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岔口》的前世今生

口邓小秋

“英名盖世三岔口”。谈到京剧的武戏《三岔口》，

必然要提到“英名盖世”的盖叫天老先生。

著名京剧武生大师盖叫天，原名张英杰。他生于

梨园世家，练得一身精湛技艺，长期在上海演出，宗法

前辈武生李春来，并又有所发展与开拓。他终生勤学

苦练，不断革新创造。虽在演出《花蝴蝶》《狮子楼》时，

先后断臂、折腿，仍然坚持不懈，倾心投入戏曲事业。

他演出的剧目丰富，尤以短打武生为主，讲究塑造人

物性格，表现人物的神情气质。演出“武松”系列剧目

出神入化，人称“江南活武松”。在表演时，武戏文唱，

既猛又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盖派”。

著名武生李少春、高盛麟、张云溪、李仲林、贺玉钦、王

少楼、张质斌、李秋森、刘云龙、霍鑫涛等，都慕名拜在

他的门下。其子张翼鹏、张二鹏、小盖叫天，其孙张善

麟、张善元，都是出色的“盖派”传人。其代表剧目有

《一箭仇》《三岔口》《十字坡》《恶虎村》《狮子楼》等。盖

叫天技艺娴熟，讲究造型美。形象饱满，堪称典范。每

有重要演出，当地各班的武生演员，都会闻风而至，前

来观摩。有“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之誉。

《三岔口》也叫《焦赞发配》。故事写宋将焦赞因

杀死王钦若的女婿谢金吾，被判发配沙门岛。途经三

岔口，夜宿黑店。店主刘利华夫妇欲加杀害，幸好有杨

六郎派遣的部将任堂惠暗中保护，黑夜中展开搏斗，

最后杀刘救焦。剧中的刘利华，系“琉璃滑”的转音。表

示邪恶奸滑，由武丑扮演，勾的是丑陋的歪脸，有专门

的脸谱。这个角色的戏份与武生扮演的任堂惠一样吃

重。必须要有功夫出色的武丑配演，方能旗鼓相当、珠

联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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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剧界中，擅演《三岔口》的著名武生很多。在

南方，早期有李春来、李兰亭、张德俊等前辈。李春来

曾授艺于盖叫天，李兰亭则是梁慧超与张世麟的师

父，张德俊是张云溪的父亲。他们享有盛名，功夫自然

了得，演出精彩，不言而喻。到了盖叫天成名后，已有

超越前辈的声势，他风华正茂、身手矫健，摸黑开打、

惊险逼真。与刘利华的格斗比武，一招一式，轻快敏

捷、芙姿焕发。从此，《三岔口》成了他的代表作，也成

了“盖派”武生的常演剧目，一直活跃在京剧舞台。

当年，经常与他配演刘利华一角的演员，是南方

著名武丑谭永奎。后来有人撮合叶盛章与他同演。京

剧界中公认，盖叫天与叶盛章合作的《三岔口》，可算

是黄金搭档，举世无双。这也是京剧历史上该剧最佳

搭档的演出阵容。叶盛章，是“富连成”班主叶春善的

儿子。自幼勤学苦练，遍拜名师，练得一身好功夫，被

称为京剧界的“第一武丑”。他在《三岔口》中“出场”时

的“跟头”，又高又轻：蹲着身“走矮子”，能走几个“圆

场”；摸黑开打，扑腾翻跃，都能达到“稳、准、狠”的要

求。他主演的刘利华，出类拔萃，无人能比。新中国成

立前后，盖叫天年岁已高，很少登台。叶盛章则在北京

参加“起社”，长期与李少春合作演出《三岔口》，配合

默契，极受好评。后来，叶盛章逐渐淡出舞台，便由名

丑谷春章接替。

除了他们几位以外，演出《三岔口》的优秀搭配还

有：李万春与吴呜申，梁慧超与戴万武，袁金凯与骆少

翔，贺玉钦与郭金光，双元翔与李盛斌，李小春与李庆

春，李仲林与张佑福，谭元寿与张铭禄，李光与孙绍

东，王立军与石晓亮，贺梦梨与陈正柱，张幼麟与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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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瑚，嘶71苌P兰生
把握人掬关系创造藓明形象

人物形象创造是一个复杂的创作过程，其中既

有收获的愉悦和快乐，也有迷茫的纠结和痛苦。每位

演员会遇到各种不同的角色，采用和选择的创作方式

各有不同，但脚踏实地去研究剧本，依据剧情去捕捉

角色的自我感觉，认真细致地进行人物形象构思，这

一点恐怕无论如何都是一致的。任何艺术创造不经过

艰辛的创作过程，是绝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大型话剧<安家小院>，

讲的是一户普通回民家庭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发家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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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以后，对文化知识的渴望和追求的故事。该剧深刻

地提出了现代人致富以后在价值观念上如何适应社

会发展的需要，如何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树立现代观

念，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应有贡献的思考。我在剧中

扮演主人公的弟弟牙生这一角色。坦率地讲，我刚接

触到剧本的时候，对牙生这个人物是掉以轻心的。牙

生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回族青年，和老一辈一样具

有热情、正直、义气等优秀品质。但和老一辈不同的是

他高中毕业，有文化，有知识，对新的事物接受能力

毛，郝帅与郝杰等。而最为引人瞩目的则是张云溪与

张春华了。

1951年，张云溪与张春华合作出国演出。中国京

剧院将刘利华的身份由开黑店的反面角色改为英雄

好汉，保护焦赞，与任堂惠发生误会，进行一番搏斗。

最后，误会消除，言归于好。而原来画着丑恶脸谱的刘

利华，也改成为俊扮的正面人物。张云溪与张春华长

期合作，他们到过许多国家演出，都赢得各国观众的

喝彩。从此以后，京剧<三岔口>就一直按照他们的路

子演出了。

建国初期，我还是个爱看武戏的初中学生。初次

在上海看到张云溪、张春华演出“净化”了的<三岔

口>，一时却不能接受。曾撰写短文，投稿于<戏剧报>，

对俊扮的刘利华提出疑问。文中主要的看法有两点：

一是传统戏中刘利华的脸谱，就此消失，有些可惜。二

是原来惊险紧张的剧情，结果变成一场误会，有点差

强人意。当然，这篇短文不可能对轰轰烈烈的“戏改”

成果有所影响。但据说，叶盛章先生在生前就从来没

有演出过俊扮的刘利华。这是不是老辈艺人恪守传统

艺术的标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此以后，大势所

趋，我们再也看不到叶盛章式传统的刘利华，而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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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张春华版本的刘利华了。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张云溪、张春华新版的“净

化”了的《三岔口》，至今盛演不衰，广大观众似乎并没

有提出什么异议。我想，既然大家都已能够接受，自然

有其道理所在。此事本是过眼云烟，微不足道。但时隔

半个多世纪，为什么本人此时又会重提此事?那是因

为最近我读了一篇文章《朱艺海谈艺录》，颇有感触。

在<谈艺录>中，有这么一段：“最近我看了北昆的面

谱，扮演古代丑女无盐的的面谱，他毕加索就画不出，

而我们北昆的化妆师就画出了这种人间找不到的丑

陋面谱。他在面部，用绿色打底，上面用金色掺杂——

这是怎样一副可怕的脸。但它始终给人一种不可怕、

不丑，而是很美的感觉，这是一种高级的抽象艺术。一

旦把这种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外去，是会轰动世界的。”

朱艺海先生是章太炎最小的弟子，于2011年12月

21日仙逝。他的言论，自成一家，很值得我们来细细

研究与琢磨。对于俊扮的刘利华与“净化”后的《三岔

口>的经验教训、是非得失，或许也能作为一个话题，

谈谈各自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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