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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与)场上*

###明中叶戏曲创作技术性难题与沈璟的曲学贡献

朱万曙!朱!雯

摘!要# 对于沈璟的曲学(以往学术界较多局限于!汤)沈之争"的思维之中(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客观评价* 本文认
为# 在明代中叶后(不少文人积极创作戏曲作品(但他们没有可以遵依的曲律规范(加之吴中昆山腔兴起(所创作的剧本
难以在舞台演出或演唱(因此他们都面临着戏曲创作的!技术性难题"* 沈璟针对这一现状(提出了!词人当行(歌客守
腔"的理论主张(并通过编纂&南曲全谱'等多种曲学著作(示以范式(化解了戏曲创作的技术性难题(赢得了诸多创作者
的推崇(为明代中叶后的戏曲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沈璟+!技术性难题+!曲学贡献
作者简介# 朱万曙(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中国古代戏曲研究+朱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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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是汤显祖逝世 &'' 周年(各地都在举
行纪念活动(对汤显祖的研究又形成了一个热潮*
但如果把镜头推回到明中叶的曲坛(沈璟在当时
他所受到的推崇和赞誉不仅不亚于汤显祖(甚至
在某种程度上还超过汤显祖* 有以下事实可以说

明) 吕天成著/曲品0一书(在论及当代戏曲家的
高下时(将沈璟与汤显祖同列为%上之上&(但又
将沈璟列于汤显祖之右(并且解释说)%予之首沈
而次汤者(挽时之念方殷(悦耳之教宁缓也&
!"#$".王骥德在/曲律0一书中也认为(沈璟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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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的%中兴之功(良不可没&!#%&".而同时的另
一位戏曲家毛允燧则径推沈璟为 %词坛盟主&
!#(&"* 这些评价说明(沈璟在明中叶戏曲艺术
领域内有着很大影响* 但是(由于本世纪以来对
%汤'沈之争&的放大讨论(由于汤显祖的/牡丹
亭0舞台影响的日益扩大(沈璟的曲学贡献以及
创作越来越被忽略* 为什么沈璟在当时有如此广
泛的影响4 为什么他受到同时代戏曲家们的拥戴
推崇4 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我们撇开%汤'沈&比较
的思维定势去深入解读* 笔者认为(在明代中叶
诸多文人从事戏曲创作的热情下(他们却面临着
如何熟悉和把握戏曲格律的技术性难题* 沈璟的
曲学贡献正在于帮助他们化解了这一难题(从而
赢得了他们的推崇(并进而推动了明中叶以后的
戏曲创作*

一% 明代中叶戏曲创作的技术性难题

明代中叶(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加强(政治
愈加腐败(皇帝或信崇方士道术(或沉湎于酒色(
不理朝政(朝臣则拉帮结派(纷立门户(/明史0
%本纪&第二十一%神宗记&曰)%纲纪废弛(君臣否
隔&(%人主蓄疑(奸贤杂用& !&""(一大批官僚士
大夫或从政治舞台上被排挤下来(或主动辞官归
隐* 离开政局之后(为了寻求精神寄托(除了传统
的诗词创作外(有些人蓄养戏班(在红牙拍板'轻
歌曼舞中消磨时光(正如当时的齐恪在/樱桃梦0
传奇序中所说(%近日士大夫(去位而巷处(多好
度曲&!/樱桃梦0卷首"* 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地
区商品经济的活跃也使戏曲艺术逐渐复苏* 在沈
璟的家乡苏吴地区(昆山腔经过魏良辅等人的改
造后(立即深受欢迎*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戏曲创
作也有了新的起色(一些新的传奇作品陆续问世*
但总的看来(从明初到沈璟从事戏曲活动的万历
年间(传奇创作的发展进程还是比较缓慢(与万历
以后的曲坛根本不能比拟(其最为突出的特征是
作家的案头创作与戏曲舞台演出实践相脱节(
%案头之曲&的阴影笼罩着曲坛* 戏曲家们除了
在曲词上堆垛学问'骈俪典雅之外(最为突出的是
不明格律(所创作的作品难以在舞台上演唱*

以曲牌格律联系作家和演员(是中国戏曲有
一个独特规律* 由于从作家创作剧本到演员的舞
台演唱之间(没有音乐家作曲这一环节(连接作家

和演员的纽带是曲牌* 曲牌不仅规定了曲词的字
数和平仄声韵(同时也规定了音乐唱腔* 字数'平
仄声韵属于曲词写作的规范(剧作家按照一定曲
牌的格律要求写作曲词(演员则按照一定曲牌规
定的音乐唱腔演唱* 周贻白先生曾精到地指出了
中国戏曲的这一特点(%如果剧本是一出戏演出
的枢纽(那么唱词的1声韵2便当是剧本文词的枢
纽(同时也是舞台演唱时演员们发声转调的枢
纽&!周贻白 #"* 这里所谓的%声韵&(实际上就
是曲牌格律* 因此(曲牌格律是戏曲从剧本创作
到舞台演出整个过程的桥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 如果作家和演员都不熟悉曲牌格律(或者双
方中的任何一方不熟悉(创作和演出就会脱节(戏
曲作品的艺术价值就不能够全部实现*

元杂剧的音乐是从诸宫调直接繁衍而来* 在
长期艺术实践中(诸宫调本身就已逐渐形成了一
整套曲牌格律体系(它很好地将杂剧作家和演员
们联系在一起(而且在明代初年就有朱权的/太
和正音谱0加以总结* 但是南戏传奇却不然(它
的音乐曲调是从民间村坊小曲发展而来(正如徐
渭所说(%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
顺口可歌而已& !"&#"* 这一特点既使早期南戏
传奇毫无束缚地吸收各种音乐成就以丰富自身(
同时又给作家创作和演员舞台演唱之间设下了一

道屏障* 于此(徐渭又说道)%南曲固无宫调(然
曲之次第(须用声相邻以为一套(其间亦有类辈(
不可乱也* 如7黄莺儿8则继之7簇御林8(7画眉
序8则继之以7滴溜子8之类(自有一定之序(作者
观于旧曲而遵之可也&!"&#"* 这里(徐渭承认了
南戏传奇在不断的发展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曲

牌格律规范(即所谓%自有一定之序&*
徐渭认为(传奇作者只要%观于旧曲而遵之

可也&就能解决问题(但在实践中事情并不简单*
明中叶以前的传奇作家(像他那样地位卑下而富
有才气'认真地创作一部/四声猿0杂剧'并写出
一部最早研究南戏传奇的/南词叙录0的人并不
多(大多数作者都是官僚士大夫(他们只是为了消
闲遣兴而染指戏曲(既无戏曲创作的丰富经验(也
不了解和掌握戏曲艺术的独特规律* 他们可以拿
着一本/琵琶记0模仿其中的曲牌写作曲词(就如
徐渭所说的%观于旧曲而遵之可也&!/南词叙录0
"&#"(对于每个曲牌的曲律却并不通晓* 因此(
不合曲牌格律可以说是他们作品的一个通病*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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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这一方(不明格律的现象同样存在* 由于没
有人对曲牌格律加以认真的总结(演员们只是心
口相传(以至曲牌格律在演唱中混乱驳杂(反过来
更不利于传奇创作*

对于南戏传奇创作和演唱中的这一弊病(凌
濛初在/南音三籁0序中就痛心疾首地说道)%今
之传者置此道于不讲* 作者袭其失步(率臆廓填.
讴者沿其师承(随口啽呓(即有周郎之顾(谁肯信
其误而正之邪4&因而他强调(%学者不得不从宫
调文字入& !/南音三籁0 "#$"* 冯梦龙在为王
骥德/曲律0所写的序中也指出这一状况)%短订
自衿其设色(齐东妄附于当行(乃若配调安腔(选
字酌韵(或略焉而弗论(或涉焉而弗通& !吴毓华
"*("* 他呼吁对南戏传奇的曲牌格律加以认真
总结(%悬完谱以俟当代之真才(庶有兴者&!吴毓
华 "*+"* 因此(对于南戏传奇的曲牌格律的%一
定之序&加以总结(不仅可以给创作者以可以遵
依的形式规范(也能够帮助演唱者的演唱*

与此同时(戏曲的声腔也发生了变化* 嘉靖'
隆庆年间(昆山魏良辅%愤南曲之讹陋&(对昆山
腔进行了加工改造(遂使昆山腔迅通风靡各地(它
%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
则头腹尾音之皆均(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
园(收音纯细+,,-&!沈宠绥 #+("达到了很高
的艺术境界* 然而(这一新的唱腔只是一种清唱
形式(%绝非戏场声口&* 魏良辅也自谓这种清唱
%不比戏场借锣鼓之势(全要闲雅整肃(清俊温
润&!魏良辅 %"* 所以当时人们称之为%水磨调&
或%冷板曲&*

梁辰鱼将昆山腔音乐用于传奇创作和演出*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0说(他继魏良辅之后%起
而效之(考订元剧(自翻新调(作/江东白苧0'/浣
纱0曲&(其/浣纱记0传奇第一次用昆山腔演唱(
获得了极大成功(昆山腔也开始广泛流传* 但是(
当时诸多的剧作家创作的传奇都难以用昆山腔演

唱(这有两种情形) 其一(当时大部分戏曲家连南
戏传奇的基本曲牌格律都未能很好地掌握(对于
这一新兴的昆山腔更是难以运用于自己的创作(
如陆采的/明珠记0(%曲既成(集吴门老教师精音
律者(逐腔改定(然后妙选梨园子弟登场教演(期
尽善而后出& !钱谦益 $+%"* 其二(一些不属于
苏吴地区的戏曲家虽然对昆山腔十分喜爱(但因
为区域不同(创作时对曲牌格律难以把握(作品更

难以用昆山腔演唱* 如李开先是山东人(他的
/宝剑记0尽管影响较大(却需要%吴中教师十人
唱过(随腔字改妥(乃可传耳& !王世贞 $%"* 汤
显祖是江西临川人(与李开先一样(%生非吴越
通&(因而%四梦&备受赞赏(却须经过臧懋循'沈
璟'冯梦龙等人改编后才搬上昆山腔舞台(当时的
张琦曾说)%杜丽娘一剧(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
与实甫/西厢0较胜(独其宫商半拗(得再协调一
番(辞'调两到(讵非盛事与4 惜乎其难之也3&
!张琦 "*'"指的就是这一状况*

这些情形实际上是明代中叶文人创作的共同

面对的技术性难题) 他们有创作戏曲的热情(但
他们不熟悉戏曲的曲牌格律(对于新兴的昆山腔
他们更缺乏了解* 如同诗'词的创作一样(作为一
种新兴文体(如何写出符合这一文体格式的曲词(
写出来的曲词可以让演员演唱(特别是昆山腔的
演唱(这是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二% )词人当行&歌客守腔*#
沈璟格律论的指向

!!万历十七年!#)(+ 年"(沈璟辞去官职(归隐
吴江* 他没有像其他文人士大夫那样(以诗词创
作寄托精神(而是寄情于戏曲* 从辞官归隐之初
直到病老终年(沈璟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之于
戏曲研究和创作(前后达二十年之久* 李鸿/南
曲全谱$序0说他%性虽不食酒乎(然间从高阳之
侣(出入酒社间(卧有善讴(众所属和(未尝不倾耳
而注听也& !吴毓华 &"+"* 对于戏曲(他几乎到
了痴迷的程度* 这种认真'严肃的态度(使他对传
奇艺术在%案头之曲&阴影之下徘徊不前的局面(
必然地感到不满和痛心(促使他在创作的同时(还
花费相当多的精力研究曲学(以帮助文人们熟悉
和了解曲牌格律(将 %案头之曲&转换为 %场上
之曲&*

%案头之曲&的重要表现就是格律不明(作家
和演员没有一个共同的创作'演唱规范* 针对传
奇创作和演出这一弊端(沈璟不仅花费大量的气
力研究南戏传奇的曲牌格律(而且从理论上反复
强调作家和演员都要熟悉曲牌格律(要使自己的
创作和演员都%合律依腔&* 具体体现沈璟这一
理论主(的是他的7二郎神8套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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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郎神5何元朗!一言儿启词中宝
藏!道欲度新声休走样!名为乐府!须教
合律依腔# 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
喉捩嗓# 说不得才长!越有才越当着意
斟量#

4前腔5参详!含宫泛徵!延声促响!
把仄韵平音分几项# 倘平音窘处!须将
入韵巧埋藏# 这是词隐先生独秘方!与
今古词人不爽# 若遇调飞扬!把去声儿
填它几字相当#

4啭林莺5词中上声还细讲!比平声
更觉微茫# 去声正与分天壤!休混把仄
声字填腔# 析阴辨阳!却只有那平声分
党# 细商量!阴与阳还须趁调低昂#

4前腔5用律诗句法当审详!不可厮
混词场# 步步娇首句堪为样!又须将懒
画眉推详# 休教鲁莽!试比类!当知趋
向# 岂荒唐!请细阅&琵琶'!字字平章#

4啄木鹂5 &中州韵'!分类详!&正
韵'也因它为草创# 今不守&正韵'填
词!又不遵中土宫商# 制词不将&琵琶'
仿!却驾言韵依东嘉样# 这病膏肓# 东
嘉已误!安可袭为常#

4前腔5 &北词谱'!精且详!恨杀南
词偏费讲# 今始信旧谱多讹!是鲰生稍
为更张# 改弦又非翻新样!按腔自然成
绝唱# 语非狂!从教顾曲!端不怕周郎#

4金衣公子5奈独力怎提防!讲得口
唇干!空闹攘!当筵几度添惆怅# 怎得词
人当行!歌客守腔!大家细把音律讲# 自
心伤!萧萧白发!谁与共雌黄$

4前腔5曾记少陵狂!道细论诗晚节
详# 论词岂容疏放# 纵使词出绣肠!歌
称绕梁!倘不谐律吕也难褒奖# 耳边厢!
讹音俗调!羞问短和长#

4尾声5吾言料没知音赏!这流水高
山逸响!直待后世钟期也不妨# %沈璟
(&+(

在这支套曲中(沈璟非常明确地提出%合律
依腔&的论点* 他认为何元朗!即何良俊"在/四
友斋丛说$词曲0中说的%夫既谓之辞(宁声叶而
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的话是%词中宝藏&*

但他换了一种说法(那就是%名为乐府(须教合律
依腔&!沈璟 (&+"* 沈璟提出%合律依腔&的论
点即是针对%案头之曲&格律不明之弊的)%合
律&(是针对剧作家不明格律的要求.%依腔&(是
针对演员演唱的要求* 7金衣公子8将%合律依
腔&四个字扩展为八个字###%词人当行(歌客
守腔&* 沈璟抓住了传奇艺术在当时缺乏曲牌
格律的规范(从而使创作和演唱相互脱节这一
症结(不仅从作家创作着眼(而且也兼顾到演员
演唱* 从沈璟全部曲学著作来看(这一点也十
分明显*

首先(他指出剧作者必须%当行&(即要熟悉
曲牌格律(所写作的曲词要%合律&* 他编著了
/南曲全谱0/遵制正吴编0 /南词韵选0 /北词韵
选0/古今南北词林辩体0等著作(都是为了指导
戏曲家了解和把握曲牌格律(以便写出可演唱
的曲词(如/南词韵选0/北词韵选0(从书名即可
知是用来指导用韵的(/遵制正吴编0也同样用
来纠正吴地方音* 尤其是/南曲全谱0一书(沈
璟选取了大量曲例(考订和注明了每支曲牌的
句式'平仄(为剧作家们创作提供了可依的格律
范本*

其次(他又强调歌客!即演员"必须%守腔&(
也就是要按照一定曲牌格律规定演唱* 其/唱曲
当知0即是专门为指导演员演唱曲词而编著的一
部教科书* 虽然该书己佚(但/南曲全谱0中也保
存了沈璟对演员们的要求(他在每支曲子边上都
附点了板眼(这固然可以为剧作家创作时提供参
考(更主要的还是让演员明了演唱节奏* 同时(在
一些曲子的眉批和尾注中(沈璟还特别注明演员
演唱时所要留意的地方(如卷十四7恨更长8一曲
尾注道)%1永2字亦于酩切.1琼2字亦渠营切(不
可作1穷2字音(1莹2字亦为命切(不可作1用2字
音* 此皆唱曲者所当知也&*

正是由于重视%场上之曲&(沈璟进一步认为
%纵使词出绣肠(歌称绕梁(倘不谐律吕也难褒
奖&.%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说不得
才长(越有才越当着意斟量&* %案头之曲&的作
者们对于曲牌格律不熟悉(于是一方面曲词典雅
华丽(一方面却不便演员歌场演唱(即使曲辞富有
文学性(一到歌场就屈曲聱牙(演唱效果并不好(
其艺术价值也没有得到实现* 因此沈璟又抓住戏
曲艺术的价值必须在演员演唱中才得以实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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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着重强调了%讴&的重要性(要求戏曲曲词
必须声'情并茂(曲词的文学性要在演员讴唱的音
乐旋律中展现出来*

在套曲中(沈璟还针对曲牌格律提出了几个
具体的主张)

其一(是%四声&声调问题* 四声在上古汉语
中已经存在(隋朝陆法言著/切韵0(将四声标为
%平上去入&* 但到了中古时期(四声发生变化(
特别是戏曲成为大众艺术以后(曲词创作与演唱
的实践(对于声调必然越来越关注* 元代周德清
的/中原音韵0主要根据元杂剧总结的声韵规律(
对于原有的四声(他重新予以分类(一是平分阴
阳(二是入派平'上'去三声* 这样(%平上去入&
变为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 沈璟在
套曲中提到的/中州韵0(应该就是周德清的/中
原音韵0(显然(他完全继承了周德清的四声分
法(他在7二郎神8套曲中说道(%析阴辨阳(却只
有那平声分党&(所说的正是平分阴阳* 他又说
%倘平音窘处(须将入韵巧埋藏&(%若遇调飞扬(
把去声儿填它几字相当&(则是对入派三声以及
去声使用的理解*

其二(是曲的句法和诗歌格律不同* 他特别
举例7步步娇8和7懒画眉8为例(说%步步娇首句
堪为样(又须将懒画眉推详&* 对此(沈璟/南词
全谱0卷二十所引7步步娇8曲例以及评语可以帮
助我们加以理解* 他引的曲例是/唐伯亨0中的
一支)%半纸功名把青春误(好景成辜负* 携琴往
帝都* 只见几朵江梅(半折微露* 不见老林逋(惟
有清香吐&* 该曲后面(沈璟有评语道)%1半纸功
名2四字(用仄仄平平(妙甚妙甚* 凡古曲皆然*
观/琵琶0之1黄叶飘飘2'1渡水登山2(/荆钗0之
1往事今朝2可见* 盖1黄2字处平仄可通用也*
若用平平仄仄即落调矣* 即如7懒画眉8起句(当
用仄仄平平(而后人多用平平仄仄* +,,-此等
之类甚多(自是作者自留神详察(不能一一而举之
也&!%增订南九宫& %+("*

其三是用韵* 7啄木鹂8说)%/中州韵0(分类
详(/正韵0也因它为草创* 今不守/正韵0填词(
又不遵中土宫商*&显然(沈璟明确要求按照/中
州韵0!即/中原音韵0"和/洪武正韵0填曲* 为
此(他还编有/南词韵选0 /北词韵选0(以帮助作
家正确用韵*

三% -南词全谱.# 沈璟曲学对
技术性难题的化解

!!7二郎神8套曲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沈璟关于
戏曲格律的基本主张和思想* 但是(仅有这些基
本主张和思想还远远不够(它还不能帮助当时的
戏曲家化解把握曲词格律的技术性难题* 于是(
沈璟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编著了/南曲全谱0 /唱
曲当知0/南词韵选0/北词韵选0 /古今南北词林
辩体0等著作(具体指导戏曲家们创作和演员演
唱* 特别是/南曲全谱0(总结和建立起一整套南
戏传奇的曲牌格律体系(为剧作家和演员提供了
一个共同可依的曲牌格律范本*

这并不是一件简单而轻松的事情* 南戏传奇
自问世以来(欣赏者有之(肯定其地位者也有之(
为它立传树碑者有之* 徐渭作/南词叙录0专论
南戏(王世贞也曾论南戏传奇* 王骥德甚至写出
了一本内容详尽的'颇有见解的/曲律0* 然而他
们都没有对南戏传奇的曲牌格律加以总结* 王骥
德竭力促成沈璟编著南曲谱(自己却不去做这件
工作(也许因为它太琐碎(也太困难了*

沈璟编撰曲谱之前(先是有陈'白二氏的/南
九宫谱0 /十三调音节谱0(然而陈'白的所谓
%谱&(只不过是曲牌的目录而已* 嘉靖二十八
年(昆陵蒋孝在/南九宫谱0的曲牌目录基础上(
%辑南人所度曲数十家其调与谱合及乐府所载南
小令者(汇成一书& !)(蒋孝/旧编南九宫谱0(谓
之/旧编南九宫谱0(但是它也只不过给一些曲牌
添加了曲例(并未系统总结南戏传奇的曲牌格律(
故而它也未能起到指导作家创作和演员演唱的

作用*
沈璟的/南曲全谱0在蒋孝/旧编南九宫谱0

的基础上编著而成(但却发生了质的变化* 王骥
德/曲律0对此有清楚的说明)%南词旧有蒋氏/九
宫0/十三调0谱(/九宫谱0有词(/十三调0无词*
词隐于/九宫谱0参补新词(又并署平仄(考定讹
谬(重刻以传(却削去/十三调0一谱(间取有曲可
查者(附入/九宫谱0后& !%#"* 与蒋孝的/旧编
南九宫谱0相比(沈璟新谱在以下几方面有了新
的拓展)

第一(在宫调方面(沈璟新谱进行重新组合(
比蒋谱的宫调范围有了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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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与%场上&

宫调是中国古代音乐标明音高的特殊名称*
它本于五音十二律(五音即宫'商'角'徵'羽(另外
又有变宫'变徵二音(故共有七音* 十二律即黄
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宝'林钟'夷
则'南吕'无射'应钟* 以七音乘十二律(共得八十
四种音调* 与%宫&相乘所得的音调叫%宫&(与其
他六音相乘所得的音调叫%调&(合称为%宫调&*
这么多的音调在实际演唱中过于烦琐(因而宫调
数目逐代减少(到隋唐燕乐时常用的不过七宫二
十一调.而到元杂剧中则只有五宫七调了* 按照
宫调的这一发展情况(明代不应有 %九宫十三
调&(但沈璟的/南曲全谱0又被称为/南九宫十三
调曲谱0* 实际上(%九宫&%十三调&是两个宫调系
统(即陈'白二氏各有/九宫谱0和/十三调音节
谱0* 所谓%九宫&乃包括仙吕'正宫'中吕'南吕'
黄钟五宫及商调'大石调'越调'双调四调.所谓%十
三调&则为仙吕'黄钟'正宫'中吕'南吕'道宫等六
宫和羽调'越调'大石调'商调'商黄调'般涉调'高
平调七调* 蒋孝的/南九宫谱0以/九宫谱0为底
本(添加曲例(/十三调音节谱0则仅存目录附诸书
后* 也就是说(蒋孝旧谱其实只收了九个宫调*

沈璟新谱在宫调取舍上以蒋孝旧谱的五宫四

调为主体(但又选取了%十三调&中的部分宫调以
及歌场流传的其他宫调(共有十四个宫调(它们
是) 仙吕'正宫'中吕'南吕'黄钟'商调'大石调'
越调'商调'羽调'般涉调'小石调'双调'仙吕入双
调(另外还附录了%不知宫调及犯各调&的引子'
过曲一卷*

第二(沈璟新谱增加了大量作为曲例的曲牌*
蒋谱与沈谱的诞生时间相隔五十七年(其间有不
少新的作品问世(新的曲牌大量涌现(一些好的乐
曲流行于歌场(变成了南戏传奇音乐的组成部分(
它们逐渐地固定下来(并成为南戏传奇的新曲牌*
同时(蒋孝旧谱仅仅以/九宫谱0所列曲牌目录添
加曲例(并没有对全部南戏传奇以及散曲的曲牌
进行广泛搜集(因而许多已有曲牌也遗漏于曲谱
之外* 沈璟根据上述两种情况(新增加的曲牌达
二百七十多支* %参补新调&如此丰富(无疑大大
丰富了南戏传奇的曲牌格律体系(使剧作家创作
曲词时有了更为广阔的选择余地*

沈谱在曲牌的分类上(与蒋谱也有所差别*
蒋谱曲牌分%引子& %过曲&两种(沈璟则增加了
%慢词&和%近词&又两种* %引子&是每出戏开始

所唱的曲子(%过曲&是除了%引子&和%尾声&以
外的主要曲子* %慢词&和%近词&(按照王骥德的
解释是)%引子曰慢词(过曲曰近词& !%'"* 既然
如此(沈璟又为何将它们分别开来呢4 王骥德又
说明道)%慢词&和%近词&系/十三调谱0(不列
/九宫谱0内& !%'"* 也就是说(它属于沈璟从
/十三调音节谱0中吸收的一部分曲牌* 但是(查
对沈璟所收的%慢词&和%近词&与/十三调音节
谱0目录(虽然大部分相同(也有少数曲牌并不吻
合(如沈谱正宫%慢词&有7长生到引8一目(/十三
调音节谱0却不见.又如沈谱大石调%慢词&有7乌
夜啼8一目(/十三调音节谱0同样不见* 因此我
们认为(沈璟的%慢词&%近词&这一部分(是以/十
三调音节谱0所列曲牌为主并且旁收其他曲牌而
增加的(它属于沈璟%新增&的二百七十多支曲牌
范围之内*

基于上述宫调'曲牌的增加(沈谱在总体结构
上比蒋谱扩大了很多* 蒋孝旧谱共十卷(/南曲
全谱0则有二十一卷*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是让
曲谱能够真正指导戏曲作家创作和演员独唱(沈
璟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新的努力)

#d考定曲牌
蒋孝虽然为/九宫谱0的每支曲牌选取了曲

例(但是(并没有对每支曲牌的名称'格律要求进
行审订(因此讹误甚多* 沈璟新谱则在曲牌的考
订力面下了很大功夫(对蒋谱中的错误进行了辨
析* 例如(蒋谱7越调8中有一支7铲揪儿8曲牌(
沈谱更其名称为7铧锹儿8(并注明(%此调与7正
宫8之7划锹儿8不问* 然7划锹儿8今多讹为7刬
锹儿8'7铲锹儿8(或又讹为7铧锹儿8(而此调惟
/琵琶0'/牧羊0二记有之(但恐人混于7划锹儿8
耳+,,-&沈璟又将蒋谱7铲锹儿8曲牌所收曲词
改归7正宫8(7划锹令8曲牌下(于尾注道)%此调
旧谱在7越调8内(今查7越调8自有1你说得好
笑2!指7铧锹儿8"#曲(则此调乃当属7正宫8*
又按/香囊0'/四景0诸记(皆有此调(今皆题作
7划锹儿8(因人不识1划2字(故妄改之耳* 旧谱
却改其题曰7铲锹儿8(而曲中幸有1划锹令儿2四
字(故予因悟其本7划锹儿8而误也*&也就是说(
7越调8有7铧锹儿8曲牌(7正宫8有7划锹儿8曲
牌(蒋谱误将后者写成7铲锹儿8(并且归于7越
调8(使得曲牌所属宫调及名称都出现了错误(沈
谱经过认真的考订(纠正了这一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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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蒋孝旧谱的讹误以外(在实际创作和演
出中也有不少曲牌混乱驳杂(以致以讹传讹(沈谱
对此也进行了纠正* 如/拜月亭0有一支7渔家
傲8的曲子)

天不念去国愁人最惨凄# 淋淋地雨
一似盆倾!风如箭急# 侍妾从人皆星散!
各逃生计# 身居处华屋高堂!但寻常珠
绕翠围!那曾经天番地覆受苦时#

沈璟眉批)%今人不知1最惨凄21最2字之妙(
妄改作1助2字'1受2宇.或改作1雨若似2.又或
于1天番2下增出1天番来2三字(皆非也* 又或唱
1覆2字作1覆载2之1覆2(而不唱作1福2字音(尤
可笑* 或又点板在1绕2字下(而遗了1翠2字一
板M非也*&从文意'平仄'句式'板眼各个方面部
予以辨折(保证了曲谱的精确性*

"d釐正句式
作为固定的曲牌(除了声韵方面的要求以外(

句式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一支曲牌由几句曲词所
组成(每句曲词又各有几个字(哪些是%正字&(哪
些是%衬字&等等(都应该有一定的规范(成为作家
和演员共同遵守的准则* 蒋孝旧谱没有对曲牌的
句式进行核订(也没有分别正'衬字(作为曲谱(它
是一片明显的空白* 沈璟新谱则填补了这片空白*

首先(沈璟对一些曲牌的句式予以重新考订(
纠正了蒋谱及创作中存在的谬误不当的句式* 例
如蒋谱7中吕8过曲收有/杀狗记07大影戏8一曲)

嫂嫂行不由径!应是我不开门# 自
来叔嫂不通问!休教人说上梁不正# 听
得一声唬了魂!战战兢兢进退无门# 心
儿好闷!猛开了门!凭兄长打一顿#

沈璟新谱则删去末三句(于曲尾注云)%旧谱
下有1心儿好闷(猛开了门(凭兄长打一顿&三句(
查/杀狗记0原本皆无(且1任兄长打一顿2六字欠
协(今删去*&

其次(沈璟还将曲词的字句分别正衬* 如
7南吕8过曲所收/琵琶记07红衲袄8一曲)

莫不是丈夫行性气乖!莫不是妾跟
前缺管待!莫不是画堂中少了三千客!莫

不是绣屏前少了十二钗# 这话儿教人怎
猜!这意儿教人怎解!敢只是楚馆秦楼!
有个得意人儿也!闷恹恹不放怀#

曲中前四句开头的 %莫不是&'第四句的
%前&'第五'六句的%教&'第七句的%只&和%得
意&(均为衬字(在曲谱的印刷上(字体比正字小*

$d注明平仄
作为曲谱(平仄声韵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朱权的/太和正音谱0根据北杂剧及散曲的十二
个宫调分类(收录了三百三十五支曲牌(并为每支
曲牌都注明了平仄* 平仄声韵是曲牌格律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不熟悉曲牌格律的作家来说(
它的作用可说是举足轻重* 然而(蒋孝旧谱恰恰
没有注明平仄(所以虽名为%曲谱&(实际上却难
以为作家创作提供直接帮助* 沈璟新谱则和朱权
的/太和正音谱0一样(对每支曲子都注明了平
仄* 如/拜月亨07玉芙蓉8一曲(蒋谱仅有曲词)

胸中书富五车!笔下句高千古!镇朝
经暮史寐晚兴夙!拟蟾宫折桂云梯步#
待求官奈何服制拘!叫人怨怨不沾寸禄!
望当今圣明天子诏贤书#

沈璟则于每字之左注明平仄!X者为衬字(不
用韵")

平平X去上平(入去 X平平上(去平平去上
去上平仄平(X平平入去平平去* X平平去平作
平去平(平平去去仄平平去作平(去平平去平平上
去平平*

不仅于此(沈璟还在眉批和尾注中对曲子的
声韵要求加以强调和说明(如上曲的眉批说)%第
一句还该用韵( 1怨2字不必用韵*&又尾注道)
%1富五2'1暮史2'1寐晚2俱去上声(1子诏2上去
声(俱妙*&指出了应该注意的用韵(又点明了该
曲用韵成功之处(这对于作家们写作曲词当然是
大有裨益的*

&d附点板眼
关于板眼(王骥德/曲律0%论板眼第十一&道)

,盖凡曲!句有长短!字有多寡!调
有紧慢!一视板以为节制!故谓之1板2)
1眼2# 初启声即下者为1实板2!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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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与%场上&

1劈头板2# 字半下者为1掣板2!亦曰
1枵板2# 声尽而下者为1截板2!亦曰
1底板2# 场上前一人唱前调末一板!与
后一人唱次调初一板!齐下为1合板2#
.//0-

看来板眼主要属于演员演唱所需掌握的艺术

技巧(如果仅仅为作家写作曲词提供规范(曲谱就
没有十分必要注意这个问题* 但沈璟创制曲谱(
旨在将剧作家和演员统一起来(使他们的创作和
演唱都有一个共同可依的规范标准(以改变%案
头之曲&格律不明之弊(因此他在曲谱中还附点
了板眼* 板眼符号标在曲字的右边(%'&为实板(
%一&为截板* 如7南吕8过曲所收/荆钗记0 7项
窗寒8一曲)

这门亲非是我贪婪!他富室包弹#
.//0

在谱中(%非&%贪婪&%说&%三&%愁&%富&%弹&宇
下均点一实板(%婪&%室&字下则点一截板*

沈璟对板眼如同对平仄声韵一样重视* 除了
附点板眼外(他还在尾注眉批中作说明和强调*
例如蒋孝旧谱7仙吕入双调8收录/拜月亭07嘉庆
子8一曲(其中有%况雨紧风寒怎当&一句(沈谱则
改为%更雨紧风寒势怎当&(尾注道)

%+,,-旧谱中只作1怎当2(而旧本/拜月
亭记0皆作1势怎当2(若依旧谱(则当于1寒2字下
画一截板(而今既有一1势2宇(则当点一实板于
1势2字上矣* 一字之有无(遂使一句腔皆不同(
而一曲之调亦不相协(岂可易言哉3&

王骥德/曲律0 %论板眼第十一&记述了沈璟
对板眼问题总的思想观点)%词隐于板眼一以反
古为事(其言谓) 清唱则板之长'短任意按之(试
以鼓板夹定(则锱铢可辩* 又言) 古腔古板(必不
可增损(歌之善否(正不在增损腔板间* 又言) 板
必依清唱(而后为可守.至于搬演(或稍损益之(不
可为法&!##("* 这里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沈璟
要求清唱必遵板眼(而戏场搬演却可以灵活掌握(
这是比较辩证的观点*

要之(沈璟的/南曲全谱0比之蒋孝的/旧编
南九宫谱0有了突出的提高(可以说是发生了质
的飞跃* 蒋孝旧谱处于草创阶段(其体制作为一

部曲谱来说有着明显的欠缺(因而也就不能起到
指导作家创作的作用*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蒋谱
问世后(传奇创作并未兴起(创作者们大多不知道
有这么一部曲谱* 沈璟的新谱却不同(它为南戏
传奇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曲牌格律体系(其体
制不仅包括曲牌'平仄'句式(而且还附点了板眼*
它既为剧作家创作提供了具体如何使用曲牌格律

的指导(也为演员清唱悬设了规范* 它最大限度
地纠正了南戏传奇%案头之曲&的格律不明之弊(
用曲牌格律将作家和演员统一起来(在他们中间架
设了一道互通的桥梁* 难怪著有/红梨记0传奇和
/一文钱0杂剧的徐复祚称道说)%至其所著/南曲
全谱0'/唱曲当知0(订世人沿袭之非(铲俗师扭捏
之腔(令作曲者知其向往(皎然词林指南车也* 我
辈循之以为式(庶几可不失队耳&!徐复祚 "&'"*

沈璟的格律论不仅纠正了%案头之曲&格律
不明之弊(同时还意在促进昆山腔迅速搬演于舞
台(使昆山腔与舞台演出走向紧密结合* 李鸿
/南曲全谱$序0说(他的/南曲全谱0是%以为吴
歙即一方之音(故当目为律度& !吴毓华 &"+"而
创制(总结的是以昆山腔为主体的传奇曲牌格律
体系* 实践证明(沈璟的格律论也使大部分戏曲
家迅速地运用昆山腔来创作传奇作品(晚明戏曲
家如范文若'卜大荒'冯梦龙'袁于令等作家(就是
遵依沈璟格律论而创作出昆山腔传奇作品的.汤
显祖因为未能用昆山腔创作(甚至还和沈璟发生
了一场争论* 这都说明(沈璟的格律论又是为新
兴昆山腔鸣锣开道的*

王骥德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0所附/词隐先
生手札二通0注中说)%词隐先生+,,-著述甚
富(词曲之学(至先生而大明于世&* 冯梦龙在
/太霞曲语0中也推称道)%词隐先生为词家开山
祖师&* 他们都高度评价了沈璟在曲学方面的成
就* 他们对沈璟并非盲目推崇(因为他们也是造
诣高深的曲学家* 他们的推崇充分说明(沈璟的
曲学确实为文人创作戏曲提供了技术性的指导(
适应了文人们创作戏曲的需要(直接促进了传奇
艺术摆脱%案头之曲&的消极影响而走向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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