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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纪念历史名臣蔡襄千年华诞（1012—2012）暨洛阳桥建成九百五十三周年（1059—2012），笔者不避
学识浅薄，文笔粗陋之嫌，编撰《洛阳桥传奇》二十集电视连续剧。
    剧本以建造洛阳桥为主线，突出“三险”，即洛阳江深不见底、狂风恶浪的“天险”；蔡襄为建造
洛阳桥丧妻亡子、历尽坎坷的“惊险”；在造桥过程中屡遇挫折、难上加难的“艰险”，表现我国古
代劳动人民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品质和高超卓越的智慧。
    剧本通过描写主人公蔡襄为建造洛阳桥而历经磨难，突出竭忠尽节、憎爱分明、刚毅不阿的性格和
为民谋福利的高尚品格。
同时描述卢锡、王实、义波、宗善、许忠等造桥英雄的事迹。
故事情节起伏跌宕、扣人心弦。
    这部古装戏，取材于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神话色彩浓厚，许多情节引人入胜。
诸如：《蔡孺人许愿造桥》、《制蚁字本府做官》、《吕洞宾剑驱猪母石》、《观音化美女襄造大桥
》、《避雷劫馈赠黄牒》、《夏德海传檄海神》、《汉钟离宝扇移沙石》、《铁拐李葫芦吸洪水》、
《张果老驴踏龟蛇妖》、《义波僧舍身主膳厨》、《韩湘子雪扫海蚝石》、《蓝采和抛篮变鱼山》、
《何仙姑挥荷治蛇毒》、《铁拐李元宵卖汤圆》、《曹国舅玉板架长桥》、《真武帝钓鱼收龟蛇》等
，悬念频生，令人目不遐接。
传奇故事体现造桥历程的艰辛与伟大，也描述爱恨情仇的错综纠葛，展现正义与邪恶的激烈较量。
神话传说彰显劳动人民的化身——“八仙”创造奇迹的非凡气魄与胆略，令人回味无穷，百看不厌。
    从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本剧融入悲剧、喜剧、轻喜剧、武侠剧、言情剧、历史剧等戏剧元素，适
应观众欣赏的心理需求，利于当前影视剧的商业运作。
    洛阳桥地处泉州市台商投资区，为繁荣两岸文艺创作，拓展闽南文化特色平台。
热忱期待海峡两岸影视界携手合作，制作具有闽台风格的特色电视剧。
    以上是电视剧《洛阳桥传奇》的剧本定位，亦作为剧本初次发表的引言。
企盼为弘扬中华文化，尤其是闽南民俗文化、旅游文化及石文化、茶文化等而抛砖引玉。
    剧本为处女作，谬误难免。
唯愿雅俗共赏，恳请斧正！
    七旬放翁·明哲    201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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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洛阳桥传奇》讲述了一千年前，洛阳江上恶霸乡绅垄断 船运，阻止建桥；蛇妖龟怪兴风作浪，
危害百姓⋯⋯天庭仙界“文曲星下凡”的蔡襄身负家仇民怨，从小就学武修文，希望能为洛阳江边的
老百姓除掉 二害。
为此，蔡襄日夜勤学苦练。
后来，他进京赴考当上了高官。
为了筑桥 除害，他回到泉州当官，坚持与魔界妖怪、恶霸乡绅作战，最终消灭了二害，并为泉州老百
姓建造了洛阳桥，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
《洛阳桥传奇》涉及人物形象众多，采用3D纸偶形象，非常逼真，再现 泉州人民不畏艰险，用智慧和
汗水建造我国现存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的历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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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明哲，男，1941年8月出生于福建惠安县东园镇。
1962年7月毕业于泉州师范学校，后毕业于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三年制写作专业。
原任惠安县东园学区党支部书记兼校长，高级教师。
他所主持的洛阳学区与东园学区，皆先后被评为省、市教育先进单位。
1989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并入选《中国当代教育家大辞典》、《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华劳
模大典》、《中国当代名人大典》等。
    作者兴趣广泛，尤其爱好文学艺术。
编撰首部剧作——《洛阳桥传奇》电视剧本，以纪念历史名臣蔡襄千年华诞。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洛阳桥传奇>>

书籍目录

前言序幕第1集  蔡孺人江中许愿    师兄妹月下倾情第2集  上谏书皇廷剖奸    制蚁字本府做官第3集  雍丘
“奉茶”投毒    西湖“赏月”歼敌第4集  灵隐峰蔡旬获救    衢州府清源罹难第5集  乞丐轰动群言堂    吕
仙剑驱猪母石第6集  苦难情缘难分难解    狂妄色鬼无法无天第7集  卖田产捐资造桥    献绝技义演成风
第8集  蔡襄主持奠基礼    卢锡应对绑架案第9集  以假乱真诱匪盗    移花接木救人质第10集  杨诚转危为
安    蔡襄化险为夷第11集  观音化美女送元宝    洞宾避雷劫赠黄牒第12集  夏德海龙宫传檄    洛江蛟云里
吐雾第13集  葫芦吸洪水    荷叶治蛇毒第14集  酒井涌出杉木    美女误入圈套第15集  壮士夜袭白云观    
少女得救深山里第16集  叉壕泄气结良缘    抛篮散花成鱼山第17集  五峰山巧匠玩匪    泉州府游龙戏灯
第18集  火中火义波成佛    计中计贪官落网第19集  真武收龟蛇    八卦灭江蛟第20集  玉板架长桥    匪首
葬火海附：主要人物设计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洛阳桥传奇>>

章节摘录

21.荒山野岭    早晨    外    天色渐明，薄雾依稀。
葛清源蹑手蹑脚私自打开葛宅庄园后门，登上山坡而去。
    葛清源翻山涉水，来到林荫之地。
    （独白）：怪了，怎么走来走去还是这个地方？
莫非迷了路⋯⋯迷了路？
    远外传来狼的嗥叫声，葛清源吓得脸白腿软，匆忙逃跑，疾呼：救命啊！
救命啊！
    狼追着葛清源，张牙舞爪，以饿狼扑羊之势扑来。
葛清源吓得闭着眼睛待毙⋯⋯    “唆”的一声，狼应镖而倒。
    葛清源张开眼，狼已死躺在脚下。
    易乡情上前施礼：小姐受惊了，为何独自在这荒山野岭？
    葛清源定定神：原来是公子拔刀相助，请受小女一拜！
    易乡情：免礼，免礼！
    葛清源：小女欲往君山甘露寺行香，雾罩山林迷路。
（哽咽地）幸亏遇上公子搭救，否则难见尸首！
    易乡情：小姐吉人自有天相，上苍保佑你安然无恙！
听小姐口音，是本地人吧？
    葛清源：正是。
小女乃葛家庄人氏，家父创办学馆，我在学馆就读。
恩人何方人氏？
    易乡情：在下姓易名乡情，自幼随父到江阴谋生，虽是家财万贯，但我不爱经商却喜欢习武。
途经此地，突闻呼救声，因而飞镖解救。
    葛清源：（感动）如此大恩，没齿难忘！
    易乡情：这也许是缘分吧，小姐不必耿耿于怀。
你乃大家闺秀，令尊怎能忍心让你独自登山上香？
    葛清源：师兄病魔缠身，是我私自外出。
    易乡情赞叹：多情多义，令人敬佩！
唔，我正要去君山学艺，系同路人，能沿途保护千金小姐，乃一生之幸。
    葛清源：路险遇贵人，千恩万谢！
    易乡情：无妨，无妨！
⋯⋯向那边走！
    两人翻过山坡，来到君山甘露寺前。
    易乡情：（热情央求）葛小姐，我陪你寺中上香如何？
    葛清源：易公子止步，感谢救命之恩！
    易乡情：（傻笑）小姐保重，小生告辞了1    22.君山甘露寺    日    内    方丈敲打木鱼念经。
    葛清源燃香跪拜：观音菩萨，小女求赐甘露圣水拯救师兄于水火之中，保佑早日康复⋯⋯救苦救难
恩深似海，容后答谢！
    葛清源见方丈念经停下，忙施礼：小女斗胆乞求买一瓶甘露，以救师兄解脱病魔，望恩准！
    方丈：甘露圣水为民解难，万金难买。
小施主如此虔诚，救人心切。
贫僧将此瓶供奉甘露奉送与你，愿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葛清源手捧甘露圣水，万分感激。
急拜谢，辞别方丈。
    刚步出寺门，葛清源看见易乡情还在寺门口徘徊，因而问道：恩人为何还在此地？
    易乡情：（目不转睛，热情恳切地）小姐乃大家闺秀，独自一人外出，小生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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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陪你回家，以保安全。
    葛清源婉言谢绝：有劳公子美意！
我雇顶轿子回家，没事。
请放心！
    葛清源雇轿回家，易乡情望着她的身影痴情伫立。
    23.学馆客房    黄昏    内    葛清源匆匆进屋。
    葛平：三小姐，你去哪儿？
全家出动四处找你哩。
    葛清源：没事，我不是好好的？
    葛安：我快去禀报老爷和少爷。
    葛清源打开葫芦瓷瓶，扶起蔡襄喝甘露。
    葛清源：好些吗？
    蔡襄：这是什么药？
我一喝下去，顿感精神百倍，身体舒服多了。
    葛清源：真的啊？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这是甘露圣水。
    正当高兴之际，葛父母气冲冲地进来。
    葛惟明：（怒不可竭）逆女，你不告诉一声，私自外出，家人四处寻找，不见踪影。
你娘急得一整天吃不下饭，气死我也！
    葛清源跪在双亲膝下：爹，娘，女儿错了！
女儿去甘露寺取圣水救师兄。
（哽咽哀求）一时心切，忘了禀报二老，请原谅！
    蔡襄从床上爬起来跪在二老面前：师父、师娘，千错万错是学生的错，学生生了一场病，拖累二老
全家。
救命之恩，终生报答！
    葛惟明心软，气消了一半：快起，快起，怎能怪你？
    蔡襄、葛清源起立。
    葛母：傻闺女，你裙子怎么破了？
    葛清源：（紧张）娘，没事⋯⋯（微笑隐瞒）不小心被树枝划破了，真的没事。
（对蔡襄）你还站着干吗？
病得不轻，还不躺在床上！
    蔡襄步伐自如：嗯，我的病这么快就好了。
    葛清源舒出一口气，合掌：甘露真灵验。
菩萨保佑！
    众人笑了：菩萨保佑！
    P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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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岁月如梭，转瞬耆耄。
许多退休同仁，痛惜时光流逝，夕阳西下，纷纷著书立说：或推介养生保健，或撷集人生感言，或总
结教育经验，或汇编书画作品，或撰写回忆传记⋯⋯可谓蔚然成风。
我不敢有标新立异之思，却偶发另辟蹊径之想。
本人爱好影视文学，于是也参与“赶集”，决心完成未遂心愿——创作《洛阳桥传奇》电视剧本。
    我与洛阳桥有着不解之缘。
少时从老家徒步往泉州读书，洛阳桥乃往返必经之道。
我从小对这古老又漫长的“海内第一桥”充满神奇之感，总是留连忘返。
1984年秋，我奉调主持洛阳学区工作，有幸故地重游。
每当漫步在宏伟奇丽的万安桥上，瞻仰精致绝伦的石雕工艺，俯瞰四十六座筏型桥墩，步量巨大的石
梁板，对我国古代巧夺天工的造桥技术惊叹不已。
立于中洲岩上观望，令人意趣横生。
颇有“潮来直滂千寻雪，日落斜横百丈虹”之感。
动人心弦的洛阳桥民间故事仿佛像银幕似地一幕幕呈现眼前。
谁不对北宋名臣蔡襄为民造福的崇高精神肃然起敬？
谁不对古代劳动人民非凡的胆略、高超的智慧、独特的艺术、卓越的业绩由衷钦敬？
心想，神奇的洛阳桥传说倘能闪现于影视屏幕该多好啊！
    2009年，海峡彼岸的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先生为纪念洛阳桥建桥950周年，特地送来亲笔题词
的匾额。
海峡情深，血溶于水，维系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
这促使我又萌生创作念头。
尽管本人学识浅薄，思维迟钝，精力衰退，视力模糊，体力不支，倘能为弘扬中华文化抛砖引玉尽绵
薄之力，理当在所不辞！
于是我忙于浏览《蔡襄全集》、《蔡襄年谱》等书籍，搜集剧作有关资料，于当年腊月动笔，几经修
改，历时近两年才完稿，如今付梓，作为纪念蔡襄千年华诞（1012—2012）菲薄之礼。
但愿洛阳桥奇迹传颂万代，蔡君谟英名流芳千古！
    蔡襄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农学家，他为人耿直、刚正不阿、居官廉洁
、执法如山，关心百姓疾苦，致力兴利除弊，其高风亮节深得民心。
洛阳桥可彰显其政绩一斑。
剧作不能有悖史实，必须尽力追寻他在主建洛阳桥期间有关史迹。
    蔡襄为官处于北宋中期，当时仍延袭五代制度。
宋太祖赵匡胤为防范部下仿效“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
以后实行“以文驭武”、“将兵分离”政策，州官一把手兼掌兵权的不得在原籍就任。
仁宗时代，兴化军尚未升格为州府，因此莆田、仙游仍属泉州府管辖。
蔡襄为民请命建造洛阳桥的宏愿的确比登天还难。
可见“芭蕉现蚁字”的传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笔者将群玉殿御宴插入此一情节，借以渲染宴会浓烈气氛，让“本府做官”的妙计得以成功显得顺理
成章。
他由京城（开封府）往泉州上任途中，几经磨难，丧妻亡子。
两度知（主持）泉州府。
（当时州郡首长称为太守，明、清才称为知府）。
持政期间，政绩显赫。
剧中描述的只是涉及造桥期间发生的有关事件，其余的不加赘述。
    北宋时期的洛阳江与现在截然不同。
万安渡“水阔五里”，“深不可址”（《闽书》）过海舟揖，一遇狂风“沉舟溺死者无箕”（《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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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
僧宗及郡人王实、卢锡等倡建石桥。
但江海汇流，水势湍急，难以施工，蔡襄“宵衣旰食，与民共之，寒署无间”。
劳动人民“驱石填海，垒址于渊”，创建“筏型基础”，“种蛎固基”，采用“激浪以涨舟，悬机以
炫纤”浮运桥梁而名扬古今中外，有史可稽。
至于造桥精英，只能从《万安桥记》中得知其名，事迹也只能从民间传说中略知一二。
    剧本内容大部分取材于民间传说，具有浪漫的神话色彩。
因此不能写成纪实性的历史剧。
蔡襄是杰出的历史人物，剧作内容来自相关史实。
因此本剧采用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既要把人、神仙、魔怪有机交织在一起，又应把造
桥精英的生动事迹与神仙襄助有机结合在一起，融入多种戏剧元素，凸显传奇色彩。
在主题定位、类型定位、风格定位、商业定位确定之后，笔者注重布局摆阵，运用民间故事引发戏剧
冲突，制造悬念，以促使情节大起大落和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
但由于剧本追求情节紧凑，在刻划人物性格方面缺乏细腻描写。
    电视剧本与其他文学体裁不同，只能写声绘影。
分场景是电视剧写作的基本形式，没有创作技巧就不能引人入胜。
电视剧的文学语言讲究简洁、清晰、明确、生动。
如写武打，只写谁跟谁打，谁胜谁负，过程无须赘述。
如何设计武打动作和场面，是动作导演的事了。
为顾及读者的心理需求和审美需求，笔者引用金庸先生武打小说中有关武打术语，廖廖数语，以增添
情趣，渲染武打气氛，也可供动作导演发挥想象空间，吸引观众眼球。
    电视连续剧除个别改编小说原著外，分集不另立标题。
为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目录》列入章回小说式的标题，似有画蛇添足、牵强附会之嫌，但倘能供读
者参阅、鉴赏，收到引人入胜效果，是所至盼！
    由于本人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缺乏专业理论指导，创作技巧掌握不足。
因此剧本尚存在很多缺点和失误，恳请广大读者和行家不吝赐教！
    剧作付梓，承蒙原福州大学、集美大学校长黄金陵博导为本书书名馈赠墨宝，华光摄影学院董事长
吴其萃先生赠送洛阳桥照片，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闽南》主编、原泉州市文联主席孙碧良
先生、泉州市作家协会主席、泉州师院教授戴冠青女士、原惠安县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江炳其先
生、惠安县政协常委、惠安县文联副主席、秘书长骆唤友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吴国雄先生与陈
渊明先生为本书题辞勉励。
谨此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谢忱！
    在创作和出版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领导、亲朋好友和家人的支持与鼓励，在此特向泉州市妇联主
席甘端蓉女士、泉州师院教务处处长黄科安教授、泉州市台商投资区慈善总会永远名誉会长郑锦山先
生、洛阳学区黄一超校长、黄明昆、骆加木、黄善义、黄俊陵、黄少煌、曾海舟、黄凯、黄伟、黄雄
、肖文江、黄妙龄等谨致谢意！
    作者黄明哲于东园书斋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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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明哲编著的《洛阳桥传奇》以建造洛阳桥为主线，突出“三险”，即洛阳江深不见底、狂风恶浪的
“天险”；蔡襄为建造洛阳桥丧妻亡子、历尽坎坷的“惊险”；在造桥过程中屡遇挫折、难上加难的
“艰险”，表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品质和高超卓越的智慧。
    剧本通过描写主人公蔡襄为建造洛阳桥而历经磨难，突出竭忠尽节、憎爱分明、刚毅不阿的性格和
为民谋福利的高尚品格。
同时描述卢锡、王实、义波、宗善、许忠等造桥英雄的事迹。
故事情节起伏跌宕、扣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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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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