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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剧名剧赏析之二 《游园惊梦》 （弋阳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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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演】 潘凤霞（1933— —）原名王凤香。 赣剧 女演员。江西玉山人。她出身

艺人家庭，十一岁学艺，先后拜 潘金晋 、 杨桂仙 、 朱寿山 为师。工旦。

她的戏路较宽，除演闺门旦、泼辣旦、小旦外，偶尔也串演 老生 、 小生 、 

彩旦 。唱腔圆润甜脆，喷口有力，善于抒发人物内心感情。她还注意吸收借鉴

其他剧种的艺术手段，融会于赣剧的表演艺术中。代表剧目有 《僧尼会》 、

《孟姜女》 、《白蛇传》、 《江姐》 、《方志敏》、 《祥林嫂》 等。所演

弋阳腔 《珍珠记》 、《还魂记》曾搬上银幕。  

【剧情】 南安太守杜宝的女儿 杜丽娘自小 被娇养在深闺里，但一首《关雎》唤

醒了她沉睡的少女春情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她 不甘封建礼教的束缚，渴望

自由幸福的生活。一日，丽娘和丫环春香 背着父母和老师 到后园游玩，满园

色，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使长期生活在沉闷闺阁中的丽娘心情非常愉快。可

是，姹紫嫣红， 都付于断井颓垣。 美景不长，青春易逝，丽娘触景生情， 顿

起伤春之感 ，身心困倦，回到房中伏几而眠。在花神的帮助下，丽娘在梦中与

书生 柳梦 梅邂逅，两人心心相印，结下良缘。可惜好梦不长，她被母亲叫醒。

【赏析】 弋阳腔《游园惊梦》是《还魂记》中的一折。  1957 年，石凌鹤根据汤显祖原

剧改译压缩成八场，由当时的赣剧新秀潘凤霞主演。这是赣剧第一次上演汤显祖的名剧。在这之前，杜

丽娘的形象只出现在昆剧舞台上，而赣剧和昆剧的风格完全是两种风格。年轻的潘凤霞凭着自己的艺术

天赋和悟性，创造性地完成了杜丽娘这一赣剧舞台上罕见的具有极高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形象的塑

造，获得了普遍好评。“在上海为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演出，刘少奇主席看后赞不绝口、对曾任江西省委

第一书记的陈正人说：‘这出戏表演、唱腔都很美，很有诗情画意。’ 1959 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庐山举行，毛主席观看潘凤霞主演的《还魂记》中《游园惊梦》一折时，不仅带头鼓掌，还亲手给潘凤

霞题写‘美秀娇甜’四字，给予高度评价。” ① 那么，《游园惊梦》到底美在哪里？秀在何方呢？ 

对于杜丽娘这个人物的把握，潘凤霞给她的定位是大家闺秀，又有一般少女的天性，稳重端庄，

沉静之中潜藏着热情和执着，“爱好天然”是她性格的触发点。杜丽娘禁不住“妩媚春光吹进深闺庭

院”的诱惑，在春香的带领下，偷偷来到南安府的后花园。推开院门，满眼大好春色，令她喜出望外，

任杜丽娘再庄重沉稳，也禁不住袒露出少女爱美的天性，惊呼：“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呀？”“如

许”二字，潘凤霞念时音调上扬，显得激动难耐，“天然”性的流露溢于言表，但丽娘毕竟是深锁深闺

的女子，受清规戒律的束缚日久，一时还无法彻底“松绑”，随之她意识到自己太显得少见多怪，失态

了，有损闺阁千金的身份，尽管眼前只有朝夕相处的婢女春香，她还是很快收敛，“呀”复归轻柔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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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紧接着一段脍炙人口的曲牌“香罗带”如清亮的泉水流出，潘凤霞充分发挥脆亮娇美的嗓音条件，

唱得优美动听而又情感真挚。“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一句，杜丽娘的喜出望外溢于言表，但接下来

发现“都付与断井颓垣”时，由赏春很快转为伤春，虽有“良辰美景”，却徒叹“奈何天”，虽见“赏

心乐事”，看去却不知是“谁家院”。到底是青春少女，短暂的伤春过后，又被眼前大好春光所吸引，

暂时忘却了烦恼，接下来的“朝飞暮卷”开始，载歌载舞，欢而不快，明而不艳。春香的一句“只怕再

过些时候，这各种花都会谢掉呢”一下使杜丽娘从欢乐的顶峰跌落，不由得黯然神伤，“ 观之不足

由他缱，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倒不如兴尽回家闲过遣。 ”回到家中，一曲

“山坡羊”“ 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 ”或惆怅，或幽怨，或失落，或慨叹

潘凤霞都表现得恰到好处。  

这场戏中，潘凤霞在身段上载歌载舞，歌启舞动，同时，运用眼神准确

传导人物的心声也是她的一大特点。当感到眼前的景物不仅不能排遣愁绪，反而

惹动春情感伤时，杜丽娘不由得招呼春香：“我们回去吧。”说到回去吧，潘

霞声音里充满着难以抑制的哀怨，眼里满是伤感和难以捉摸的痛苦，眼皮往下一

垂，似在极力掩饰内心的痛楚。当回到房中，杜丽娘困倦入梦，柳梦梅出现在

中时，潘凤霞眼睛里表现出来的是渴望终于得到满足的娇羞。当梦中情人拉着

要她“ 那答儿讲话去 ”时，潘凤霞的处理是，一边温存地任由柳梦梅拉住水

袖，一边微侧着头，低头浅笑，眼睛含羞，斜视着与柳梦梅相反的方向。这时

管是在梦中，那眼神依然是澄澈无邪的，同时流露出来的娇羞之态，也恰到好

地表现了初恋少女的羞怯和甜蜜。  

相对于昆剧的杜丽娘而言，潘凤霞塑造的杜丽娘在情感的处理上，稍显外露但又不失大家风

范。潘凤霞的理解是，杜丽娘是大家闺秀，千金小姐，但毕竟是情窦初开的少女，不是尼姑，不是阅事

已深的中年妇女，何况她自述“一生爱好是天然”，所以她见到美好春色，不可能还保持与年龄不相称

的心静如水，天性使然，她流露出少女应有的情态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这情态不可表露太过，应该还

是控制在大家闺秀应有的限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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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剧名剧赏析之一 《张三借靴》（弋阳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