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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  印

一只玉杯，一部传奇

口就出现雪花飞舞的奇观。而

且用此杯斟酒，夏日无冰自

凉，冬天无火自温，因此又称

之为“温凉盏”。《一捧雪》

原本是明末清初人李玉所作，

为“一人永占”系列传奇的第

一部。京剧从昆曲移植而来，

是一出唱念做舞并重的经典做

工老生戏。又由于剧情的惨烈

悲壮，演出经久不衰，感动了

千万观众。

这出戏的主角是莫府之仆

莫成，京剧中有忠义救主的所谓四大义仆戏，

《一捧雪》是其中之一。在清代画家沈蓉圃的

《同光十三绝》中，就绘有张胜奎饰演《一捧

雪》莫成一角的画像。老生后“三鼎甲”里，汪

桂芬和谭鑫培均擅演此剧。此外，刘景然、贾洪

林演这出戏也很出名，后学无不受其影响。

1920年，余叔岩在百代公司录制了《一捧

雪》里的“二黄导板、回龙、原板”一段，系该

剧核心唱段。首句“一家人只哭得如酒醉”的

“醉”字后面，以嘎调唱出，响遏行云，撼人心

魄，将一个义字当先的家仆面对主人一家发生危

难却无计可施时，内心的苍凉悲愤，淋漓尽致地

表现出来，令闻者为之动容。

余叔岩这张唱片录音里有唱念、有锣鼓，

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他早期学谭（鑫培）的成

绩，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当时很受欢迎，评价极

高。谭鑫培在《桑园寄子》的唱片里有三个叫

头，余叔岩这段唱腔里也有三个叫头：“老爷！

京剧《一捧雪》，又名《搜杯代戮》《蓟

州城》《莫成替主》。故事讲述明代嘉靖年间，

太仆寺卿莫怀古偶遇卖字画为生的裱褙汤勤，携

其回府以为幕宾，后又带其进京，荐于权奸严嵩

之子严世蕃手下当差。汤勤既垂涎莫怀古二夫人

雪艳美色，又希冀攀附严世蕃之势得享荣华富

贵，遂唆使严世蕃索取莫家祖传珍宝“一捧雪”

玉杯。莫怀古以赝品献之，被汤勤识破。严世蕃

大怒，至莫府搜杯，幸有家仆莫成将“一捧雪”

藏匿，使之得以保全。莫怀古惊恐之下，携雪艳

弃官而逃。不料正中汤勤奸计，严世蕃命校尉追

至蓟州，将二人拿获，又令总镇戚继光将之就地

处死。戚继光与莫怀古原是故交好友，苦于无计

相救。莫成与主人面貌相似，自愿赴法场替死，

救莫怀古逃脱。雪艳和假人头被押进京城，交锦

衣卫正堂陆炳审问。

“一捧雪”古音读作“一讽谑”，它是明

代著名的玉杯，据说只要往杯中斟上美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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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哎，夫人呐！”仿佛有意要展示一下学习

成果。但由于唱片时间的局限，最后一句“实实

地难坏了小莫成”，打个住头就完了，而实际舞

台演出中，是单楗“莫成”两字叫散，之后改双

楗起叫头，与录音小有出入。

京剧史上有“南麒北马”之说，周信芳和

马连良，一南一北，虽表演风格不同，但却都以

做工擅长，像《四进士》《打严嵩》《清风亭》

等剧目，二人演来各有千秋、不分伯仲。

周信芳扮的莫成，髯口戴“黑三”，认为

这样在形象上接近莫怀古，更合乎戏理。老本子

中有一场戚继光巡更的情节，周信芳觉得一个堂

堂八台总兵为家奴熬夜吃苦，有悖情理，又查了

《古本戏曲丛刊》中的《一捧雪》，并没有这场

戏，就把它删去了。

周信芳十分注重对角色的心理分析，他认

为“莫成替死好演，但莫成不愿死却又不得不去

死，就不好演了”。莫怀古待莫成如何呢？从剧

情中的一些细节可以看出端倪。严世蕃搜杯时，

莫成带着杯子躲藏起来，为主人消弭了一场大

祸，回来时反而被莫怀古迎面给了一记耳光。莫

府的大公子对莫成的儿子文禄也是“开口就骂，

举手就打”，因此莫成才放心不下，死前请求主

人对自己的孩儿要另眼看待。莫成的“自愿”替

死，实际上是被封建礼法逼上了绝路。

最后到了法场，莫成喊叫“想我莫、莫、

莫……”几乎要把自己的真名说出来了，这时雪

艳提醒他：“老爷，你要放明白些！”戚继光也

提醒他：“刀斧手，把莫怀古绑紧些！”暗示莫

成，不要说错话。莫成此时近乎精神瘫痪，抽搐

呜咽地迸出了最后一声：“……我莫怀古，死的

好不瞑目也！”临死之前，莫成想吐露心声又怕

泄露真情，不予吐露又于心不甘。周信芳每演到

此处，便以长达一分多钟的脸部抽搐表情，酣畅

地展示了角色的复杂情感，观者掌声雷动。

1929年，马连良在蓓开公司录制了《一捧

雪》里的唱腔。他另辟蹊径，自出机杼，与当时

流行的余（叔岩）派唱法有所不同。余叔岩唱得

挺拔刚劲，着重表现莫成束手无策的焦急愤懑。

马连良则唱得刚柔并济、委婉曲折，在表现莫成

情急无计的同时，又显露出些许哀怨悲伤。导板

一句，他改唱为“这一家人只哭得珠泪滚滚”，

与后面回龙、原板同属“人辰辙”，使整个唱段

辙口一致，听上去更加顺畅悦耳。接唱：“那一

旁哭坏了雪氏夫人，戚大人八台官，救不了家主

爷的命，老爷呀！蓟州堂闷坏了我小莫成。”在

马连良的这张唱片里，还收录了莫成的大段念

白，节奏急缓有致，感情充实饱满。

马连良出科后，一度在名旦朱琴心的班社

演出，就曾以《一捧雪》获得美誉。至1934年，

马连良又排演了全部《一捧雪》，自《过府搜

杯》起，接《审头刺汤》《雪杯圆》，到《祭雪

艳坟》为止。戏里他先演莫成，再赶陆炳，最后

饰莫怀古，演出长达四个半小时。

一般演莫成，头戴直筒罗帽，身穿海青

衫，腰系杏黄鸾带，足蹬厚底靴。马连良改为头

戴软胎绒制小罗帽；鸾带颜色介乎于蓝绿之间，

只有一寸半宽，系法也很新颖，与传统不同；脚

下改穿方口皂鞋，内衬大袜。而且他还恢复使用

“黑二涛”髯口，这种髯口短一些，下边呈圆弧

形，戴在颏下，乌光闪闪，柔顺平伏，看上去十

分飘逸。

马连良在这出戏中，利用曲牌的节奏创造

出符合人物感情的动作，非但不重复，而且与身

段配合得极为合适。比如莫成三次使用“水底

鱼”锣鼓出场。第一次是在幕后喊“走哇！”右

手托鸾带出来；第二次仍在幕后喊“走哇！”但

出场后急速转身背向观众，边走边回头观察，一

副惶恐之状，因为严世蕃过府搜杯刚刚离去；第

三次是莫成与主人中途失散，他心情急切地出

场。虽然三次出场都用了同一锣鼓，但却丝毫没

有雷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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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剧中莫成提出赴死，莫怀古慨叹：“这

世界之上，哪有人替人死之理？”一般演出，莫

成接下来的念白是：“老爷讲什么无有人替人死

的道理，小人有辈古人讲来老爷一听……昔日杨

生好犬，酒醉带犬倒卧在荒山，有那不晓事务的

牧童，他就放火烧荒，看看那火烧在杨生的身

上，那犬见事不好，翻身跳下山涧，以水将火熄

灭。可叹那犬，它就累死在荒山。杨生醒来，

对天叹曰：马有垂江之意，这犬有救人之心。

想这禽兽尚有救主之意，何况我莫成呐？”而

马连良则改为楚汉相争时，大将纪信替死的故

事：“霸王领兵攻荥阳，城内困住汉刘邦。纪

信假扮汉王样，替主赴难去诈降。……因此刘

邦乘机打从西门逃走，霸王才知中计，追之不

及，怒恼之下，他就放火将纪信烧死营中。后

来，刘邦整顿人马，在九里山前与霸王交战，

逼得霸王在乌江自刎身亡。那时若无纪信替主

丧命，焉能汉室一统？今日替老爷一死，为的

是留下老爷有用之身，日后也好报仇雪恨！”

经这样一改，深化了主题，使比喻吻合于剧情

内容，更加合情合理。

莫成决心替主一死，又想起自己七岁的孩

子，悲从中来：“文禄！我儿！今日盼为父的回

去，明日盼为父的回去，盼来盼去，将为父盼到

枉死城中去了。哎！今日替老爷一死，乃是正当

之事，我哭的什么？嚎的何来？嘿嘿，必须要大

笑三声！”这“三笑”悲惨无比，笑声层次分

明，富于情感变化，让人不仅觉得是笑中带泪，

甚至可以说是笑中带血，倍感心痛。

无论是周信芳还是马连良，都常将《一捧

雪》和《审头刺汤》连演，前后分饰莫成与陆

炳。《审头刺汤》故事接续前情，讲述莫成挺身

代主受戮后，人头解京，由锦衣卫陆炳奉旨勘

审，汤勤生疑，一同会审。堂上陆炳与汤勤斗

智，利用汤贪心色欲，佯将雪艳断给汤勤为妄，

平息风波。并诱导雪艳在洞房中刺死汤勤，报仇

后自尽。

梨园有谚云：“文怕《西厢》，武怕《截

江》，半文半武怕《审头刺汤》。”剧中陆炳的

机智敏锐，雪艳的贞烈，及汤勤前倨后恭、以怨

报德的小人嘴脸，被呈现得淋漓尽致。三人在公

堂上斗智斗勇，暗潮涌动，扣人心弦。《审头刺

汤》经马连良反复雕琢，成其代表作之一，他游

刃有余地塑造了陆炳极具城府又不失正义的朝官

形象。一方面他痛恨汤勤的忘恩负义，另一方面

又要谨慎自保，面对汤勤的步步为营、咄咄紧

逼，不卑不亢，巧妙周旋，最终定计将汤勤置于

死地，也成全了雪艳。这出戏“前白后唱”，其

中《审头》一折讲究的就是念白，陆炳和汤勤，

一生一丑，势均力敌。马派的陆炳沉稳威严，既

对汤勤冷嘲热讽、占尽风头，又显得老成持重、

正气凛然，将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或绵里藏

针，或弦外有音，或开门见山，张弛有度，节奏

鲜明。马连良的念白沉着有力，韵味十足，把陆

炳的心理变化细致入微地表现出来，念白如演唱

一般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其中有一段特别精彩，

当汤勤狐假虎威，称“严爷虽非狼虎，却有些虎

狼之威”时，陆炳不禁一阵冷笑，说：“方才老

夫问道：那严府是狼？你说他不是狼；是虎？你

又说不是虎。纵然是狼，我有打狼的汉子；纵然

是虎，我有擒虎的英雄！想我陆炳，乃二甲进士

出身，自为官以来，一不欺君，二不枉上，三不

贪赃，四不卖法。我做官，做的是嘉靖皇上的

官，又不曾做他严府的官，又不是他严府的走

狗、家丁，使唤的奴才！我奉了天子明诏，在此

审问人头， 你不过奉了严大人一句话，来此看

审而已。我与严大人一殿为臣，不过是看其上而

敬其下，才赐你一个座位。谁知你反客为主，越

俎代庖，你既这样不知自爱，言语猖狂，依仗权

势，藐视朝廷，岂不是尊而又大，颠而又狂？

啊啊，好一个汤老爷，你在我这锦衣卫大堂这

样的摆来摆去，我又不买你的字画！想你这样

无耻之辈，势利小人。左右，撤座！”一番话

三百余字，铿锵有力、嬉笑怒骂、辛辣尖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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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道出了角色的性格与感情，也表现出马派

念白“俏皮流利，舒展明爽”的特点，抑扬顿

挫、轻重急徐、高低快慢，都把握得非常到位，

十分传神。

《一捧雪》和《审头刺汤》本质上反映的

是明嘉靖年间严嵩、严世蕃父子与海瑞等人的政

治斗争，海瑞集团就包括了戚继光、陆炳等人。

戏里严嵩、严世蕃、海瑞虽然都未出场，但通过

这一件明代奇案，也足以体现双方角力的锋芒，

可见一斑。又以传奇故事来表现，更显创作者之

高明。

我国传统文化中，敬重的是舍生取义，憎

恶的是忘恩负义。在京剧《一捧雪》里，替主赴

死的莫成和卖主求荣的汤勤，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一捧雪”还有另一层寓意，藏宝犹如双手

捧雪，雪凝即有，雪融即无，世事无常，劝世人

切“莫怀古”。

1986年，作家汪曾祺为北京京剧院新编《一

捧雪》，对莫成的心理作了更深的揭示。试图通

过这出戏，让观众看到过去的等级观念，对人的

毒害是多么惨烈。他在剧本前言中这样写道：

“许多旧戏对今人的意义，除了审美作用外，主

要是它有深刻的认识作用。莫成的时代已经一去

不复返，但他的奴性，他的伦理道德观念，是我

们民族心理的一个病灶。病灶，有时还会活动

的。原剧是可以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的。我们

可以由此想及一个问题：人的价值。”

北京京剧院的前身是以马连良、谭富英、

张君秋、裘盛戎为领衔主演的北京京剧团，

对流派艺术传承一直十分重视，且成绩斐然。

《一捧雪》和《审头刺汤》都是该院久演不衰

的传统剧目，马派传人马长礼、张学津、朱强

等几代艺术家，数十年来经常演出，受到观众

欢迎。

近年，北京京剧院又以这两出骨子老戏为

基础，推出了小剧场版的《明朝那点事儿——

审头刺汤》。本着“老戏出新，新戏如旧”的

创作原则，剧本经过整理改编，简洁的舞美灯

光设计有内涵却不抢戏，伸出式的舞台拉近了

演员与观众的距离，表演和情绪都能紧密互

动，又增加了检场和讲述人，在保留传统艺术

精华的同时，用新的形式感打通了戏里戏外、

台前台后的界限，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观剧体

验，剧场虽然变小了，但京剧之美却被放大，

并展现出其时尚的一面，为经典传承另辟蹊

径，演出获得广泛好评，也赢得了更多青年观

众的青睐。

这出《一捧雪》，在戏曲舞台上演出了

百余年，经几代京剧名伶的加工创造，使之成

为剧坛瑰宝，流传至今。不仅因为故事充满张

力，唱念富于特色，更是由于戏中倾注了对世

事变幻的洞察，对人情世故的体味，对是非善

恶的判断。舞台上鲜活的人物形象，曲折感人

又动人心魄的戏剧冲突，不仅让人看到了一个

复仇的故事，更可以让人透过这些人物关系，

解读到一段深刻的爱恨情仇。它是一部梨园经

典，更是一篇警世之作。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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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强饰演陆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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