难得看到的一出改编戏”，并说“代表自然力量的鬼神，同时代表一种社会力量”，“如

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又有什么妨害呢？”他的意思是说：

《李慧娘》中写了鬼，但是个好鬼，有鬼无害。他还指出：应当把戏台上的鬼魂李慧娘，看成

是“一个至死不屈服的妇女形象”。

1962年，孟超在《文学评论》发表《跋〈李慧娘〉》，叙述了自己的创作经过，并解释了剧本

内容，对支持作品的“友朋”表示感谢，对为剧目辩护的廖沫沙则说：“我固深感其盛意；李

慧娘自不会有知，然以情度之，也不能不戴德泉壤”。

不过，很快没有认清中共面目的孟超就将迎来一场风暴。

批判“有鬼无害”论

引发风暴的根本原因据说是毛在看完《李慧娘》后，虽然也立起身来鼓掌，可是表情严肃，只

鼓掌了三四下。没过几天，江青就找了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说《李慧娘》有政

治问题，有鬼魂形象，要批判。康生知道了，立即转变态度，支持江青。

1963年3月16日，中共文化部以党组名义向中宣部及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

报告》，报告在批评有鬼魂形象的戏演出渐增的问题时，突出的批评说：“更为严重的是新编

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

来为演出‘鬼戏’辩护”。

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中共中央的批转意见认为，“鬼戏”属于“在群众中散

播封建迷信思想”。《李慧娘》这出戏，从此被打入冷宫。曾经广受欢迎的《李慧娘》，一夕



间就这样又变成了“借古喻今”、“借古讽今”、“影射党中央”以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鬼戏”、坏戏，受到了猛烈的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

5月，上海《文汇报》整版发表署名“梁璧辉”的文章《“有鬼无害”论》，猛烈批判了《李

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文章，称“繁星同志忽略了鬼神迷信的阶级本质，因而也忽

略了它对人民的毒害”。文章还说《李慧娘》剧作者是“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影

射贾似道是共产党的总理，李慧娘反对贾似道就意味着人变成鬼也要向共产党复仇。

在大陆出版的《陈丕显回忆录》中对于这段历史是这样记述的：就在江青风尘仆仆到上海几个

月以后，上海《文汇报》刊载了题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署名“梁璧辉”。这篇文章

是江青首次行使她“争取”到的所谓“批评的权利”后打响的第一枪，也标志着江青在上海建

立“基地”后，与柯庆施、张春桥开始“协同作战”。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

记。

柯庆施将把批判“有鬼无害”论的任务交给了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俞铭璜在写时有所

顾忌，因为毛曾提倡过写些“不怕鬼”的故事，而且所批文章还是廖沫沙写的。但是为完成任

务，只好尽力而为。在完成后，柯庆施并不满意，又让擅长写稿子的张春桥大加修改后才发

表。因此文章见报时署名“梁璧辉”———取“两笔挥”之谐音，意即两人合写。

显然，批判《李慧娘》最终目的是为了批判廖沫沙，而背后的策划者是江青就不简单了。它实

际上是后来批《海瑞罢官》的一个试水，因为当时毛还没有同意批《海瑞罢官》。

5月8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杭州会议上，毛提出：“‘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

映。”

此后的批评文章有1963年第9期《戏剧报》发表的李希凡《非常有害的“有鬼无害论”》，

1963年第4期《文艺报》发表的《演“鬼戏”没有害处吗？》，等等。

当年6月5日，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式上，陆定一讲话认为“鬼戏”是阶级斗争的反

映。7月1日，《红旗》发文：“前一个时期，有人提倡在戏曲舞台上大演鬼戏，提倡牛鬼蛇

神，还提出所谓‘有鬼无害论’，为传播封建迷信的鬼戏做辩护，这是十分有害的，是资产阶

级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进攻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



经大肆鼓吹、极力怂恿排演旧戏、花旦戏和有鬼魂形象的戏的康生，表面上似乎仍在“宽慰”

和“回护”孟超。不但请孟超到他那里去交谈，而且在8月11日的一次会议上还说：“周扬同

志告诉我，孟超写了检讨，其实不一定写检讨。”

12月9日，中宣部在内部材料《文艺情况汇报》上刊发了题为《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的材

料。三天后的12月12日，毛在这份材料上做了如下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

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

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

岂非咄咄怪事。”

次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艺界三十余人举行座谈会，周扬在会上传达了毛的上述指

示。当周扬说到停演“鬼戏”时，刘少奇插话说：“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他是写

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这样的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李慧娘》是

有反党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

此后批判锋芒指向《李慧娘》，1964年《文学评论》第六期的邓绍基《〈李慧娘〉——一株毒

草》说：“孟超笔下的李慧娘，就是一个在政治上‘备受压抑’并且要反抗和复仇的人物形

象”，“和今天的什么人的思想一致、从而可以鼓励他们呢？我们可以断言：那绝不是无产阶

级和革命人民”。

1963年底，人文社曾经把孟超的工资，从编辑五级提高到编辑四级，经副社长兼总编辑韦君宜

同意，上报批准。对此，江青批示道：“谁同意给这个反党分子提级的？就有阴谋，要追

查。”韦得知以后，吓出一身冷汗。

1964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康生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李慧

娘》是“坏剧本”，昆曲《李慧娘》是“坏戏”的典型。还耸人听闻地说：孟超和廖沫沙要

“用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李慧娘这个鬼说要报仇，向谁报仇？就是向共产党报

仇！”他又反问道：“为什么出现了牛鬼蛇神，出现了《李慧娘》这样的鬼戏？”

1965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廖沫沙文章《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3月1日

《人民日报》登载齐向群《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说：“孟超同志新编的昆剧



《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4月，中共中央改组文化部。11月，廖沫沙被

撤销职务，孟超被“停职反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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