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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月(插图之出相&评点与展演
###以李评本$幽闺记%与凌刻本$拜月亭记%为考察中心

丁淑梅!张冉冉

摘!要# 本文以明刊李评本.幽闺记/$凌刻本.拜月亭记/"拜月#插图为中心&考察.拜月亭/插图版画
与曲文叙事的互文与关涉&从图序出相与图题评点&曲意生发与图景展演$人物姿态与场面张力等层面&
分析图版场景非单一再现而嵌入鉴识评点意趣&如何重构曲境(插图与对应关目及叙事细节的呼应如何
呈现多重造像功能(插图虚景重构$扮相塑形&如何提供了与文本异质同构的想象$鉴识与展演空间&从
而构建人与景$图与文$绘图造像与拟形表演多层次的互动关系' 这种图式细节的阐释过程&有助于进
一步认知插图版画与曲文结构的内在关系&及明中后期插图版画之于戏曲传播的意义'
关键词# "拜月#(!戏曲插图(!李评本(!.幽闺记/(!凌刻本(!.拜月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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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月*插图之出相&评点与展演

!!$幽闺记%!$拜月亭%"是由南戏改编为传奇
的经典之作'明刊版本众多且均附插图+!

学界于

$拜月亭%研究多集中在版本系统&戏文传承等方
面/近年来以$西厢记% $琵琶记%插图研究为代
表'明清戏曲插图版画研究不断展开'而$拜月
亭%插图及图文关系尚未引起更多关注+ 在明刊
$拜月亭%中'嘉靖三十二年!<??> 年"$全家锦囊
拜月亭%五卷本图版较小'呈偏相'绘刻较简+ 万
历十七年!<?@A 年"世德堂刊$新刊重订出相附释
标注月亭记% !入$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本'单面
整版'已显露插图背景描画痕迹+ 万历年间德寿
堂罗懋登注本'"

双面大版'刻绘较为精工+ 万历
三十八年!<$<# 年"容舆堂李卓吾评本#

与万历

四十六年!<$<@ 年"陈眉公评本'$
集情节描叙与

景物刻绘于一体'呈现出万历中期以后戏曲插图
版画渐趋成熟&技法多变的特点+ 武进涉园凌延
喜朱墨刻本'%

受文人画笔法风格影响'人像缩
小'插图重心专注于人景关系的细节描绘和整体
构图意境的营造+ 以李评本$幽闺记%&凌刻本
$拜月亭记%)拜月*插图为考察中心'从图序出相
与图题评点'曲意生发与图景展演&人物姿态与场
面张力等层面'考察$拜月亭%插图的图式细节与
多重功能'有助于进一步认知插图版画与曲文结
构的内在关系'及插图版画之于戏曲传播的意义+

一& 图序出相与图题评点

明中期以来大量戏曲出版物附刻有精美的插

图版画'不同刊本以插图编绘的细节差异形成丰
富多样的图文关系+ )我国传统版画是分工合作
的'画者一人'刻者一人'印刷&出版发行者又为一
人'笼罩于三者之上的则是主持者的精神*!周芜
<="+ 插图编绘的题词来源&图文格局'分层预设
而又统合在)主持者的精神*意脉之下'潜在地建
构了不同层次的图文关系+ 考察明刊本$拜月
亭%的出相序列与图题评点意趣'可以进一步寻
绎插图版式与曲文内在结构的呼应关系+

如$全家锦囊拜月亭% )对月烧香*插图为上
图下文)出相*'9

图仿舞台样式'上有横批)对月
烧香*'两边有对联)欲求宝镜重圆日'蒲焚沉檀
告上穷*+ 图像与角色人物的位置关系是'香炉
居屋中'瑞兰在屋角'衣饰线条简捷'脸部仅勾勒
轮廓'眉眼不甚分明'但身姿庄重&拜告深情'小旦

!!

依次为-风月锦囊.收-拜月亭.'对月烧香(插图/世德堂
刊-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拜月亭记.生旦自叙插图

在欲启的半扇门后探头窥望+ 文中1二郎神慢3
)拜星月'宝鼎中明香满爇1223只愿得抛闪下
男儿疾效些'再得睹同欢同悦1223*!$风月锦
囊% "B$"一段曲文与)对月烧香*插图叙事形成
呼应+ 而世德堂刊$拜月亭%拜月一折虽无插图'
但在第 "&@&<=&"<&"?&"B&>"&>$&>A&=> 折'有以
折目题词的瑞隆自叙&瑞兰自叙&兄妹逃军&隆兰
遇强&世隆成亲&兴福离寨&汴城聚会&试官考选&
官媒送鞭&成亲团圆十幅插图+ 王伯敏$中国版
画通史%认为其)画面上的组织'如对待舞台场面
那样的处理1223世隆与瑞兰自叙二图'不论是
背景或空间的处理'都如舞台场面'就连人物的手
势也都采自舞台上的动作* !王伯敏 @""+ 德寿
堂本与李评本拜月插图虽看去大略相似'但二者
在身影描画&庭院布置&山石树木大小与人物位置
关系上还是有许多细微差别'李评本插图更具饱
满生气和灵动雅意+ 而陈评本与凌刻本在画风和
意境呈现上已有神韵相通之处'凌刻本用笔更细
润'画面景深感和虚实相生的趣味更加鲜明+

有关$拜月亭%插图的研究'除王伯敏对世德
堂刊$拜月亭%的评价外'也有论者对世德堂本
$拜月亭%&李卓吾评本$拜月亭%插图风格作了概
括描述&或考察陈眉公批评本$幽闺记%插图的绘
工&题记+<

郑振铎对李评本插图评价甚高()以无
施不可的粗细并用的线条'传达画得十分动人的
底稿!可能那些底稿就是出于他们自己之手"'不
死扣着故事的本意'只取了曲文的一词一语'而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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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为国图藏德寿堂刊-罗懋登注拜月亭./-李卓吾先生
批评幽闺记.'拜月(插图

依次为-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幽闺记./凌刻本-拜月亭
记.'拜月(插图

以映发'神光炫耀'与那些传奇的本事似合似离+
实是插图里的杰出之作*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
略% <<@"+ 而就$拜月亭%插图题词来源与图文
关系的讨论'尚可以进一步展开+

其实'在图文转译过程中'图像场景并非只对
文本故事简单摹仿与再现'图绘重心与情节关键
亦无需一一对应'戏曲插图时常不强调戏剧冲突&
尖锐情景的刻意描画'而更多地成为绘刻者对戏
曲文本的一种新的阐释和批评'一种表达戏曲观
念和审美趣味的媒介和过渡地带+ 从依序摘出图
绘的角度看'李评本插图 "# 幅'在上下卷目录之
前集中出图'摘出演述重要关目和活动场景'从文
本中撷取优美文辞标示图题'依图题刻绘内容'前
十图着力表现战争时节主人公相携避难&颠沛流
离之苦与早日平息战乱的心愿'后十图集中刻画
生旦二角的相思'在放大某些特定时刻的刻绘中'
整合上下卷故事段落的内部起落'图文合而有出
离+ 而凌刻本插图 "# 幅'在一卷目录之后&正文
之前整体出图'虽亦依序摘出图绘'但其所设四卷
内容'故事内部结构已改变'卷内正文每折不再标
目'其中一&三&四卷 A 折'二卷 <> 折+ 位于二卷
尾之 "" 折1招商谐偶3&三卷中之 "$ 折1皇华悲
遇3&四卷尾之 =# 折1洛珠双合3各有两幅插图/
位于四卷之首的 >" 折1幽闺拜月3却只有一幅插

图+ 在故事分卷重组的前提下'前置于一卷正文
前的 "# 幅插图在着意角色姿态&情景关系的写意
性勾画中'亦虚实相生'为戏剧冲突与情节高潮蓄
势待发'图与文离而又有应合+ 图面中人物位置
关系&动作视线的彼此呼应'唤起角色间的情感传
递'借助山水建筑描绘'营造情景交融的意境'感
发人物在不同处境下滋生的细微心理变化'这或
许正可见出凌刻本前置插图遥遥应合后三卷文情

曲意的图绘策略+
戏曲插图的题词具有标示图绘内容的作用'

题词来源所提供的曲文信息'又以类评点形式将
文本&插图进行了有意味的勾连和分层重组+ 曲
文结构素包括上下场诗&曲词&宾白等功能不同的
形式'插图题词&题句的选择差异及曲文提取来
源'折射了插图借助文字阐释图意&强化图文关系
的作用+ 李评本$幽闺记%上卷 <#"< 出'下卷
""#=# 出!第 >> 出有目无文"'插图 "# 幅'上下
卷各 <# 图'分别置于上下卷卷首目录之前'左多
人物&右多风景'合为双面连式/依序分别对应于
上卷第 = 出1罔害皤良3&第 @ 出1少不知愁3&第
<# 出1奉使临番3&第 <> 出1相泣路歧3&第 <= 出
1风雨间关3&第 <? 出1番落回军3&第 <B 出1旷野
奇逢3&第 "# 出1虎头遇旧3&第 "< 出1子母途
穷3'下卷第 "" 出1招商谐偶3&第 "$ 出1皇华悲
遇3&第 ># 出1对景含愁3&第 >< 出1英雄应辟3&
第 >" 出1幽闺拜月3&第 >= 出1姊妹论思3&第 >@
出1请谐伉俪3+ 其中第 <# 出$奉使临番%&"$ 出
$皇华悲遇%&>" 出$幽闺拜月%&>= 出$姊妹论思%
绘有两幅插图+ 与世德堂本插图提取折目题词四
字置顶&德寿堂本插图无题词&陈眉公评本插图题
词标明书写者并多有篆印不同'李评本插图题词
置于图中'不拘位置'未标书写者'多单句或对句/
单句多衍为两行'对句则竖排并列'或嵌于画面左
上'或偏于画面右下/与画面呈现的人物姿态&山
石树木&亭台楼阁&屋宇围栏等形成对照和掩映+
其中'上卷右人物图题句 $'如百花深处漏声遥/
秋玩蟾光折桂枝/马挂征鞍将挂袍'柳梢门外月儿
高/风雨催人辞故国/望故国云山远迷/弯弓沙塞
射双雕+ 左风景图题句 ='如红炉画阁人闲&天色
昏惨暮云迷/山径路幽僻/寒砧林外两三声!施
惠')李卓吾*上卷 "#<<"+ 下卷有题词如(深夜
柴门带月敲/凄凉逆旅人千里/夜阑人静月微明/
六曲阑干和闷倚/点点杨花飞絮白/懒去妆台临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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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月*插图之出相&评点与展演

镜'慵拈针指向纱窗/一炷心香诉怨怀/何时不泪
滴眉颦/望月瞻星夜夜间/伤心一曲倚阑时!施
惠')李卓吾*下卷 >#<<"+ $旷野奇逢%图只有
景物'通过连绵远山&荒凉树石&寂静村落营造
)天色昏惨暮云迷* !蒋世隆唱词"的萧瑟凄凉+
)红炉画阁人闲*出自$奉使临番%一折王尚书出
征前分付家事时1东风第一枝3曲中旦角的唱词'
图绘两妇女与一幼女着冬衣围坐火炉烘手取暖'
门前一女僮打扫庭院+ 这一幅和乐融融的生活图
景传达了剧作中身逢战乱的人们对和平生活的向

往+ 两幅$皇华悲遇%图分绘生角世隆和旦角瑞
兰的举头相思之状+ $对景含愁%图绘远山苍茫'
瑞兰倚栏远眺的身影极显落寞'角门处的瑞莲手
握蒲扇'似懂非懂地望向若有所思的姐姐+ )懒
去妆台临宝镜'慵拈针指向纱窗*)一炷心香诉怨
怀*均出自 >" 出$幽闺拜月%'前者绘旦角坐于床
榻以手托颔的沉思之状'后者!)拜月*图"则着力
刻画旦角焚香拜月的情事+ 两幅$姊妹论思%图
亦以旦角相思为主'$请谐伉俪%图没有选择官
媒&院子拜请生角赴宴的叙事性场面描绘'而是据
唱词画出生角位于左侧楼头'伏栏远眺的景象+
又如下图可以见出'人物插图题句多实写所绘折目
故事情境'揭示角色动作及心理状态'而风景插图
题句则虚写空旷寥落'幻出画外声色'引人浮想+

李卓吾评本-幽闺记.人物及风景插图与题句

凌刻本$拜月亭记%四卷 =# 折'一卷止于 A
折1绿林寄迹3计九折'有对应于第 > 折1虎狼扰

乱3&第 @ 折1少不知愁3&第 A 折1绿林寄迹3的三
幅插图+ 二卷止于 "" 折1招商谐偶3计 <> 折'有
对应于第 <# 折 1奉使临番3&第 <= 折 1风雨间
关3&第 <B 折1旷野奇逢3&第 <A 折1偷儿挡路3&
第 "# 折1虎头遇旧3&第 "< 折1子母途穷3&第 ""
折1招商谐偶3的八幅插图/三卷止于 >< 折1英雄
应辞3计 A 折'有对应于第 "$ 折1皇华悲遇3&第
># 折1对景含愁3&第 >< 折1英雄应辞3的五幅插
图/四卷始于1幽闺拜月3计 A 折'有对应于第 >"
折1幽闺拜月3&第 >@ 折1请谐伉俪3&第 =# 折1洛
珠双合3的四幅插图+ 而 "# 幅插图集中冠于首卷
目录之后&正文之前'单面版式'题句移至版心框
外+ 题句既廓示图意'接引图面内容'亦因摘曲成
句而与曲文形成了内隐关系+ 凌刻本插图题句
有( 醉后驱鹰马/水阁浮瓜沉李/山花斜插茜巾
红/\\红炉画阁人闲/望故国云山远迷/天色昏惨
暮云迷/翠巍巍云山一带'碧澄澄寒波几派/酒浮
嫩醅/忽地明一盏灯'遥望茅檐近/酒旗斜挂小窗
西/灯儿下越看越波俏/\\碾车儿恁行迟/败叶敲
窗纸/画船已在河滨/香闺掩珠帘镇垂'不肯放燕
双飞/野草闲花'掩映水光山色/\\拜星月/今朝拂
拭锦囊看/出兰房风翻佩带/宝马骄嘶'香车毕集
!施惠')幽闺* $A#B>"+ 分别对应于一卷第 >&
@&A 折/二卷第 <#&<=&<B&<A&"#&"<&"" 折/三卷
第 "$&>#&>< 折/四卷第 >"&>@&=# 折+ 凌刻本插
图题句全部择取对应出目中主要角色所唱曲词+
如从)碾车儿恁行迟*插图开始'生旦被王尚书强
行拆散'各图依序以图绘出目内容为主'先后绘写
王尚书与六儿&瑞兰骑马乘车赶路于山间/孟津驿
一家相会后瑞兰&瑞莲&母亲三人面对萧瑟秋景落
叶各自伤情/一家人立于水滨欲乘船前往汴梁/至
汴梁后瑞兰瑞莲对景伤情/世隆兴福赴汴梁赶考/
某夜瑞兰焚香拜月/世隆不从招赘手抚瑶琴思念
瑞兰/王尚书宴请状元蒋世隆探其身分/大团圆+
插图的整体画面感串联关目和故事脉络'格局开
阔辽远'风景描画工丽细致'借助山水建筑描绘'
营造情景交融意境'而人物比例相对较小'但绝不
是山水楼阁背景的点缀'细察其富有程式性的表
情姿态&位置关系&视线呼应'都传达出角色在不
同处境下的情感微澜+

总体比较看来'李评本插图题词'多为状景抒
情的诗句'多七言单句或齐言对句'杂采唱词&宾
白&下场诗句'不限人物唱词/李评本序盛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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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延喜刻本-拜月亭记. $招商谐偶% $皇
华悲遇%插图

记关目极好'说得好'曲也好*!施惠')李卓吾*上
卷 <"'其对应出目的眉批文字都围绕着这三个
标准加以扼要评点'如赞第十四出1风雨间关3之
1赛观音,前腔3&第 <B 出1旷野奇逢3之1金莲
子3&第 >" 出1幽闺拜月3之1青衲袄3等有)曲
好*'称第 "$ 出1皇华悲遇3&第 >" 出1幽闺拜月3
多处有)关目好*'第 >" 出1幽闺拜月3有)白好*
等眉批+ 而图绘题词'不仅对文辞优美&意味隽永
的曲文诗语青眼有加'而且在对本色流丽&蕴含无
限曲情的曲句文采的提携中'又以点染&品评&玩
味的意趣越出了图题所限'荷载了评点的功能/而
题词入画'图文互照'亦强调题词作为构图一部分
的艺术性+ 相较而言'凌刻本插图题句全部取自
生旦唱词'来源单一'字句却不论长短'长句保留
曲文结构和曲式特征+ 其插图题词暗合该书评点
不着意于剧情&文辞的品评赏鉴'更专力于宫调音
律辩讹&字句增损&字声韵脚考订的特点'如第 >
折1虎狼扰乱3评1包子令3曰)包子令本调'-便
登程.三字可重唱'作者遂增-杀教.一句*/第 <B
折1旷野奇逢3评1中吕,古轮台3曰)此曲本急
调'现他本用此者'可见施君美用之于此'正以见
追奔倥偬之状* !施惠')幽闺* B?'<#="等'看上
去与第 >&<B 折图题)醉后驱鹰马* )天色昏惨暮
云迷*无涉'传达的是对曲词字正韵美&声宜情深
的鉴赏功力'但却带来了从文字筋窍之美上更深

细地揣摩戏情曲境的妙趣+ 凌刻本题句置于画外
框边版心'与正文书体相同'既接引图面内容'又
与正文及框外评点文字形成呼应和融入感'以形
式独立的图题'具有了嵌套功能'形成插图&题句&
曲文&评点之间若近若远的有意味的距离感+

郑振铎$插图之话%说()插图的成功'在于一
种观念从一个媒介到别一个媒介的本能的传运/
俞自然'愈少于有意的做作便愈好*)插图的功力
在于表现文字的内部的情绪与精神*!$郑振铎全
集%第 <= 册 ="'文字与插图存在互相暗示的作
用'联络彼此的是情绪与观念的表达+ 李评本与
凌刻本对文词&声律的偏重形成图像题词的互异/
将题句置于画中&移于画外版心的各自定位'或强
调题句作为插图情境构成一部分的艺术审美性'
或讲求题词作为曲文内结构一部分的鉴识评点

性+ 插图题词的定位与侧重'从侧面反映了刊绘
者对题词价值功用的认识'以及题词与曲文结构&
评点内容的分层关系+ 所以'戏曲插图的设计除
了配合文字叙述提供可感的形象&铺展情节之外'
更可通过布局巧绘的细节差异营造抒情想象的戏

外空间+ 以$拜月亭%插图而言'李评本更多融入
了编绘者对故事的主观阐释'压缩了时间线&突出
了重要关目/凌刻本则放大了空间感'着重揭发呈
现角色的心理与情绪状态'二者皆非对戏剧冲突
的刻意描画'从而以不同的图像叙事策略'营造了
戏曲想象与赏戏评戏同在的空间+

二& 曲意生发与图景展演

戏曲插图以戏曲文本为参照主体'画者需要
从时间性叙事向度截取焦点摄入静止的图面空

间'实现语言意象到视觉图像的转化+ 通过对文
本故事&角色形象&舞台表演诸多面向的综合考虑
进行插图语汇的筛选&提炼&重组'产生多元的
)借图发挥*模式与图文对应关系+ 根据图像叙
事的表现形式'戏曲插图可大致分成三种图文对
应关系( 其一'即时呈现剧情高潮或重要关目的
)情节式*插图'如李评本&陈评本)拜月*图/其
二'援引拟像舞台表演特征的)戏式*插图'如$风
月锦囊%&世德堂$拜月亭%插图/其三'山水占幅
比重大于人物'注重情境营造的)写意式*插图'
以凌刻本$拜月亭%为代表'这类插图将山水花
草&亭台楼阁重组在一起包蕴人物'利用人物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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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月*插图之出相&评点与展演

物间神态气韵的相通建立情景关系'以期与文本
构成一类隐性的关联'或以人物动作的暗示&或以
风景意象象征来传情达意+

在李评本$幽闺记%的生旦故事图序出相中'
1幽闺拜月3在下卷第 >" 折')拜月*插图在对应
出目的情节上后置'作为展露相思情感高潮并为
故事转关的地位却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幽闺
拜月%一折在生旦爱情的情节主线中处于承上启
下的重要位置'瑞兰思念之情达到高潮'之前种种
情感蓄积终不可遏'爱的专一执著得到集中表现/
姑嫂相认绾合了瑞兰思念丈夫和瑞莲思念兄长两

条感情线'引发之后两人对生角的共同牵念+ 从
这一角度考察下卷十图的顺序格局'可以发现
)拜月*情节的重要性在绘图者描绘的生旦相思
图像序列中得到了凸显和强化+ 李卓吾在$拜月
亭序%中非常看重此剧表达的真挚人情'尤其瑞
兰对感情的忠贞+ 吕天成)天然本色之句'往往
见宝'遂开临川玉茗之派*!吕天成 ""="'李评本
序曰)此记关目极好'说得好'曲也好'真元人手
笔也+ 首似散漫'终致奇绝'以配$西厢%'不妨相
追逐也'自当与天地相终始'有此世界'即离不得
此传奇1223当使人有兄兄妹妹'义夫节妇之思
焉+ 兰比崔重名'尤为闲雅'事出无奈'犹必对天
盟誓'愿终始不相背负'可谓贞正之极也*!施惠'
)李卓吾*上卷 <"+ 在强调生旦之思&颂扬男女
挚情方面'绘图者与出版者&评点者体现了共同的
追求'使该本插图题材的选择&插图风格与评点趣
味和谐一致+

晚明戏曲插图承继传统文人画的布局章法'
各局部景物相互映衬'层次错落&节奏鲜明'形成
意味悠长&意境完整的文心画境+ 绘图者亦不必
遵照文本进行实景描写'可以借助独造的非特指
的虚景写意寄情+ 戏曲插图从形式上看类似传统
的山水人物画'但角色形象绘写却具有戏剧性+
景物摹状因承载剧情表达与人物塑造的更多意

涵'具有其自身的规定性'山水景观为人物感觉&
情绪&意志等精神性显现提供适当的语境'假象见
意'虚景寄情+

李评本)拜月*插图暗合开场环境的描绘(
)!旦"恹恹捱过残春也+ 又是困人时节+ 景色供
愁'天气倦人'针指何曾拈刺+ !小旦"闲庭静悄'
琐窗萧洒'小池澄澈+ !合"叠青钱'泛水圆小嫩
荷叶*!施惠')李卓吾*下卷 >$"+ 整幅画如同一

幅横置的太极图'以栏杆为界'分为两组疏密有致
的幻面'以接近南宋马远)院体画*的风格'呈现
出半边一角之景&向下斜托树枝&水勾回纹等意
趣+ 而庭外景色的繁茂与幽闺景色的简约相呼
应'从视觉心理上营造了一种槛外风光好&闺中人
儿愁的意境'对应文本中旦角对景伤情的情境'以
乐景衬哀情+ 对庭外之景的描写是绘者结合自己
的生活经验&审美体验与审美情感创作出的虚设
之)象*'构成人物活动的自然空间'通过芭蕉&梧
桐等象征离情的意象烘托点染人物愁绪'以自然
景象与人物活动的虚实映带'生发出寓情于景&情
景交融的)超以象外*之境'产生由近及远&物换
景移的观看效果+ 插图中央横出的栏槛曲折律
动'将画面分成远近上下两部分'上半绘庭外之
景'蕉叶&梧桐刻画细腻'枝叶向左下横出'与从右
向左潜步而出的人物走向动势呼应'有摇曳之感'
风致婉约'远处涟漪荡漾'让人想见槛外留白处大
片的湖水之姿+ 下半绘庭院之景'右上为一木质
小屋'透过侧面敞开的窗户看到屋内桌子一角'房
前立一遒曲的假山'左下角和右下角的盆景&榴花
对苑内景色起了装饰作用+

依次为-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凌延
喜刻本-拜月亭记.'拜月(插图

与李评本含蓄空灵的韵致相比'凌刻本)拜
月*插图则显得幽邃旷远'江南柔密景致'为荒凉
萧疏之感所包孕'将)写意式*发挥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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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近景绘庭中石草树木&高低错落'疏密有致'
远景大片留白'汀洲蘋草丛生'远处烟波苍茫'苍
穹点缀几点星星和弯月'水天相接的疏阔高远'渲
染绵延不断逝去复旋的离愁'与旦角惆怅凄迷的
相思心境交融'景中蕴情'以景移情+ 从画面的层
次感看'庭院高起'湖水平流&汀洲突兀'构成高低
起伏之势'加之远近湖石枝叶的动势呼应&造就了
静谧灵动中的光影明暗和景深之感'构图的虚实
调和'实现了幽远情思的生发'文心画意堪比夏圭
名作$溪山清远图%+ 宏放中有细润'远旷中有丘
壑'成为)可以离书而存在的'具有其自身审美价
值的真正艺术品*!周心慧 $$"+

戏曲是表演的艺术'戏曲插图绘者在借鉴文
人画审美观念外'摄入表演性因素以合于曲文情
理的表达'更深层次的图文关系得以建立+ 明刊
戏曲插图有很多并非舞台演出实景的忠实再现'
而是表演性因素在图像空间的铺展投射'或者说
戏曲插图建构并呈现了另类的展演空间+

今考各本)拜月*人物服饰装扮'科介动作'
具有图像转换的另类展演意味( 如李评本中王瑞
兰以右手轻拈左侧衣袖'左手拈指正对香炉'躬身
拜祈'神情专注+ 瑞莲蹑手蹑脚'悄悄靠近正在凝
神祝祷的姐姐'右手轻扯瑞兰衣袂下角'左臂上抬
停在半空'足间距较小'合于)细步*特征+ 凌刻
本中旦角拱手祝祷'姿态娴静&水袖轻曳'小旦手
托下巴扭头望向瑞兰'假山洞观&顽皮天真+ 南戏
$拜月亭%在民间和士人阶层广泛流传'许多史料
记载'直到明末仍在剧坛占有一席之地+ 戏曲插
图中)人物穿着打扮基本上是生活装束'能为表
演装扮出具一个基本的提示*+ 万历三十四年
!<$#$ 年"浣月轩刊$蓝桥玉杵记,凡例%有言(
)本传逐出绘像'以便照扮冠服*!蔡毅 <>#""'明
确指出以插图服装为舞台演出提供借鉴的功用+
今考各本)拜月*服饰'除)锦囊本*属于典型的上
袄下裙'袄在裙外的明代常服外'其余各本旦角均
着短襦长裙'腰系丝带'衣领&衣袖及下裾多有缘
边修饰'但各本亦自有特色+ )李评本*旦角外披
交领褙子'衬出端庄典雅的气质/)陈评本*旦角着
长裙绣有花纹图案'更添清丽之态/凌刻本人物较
小'故以流畅的线条勾画衣纹走向'简洁素雅+ 衣
饰的精细刻画凸显了人物的身份和气质'亦能透过
细节的差异见出不同绘者对人物性格的理解+

齐如山先生说()中国剧脚色在台上之举动'

名曰身段'亦可名曰舞式+ 处处皆有一定之规定'
与真者稍异* )头如何动法'身体如何转法'手足
如何移放'股肱如何姿式'均有特别规定* !齐如
山 "<'"="'一方面'晚明戏曲插图对人物姿势表
情刻画精细'具有舞蹈动作的视觉美感'与生活举
止不同/另一方面'如同演员表演过程中精彩瞬间
的定格'插图的观者'特别是熟谙戏曲板眼节奏的
人看到图绘的情景能够产生亲临剧场观剧的感

受'由图中人物动作联想到舞台搬演中可能出现
的场面+

李评本$幽闺拜月%提示表演动作的科介主
要为()怒科*表瑞兰的心事被瑞莲猜中的反应/
)旦走&小旦跪科*示瑞兰心思被瑞莲看破后先发
制人'直言要到父亲处出首'瑞莲哀求/)小旦下*
!凌刻本为)虚下*"为瑞莲迫于姐姐的用力隐瞒'
不欲揭穿其想法采取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的机智
策略/)旦拜科*指瑞兰焚香拜月'吐露衷情'利用
绰约优美的身姿和婉转流丽的唱腔进行表演'将
姊妹交锋的情绪转换到对月诉衷情的氛围中来'
是旦角发挥唱做功力的重头戏+ )小旦潜上听
科*的动作将瑞莲俏皮&活泼&可爱的少女形象点
染出来+ )小旦走科&旦扯科&跪科*演述的是瑞
莲听到瑞兰的祝祷之词后'扯其衣襟逗弄一番'声
称也要告诉父亲'瑞兰情急之下不得不承认心中
所思的情节+ )小旦悲介*为瑞莲得知姐姐所思
之人乃自己亲兄之后的感叹+ 简单的科介提示如
何转化为具体表演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则要依
演员的表演经验进行想象性发挥+ 李评本)拜
月*插图中王瑞兰以右手轻拈左侧衣袖'左手拈
指正对香炉'躬身拜祈'神情专注+ 瑞莲蹑手蹑
脚'悄悄靠近正在凝神祝祷的姐姐'至其身后'右
脚稍稍靠前'身体向右下倾斜'右手前伸轻轻扯起
瑞兰衣袂下角+ 左臂屈肘上抬停在半空'手缩袖
中'衣袖自然下垂'歪头向左望着姐姐+ 戏谑的样
子&顽皮的动作&略显害羞的神态均刻画生动+ 旦
角拈袖&拈指的手法显其娇柔'动作幅度小'见出
性格的内向含蓄'羞涩的神情&优雅的身姿辅以秀
丽的面容'合于闺门旦端庄典雅的形象特征+ 小
旦的动作体现出肢体表现的丰富协调性'身段流
转富有韵致'举手投足间动作配合协调'足间距较
小'合于)细步*特征'表情调皮与旦角形成对照+
两人之间距离适度'头部与视线侧倾的方向彼此
照应配合+ 这样细腻地表现人物关系&互动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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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概源于表演之道的启发+ 凌刻本)拜月*插
图中旦角拱手祝祷'手藏袖中'小旦身体面向画
外'正对观者'手托下巴扭头望向瑞兰+ 此本人物
刻绘特点有三( 姿态娴静庄重'动作简洁/衣着素
雅'突出水袖特征/小旦的观看视角独特'透过画
面前方的太湖石孔洞观其动作'巧妙运用假山这
一布景'处理瑞莲的藏显问题'既关合剧情'又满
足窥视的乐趣'为插图平添含蓄的意味+ 这些特
点表明戏曲插图与舞台表演在发掘发挥人物身姿

之美&传情之功的思路&效果上是一致的+
从李评本与凌刻本)拜月*插图分析看来'戏

曲版画图文关系的细节呈现并非可以单一归类'
以)情节式*为主画风的插图'亦可点缀)写意式*
的含蕴细节'以)写意式*为主画风的插图'亦可
植入)情节式*的精彩场面'而)戏式*插图则与戏
曲情境对位'或呈现戏曲场面'或揭示情节关窍&
或重构角色关系&或想象展演空间'从而建构了图
与文&人与景&纸面与场面多层次的互动关系+

三& 角色姿态与场面张力

戏曲作品以人物行动的延展勾连完整的叙

事'戏曲插图则以动作瞬间的展示蕴蓄潜在的叙
事力量+ 画面中的角色姿态化动为静'静中飞动'
暗示了情节线索&排场递进和情感意脉的走向'为
插图增添趣味&灌注生气的同时'也以隐含的)戏
式*插图生发一重又一重张力'创造出有别于纸
面和舞台的另一演述维度+

$幽闺拜月%着眼于关目的衔接突转&情节的
轻重措置&场面的冷热调剂'表演排场动静交织'
人物行动张弛有度+ 先是瑞兰自抒闷怀'瑞莲揣
摩瑞兰心思')多应把姐夫来萦牵*'后瑞兰因为
心思被看破嗔怪瑞莲'并以)到父亲行先去说*
)说你小鬼头春心动也*对其倒打一耙'你来我往
的交锋掀起一层情节波澜+ 其后瑞莲假意回房实
则躲在暗处静观其变'场面热度稍稍下降'同时预
示戏剧转关的到来+ 待瑞兰焚香祝祷&瑞莲巧妙
撞破并以)我也到父亲行去说*逗弄姐姐'关目措
置与前文对应'剧情张力达到顶点+ 最后瑞莲得
知那人为己兄'姑嫂相认'二人关系更加密切+ 整
出戏在跌宕起伏的戏剧转关与悲喜交融的场面氛

围中将人物复杂的心理形态层层剥笋般地揭示出

来+ 王瑞兰的真情流露表明其对爱情的坚贞&志

诚&笃定'同时又以含蓄敛抑之态传达出其性格中
深沉纯朴的一面+ 瑞莲对姐姐心思的观察&调侃&
让步&反问等一系列举动流露出闺中少女的天真
俏皮&聪明懂事'这一形象的设置不仅为戏剧排场
增添趣味'而且对剧情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她有意无意地出场'透露了瑞兰最终突破心理防
线吐露真情的情节走向+

李评本-拜月亭记.$拜月%两幅插图

李评本)拜月*插图有两个整幅画面'前一展现幽
闺'后一展现拜月'画面分层空阔'题句)一炷心
香诉怨怀*'点出正旦内心活动'并以闺中独坐&
瑞兰拜月&瑞莲扯衣的戏剧性动作加以勾连'对应
曲文)!小旦"悄悄轻将衣袂拽'姐姐'却不道小鬼
头春心动也*!施惠')李卓吾*下卷 >B"+ 前幅的
独坐图'瑞兰偏居闺内一榻'托袖凝思'身影被重
阁屋宇包裹'在次第展开的景的最内层/画面自床
几帷帐&围栏台阶一层层翻出来'然后是大片的山
石兀自耸立'蕉叶繁花历历可见'呈现了题句)懒
去妆台临宝镜'慵拈针指向纱窗*的角色姿态+
而后幅的拜月图'画面极富流动感'两个人儿居于
双面整幅插图的中央偏左下位置'两个衣袂牵系
的身姿成为整个画面的点睛之笔'聚焦视觉观赏
的最佳处/而瑞兰颔首托肘&充满期待燃起心香'
瑞莲则在身后一手轻轻拈起瑞兰衣角'一手向身
后甩出水袖+ 恬静优雅和天真顽皮的两种身姿叠
印'使构图呈现欹侧荡漾之势+ 随着衣袂翩翩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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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起来的'还有远处的云团风影&屋角的横斜枝
枒'盆景里的柔嫩小草+ 最让人叫绝的是'远处如
抬眼张望的假山'和角色身后俯身缩尾&似翘首窥
探的山石'都无不与画面欹侧之势相依倚'漾起情
感微澜'带来演述的灵性+ 绘者欲通过突转性关
目的选择与捕捉实现图文关系的深层对接+ 由于
文学文本与图像文本所使用的媒介符号不同'前
者以历时的&线性的语词序列完成叙事'后者呈现
的是共时的&并列的物象景观'所以)在它的同时
并列的构图里'只能运用动作中的某一顷刻'所以
就要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使得前前后后
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最清楚的理解*')即最
富于暗示性的'画家描写动作时所应选用的发展顶
点前的一顷刻'这一顷刻既包含过去'也暗示未来'
所以让想象有发挥的余地*!莱辛 @>"+ 李评本所
绘场景即剧情即将到达高潮顶点前的那一包孕性

顷刻'因而负载了巨大的)戏式*容量+ 观者不仅
能通过瑞莲身后的假山想象其前一刻藏身树下的

景象'又通过其从右向左潜步而出的姿态定格'预
示了接下来二人即将展开的对话中隐含的情事+

凌刻本-拜月亭记. $皇华悲遇% $请谐伉
俪%$幽闺拜月%插图

凌刻本)拜月*版心题)拜星月*'点出情节内
容+ 与前幅1皇华悲遇3'后幅1请谐伉俪3画风一
致的是'凌刻本将人物身姿自图中缩小'通过疏密
浓淡&远近前后的笔势'将细长身影置于幢幢屋宇

里'横截围栏旁&高密树影下'远山淡水间'来展示
不同境遇里的角色姿态+ 在)拜月*插图里'与前
幅插图有别的是'角色活动在屋宇与户外相连的
)广袤*空间'屋宇隐去'树影远移'不是人被景包
裹'而是以小驭大&人景如一+ 围栏内的一角与围
栏外的无垠'将晴空朗朗拨开'新月弯弯托起/铺
排的周遭景物'反以广见微'将角色在整个画面中
凸显出来+ 旦角瑞兰居于画幅的视觉焦点位置'
侧身向左立围栏一角'其面前摆放一高脚香桌'桌
上宝鼎中燃起一炷心香'她恭敬直立'合手祝祈'
庄重含愁'尽显端雅闲静之态+ 其身后不远处'瑞
莲立于树下'探身假山前'以右手托颔'凝神静听
瑞兰的祈愿之辞+

需要特别一说的是'$拜月亭%之)拜月*还关
联着拜新月习俗在戏曲场域的特定表达+ 1拜星
月慢3原是唐教坊曲'后入词谱'指的即是拜新
月+ 古俗八月十五拜圆月'为人熟知'与女儿情事
姻缘关合'在古典诗词与戏曲中也多见'如$西厢
记%等+ 而初三起拜新月习俗'戏曲书写并不多
见'而$拜月亭%承之继之+ 瑞兰拜月时说()天色
已晚'只见半弯新月'斜挂柳梢'几队花阴'平铺锦
砌'不免安排香案'对月祷告一番+ 1卜算子3谩
把桌儿台'轻揭香炉盖'一炷心香诉怨怀'且自对
月深深拜* !施惠')幽闺* <=#"'可见拜的是初
月'既暗示了时序'也揭明了瑞兰惦念蒋世隆'
)宝镜分破'玉簪跌折'甚日重圆再接*!<=<"的祈
愿和情事氛围+ 李评本插图刻绘的正是高挂流云
之上的一弯上弦月'空灵皎洁/凌刻本与李评本线
描新月轮廓相类'但瑞兰所拜弯月线条略重'如一
弯弓'与其下放大的孤飞大雁形成某种呼应'略显
凄婉凝重+ 如此看来'一月普照之下&人间各有悲
辛'拜月插图细节之微妙可见一斑+

而凌刻本)拜月*画面观照的场面还有'瑞莲
谎称回房收针线'实则以迂回虚应方式'假装离开
瑞兰视线'背过身后不久又回转过来关注瑞兰一
举一动的事态过程+ 借助画面角色的姿态语言不
仅揭示情节场面的推进过程'传达人物心理情绪'
还丰富增值故事内容'获得观者的理解同情'从而
获得心灵感发'这种张力呈现'暗合了文中小旦
)推些缘故归家早'花阴深处遮藏了+ 热心闲管
是非多'冷眼觑人烦恼少*的内心独白'亦是对文
本中)虚下*这一科介提示所作的想象性演述+
将角色可能展现的一连串动作线中的某个重要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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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加以截取固定'将时间进程中某一重要时刻里
角色的身段姿态&动作表情定格在画面空间中'供
观者反复欣赏玩味&兴发联想'深入静穆的画面情
境'触碰人物当下的心境'可谓这种想象性演述的
绝妙之处+ 可见'凌刻本图像叙事的目的不仅在
)写意式*展示内容'更在于融入)戏式*绘法'将
富有美感的那一顷刻展示给画外观者'试图将凝
定为包融了角色情感意志的)意象*安放在画面
中'引起观者的兴发感动+ 不同刊本人物活动的
刻画源于绘者对情节内容的提炼'李评本的摹绘
受抒情曲文与情节关键的启发'凌刻本则着意于
动作细节和重要情境的衍展'使角色姿态具有了
酿造场面张力或蕴蓄情感力量的作用+

依次为戏曲选本-赛徵歌集.&-月露音.&-玄雪谱. '拜
月(插图

明清戏曲舞台搬演$拜月亭%折目'多为1旷野奇
逢3'1招商谐偶3&1幽闺拜月3/而明清戏曲选本
收录$拜月亭%出目则1旷野奇逢3多&1幽闺拜
月3少+ 目前可知收录$拜月%一折的戏曲选本仅
有$月露音% $歌林拾翠% $赛徵歌集% $玄雪谱%
$醉怡情% $缀白裘%+ 这或许是因为'$幽闺拜
月%为该剧第 >" 折'在 =# 折故事情节脉络上后
置'场面及矛盾冲突也不及第 <B 折$旷野奇逢%&
第 "" 折$招商谐偶%热闹激烈+ 就选入出目看'
$乐府清音歌林拾翠%一集选有$拜月亭% 1走雨3
1兵火31奇逢31山寨31招商31拜月3等九出/$醉
怡情%卷八选入1错认3 1旅婚3 1拜月3 1重圆3四

出/$缀白裘%六编选入1拜月3&十编选入1走雪3
1踏伞3&十二编选入1大话31上山31请医3'计六
出/$赛徵歌集%卷三选入1兵火违离3 1旷野奇
逢31幽闺拜月3三出/$月露音%骚集收入1幽闺
拜月3一折'$玄雪谱%卷一收入1野逢31拜月3二
出+ 而就插图而言'以上前三种选本)拜月*均无
图'后三种则附图不等+ $赛徵歌集%卷三选入
1幽闺拜月3等三出'均插图/$月露音%庄骚愤乐
四集分别插图 <$&<@&"#&<@ 幅'骚集收1幽闺拜
月3一折套曲'在1二郎神慢3曲后有)拜月*插图
一幅'愤集收录1行路3 1途穷3 1备遇3之1山坡
羊31排歌3 1销金帐3三曲'1行路3有插图+ $玄
雪谱%收录的$琵琶记%&$西厢记%&$水浒记%&
$还魂记%等 "= 种剧出有插图 "= 幅'每幅左右各
一月光版'左人物右风景+ 其中'$赛徵歌集%选
入的)拜月*插图'从构图笔法和人景关系看'似
仿李评本拜月插图而作'人物姿态和看点略有变
化'围栏廊柱升高'树影改为竹叶'山石少了嶙峋
多了圆润'流云之上绘圆月'画面用笔不琢'留白
不多'尤其人物敛容蹑迹'不及李评本活脱有生
气+ $月露音%骚集)拜月*插图'从角色位置和主
画面看'似摹陈眉公评本而成'只是方几变成长
几'去了莲塘&枝枒和流云'题词&新月置于槛外空
阔处'角色姿容比之陈评本的郑重显得轻快一些+
而$玄雪谱%)拜月*插图则以双月光版对开出之'
左侧图上有景无人'上有款识)周东村*'远山绵
延'枝枒独立'亭台寥落'一片苍茫+ 右侧图上花
树掩映&山石环立'瑞兰娉婷回眸'俯望坐在身后&
牵其衣袂的瑞兰'画面所展现的整个场景'既非幽
闺'亦非庭院'似是瑞兰走入花园'拜月之后瞻望
迢遆山水了+ 月光版作为苏州版画的典型图式'
虽兴起较晚'但在明末天启崇祯时却后来居上'精
雕细琢'风韵隽秀+ $玄雪谱%之)拜月*插图'以
虚想代替实写'不拘于拜月而拜月神气思理俱现'
方圆之内拓出一片山青水阔'情韵飞动中包蕴着万
千气象'在目前所知收录拜月并附插图的三种明清
戏曲选本中'可谓机趣独出'堪称拜月插图之佳乘+

插图版画之于明清戏曲的传播发展'有着不
可忽视的影响+ 以李评本$幽闺记%与凌刻本$拜
月亭记%之)拜月*插图为例'可以看到晚明的戏
曲插图'在描绘情节&重塑角色&强化戏曲情境基
础上'成为编绘者表达戏曲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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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载体+ 以图版题词与曲文评点相映带'分层重
组曲文意涵/进而借助虚景重构寻求曲意生发'借
助角色姿态的刻绘呈示&以及扮相身段提供的表
演性因素'凸显关目的特定节点与叙事抒情的张
力'使插图画面具备结撰布局&评点鉴识&想象展
演和传神写意的多重价值+ 由此可见'李评本
$幽闺记%与凌刻本$拜月亭记%'在$拜月亭%刊
本流播中对文本延展&曲意生发&人物重塑与故事
增殖的作用'以及明中后期版画插图之于戏曲传
播接受的意义+

注释$/(*#%%

! 学界以较近原本的世本!全本"和锦本!节本"为)古
本*系统/明代通行)时本*中'李评本&陈评本&罗注本等
托名评点本一般认为是坊间刻本'作为昆曲演出底本亦
兼善案头/凌刻本保留古本曲牌曲韵'曲文内容与)时本*
同有删改'显文人整理本品格+ 这类研究参见车锡伦(
)南戏$拜月亭%的作者和版本* !$内蒙古大学学报% "
!<AB@"( A#<$"&俞为民()南戏$拜月亭%作者和版本考
略*!$文献%<!<A@$"( <>#"@"及)南戏$拜月亭%考论*
!$文学遗产%>!"##>"( B##@="&戚世隽()古代戏剧的版
本形态与表演形态###以$拜月亭%为例*!$中山大学学
报%<!"#<="( >?#=="&金宁芬( $南戏研究变迁%!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AA" 年'<AA#"#""等+
" 明德寿堂刊罗懋登注'现存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奇%
本'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索书号( \>><"@+ 卷首标名
$注释拜月亭记%!一名$幽闺记%"'署)汇刻传奇第三种*+
# 李评本刊刻年代'依张文恒()万历刊本-三刻五种传
奇.考略*!$文化遗产%$!"#<="( B?#@$+
$ 陈眉公评本刊刻年代'依朱万曙()明代戏曲评点研
究*!安徽教育出版社'"##" 年'第 A" 页"+
% $幽闺怨佳人拜月亭记%四卷'吴兴凌延喜朱墨套印
本'现存丁卯年!<A"B 年"武进涉园$喜咏轩丛书%影印
本+ 简称)凌刻本*+
9 上图下文即)出相*'最早出自鲁迅$且介亭杂文,连
环图画琐谈%论宋元小说'后学界对)出相*有)文前出
图*)卷首出图* )单面整版出图*等不同理解'与卷首文
前的)全图*&卷头仅绘人像的)绣像*等插图形式阐释亦
不尽一致+ 本文的讨论基于李评本&凌刻本的文前出图&
依序摘出演述+
< 朱思如()$拜月亭%传播研究*!山西师范大学 "#<" 年
硕士论文"/乔光辉()明师俭堂$六合同春%戏曲插图与文
本接受*!$中国美术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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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毅( $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二"+ 济南( 齐鲁书社'
<A@A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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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HE1*H"HJ,7)7( Q,*. X(&//' <A@AH3

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 $拉奥孔%'朱光潜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A@= 年+

1+&//,7K' 1̀--31*' OR3(),FH=)*5**#B0()7/HP3. .̀)7Ka,)7H
:&,Y,7K( X&1R*&W/+,-&()-.(&X.9*,/3,7KV1./&' <A@=H3

吕天成( $曲品%+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六"'中国
戏曲研究院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A?A 年+
第 "#>#$> 页+

1+y' 0,)7C3&7KH@# N2)3,)8"*# *7'*,8(&0# C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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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5I*)//,C)*I3,7&/&03&)-(&HE1*H$H:&,Y,7K(
I3,7)03&)-(&X(&//' <A?AH"#> $>3

齐如山( $中国剧之组织%+ 北京( 北华印刷局'<A"@ 年+
1Q,' M./3)7H90$)#"G)8"*# *7-3)++"5)3-("#&+&4(&)80&B

:&,Y,7K( :&,3.)X(&//' <A"@H3
施惠( $幽闺怨佳人拜月亭记%'凌延喜刻朱墨套印本'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 A@$ 册+ 北
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年+ 第 $B#<?@ 页+

1 D3,' V.,H %**# /0)1&0 /)2"3"*#H M&' )7' 9*)Cc
C3(1F)-1K()R3 &',-,17 &7K()]&' 94+,7K[)7T,HH)0&
D**I+*78(&P"0+8-*33&58"*# *78(&90"$"#)3/&"?"#$
F)8"*#)3=":0)01HE1*HA@$H:&,Y,7K( G)-,17)*+,9()(415
I3,7)X.9*,/3,7KV1./&' "#<>H$B <?@H3

###( $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
第 <<#<" 册+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A?= 年+

1 H)Z117 X()4&(X)],*,17 @##*8)8&< :1="i(,*J,B*
P"0+8-*33&58"*# *7@#5"&#8C0);)H E1*H<< <"H
D3)7K3),( D3)7K3),I1FF&(C,)*X(&//' <A?=H3

王伯敏( $中国版画通史%+ 石家庄( 河北美术出版社'
"##" 年+

1_)7K' :1F,7H@O&#&0)3>"+8*01*7-("#&+&N#$0)2"#$H
D3,Y,);3.)7K( V&9&,%,7& 8(-/ X.9*,/3,7K V1./&'
"##"H3

徐文昭( $风月锦囊%+ $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王秋桂主
编+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A@B年+ 第 "B?#B@页+

1U.' _&7;3)1H ) 03&:(1C)'& D)C3&-15M1F)7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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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8( '&0"&+B O'H _)7KQ,.K.,H 0),R&,( D-.'&7-
:11c' <A@BH"B? B@H3

郑振铎(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
社'"#<# 年+

1P3&7K' P3&7'.1H@D0"&7>"+8*01*7E**<:3*5I/"58,0&+"#
@#5"&#8 -("#)B D3)7K3),( D3)7K3), :11c/-1(&
X.9*,/3,7KV1./&' "#<#H3

###( $郑振铎全集%第 <= 册+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
社'<AA@ 年+

1 H4(&-*;?3&8&E*0I+*7i(&#$ i(&#<,*BE1*H<=H
D3,Y,);3.)7K( V.)/3)7 8(-)7' +,-&()-.(&X.9*,/3,7K
V1./&' <AA@H3

周芜( $徽派版画史论集%+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A@=年+
1P31.' _.HN++)1+*# >,"N#$0)2"#$ >"+8*01BV&,5&,(

873.,M&7F,7 X(&//' <A@=H3
周心慧( $中国古代戏曲版画考略%'$中国古代版刻版画

史论集%'周心慧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AA@ 年+
第 $?#A$ 页+

1P31.' U,73.,H ) 8 D-.'41587C,&7-I3,7&/&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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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2"#$BO'HP31. U,73.,H:&,Y,7K( 8C)'&F&X(&//'
<AA@H$? A$3

+责任编辑! 程华平,

,<=",


	Chuxiang, Annotations and Performances of Moon Prayer Pavilion: A Case Study of Li Zhuowu's Annotated Edition and Ling Yanxi's Engraved Edi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tmp.1647374404.pdf.hIhZ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