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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京剧《打严篙》的叙事艺术

杜红艳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

四川 南充 6 3 7 0 0 2 )

【摘 要」《打严高》是京剧中常演常新经久不衰的传统剧 目
,

历代京剧艺术家都有檀演此剧者
,

如谭寇培
、

余叔岩
、

马连

良
、

周信芳
、

金少山
、

裘盛戎等
。

《打严高》一剧之所 以具有如此大的艺术魅力
,

这与剧中所体现的高超的叙事艺术是分不 开的
,

该剧无论是从其独特的结构方式还是风趣幽默的戏剧风格或是其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来说
,

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

【关键词」《打严高》 ;叙事 ; 均衡 ;结构形式 ;戏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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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严篙》是一出由历史故事敷衍而成的京剧 龙赶在严篙到开山府拿常宝童上殿问罪之前与常

经典剧 目
,

考之《明史 》
,

虽然历史上并无邹应龙打 保童定下计策
:
待严篙进府

,

常保童假装认罪不让

严篙一事
,

但是严篙的确是被邹应龙参倒的
。

《明 严篙开读圣旨
,

而后要过圣旨
,

赐给严篙一个座位
,

史》卷二百一十
,

《列传 》第九十八
:
邹应龙

,

字云卿
,

而暗中将先皇画像悬挂中堂
,

并且痛骂严篙
,

后否

长安人
,

嘉靖三十五年进士
,

授行人
,

耀御史
。

严篙 认已接过圣旨
,

再反责严篙见先皇画像不拜
,

执先

擅政久
,

廷臣攻之者辄得祸
,

相戒莫敢言
。

而应龙 皇御赐金铜痛打严篙而不伤其面部
。

这是
“

打严

知帝眷已潜移
,

其子世蕃益贪纵
,

可攻而去也
,

乃上 篙
”

的前奏
,

是全剧高潮的预演
。

第二次是常宝童

疏 曰 : “

工部严世蕃凭借父权专利无厌
,

私擅爵赏
,

骗
、

打严篙
。

这次对严篙的痛打是由常保童按照邹

广致赂遗
。

… … 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
,

以为人臣 应龙的计策来实际实施的
,

剧中对其进行了详细的

凶横不忠之戒
。

苟臣一言失实甘伏显戮
。 ”

篙溺爱 叙述
,

是剧中对严篙进行第一次实质性的惩戒
。

这

恶子
,

召赂市权
,

亦宜函放归田
,

用清政本
。

… …及 是
“

打严篙
”

的直播
,

是全剧的高潮
。

第三次是严篙

应龙奏人
,

遂勒篙致仕
,

下世蕃等诏狱
。 「顺 569 可见

,

向邹应龙复述常宝童如何打他
。

严篙从开山府逃

《打严篙》一剧的故事原型应当来源于此
。

因此
,

该 出后
,

碰见早已等候在御街上的邹应龙
,

邹应龙故

剧的诞生其实是经历了由历史到舞台的敷衍过程
,

作不知的反 问严篙发生了什么事
,

在邹应龙的诱导

该剧敷衍的成功也主要得益于剧中所运用的高超 下
,

严篙把常保童骗
、

打他的过程再一次的进行了

的叙事艺术
。

复述
。

这是
“

打严篙
”

的回放
,

是全剧高潮的闪回
。

一
、

叙事的均衡
:独特的叙事方式 由此可知

,

对于常保童打严篙一事
,

在剧中被叙述

《打严篙》一剧主要是围绕着两次
“

打严篙
”

来展 了三次
,

这就使该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结构技巧
,

开的
,

一次是常保童
“

打严篙
” ,

一次是邹应龙
。

但这 那就是均衡叙事
。

两次
“

打严篙
”

都是邹应龙的巧计策划
,

戏剧开篇邹 借用叙事学中的观点
,

将剧中常保童
“

打严篙
”

应龙就说道
: “

今 日闲暇无事
,

不免到奸贼府中搬动 的具体实施看成是叙事主体
,

那么对常保童
“

打严

是非便了
。

正是
:
定下机关巧

,

奸贼他怎知?
” 「酗可知 篙

”

的三次叙述就可 以划分为前叙事
、

叙事中
、

后叙

戏中的两次
“

打严篙
”

都是出自邹应龙的设计
,

只不 事三种状态
,

前叙事和后叙事都是围绕叙述主体来

过第一次是由常保童来具体实施
,

常保童
“

打严篙
”

展开的
,

换句话说
,

如果我们将常宝童打严篙看成

是剧中的重要情节
,

是戏剧的第一次高潮
,

是剧本 一个叙事天平的支点
,

那么邹应龙教常宝童打严篙

叙事的重要部分
,

是勾连全剧的主线
,

它直接关涉 的预演和严篙的复述就是这个天平的两端
,

只有二

到剧中情节的发展走向和邹应龙痛打严篙并当街 者同时具备或者都不存在时
,

整个叙事过程才不会

数落其罪状的戏剧高潮的最终完成
。

失衡
。

在《打严篙》中
,

如果没有常保童
“

打严篙
”

的

在常保童
“

打严篙
”

的叙述中有一点应当值得 预演或回放
,

剧中的叙事是失衡的
,

如果只有预演

注意
,

那就是剧中对于常宝童如何骗
、

打严篙的过 没有 回放
,

那么前叙事就会偏重而使叙事倾斜
,

反

程
,

进行了三次重复
,

在戏剧叙事中占用了大量篇 之亦然
。

按照常理
,

在一般的叙事作品中
,

预演和

幅
。

第一次是邹应龙教常宝童设计打严篙
。

邹应 回放都少有
,

而且几乎不会同时存在
,

预演一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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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
,

这是为了留下悬念
,

而回放也不会独立存在
,

不会单独的为了出现而出现
,

它总是与后边的故事

情节相关联
,

为推动情节的发展而召之即来挥之即

去
。

换句话说
,

一般的叙事作品的叙事通常是橄榄

型的
,

而《打严篙》中常保童
“

打严篙
”

一节的叙事则

是柱状的
、

是均衡的
。

这种均衡的叙事不但没有让

人产生繁赘之感
,

反而让人增加了对故事的感悟
,

使得戏剧的叙事更加饱满和丰富
。

这种均衡的叙事模式是 《打严篙 》一剧独特

的结构方式
,

是剧作者将历史故事敷衍成戏剧而

有意为之的结构技巧
。

因此
,

剧中对常保童
“

打

严篙
”

的三次叙述不是散漫的互相独立而是相互

支撑的有机结合
,

它们共同为着整个剧情的发展

而服务
。

二
、

独具特色的结构形式

在《打严篙》一剧中
, “

打严篙
”

是最重要的叙事

主题
,

应该是叙事笔墨浓墨重彩的地方
,

整个戏都

应该围绕
“

打严篙
”

来布局和表现
,

但在剧中常保童
“

打严篙
”

却被叙述了三次
。

这里就有个问题
,

虽然
“

打严篙
”

这一情节在剧中被叙述了三次
,

但是却并

不会让人感到重复拖沓
,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

为剧中运用了独特的表现形式
,

那就是对观众情感

的恰到好处的拿捏和把握
,

通过观众的情感来引领

和牵动剧情的发展
,

剧情的每一步发展都巧妙的迎

合了观众的内心情感
,

这种情感就是广大人民对于

恶的憎恨和对于善的赞颂
。

第一次邹应龙到开山府献计
,

教常保童打严

篙
,

这是常保童
“

打严篙
”

的预演
,

这个过程是通过

邹应龙之 口叙述出来的
,

邹应龙向常保童讲述了等

严篙到开山府后如何用计骗打严篙
,

听完邹应龙的

叙述
,

我们就对常保童
“

打严篙
”

产生了一种期待
,

想看看常保童到底如何打严篙
,

也想知道在这个年

轻气盛又貌似玩世不恭实则忧国忧民的小王爷手

中
,

那些计谋到底如何实施
。

所 以我们对常保童
“

打严篙
”

充满了期待
。

因此紧接着对常保童
“

打严

篙
”

的叙述就顺利成章而呼之欲出了
,

戏剧的高潮

也就顺势而起
,

这时我们看到的是
“

打严篙
”

的直

播
,

是常保童对邹应龙所给计谋的实地演练
,

将
“

打

严篙
”

的计划从理念搬演到舞台现实中来
,

这个大

奸臣总算是受到了惩罚
,

这在不知不觉中就迎合了

大众情感
,

这种感觉 自然与之前不同
,

当然是大快

人心
,

观众在此也就与整个戏剧达成了情感上的共

鸣
,

被快速的带人了戏剧场景
。

但是等严篙被打逃

出开山府以后
,

这第一次戏剧高潮也就戛然而止
。

情节到了这里
,

从情感上说
,

观众受到了压抑
,

因为

常保童对严篙这一奸臣的惩戒实在不是很大
,

可谓

意犹未尽
,

远远不能消解观众心中对于恶势力的愤

恨
,

因此人们急切期待接下来的剧情
,

希望能够给

予严篙以应有的惩罚
。

但同时我们又会想
,

严篙老

奸巨猾而又大权在握
,

他怎会甘愿被打
,

他的反应

又会怎样
,

此时的剧情又会如何发展
。

观众有了这

样的期待视野后
,

后边情节的出现也就理所当然

了
。

当被严篙作为
“

心腹人
”

的邹应龙在御街赶上

狼狈不堪的严篙时
,

严篙顿觉救命恩人到来一样
,

希望得到邹应龙的安慰与帮助
,

但是邹应龙故作不

知的问发生了何事
,

在邹应龙的诱导下
,

严篙将他

在开山府被常保童骗打的过程在观众面前进行了

复述
。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来看严篙复述他被打

的过程
,

这里其实巧妙的暗含了独特的戏剧表现形

式和深刻的情感因素
。

剧作者在这里安排严篙复

述他被打的过程实际上一方面是为了迎合前边剧

情的发展
,

是对严篙更进一步的戏谑与嘲弄
,

当严

篙绘声绘色的描述 自己被打的过程时
,

这本身就是

对严篙莫大的反讽和剧作者发 自心底的对严篙的

游戏性的耍笑 ;但是更重要的是为了抚慰观众的情

感
,

以此来进一步的发泄剧作者和观众心中对于奸

臣的憎恶与愤恨
,

并且由此来开启观众对下边剧情

的期待
。

在观众心中会很容易的想到
,

邹应龙的出

现又会带来怎样的戏剧高潮
,

他面对被打得狼狈不

堪的严篙的卖乖与讨好又会做出何种反应
,

这里就

又为观众留下 了期待
,

从情感上说
,

也给观众留下

了进一步宣泄情感的可能
。

邹应龙果然不负众望
,

用他的
“

狡猾
”

和机智把严篙带人了早已为其设下

的圈套之中
,

由此就出现了邹应龙御街痛打严篙并

数落其罪状的戏剧最高潮
。

这个戏剧最高潮的出

现从情感上是顺理成章的
,

从戏剧逻辑上也是理所

当然的
,

因为此时它使观众对于恶 的憎恶和惩戒的

大众情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
,

使得观众在情感

上得到了一次极大的慰藉
。

从以上 的分析可 以看出
,

人民大众对于恶的憎

恶和惩戒以及对于善的褒赞和期待的情感是《打严

篙》一剧内在的逻辑主干
。

剧作者正是通过对观众

情感的准确的拿捏
,

巧妙的利用和顺应了大众的这

一情感
,

才使得戏剧情节前后勾连紧凑
,

甚至使得

对常保童
“

打严篙
”

的三次叙述也显得 自然而在情

理之中
。

当然
,

对于常保童
“

打严篙
”

的三次叙述可能本

来就是剧作者的一种有意或无意的艺术追求
,

因为

同一件事情通过不同的人视角叙述出来本身就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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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艺术魅力
,

比如邹应龙在剧中是一个机智

而不畏权势的人物
,

他来叙述
“

打严篙
”

就显得机趣

而轻松
,

严篙权势遮天奸诈狡猾而又愚昧可笑
,

由

他来叙述他被打的过程就显得诙谐可笑
。

三
、

权力的戏谑 :
风趣幽默的戏剧风格

“

剧情的游戏性是戏曲剧作构成的一个最基本

的手段
。 ” 「狮 8`

强调戏剧的游戏性可以让演员以及观

众能够更快的进人戏剧的规定情景
,

更容易使观众

人乎其中
,

出乎其里
。

这种剧情的游戏性在《打严

篙》一剧中主要体现在对权力的戏谑上
,

它通过风

趣幽默的戏剧语言使位高权重的严篙变得愚昧可

笑
,

而使官卑职小的邹应龙显得机智勇敢
。

尤其是

在对严篙的游戏性嘲弄中
,

更是淋漓尽致的体现了

该剧幽默的戏剧风格
。

在剧作者的笔下
,

通过风趣幽默的戏剧语言
,

权势遮天的严篙被戏谑和解构
,

他不再是一个高高

在上的太师
,

而是一个昏馈愚昧的戏剧丑角
。

如在

开山府中严篙中常保童计时
,

严篙说他有辩
,

常保

童叫人打水
,

严篙问打水做什么
,

常保童说
: “

看你

变乌龟还是变王八
。 ”

这里就巧妙的运用谐音把不

可一世的严篙进行了无情的戏谑
。

这种戏谑在严

篙向邹应龙复述被打的过程时再一次的 出现
,

严篙

说常保童打上一盆水来
,

邹应龙故意问道
: “

打水做

什么 ?
”

严篙说常保童问他变乌龟还是变王八
,

邹应

龙又故意问
: “

太师可曾变来无有 ?
”

这是对严篙戏

谑的继续
,

是剧作者通过剧中人物对权力的一种戏

剧性嘲弄
,

把位高权重的严篙戏化为愚昧昏馈的小

丑
。

对严篙游戏性的嘲弄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

在邹应龙御街痛打严篙一出戏中
,

因邹应龙让常保

童不要伤及严篙面部
,

故此邹应龙称其脸上无伤
,

而又不能在殿上脱袍验伤
,

无法见信于皇上
,

因此

要想参倒常保童
,

须得作几处面伤
。

严篙为求参倒

常宝童
,

央请邹应龙动手打他
,

邹应龙假意再三推

辞
,

严篙最后竟然以报恩为由让邹应龙给他做几处

面伤
, “

老太师叫小官与太师作了面伤
,

上殿奏准了

本
,

比报那升官之恩
,

胜强十倍
。 ” 「枷 22

在这里严篙为

了参倒常保童已经昏馈到了极点
,

不惜使出了一出

荒唐的
“

苦肉计
” ,

这是对严篙的游戏性的嘲弄
,

更

是对权力的无情的戏谑
,

这种对奸臣的嘲弄和对权

力的戏谑实际上蕴含着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恶 的憎

恨和惩戒的大众情感
,

是人民发自内心深处的向往

善的呼声
。

整个《打严篙》一剧
,

归根到底是敷衍的善与恶

的对立和较量
,

是从大的定位出发的选材
,

但是该

剧却并没有直奔主题的写严篙与邹应龙的善恶 的

剑拔弩张和生死较量
,

而是把这种善与恶 的对立写

得轻松幽默
。

这正是得益于《打严篙》一剧中风趣

幽默的戏剧风格
,

才将善的化身的邹应龙与恶的代

表的严篙的政治较量
,

赋予了十足的市井机趣
,

也

正是在这样的写作和定位下
,

就把善与恶 的较量在

舞台上予以幽默的表现
。

正是从这样的写作理念

出发
,

严篙尽管实际上权势遮天
,

却被艺术家给捉

弄得狼狈不堪 ;而邹应龙这个正义的代表
,

却表现

出十足的机智和
“

狡猾
, , 。

这种将
“

英雄
”

人物写得生动无比且并非在行

为和性格上如水晶般晶莹纯洁
,

将强大无比的对手

戏谑化为漫画式人物的大手笔
,

正是中国传统艺术

的独特表现形式之一
,

这正是 《打严篙》一剧之所以

被无数有文化或者没文化的观众
,

千百年所喜欢的

生命力所在 ; 同样也是被一代又一代京剧艺术家经

久不衰常演常新的极大魅力之所在 ! 现在看来
,

这

样的写法和演法既避免了主题的概念化
、

人物的扁

平化
、

情节的枯燥化
,

又使得情节有趣而充满深意
,

更重要的是它暗合了广大人民心中一种深沉的情

感
,

那就是对于恶势力的憎恨和诅咒以及对于善的

向往和褒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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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
·

赫伯特
·

劳伦斯的诗歌艺术 5 5

温文而雅的资产阶级更有活力
。

他的这些思想都

决定了他在这首诗中对资产阶级的态度
。

这首诗

用 自由诗体写成
,

诗节和诗行的长短以及韵律都毫

无规律
,

暗示 出诗人强烈的情感容不得任何的限

制
。

我们可以品位出
,

诗人的 口气是赤裸裸的辛辣

的讽刺
,

是不怀好意的戏谑
,

是按捺不住的憎恨
。

劳伦斯的很多诗歌都表达了对资产阶级尖锐地讽

束」和对清教主义的愤怒以及揭露传统的盎格鲁一
撒

克逊社会的伪善
。

二
、

结语

劳伦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文坛上造成

了强烈的震动
,

他的独特的创作风格引起了极大的

争议
。

他的一生都在斗争
,

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边

缘
,

痛苦挣扎
。

也许正是这坎坷复杂的经历
,

造就

了这样一位传奇的诗人
,

赋予他丰富的内心世界
,

创造出富有激情和张力的诗歌
。

无论是激情澎湃
,

还是安详宁静
,

都是活生生的
,

甚至是血淋淋的
,

都

是发 自诗人内心的呐喊
,

真实坦诚地向世人展示着

人性的美好与丑恶
,

散发着生机
,

散发出永恒的生

命之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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