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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品'到&曲品'# 论吕天成(祁彪佳的曲品批评

汪!超

摘!要# "曲品#作为明代戏曲批评的重要形态'对诗文等品评范式有所移植借鉴'具体为溯源得委的流派意识&品第高
下的比较意识&意象譬喻的审美意识* 同时'吕天成&祁彪佳结合诗学批评的本色理论'追求"境#"味#的审美趣味'调整
"书品#"画品#里"神&妙&能&具#品的设置'实现"曲品#内涵的新变阐述'从而折射出明代戏曲观念的嬗变! 从文词格律
转向整体审美风格的讨论&"尚法#与"尚意#论争辨析的再现等'体现出"曲品#批评形态的独特价值'以及明代戏曲理论
的时代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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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作为艺术鉴赏的批评形态)从汉代鉴识
人物转至艺术领域)成为文人喜好的文艺批评方
式)涉及诗-词-书-画-戏曲-小说等领域)其中
'画品(有谢赫$古画品录%等-'书品(有张怀瓘
$书断%等-'诗品(有钟嵘$诗品%等-'词品(有郭
麟$词品%等-'文品(有许奉恩$文品%等, 品评
风气同样弥漫于明代曲坛)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戏

曲品评现象)先后有朱权$太和正音谱%-吕天成
$曲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剧品%-高奕$新传
奇品%等较为完整的曲品著作)此外尚有王骥德
$曲律&杂论%提及两则材料* 一为'词隐$南词
韵选%)列上上-次上二等(!'(#"+一为'余欲于暇
中仿$辍耕%$正音%二书例)尽籍记今之戏曲)且
甄别美恶)次为甲乙)以传示将来, 恨未能悉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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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品(到'曲品(* 论吕天成-祁彪佳的曲品批评

有(!'"*", 可见)沈璟与王骥德二位戏曲专家也
有涉及'曲品(范畴的材料,

检阅关乎'曲品(研究的系列成果)多涉及吕
天成-祁彪佳品评戏曲功能-语言-结构等理论的
探讨)如赵景深$祁彪佳2曲品3-2剧品3%-齐森
华$2远山堂曲品-剧品3臆说%等文)总结批评各
自'曲品(的理论价值和思想局限, 所以本文试
图从诗文品评的范畴入手)意在从外在批评形态
和内在批评准则的演绎角度)展现明代以吕-祁为
代表的'曲品(价值,

一( &诗品'范式的移植与借鉴

明代文人涉足戏曲品评的阐述)相对于诗文
抑或书画领域而言略晚)所以吕-祁'曲品(探究
的切入)存在品评范式的移植借鉴或者不谋而合
之处)共同构成'品(的独特魅力, 此处标列而出
的'诗品(范式)并非仅限钟嵘$诗品%的体制形
态)而是泛化为诗词-书画等领域)吕天成等曲家
关于戏曲品评的阐述)一方面直接延续传统的品
评模式)吕天成$曲品&序%云*'仿钟嵘$诗品%-
庾肩吾$书品%-谢赫$画品%例)各著论评)析为
上-下二卷(!##"")将诗文品评的形态移植引入
戏曲领域)丰富戏曲批评的外在形式和理论内涵+
另一方面受到明代批评风气的熏染)高棅$唐诗
品汇%-杨慎$词品%-李开先$中麓画品%等)纷纷
展开各自领域的文艺品评, 同时)沈璟-王骥德与
吕天成等曲家亦师亦友)都有涉及戏曲品评范畴
的论析)成为明代'曲品(深入阐释的时代背景,
梳理传统诗文-书画等的品评)存在较具特色的品
评范式)反映在'曲品(的移植借鉴大致有如下三
个层面* 溯源得委的流派意识-品第高下的比较
意识-意象譬喻的审美意识,

首先)溯源得委的流派意识, 吕天成$曲品%
品评曲家 &K 人和作品 #&" 部)面对如此众多的曲
家作品)吕氏标示出明确的流派意识*'予虽不遵
古而卑今)然须溯源而得委)仿之$诗品%)略加诠
次)作$旧传奇品%( !##"")钟嵘$诗品%作为诗
学领域品评的典范)清代学者章学诚评价为'深
从六艺溯流别也(!#")而$曲品%流露出的流派意
识大约在于* 一是风格倾向的流派, '今人不能
融会此旨)传奇之派)遂判而为二* 一则工藻缋少
拟当行+一则袭朴淡以充本色(!""")从风格角度

区分为'藻缋(与'本色(两派)其中针对'玉茗
派(评$拜月亭记%曰*'元人词手)制为南词)天然
本色之句)往往见宝)遂开临川玉茗之派(!#$)",
尤其是嘉隆曲坛追求骈俪的风尚)如评郑若庸
$玉玦%*'典雅工丽)可咏可歌)开后人骈绮之派(
!"'%")明确标出诸家之间的前后关联+二是地域
群体的流派, $曲品%评谢谠$四喜记%提出'上虞
有曲派)此公甚高( !'K#")按其著录评议的上虞
曲家大约包括谢谠-郑祖法-车任远-朱期-赵于礼
等人,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也有对骈俪曲派的
梳理)认为最早源自贾仲明$金安寿%!又名$度金
童玉女%")其流则有梅鼎祚$玉合%'骈俪之派)本
于$玉玦%(等!)(*", 所以)吕-祁针对源流原委
的梳理)并非作家作品的简单罗列)而是体现出强
烈的曲史意识,

其次)品第高下的比较意识, 重视纵向溯源
梳理的同时)尚有横向的高下比较)六朝时期的品
评著作受到当时人物品评风气的影响)借用第一-
第二-第三等)或者上-中-下三等九品的排列顺序
进行高下先后的等次评定, 钟嵘$诗品%按照'三
品升降(品第 #"" 位五言诗作家)所以'品(存在
品评的批评指向* 一是设置高下品级)一是评定
优劣特质)同时'评('品(又有差别*'评(重在评
论作家作品自身的内容+'品(则辨明作家作品之
间的高下)更加突出品第优劣的比较意识, 体现
在'书品(如李嗣真$书后品%分为上-中-下三品)
'画品(如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云*'以张怀瓘
$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
分为三, 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
劣也(!%$", 明代'曲品(也有沿袭这一思路)朱
权$太和正音谱%评元代曲家即有前后主次的态
度)如马东篱'宜列群英之上(!'""-白仁甫'宜冠
于首(!'""-张鸣善'诚一代之作手)宜为前列(
!''"等, 吕天成$曲品%也对'新传奇(进行高下
评定)如将汤显祖与沈璟二人同时列为 '上之
上()并且二者之间略有区分*'予之首沈而次汤
者)挽时之念方殷)悦耳之教宁缓也, 略具后先)
初无轩轾, 允为上之上( !'%")将曲坛争议较大
的汤沈之辩纳入品第的批评范畴,

最后)意象品评的审美意识, 以意象譬喻风
格特征较早见于袁昂$古今书评%)如'卫恒书如
插花美人)舞笑镜台( !%)"+'孟光禄书如崩山绝
崖)人见可畏(等!%)", 钟嵘$诗品%也有具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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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各家风格)如'中品(论述范云-丘迟云*'范诗
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 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
草(!%(")形象具体地描述勾勒起到画龙点睛的
妙处, 涉及'曲品(范畴则有朱权论'古今群英乐
府格势(选取意象分别品评元明曲家)其中立动
物之'象(如'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 !'"")立
自然风景之'象(如'费唐臣之词)如三峡波涛(
!'"")立人物之'象(如'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
人(等!''")构建的意境偏于空灵蕴藉之美, 王
骥德$曲律%曾借用意象品评汤-沈如'新出小旦(
与'老教师登场( !"*(")形象生动地点拨出二人
的不同风格, 祁彪佳则多于文词-结构等品评)其
中文词方面如祝长生$红叶% '葩藻之词)如三峡
波涛)随地委折( !)$&")戏曲结构方面如王元寿
$空缄%'此记贯串如无缝天衣(等!)$(",

所以)吕天成-祁彪佳关于'曲品(的展开)基
本延续诗文-书画领域品评的体例)移植借鉴传统
的品评体形态)同时结合明代戏曲文体的时代演
变)从而构成明代'曲品(的独特风貌,

二( 诗学批评思想的介入与演变

吕天成-祁彪佳'曲品(移植借鉴于'诗品()
不只体现于体例形式的外在表现)更重要在于诗
学批评思想的介入)流露出明代戏曲批评的曲本
位观念)同时又力图传奇戏曲文体的建构确立)折
射出戏曲批评向剧本位观念也即戏曲综合体性辨

析认知的转变,
'曲品(虽然面向元明时期的戏曲文体)但依

旧无法摆脱传统文人的批评视野)时时流露诗学
批评思想的介入)吕天成明言其所效仿钟嵘的
$诗品序%云*'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
尝不以诗为口实, 随其嗜欲)商榷不同, 淄渑并
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意在品
第高下以实现诗坛准的可依)钟嵘品诗的现实针
对性非常明确, 吕天成指向曲坛利弊的用意也很
明显)其$曲品序%记载*'予曰* 4传奇侈盛)作者
争衡)从无操柄而进退之者, 矧今词学大明)妍媸
毕照)黄钟瓦缶)不容并陈)白雪巴人)奈何混进.
子慎名器)予且作糊涂试官)冬烘头脑)于曲场张
曲榜)以快予意, 何如.5生笑曰* 4此段科场)让
子作主司也,5( !#")认为品第曲坛'黄钟瓦缶(
与'白雪巴人(的混乱局面十分必要)这也与曲家

祁彪佳的观点不谋而合)'予操三寸不律)为词场
董狐)予则予)夺则夺)一人而瑕瑜不相掩)一帙而
雅俗不相贷)谁其能幻我以黎丘哉(!)'%", 可见
'曲品(具有较为浓烈的'试官(和'主司(意味)
试图整顿曲坛秩序以促进曲坛良性发展,

吕天成依旧延续诗学批评的术语)以'当行(
'本色(作为品评曲坛的标准)'第当行之手不多
遇)本色之义未讲明, 当行兼论作法)本色只指填
词, 当行不在组织饾饤学问)此中自有关节局概)
一毫增损不得+若组织)正以蠹当行, 本色不在摹
勒家常语言)此中别有机神情趣)一毫妆点不来+
若摹勒)正以蚀本色(!""", 早在南宋严羽$沧浪
诗话%就提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
悟, 0//1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严羽
借以禅理来喻诗论)道出熟参各类诗歌作品以妙
悟'本色(的真谛并形成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
'当行('本色(术语进入戏曲理论批评内涵丰富)
涉及戏曲文词语言-表演风格等方面)强调朴素-
自然的审美标准, 吕天成则将二者分立别说)特
意细化二者各自的内涵指向*'当行(在于整体布
局结构)'本色(倾向文词审美趣味)强调戏曲文
学范畴的文体要求)同时又指出'殊不知果属当
行)则句调必多本色+果其本色)则境态必是当
行(!"'")肯定各自关联的'句调( '境态(两途)
对于戏曲文体体性整体呈现的统一性,

吕天成从'当行('本色(入手)实又指向意境
和趣味的审美追求)成为其品评元明曲家和曲作
的重要元素, 吕天成界定'当行(已从'境态(着
眼)同时辨析传奇与杂剧文体也说*'杂剧但摭一
事颠末)其境促+传奇备述一人始终)其味长, 无
杂剧则孰开传奇之门. 非传奇则未畅杂剧之趣
也(!#", 分别辩论杂剧于'境(-传奇于'味(两
途的长处)而落实至具体戏曲作品的谈论)'味(
与'境(则又称为其品评的关键词,

'味(与'境(作为诗学批评术语并不陌生)钟
嵘$诗品序%明言*'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
滋味者也)0//1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
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其讨
论五言诗的重要标准就在意味深远)其后诸如唐
代王昌龄-皎然-司空图诸家说诗也都提出'味外
之旨(的审美追求, 吕天成品评曲作关注'曲味(
如'$杀狗%* 事俚)词质, 0//1 词多有味(
!#%%")'$四节%* 初出时甚奇)但写得不浓)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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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品(到'曲品(* 论吕天成-祁彪佳的曲品批评

点大概耳)故久之觉意味不长( !#*#")'$风教
编%* 一记分四段)仿四节体)趣味不长( !"')")
'$白练裙%* 曲未入格)然诙谐甚足味也(!"%)",
同时还以'致(作为关键词)如评'$灌园%* 有风
致而不蔓)节侠具在( !"'#")'$桃符%* 宛有情
致)时所盛传(!"#K")'$存孤%* 事甚奇)词亦雅)
且有风致(!'KK")无论肯定与否都立足戏曲文本
整体审美趣味的追寻,

诗境的讨论同样见于唐代皎然$诗式&辨体
有一十九字%*'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
首举体偏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偏逸( !$&")
境界的构建成为诗人创作的文体自觉, 吕天成
$曲品%多次出现诸如'境界( '佳境( '苦境( '情
境(等词)并且品评戏曲境界多集中于汤显祖-沈
璟-徐渭等名家名篇)如评$牡丹亭%'著意发挥怀
春慕色之情)惊心动魄, 且巧妙叠出, 无境不新)
真堪千古矣( !""#", 而平庸的作品则运用'腐
境('酸境(等词)如'$彩楼%* 作手平平)稍入酸
境)且是全不核实( !#%&")'境(不仅作为理论批
评的支撑点)而且视为戏曲品格的审美理想, 同
时)'境(与'情(出现连用*'情同境转( '真情苦
境('境惨情悲('有境有情('情境亦了了('虽有
情境)殊失事实('第情境犹未彻鬯()将明代戏曲
普遍阐扬的'情(与'境(连接起来, 这既是对于
诗论情境说的印证阐释)又是明代戏曲主情说的
理论附着,

可见)吕天成从'当行( '本色(入手)发掘戏
曲文体'境(与'味(的审美趣味)足以体现其品评
的曲本位观念)侧重于戏曲文学意味的强调, 但
同时吕天成又进行剧本位的综合思考)对于传奇
戏曲文体整体特性的品评辨析)也完成从诗学批
评向曲学批评的转变建构,

吕天成品曲于情境-趣味的强调之外突出戏
曲格律的重要)如评'$双卿%* 景趣新逸)且守韵
调甚严)当是词隐高足(!"(&#)K")'$投桃%* 甚
有情趣)且知守韵律)尤为可喜(!"$#")两部作品
都属于上品之列)对于趣-律双美的作品赞赏又
加)这尤其表现在对于晚明曲坛汤-沈二人的争
议)吕天成首先肯定王骥德'松陵具词法而让词
致)临川妙词情而越词检(的点评)认为二人'略
具后先)初无轩轾, 允为上之上()并且高度评价
'此二公者)懒作一代之诗豪)竟成千秋之词匠)
盖震泽所涵秀而彭蠡所毓精者也(!'%", 不仅如

此)吕天成进一步提出调谐的思路)'倘能守词隐
先生之矩镬)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
美者乎.(!'%", 明确填制戏曲格律-文词必不可
少)并意识到汤-沈二人各有所长)从而摒弃优劣
而合之双美, 此外)'曲品(还时时关注填制戏曲
之'法()体现出强烈的戏曲文体思想)如'卷下(
评$琵琶记%曰*'其词之高绝处)在布景写情)真
有运斤成风之妙, 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
体裁, 可师)可法)而不可及也( !#$'")针对情
节-文词-布局等作法一一品判, 此外还旨在传奇
文体的树立)如评'$双环%* 此木兰从军事)今增
出妇翁及夫婿)串插可观, 此是传奇法( !'"&")
'$霞笺%* 此节心坚金石传)死者生之)分者合
之)是传奇体(等!'%'")完成对于戏曲综合体性
的整体审视,

祁彪佳也在$曲品叙%表明'韵失矣)进而求
其调+调譌矣)进而求其词+词陋矣)又进而求其
事, 或调有合于韵律)或词有当于本色)或事有关
于风教)苟片善之可称)亦无微而不录(!)'%")明
确指出调-词-事三大品判依据)并且认为'故求
词于词章)十得一二+求词于音律)百得一二耳,
品中虽间取词章)而重律之思)未尝不三致意焉(
!)'*#'&", 所以从祁彪佳品评具体作家作品可
见)已然存在从曲词向场上的关注)如评 '$玉
杵%* 文彩翩翩)是词坛流美之笔, 0//1然律
以场上之体裁)吾未敢尽为$蓝桥%许也( !)%)")
'$水浒%* 记宋江事)畅所欲言)且得裁剪之法,
曲虽多稚弱句)而宾白却甚当行)其场上之善曲
乎.(!)%*", 所以祁彪佳与吕天成较为一致地表
现出)涉及传奇之'事佳(-结构是否'传奇(-串插
是否奇特等问题)更加关注戏曲叙事因素的强调)
实现从'曲(向'剧(的演进转变)从某种程度而言
也是在戏曲品评这一特殊方面)揭示出晚明戏曲
批评理论的突破与升华)以及晚明背景下曲家戏
曲观念的转变)'中国古代戏曲批评的建立经历
了一个从诗学体系借用品鉴范式到逐渐建构适应

于剧场艺术的品鉴范式的过程)这是戏曲批评逐
步走向成熟的过程(!陈维昭 "#(",

三( &曲品'品格的列置与辨析

按吕天成所言'仿之钟嵘$诗品%-庾肩吾$书
品%-谢赫$画品%例( !#")其间上中下三品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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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源出人物品评的三等九品制)同时增添'神-
妙-能-具(的四分法)以及祁彪佳'妙-雅-逸-艳-
能-具(的六分法)实际上又融合了'书品(-'画
品(领域的演绎)实现品第与审美的融合统一)促
进品评形态的丰富成熟,

唐代皎然$诗式% '辨体一十九字(曾高度凝
练地概括意境风格)展现出审美品格在批评观念
的流露, 而'神-妙-能-具(等品评体例)着重从
品格审美的角度展开论述)其具体操作出现于唐
代张怀瓘$书断%)品列'神品(二十五人-'妙品(
九十八人-'能品(一百七人!#%##%)")刘道醇
$五代名画补遗%也分神-妙-能三品)而至$直斋
书录解题卷十四%评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则更进
一步)'所分凡神-妙-能-逸四品)神-妙-能又各
别上中下三等)而逸品则无等次)盖尊之也,
0//1李嗣真作书品后)始别以李斯等五人为逸
品, 张怀瓘作书断)始立神-妙-能三品之目, 合
两家之所论定为四品)实始景玄, 至今遂因之)不
能易( !$)#$$", 至此)基本厘清书-画品领域
'神-妙-能-逸(四品的品定格局)吕天成-祁彪佳
二人于'曲品(则稍有增减)并且其先后次序的界
定以及具体作品的品评)则又折射出晚明戏曲思
想观念的嬗变* 一是从文词-格律的讨论模式转
向整体审美风格的概述+二是'尚法(与'尚意(论
争辨析的再现,

吕天成基本认同'神-妙-能(三品的界定)增
加'具品(而独没有标列'逸品()考量吕天成具体
曲作的品列评析)或可明晰吕天成戏曲品评的审
美观念, 首先)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具体诠释
'妙品(为*'画之于人)各有本性)笔精墨妙)不知
所然, 若投刃于解牛)类运斤于斫鼻)自心付手)
曲尽玄微)故目之曰妙格耳(!"", 要求'妙品(合
乎本性-运用自如的艺术境界)那么吕天成品列
'妙品(的曲家则有邵灿-王济二位)其中'常州邵
给谏)0//1选声尽工)宜骚人之倾耳+采事尤
正)亦嘉客所赏心, 存之可师)学焉则套( !%",
而'妙品三($香囊记%则为*'词工)白整, 尽填学
问, 此派从 $琵琶% 来)是前辈最佳传奇也(
!#%K")吕天成品评认可其工于音律和主题正统)
邵灿文人化的创作得心应手)其'妙(对应于早期
传奇戏曲创作主体的民间化和戏曲体制的零乱现

象而言)所以被列于前辈传奇的佳作之一)与后期
其他曲家指摘邵灿戏曲的弊端)集中'尽填学问(

和词藻华靡的观点明显不同,
其次)吕天成将'逸品(从四品里落选)黄休

复$益州名画录%里释'逸品(为*'画之逸格)最难
其俦, 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
得之自然)莫可楷模)由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
尔(!#", '逸品(一度被置于四品之上)作为书画
创作的最高艺术境界)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自
序(言'以张怀瓘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
上中下)又分为三, 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
品)以表其优劣也( !$*", 表明'逸品(的增加及
其位次的排序直接关联着书画观念的辨析)'自
昔鉴赏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 独唐朱景
真撰唐贤画录)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后黄休复
作益州名画记)乃以逸为先)而神-妙-能次之, 景
真虽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贤愚)然逸之高)岂得
附于三品之末)未若休复首推之为当也, 至徽宗
皇帝)专尚法度)乃以神-逸-妙-能为次( !邓椿
##(", 可以说)基本体现出'尚法(与'尚意(观念
的分歧)这同样作为传奇戏曲文体辩论不休的话
题)尤其在'汤沈之争(的讨论中得以强化)吕天
成落选'逸品(也直接反映出其戏曲思想)面对曲
坛创作'不寻宫数调('不就拍选声(的现状)而强
调'规矩设矣)方员因之(的目的)同时认为'予之
首沈而次汤者)挽时之念方殷)悦耳之教宁缓也(
!'%")这些措辞也大致折射出吕天成'尚法(的曲
学倾向,

最后)'具品(的讨论已见'画品(范畴)如所
谓'具品(殆指'夫画特忌形貌采章)历历具足)甚
谨甚细, 而外露巧密)夫谨细巧密)世孰不谓之为
工耶, 然深于画者)盖不之取)正以其近于三病
也(!何良俊 ")%")倾向于'缺乏情致-罗列记录-
以求全备( !")%"的范围)吕天成评论'具品(如
'沈寿卿蔚以名流)雄乎老学, 语或嫌于凑插)事
每近于迂拘, 然吴优多肯演行)吾辈亦不厌弃(
!#$")沈龄作为名流却在曲家强调的'词( '事(
两途多有不足)只是鉴于吴中地区艺人仍有演出
的考虑而存留)同时'卷下(部分列其三部作品为
'具品(*'$三元%* 冯商还妾一事)尽有致, 近插
入三事)改为四德)失其故矣( !#&(")'$龙泉%*
情节阔大)而局不紧)是道学先生口气( !#&)",
从吕天成批评语气可见其不满的态度)另外其他
诸如'$投笔%* 词平常)音不叶)俱以事佳而传
耳(!#&%")'$五伦%* 大老钜笔)稍近腐(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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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流露出遗憾之余作为存档的意味和无奈,
祁彪佳则借鉴'妙-能-逸(三品)未标列'神

品(而补充有'雅品-艳品()其$凡例%首先明确
'文人善变)要不能设一格以待之, 有自浓而归
淡)自俗而趋雅)自奔逸而就规矩, 如汤清远他作
入4妙5) $紫钗%独以 4艳5称+沈词隐他作入
4雅5)$四异%独以4逸5称, 必使作者之神情)与
评者之藻鑑)相遇而成莫遁之面目耳( !出处
)'*")说明曲家个体#风格的多元化和可变性现
象)也为其'曲品(列目的丰富提供理论前提, 同
时曲家风格的界定自由灵活)针对不同曲家甚至
同一曲家的不同作品也区分对待)形成与'书-画
品(-吕天成'曲品(相对固定的不同之处)呈现出
'曲品(形态的包容性和变通性,

祁彪佳保留'画品(置'逸品(为先的体例)而
在其后则新列'艳品()入选的准则大约在于两个
方面* 一是描情写景的戏曲主题)如评'$紫箫%*
工藻鲜美)不让$三都%-$两京%, 写女儿幽怀)刻
入骨髓)字字有轻红嫩绿(!)($")'$红渠%* 记中
有十巧合)而情致淋漓)不啻百转(!)($"+一是文
词藻绘也即'艳品(的重要元素)如评'$紫钗%*
先生手笔超异)即元人后尘)亦不屑步, 会景切事
之词)往往悠然独至)然传情出太觉刻露)终是文
字脱落不尽耳)故题之以4艳5字( !)($")'$戒
珠%* 勤之每下笔)藻采飚发)0//1语以骈偶见
工+局以热艳取胜(!)(%")'$太霞%* 眉公评之以
4骈丽精整)雄奇变幻5)足为此曲定论( !)(&",
品评杂剧作品同样如此)如'$踏雪寻梅%* 以殊
艳之词)写出淡香疏影)而艳不伤雅)以是见文章
之妙(!$)$")'$牡丹园%* 以美人配名花)飘韵欲
仙)缀词如绣)繁英嫩芷)零落满楮(!$)%", 可见
祁彪佳对于'艳品(的设立)并非简单取材于'书-
画品(的理论)而是针对当时曲坛的发展现状)紧
扣曲坛戏曲创作的风气)突显戏曲品评的时代
风貌,

同时)'凡例(又对'雅品(进一步说明* 一处
为'文人善变)要不能设一格以待之, 有自浓而
归淡)自俗而趋雅)自奔逸而就规矩, 0//1沈
词隐他作入4雅5)$四异%独以4逸5称(!)'*"+一
处为'词曲一经改窜)便与作者为二, 有因改而
增其美)如李开先之$宝剑%列4能5)陈禹阳之$灵
宝刀%列4雅5是也, 有因改而失其真)如高则诚
之$琵琶%列4妙5)莲池师之$琵琶%列4雅5是也(

!)'*", 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列有'雅品(多达
&K 种杂剧)其'雅(不仅在于以韵取胜)如'$海棠
仙%6北四折7* 韵致绝胜(!$'%")'$福禄寿%6北
五折7* 以俗境而独入雅道)盖繇韵胜其词耳(
!$'$", 而且还在于运笔遣词)如'$醉写赤壁赋%
6北四折7* 北剧每就谑语-俗语取天然融合之致)
故北调以运笔为第一义, 0//1此剧设色于浓
淡之间)遣调在深浅之际)固佳矣(!$'&", 可见)
对于'雅品(的界定实则文人审美趣味的结晶)更
是体现出明代曲家的集体追求)可体现于品评
'$三义成姻%6南北四折7* 词律严整, 再得词情
纡宛)则兼善矣(!$()")'$男王后%6北四折7* 取
境亦奇, 词甚工美)有大雅韵度( !$($")两部曲
作基本代表他们戏曲审美理想的塑型)紧扣曲坛
现状发掘戏曲演变的文人化特性)揭示戏曲文人
化的审美趣味, 可见)'妙-逸-雅-艳(等品的标
列)既体现出戏曲美学特性的高度肯定)又从'曲
品(角度折射出明代戏曲的时代风貌,

与此同时)较之吕天成与祁彪佳'曲品(分类
的互有同异)又体现出二人戏曲观念的分歧)再次
印证'专尚法度(与'专尚意趣(的不同倾向)代表
了当时曲坛两股明显的戏曲思想)也是明代诗文
批评对此问题辩论的又一反映,

吕天成$曲品%时时流露出'尚法(的倾向)针
对曲坛发展现状指出'国初名流)曲识甚高)作手
独异)造曲腔之名目)不下数百+定曲板之长短)不
淆二三, 0//1不寻宫数调)而自解其弢+不就
拍选声)而自鸣其籁( !#")与沈璟等曲家一样目
的非常明确)试图通过'曲品(形式树立标准以廓
清曲坛乱象,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叙%同样得
以佐证*'故吕以严)予以宽+吕以隘)予以广+吕
后词华而先音律)予则赏音律而兼收词华, 要亦
执牛耳者代不数人)虑词帜之孤标)不得不奖诩同
好耳(!)'%")祁氏明确表示与吕品角度和原则的
差异)或者说'吕天成和祁彪佳各自的戏曲审美
趣味直接决定了他们对戏曲品评所构置的评判准

则)可以这样说)吕天成所持的乃是以4当行领
衔5的-体现新的美学准则的戏曲审美标准+祁彪
佳所持的戏曲审美标准则是以4自然统摄5的)较
多地融化了传统审美思想和文人士夫的审美趣

味(!谭帆 &'")实际上)自'汤沈之争(后'尚法(
与'尚趣(一直争议不休)直至'合之双美(观点的
最后形成)这也是明代戏曲发展的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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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吕天成-祁彪佳突破明代戏曲批评
的体例形态)无论从外在形式还是内容思想方面)
积极移植'诗品('书品('画品(传统在戏曲领域
的具体实践)同时又结合曲坛的背景现状与戏曲
的文体特性)既扩充'品(这一独特的批评形态)
又丰富明代戏曲理论的思想内涵)如此方是发掘
审视明代'曲品(价值的角度所在,

引用作品$4"%A2(.)$#%

陈维昭* $中国戏曲的双重意义阈* 陈维昭古典戏曲论
集%, 南京* 凤凰出版社)"K## 年,

0<,-/) _-2T,63L5)"6.'%&='>&).8 )4/&-#'>'1-2#-4-@+#@'*
/&'# G'-\&+))# /.+>>-@+.<E'=+?P6/ 2̀/E* U,3-/2b
U;S=28,2/E?3;8-) "K##L1

邓椿* $画继%,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年,
0X-/E) <,;/L (+-#3-#2 /)#3-#"+3-)#? G-2̀2/E* U-37=-

U62/12/EU;S=28,2/E?3;8-) #&$(L1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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