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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何以成为!一代之文学"

!!!兼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反思

徐大军

摘!要# !唐诗宋词元曲"这类序列一直是历代各家用以推尊元杂剧的工具#但它并非必然地指向于!一代有一代之文
学"这个论断#而且它基于推尊元曲所表达的源流$并称$递变等含义#虽讨论框架在元代$明清$清末历经三次变化#却一
直着眼于元杂剧的词章属性来论定其价值#把元杂剧视为诗歌框架中的乐府词章$剧曲框架中的曲词典范$文学框架中
的诗歌最高等% 比较而言#王国维则立足于戏剧属性#在近代新型的文学格局中重新利用这个序列来推尊元杂剧#基于
两个评判维度&一种文体的发展框架$一个朝代的文学格局'#提出了元杂剧为!一代之文学"的开创性论断% 此论断虽
成于王国维个人的思考#但促使他思考的框架$立场和眼界#则得益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语境% 至于后之学者基于当世
时代精神或文学发展观念附加在!一代之文学"中的含义#实属对王国维!一代文学"论的再引申% 厘清元杂剧被推尊为
!一代之文学"的传统$时代与个人因素#有助于对文学史$戏曲史与学术史相关问题予以切实的分析与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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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王国维在其分章刊发的*宋元戏曲
史+中推尊元杂剧为"一代之文学#%由此激发了
众多学者对前此各种推尊元杂剧之法的热情寻

索, 一类是着眼于这个判断的表述方式%认为
"唐诗宋词元曲#以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
法起始于金元而历代有呼应, 一类是着眼于这个
判断的表达主旨%认为对于元杂剧或元曲为"一
代之文学#的宣扬%元代已先发%近代有确认, 然
而这样的梳理辨析%又随之而生出另外的问题,
关于前者%元人对于"唐诗宋词元曲#之类的排
列%是否必然对应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判
断- 关于后者%元人虞集所说的"一代之绝艺#%
清人焦循所说的"一代之所胜#%能否必然归结出
元杂剧是"一代之文学#这个判断- 这些疑惑是
金元首创说.雏形说难以解释的%也是各种误解.
曲解所忽视或忽略的,

站在元杂剧被世代推尊的立场%虽然事实上
元杂剧在蒙元时期即雄绝一代%最终由王国维推
尊为"一代之文学#%但这个判断并非来自王国维
对前代认知的简单归纳和累加集成%其间实则扭
结着传统.时代和个人三方面因素的促动!!!金
元人提供了什么%明清人传递了什么%王国维所处
的时代孕育.推动了什么%他个人又创造了什么&
而这个判断的最终归结%又要得益于认识观念的
进化.讨论立场的变换以及讨论者所处时代语境
等因素的叠加影响%是它们共同促成了元杂剧在
近代新型的文学格局中登上 "一代之文学#的
座位,

一$ 元曲置于!序列"中要表达什么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后%"唐诗宋词元曲#
之类的序列即被对应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
个判断, 循此逻辑%前代只要有人把元曲'包括
元杂剧(置于这类序列%即被指认为元曲乃"一代
之文学#的例证, 但是%"唐诗宋词元曲#之类的
序列%并非必然指向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
判断%甚至并非指向于文体递变论%尤其在金元时
期, 所以%我们需要回到这类序列本身%考察一下
它们被用以表意的缘由, 这包括两个问题$ 其
一%这类序列的各成员%它们排在一起的理由或原
则是什么- 其二%把元曲放在这类序列中%要表达
什么含义-

由于金元时期的刘祁.虞集.罗宗信之说普遍
被后世视为"一代文学#论的发轫.首创或雏形%
我们即以此为切入点,

刘祁在*归潜志+中声称$"唐以前诗在诗%至
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如所谓源
土令之类,#'$69(

罗宗信*中原音韵序+有言$"世之共称唐诗.
宋词.大元乐府%诚哉/#'周德清 $#(

孔齐*至正直记+卷三记虞集的言论$"一代
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
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
音律之盛,#'1-(

比照于后世诸多相类表述%他们的这些论断%
对于唐诗.宋词.元曲排以序列.系以朝代的面貌
已颇为清晰&对于元曲'包括元杂剧(配之于序
列.系之于朝代的方式亦甚为明确, 但这类序列
并非必然包含着或衍生出"一代文学#论%而是因
讨论立场的不同而有源流.并称.递变等不同表达
含义,

!一" 源流
刘祁对于诗.长短句.俚曲的排列%有一个明

确的逻辑前提%即诗须有真情$"夫诗者%本发其
喜怒哀乐之情%如使人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
但是%"予观后世诗人之诗皆穷极辞藻%牵引学
问%诚美矣%然读之不能动人%则亦何贵哉#%所
以%"不若俗谣俚曲之见其真情而反能荡人血气
也#'$69!$6-(, 由此可知%刘祁的这个序列乃
意指俚曲承续了诗的精神血脉!!!真情,

古代诗文之论惯于抽取一个要素%在诗文流
变中溯源或寻流%然后据此源流脉线来排列诗文
各体, 对于元曲来说%这是推尊其品格和身份的
有效方式%后世即循为常法, 而根据着眼点的不
同%这些做法可分为着眼于内在品格和着眼于外
在体制两类,

着眼于内在品格%金元之际的刘祁标举尚处
于萌兴阶段的元曲有古诗的真情精神%元代后期
的杨维桢则认为元曲秉有古诗的风雅品格%他在
*周月湖今乐府序+中指出$"夫词曲本古诗之流%
既以乐府名编%则宜有风雅余韵在焉,#因此%元
曲应追求雅正之格力%如果"专逐时变%竞俗趋%
不自知其流于街谈市谚之陋%而不见夫锦脏绣腑
之为懿#'俞为民!孙蓉蓉%*唐宋元编+ 6"6(%则
难符乐府之名%难当治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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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外在体制%评论者普遍关注元曲的合
乐诗歌属性, 元人通称元曲为乐府%所谓大元乐
府.今乐府或北乐府%其意之一端即强调元曲承续
了乐府可被之管弦的合乐歌诗体制, 明代甚至有
人强调"真诗#在于可歌%比如万历年间的王肯堂
*郁冈斋笔麈+有言$"唐之歌失而后有小词%则宋
之小词%宋之真诗也, 小词之歌失而后有曲%则元
之曲%元之真诗也, 若夫宋元之诗%吾不谓之诗
矣&非为其不唐也%为其不可歌也,#'$9$(即使论
及元杂剧脚色扮演体制者%如清代的毛奇龄.梁廷
枏%也会在合乐歌诗的发展线上%把它视为曲词歌
唱的呈现方式%进而把元杂剧视为乐府合乐唱演
方式的流别%由此串起的诗词曲序列%皆意在强调
元曲的合乐诗歌属性'后文详述(, 这与强调元
曲秉有古诗的精神品格一样%都是为了标举元曲
血缘正统.出身高贵%具有雅正的诗歌身份和
品格,

!二" 并称
虞集所排列的"一代之绝艺#包括"宋之道

学#%这明显超出了文学范畴%如此一来%这些"绝
艺#就不存在文体间的源流或继替关系&它们排
列在一起的理由%乃在于各自对应了 "一代之
兴#%换言之%是应合了一个朝代的气数'或称时
运.世运.气运(, 所以%虞集对于"一代之绝艺#
的元曲特作说明$"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
律之盛,# '孔齐 1-(又在*中原音韵序+中说它
"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周德清 1(,

与虞集的立场相同%元末明初的叶子奇以
"传世之盛#的理由%排列了汉之文.晋之字.唐之
诗.宋之理学.元之北乐府'^5(&明万历初年茅一
相*题词评曲藻后+以"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
之才%必有绝艺#的理由%排列了"汉之文%晋之
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 '王世贞 #%(&明末
王思任*唐诗纪事序+以"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
神所出#的理由%排列了"汉之策%晋之玄%唐之
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

上述四个序列中的晋之字.晋之玄和宋之理
学%即使合乎近代的"大文学# "泛文学#观念%也
绝不合乎王国维的纯文学观念, 据此而言%虞集
所谓"绝艺#实乃指向文化范畴中的艺能%而非文
学格局中的文体&所谓"一代之绝艺#则意指那些
应合了一个朝代的时运气数而兴盛的艺能, 这种
按照"世运论#原则而排成的序列%即使仅限于文

学格局中的文体%亦非对应于文体自身之间的兴
替递变逻辑%仍是一种表示并称意义的序列, 依
此"世运论#原则%论者各陈文体序列%虽同中有
异%皆要关注于文章应天顺时之兴与盛, 典型者
如清康熙年间顾彩所言$"一代之兴%必有一代擅
长之著作%如木火金水之递旺于四序%不可得兼
也, 古文莫盛于汉%骈俪莫盛于晋%诗律莫盛于
唐%词莫盛于宋%曲莫盛于元,# '-1(至于罗宗信
*中原音韵序+所言"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
府#%即属截取了这类序列的一部分%但仍是表达
这个意思&尤其他特意称名"大元乐府#%乃标举
今乐府是应时运而开盛之艺$"国初混一%北方诸
俊新声一作%古未有之%实治世之音也,#'周德清
$#(这与虞集所言"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的大元
"正声#一样%同是意指元曲乃代表大元时运气数
的"一代之绝艺#,

!三" 递变
上述理析已表明%"唐诗宋词元曲#这类文体

序列的表意并不具有单一指向性%会因讨论立场
的不同而有变化, 比如明代胡应麟%他在*欧阳
修论+中提出$"若夫汉之史%晋之书%唐之诗%宋
之词%元之曲%则皆代专其至%运会所钟%无论后人
踵作%不过绪余,# '胡应麟% *少室山房类稿+
9^#(语中"代专其至#是现象%"运会所钟#是原
因%"后人踵作%不过绪余#是后果, 所以%他排出
的这个序列是依据了"世运论#原则&又因其中列
有"晋之书#%则此序列乃表示并称关系, 但同样
针对"代专其至#这个现象%他在*诗薮+中舍弃了
"世运论#原则%而专注于诗体本身的更替%得出了
"诗之体以代变#的结论%并申明其原因在于诗体
的"格备#"体穷#!!!前代诗体已经在格式上.境
界上被开掘殆尽%后代无力争胜%难以为继%只好更
作他体%另拓新境%此之谓"不得不变# '胡应麟%
*诗薮+ $(,

对于胡应麟以来各家所论诗文代变且"代专
其至#的意旨%清嘉庆年间的焦循在*易余籥录+
中提炼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这一论断$"夫一
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
人篱下者耳,# '#-1(焦循所申明的 "一代之所
胜#%乃指一个时代开掘得体尽.境尽以致后代无
法超越.难以为继的文体, 对于这样的"一代之
所胜#%后代若要模仿承袭%就是"寄人篱下#&如
果求新求变%即能"立一门户#, 所以%"一代之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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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皆是努力摆脱前代文体樊篱而开体拓境.自
立门户的结果, 此即"文体代兴#论所对应的诗
文体制演进现象,

不过%对于文体序列的解读%若立足于新文体
的出现%则意指文体代兴&但若立足于旧文体的消
歇%则意指文体代降%王骥德'署名玉阳仙史(*古
杂剧序+即指出$"代擅其至也%亦代相降也%至曲
而降斯极矣,#'$!"(其他如郎瑛*七修类稿+所
说的"文章与时高下%后代自不及前#'#$1(%以及
顾炎武 *日知录+ 明确提出的 "诗体代降# 论
'$$16(, 但无论文体代兴还是文体代降%总体而
言是"文体代变#%它所对应的文体系以朝代而排
以序列%即源自文体本身之间基于"格备#"体穷#
而求新求变的继替更迭逻辑,

综上可见%"唐诗宋词元曲#这个文体序列%
并不必然指向或负载"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演
变进程&元曲被置于这个文体序列%并不必然意指
它被推尊为"一代之文学#, 但是%推尊元曲者通
常要利用这个文体序列以呈其意$"渊流论#%着
眼它的血缘雅正与出身高贵&"并称论#%着眼它
顺应了蒙元这个朝代的时运气数而兴盛&"递变
论#%着眼它在前代文体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的开
体拓境之功, 那么%对于元曲所包含的元杂剧来
说%由虞集所说的"一代之绝艺#%到焦循所说的
"一代之所胜#%再到王国维所说的 "一代之文
学#%其间关于元杂剧的价值评定是如何传递和
确立的%又是如何走向"一代之文学#这个判断
的呢-

二$ !序列"对元杂剧词章属性的累积认定

虽然在王国维那个时代之前%"唐诗宋词元
曲#这类序列并未归结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
论断%但元曲被置于这个序列%毫无疑问是意在评
定元曲的存在价值和文学地位, 站在各家论断的
立场%它们都是对这个序列的不同阐释&站在参论
各家的立场%他们都是利用这个序列提出自己的
见解&而站在推尊元杂剧的立场%历代各家想要利
用这个序列评定元杂剧的什么价值%又着眼于元
杂剧的什么来评定这个价值呢- 这个问题的讨论
框架在元代.明清.清末凡有三变,

元人把散曲.杂剧通称为乐府%当时的各家序
列所含元曲皆以"乐府#为名%意在强调元曲可被

之管弦的合乐诗歌属性%以及直承汉魏乐府的诗
歌品格%由此把它放在诗歌框架中来论定价值%比
如真情精神.雅正风韵'详见前文(, 只是这些价
值论定针对的并非其"合乐#的伎艺一面%而是诗
歌的词章一面,

当谈及混称杂剧.散曲的乐府时%元人是着眼
于它们的词章属性和文人作者身份来论定其文学

价值, 燕南芝庵*唱论+认为$"成文章曰0乐府1%
有尾声名0套数1%时行小令唤0叶儿1, 套数当有
乐府气味%乐府不可似套数,#'俞为民!孙蓉蓉%
*唐宋元编+ 6-$(周德清再作申明$"有文章者谓
之乐府#%"如无文饰者谓之俚歌%不可与乐府共
论也#'-6(, 如此区分乐府与俚歌%乃基于文人
树立起来的诗歌传统的审美趣味和表达规范%不
符合者即判定为没有"乐府气味#%只能算作市井
"俚歌#, 因此%他们按照诗歌规范谈论"今乐府#
的创作%并强调作者的文人身份%比如罗宗信*中
原音韵序+即认为"今乐府#的作者"必若通儒俊
才%乃能造其妙#'周德清 $#(,

当单独谈及元杂剧的艺术价值时%元人仍是
着眼于它的文人作者身份和词章属性, 元人在文
体意义上对于元杂剧有传奇.杂剧两种称名方式%
各有立场和着眼点, "杂剧#称名者着眼于元杂
剧的伎艺表演属性%关注艺人.扮演.伎艺等因素&
"传奇#称名者着眼于元杂剧的文学创作属性%关
注作家.创作.文学等因素 '徐大军%*"传奇#+
#6%(, 周德清*中原音韵+谈论乐府创作规范偏
执于曲词音律一端%取例多有杂剧曲文%并对剧作
直以"传奇#称之%如"齐微韵0玺1字%前辈*剐王
莽+传奇与支思韵通押# '69(%"前辈*周公摄政
传奇+2太平令3云0口来豁开两腮1#'-9(,!

钟嗣

成在*录鬼簿+中更是明确以"传奇#称名杂剧作
品%将那些编撰"传奇#."乐府# '散曲(的名公才
人合为一编%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
行于世者#纲目下列关汉卿.高文秀等五十六人
'$56(%并在自序中强调这些名公才人是以"词
章#名世'$5$(, 这同样表明元人对于元杂剧的
词章属性的价值认定%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它的伎
艺属性的成分,

由此可见%元人推尊元杂剧的价值%是着眼于
它的词章属性%而非唱演伎艺属性&无论是单独讨
论杂剧的曲词%还是在乐府类别中讨论杂剧的曲
词%都是把它视为诗歌框架中的乐府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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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对于杂剧的这种属性认识%自有其文人
身份认同的现实精神需求%也缘于早期元杂剧的
剧本形态事实, 前者是因为当时文人普遍从事这
类杂剧本子的写作, 他们把杂剧归于乐府或称为
传奇%以强调它的乐府词章属性和文学创作属性%
此中即有着强烈的文人身份意识%以及依附诗歌
而自重品格的观念因素, 至于后者%则因为元杂
剧作为一种唱演伎艺%在其发展初期%角色扮演还
只是伎艺领域的一种表述手段%相关体制因素尚
未成为书面编写领域的表述方式而落实于文本之

中%成为文体意义的表述方式和编写体例%那么%
"杂剧本子就是按一个故事人物的立场'典型者
为叙事主人公立场(来编写的联套体曲词文本%
当与组套体叙事散曲的文本形态相类#'徐大军%
*我们+ $$1(, 正因如此%当时评论者所面对的
杂剧本子%即为联套曲词形态的词章%不涉及角色
扮演伎艺的表述方式和体制因素&而元人强调元
杂剧的词章属性%就不仅仅出于他们看重杂剧曲
文或"曲#属性的重曲观念%还基于他们对早期杂
剧剧本形态的事实归纳以及由此而来的惯性

认识,
但是%明清人所面对的元杂剧本子%则肯定已

是曲文科白与脚色体制齐备的形态%而且他们自
己编写的南曲戏文也是如此形态%因而对于元杂
剧价值认识的立足点也出现了变化%臧晋叔*元
曲选序二+对此有一段明确的表述%颇具代表性,

今南曲盛行于世!无不人人自谓作
者!而不知其去元人远也" #$$%予故
选杂剧百种!以尽元曲之妙!且使今之为
南者!知有所取则云尔" &序言 #'6(

臧晋叔申明他编选"杂剧百种#的意图%有两点值
得注意$ 一是肯定元杂剧能"尽元曲之妙#%此即
指出元杂剧代表了元曲的艺术成就&二是肯定元
杂剧可作为南曲戏文的编创规范%此即表明他对
元杂剧价值的推尊是立足于当时的南曲戏文编

创, 这是明清人推尊元杂剧的两条思维总线%其
中第二条更是明清人推尊元杂剧最为普遍的评判

立场和动力因素, 因为在精神祖源上%明清曲家
把元杂剧视为他们从事南曲戏文改编.创作的前
行者和示范者%由此立足于传奇戏曲而对元杂剧
的价值予以认定%视其为元曲艺术成就的代表.当

世剧曲创作的典范,"
而且%元人对于元杂剧作为

乐府词章的属性.品格认定%也符合明清文人从事
戏曲创作的身份认同和精神需求%故而其戏曲创
作与评论都有着深刻的"宗元#观念%#

甚至他们

关于南曲戏文的艺术成就和价值%也是在与元杂
剧的比较或参照中得以确立的, 比如沈璟*増定
南九宫曲谱+卷四以"句虽少%而大有元人北曲遗
意%可爱#来称赞早期南戏*王焕+ 2蔷薇花3 "三
十哥#一曲'俞为民!孙蓉蓉%*明代编第一集+
-^6(&他自己则"每制曲必遵*中原音韵+*太和正
音+诸书%欲与金.元名家争长# '俞为民!孙蓉
蓉%*明代编第三集+ -9(,

这些情况表明%明清人讨论元杂剧的价值已
不像元人那样将其仅仅放在诗歌的框架中%而是
开始放在剧曲的框架中了, 虽然如此%他们评定
元杂剧的价值和成就%仍是着眼于词章属性的曲
文%而把宾白.科介.脚色等因素作为服务曲词艺
术呈现的表述手段%因而在谈及元杂剧"一人主
唱#这种独特的脚色唱演体制时%仍是以曲词为
基点把它视为一种可使曲词被之管弦.合乐歌唱
的手段%并由此溯其祖源至先秦古诗或汉魏乐府,
比如清人毛奇龄按照曲唱之法%梳理了"古歌舞
不相合#延至唐之柘枝词.宋之鼓子词.金之连厢
词%最终到"元人造曲%则歌者.舞者合作一人%使
勾栏舞者自司歌唱# '俞为民!孙蓉蓉%*清代编
第一集+ 9%1!15(%由此以见元杂剧曲词唱演方
式的渊源, 又如梁廷枏*藤花亭曲话+在论及汉
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的承变脉络时%特别强调
了元曲与乐府古诗的渊源关系$"诗词空其声音%
元曲则描写实事%其体例固别为一种%然*毛诗)
氓之蚩蚩+篇综一事之始末而具言之%*木兰诗+
事迹首尾分明%皆已开曲伎之先声矣, 作曲之始%
不过止被之管弦%后且饰以优孟,# '"^%(此论即
把元杂剧置于诗词曲的发展线上%尤其是散曲的
发展线上%认为起初的曲词编写%只是为了清唱%
即"被之管弦#%后来添加了脚色扮演方式%以作
为清唱的辅助手段%即"饰以优孟#%于是便有了
元杂剧这种唱演形态,

据此而言%明清人虽然面对的元杂剧本子有
规范的"剧体#因素%但推尊元杂剧仍是着眼于其
词章属性的曲文%把它置于合乐诗歌的发展线上%
而把脚色唱演等伎艺体制因素作为服务曲文歌唱

的表述手段%视为乐府合乐歌唱方式的流别,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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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一属性认识%他们把元杂剧称为"曲伎# '梁
廷枏(."曲剧#'沈宠绥(%$

并在剧曲的框架中把

它视为曲词典范, 这种明知元杂剧为"剧#.为
"伎#而仍着眼于曲词一端论其属性和类别的观
念%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中根深蒂固, 直至 "5
世纪 $5 年代%姚华*曲海一勺+ '$1$# 年(仍以文
章流别的立场论及元杂剧词章属性方面的价值$
"曲为有元一代之文章%雄于诸体# '俞为民!孙
蓉蓉%*近代编第二集+ $%5(%"以文章论其准则%
曲起金.元%逮于明.清, 时历四代%著作实繁,
4556小令数语%常若丰泽&套词连章%自成机
杼, 杂剧传奇%更兼众妙#'$%$(,

但就在姚华发表*曲海一勺+之前的清末时
期%推尊元杂剧的讨论框架又出现了变化, $%19
年甲午战败.$155 年庚子事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之后%面对国家危局%知识界和清政府都迫切需要
变革图强, 知识界发起文学改良运动以谋求启蒙
救亡%清政府筹划学制改革而导致"文学立科#,
这一时代语境促使知识界将对于戏曲功用和价值

的讨论也纳入新型的文学框架之中,
清末倡行的文学改良运动%其主要目的是以

文学作为政治变革与社会改良的工具%戏曲即作
为重要一宗而被大力宣扬, 但是%当时对于戏曲
社会功用的宣扬%无论在社会活动方面%还是在文
类归属方面%都是被普遍纳入小说类群之中, 比
如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15" 年(宣
扬小说之于开启民智功效甚大%最有资格充当启
蒙与救亡的利器%就例举了*西厢记+*桃花扇+等
戏曲作品, 当时梁启超的响应者与追随者们大力
宣扬小说在变革社会上的非凡功用%所持"小说#
概念皆涵盖"曲本#一类, 此即表明%梁启超基于
文学改良运动的思想驱动而把曲本归属于小说类

群%已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普遍意义的文类观念了,
但是%在论及戏曲的文学价值时%梁启超却没有着
眼于社会功用%而是着眼于曲词艺术, 他在*小
说丛话+'$15# 年(中把戏曲划归于广义的诗%然
后以进化论的逻辑推演诗歌体裁由简单到复杂.
由低级到高等的发展脉络%把元曲视为诗界的最
高等&在此基础上%他进而得出中国韵文"必以曲
本为巨擘#的结论'阿英 #$"(, 由此可见%梁启
超对于戏曲'包括元杂剧(在文学中的价值的判
断%仍是着眼于其诗歌或韵文的属性,

至于学制改革%则是清政府 $15$ 年推行新政

的一项措施%其中大学堂的基本架构是"分科立
学#%由此"四部之学#转变为"八科之学#%"文学
立科#即此出现, "文学立科#不仅是清末学制改
革的内容%也是近代学术体系新构的内容, 在传
统的"四部#学术体系中%戏曲不被视为文章%更
没有"文学#一科, 而"文学立科#所带来的"文学
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西国文学史#等课程设
置'舒新城 9%^!%1(%则促进了知识界对于文学
观念与文学界划的思考%由此出现了一个新型的
文学格局的讨论语境, 具体看当时国人编写的五
部*中国文学史+对于戏曲的态度%林传甲的*中
国文学史+'$156 年(和张德瀛的*文学史+'$151
年(仍然依循传统观念而排斥戏曲%认为戏曲不
能进入文学领域&即使接纳戏曲者%也未能以戏剧
属性为其独立赋类%而是仍把它划归诗歌大类%附
于诗词之末%比如窦警凡 *历朝文学史+ '$15-
年(依循传统的"四部#体系以经史子集分篇讲
述%在"叙集#部分提及戏曲%仅在略述词之流变
轨迹后%以"至于曲则其品益卑#领起三行 $5" 个
字%简要列述了元之*西厢记+*琵琶记+%明之"四
梦#.*四声猿+%清之*长生殿+ *桃花扇+等作品
'窦警凡 9")(, 来裕恂*中国文学史+ '$159!
$151 年(虽在章节标题中列出"戏曲#%但具体叙
述则着眼于它的乐府血统.诗歌属性%在诗歌流变
脉络上把元代的戏曲视为词之变体$"有汉以后%
诗有乐府之体%乐府之法%至唐而绝%而世所歌皆
绝句, 唐人歌诗之法%不传于宋%而世所歌皆词,
宋人歌词之法%至元亦渐不传%词调一变%而戏曲
乃起,#'$^5(而当时最具西方文学观念的黄人%
更明确地把元杂剧归于"词余#一类, 他的*中国
文学史+'$156 年(第三篇专论"文学之种类#%分
为"命令制诏敕策书谕谕告玺书等#.诗.诗余.词
余四类%其中"词余#一章%乃专论金元杂剧%一是
论其体制%着眼于"言文一致#与宫调音律%而未
及戏剧属性的角色扮演或代言体&二是谈其源
流%视为乐府的流脉%径称 "金元乐府# '6^!
6%(%这仍是在诗歌发展线上着眼于词章属性的
论定,

所以说%在清末的"文学改良#和"文学立科#
的语境中%戏曲虽然已被纳入文学格局中讨论%但
对其社会地位的宣扬%着眼点是文学改良运动所
需要的启蒙救亡等实用价值&而对其文学价值的
评定%仍是着眼于其曲词的诗歌属性%而且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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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要依附于小说或诗歌%并无独立赋类%更无着眼
于戏剧属性的戏曲"立类#, 元杂剧作为戏曲一
体也是如此境遇%虽然梁启超以进化论的观念极
度推尊它%但仍是着眼于它的诗歌属性的价值%而
非戏剧属性的价值,

综上所述%不同时期对于元杂剧的价值推尊%
都是立足于时代现实的需要%其讨论框架在元代.
明清.清末凡有三变$ 诗歌框架中的乐府词章.剧
曲框架中的曲词典范.文学框架中的诗歌最高等,
但无论立足的现实需求有何变化%使用的讨论框
架有何不同%都是着眼于曲文的词章属性来论定
其价值%而非以曲文的唱演呈现方式这类戏剧属
性来论定其价值, 依此观念%即使元杂剧已被置
于近代新型的文学框架中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也仍然没有归结出"一代之文学#这一论断%而只
是拘囿于诗词格局中较量争胜,

三$元杂剧被推尊为!一代之文学"的传统$
时代与个人因素

!!梁启超及其响应者.追随者推尊元杂剧的那
些时代性因素%也是王国维推尊元杂剧需要面对
的时代性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由"文学改良#而
来的文学价值宣扬%由"文学立科#而来的文学史
编写和学术体系新构%还有知识界在启蒙救亡思
潮中对戏曲功用的强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对戏
曲艺术特性的认识.在新型的文学格局中对戏曲
属性的认识%以及元杂剧虽然进入新型的文学格
局但仍未能被归结为"一代之文学#的境遇, 所
有这些都是王国维在新型的文学格局中评判元杂

剧价值的时代语境,
而且%对于这些时代性因素%王国维都有着自

己的思考与判断,
对于文学的价值%王国维同样非常看重%甚至

更为强调, 他在*教育偶感四则+中认为文学对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具有深刻的塑造作用%那些
伟大的文学作品"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
那些伟大的文学家"诚与国民以精神上之慰藉%
而国民之所恃以为生命者# '王国维% *静庵+
$"9(, 但他明确反对把文学作为政治与教育的
手段%反感像文学改良派那样把文学当成启蒙救
亡的工具%而是认为文学本身就有其重要价值,%

所以%同样在文学格局中谈论戏曲%王国维并不以

社会功用为原则论定其属性和价值%而是以纯文
学的观念把它归于叙事文学%清醒地认识到词与
戏曲的属性不同.体制有别$"词之于戏曲%一抒
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王国维%
*静庵+ $-$(前者可"佇兴而成#%后者则"以布局
为主#'彭玉平 $^"(%因而对戏曲创作的学力和
修养就有更高的要求$"若夫叙事%则其所需之时
日长%而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
能,#'王国维%*静庵+ $-1(

对于"文学立科#%王国维是切实的参与者%
而且他所提出的"分科立学#方案%后被民国教育
部 $1$# 年颁布的新学制采纳, $15# 年%清廷颁
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提出"八科分学#的方案%
王国维在*教育偶感四则+'$156 年(提出了激烈
的反对意见%并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
章程书后+'$15- 年(中提出了自己的分科方案$
将经学科合并到文学科中%改"八科#为"七科#%
其中在"文学科#之"中国文学科#的十一门授课
科目中明确列出"中国文学史# '王国维%*静庵+
$^1!%$(, 后来傅斯年评说*宋元戏曲史+的价
值%一在于戏曲文献的钩沉稽遗%"其条贯秩然%
能深寻曲剧进步变迁之阶级#&二在于有"近代科
学的文学史#体制%并强调"研治中国文学%而不
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
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 这些都表明王国
维对于现代学术意义的"文学史#思想和体例的
关注和精研,

王国维对上述两个方面的思考%都秉有中西
比较的框架, 他沉痛指出中国没有"足以代表全
国民之精神#的大文学家'王国维%*静庵+ $"9(%
也清醒认识到戏曲作为叙事文学或戏剧尚处于发

展的幼稚阶段%没有可比匹西方名剧的作品
'$-1(, 当然%清末知识界参照西方文化来评说
时弊%构建新制%属于时代潮流%戏曲评议亦从时
预流, 比如蒋观云*中国之演剧界+ '$159 年(激
赏西方悲剧之于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指出中国
戏剧的最大缺憾是没有悲剧%不能有益于人心%造
福于社会'阿英 95!9$(, 又如梁启超先是参照
西方荷马.莎士比亚的长诗%感叹中国古代诗人
"才力薄弱%视西哲有惭色#%但基于民族自尊%也
为了推尊戏曲%他又反省前论'"既而思之%吾中
国亦非无此等雄著可与彼颉颃者#(%把戏曲归于
"广义的诗#%推为诗界最高等%如此则中国自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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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匹西方长诗的优秀作品了'阿英 #$$(,
相对于梁启超.蒋观云这些人%王国维对于戏

曲的戏剧属性和叙事成就有着清醒理智的认识%
也立足于此%在中西比较的框架中看到了中国戏
曲的不足$"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
4556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
可得也, 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
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 '王国维%*静庵+
$-$(&戏曲"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
者也, 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
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 '$-1(,
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西方知识界对元杂剧的重
视%意识到*赵氏孤儿+*汉宫秋+等元杂剧流传海
外较其他文体作品为早%且数量可观$"*元曲选+
百种中%译成外国文者%已达三十种矣,# '王国
维%*宋元+ $#"(这也促使他认识到有些元杂剧
作品在戏剧属性上的艺术价值%比如*窦娥冤+
*赵氏孤儿+作为悲剧"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
亦无愧色也#'王国维%*宋元+ 11(,

然而%着眼于叙事文学属性或戏剧属性%王国
维又认为元杂剧总体上的艺术价值有严重缺陷$
结构拙劣%情节重复%人物塑造幼稚%思想浅陋%没
有体现出时代精神,&

因此%他推尊元杂剧的艺术
价值仍是着眼于词章, 这从表面上看与传统观念
论定元杂剧价值的着眼点相同%但二者的逻辑前
提则明显不同, 王国维并不是立足于元杂剧的诗
歌属性%而是立足于元杂剧的戏剧属性%基于元杂
剧作为戏剧的种种不足%最终把推尊元杂剧艺术
价值.艺术成就的着眼点落实在词章上%即其所谓
"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
进而以"自然#"意境#作为评判标准%认为元杂剧
之文章"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其艺术特性后代
无法超越%"止#于元代!!!"北剧南戏%皆至元而
大成%其发达%亦至元代而止# '王国维%*宋元+
11.1%.$"%(,

所谓"止#%是指杂剧在元代已被开掘得体尽
境尽%后世若模仿而不变%则失自然&后世若承袭
而有变%则失法度, 他批评朱有燉杂剧"其词虽
谐稳%然元人生气%至是顿尽&且中颇杂以南曲%且
每折唱者不限一人%已失元人法度矣# '王国维%
*宋元+ $"%(%即分别对应上述不变.有变这两
点, 基于此%元杂剧一体"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
能仿佛#%"后世莫能继焉#'王国维%*宋元+ $(%

只能"止#于元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特别激赏焦循的

"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这个论断%赞许他"可谓具
眼#'王国维%*宋元+ 1%(, 但我们并不能由此断
定%王国维的"一代之文学#观点仅仅是在延续焦
循之论的逻辑思路和讨论框架的基础上%对各类
传统说法的归纳和集成, 焦循之论是在文体代变
这条线上的判断%其"所胜#一词%意指不能被超
过的东西, 但焦循只关注文体之间的兴替递变%
而不涉及艺术价值的判断%故而他评定"一代之
所胜#的重要原则是"盛#!!!一个时代能"立一
门户#而不承续旧文体"余气流魂#的新文体%其
参与的作家众多%创作的数量众多'焦循 #-1(,
这是明清人排列文体序列的普遍原则%如前文所
述叶子奇.顾彩之论%循此思路%他们抽取了每个
朝代能"立一门户#的新兴文体%也由此挑选出自
己朝代的时兴文体,

但王国维在推尊元杂剧为"一代之文学#时%
并不认同明清人普遍遵循的"盛#这个原则,

余谓律诗与词!固莫盛于唐宋!然此
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
疑问" 若元之文学!则固未有尚于其曲
者也" 元曲之佳处何在) 一言以蔽之!
曰* 自然而已矣" &王国维! +宋元,
1%(

这表明王国维对于"一代之文学#的评判还有另
一维度%它包括两个因素$ 一是要考察文体的艺
术价值%而不仅仅是文体的兴盛&二是要在一个时
代的文学格局中考察文体的艺术价值%而不仅仅
是文体能否当世专擅.后世无法超越, 需要注意
的是%王国维对"文体#与"文学#有着明确的区
分%其*人间词话+手稿本第 $"9 则有一结论$"一
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 故谓文学今
不如古%余不敢信, 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
也,#'彭玉平 65#!56(在此%他明确指出文体
"始盛终衰#论存在两个维度$ 一是就一个文体来
看%肯定后不如前&二是就一代文学来看%不一定
后不如前, 基于这一认识%他在评判元杂剧的艺
术价值时%除了"后世莫能继焉#这个维度%还把
元杂剧置于元代的文学格局中'一个时代的文学
格局是由众多文体及其关系组成的(%将其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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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其他文体的艺术成就作比较%然后判定元杂剧
为元代文学中"最佳之作#,

如此一来%元杂剧一体的成就%不仅后代杂剧
无法超越%而且有元一代文学中的其他文体也无
法超越%此之谓"一代之文学#, 前者的维度%是
承自传统的观念%从文体代变来考察%着眼于一个
朝代对一种文体的开掘优势%此即焦循所说的
"一代之所胜#, 后者的维度%是王国维的新设%
要放眼一个朝代的文学格局来考察诸种文体中艺

术成就之最佳者%此即王国维所言"若元之文学%
则固未有尚于其曲者也#, 这两个维度落实到王
国维所设的"自然#"意境#标准%则元杂剧对于后
世文学而言%虽在思想.结构方面有被超越之处%
但"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自然#亦"莫著于
元曲#&对于元代文学而言%"则固未有尚于其曲
者#'王国维%*宋元+ 11.1%(, 至于他论"元剧最
佳之处#着眼于"文章#%则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
个人的因素'详见前文(, 据此而言%元杂剧的艺
术成就%在纵向上%至元代而"止#&在横向上%为
元代文学中最佳%这方能成为王国维所说的"一
代之文学#,

综上可见%元杂剧为"一代之文学#这个论
断%虽然秉有元明以来文体序列推尊元曲的传统
思路%但它并不是在前人论断基础上的简单提升
或者叠加集成%而是有了截然不同的眼界和立场,
虽然这个论断成于王国维个人的思考%但促使他
思考的框架.立场和眼界%则得益于他所处的那个
时代语境%包括戏曲属性认识观念的进化.中西文
化比较眼界的开拓等%这是焦循他们所不具备的%
因为只以文体代变的立场和框架%是无法归结出
"一代之文学#这个论断的%只能看到后世无法超
越前代文体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而只立足于
元杂剧的诗歌属性%则无法看到它在一代文学格
局中的价值%只能拘囿于诗词格局中较量争胜,
所以说%元杂剧为"一代之文学#这个论断%虽然
得由王国维个人提出%但又秉有传统.时代的孕育
因素%尤其是时代所赋观念.眼界的滋养与注入,

余7论

"唐诗宋词元曲#这类序列%一直是历代各家
用来推尊元杂剧的工具%他们把元杂剧放在诗歌
框架中%放在剧曲框架中%放在小说框架中%或放

在文学框架中%对其曲词作出各种属性或价值的
评定, 王国维同样利用了前人反复使用的这类文
体序列来推尊元杂剧%指出元杂剧在词章上的艺
术成就!!!后世杂剧无法超越%元代文学中属于
最佳%所谓元杂剧为"一代之文学#%其含义正在
此, 而他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断%其意在于
确定一个朝代文学格局中最有艺术成就的文体%
由此而排列出一个文体序列&具体对于元杂剧来
说%就是着眼于元代的文学格局%而非历代的文学
流变, 这是王国维判断元杂剧作为"一代之文
学#的一个重要维度%而并不涉及唐诗.宋词.元
曲之间文体代变的推动力量%或者文学演进的发
展规律,

据此而言%王国维所谓的"一代有一代之文
学#及其排出的文体序列%就像一节节勾连起来
的车厢%但并未装备上行进的动力, 后来%胡适重
申此论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时%添加了
一节车厢'明清小说(%又给这些车厢装备上一个
推动力'文明进化之公理(,'

于是%这个论断就具
有了一种文学进化变革的内涵%如此一来%"一代
之文学#的出现就不仅是文明进化的结果%还负
载了时代精神的内涵%比如贺昌群认为$"楚辞.
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是一个时代精神的文艺
的特征%过了那个时代%无论后人怎样地念旧%怎
样地模仿%在精神上总是永远赶不上的,# '$(于
是%元杂剧作为"一代之文学#%就表示它顺应了
历史的文明进化%代表了元代社会的时代精神,
这就引来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比如元史研究学者
邵循正明确指出$"元曲就文艺立场说%虽其技术
甚有可取%但大部分意境不高%也没有什么反抗的
思想%只是一种消极的文学, 4556就作品来
说%多数只可称为玩物丧志之作&我素来反对以元
曲与唐诗宋词相提并论,# '11!$55((

但这种批

评并不能指向王国维%因为王国维主张的"一代
文学#论只就元杂剧的曲词艺术成就而作出评
判%并不包括它的思想表达%而且他明确指出元杂
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与结构,

也就是说%这些附加在"一代之文学#中的涵
义%实际上是对王国维"一代文学#论的再引申,
胡适.浦江清).贺昌群等人以王国维论点的广泛
影响为前提和背景%又生发了他们思索的想法%获
取了他们需要的观点%只不过那属于他们对"一
代文学#论追加.注入的含义了, 正因如此%当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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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讨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或唐诗宋词元曲为
"一代之文学#等相关问题时%就需要确认它们的
问题起点或逻辑前提在于何处.指向何义%方可有
针对性地在学术史的框架内予以切实的分析和

评判,

注释%8/#%(&

! 据钟嗣成*录鬼簿+%*周公摄政+为郑光祖所作杂剧
'$$1(, 据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剐王莽+为杨酷
叫所作杂剧'"95(,

" 周贻白指出$"明代传奇不妨说是参合南戏和元剧而产
生出来的另一种形式%其和南戏不同的地方%也许竟和元
剧有关%不必皆为明人的创体,#'"%%(程芸进一步认为$
"明中叶以后文人传奇的体制化.规范化%特别是0新传
奇1体制的确立%相当程度上是以北曲为参照标准的%这
主要体现为$ 其一%确立南曲宫调系统的严整和统一&其
二%确立南曲用韵标准的规范性,#'$-^(

# 关于明清戏曲的"宗元#观念问题%参看杜桂萍%*明清
戏曲"宗元#观念及相关问题+一文,

$ 沈宠绥*度曲须知+卷上"曲运隆衰#条云$"粤征往代%

各有专至之事以传世%文章矝秦.汉%诗词美宋.唐%曲剧
侈胡元,#'俞为民!孙蓉蓉%*明代编第二集+ -$-(

%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认为$"观近数年之文学%亦
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
无异, 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

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 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
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 '王国维%*静庵+
$$6(

& 王国维认为$"元曲诚多天籁%然其思想之陋劣%布置之
粗笨%千篇一律%令人喷饭#'彭玉平 $^"(&"元人杂剧%辞
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王国维%*静庵+ $-1(&
"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 此由当日未尝重视此事%故
往往互相蹈袭%或草草为之#'王国维%*宋元+ 11(,

'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 年(把元杂剧置于韵文的
发展线上%具体讲即诗词曲的演变线上%按"文明进化之
公理#来阐释其间的嬗变更替%由此说明"文学因时进化%

不能自止#&进而指出"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
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 逆天背时%违
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姜义华 "$(,

( 此文为邵循正于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南联大工作时的讲
演稿%后刊载于*图书月刊+第 # 卷第 # 期'$16# 年(%署名
邵心恒,

) 浦江清*评陆侃如.冯沅君的7中国诗史8+ '$1#" 年(

认为$"焦.王发见了中国文学演化的规律%替中国文学史
立一个革命的见地, 在提倡白话文学民间文学的今日%

很容易被现代学者所接受%而认为唯一正确的中国文学

史观了,#'$5#!56(

引用作品%9/):(;"#%0&

阿英编$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北京$ 中
华书局%$1-5 年,

48>=+J% /(.()*)%+), -&+)."./01.234.15 +6)-"+)7&89
:/8"3+/';1*$5)14<&%+&18 "8, :."5" (.2/=*=+J$
3K;+JK')2;;V W;@Q)+M% $1-5.6

无名氏$ *传奇汇考标目+%*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七(,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1 年, $%1!"11,

48+;+M@;'E.=881+"+&183+1+6)>"+"*19$)14WK')+O=.=
>1**)%+&18 14?.)"+&3)318 >*"33&%"*>6&8)3)?6)"+.)._;P.
^.2/=*=+J$ WK=+)FK/)0B/GB/EE% $191.$%1 "11.6

程芸$ *明代曲学复古与元曲的经典化+%*文艺理论研
究+"'"5$6($ $-#!^5,

4WK/+J% >'+."FK/]=+JR7M+)E0MH/E0;B)0=I/FB/+( ;C0K/
S0'(M;C7$ )+( 0K/W)+;+=Y)0=;+ ;C0K/>')+R7M+)E0MR
S0MP/7$@# ?6)1.)+&%"*(+$,&)3&8 -&+)."+$.)"8, =.+"
'"5$6($ $-# ^5.6

窦警凡$ *历朝文学史+%浙江图书馆藏光绪三十二年序
刻本,

47;'% =̀+JC)+. = A&3+1./ 14>6&8)3) -&+)."+$.) "%.133
:/8"3+&)3@2P;?VRQB=+0/( /(=0=;+ =+ $15-.6

杜桂萍$*明清戏曲7宗元8观念及相关问题+%*中国社会
科学+#'"5$%($ $%6!"56,

47'% X'=Q=+J."FK/03;+JM')+1 W;+?/Q0=+ ]=+J)+( a=+J
B&C$ )+( D0EH/P/I)+0DEE'/E.# (1%&"*(%&)8%)3&8 >6&8"
#'"5$%($ $%6 "56.6

傅斯年$ *傅斯年全集+'一(%欧阳哲生主编, 长沙$ 湖南
教育出版社%"55# 年,

4\'% S=+=)+.?6)>15D*)+)01.2314<$ (&8&"8@L(.N'M)+J
3K/EK/+J. _;P.$. WK)+JEK)$ :'+)+ L('?)0=;+
G'TP=EK=+J:;'E/% "55#.6

顾彩$ *清涛词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65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5$5 年, -1!^$,

4X'% W)=.E.)4"%)+17&89+"1F3W=GE1)+./@>1**)%+), 0.&+&893
4.15+6)7&89 :/8"3+/._;P."65.SK)+JK)=$ SK)+JK)=
WK=+/E/WP)EE=?EG'TP=EK=+J:;'E/% "5$5.-1 ^$.6

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
版社%"55- 年,

4X'% >)+<'.?6);".&1.$5H,&+&18 147)=PM[+(/BE0)+(=+J.
L(. :')+JH'?K/+J. SK)+JK)=$ SK)+JK)=WK=+/E/
WP)EE=?EG'TP=EK=+J:;'E/% "55-.6

贺昌群$ *元曲概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1## 年,
4:/% WK)+JO'+.=8 I8+.1,$%+&18 +1J$"8 3)*'.2/=*=+J$ FK/

W;@@/B?=)PGB/EE% $1##.6
胡应麟$ *少室山房类稿+%*丛书集成续编+第 $6- 册,

)$5)



元杂剧何以成为"一代之文学#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1%% 年,
4:'% >=+JP=+.K)",&89 L1+)34.15 +6)(6"136&M1$8+"&8

(+$,&1@=()C$)*+1FK/D+0/JB)0=;+ ;CS/B=/E;C2;;VE.
_;P.$6-.F)=Q/=$ SK=+ 4/+ \/+JG'TP=EK=+J:;'E/%
$1%%.6!

!!!$ *诗薮+,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1 年,
4 .=?.)"3$./14E1)+./.SK)+JK)=$ SK)+JK)=WK=+/E/

WP)EE=?EG'TP=EK=+J:;'E/% $1^1.6
黄人$ *中国文学史+,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5$9 年,
4:')+J% H/+.=A&3+1./14>6&8)3)-&+)."+$.).S'YK;'$

S;;?K;<[+=I/BE=0MGB/EE% "5$9.6

姜义华主编$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 北京$ 中
华书局%$11# 年,

4 =̀)+J% >=K')% /(.=%",)5&%=8+61*19/14A$ (6&'L)N-&+G
)."+$.)M1O)5)8+(.2/=*=+J$ 3K;+JK')2;;V W;@Q)+M%
$11#.6!

焦循$ *易余籥录+%*丛书集成续编+第 "1 册, 台北$ 新
文丰出版公司%$1%% 年,

4 =̀);% b'+.L1+)318 M$3&%.=()C$)*+1FK/D+0/JB)0=;+ ;C
S/B=/E;C2;;VE._;P."1.F)=Q/=$ SK=+ 4/+ \/+J
G'TP=EK=+J:;'E/% $1%%.6

孔齐$ *至正直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 年,
4c;+J% a=.K)%1.,3$8,).+6)K)&98 ?&+*)14!6&'6)89.

SK)+JK)=$ SK)+JK)=WK=+/E/WP)EE=?EG'TP=EK=+J:;'E/%
$1%^.6

来裕恂$ *萧山来氏中国文学史稿+, 长沙$ 岳麓书社%
"55% 年,

4A)=% >'&'+.=A&3+1./M"8$3%.&D+14>6&8)3)-&+)."+$.)P/
-"&14B&"136"8.WK)+JEK)$ >'/P' GB/EE% "55%.6

郎瑛$ *七修类稿+,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11% 年,
4A)+J% >=+J. ()O)8 Q&8,314K)",&89 L1+)3.2/=*=+J$

W'P0'B/)+( 8B0G'TP=EK=+J:;'E/% $11%.6

梁廷枏$ *藤花亭曲话+%*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1 年, "##!"19,

4A=)+J% F=+J+)+.:."5" ?"*234.15+6)?)896$" E"O&*&18@=
>1**)%+&18 14?.)"+&3)318 >*"33&%"*>6&8)3)?6)"+.)._;P.
%.2/=*=+J$ WK=+)FK/)0B/GB/EE% $191."## "19.6

刘祁$ *归潜志+, 北京$ 中华书局%$1%# 年,
4A='% a=.L1+)3,$.&89 -&4)14()%*$3&18.2/=*=+J$ 3K;+JK')

2;;V W;@Q)+M% $1%#.6

彭玉平$ *人间词话疏证+, 北京$ 中华书局%"5$$ 年,
4G/+J% >'Q=+J.=881+"+&183+1G;/0=?H/@)BVE=+ 0K/:'@)+

4;BP(.2/=*=+J$ 3K;+JK')2;;V W;@Q)+M% "5$$.6
浦江清$ *评陆侃如.冯沅君的7中国诗史8+%*浦江清文

史杂文集+%浦汉明编,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11#
年, $55!$5-,

4G'% =̀)+JO=+J."H/I=/<;CA&3+1./14>6&8)3)E1)+./TMA'

c)+B' )+( \/+J>')+*'+.# >1**)%+), H33"/318 >6&8)3)
-&+)."+$.)"8, A&3+1./ P/ E$ R&"89C&89. L(. G'
:)+@=+J.2/=*=+J$ FE=+JK')[+=I/BE=0MGB/EE% $11#.
$55 $5-.6

邵循正$ *元代的文学与社会+%*邵循正历史论文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 年, 11!$59,

4SK);% b'+YK/+J. "A=0/B)0'B/)+( S;?=/0M=+ 0K/>')+
7M+)E0M.# >1**)%+), H33"/3 18 A&3+1./ P/ (6"1
B$8'6)89.2/=*=+J$ G/V=+J[+=I/BE=0MGB/EE% $1%9.11
$59.6!

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北京$ 人民教育出
版社%$1%$ 年,

4 SK'% b=+?K/+J% /(.= (1$.%)P11214M1,).8 >6&8)3)
H,$%"+&18.2/=*=+J$ G/;QP/UEL('?)0=;+ GB/EE% $1%$.6

王国维$ *静庵文集+,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1^ 年,
44)+J% X';</=.>1**)%+), H33"/314R&89"8.SK/+M)+J$

A=);+=+JL('?)0=;+ GB/EE% $11^.6
!!!$ *宋元戏曲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1% 年,
4 .A&3+1./14b=O' &8 +6)(189 "8, J$"8 :/8"3+&)3.

SK)+JK)=$ SK)+JK)=WK=+/E/WP)EE=?EG'TP=EK=+J:;'E/%
$11%.6

王骥德编$ *明刻7古杂剧8+, 北京$ 中华书局%"5$9 年,
44)+J% =̀(/% /(.S*1%2GE.&8+), 8+?=/+03)*' 14+6)M&89

:/8"3+/.2/=*=+J$ 3K;+JK')2;;V W;@Q)+M% "5$9.6
王肯堂$ *郁冈斋笔麈+%*续修四库全书+第 $$#5 册, 上

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1- 年,
44)+J% c/+0)+J.L1+)34.15 +6)J$9"89 (+$,&1@?6)

>18+&8$"+&18 14FK/W;@QP/0/W;PP/?0=;+ ;C0K/\;'B
FB/)E'B=/E._;P.$$#5. SK)+JK)=$ SK)+JK)=WK=+/E/
WP)EE=?EG'TP=EK=+J:;'E/% $11-.6

王世贞$ *曲藻+%*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1 年, $9!6",

44)+J% SK=YK/+."FK/8B0;CFK/)0B/.# =>1**)%+&18 14
?.)"+&3)318 >*"33&%"*>6&8)3)?6)"+.)._;P.6.2/=*=+J$
WK=+)FK/)0B/GB/EE% $191.$9 6".6

王思任$ *王季重十种+,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5$5
年, !

44)+J% S=B/+.>1**)%+), 01.23140"89 (&.)8.:)+JYK;'$
3K/*=)+J8+?=/+02;;VEG'TP=EK=+J:;'E/% "5$5.6

徐大军$ *"传奇#文体名义的因应+%*中华文史论丛+$
'"5$-($ ##$!#9%,

4b'% 7)*'+."H/E/)B?K=+JW;++;0)0=;+ ;C0K/4;B( >6$"8C&
[E/( C;BH/+)@=+JFKB//c=+(E;CA=0/B)BM\;B@.#
R1$.8"*14>6&8)3)-&+)."+$.)"8, A&3+1./$ ' "5$- ($
##$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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