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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播讲《封神演义》
传统评书再度爆火

1978年，辽宁省曲协恢复，袁阔成当选为
省曲协副主席。1979年9月，沈阳曲艺团带着
相声和鼓曲等作品进京，袁阔成为此次献礼表
演的是《水浒传》片段《桃花庄》。表演获得
一等奖，得到国务院和文化部的嘉奖。

当时，国内掀起一股评书热，随着《杨家
将》《隋唐演义》等传统书目火爆，传统书目
引起听众极大兴趣。虽然一直侧重于说新书，
可评书世家出身的袁阔成心里不服输，也在酝
酿着讲一部传统书目。而且，还要讲别人未曾
讲过的、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书目。思索良久，
袁阔成想起年少时学过的长篇评书 《封神演
义》。当年学此书的目的是练童子功，出道之
初也曾说过。但因该书是神怪类题材，建国后
从未播讲。在传统评书热的当下，如此新颖的
题材，必定让听众新鲜感十足！

1980年，袁阔成投入巨大心血改编、播讲
的长篇评书 《封神演义》 在营口广播电台播
出，再一次大获成功。观众称赞道：“袁阔成真
是不得了，说现代新书走在前头，说传统古书
更是行家，不愧是评书大家，实在令人佩服。”

说到播讲传统书目的话题，就不得不提到
袁阔成的一项特殊技能。

袁阔成说书，秉承传统评书艺人的风格和
习惯。传统评书艺人文化水平低，很多甚至是
文盲。师徒授业靠的是口口相传，一两百回的
书目听师傅说完，就得用脑子记下来，比拼的
是记忆力。袁阔成在解放前读过几天私塾，后
来经过多年不断学习，笔墨创作不成问题。但
他在播讲评书时，依然沿袭传统，只将播讲书
目的关键情节提纲记在一张卡片上，然后在播
音室内即兴开讲，书中的人物、情节、景物等
各种元素按部就班地储存在脑海中，说起书来
洋洋洒洒，酣畅淋漓，一气呵成，甚至可以做
到整段评书一字不错。

“评”“说”《三国》彰显功力
改编创作重在“新”

播讲《封神演义》再次取得轰动，但袁阔
成依然觉得不过瘾。《封神演义》的艺术成就
与他心中的艺术高度，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1981 年 9 月，在全国中长篇评书座谈会
上，袁阔成有了改编、播讲传统评书《三国演
义》的想法。

对评书艺术有所了解的听众都知道——
《三国演义》难讲！第一，《三国演义》的谋篇
布局气势恢宏，场景宏大，情节跌宕起伏，人
物几百个，大小战役几百次，播讲难度大。第

评书大师袁阔成在营口的黄金时代（六）
本报记者 丁海林

唐、辽、金时期本境民族——契
丹族

契丹族系东胡族系的鲜卑
族。鲜卑分化为慕容等部后，留
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的鲜
卑人逐渐演化为契丹族、库莫奚
族。慕容部强盛时，契丹族曾参
与反对慕容部的宇文和段部联
盟。晋元帝太兴二年 （319 年）
慕容部击败联盟时，契丹族东走
至和龙北。据《魏书·契丹传》
载：“太和三年 （479 年） 南徒
白狼水 （今大凌河） 东。”公元
9世纪末，契丹族迭刺部耶律阿
保机成为契丹领袖。晚唐时，唐
室衰弱。阿保机领导的契丹族得
到扩展，907 年统一契丹各部，
909年进入辽东地区，契丹族也
随之进入本地区。

唐、辽、金时期本境民族——渤
海族

渤海族属秽貊族系的靺鞨
族。唐初靺鞨分为黑水靺鞨和栗
末 靺 鞨 。 713 年 （唐 开 元 元
年），栗末靺鞨领袖大祚荣受唐
封为渤海郡王。从此，他们便以
渤海自称。720 年 （唐开元八
年）大武艺即位渤海王，开拓四
境，占有高丽族除辽东以外的原
属地，后扩展到大同江流域，成
为海东盛国。此时，渤海国已尽
得扶余、沃沮和弁韩之地。置五
京十五府六十一州。925年，辽
灭渤海。

契丹族以掠掳为业，常以抢
夺的土地、人口为“诸王、外
戚 、 大 臣 及 从 征 者 置 头 下 军
州。”契丹灭渤海后，将渤海国
整州、整县的居民迁徙到本境建
立头下军州。将渤海国的中京显
德府的卢州迁至熊岳镇，置卢
州，领衫卢县。迁徙渤海国的铁
州于安市，置铁州，领汤池县。
迁椒州于耀州，领岩渊县。为了
镇压渤海人反抗，又于今盖州市
置辰州奉国军节度使，驻兵四
千。1011年，辽伐高丽，将所俘
之渤海人置于归州。辽共迁来本
地区的渤海人有五千户，二万余
人。他们和汉人混居于本地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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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营口除了“六国饭店”外，
还有牛庄饭店、东海楼、富海楼等。在
大、小平康里还有太白楼、杏花楼、华
盛园、万福居等一些专营市肆菜的酒
楼。1900年，营口埠内有名的大、中型
饭店就有七八家。到了1908年，又有了
任岐山开设的汇海楼饭庄。

大平康里临街的杏花楼，以晋菜为
主。它和以鲁菜为主的汇海楼都曾是驰
名东北的酒楼。杏花楼的存在，说明晋
商在晚清时已成为国内势力雄厚的商
帮。而以葱香菜为主的汇海楼，代表着
鲁菜不仅主导皇宫御膳房，还通过闯关
东的移民将风味带到了东北，成为营口
这座商埠城市餐饮的主力军，形成了

“胶辽菜系”雏形。“胶辽菜”以烹制各
种海产品见长，注重保持主料原味，用
料广泛，风味繁复而微妙。通过炸、
溜、爆、炒等烹饪技艺，使得菜肴在
色、香、味、形等方面并重。并在保持
鲁菜特点基础上，融入西餐一些技法，
新创了不少菜肴。如“清蒸加吉鱼”

“软炸里脊”“蹄筋扒海参”“红烧三丝
鱼翅”“芙蓉干贝”“氽海螺”“酱爆鸡
丁”“蜇头炝肉片”“炸虾段”“炒虾
仁”“油爆大蛤”等。

在一众酒幌食肆间，汇海楼是营口
当时级别最高的酒楼。它为临街三面相
联的两层楼房，有雅座，有散台，大型

宴会可打通包房隔扇，同时摆 40 桌酒
席，二楼有外廊。汇海楼最初只做西
餐，后改为以中餐为主，兼营西餐。出
出进进的都是穿着长衫戴着礼帽的达官
显贵，陪同就餐的是大冬天穿着旗袍，
围着披肩，腿上围着“俄国毯子”，乘
人力车来的女人，他们端庄而骄傲地踏
进这里，让人感受到这里的气势不凡、
雍容华贵，吃顿饭也充满仪式感。

1913 年客居营口的天津诗人赵元
礼，曾在汇海楼席上即席赋诗：

一曲当筵欲荡尘，笙歌四起画楼新。
飞笺速客人携手，角饮传杯酒没唇。
如此消愁真放诞，有人隔座忽悲辛。
连青酒炙纷腾甚，谁忆穷檐忍饥民。

汇海楼从山东聘请了中餐名师王玉
堂、腾恩祥、刘海田掌勺，经营南北名
菜，以海产品为主，真正体现了营口地
域的饮食风味，成为东北最著名的饭店
之一。渐渐地，中国南北方的各种饮食
在营口汇聚，口味融合，营口成为八方
美食文化的聚集地。

通过几页汇海楼的菜谱，我们可以
领略当年的奢华与讲究。如一道“干烧
筋山参鸽翅”，选用的原料是鹿筋、山
鸡脯、虾和海参等；另一道“海焗八宝
脱骨鸡”，则选用了小公鸡、海参、冬
菇、冬笋、金华火腿、肉丸、鱼丸等十
余种原材料。汇海楼的特色炒菜“通天

鱼翅”“红烧海参”“氽鲍鱼”“虾仁兰
片”等，都需名师掌勺才能完成。

“胶辽菜”讲究原料质地优良，以
盐提鲜，以汤壮鲜，调味讲求咸鲜纯
正，突出本味。尤其是葱烧类的菜肴，
更是以拥有浓郁的葱香为佳，菜肴的喂
馅、爆锅、凉拌都少不了葱、姜、蒜。
渤海、黄海之滨盛产海参、鱼翅、海贝
和龙虾等，量多质优，鲜活者讲究原汁
原味。虾、蟹、贝、蛤，多用姜醋佐
食；燕窝、鱼翅、海参、干鲍、鱼皮等
高档原料，必用高汤提鲜。烹调时，不
论爆、炒、烧，都是以葱丝爆锅；扒、
烤、炸等菜也同样借助葱香提味；烤
鸭、干炸里脊等，多以生葱段佐食。葱
香提味，又有畅通顺气、疏散油腻、
抑菌健胃的功效，老百姓将这种做法
归类为“葱香菜”。

营口接受鲁菜，得益于山东半岛与
辽东半岛相连。明朝时，“辽东都司”
归“山东承宣布政使司”隔海管辖，辽
东、山东“同属一省”。晚清近代，移
民人口快速增加，将鲁菜带到东北，从
而带动了整个餐饮业，包括始建于1929
年的沈阳鹿鸣春饭店。

1861 年，营口成了对外开放的商
埠。来这经商的人既有欧美人，也有来
自两广、三江、八闽、三晋、齐鲁、
京、津以及东三省、内蒙的中国客商。
他们把各自饮食习俗带到营口，赋予饮
食文化丰富的内涵。当时，经商者大都
在外面吃饭兼谈生意，营口餐饮业便繁
盛起来。当时的140多家餐馆菜系也算
齐全，大都坐落在大平康里，包办南北
酒席，经营特色菜肴。

150 多年前，被誉为“清代杜甫”
的魏燮均，在他的《营川绝句》中这样
描述营口：

歌台舞馆间青楼，万里争来贾客舟。
也是娱人欢喜地，繁华何必说扬州。
大贾开筵列鼎珍，朝朝宴客散千金。
豪华相习成风俗，真个金钱没膝深。
酒坊丝管日无休，更有燕姬劝客酬。

歌舞夜深犹未散，人人都醉入迷楼。
泥人北里好烟花，争访桃源狭路斜。
浪掷缠头全不惜，销魂夜夜莫愁家。
波平如镜月如眉，风到黄昏静不吹。
万点星光齐照水，家家船舫上灯时。

当时的“繁华”标准，大概也包括
市肆菜的和羹调鼎技法。

粤商、徽商与晋商是中国历史“三
大商帮”，这一带商人的饮食口味影响
了本地餐饮，其菜系的特色风味逐渐被
本地人接受。一些较有影响的细分菜
系，如潮州菜，吴越的本帮菜、闽菜、
晋菜、京津菜等，由于气候、地理、历
史、物产及饮食风俗的不同，选料、切
配、烹饪等技艺经过长期演变，具有鲜
明的地方风味特色，形成一套自成体系
的烹饪技艺和风味。或甜、或酸、或
辣、或咸，为当地菜馆所接受，并为大
众所公认，可见营口的包容性。

如淮扬菜的“砂锅狮子头”色泽美
观，软嫩鲜香，最先被营口人所接受；
福建的“佛跳墙”选用鲍鱼、海参、鱼
唇、蹄筋、花菇、瑶柱等，加入高汤和
老酒，文火煨制，在营口找到这些食材
不难；“西湖醋鱼”也曾有人传过来，

用草鱼、鲈鱼和鳜鱼等制作不得其味但
得技法，醋鱼酸中带咸有一丝丝甜味，
入口后还能吃出河蟹的鲜味；广东的

“手撕盐焗鸡”“潮汕卤鹅”用料精细，
注重味道；江苏的“水晶肴肉”肉红皮
白，犹如水晶；还有晋菜的“过油
肉”、安徽的“臭鳜鱼”、京津的“炸烹
虾段”、松江府的“红烧蹄膀”、河北的

“锅包肘子”等菜肴，都先后登陆营
口，有的菜口味被食客适应后得到传
承，有的菜因不被认可而退出了筵席。

“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营口的
市肆菜经过反复的和羹调鼎，逐渐成
熟，成了适合当地人的“营口菜”，这
便是以鲁菜为根基，融合东北菜和借
鉴川、鲁、苏、粤菜系烹饪口味和技
法的“营口菜”。

像盐和梅的调和、舟和楫的配合一
样，营口的烹饪历史真的很神奇。

（全文完）

盐梅舟楫市肆菜（二）
杨庆昌

二，作为一部历史评书作品，《三国演义》的
评书版本已趋成熟完善，不少前辈名家都曾说
过，想在此基础上突破，尤为困难。第三，时
代的变迁，如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
史与《三国演义》中的人物，需要在不改变原
著轮廓的基础上进行“大手术”般的改编，无
疑也是评书创作中的难点。

但袁阔成就是袁阔成，他一出手，必然不
同凡响！

首先，袁阔成不断充实自己，努力让自己
成为一名学富五车、能用独特思维视角和见解
剖析《三国演义》的“说书先生”。虽然只读
过几天私塾，但袁阔成恪守的信条，就是几十
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读书，永无休止地往头
脑里装东西。袁阔成读书涉猎广泛，他说：

“说书人的肚子应该是个‘杂货铺’，什么东西
都得有。”为啥说书人被称为“说书先生”？就
是因为说书人知道的东西多，观众通过听书能
学到知识，明白事理。如果知之不多，孤陋寡
闻，说得驴唇不对马嘴，车轱辘话没完没了，

“先生”二字你还配当吗？
刚来营口时，袁阔成除了简单的行装外，

只有几本书。几年过去，他家里几乎成了图书
馆，床上、地下，书架上、椅子上……哪哪都
是书。上世纪 60 年代，别人有机会去北京，
都是大包小裹地往回带挂面、糖酒之类的东
西，而袁阔成带回来的几乎都是书，像是给书
店搬家一样。

评书，不仅仅是叙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
“说书”，如何“点评”这些事件和人物，才更
考验说书人的功力。为了更好地用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评价书中人物，让“评书”的精彩与

“史实”的真实并重，袁阔成在改编创作过程
中，花费半年多时间，去成都、白帝城、宜
昌、汉中、五丈原等地访察，核对古今地名、
人文风俗、地貌等。在认真阅读原著外，还查
阅了《三国志》《三国史话》《三国故事》《三
国纵横谈》等资料。

谈起 《三国演义》 的改编过程，袁阔成
说，“过去的评书注重用情节抓人，功夫花在
制造悬念上。但《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大家
都熟悉，如果还是照过去那样做，就不会有新
的突破。我把着眼点放在刻画人物上，注意挖
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袁阔成独辟蹊径，用文白相兼的语言，发
挥评书“评”和“说”的特点，评人、评事、
评理，拉近评书内容和听众的距离，起到直接
交流的作用。所以，听袁阔成的 《三国演
义》，感觉就是一个字——新！不仅内容新、
形式新、观点新，而且让人回味无穷……

（未完待续）

昔日的杏花楼吸引了各界名流前来捧场。

任岐山（右上）与汇海楼旧貌。

《磐河大战》剧照。

袁阔成与袁枫（左）、李程（中）两位编辑录制《三国演义》。

袁阔成在录制《三国演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