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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书场叙事的阐述特点和艺术魅力 

——以扬州评话《火烧赤壁》“关羽施威”为例 

董国炎
1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扬州评话《火烧赤壁》书目中“关羽施威”这段故事,反映了书场叙事的阐述特点和艺术魅力。书

场叙事不能平实地复述小说情节,而要调动心理描写、细节描写、渲染、夸张等艺术手法,营造核心道具、营造关注

焦点,培养书场中紧张气氛和欢快调侃气氛,紧紧吸引住书场听众,争取听众获得娱乐享受,又获得认识和教益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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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故事在中国南北方说书当中,都是重要书目,书场中经常表演。但是,在书场中,说书人讲的故事与小说原著差

别很大,书场中充满紧张又欢乐的独特气氛。书场听书与读者自己阅读原著,各有不同的艺术感受。说书人另有本领吸引听众。

为了认识评话故事的阐述特点和艺术魅力,在此选取扬州评话《火烧赤壁》书目中《赴军宴关羽施威》这个情节加以分析。 

《火烧赤壁》是扬州评话“康派三国”的重要书目,由康重华口述,李真、张棣华整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5年 1月第一版,

本文引文出自《火烧赤壁》第三回《赴军宴关羽施威》。实际这部书目是几代扬州评话艺人长期打磨出来的精品,仅在康家,从清

末康国华到康重华,也历经三代人。《赴军宴关羽施威》这段故事,对应《三国演义》原小说中第 45回一段情节:周瑜以商讨军务

为名义,邀请刘备过江来。中军帐里埋伏好刀斧手,准备以周瑜摔酒杯为号,杀掉刘备。然而关羽跟随刘备前来,时刻紧跟着刘备。

周瑜得知这位“随从”竟是关羽,吓得放弃原来计划。《三国演义》小说中这段情节很简单,主要文字如下: 

“周瑜与玄德饮宴,酒行数巡,瑜起身把盏,猛见云长按剑立于玄德背后,忙问何人。玄德曰:吾弟关云长也。瑜惊曰:非向日

斩颜良、文丑者乎?玄德曰:然也。瑜大惊,汗流浃背,便斟酒与云长把盏。” 

由于关羽的威慑力,周瑜不敢妄动。宴会草草收场,刘备平安返回。这段故事在说书当中,属于不好说的段子。因为埋伏的刀

斧手根本没出动,说书人不能描述打斗场面。这段故事里也没有书筋类人物,故事热闹不起来,显得干巴巴很简单。所谓书筋,是

说书行话,指在故事里擅于制造笑料、引起麻烦、挑起事端、串联线索的人物。《水浒传》的李逵、时迁,《说唐演义》程咬金,

《说岳全传》牛皋、《彭公案》杨香武、《施公案》赵璧等等人物,都是这类制造事端带来热闹的书筋人物。故事中若有傻愣憨粗

的猛汉、鬼点子多又喜欢到处看的惹事精,就会带来很多麻烦和笑料,故事就热闹起来。说书人很喜欢捏住鼻子模仿这类傻愣人

物讲话。《三国演义》中猛汉张飞,属于早期书筋人物。他的无厘头搞笑言行,虽然比不上后来的程咬金和牛皋,但是张飞若在现

场,容易大呼小叫,东看西看,那样很可能产生紧张气氛。如果张飞发现刀斧手怎么办,如果张飞自己摔了杯子怎么办?如此等等,

故事马上就热闹起来。可惜《三国演义》原著中,这个情节没有张飞。周瑜埋伏的大批刀斧手,由丁奉、徐盛两名谨慎精干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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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统帅,静悄悄不发一点声音。周瑜、刘备都是说话客套得体的人物。周瑜并不让鲁肃前来作陪客,大概害怕鲁肃多嘴多舌,乱发

善心。周瑜这样安排,好像只有他本人与刘备商谈机密大事,他自己直接指挥仆人。关羽站在刘备的卫士之中不发一声,甚至帽檐

都压得低低。这些人物缺少言语冲突,这样的场面热闹不起来,按道理讲,说书人只好根据《三国演义》小说中那些描写,作一个

详细的复述而已。如果这样,这段说书很可能枯燥无味。 

然而实际上,尽管基本情节没有什么变化,但评话艺人却让这段故事非常好听,书场中既紧张,又令听众忍俊不禁,笑声不断。

说书艺人特别注重心理描写与人物动作细节描写,心理语言与交际语言形成有趣的冲突,人物动作细节与心理活动呼应,凭空增

添很多笑料。书场故事具体情节比小说丰富太多,说书刊本的字数比小说原著相应字数,增加了数十倍不止。 

在《三国演义》中,并没有交待埋伏多少刀斧手,也没有写率领刀斧手的将领是谁。扬州评话在细节方面给以加强,写周瑜在

中军帐壁衣夹层中埋伏了三百名刀斧手,派丁奉、徐盛两员大将率领。周瑜与丁、徐二将约定摔杯为号,听见摔杯声,就率领刀斧

手冲出来。中军帐里铺着厚厚的地毯,为了摔杯声音响亮,周瑜命人在大红地毯中央,专门摆放四四方方一块青石。周瑜和刘备的

桌子,就分别在这青石的两端。刘备过江,总共带领二十人,他身后站着八名家将,关羽就化装成家将,并不显眼。 

从上述对比来看,评话中周瑜准备得更周密,形势更严峻。但是评话的气氛却大有变化,越是紧张之处关键之处,越能营造出

诙谐调侃气氛,显示独特的艺术策略。正如同作诗有诗眼,作文有文眼,戏剧表演常有重点道具,这段评话要营造诙谐调侃气氛,也

有重点“道具”。道具主要是特定物品,但是在独特情境下,还可以包括某一些特殊动作、特殊称呼,只要在事件中具有丰富内涵,

说书人紧紧抓住不放,反复出现,能引起听众特别关注,就仿佛也是重要道具。 

在这个故事中,紧密围绕摔酒杯,人物的拿酒杯的手势居然成为道具。只要酒杯一摔,杀手就冲出来,马上血肉横飞。酒杯摔

掉之前,却完全是另一种风光。人物的手势,被描绘成形象的称呼,给以仔细描绘。手势的变化,有丰富内涵,对比当中显得很有趣

味,常常让听众高度关注,又忍俊不禁,确实有资格成为特殊道具。另一种道具是酒杯中的酒,也被反复多次写道,充满调侃和欢乐

趣味。 

主客双方说过一些应酬话,东拉西扯,很没意思,这时候周瑜下决心要摔酒杯了。为此他煞有介事,命令当差的专门去倒一杯

“陈佳酿竹叶青酒”。有了这杯特殊好酒,他就便于起身来给刘备敬酒,便于走到大青石那里摔杯子。可是周瑜军中本来没有这

种酒,不过刘备马上就会变成刀下鬼,反正喝不着这个酒,周瑜就胡吹牛说了这个酒名。当差的装模作样去中军帐后面倒好酒,他

也知道马上要摔杯子杀人,于是弄了一杯涮坛子的黄水交给周瑜。周瑜端着这个酒杯走过来,刘备听说陈佳酿竹叶青酒,心里很高

兴,看见周瑜走过来,连忙起身迎接。周瑜走到大青石那里就止住脚步。说书人这样描绘他的动作: 

周瑜的样子潇洒自如,右手兰花指头掐着酒斗,左手在酒斗旁边衬着,脸偏在左边,两道眼光望着壁衣,嘴里说着:“明公请啊

——”刘备见周瑜止步,连忙抢前一步靠近了这块石头,看周瑜两只手把杯子占满了,刘备想这杯酒还不好接呢!他呢,只得双手

伸平由底下来向上托,像个双手捧宝的架势:“哈哈,不敢。都督,刘备来领啊!”——你就朝我手心上摞吧。就在这个时候,从刘

备座椅背后来了个人,什么人?关羽。(关羽一直紧张提防,发现周瑜敬酒可疑,急忙走到刘备身后,用力咳嗽一声) 

周瑜原来样子潇洒得很,“明公,请——”眼睛斜瞟着壁衣,心里话:丁奉、徐盛,你们耳朵放尖一点啊!只要听到“当啷”一

声响,你们就出来吧!刚要把杯子朝下丢,忽然听见这一声高调佯咳嗽,连忙把两道眼光由壁衣收回头,再朝刘备背后一望,周瑜心

里一惊,顿时两只手就抱着酒杯子往回一收,换了个架势,嗒嗒嗒嗒……,心里直抖。这个架势也有个名字哩,叫“猴儿盘桃”。 

(周瑜看到此人凤目圆睁,手按宝剑,威风煞气逼人,吓得忙问刘备:明公背后是何人?) 

刘备这一刻才无味呢,刚要双手由底下来抄,等这个杯子,“哈哈哈哈……,都督,刘备来领啊!”忽听一声佯咳嗽,见周瑜把

杯子收回了头,杯子没有接到,接空了手了。天下收得回头,两只空手收不回来。刘备难为情啊!现在又听到周瑜问他背后站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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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刘备这个时候装成理胡子,把手收了回来,不要回头看,心里就有数,还能有谁?二弟啊,唉!你不该出来啊!我不肯带三弟来,

就是因为他的性情粗暴,稍有不对,他就要喊哪!带你二弟好得很啊,怎么冒冒失失出来弄这一声佯咳嗽的?噢噢,我有数了,你光

景听见周瑜拿陈佳酿竹叶青美酒来给我吃了,你哪,站在背后没得吃,所以动气了? 

刘备一门心思,想着二弟因为吃不到美酒而生气失态,嘴里顺便回答周瑜:这位是我二弟关羽。周瑜听说是关羽,大吃一惊,绝

不敢摔杯子了。惊吓之余,还得继续装样子敬酒,但这时候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原来一心想把酒杯摔到石头上,现在最担心酒杯子

掉下去,于是他的手势变了: 

周瑜两只手抱着酒杯子朝对过递了:“明公请啊!”酒送过来了。刘备一望,这个杯子更不好接。先前周瑜是右手兰花指头捏

着个斗边子,一条左手衬着,刘备可以双手由底下来抄了。这一刻周瑜两只手包着酒杯子,把个酒杯子全占满了。刘备想:怎么接

法呢?看见周瑜两手虎叉这个地方露着酒杯的边子,刘备只好伸了三个指头,就把个酒杯边子夹定了,“嘿嘿,不敢,刘备来领。”

呋!朝过一摘。就这一摘,摘得周瑜一身的大汗。周瑜一惊,把刘备望望,心内有话:你摘啊,我的命还被你摘掉了呢!三个指头就夹

得住杯子了吗?万一掉下来……(周瑜情急喊道)“明公,仔细一点!”怕刘备把杯子掉下来。刘备一听,奇怪啊!叫我仔细,再一想,

噢!怕我把个杯子掉下来,酒戽①掉了,因为这个酒太好了,差不多的人吃不到。(刘备接着想,虽然是好酒,不过周瑜这么叫喊也未

免失态,显出小气了。) 

刘备站在石头旁边,总算喝到了这杯“陈佳酿竹叶青”,结果有苦说不出来,味道苦涩微酸太难喝了,心里很奇怪,还得硬着

头皮称赞好酒。称赞之后他把杯子还给对方。这时候当差的端着茶盘子跪在刘备面前,专门让刘备放空杯子,但是当差的看见关

羽两眼紧盯住自己,两道目光如同冷电。 

这个当差的打了个寒噤,你还等刘备把杯子放稳了站嘛,不,刘备杯子才放下去,他打了个寒噤就朝起站了。这个杯子就在茶

盘里头嘚儿一阵歪,歪得周瑜一身大汗。周瑜把个当差的望望,心内有话:可要死!这个虚法子,不等杯子摆好,就朝起站了?这一阵

子歪,我的命还要被你歪掉了呢!歪了掉下来,底下就是石头啊!你周瑜只能怕在心里头,不能怕出口啊!他倒又要露马脚了:“呀!

该死的匹夫,小心一点!”(刘备见周瑜骂当差的,心里又想:周瑜这一次叫喊,是害怕摔了金杯子,其实金杯子摔瘪了可以修,周瑜

这样失态叫喊,还是小气呀。) 

这些内涵丰富的动作细节、不同人物语言,加上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尤其刘备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心理活动,或者交织对抗,

或者风马牛不相及,形成了有趣的立体式场面,令听众忍不住想发笑。这些动作描写、心理描写,正是说书人营造紧张气氛和欢乐

气氛的重要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换成简单平实的叙述,就会失去诙谐欢乐趣味。如果再简单一些,恢复成《三国演义》小说

原著那种风格的粗线条叙述,那么弥漫书场中的欢乐气氛,将会荡然无存。书场听众的乐趣,就是来自这些绘声绘色的细致描绘

中。作为艺术经验来看,要想做到三个人一台戏,精彩纷呈,必须突出人物之间的反差,说书人其实有意扩大反差。现场三个主要

人物,本来是两个营垒,但是说书人有意把他们分成三种态度、三个类别。如果刘备的心理状态也和关羽一样,也是紧张戒备,洞

察毫芒,那么现场的诙谐欢乐气氛将会消失。说书人重点突出刘备的善良厚道甚至愚钝,也包括他对所谓周瑜小气的不满,详细描

写刘备面对各种细微情况的心理活动,让听众觉得好笑好玩,甚至乐不可支。 

故事里真正的道具只有一只酒杯,但是说书人加以细化加以展开,拿杯子的几种手势反复描画:称之为兰花手、捧宝手、猴儿

盘桃手。或者指头捏着杯子,或者双手包住杯子,还有差人用盘子端着杯子,杯子在盘子里摇晃,杯子被人们紧紧盯住,都成为描绘

的重点。酒和杯子本来是一体,但是说书人也在酒上努力做文章,于是酒也成为一种道具。周瑜杜撰陈佳酿竹叶青酒这个名称,刘

备听说这个酒名心里高兴,差人听到这个酒名一度心里为难。刘备怀疑关羽因为喝不到这种酒而生气猛咳嗽,差人用涮坛子水充

当这种酒,刘备喝到这杯所谓美酒之后,嘴里苦涩,心里奇怪,脸上还要假装高兴,咽下去之后还要赞美好酒,周瑜还要致答词等等,

无不趣味横生,会给听众带来极大乐趣。 

说书人给书场营造欢笑的方法,有高低之分。说书人制造欢笑,通常叫做发噱,或者造噱头。说书行话曰:噱头是个宝,书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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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少。其实噱头有精致深刻和粗陋简单之分。有些笑料,紧密结合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从故事里有机产生欢笑。这种噱头仿佛

故事里天生的,说书人称之为肉里噱。有些噱头与故事没有直接关系,通常是说书人临时编造,给听众增添欢乐的。这种噱头,说

书人称之为外插花。比如说书人拿书场中熟人开刀,指名道姓说某某人今天为什么没精打采,因为在家里侍候老婆,端茶倒水,擦

脚擦手又擦脸,不停干活,累得没精神。说书人故意安排不合理的顺序,一块毛巾擦脚擦手又擦脸,逗听众发笑。然后说书人可能

讲故事中另一对夫妻关系。前面这个噱头就叫外插花,前面这个噱头,与故事本身可以类比可以联想,但是联系并不紧密。外插花

的艺术品味,多数不算高。而《关羽施威》这段故事的噱头,与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紧密结合,合情合理,耐人品味,让人忍俊不

禁,可谓精彩的肉里噱。 

这段评话在人物动作的细节描绘上,非常生动精致。现在我们只能依稀想象所谓兰花手、捧宝手、猴儿盘桃手之类,难以现

场欣赏演员的生动神情和形象动作。“康派三国”祖孙三代都很有文化修养,从康国华到康又华,再到康重华,好读书好学习京戏

名角,已经形成家风。康又华康重华都是有水平的京剧票友,他们讲述这段故事,身段和举手投足都很有趣味,有些京剧名家派头。

时光流逝,康派三国的说书人大都不在了,但是书目得到传承,期望那些精彩的描绘,将来还能够重现于书台。 

说书人精心选择富有“包袱”意味的细节,以不可替代的细节描绘,来营造诙谐欢乐。这具有一种艺术规律性质。这种表演

类似于近些年很受欢迎的小品表演。例如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吃面条》之类,情节其实简单,但是其中也颇有内涵,能够反映

当代一些年轻人的精神状态。陈小二对吃面条似是而非的理解;他对导演指挥语言和人物台词的混同;他吃面条动作的前后变化,

组合起来就把观众逗得大笑。如果没有精彩的细节表演,这种小品难以让人发笑。《火烧赤壁》描写酒席宴上的细节,描写敬酒和

酒杯之类,实际却联系着刀光剑影,联系两大集团的矛盾斗争,联系很多重要人物的胸襟性情,有丰富的内涵。扬州评话把这个情

节处理得富于诙谐调侃的喜剧意味,让听众得到很多欢乐,这里的艺术经验值得总结。说书艺人的特长并不是单纯的讲述故事,他

能讲故事,同时擅长表演故事中人物,他调动各种艺术元素,给听众观众带来极大乐趣。 

苏州评弹名家王周士很会营造欢乐气氛,当时著名诗人赵翼写给他的《赠说书紫鬎鬁》诗中,称赞他擅长“即席抓哏”调侃

听众。对他在酒席宴上营造的欢乐效果,赵翼有很生动的描绘:“但闻喷饭轰满堂”。王周士是给乾隆皇帝表演过的评弹名家,据

说皇帝还赏给他七品官衔。王周士的身份提高之后,只有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酒席宴才能请出他来表演。这些参加宴会的官员

和文人名士,当然很重视举止很矜持,但是实在没有办法,王周士制造的爆笑效果,让众多矜持者都控制不住,竟然满堂喷饭轰笑。 

书场中这种欢乐通常超过故事本身带来的快乐。其实很多听众对故事情节和人物事迹早已熟悉,甚至自己也能讲讲这故事。

他们来书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喜欢说书人的发挥,喜欢书场中的欢乐气氛。对说书人这种本领和自己的态度,晚清时期扬州文人

惕斋厉秀芳的《真州竹枝词》中说过真实感受:“笑口才开满座欢,疑他舌上有狂澜。倘教絮若春婆语,我有闲书可自看。”说书

高手一开口,满堂欢乐,满坐春风,确实神奇。相反,如果絮絮叨叨,陈词老调,我干脆回去自己看书。这话其实有一定理论色彩,照

本宣科的情节和语言不是说书风格。 

以柳敬亭为开创者的评话评书艺术,实际继承了两个艺术传统。一个是为上层社会服务的俳优传统,汉代东方朔、南北朝石

动桶、隋代侯白王义都是著名俳优,他们为上层人物服务,擅长诙谐调侃制造欢乐,同时也能积极讽谏。他们主要特长不是讲述历

史。中国史官文化足够发达,历史有史官记录,有史书记载,不须要俳优讲述和传承。俳优的职责,首先是制造欢乐。评话评书继

承的另一个传统,是宋代以来平话艺人开创的说书传统,平民百姓是主要服务对象,讲史平话是主要的说书部类,演绎史书是主要

的说书内容,演绎历史与评论历史相结合,宋代称为平话,表示平议历史,明清以后加言字旁,强调评判议论功能。明清以来的评话

评书,实际继承了以上两种传统,评话评书故事中包含了认识价值、娱乐价值、批判教育价值。两种传统各有侧重,也可以统一整

合,根据不同故事特点,选择不同的讲故事风格。 

注释： 

1戽,读户,井口取水器具,状如斗,上端系绳子,下端圆底,容易倾倒,水扣掉了俗称戽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