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天下，戏剧综论

从新编历史京剧《三打陶三春》

看当下京剧演出市场现状
王文清时菲菲

艺术的起源是多元化的，但是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

演变却都有同一片赖以生存的土壤，那就是作为审美主体的

人民群众，京剧也不例外。京剧自产生之日起，就有着深厚的

群众基础。它最初以“乱弹”命名，逐渐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从而取代了昆曲，成为了戏曲舞台上的主流，其根基便是贴

近生活，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一个剧种、一个剧目要想长久

地生存，必须始终把观众放在第一位，而新编历史京剧《三打

陶三春》则恰好是这方面成功的典范。

《三打陶三春》是北京京剧院1979年创排的优秀剧目，荣

获文化部优秀保留剧目大奖。这出剧目一经上演便盛极一

时，连续演出了四五百场。该剧甚至走出国门，走访英国和澳

大利亚，在没有字幕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当下的京剧在低谷中艰难地前进着，许多人为此找出了各种

理由以开脱责任。但是，作为戏曲从业者，笔者认为我们必须

一针见血地找出症结所在，然后解决它，才能更好地促进京

剧的发展。而这个“症结”就在于当下优秀的京剧剧本十分匮

乏，“唱、念、做、打”技术全面过硬的优秀演员也十分匮乏，这

直接导致了观众不买账，对京剧振兴信心不足。下面，笔者以

新编历史京剧《三打陶三春》为例，从观众的审美心理角度具

体分析当下京剧的演出市场现状。

需求

一、在剧目题材方面，要充分了解受众的实际

1．喜剧色彩

京剧《三打陶三春》是一出喜剧作品，由著名剧作家吴祖

光先生根据旧京剧本《风云配》(又名《郑恩招亲》)改编。受众

的心理预期与实际结果之间不和谐便会产生一定的喜剧效

果。对立冲突越激烈，产生的喜剧效果就越强烈。

首先，该剧的名称与作品的实际内容之间的不和谐。该

剧名为《三打陶三春》，如果不提前了解该剧的主要内容，人

们往往会以为该剧主要讲述陶三春因某事被别人打了三次。

而看了这出戏之后，人们会发现原来是三个壮汉想要打败农

家女陶三春，结果被陶三春这一弱女子狠狠地收拾了一番。

“陶三春”这一人物形象在受众心里被彻底地颠覆，造成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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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喜剧效果。

其次，该剧的人物形象不符合其应有的身份或性格。“奏

本迎亲”一场，由周世宗柴荣开场。作为君主，其座椅本应放

置于舞台正中间位置，却被摆放在偏于下场门的位置，不合

常理的摆放位置暗示出了该剧蕴含一定的喜剧色彩。随着剧

情的不断推进，柴荣、赵匡胤、郑恩、高怀德、高怀亮五个壮汉

都表现出对陶三春的畏惧，让人捧腹。特别是男主人公郑恩，

甚至提到陶三春就会手脚哆嗦。高怀德、高怀亮、郑子明三大

武将都被看瓜女陶三春打败，更是被观众称奇，这种处理方

法显然不符合生活的真实逻辑，但这种虚构的处理方法恰恰

符合戏曲艺术的逻辑，观众并不觉得不真实，反而看着非常

真实，并乐享其成，也就是说在戏曲舞台上可以把现实生活

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变成可能，这种极大的反差对比增强了

喜剧效果。而作为看瓜女的陶三春与北平王郑恩之间身份悬

殊较大，看似不和谐，但是两个人的结合却恰恰构建了一个

喜剧组合。以上种种，赋予了该剧强烈的喜剧色彩，给观众营

造了轻松美好的观剧氛围。

2．平民生活

剧中的柴、赵、郑、高等人都是跻身权贵的高等阶层，与

看瓜女陶三春之间有着较大的身份差距，但是最后却都不得

不让步于陶三春，体现了平民百姓反对压迫，变被动为主动，

翻身当家做主后的思想意识，符合观众的审美心理。而且，该

剧主要描写了围绕普通老百姓看瓜女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语

言生动朴实，充满了生活情趣。陶三春的“敲碎他娘的景阳

钟”、“拉一屁股帐”等粗俗的语言，以及卖油郎出身的郑恩身

居高位之后不得不表现出规规矩矩、知礼节的滑稽样子，也

拉近了该剧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反观当下众多新创编的京剧作品，则存在相当数量歌功

颂德、大忠大义的正剧。当然这一题材作品的存在是十分必

要的。但是，作为艺术的传承者，要始终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

在一起。笔者对那种人为地掺杂过重过浓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于人物形象之上的做法颇感不妥。其实，我们没必要给艺术

形象赋予太过沉重的政治色彩。人性总是复杂的，只要这个

人物是有血有肉、真实的、善良的，是传递社会正能量的，只

要他所代表的一类人真实地存在于人民群众的生活中，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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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完全可以成为值得我们倾心打造的舞台艺术形象。

3．真性情战胜假面子

艺术是真、善、美的结合体，特别是京剧。深受戏曲观众

喜爱的往往是集真、善、美于一体的人物形象。而新编历史京

剧《三打陶三春》向观众展现的恰恰是最质朴、最真诚的人

性。郑恩身居高位之后，成为代表皇家颜面的王爷，有着不得

已的苦衷，有时难免戴着假面生活。因为爱面子考虑再三而

产生的一系列行为必然敌不过真性情涌动而不自觉散发的

魅力。剧中郑恩对赵匡胤所言：“小弟征战疆场，从来也不知

劳倦，如今要学习他娘的这些做官礼节，把小弟的身体都累

得这样酸溜溜的了⋯⋯”这假装出来的举止恭而有礼，永远

比不上赵匡胤来的体面。然而，挥洒真性情的郑恩却能驰骋

沙场，无人能敌。在“瓜园浇水”一场中，陶氏姐弟描绘了一幅

生机盎然、富有温情的乡村田园生活图景。那段脍炙人口的

“不怕贫穷不靠天⋯⋯”唱段，更是散发出劳动人民的淳朴和

上进，而郑恩在朝堂上的不自在也只能逗人一笑而已。躲在

油库里“看看豆油、闻闻香油、尝尝菜油”以解忧愁的郑恩却

是憨直可爱的。所以，假面子永远敌不过真性情。

二、在情节设置方面．要准确把握受众心理

作为该剧导演的迟金声先生曾经谈到他导演京剧《三打

陶三春》时的感受。他提及“瓜园浇水”一场中陶三春得知自

己成了北平王的王妃后的心理变化时，“戏已然开始三十多

分钟了，得有一小高潮了。戏的矛盾还没到高潮，但是时间到

了，是一个单元的末尾了，应当有一个小高潮。”(引自《京剧

艺术传承与保护工程》，对京剧大师迟金声的访谈)所以，戏

曲导演想要创排出深受观众喜爱的剧目，必须要准确把握受

众的观剧心理，不能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所以，迟金声导演

认为，一出戏有一出戏的情节高潮，但是，要将一出完整的剧

目分化成若干个故事单元，每一个单元都要设置一个小的高

潮点，也就是制造吸引观众的小火花。最后，在数个小的高潮

点、小火花的簇拥之下，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全剧的大高潮、大

火花。同时，在安排好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启发和帮助演员精

心设计展示自身行当(共性或普遍性)和人物(个性或典型

性)特点的，“唱、念、做、打”有机结合的技术手段，为塑造鲜

明的人物形象服务，则是京剧剧目中的点睛之笔。

1．大高潮——“洞房三打”

京剧《三打陶三春》分“奏本迎亲”、“瓜园浇水”、“赵府定

计”、“劫驾一打”、“金殿二打”、“油库避难”和“洞房三打”七

个场次。“奏本迎亲”、“瓜园浇水”、“赵府定计”和“油库避难”

四场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助推剂。而该剧主要包含三个大事

件，分别为“劫驾一打”、“金殿二打”以及“洞房三打”。三个主

要事件构成了该剧的主体高潮部分，也是该剧的矛盾冲突

点。三场打斗，场场精彩。

然而，在三场打斗中依然可以再分出小的高潮点。“洞房

三打”就是大高潮中的小火花。对于陶三春而言，一打高怀德

只是试手，二打金銮殿只是示威，而“洞房三打”则是在展示

自己的真性情。当初二人瓜园定情，今日的郑子明却故意派

人劫驾，在洞房中还上演了通过家法立威的闹剧。以上种种

行为都是阶级思想在作怪。郑子明由一个卖油郎变身北平

王，学规矩、识礼义，表面上看是生活礼节的变化，实际上却

是阶级本性的变迁。“统治者想要使一个卖油郎的劳动本色

泯灭，从而跻身于封建统治集团的朝班中。”(萧甲：《晶莹如

玉陶三春》，人民戏剧，1980年3月，第16页)郑子明虽觉不

爽却也只能听命于朝廷，从此强行丢掉自己的劳动人民的本

质，戴上封建权贵阶级的假面。直到“洞房三打”时，陶三春打

败了郑子明，消灭了其嚣张气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以

卖油梆子作家法。表面上看是让郑子明勿忘当初二人的情

谊，不弃糟糠。实际上是提醒郑子明，要出淤泥而不染，不要

忘记自己劳动人民的本质。所以，陶三春大战“三英”(高怀

德、高怀亮、郑恩)，战出了劳动人民的真性情。当下的京剧舞

台上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类反映劳动人民质朴、真诚的人性题

材的喜剧作品。

2．小火花——以“跑驴”为例

第二场“瓜园浇水”是整出戏里最具生活气息的一个小

单元。这一场一开始，姐弟俩就上演了一出富有情趣、生动活

泼的表演，随后县官前来接亲，陶三春最终决定骑驴随县官

入京。此时，该单元已经进行了较长时间，迟金声导演在观众

产生审美疲劳之前为该单元设置了一个吸引人眼球的小火

花，也就是“跑驴”时的表演。陶虎牵驴上场，陶三春一个跨

步，骑上驴子，身子扭扭捏捏，欢欢喜喜地出了门。挥洒鞭子，

跑了圆场之后，陶三春勒住驴子，唱道“陶三春喜吟吟⋯⋯”，

唱腔和音乐，以及一系列表演动作较好地体现了浓厚的乡土

情趣，也反映了陶三春得知郑子明不忘当年之约，依然要迎

娶自己的消息后的欢欣雀跃之情。这样的艺术处理，使得该

剧张弛有度，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视听效果。

3．展现演员的技艺水平

新编历史京剧《三打陶三春》中，迟金声导演在重视故事

情节的组织和安排的同时，还兼顾到让演员充分展示自己的

技艺水平。毕竟京剧是一门“角儿”的艺术。陶三春这一角色

在兼顾较繁重唱念的基础上，将身段表演、武打动作技巧作

为塑造人物形象的最主要手段。“瓜园浇水”的“跑驴”、“劫驾

一打”的“耍锤”、“金殿二打”的“群打”、“洞房三打”的“对打”

都极大地展现了陶三春的扮演者王玉珍的刀马旦行当的身

上功夫。这样的好角儿，符合受众的审美心理，演到了人们心

坎里，让观众忍不住叫好。“瓜园浇水”一场中，陶三春的“十

三咳”唱腔、陶虎的矮子功，既能展现人物心理活动的变化，

又能很好地展示演员的技艺水平。所以，京剧舞台上演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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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纯粹为展示技艺而表演，一定要使其符合规定的戏剧情

境、符合人物需要，也就是一切程式技术手段的运用都要紧

紧围绕人物形象塑造这一中心任务服务。

三、在角色定位和塑造方面。要贴近受众的审

美水平和审美习惯

新编历史京剧《三打陶三春：}中，塑造了一系列贴近生活

的平民角色，如陶氏姐弟、郑思、县官等。陶氏姐弟的率真淳

朴、郑恩的憨直可爱、县官的左右逢源，无不透露出人性的真

诚。赵匡胤针对三弟惧怕陶三春之事，设计了一系列富有机

趣的“谋略”，如劫驾、谎称高怀德战胜陶三春等。然而事实总

是出人意料，这些小智谋使得整出戏笑料不断，让观众忍俊

不禁。而周世宗柴荣虽身居主位，却也平易近人，富有人情

味，而非不食人间烟火。所以，这出戏才这么受观众欢迎。

想要塑造观众喜欢的人物形象，必须要让角色的唱腔音

乐符合戏剧规定情境，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首先，陶三春

首次出场时的五字句演唱，让人耳目一新。迟金声先生作为

导演，非常尊重剧本，对于剧本没有一字修改。据他回忆，“剧

本中，作者为陶三春写下了四句台词：‘晴天无片云，瓜园寂

寞春，爹娘下世早，姐弟度光阴’⋯⋯是花旦角色临上场，先

在内场念一声‘啊哈!’，然后出场接念‘定场诗’亮相的常见

套路。”(引自l：京剧艺术传承与保护工程>，对京剧大师迟金

声的访谈)迟老师导演看过剧本之后，与唱腔设计商量，让陶

三春采用“唱上”的处理手段，这样“不改词也不添字，设计出

的‘五言’唱腔就有了新颖的韵调。”(迟金声口述、刘福民笔

录：《导演<三打陶三春>追忆漫记》，中国京剧，2010年3

月，第26页)这就使得陶三春有了与其他刀马旦行当角色不

同的人物形象，让人物更具个性特色。其次，借用传统剧目

《打瓜园>中的曲牌“娃娃”主旋加以变化，来作为《三打陶三

春>的基调音乐，则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让整出剧目都弥漫

着轻松喜庆的气息。再次，《三打陶三春：》中的唱腔设计灵动

婉转，善于表现人物的情绪变化和心理活动。如“瓜园浇水”

一场中，陶三春唱“此日浇瓜虽辛苦，他时瓜熟香又甜⋯⋯”

音调婉转，充满韧劲和弹性，处处展现了陶三春对农家生活

的热爱，向受众传递了“一切都有奔头”、生活充满希望的信

息。该剧的成功上演，让那时刚刚经历了文革拨乱反正的动

乱年代的人们，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憧憬和热爱。“油库避

难”一场中，郑子明唱“休看她扭扭捏、捏捏扭、玲珑娇小清而

秀，打的我鼻青脸肿花落水流⋯⋯”，伴奏音乐欢快明亮，唱

腔节奏鲜明、欢快风趣，同时又将郑子明此时急躁、忐忑的内

心活动刻画的玲珑剔透。

新编历史京剧《三打陶三春》可以说在以上三个方面完

成的很完美。但是，为什么这么一部名符其实的优秀作品，却

没能很好的继承下去，使其长期活跃于舞台，一直保持长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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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衰呢?目前，除北京京剧院2010年复排的“青春版”《三打陶

三春>之外，还没有哪场<三打陶三春>的剧目演出能够取得

持续一定时间或一定地域的轰动效果。这归根结底是因为现

在的院团缺乏“唱、念、做、打”于一身的技术全面过硬的优秀

演员，当下存在着能唱的只重唱，而轻视武，俗称“刀枪不

入”；反之，能武的只重武，而轻视唱，俗称“张不开嘴”，由此

造成了今天演员技术单一、各行当发展不均衡、不和谐，甚至

某些行当技术面临衰微的尴尬局面，如以“唱、念、做、打”综

合性表演为特征的刀马旦行当人才严重匮乏。像京剧《白蛇

传>一剧演出，白(素贞)娘子过去由一名演员演出全剧，现在

大多由三至四名演员(白娘子)分场次完成了，出现这种现象

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从客观方面讲，作为培养戏曲

人才的戏曲院校和京剧院团有责任重视和加强对演员综合

素质的培养，重视全面提高演员“唱、念、做、打”诸多方面的

技术水平。从主观方面讲，作为京剧演员一定要对自己高标

准严要求，干一行爱一行，刻苦训练，打牢京剧表演“四功、五

法”诸方面的专业基础，为胜任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作品的

人物形象塑造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为京剧艺术表演体系

的建构做出积极贡献。

笔者认为，作为一名优秀的京剧演员首先应具备“四功、

五法”诸方面扎实的专业基础，在此基础上按照作品的规定

情境要求，准确把握人物基调，并赋予一系列表演程式以实

质内容，做到化表演程式技术手段为艺术化的“生活”，才能

塑造出生动的、鲜活的、可爱、可亲、可敬的艺术形象，才能有

优秀的作品出现。同时，要重视加强戏曲编剧的人才培养，俗

话讲：“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争取创编出更好、更多的优秀

剧本，为舞台演出服务。迟金声导演说：“为什么在众多剧本

中偏偏对这个本子一眼相中、情有独钟呢?理由很明确，首先

我考虑到这是一部喜剧，适合当时观众的时尚审美需求。”

(引自<京剧艺术传承与保护工程>，对京剧大师迟金声的访

谈)从迟金声导演创作该剧的成功经验来看，我们应该以此

为参照，心里始终装着观众，把观众接受不接受、喜欢不喜欢

当作艺术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京剧推向小众艺术的边

缘或者一味地迎合少数人的“欣赏需求”，把京剧乃至整个戏

曲艺术当做赚取非合理利益的工具，都是不可取的。京剧始

终是植根于民，发展于民，为民服务的大众艺术。所以，当下

京剧演出市场的振兴，首先考虑的就应该是现代观众的欣赏

需求和审美标准，应着重在剧本创编和演员的培养上多下工

夫。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力求创作出更多

符合时代发展、符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百姓喜闻乐见、向社

会传递正能量、经得起时间检验、长演不衰、艺术性强的精品

力作奉献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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