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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王悲歌》讲述的是，电视台男记者看到《兰州晨报》登出兰州

发现“永昌元年”青花人物大梅瓶的消息，又听到“李自成归隐榆中青

城”的新闻。“青花瓷瓶”与“李自成归隐青城”，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

于是，男记者去青城采访，发现并报道了青城镇苇茨湾村《李氏家谱》

所描述的李自成归隐青城的基本事实；同时采访报道了李家口传史中有

关李自成从金县起义到推翻明王朝到失败到归隐青城的全过程，以至其

失败的根本原因及所折射出的历史教训。

故事跨度时间从明崇祯二年（1629年） 到公元 2014年。为比较顺

畅地叙述这 370多年间所发生的故事，也是为了将前后故事自然地串成

一个完整的故事，不致形成“两张皮”的感觉，剧本结构“因剧情而

定”，采取以男记者第一人称的口吻和视角来组构、讲述整个故事内容，

即一边用“记者画外音”方式向观众介绍出《李氏家谱》里描写李自成

归隐青城的真实内容，一边用采访到的“李家口传史”，即李自成在归

隐青城时的回忆，展现出他从金县起义到登上皇帝宝座、再到失败所经

过的关系到成败的几场大型战争场面和身心经历，以至失败的原因所

在。

编者将象征大顺朝的“永昌元年青花瓷瓶”作为醒人的“道具”，

连接剧情始终，就像它的主人李自成一样，都有着无人知晓的惊世传

奇。

遵循电影艺术规律，尽量将“三性”，即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

与所要讲述的故事有机融合起来，在故事情节的构思设计上，力求做到

真实可信，采取“大真实，小虚构”的原则编构故事，即在主要人物、

主要事件、主要地点等大的方面，采用真实的历史资料；而对不影响真

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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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的剧中人、人物对话、事件前后、过场戏等小的方面，则采用虚构

法。

从文学艺术角度说，《闯王悲歌》是以青城《李氏家谱》和“青花

瓷瓶”为主要证据的一个传说故事；从历史角度说，李自成归隐青城是

以青城《李氏家谱》和“青花瓷瓶”为主要证据的一种说法。“说法”

和“认定”是两码事，只要史学界认可这一“说法”，即可成行。事实

上，2007年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通过对青城的实地采访和节

目播出，已向全国观众认可了这一“说法”。

毛泽东几次说过“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

东诞生 120周年时也说“我们绝不做李自成”。“不做李自成”就是不

重复李自成的“失败”，而造成“李自成失败的根本原因”，剧本描述为

李自成缺乏治国理政的能力。

剧本在结尾高潮时，将“李自成缺乏治国理政的能力”，巧妙地通

过高夫人写给李自成的“血书”展现出来。血书的内容是“皇上叱咤风

云，只用十五年时间便推翻了统治中国两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可在北

京的短短四十二天里，大顺朝顷刻土崩瓦解，无论如何都难以令人置

信。老子早就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大顺朝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皇

上你缺乏做厨师的才能，也就是缺乏治国理政的雄才大略，表现在三方

面：在招揽人才上，辅佐你的谋臣牛金星、宋献策都是平庸之辈，远不

如汉唐明时的开国谋臣，而很有谋略的李岩，你却把他杀了；在战略部

署上，你是打一处丢一处、轻视清廷、错待吴三桂和明朝投降官员；在

执政为民上，你疏管部下，造成骄奢淫逸、冷漠百姓，破坏了执政基

础”。

作为大顺朝皇后高夫人，她自始至终参与和感受了李自成的绝大部

分军事及建国活动，即身临其境地感受了天地剧变中，两个朝代中的国

事人情，可谓见多识广，且她又是原闯王高迎祥的侄女。所以，她最有

可能最会成功总结出“李自成失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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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中将李自成作为正面人物来刻画塑造，虽然他最终以失败告

终，但他有着英雄的壮举，正如剧终时的男记者旁白：“……农民起义

军领袖李自成可谓‘奋臂大呼，九州幅裂’。他所率领的起义军英勇奋

战十五年，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两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建立大顺朝。

可大顺军在北京的短短四十二天里突然间丧失战斗力，最终土崩瓦解。

大顺皇帝昙花一现，功败垂成，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李自成以悲

剧英雄结束了人生，但他却以血的教训启迪和教育了后来的革命者和执

政者，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对于“归青”，剧本既然认定李自成归隐并死于青城，那么如何在

剧中阐释当前流行的“九宫山遇难”和“归隐夹山寺”两种主要说法

呢？

“九宫山遇难”的说法，就连权威人士郭沐若也没持肯定的态度。

他 1955年说死于通城县九宫山，1964年又改说死于通山县九宫山，认

为在通山县高湖牛迹岭被程九伯杀死的李延就是李自成。

据现有史料牛迹岭《程氏宗谱》记载，“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

剧本作者认同《程氏宗谱》的记载，即程九伯杀死的人就是李延，而非

李自成。因为按中国的家族传统，在正常情况下，宗姓家谱绝不会将关

系到家族尊严、牵涉到每个族人利益的“假事”写在族谱里，所以“剿

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应该是真实的记载。而程九伯杀死的正是李延，

这就为“归青”做了最好而又真实的佐证。剧本作者根据这一佐证，想

象还原了当时很有可能发生的真实情景，即保护李自成逃跑的李延将军

眼看被追赶的地方武装程九伯将要杀死李自成，便急中生智，采用“金

蝉脱壳”的办法，让李自成骑上他的战马，在金强、李旺护卫下从另一

方向逃跑，而他骑上乌龙驹从相反的方向逃跑，故意吸引程九伯追杀他。

结果，李自成侥幸逃命，后来辗转到了偏僻的青城躲藏清廷的追杀，而

李延在受伤栽下乌龙驹的瞬间，被程九伯的外甥金一柏用田铲杀害。

程九伯明知被金一柏杀死的人是李延，又知道李自成的左眼下有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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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辨认伤疤，但为了向清廷邀功得奖、为了证明他杀死的人就是李

自成，便故意毁坏李延面容，以便使清兵“验尸”时，无法辨清“真

相”，好掩盖真相，蒙混过关。这就有了后来顺治皇帝查出李自成“生

死不明”，以阿济格“谎报军情、图谋摄政”为由，处死阿济格的案情。

“归隐夹山寺”说法的依据是，1981年，湖南省石门县夹山寺在

发掘奉天玉和尚墓时，出土的文物与当地流传的李自成出家为僧的一些

故事极为吻合，出土的碑石，墓砖上有关文字、图案也与陕北的风俗习

惯有关，因此认为这个奉天玉和尚极有可能是李自成。

很多专家认为这样的推断纯属牵强附会，与李自成毫不相干。剧本

作者根据这一真实情况，也想象还原了当时很有可能发生的真实情景，

即根据李家口传史中“李自成化妆成和尚归隐青城后，曾有好几年去过

外地”的说法，想象出李自成“去外地”正是去了湖南夹山寺，并想象

出他去夹山寺的真实目的并非佛事，而是为了便于探听清廷对待他生死

的情报和动向。夹山寺的主持奉天玉和尚热情接待了也是和尚身份的李

自成，最终二人发展成为至交。李自成临回青城时，将自己家乡的一些

东西赠送给奉天玉和尚，并开玩笑说，“等你圆寂时，这些赠品作为陪

葬品埋到墓里”。后来奉天玉和尚死时，这些赠品果真被埋到他的墓里。

直到 1981年，夹山寺在发掘奉天玉和尚墓时，出土了这些赠品文物。

因这些赠品带有李自成家乡陕北的特征，人们便怀疑这个奉天玉和尚就

是李自成，于是便有了“归隐夹山寺”的说法。

于是，目前流行的“九宫山”“夹山寺”两种主要“归隐说”，都

被剧本作者合理想象并还原成当时的真实情景写到剧本里，并最终得出

令人信服的结论：李自成就是归隐青城，并死于青城、葬于青城。

巧的是，就在作者创作剧本时，2014年 5月 21日的《兰州晨报》

以《兰州发现“永昌元年”青花人物大梅瓶》大幅标题，报道了兰州市

惊现永昌元年官窑烧制的纪念大顺朝诞辰的青花人物大梅瓶。该瓶上制

有明显的“永昌元年”和“永昌年制”文字款识。《晨报》因此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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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惊现的青花人物大梅瓶为李自成兵败“归隐青城说”再添有力证

据。

因此，剧本作者将再添“归青”的有力证据“永昌青花瓷瓶”，也

巧妙地编排到剧本里，即李自成初到青城时，将象征大顺朝的“永昌青

花瓷瓶”交给其叔李斌妥善保存。而到李自成临终时，他又嘱托卫士金

强，他死后将“永昌青花瓷瓶”作为陪葬放到他棺材里。金强却告诉李自

成：李斌担心万一“永昌青花瓷瓶”被人发现，定会遭到灭族和满门抄

斩，便趁着黑夜，将“永昌青花瓷瓶”偷放在青城街十字路口，听天由

命：或遭到破坏，或被人拾去保存。李自成听后感慨地问：永昌青花瓶遭

到破坏吗？还是落入谁人手中？这让观众以各自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受，

去设想永昌青花瓷瓶的“传奇经历”和“最终下落”……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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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王悲歌》讲述的是，电视台男记者看到《兰州晨报》登出兰州

发现“永昌元年”青花人物大梅瓶的消息，又听到“李自成归隐榆中青

城”的新闻。“青花瓷瓶”与“李自成归隐青城”，究竟有着怎样的传

奇？于是，男记者去青城采访，发现并报道了青城镇苇茨湾村《李氏家

谱》所描述的李自成归隐青城的基本事实；同时采访报道了李家口传史

中有关李自成从金县（现榆中县） 起义到推翻明王朝到失败到归隐青城

的全过程，以及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及所折射出的历史教训。

电视台男记者去青城采访中，终于见到了青城镇苇茨湾村村民李文

生珍藏的《李氏家谱》。该家谱里写着李自成“因他闯乱国事，合家各

移，逃性命，与大明江山亡矣”。李家人告诉记者：还有许多李自成兵

败和归隐青城的史料不便写到家谱里，而是作为李氏家族的口传史一代

一代往下传。于是，男记者将“李家口传史”记录如下：

清顺治四年的一天夜里，李自成与卫士金强、李旺化妆成和尚，来

到青城（当时叫条城） 叔叔李斌家，躲藏清廷和吴三桂的追杀。

李自成刚走到青城，碰上了“庆丰收”社火表演……

李自成来到李斌家里，叔侄相见，伤心地哭起来。李斌看着李自成

一身和尚服装，哭问：“你咋成这个样了？”

李自成说：“永昌二年兵败后的几年里，一直躲藏着清廷和吴三桂

的追杀。”说着，拿出为庆贺大顺朝诞生，于永昌元年官窑里烧制的

“青花人物大梅瓶”，让李斌妥善保管。

清顺治四年，和尚装扮的李自成在青城街上，用自己的铜钱教小娃

们玩“跌满儿”的赌博游戏，想通过“跌满儿”形成反对清廷的燎原之

势，以便推翻清朝统治。

故事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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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李自成去了金县一趟，回忆了他于崇祯二年冬月因遭克扣

军饷，在金县率兵起义的经过……

崇祯十二年，已成闯王的李自成被明朝官兵围困在商洛山区……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率领五十骑兵，突围鱼腹山。这时，高夫人告

诉李自成“一个篱笆十个桩，一个好汉十个帮”。这些年经常打败仗，

正是缺少得力帮手，因此建议李自成吸收李岩当谋臣。

果然，李岩和红娘子投奔李自成，得到闯王军的热情欢迎。

李自成告诉李岩：崇祯元年，朝廷精简驿站，他因丢失公文，被裁

减回家。在家里，他先是杀了仇人艾举人，又杀了与妻子通奸的盖虎，

再逃到甘州投军。崇祯二年，在金县率兵起义，为的是“铲除官僚衙

门、杀富济贫，拯救穷汉”。

李岩说“杀富济贫，拯救穷汉”是小目标，只有树立了“夺天下、

做皇帝”的大目标，就会不断打胜仗。并建议李自成利用当时的天灾人

祸，打富济贫，吸引灾民参加闯王军，扩大部队，打到河南，攻占洛阳

城。李岩同时推荐牛金星入伙闯王军。牛金星又带着宋献策、刘宗敏参

加闯王军。

李自成接受李岩的诸项建议，使得闯王军很快发展到十几万，并占

领河南项城等多处地方。

崇祯十四年，闯王军利用李岩编的“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

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口号，大造舆论，很快攻占洛阳城，并处死

了福王朱常洵。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闯王军攻占襄阳城后，襄阳城里男女老幼热情

迎接李闯王……

崇祯十六年五月，牛金星承相宣布：改国号为“新顺”，改“襄阳”

为“襄京”。成立新顺朝临时政府，拥戴闯王为新顺朝皇帝。李岩却认

为：占领了小小的襄阳城，就改国号、定京城，未免太仓促，太不是时

机，建议李自成借鉴朱元璋的“高打墙、广积粮、缓称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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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岩的主谋下，李自成斩杀了赌博的将领李鸿恩和因抢占商铺金

银、奸淫农家妇女的五名闯王兵。接着，李岩宣读了管束军队的“五条

禁令”。

由于严格执行“五条禁令”，崇祯十六年九月，闯王军经过激战，

河南总兵陈永福投降。

崇祯十六年十月十一日，闯王军攻占西安。西安城里的男女老少走

向街头，热烈欢迎闯王军。

李自成兴奋地宣布：自崇祯二年起兵，经十五年浴血奋战，终定鼎

长安。现正式定国号为大顺，改西安为长安，改崇祯十七年为大顺朝永

昌元年。

李自成对李岩说：“你编的歌谣，顶得上百万大军。”李岩却说

“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再不能用，因为该口号带有欺骗人的味道。

如果一直“不纳粮”，闯王当上皇帝，朝廷吃什么？闯王的军队吃什么？

李自成提出“进军北京、推翻明王朝”时，李岩却提出“暂缓攻打

北京”的想法。因战争不断，加上天灾，苦坏了老百姓，都盼望快点过

上好日子。所以，等大顺朝的基层政权稳固，再进攻北京。否则，会分

散军力，很不利歼灭敌人。李自成却说：当下朱家王朝如累卵之势，顷

刻破灭。当断不断，错失良机，等于自我摧毁。进攻北京的事，再不能

动摇。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八万多大顺军进驻北京阜成门外钓鱼台。

这时，李岩谏言：对明朝六品以上官员的追赃，暂缓进行。李自成

说：“这是在长安时已经决定了的，也是大顺朝的既定方略，不好更

改。再说，向大官们严刑追赃，为的是筹集军饷、充裕国库。”

李岩还谏言：大顺军六万人马驻扎北京城内，会生事端。应将大部

军队驻在城外，只派少数人马驻城维护治安，以更有利于招降吴三桂。

李自成却说：吴三桂不投降，就用重兵征剿，绝不留肘腋之患。李岩

说：吴三桂实际不足为虑，最危险的还是满鞑子。我军初到北京，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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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稳，万一满鞑子趁机入塞，与吴三桂勾结，必为大患。李自成说：我

百万大顺军，全都是精兵强将、百战百胜，难道满鞑子还敢螳臂挡车，

自寻灭亡不成？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大顺军进驻北京城。大顺朝皇帝李自成坐

拥紫禁城皇宫。李自成面对金碗银盘、碧玉酒杯和三十多道菜肴及优美

的奏乐声，又惊又气，声称要“罢宴”，并用责备的口气冲着李双喜：

这么多山珍海味，还要奏乐，全是浪费！宫中的这种老规矩不合道理，

坚决改掉！以后不管午膳晚膳，只备几样菜就够了，金银器皿一律不

用，也不准奏乐！

李自成走进西暖阁，几个宫女急忙迎接伺候，有的脱他鞋袜，有的

给他洗脚。他局促不安地说：“朕骑马打仗十几年，哪能这样？”宫女

笑说：“皇宫里不比战场上！”

西暖阁寝宫里，妃嫔窦美仪亲抚着李自成身子说：没想到，奴婢先

是崇祯皇帝的妃嫔，现在又是大顺皇帝的妃嫔。

永昌元年三月，化妆成市民的李岩去北京城大街小巷“暗访”，看

到了大顺士兵为追赃而实行的行刑逼供的血腥场面，看到了大顺兵强奸

抢掠、市民卖儿卖儿的惨景，看到了复辟明朝的“告示”……

李岩再次劝谏李自成放弃对明朝官员的拷问追赃，尽快救济北京灾

民。李自成却以种种理由拒绝，并说：“大顺朝是十几万将士的鲜血和

生命换来的，享受几天，没什么。”李岩还建议：立刻将大部军队撤到

城外，加紧训练，随时提防满洲兵侵犯。李自成不以为然地说，满洲兵

没有什么可怕的。而拒绝李岩的建议。

永昌元年三月，李自成巡视北京城时，突然冒出一伙百姓跪在李自

成御马前“告御状”，哭喊：大顺军强奸女人、烧杀抢掠……

高夫人责备李自成不该疏远李岩，因为李岩是个很有谋略的人。并

说从古至今，凡是夺得天下的帝王，都重视招揽人才。应该向皇太极、

唐太宗看齐，做到“从谏如流”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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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夫人愤怒“闯宫”，将“刘宗敏霸占吴三桂爱妾陈圆圆”的事，

告诉李自成。李自成却不以为然地说：“刘军师看上陈圆圆，就让他享

受陈圆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高夫人大怒，责备李自成“胜利冲

昏了头脑”。

永昌元年四月，李自成正在审查皇帝登基演练，忽然得知吴三桂突

然改变主意，拒绝投降，已率兵返回山海关。李自成怒吼：“吴三桂不

投降，东征消灭吴三桂！”李岩劝谏：基前的危险不是吴三桂，而是满

鞑子，与其征吴，不如防满。李自成并不采纳李岩劝谏，坚定地说：打

败吴三桂，夺取山海卫，再回北京举行登基大典。

永昌元年四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兵东征前，李岩、宋献策再次冒死

谏言：征讨吴三桂，只会逼迫吴三桂倒向清廷，会对大顺朝形成极为不

利的局面。请皇上取消东征，停止对明朝官员的拷打追赃，救济百姓，

用民心巩固后方。还可给吴三桂父子封侯，优待吴三桂家人，用高官厚

禄招降吴三桂，瓦解吴三桂与满洲的联盟。李自成大声斥责：大顺军能

以摧枯拉朽之势捣毁三百年铁打江山，何以惧怕小小的吴三桂？何以瘫

倒在满鞑子脚下？

永昌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山海卫战场上，大顺军被清、吴联军彻

底打败。大顺军许多高级将领牺牲在战场上，李自成只得仓皇逃回北

京。

李自成回到北京后，草率地举行了皇帝登基大典，准备回长安重整

旗鼓。皇后高夫人责备李自成：该料到的没料到，又不采纳大臣们的正

确谏言，证明不是做帝王的料。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和满鞑子的十多万兵马已经追赶到通州，立刻传

旨：斩杀吴三桂全家人，放火烧毁皇极殿、武英殿！

李自成率领大顺朝人马退出北京城，退往长安……

顺治元年九月十九日，七岁的清顺治皇帝在北京紫禁城皇极殿登

基。摄政王多尔衮告诉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在翰林院选一两个有学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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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汉族老师，专门教皇上学习汉字，读汉人的书。四书五经，皇上

一定要读。

李自成在退往西安的路上，边退边与追赶的清军战斗。在河北境内

歇息时，老百姓听说大顺军来了，都跑出村庄，临走前用石土填埋水

井，就连水缸里的水也倒掉。李自成渴得要死，埋怨说：老百姓为什么

这样仇恨大顺军？

李岩向李自成提出，允许他带些兵马，去河南收拾纷乱局面。李自

成立刻产生了怀疑。李岩说：“有些制度、禁令，只是写在纸上、挂在

嘴头上，并没落实到实际中，与其说是吴三桂引狼入室，不如说我们自

己引狼入室。”李自成怒斥李岩：“吴三桂投降满鞑子，侵犯中华，怎

么能说是我大顺朝引狼入室？”李岩说：“我们的做法逼走了吴三桂。”

李自成说：“副军师说这些话，好像是秋后算账？”

大顺永昌元年十月的山西平阳府，牛金星遵照李自成密令，在酒宴

上杀死了李岩、李牟兄弟二人，罪名是企图与大顺朝皇帝分庭抗礼。高

夫人在得知李岩遭杀时，急忙高喊“刀下留人……”

顺治二年正月，李自成得知清军消灭了守卫潼关的马世耀七千兵马

后，只得放弃长安，开往襄阳、湖广。高夫人痛心疾首地说：陕西父老

期待皇上坐稳江山，过上好日子，可大顺军兵败山海关，退出北京，又

失去山西；黄河不能守、潼关不能守，长安也要丢给胡人。李自成说：

“自古胜败乃兵家常事。崇祯十三年，朕被官兵围困在鱼腹山，朕凭五

十骑兵突围成功，最终夺得江山。虽然大顺军接连失利，可胜负未决。”

高夫人说：“看来，李岩的许多主张是正确的。杀了李岩，真是掏钱难

买后悔药。”

顺治二年三月，大顺兵浩浩荡荡地奔往荆州、武昌。这时，李自成

得到奏禀，牛金星丞相突然叛逃。李自成惊讶地说：“从长安到襄阳，

大顺朝的许多重要文臣陆续逃走，难道大顺朝完了吗？”宋献策告诉李

自成：“牛丞相可能担心皇上杀了他。”李自成不解地问：“朕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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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他？”

顺治二年四月，武昌城外清军与大顺军的战斗异常激烈。李自成得

知清军的红衣大炮已经运到战场，立刻命令“情势危急，必须撤出武昌

城”。李自成边砍杀边突围，终于甩开敌人，撤到武昌富池口。

富池口的夜里，清军突袭大顺朝御营。李自成惊醒后，边杀边逃，

在李延、金强、李旺护卫下，终于逃出包围圈。

天亮时，清军的骑兵突然追上李自成部队，骤风暴雨般地嘶喊着冲

杀过来。李延急忙指挥御营兵仓促应战。金强、李旺保护李自成逃跑。

李自成眼看被逼近的清兵活捉，急忙举起宝剑自杀，李过骑马扑过来，

举战刀挡住了李自成宝剑，大声喊：“皇上，臣护你突围！”一边左冲

右杀，护卫着李自成冲出包围圈……

以上是李自成兵败后，于顺治四年去青城躲藏时，在金县县城的回

忆场面。

顺治五年，去外面探听情况的李自盛，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

屠”的事告诉了李自成。李自成感觉情势危急，为了安全，便躲藏到偏

僻荒凉的红岘沟西年口子的石头洞里。

顺治九年，躲在西年口子的李自成听到外面的形势渐渐缓和下来

后，和两个卫士去了湖南石门县夹山寺。夹山寺的主持奉天玉和尚热情

接待了也是和尚身份的李自成，最终二人发展成为至交。李自成准备回

青城时，将自己家乡的一些东西赠送给奉天玉和尚，并开玩笑说：“等

你圆寂时，这些赠品作为陪葬品埋到墓里。”后来奉天玉和尚死时，这

些赠品果真被埋到他的墓里。直到 1981年，夹山寺在发掘奉天玉和尚

墓时，出土了这些赠品文物。因这些赠品带有李自成家乡陕北的特征，

人们怀疑这个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于是有了“李自成归隐夹山寺”

的说法。

李自成在夹山寺回忆了他兵败后，与卫士金强、李旺三人逃亡到湖

北瑞昌县境内的如下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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