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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者作家的传奇杂剧创作及其戏曲史意义

姚大怀

摘!要! 新文化运动爆发前!报人作家与遗民作家引领传奇杂剧的发展方向!而在此后!逐步取代报人作家与遗民作家
并担负起创作主力的是学者作家) 受民族危机"个体处境等因素的影响!学者剧作或旨在呼唤抗争精神!或意在表达惆
怅情怀) 作为民国时期曲学造诣最为深厚的群体!学者作家尊重戏曲本质!尤其在曲律"文词"结构等方面倾注较多心
血!创作出一批案头与场上兼擅的佳作!代表了清末以来传奇杂剧创作的最高成就) 学者作家的涌现!不仅解决了新文
化运动后作家队伍断档的问题!延长了传奇杂剧的艺术生命!还为传奇杂剧重返戏曲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当下
各剧种或戏曲文体的生存与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关键词! 民国+!学者作家+!传奇杂剧+!创作历程+!主题建构+!艺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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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学者(一般是指在大学或各类!包括政
府性的与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的
人员* 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学者们往往也会
兼顾文学创作(成为集学者与作家两种身份为一
体的学者作家* 具体到民国传奇杂剧领域(学者

作家约有 (# 位(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要在大
学或官方研究机构中任职(多以教学与著述为生(
如吴梅,许之衡,卢前,顾随,宗志黄,常任侠,孙为
霆,周岸登,佟静因,顾佛影,蔡莹,王玉章,钱稻
孙,章鸿钊,邹质夫等人* 除吴梅,周岸登,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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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者作家的传奇杂剧创作及其戏曲史意义

夫,顾佛影外(他们或受过现代大学教育(或有出
国游学的经历* 更重要的是(此类学者作家多数
深谙曲学(并在曲学研究领域取得较高成就* 第
二类以庄一拂,王季烈,管际安,黄剑葊,高步云为
代表* 除庄一拂外(他们多数未接受过现代大学
教育(通常不在大学或官方研究机构中任职(然而
他们与各类曲社关系密切(在作曲,谱曲,演出等
方面经验丰富* 第三类是指尚在大学就读的青年
学子* 诚然(就当时而言(他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
学者作家(但他们或曾受到乃师的悉心指点(已初
步掌握戏曲创作的要领(如吴梅门生王季思,赵祥
瑗,郭公一与卢前弟子金席庭,金长瑛3或在此后
逐步成长为学者(即便是其学生时代的剧作(亦体
现出浓厚的学者特点(如吴宓,程曦等人) 基于
此(本文将其一并纳入学者作家的范畴*

虽然学界在对学者作家个体###尤其是吴
梅,王季烈,许之衡,卢前,顾随,王季思,吴宓,钱
稻孙,章鸿钊等知名学者###以及对吴门弟子的
研究方面已有不同程度的斩获(但迄今为止(戏曲
研究界尚未从整体上研究该群体在传奇杂剧创作

领域的成就,贡献与地位* 故而(笔者在将其界定
为&民国学者作家'的同时(需要简要梳理该群体
的创作历程(重点探讨其剧作的主题建构与艺术
风貌(进而对其戏曲史意义作出客观的定位*

一* 从沉默到崛起! 学者作家的
传奇杂剧创作历程

!!较之于报人作家与遗民作家(学者作家在民
初!&)&"#&)&) 年"传奇杂剧创作领域明显处于
弱势* 本时期("# 余位报人作家创作了 $# 余种
剧作() 位遗民作家创作出近 (# 种剧作(而学者
作家仅有吴梅,吴宓,许之衡以及顾佛影等 + 位(
作品也仅有$镜因记%$落茵记%!吴梅",$沧桑艳
传奇%!吴宓",$霓裳艳传奇%!许之衡",$谢庭雪
杂剧%!顾佛影"等区区 ) 种* 由于创作人才的相
对匮乏(学者作家在本时期还不可能担当起传奇
杂剧创作的主力(也不可能对传奇杂剧的发展产
生根本性影响* 在吴梅进入北大之前(戏曲学科
尚未被大学讲堂所接受(更未成为一门现代意义
上的专门学科(故而就当时而言(接受系统曲学教
育的人才少之又少(真正懂曲的人亦屈指可数*
即便是名声颇显的曲学大师吴梅(也难免面临曲

高和寡的窘境* 至于尚未登上大学讲台的许之
衡(以及初出茅庐的吴宓与顾佛影(影响力就更微
乎其微了*

然而(新文化运动在将报人作家与遗民作家
冲击得七零八落之时(却在客观上为学者作家的
崛起创造了有利机会*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吴梅
进入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具有标志性的重要
事件'!苗怀明 +*"*

&)&$ 年 ) 月(正当新文化运动渐入高潮之
际(吴梅出任北大曲学教授* 在此期间(吴梅虽然
仅撰$湖州守%& 种(其门生也尚无一人涉足传奇
杂剧创作(但他借助北京大学这一平台(从传统文
人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者(在提升其自身
学术造诣的同时(还使日渐衰微的曲学成为现代
大学教育体系中的必设科目(为曲学研究人才的
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年秋(吴梅南下金
陵(在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等高等学府开
辟新的阵地(走上教学与学术生涯的巅峰* 在其
领衔与指导下(卢前撰有$饮虹五种% !含$琵琶
赚%$茱萸会%$无为舟% $仇宛娘% $燕子僧%"(王
玉章撰$玉抱肚杂剧%(赵祥瑗撰$枯井泪杂剧%(
王季思撰有$度桂宫%$戏中戏%等(共计约 "# 种(
为民国中期!&)"##&)(& 年"传奇杂剧!尤其是杂
剧"的发展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供职于教育部并在北京大学医学
院兼职的钱稻孙,时任厦门大学教授的周岸登,与
吴梅,俞粟庐齐名的苏州曲家黄剑葊(!

以及正在

大学求学的束世澂,刘恩源(共撰有$但丁梦杂
剧%!钱稻孙",$野祭%$吊红%!周岸登",$东艳祸
传奇%$南冠血传奇% !黄剑葊"等 $ 种(对本时期
学者作家群体的壮大以及传奇杂剧的延续同样起

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反观报人作家与遗民作家(本时期仅有王蕴

章,姜继襄,夏仁虎等 % 人还在勉力坚守(而学者
作家则从民初的 + 人增至 &# 余人(约为同时期报
人作家与遗民作家总和的 " 倍(占到同时期传奇
杂剧作家总数的 (#r以上(已然成为民国中期的
创作主力* 另外(本时期报人剧作仅有 & 种(遗民
剧作亦未超过 &# 种(而学者作家的剧作共 "# 余
种(同样是前两者总和的 " 倍以上(约占同时期传
奇杂剧总量的 +#r* 因此(就剧作数量而言(学
者作家在本时期同样占据绝对优势*

如果说民初的吴梅尚未踏上大学的讲台(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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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传统文人的治学作风(其影响
力还相对较弱(那么(时至民国中期(吴梅已成为
赫赫有名的北大教授(其影响力已非此前可比*
同时期其他 && 位学者作家中(有 ) 位或有留学海
外的经历!如许之衡,钱稻孙"(或在国内接受过
现代化的大学教育!如卢前,王玉章,常任侠,王
季思,赵祥瑗,刘恩源,束世澂"(其中许之衡,卢
前等人均在高等学府任教(钱稻孙任职于教育部(
并在北大等高校兼课3其他 " 位学者作家中(黄剑
葊专攻曲学(具有丰富的填曲,度曲以及登台演出
经验(周岸登辞官后亦专门从事词曲研究(曾在厦
门大学,四川大学等高等学府担任教授* 可以说(
民国中期的学者作家无论是综合学养(还是社会
声望(均较民初有了质的提升*

民国后期!&)("#&)+) 年"(此前曾参与传奇
杂剧创作的 &+ 位学者作家创作势头总体大减*
吴梅在此前后撰有$义士记%(但&卒以排场近熟(
未脱古人范围(既存复删之' !吴梅 ((""* 黄剑
葊在此前后创作了$情环劫传奇%(但此后亦不复
以曲学为事* 早在 &)(& 年夏(常任侠就&拟谱杂
剧四(以自排遣'(但最终&未能毕事'(此后&匆匆
数年(不理此业'!常任侠 ""(仅成$祝梁怨杂剧%
& 种* 和民国中期一样(王玉章与钱稻孙均仅创
作 & 种剧作* 吴宓,束世澂,刘恩源,许之衡,周岸
登,赵祥瑗等在民国后期亦未涉足传奇杂剧创作*
然而(在民初仅撰有$谢庭雪杂剧%的顾佛影以及
因撰有$饮虹五种%而受到吴梅高度赞扬的卢前
却迎来了创作的高峰* 虽然在民国中期未创新
剧(但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避居四川并担任大
学教授的顾佛影(深受抗战救亡思潮影响(撰有
$四声雷杂剧% !含$还朝别% $鸩忠记% $新牛女%
$二十鞭%"3解放战争期间(顾佛影有感于知识分
子的悲惨境遇(又撰有$访贤轺杂剧%* 卢前于本
时期撰有 $女惆怅爨% !含 $窥帘% $赐帛% $课
孙%",$楚凤烈传奇%$四禅天%!含$投河中%等 +
种

""(成为民国后期剧作数量最多的作家之一*
此间(宗志黄,顾随,庄一拂,管际安,孙为霆,邹质
夫,王季烈等人也加入了创作队伍(共同构成了民
国后期传奇杂剧的创作主体) 宗志黄先后发表
$风雪钱唐% $翠钗怨% $葭萌驿% $下南唐% $北邙
山%等 ' 种北曲杂剧(顾随撰有$再出家% $祝英
台%$马郎妇% $飞将军% $馋秀才%与$游春记%等
多种杂剧(#

庄一拂撰有$十年记% $鸳湖冢% $鸣

笳记%!含$红石山%$秦晋记%$太湖兵%"诸剧(管
际安先后撰有$四色玉%$江南燕%诸剧(孙为霆取
材于天平天国时期史实(撰有$太平爨三杂剧%
!含$断指生% $兰陵女%与$天国恨%"(邹质夫先
后撰$民族英雄%$断藤记传奇%(王季烈为弘扬儒
家教义(创作$人兽鉴传奇%诸剧* 郭公一,蔡莹,
金希庭,金长瑛,佟晶心,章鸿钊,高步云,程曦等
* 位学者作家在民国后期各撰有 & 种剧作(在此
不一一列举*

在此期间(报人作家中仅有王蕴章,蔡寄鸥等
% 位偶有创作(遗民作家中也仅有冒广生,吴承烜
等 ( 位仍在坚守(而学者作家则由民国中期的 &"
位增至 "# 位左右(依然约是二者总和的 " 倍(且
所占比重由民国中期的 (+r进一步提升至 +(r*
就剧作数量而言(本时期(学者作家共撰有剧作约
'# 种(几乎是报人剧作与遗民剧作总和的 ( 倍(
且占到民国后期剧作总量的一半以上* 由此可
见(时至民国后期(学者作家在传奇杂剧创作领域
进一步超越其他两个作家群体(主力作用与优势
地位更加明显*

二* 忧国与感怀! 学者剧作的主题建构

学者作家或身处高等学府之内(或流连于各
类曲社之中(并多成长于民国成立之后(接受过新
文化运动的洗礼(因而既不像报人作家专注于政
治,革命以及文化市场(也不像遗民作家视民国与
新文化为寇仇(而是多将目光投向民族危机与个
体处境(表现出明确的呼唤抗战的意识与惆怅感
怀情绪*

!一" 民族危机与呼唤抗争
受其年龄与生存环境等因素影响(学者作家

对于清末民初的政局缺乏切身的体会(对政治,革
命并未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然而(在日益严峻的
民族危机面前(学者作家并未置身事外(尤其是青
年学子(敏锐地注视着侵略者的动向与野心(并通
过戏曲创作积极呼唤民族精神(表现出强烈的抗
争意识*

对于日寇亡我中华的险恶用心以及中华民族

的深重危机(王季思,常任侠,金希庭,金长瑛等青
年学子与卢前,周岸登等知名学者早在&七-七
事变'之前就已有深刻认识* $下虾夷杂剧%中(
王季思描绘了爱国志士黑三太在日寇谋划侵我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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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期间(召集各路兵马(准备先攻台湾再取日本本
土的事迹(忧患意识与抗争意识跃然纸上* $田
横岛%中(常任侠借张霁青与何至公之口控诉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并号召民众共雪国耻(
同样表达了对民族危机的警示和对抗争精神的呼

唤* 金希庭$黄浦江杂剧%直接取材于时事(塑造
了将日军满车军火开进黄浦江中的爱国志士胡阿

毛的光辉形象(显然旨在揭示民族危机(弘扬民族
精神* $双犒师杂剧%中的爱国学生刘铁血与李
国瑞(虽然是金长瑛虚构出的人物形象(但也清晰
地体现了作者对于马占山抗日救国壮举的声援以

及对全民抗战的呼唤(反映了青年学子日渐高涨
的民族意识* 与青年学子一样(已在高等学府担
任教职的卢前,周岸登(也将目光投向日益深重的
民族危机* 卢前$楚凤烈传奇%写明末楚王郡主
朱凤德殉国事(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日本侵华(但本
剧&旨在发扬民族思想'!卢前 &"(与本时期日渐
高涨的民族意识保持高度一致(对于唤起中华民
族的抗战意识不无积极意义* 周岸登有感于此前
发生的日警越境缉拿韩籍黄埔学生李箕焕等四人

案(撰杂剧$野祭% !又名$韩民血史%"* 周岸登
在剧作$例言%部分言及) &吾不自图(将求为韩
人不得也' !&#"* 由此可见(作者不仅以此颂扬
韩人为复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还要借机唤醒国
人(奋起抗争*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进入了生死
存亡的危急关头* 作为亲历者(学者作家顺应时
代潮流(再次创作了一批旨在弘扬抗战精神与民
族意识的剧作* 上海沦陷后(供职于中央信托局
的郭公一辗转返回家乡湖北广济(并在此期间创
作出$抗战缘传奇%(形象地反映了战争爆发后全
国上下慌乱的逃难心态(清晰地表达了作者抗战
必胜的信念以及对全民抗战的理解* 抗战爆发
后(顾佛影避居四川(撰$四声雷%(或旨在颂扬寓
居日本的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之际割舍亲情,毅
然回国的壮举(或塑造了至死不作汉奸的爱国英
雄形象(或为全面抗战献计献策(或暴露了日寇色
厉内荏的丑陋嘴脸(均与时代主题有着密切的关
联* 王玉章也在抗战爆发后举家西迁(后撰$歼
倭记%(一方面颂扬普通百姓团结抗日的壮举(另
一方面描绘了日寇汉奸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其主
旨亦一目了然* 身处后方的邹质夫(也在抗日救
亡呼声的感召下(撰写了$民族英雄%与$断藤记

传奇%(旨在唤醒民族意识(号召全民抗日*
身处沦陷区的庄一拂,管际安,顾随等人(虽

然身处日寇监视之下(但仍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
了不屈的民族气节和积极的抗战精神* 抗战军
兴(庄一拂&困居上海.孤岛/执教(悲愤之余遂产
生了编写民族爱国史剧的心愿'(旨在歌颂爱国
志士&奋发激昂'&可歌可泣'的历史功勋!庄一拂
+)"* 同样困守上海的管际安(在抗战期间撰有
$四色玉%与$江南燕%(旨在歌颂爱国将领为国捐
躯的壮举以及爱国志士投笔从戎的民族气节(号
召民众敢于与来犯之敌进行殊死斗争* 顾随囿于
家累未能奔赴后方(滞留北平期间所撰的$馋秀
才杂剧%虽未明确表明抗敌救国(但其中的落魄
书生赵伯兴绝不明珠投暗的志向恰是顾随&拒任
伪职的心迹之一种曲折而隐晦的表露' !顾之京
&%$"(同样表现出可贵的抗争意识*

!二" 生存境遇与惆怅感怀
在民族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刻(学者作家通过

戏曲创作呼唤民族大义,号召全民抗战(确实是一
不可忽视的戏曲史现象(但它更多是外在的民族
危机所激发的产物(而非常态* 以教学,著述,谱
曲为主的生存方式(以及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决
定了学者作家还会较多地思考个体的处境(抒发
个体的情绪* 另外(自明代中叶以来(杂剧在与传
奇的博弈中逐渐退出戏曲演出的舞台(基本沦为
传统文士抒情写心的工具* 而在文体上更加倾向
于杂剧的学者作家(自然也会像明清文人一样(将
戏曲创作与抒情写心###尤其是惆怅感怀的情
绪###融为一体*

就剧中人物身份而言(旨在表达惆怅情绪的
学者剧作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借历史人物的遭际抒发惆怅之情* 历
史人物数量较多) 或为悲情君主(如宗志黄$下南
唐%$葭萌驿%等剧中感受亡国之痛的李煜与孟
昶(赵祥瑗$枯井泪杂剧%中失去珍妃的光绪帝3
或系孤臣野老(如宗志黄$风雪钱唐%$北邙山%诸
剧中守望南宋的谢翱,汪元量以及哭奠后主的张
泌(卢前$琵琶赚%中痛诉晚清历史的蒋檀青3或
系惆怅文士(如吴梅$歌杨柳% $钗风词% $湖州
守%诸剧中陷于情感漩涡而惆怅难遣的白居易,
陆游,杜牧(卢前$窥帘%中屡试不中的才子罗隐3
或为伤情女性(如周岸登$吊红%中面对战乱自怜
身世的卓浣芳(卢前$窥帘% $赐帛% $课孙%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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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早逝的钟陵营妓云英,含冤而死的懿德皇后萧
观音,老态龙钟的女英雄秦良玉3或为失意将领(
如王玉章$玉抱肚杂剧%中被小人出卖的太平天
国将领李秀成(孙为霆$天国恨%中悲情回忆太平
天国历史的忠王李秀成(顾随$飞将军%中百战不
封侯的汉代名将李广3或为悲剧官员(如卢前$无
为州杂剧%中操劳至死的无为知州蒋绍由* 尽管
上述人物身份不尽相同(经历也有所差别(但多与
亡国,战乱,死亡,离别,落魄密切相关(悲情色彩
极为浓厚(寄托了民国学者作家对现实与人生的
深刻感悟*

另一种是通过同时代人物的经历表达惆怅之

情* 此类人物数量较少) 或系虚构人物(如王季
思$戏中戏杂剧%中历尽磨难而终成眷属的叶耆
卿与柳百舌3或为作者化身(如常任侠$田横岛%
中报国无门的张霁青与程曦$燕园梦%中处处不
得意的晏原仁3或是当世名人!或以当世名人为
原型"(如卢前$投河中%中书稿尽付东流的程先
甲与顾佛影$访贤轺杂剧%中生活窘迫的钱赞伯
!以翦伯赞为原型"* 或许此类人物的经历不及
前一类型历史人物坎坷(其悲剧色彩也相对较淡(
然而其身上所负载的惆怅情绪与民国现实之间的

联系更加紧密(与作者的关系也更为紧密(因而同
样足以打动人心*

三* 案头与场上兼备! 学者剧作的艺术风貌

学者作家或接受过系统的曲学教育(对传统
曲学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与深入的研究(或出入
于各类曲社(深谙制曲,度曲,谱曲以及演出等环
节的要领(或两者兼而有之* 当这批曲学造诣较
为深厚的学者作家取代报人作家与遗民作家(并
成为民国中后期传奇杂剧的创作主力时(其剧作
不仅具有浓厚的学术色彩(还呈现出案头与舞台
兼备的特点*

!一" 曲律谨严#南北兼擅
清中叶以降(剧作家中能严守曲律者已不多

见(能南北兼擅者更是少之又少(因而其剧作基本
都不可能达到搬演的标准(仅能充当案头阅读的
文本* 清末民初(在曲学根基薄弱的报人作家与
遗民作家担当创作主力时(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
明显* 但对于系统学习过戏曲理论###尤其是致
力于曲律研究###的民国学者作家而言(严守曲

律,创作场上之曲已然是其学者身份与学术追求
的必然体现* 此外(较之于其他作家群体(兼擅南
北亦是民国学者作家的总体特点与重要标志*

为维护传统曲学(曲学大师吴梅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尤其在曲律研究方面用力最勤(撰
有$顾曲麈谈% $曲学通论% $长生殿传奇斠律%
$南北词简谱%等曲学专著* 在戏曲创作方面(吴
梅致力于维护传统曲学的学术用意以及严守曲律

的学者风范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中代表作
$霜崖三剧%&无论分宫配调(填词谐韵(平仄务头
等(!都"丝丝入扣(些微不差'!王卫民 '%"(堪称
严守曲律的典范* 正如张茂炯&$霜崖三剧%序'
所言(&!$霜崖三剧%"其于声律(庶乎无毫发憾
矣' !($#"* 或基于此(吴梅不无自豪地表示)
&吾词不敢较玉茗!按) 汤显祖别号"(而差胜之
者有故也* 玉茗不能度曲(余薄能之* 春鸟秋虫(
虽有高下(至滞齿捩嗓之音(自知可免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执掌北大教鞭以前(吴梅所
撰剧作多以南曲为载体(但有感于&昔人工南词
者(辄不工北曲'(故&致力北词(垂二十年'!吴梅
(()"(撰成$惆怅爨%等&曲律文采俱工' &案头场
上两擅'的北曲杂剧!王卫民 %)"(成为清末以来
极少数南北兼擅的作家之一*

受吴梅影响(卢前不仅在传统曲学研究方面
收获颇丰(而且在戏曲创作领域也取得不菲的业
绩* 民国中期(在吴梅的指导下(卢前严格按照北
曲宫调的套数格式以及曲律规范谱曲填词(撰成
$饮虹五种%* 除了得到吴梅诸如&高者几与元贤
抗行'之类的评语!&#&+"(最令卢前自豪的是(该
剧在经吴梅之子吴怀孟制谱后(传唱于北方!卢
前 "&#"* 此后(卢前戏曲创作的重心基本转向
南曲* 虽然起初在撰写$女惆怅爨% $四禅天%诸
剧时可能难免偶有乖律(但到抗战前后(卢前在南
曲创作方面已驾轻就熟* 特别是在创作$楚凤烈
传奇%时(卢前胸有成竹地表示(不仅&自信颇守
曲律'(而且根据实际需要(或&参以北艺'(或&略
变腔格'!"%(#"* 再加上吴梅在谢世之前的亲自
校订(本剧堪称卢氏当家之作* 正因为如此(卢前
在感慨上海仙霓社,北平昆弋社以及山东省立剧
院&多取旧本(少有新制'的同时(&愿以此授之'
!"%(&"(希望将其搬上戏曲舞台* 若非严守曲律
且已达到场上之曲的标准(卢前显然不可能表现
出如此信心* 吴门其他弟子以及卢门弟子或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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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曲学研究(如顾随,王玉章,蔡莹,孙为霆与
常任侠(或受到乃师的悉心指点与润色(如王季
思,赵祥瑗,金希庭,金长瑛(因而无论是创作南
曲(还是谱制北曲(都绝少有出宫犯调,音乖律违
之病*

许之衡,宗志黄等身处高校并从事戏曲研究
的学者作家(在曲律方面也都有着不俗的造诣*
许之衡与吴梅过往颇殷(共研曲律(又与刘富梁订
交(&三人相对(烛必见跋(所语无非曲律也' !吴
梅 )))"* 得益于在曲律方面的高深造诣(所撰
$霓裳艳传奇% &其各出宫调配合(似本旧本传奇
之熟套(自不至有失律之虞'!周贻白 )'"* 主攻
北曲的宗志黄在安徽大学教授曲学期间(&学理,
实验二者并重'(曾为学生社团正风曲集谱$风雪
钱唐%$葭萌驿%$下南唐%等北剧(并亲自为之订
谱(&以便实地练习'!宗志黄 +"* 作为极少数被
搬上舞台的民国杂剧作品($风雪钱唐%诸剧合于
曲律自然毋庸置疑*

长期出没于民间曲社的王季烈,黄剑葊,庄一
拂,管际安,高步云等人(拥有丰富的制曲,度曲经
验以及精深的曲学造诣(且与戏曲舞台关系紧密(
故而在创作中同样表现出强烈而又严谨的曲律意

识* 其剧作或经过反复打磨(配有曲谱(基本达到
搬演的要求(如王季烈$人兽鉴传奇%,庄一拂$十
年记%,高步云$彝陵梦%3或深受曲学大家的赞
誉(如吴梅在$5江夏剑葊二种曲6叙%中指出(&剑
葊南声追高!明",沈!璟"(北词并宫!天挺",乔
!吉"'!("(充分肯定其在曲律方面的精深造诣及
其剧作在曲律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此外(还有部
分并非致力于传统曲学研究的学者作家(由于受
名家指点(其剧作也都达到了合律的标准* 如地
质学家章鸿钊于曲律之学并无精深研究(然而(经
过章氏本人的努力以及曲学大师王季烈的订正,
制谱(所撰$南华梦杂剧%同样堪称严守北曲声律
的佳作* 佟静因的学术兴趣并非传统曲学(但所
撰南曲 $秦妇吟%经名家指正(亦不失为合律
之作*$

!二" 文词精雅#本色自然
清末民初(不仅曲律的约束力越发微弱(而且

文词也进一步偏离了戏曲本质* 在遗民作家的笔
下(文词总体呈现出雕缋满眼,典丽整饬的特点(
明显违背了舞台语言的要求3在报人作家的笔下(
文词虽然朝着通俗化,口语化的方向迈进(但以满

足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为旨归(与戏曲语言的本
色自然有着根本的区别* 当学者作家集中出现在
传奇杂剧创作领域时(除了曲律重新成为谱曲填
词的矩矱(文词也在曲律的规约下呈现出迥异于
报人与遗民剧作的特征(或精美雅致(或本色自
然(总体符合戏曲演出的要求*

关于吴梅剧作###尤其是南曲作品###的语
言特色(王卫民先生曾界定为&接近明清作家的
妍丽和整炼风格' !%""(堪称定论* 综观吴梅此
类剧作(文人雅士满腹经纶(出口成章(知识女性
温文尔雅(谈吐得体(无一不彰显出精美雅致的美
学风貌* 对于$霓裳艳传奇%(许之衡曾自评为
&不脱康,乾后曲家词藻习气' !转引自周贻白
)+"(借园居士则盛赞&作者抒写自如(直摩玉茗
之垒(真才人也'!(* ()"(均清晰地道出了本剧
文词精美雅致的特点* 卢前南曲作品中的主人公
或是学富五车的书生(或是文采斐然的才女(因而
其曲白无不以精雅见长* 在将$伊凡吉琳%改译
成$沧桑艳传奇%时(吴宓为展现原作&词句之藻
丽'!吴宓 +"(在文词方面可谓下足了功夫(其中
甚至大量使用了诸如西子浣纱,武陵桃源,精卫填
海等典故(宾白或是大段四六骈俪(或缀之以之乎
者也(明确地表现出求精求雅的动机* 即便在北
曲作品中(也不乏精美雅致之作* &致力北词(垂
二十年'的吴梅(在创作$惆怅爨%等剧时(&自谓
可追元贤'(可惜终未能如愿(故而感慨) &能妍丽
而不能粗丑(能整炼而不能疏放' !(()"* 顾随
$游春记%中风流多情的书生杨于畏和命运多舛
的才女连琐因诗结缘(以诗传情(言谈举止中无不
充满诗意* 在这部如同诗歌一样的剧作中(曲词
精美雅致,宾白字字珠玑也就可想而知了* 虽然
此类剧作的文词总体呈现出&妍丽' &整炼'的风
格(但深肖文人雅士与知识女性的口吻(颇具清丽
脱俗之美(总体属于舞台语言的范畴(较之于雕缋
满眼,典丽整饬以及仅能供案头阅读的遗民剧作(
无疑具有本质的区别*

在创作完$惆怅爨%后(吴梅曾自责) &去元
人蒜酪之风(尚瞠乎后也' !(()"* 然而(其门生
卢前,顾随,常任侠,孙为霆,蔡莹等人在致力于北
曲研究的同时(在北曲杂剧创作方面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乃师的遗憾* 卢前$饮虹五种%之$琵琶
赚%$茱萸会%$无为州%主唱者均为净角(其身份
分别是流落江南的宫中乐师蒋檀青,常府中的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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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头以及无为州中的亭吏(其曲词与宾白均明白
如话(总体呈现出本色自然之美(颇具元人蒜酪之
味* 吴梅所赞&高者几与元贤抗行'!&#&+"(并非
过誉之词* 顾随$馋秀才% $飞将军% $马郎妇%
$再出家%$祝英台%诸剧中(曲白均用白描(并掺
入大量俚语俗谚(自然泼辣(充满生活气息* 更为
重要的是(文词不仅毫无鄙陋之嫌(而且还在浅显
之中蕴含无穷机趣*%

常任侠$祝梁怨杂剧%中的
祝英台与梁山伯虽均饱读诗书(但其言辞之中多
为日常用语(其中包括大量俗字俚语(蒜酪风味几
乎无处不在* 卢前在为该剧所作的叙言中指出)
&虽然(太素之作!按) 白朴$祝英台死嫁梁山伯
杂剧%"(已不得见(得此故足以补其阙憾' !&"*
由此可见该剧在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 孙为霆
$太平爨三杂剧%,蔡莹$连理枝杂剧%或写将领(
或写寻常百姓(文词普遍具有生活气息(生动传
神(同样堪称本色自然之语* 此外(宗志黄$风雪
钱唐%$北邙山% $葭萌驿%,程曦$燕园梦杂剧%,
金长瑛$双犒师杂剧%,金希庭$黄浦江杂剧%诸剧
文词毫无滞涩之感(颇得元人壶奥(共同构成了本
时期北曲杂剧本色自然的语言风貌* 作为民国时
期元曲研究领域成果颇丰的重要学者(卢前,顾随
等人的北曲创作(除了在曲律上恪守规范(还在文
词上深得研究对象的精髓(表现出自觉的学术追
求与高深的艺术造诣* 与旨在满足普通民众阅读
需求,趋向通俗化与口语化的报人剧作相比(学者
剧作本色自然的语言风貌才真正符合戏曲语言的

应有之义(才真正满足场上之曲的语言要求*
!三" 脉络清晰#布局妥帖
在戏曲研究领域(学者作家基本继承了李渔

&结构第一'的理论(提出了如&关目虽多(线索自
晰(斯为美也'!吴梅 *)",&脉络清楚(布局妥帖(
乃为美也' !许之衡 "+"的观点* 具体到创作过
程中(学者作家尊重戏曲演出的规律(有效践行了
&结构第一'的理论(创作出一批脉络清楚,布局
妥帖的佳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清末以来
案头化的传奇杂剧饱受诟病的结构芜蔓,情节拖
沓等问题(朝着戏曲舞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般而言(中长篇剧作由于涉及多条线索,多
个人物(稍有不慎便会顾此失彼(前后矛盾(脉络
杂糅(拖沓散漫* 报人作家与遗民作家普遍缺乏
对于戏曲结构的研究(且在创作过程中常受报刊
刊期所迫以及杂务所累(以致疲于应付(屡屡出

错(甚至难以终篇* 而学者作家曲学造诣深厚(且
较少受到报刊刊期的影响与杂事的牵绊(故而能
够以严谨而又从容的心态投入到戏曲创作之中(
妥善合理地结构全篇* 吴梅$镜因记%以宝镜为
信物(以战乱为背景(以书生韩种与侠妓李姝丽的
爱情为主线(以韩种协助公孙弼平定西藏为副线(
最终实现夫荣妻贵,合家团圆* 两条线索互为因
果(相互交织(却又清晰可见(共同发展* 虽仅存
九折(但每折均有所指(不可任意增删与移动(可
谓深得明清传奇结构的精髓* 许之衡$霓裳艳传
奇%的布局同样堪称巧妙* 即便是旧式传奇中再
平常不过的生旦家门(许之衡亦能在此间巧妙地
谋划全篇(步步设伏(堪称大家手笔* 至于第二十
出$幻圆%(实际上是前十九出剧情发展的必然结
果(也是许氏结构意识的必然体现(与旧式传奇中
常被诟病的大团圆结局有着本质的区别* 借园居
士所云&此折作收场布局最妙' !+%"(堪称的评*
卢前$楚凤烈传奇%的情节虽较为复杂(但脉络清
晰(互为因果(几乎一出不可删移* 郭公一$抗战
缘传奇%基本遵循了明清传奇双线发展的结构模
式(且两条线索齐头并进(协同发展* 庄一拂$十
年记%以首出$花因%为总关目(以鲁雪华与谢冰
玉共效英皇为主线(其间所有情节均毫无例外地
指向主线(最后以三人同梦结束全剧* 贾天澍评
之曰&其结构穿插(尤为无缝天衣' !("(颇为允
当* 黄剑葊$东艳祸%与$南冠血%以方旋的发迹
史为主线(巧妙地融入了扶桑吞并百济以及维新
变法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脉络清晰(张弛有
度* 正因为如此(吴梅不吝作出了&置诸孔!尚
任"董!榕"之间(可分鼎足'的评价!("*

关于短剧(吴梅曾指出) &短剧之难(有非人
所尽知者* 0112短剧虽短(而波澜曲折(尤必
盘旋起伏(动人心目' !&#&)"* 纵观清末以来的
短剧(没有情节或情节淡化的作品不胜枚举(成为
&一种十分重要,必须予以重视的戏曲史现象'
!左鹏军 &'""* 但学者作家在致力于学术研究
的同时(创作了一批布局妥帖,脉络清晰的短剧(
有力地改变了清末以来短剧的发展局面*

$双泪碑%仅四折(却叙述了一段颇为复杂的
三角婚姻(且脉络清晰(不枝不蔓(达到了&盘旋
起伏(动人心目'的水准* 至于王岸与李碧娘是
否破镜重圆(吴梅并未往下写(而是留下了一个开
放式的结局(堪称不落俗套(别出心裁* $歌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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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中(骆马的三次悲鸣与剧中人物的情感起伏
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于塑造人物形象,烘托全剧的
气氛至为关键* 如此布局(不愧是吴梅&用力稍
勤'之作* 卢前在撰写$赐帛%时(于一折之中安
排了辽道宗赞萧观音之诗才,辽道宗与萧观音之
间产生龃龉,耶律乙辛等人借机陷害萧观音,萧观
音不明就里而中招以及萧观音被赐自缢等多个场

景(但同时又能做到环环相扣(脉络清晰(且波澜
起伏(曲折动人(足见作者卓越的结构能力* 顾随
&平时读元人剧辄谓结构松懈'(而在撰成$飞将
军%时(&自看一过(各折殊少联络'(&更下一筹'(
因此感慨&信乎杂剧之不易制也'!"'( '+"* 但
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创作经验的不断积累(这一
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如在撰成$再出家%时(顾
随自信地表示) &其剪裁排比(较$飞将军%剧稍
似紧凑'!"#'"* 尤其在$游春记%每折之末(安排
僮儿抱琴出场* 抱琴唱南曲(并评价杨于畏的表
现以及他与连琐的恋情(堪称画龙点睛之笔* 王
季思在$戏中戏杂剧%中安排了一场由坤伶柳百
舌出演的霸王别姬(不仅使得柳百舌与叶耆卿的
重逢显得顺理成章(还为二人易装而行提供了启
发(又为本剧&人生原是一场戏'的主旨作了最为
形象的注脚(一箭三雕(令人叫绝!王季思 &+""*
常任侠$祝梁怨杂剧%从祝英台被识破女儿身写
起(再写梁,祝结伴返乡以及订下同赴黄泉之约(
最后是梁,祝殉情(一气呵成(互为因果(且第四折
系全剧高潮(精彩纷呈(并无元人杂剧&至第四折
往往强弩之末'的通病!臧晋叔 +"(由此可见作
者卓越的结构能力*

结U语

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使得曾在清末民初传奇
杂剧创作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报人作家(以
及对民初传奇杂剧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遗民作家(
在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后(几乎同时淡出了大
众的视野* 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与作家数量
的锐减(自清末以来重获生机并饱受关注的传奇
杂剧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窘境* 然而(在新的社
会文化环境中(学者作家队伍逐渐发展壮大(直至
担负起创作主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作家
队伍断档的问题* 尽管他们的出现未能从根本上
挽救传奇杂剧必将衰亡的命运(但能使其在濒临

绝境之际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尤其使之在民族
危机空间严峻时焕发出夺目的光亮(并在新中国
成立后尚存一息(就足以奠定该群体不可动摇的
戏曲史地位*

在学者作家全面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曲学造
诣相对偏低的报人作家与遗民作家(或面向政治
与社会现实(将传奇杂剧视作宣传与斗争的工具(
或指向市场(将传奇杂剧变成供市民大众阅读消
遣的文化商品* 在此期间(传奇杂剧虽然迎来了
最后一次发展高峰(但质量总体偏低(与舞台之间
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进而从根本上背离了戏曲本
质* 由于既不受政治斗争的制约(也不受文化市
场的束缚(曲学造诣相对深厚的学者作家在担当
起创作主力之后(在曲律,文词以及结构等方面倾
注了较多的心血(创作出一批既可供案头阅读又
可供场上演出的佳作(代表了清末以来传奇杂剧
创作的最高成就* 毋庸讳言(在特定的时代环境
中(学者剧作多数未能被搬上戏曲舞台(仍只能充
当案头读物(但他们的努力在提升剧作质量与艺
术品位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传奇杂剧
与舞台的距离(为其重返戏曲舞台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并为其继续生存与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无论是对于民国时期日薄西山的传奇杂剧(还是
对于当下的各类剧种与戏曲文体(民国学者作家
群体曾经付出的努力都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注释(F"-%.)

! &祝融氏'$祝融庐谈曲%云) &吴梅,黄剑葊,俞粟庐三
人(称为 .苏州曲家三杰/*' $金刚钻%报 &)(% 年 " 月
% 日*

" 卢前在刊发$投河中%时(剧目下注&$四禅天%之一'*
$国风半月刊%&& !&)((") '$* 卢前在$中国戏剧概论%

中曾言) &又近年作南曲四种(淳安邵次公为题名$四禅
天%'!"&#"* 由此可见($四禅天%系包括$投河中%在内
的四种南曲作品的总称* 但截至目前(笔者只发现$投河
中%一种(其他三种待查*

# 李治华回忆(顾随尚有$从良妇女复落娼%一种(但目
前无其他佐证(姑存于此* 参见李治华,钱林森) &沟通世
界文化的桥梁###与法籍华裔著名翻译家李治华的对
话'(乐黛云,!法"李比雄主编) $跨文化对话%第 &) 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年""")*

$ 佟静因在$秦妇吟%剧末致谢部分提及) &此本曾经金
仲荪先生及许守白先生二君之指教及删改(认为合律*'
$剧学月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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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嘉莹$5苦水作剧6在中国戏曲史上空前绝后的成
就%称(顾随的杂剧&表现出来象征与寓言之味道'*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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