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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戏曲插图与舞台演出关系献疑

朱!浩

摘!要# "5 世纪 15 年代以来#明代戏曲插图与舞台演出之关系#在学界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议题#且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结
论#几乎成为中国古代版画研究不言而喻的!共识"% 但若将此议题置于当时的学术语境以及美术史$戏曲史跨学科视野
下进行逻辑链的重新审视#会发现其乃一个主题先行之下虚构出来的伪议题% 戏曲演员不存在!照图扮戏"之事#!本传
逐出绘像#以便照扮冠服"只是书商的广告策略和把戏% 而!照戏绘图"论的缺陷在于#仅根据插图在联语版式$人物动
作和构图风格等方面与舞台表演之间的一些!貌合"#就汲汲于在二者之间建构单一的因果链条#而故意规避了美术史内
部的真正探因% 明代戏曲插图是对生活场景的状摹#不是舞台场面画#在此意义上其与明代其他体裁的插图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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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戏曲插图与舞台演出关系献疑

!!自 "5 世纪 15 年代以来%关于明代戏曲刊本
插图与舞台演出二者关系之探讨%在中国古代版
画史.插图史研究中渐为风行%且形成较为一致的
结论$ 明代戏曲插图在插图版式.人物动作和构
图风格等方面的一些特征%是受到了戏曲舞台演
出的影响%可概括其为"照戏绘图#论&以及仅依
据万历三十四年'$-5- 年(浣月轩刊杨之炯*蓝桥
玉杵记)凡例+中"本传逐出绘像%以便照扮冠
服#'蔡毅 $#5"(一句孤证%认为戏曲插图也可反
过来指导舞台扮演%可概括其为"照图扮戏#论,
众多版画史.插图史研究专著在论及明代戏曲插
图时%往往会有其和舞台演出关系之如上阐释%这
种研究取向和观点似已成为学界不言而喻的

"常识#,
但是%这其中是否可能有很大的误解呢- 我

们对某种既定概念或研究理路习以为常而不再深

究%往往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该话题勾连插图
绘制与戏曲演出%属于一个涉及美术学与戏剧学
的跨学科问题%所以非综合美术与戏曲学科之考
察不能解决, 然而%目前持论者多为中国古代版
画研究者%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或许是问题颇为重
大%也或许是由于是非不难判明%中国古代戏曲研
究者对此话题不屑于回应以及质疑者寥寥,!

此

外%关于明代戏曲插图与舞台演出关系的探讨%绝
非仅与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相关%其背后还隐藏
着更为广袤的学术语境, 在此语境中%中国古代
版画研究者可能因过于聚焦自身的研究视角而导

致对于戏曲舞台表演的陌生.误读乃至想当然的
比附%因此似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故笔者
不揣浅陋%拟首先对此话题之生成语境.传布路径
及分析理路进行考镜源流%在此基础上从戏曲和
美术的双重视角对持论者的主要观点及其论证逻

辑进行考辨.反思%最后就明代戏曲插图与舞台表
演二者之关系%究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真议题还
是应该终止的伪议题%给出一个澄清性的说明,
学识所限%本文或有疏漏%祈请方家指正,

一$ 话题之生成语境$传布路径及分析理路

明代戏曲刊本插图是对生活场景的状摹, "5
世纪前中期%精通戏曲舞台表演艺术的齐如山对
明代戏曲插图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到明朝关于戏剧的图画!自然就比
宋元多的多了!但是令人失望的地方也
很多!因为彼时关于戏剧的图画大多数
画的是小说!都是犯了前边所说的毛病!
应骑马者便画一马!这便离戏剧太远"
请看明朝刻本的杂剧传奇!约有数百种!
多数附有图画!可是画的不是屋中景就
是山野景!这便不足以作为参考的资料
#$$%" &齐如山 $"-(

齐如山的"失望#之叹%因为明代戏曲插图在"景#
的表现方面都是写实%是戏曲故事画%而非演剧
图, 插图中的"景#分为室内与室外%即齐氏所谓
"屋中景#与"山野景#%室内有屋宇.门窗.家具.
柱子等陈设%室外有树木.栏杆.山石.楼台等风
景%马是真马%车是真车%都是生活场景的真实再
现%此与中国传统戏曲舞台上"一桌二椅#式的简
单布景和"以鞭代马#式的象征道具迥然有别,
正因如此%齐如山认为明代戏曲插图"画的是小
说#而"离戏剧太远#%与舞台表演没有关系,

插图中"景#既然与舞台演出没有关系%那么
"人#呢- 戏曲舞台上的人物造型包括化妆和服
装, 就演员化妆而言%北宋以后"涂抹粉墨作优
戏#'徐梦莘%卷三十一 "#$(已成为定制%元代更
进一步%不仅有滑稽和反面人物的"花面#化妆%
还有一般正面人物的"洁面#化妆以及一些特殊
人物的性格化勾脸%此外还有挂髯口%这些化妆手
段到明代又有进一步发展'龚和德%#51!$%(%但
这些在明代戏曲插图中都没有体现, 就人物服饰
而言%明代戏曲插图中的人物穿扮基本是日常生
活装束%并非采自戏台上的服饰%此点后文有详
论%恕此不赘,

所以从直观来看%无论是"景#的表现%还是
"人#的造型%明代戏曲插图和小说插图并无二
致%都是对文本中相关故事情节和生活场景的再
现%以达到图文并茂的审美效果, 这是很长时间
以来人们的普遍看法%所以论者一般不会将其与
舞台演出勾联%他们的关系自然就没有探讨的必
要%更不会成为一个话题,

当然%众所周知的是%在特殊情况下%明代戏
曲插图确会展现舞台演出场景%即当剧本某出有
演戏情节%若恰好该出要配插图%而插图又恰好选
了该演戏情节'也有不选的(%那么就会直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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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剧%笔者称之为"戏中戏#插图, 这类"戏中戏#
情境下的插图很少%明代戏曲插图中只有 9 幅%"

对研究当时的演剧具有很高的价值, 此外%"副
末开场#插图亦差可算入此类%数量亦极少,#

但

这类插图在本质上%非特为舞台演出%仍是为文本
服务'小说.地方志刊本也有"戏中戏#插图(%仍
是状摹文本中的生活场景%只不过这个生活场景
恰巧是演剧罢了, 而且其数量极其稀少%不具有
代表性%所以不仅本文%而且持"照戏绘图#论者
也一般不将这类插图纳入讨论范围,

最早提出明代戏曲插图受到舞台演出影响而

让二者发生关联的%据笔者所知%是 $191 年王树
村编选*京剧版画+一书的前言$"金陵富春堂.世
德堂刻印的传奇里的插图%布景虽似写实%但人物
所处的位置及身段.表情等%却像戏中角色,#'王
树村 #(王氏在该书前言中需要追溯清代京剧戏
出年画的渊源%最容易想到的自然是前朝兴盛的
戏曲插图了, 两年之后%王伯敏也以明代金陵富
春堂.世德堂刊印的戏曲插图为例%认为"明代版
画的另一特点是$ 对于画面上的组织%如舞台场
面那样来处理# '王伯敏 ^1(, 两位学者的研究
视角可谓另辟蹊径%都避开了插图中景物描绘与
人物造型等"实#的部分%而引入了人物动作和构
图风格等较为"虚#的视角,

王树村的观点只是书前序言中的一段话%王
伯敏的分析也仅占了其书的半页内容%俱为一种
自发的偶见和猜测%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引起学界
的注意和回应, 真正使二者关系引起广泛关注并
形成话题的%是 "5 世纪 15 代以来一批研究版画
史的我国台湾学者的持续性探讨, 学者萧丽玲是
其中的先行者和践行者$ 其硕士学位论文*晚明
版画与戏曲和绘画的关系!!!以7琵琶记8为例+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图书文物组硕士论
文%$11$ 年(%辟有专章来系统地探讨明代*琵琶
记+剧本插图和舞台表演的关系%其主体部分以
单篇论文*版画与剧场!!!从世德堂刊本7琵琶
记8看万历初期戏曲版画的特色+为题发表%而且
这种研究理念和观点也惯性地体现于其后来出版

的英文著作中, 萧丽玲认为%明代世德堂刊本
*琵琶记+插图在插图版式.人物动作和构图方式
上%都受到了戏曲舞台处理空间方式的影响, 萧
氏还强调%这些现象不是世德堂刊本的特例%而为
当时以人物表现为主的戏曲插图所共有, 此外%

戏曲插图受到舞台影响的时段%是截止到明代万
历晚期%因为此后的戏曲插图向文人趣味靠拢%追
求诗情画意%与舞台表演再无关联'$6$!$9-(,
这个时段上的划分%也得到后来论者的普遍认同%
所以本文讨论之范围也与其相应%基本落在万历
晚期之前,

萧丽玲在其论文中介绍过王伯敏*中国版画
史+一书'$##(%故其研究视角和观点%一方面显
然是受到了王伯敏的启发, 如果说王伯敏的研究
只是蜻蜓点水式的自发偶见%那么萧丽玲就是在
此基础上的踵事增华%其在继承"构图风格#视角
且有增饰的同时%将"人物手势#扩展为"人物动
作#%又新增了"插图版式#角度%从而对此话题予
以系统性.自觉性的阐发,

从此话题的生成语境来看%萧丽玲的这种系
统性阐发之所以在 "5 世纪 15 年代初才出现并很
快形成热点话题%背后其实还有更为深层次的理
论来源和背景%即西方学界 "5 世纪八九十年代兴
起的"视觉文化研究#热潮, 在版画研究日益成
为国际学界多学科竞相讨论的一个热点时%我国
台湾地区%得欧美学术风气之先%涌现出不少有新
意的学术成果%其中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就是"把
版画插图作为一种视觉媒介来看待%以其包含的
有形或无形的0视觉符号1为线索%分析版画作者
如何构筑图像语言%试图将这些作品与其他视觉
产品联系在一起加以阐释# '董捷 $1(, 萧丽玲
将戏曲插图作为戏曲再现的一种媒介%关注其如
何同文本.舞台等其他媒介展开互动%可谓对当时
视觉文化研究热潮的一种回应,

在这种视觉文化热潮的激荡之下%萧丽玲的
研究理路和观点%很快被台湾当地研究版画的学
者效仿, 许光美硕士学位论文*陈洪绶7张深之
正北西厢秘本8版画研究+'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
所硕士论文%$11- 年(.林惠珍硕士学位论文*明
刊7西厢记8戏曲版刻插图研究+ '淡江大学汉语
文化暨文献资源研究所硕士班硕士论文%"55%
年(都从插图版式.人物动作和构图风格等三个
角度探讨戏曲插图与舞台演出之关系%只不过在
研究个案上将*琵琶记+变为*西厢记+罢了, 而
且%这种研究视角与结论也得到了台湾版画史研
究者的普遍认同,$

微微清风就可以吹皱一池春水%这种关于戏
曲插图与舞台表演关系的视觉化分析理路%除了

)$6)



明代戏曲插图与舞台演出关系献疑

在台湾学界持续发酵外%随后也扩散至本来未将
其视为话题的大陆学界%首先受其影响的自然是
版画史研究, 有的学者是简要强调%有的学者则
是系统阐发%后者以张玉勤的阐述最为详细,%

张

玉勤*从明刊本7西厢记8版刻插图看戏曲的文人
化进程+一文%从插图版式.人物动作.人物显豁
及与其相应的简化背景等三个视觉角度切入%论
述了明代戏曲插图采自舞台表演的诸多特征%而
其中第三点可以归入萧丽玲所言的"构图方式#%
所以其分析理路和观点基本是对萧氏的因袭, 值
得注意的是%在此话题风气的激荡之下%郑振铎
$165 年发现的*蓝桥玉杵记+ "凡例#中"本传逐
出绘像%以便照扮冠服#之语%也被大陆学界重新
"发现#和重视%并作为论证戏曲插图具有指导舞
台扮演功能的唯一史料,

以王树村.王伯敏.萧丽玲.张玉勤为代表的
分析理路%是首先预设一个前提%从而笼罩了之后
所有的分析与探讨, 这个预设就是%既然戏曲刊
本插图附属于戏曲这种文体%而戏曲包括文本阅
读和舞台表演两个方面%那么插图在辅助文本阅
读的同时%必然也对舞台表演有所反映, 在此预
设之下%只要插图与舞台在表现形式上有相似之
处%就判定插图应是受到了舞台的影响%绝无其他
原因,

这种研究理路%逐渐成为研究明代戏曲插图
的一种分析范式%其风行之程度体现于以下两个
方面$ 第一%在明代戏曲插图的个案研究中%论者
往往会顾及此研究理路而予以一定篇幅来论述,
例如有学者研究汤显祖"临川四梦#图像在戏曲
传播中的功能%就专门拈出了"戏曲插图反映了
古代戏曲演出的真实场景#功能来论述%竟不顾
与前文指出"四梦#中有的插图"是以景物为主%
人物为辅%完全属于杭州派的画风#'王省民 16(
间的抵牾&第二%众多插图史.绘画史.版画史专
著%在论及明代戏曲插图时%往往会有其和舞台演
出关系之论述,&

可以说%这种研究取向和观点已
成为了版画史研究领域不言而喻的"公理#%似乎
非此不能证明其研究视角之全面,

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下文从美术和戏
曲的双重视角%对持论者的主要观点分而考辨之%
并进而指出其论证逻辑隐含的缺陷, 鉴于萧丽玲
和张玉勤两位学者对此话题的阐述最为详细和系

统%在台湾和大陆学界各具代表性%故下文之考

辨%主要就该两位学者的观点而展开,

二$ 文字上的陷阱#!本传逐出绘像'
以便照扮冠服"

!!$165 年%中国版画研究的先驱郑振铎先生为
其主编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作序%序中云$"杨之
炯*蓝桥玉杵记+凡例云$ 每出插图0以便照扮冠
服1, 盖戏曲脚本之插图%原具应用之意也,#'郑
振铎%第 $6 卷 "6$(郑氏据此推测%插图中描绘的
人物冠服%具有指导演员装扮的功用, *蓝桥玉
杵记+此语%在郑氏这篇洋洋洒洒数万字的宏论
中%只是一句不太起眼的话%在当时以及此后的很
长时间内并未受到关注, 直到半个世纪后的
$115 年%随着台湾学者关于戏曲插图与舞台演出
关系的视觉化研究理路传入大陆学界%受此风气
激荡使然%"以便照扮冠服#这句话因为与此研究
理路如符合契%被学界重新"发现#%在经历了由
隐到显并被广泛引用的复出之旅后%成为论证明
代戏曲插图具有指导梨园扮演功能的唯一史料,

然而%郑振铎早在 $19- 年完稿的*中国古代
木刻画史略+一书中修正了原先的观点$"万历丙
午'三十四年(刻的*蓝桥玉杵记+%作者的例言便
道0本传逐出绘像%以便照扮冠服1, 原来是要演
员们按照插图0以便照扮冠服1的%但许多剧本的
插图未必便都具有这个功用%它们恐怕只是作为
装饰性的美好的0插图1%以增进读者们的兴趣而
已,#'郑振铎 95!9#(此时郑氏虽然并未把话说
死%用了"许多剧本#"未必便都# "恐怕#字眼%但
其对于过往观点的修正是明确的$ 很多戏曲插图
的功能仍是以装饰性来增强读者兴趣而已%与舞
台演出关系不大,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是郑
振铎先生一生中最后一部开拓性的学术专著%历
经半个多世纪的曲折之后%$1%9 年才以人民美术
出版社版*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 "第九册#的形
式首次面世%立即引起轰动%在国内外屡次获奖%
$1%% 年又被收入文物出版社版*郑振铎艺术考古
文集+,'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是研究中国古代版
画的必读之书%然而颇为吊诡的是%主张插图具有
指导梨园扮演功能的版画史论者%却不约而同地
忽略了郑氏在该书中对于原先观点的修正%而只
取他 $165 年初次意见中的话了, 个中原因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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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郑氏修正后的看法%对"以便照扮冠
服#持怀疑的态度%而这显然与插图指导演员扮
演的观点相抵牾%所以持此观点的论者就避而不
谈了, 反倒是戏曲学者廖奔在谈及此语时%对郑
氏修正后的观点较为认同$"万历刊本*蓝桥玉杵
记+0凡例1说$0本传逐出绘像%以便照扮冠服,1
该书果然附录了许多图画%根据每场的登场人物
和情节绘出图像, 但这些图画都是生活场景的状
摹%而不是舞台场面画%因此其中人物穿着打扮基
本上是生活装束%只能为演员装扮出具一个基本
的提示%例如某个角色应该穿哪一类人的服装%如
此而已,#'廖奔 #$1(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万历三十四年
'$-5- 年(戏曲刻本*蓝桥玉杵记)凡例+之"本
传逐出绘像%以便照扮冠服#- 这就需要引入戏
曲史的分析视角,

明代戏曲.小说插图都是生活场景的状摹%其
人物穿着打扮基本是日常生活装束%这也使其成
为明代服饰史研究的一大材料来源,(

即便是标

榜"本传逐出绘像%以便照扮冠服#的*蓝桥玉杵
记+插图也不例外%其人物冠服仍是绘出生活场
景%例如第十八出插图绘金万镒路遇李晓云%其中
金的穿着是缨子帽儿.绿萝褶儿.洒金川扇儿%乃
明代典型的富家公子的时尚打扮'扬之水 9(,
在此方面%*蓝桥玉杵记+插图与同时期的其他戏
曲.小说.诗文插图并无二致%所以从逻辑上讲%如
果*蓝桥玉杵记+可以宣称"本传逐出绘像%以便
照扮冠服#的话%那么明代所有戏曲.小说.诗文
等插图本都可如此标榜,

既然明代戏曲插图中的人物服饰基本都是当

时生活常服%那么问题就可置换为$ 明代戏曲舞
台上的人物服饰究竟与当时生活常服是什么关

系- 宋俊华*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一书研究
指出%明代戏剧中的人物服饰基本来自当时人们
日常生活所穿的服饰%用法也大致相同,)

换言

之%明代戏衣多为当时人们的生活常服!!!这也
是理所当然%因为戏服采自生活常服%对于戏班和
演员来讲%是最简便.经济的做法, 笔者可再补充
两条史料予以佐证$ 第一%明代冯梦龙编*醒世恒
言+"张廷秀逃生救父#篇%其中有男主角穿着戏
服直接见客的情节%说明他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穿
的就是日常服装,*

第二%李渔小说*曲终死节+反
映的是明末清初时的生活%其中富家子弟为博得

藐姑的欢心%送了许多首饰与衣服给她%然而"做
衣服送他的%都放在戏箱之中%做老旦.贴旦的行
头%自己再不肯穿着#'李渔 "-$(%可知旦角服饰
与生活常服通用'朱恒夫 -$(,

明代戏曲插图中的人物服饰与当时舞台上的

戏衣%既然都与生活常服基本相同%那么二者也必
然是基本相似的, 在此意义上%"本传逐出绘像%
以便照扮冠服#虽然是句多余的话%似也可以成
立, 然而%我们若保持清醒地回到现实本身%就会
发现这句话违背常识和逻辑之处, 既然戏衣多是
生活常服%那么演员在舞台上的穿扮%照着日常装
束是最简便的%何必再去翻看剧本中的插图呢-
根本无此必要, 且不论明代并非每部戏剧都配有
插图%关键是戏曲插图本往往制作精良%价格不
菲%非一般中下层民众可以承受%演员或戏班怎么
可能仅仅为了照着穿扮就去购买插图本呢- 此
外%明代对服饰的颜色.材质等都有明确的等级规
定%*明会典+"冠服#关于帝后.宗室.官员.士庶
乃至乐舞.僧道之冠服在颜色.质地.纹样方面都
有定制%乱用者要受罚%而插图大多数都是黑白版
画%没有冠服的颜色.材质等重要信息%让演员如
何去"照扮#呢-

问题的关键更在于%除了主体上的没有必要
和客观上的操作困难之外%从道理上讲%演员不存
在根据图来扮戏的事情, 演员学会某一出戏%当
然知道穿戴什么%管理戏箱的人员当然也知道%无
须再照插图或画册来穿扮化妆, 正因如此%熟悉
戏曲舞台表演的学者朱家溍先生不断指出%清宫
戏曲人物画是供帝后欣赏的%不是用来照着扮戏
的%戏画上的那行"穿戴脸儿俱照此样#字样%是
其从宫廷流散出去后古董商新加的%以便卖个好
价钱, 即使是需要备忘%也用不着精细的画册%故
宫藏有抄本*穿戴题纲+%用文字记载某戏某角的
详细穿戴%那才是档案的性质,+,-

朱先生的这种认

识是其长期浸染.研究戏曲的肺腑之言%非外行人
所能道也,

说到底%"本传逐出绘像%以便照扮冠服#只
是书商的广告策略和把戏而已%就像古董商人后
加的"穿戴脸儿俱照此样#那行小字一样, 此乃
文字裹挟图像而成的陷阱%图像虽然是真%但解释
说明图像的文字未必是真%如果这些文字是制造
或售卖图像之人出于商业之考虑而有意制作的%
可能就会裹挟图像形成一种文图共谋的陷阱%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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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慎,+,.
古代戏曲.小说的"凡例#%不少是此

类性质%读者切不可太当真%只要看一看*蓝桥玉
杵记+的九条"凡例#中%诸如"本传词调多同传奇
旧腔%唱者最易合板%无待强谐# "本传兹因海内
名公%闻多渴慕%故急刊布%未遑音释%重订有待#
等'蔡毅 $#5"(%和"本传逐出绘像%以便照扮冠
服#一样%多是自我标榜之语, 此外%这句话之用
意%恐怕重点不在"以便照扮冠服#%而是"本传逐
出绘像#%即每出都有插图%这在当时插图本中确
实不甚多见%所以值得强调和宣传,

"本传逐出绘像%以便照扮冠服#之把戏%很
容易被时人拆穿%反显累赘%所以此后再也未出现
过类似的话, 明代戏曲插图本中最流行的广告%
都是宣扬插图辅助阅读的审美功能, 如现存最早
的*西厢记+插图版本即明弘治十一年'$61% 年(
金台岳家刻本之卷末牌记云$"本坊谨依经书重
写绘图%参订编次大字魁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
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
然%爽人心意,# '伏涤修!伏蒙蒙 $$%(其中"唱
与图合#指的是唱词'曲文(与插图相合%即读者
在"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的环境中%通
过与曲词配合的直观的插图描绘%在阅读中获得
审美愉悦%所谓"爽人心意#也, 有学者往往截取
这段话中的"唱与图合#四字%没有联系上下文语
境%认为"唱#指的是舞台演出%从而得出插图指
导舞台扮演的结论%显然是一种误读,+,/

"本传逐出绘像%以便照扮冠服#是诸如戏曲
插图是"梨园扮演的图示指导#"梨园搬演的图释
指南#%乃至再扩大到"插图指导表演#论者的唯
一论据%是一个孤证, 而综上所述%此语不能成
立%是不熟悉戏曲演出的外行人的臆测,

三$ 视觉上的模棱# 插图版式$人物动作
与构图风格

!!以萧丽玲和张玉勤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明代
戏曲插图在视觉上的插图版式.人物动作和构图
风格方面的一些特征%都受到了戏曲舞台演出的
影响%以下分而辨析之,

!一" 插图对联版式
明代有些戏曲插图是对联版式%即有位于上

方的标题'额题(和位于两旁的联语'榜题(, 有
学者认为这种插图版式类似戏曲舞台布景中的对

联%并将其作为插图受到舞台影响的证据之一%如
张玉勤以万历间刘龙田刊本*西厢记+中的一幅
插图"佛殿奇逢#为例'图 $(%指出其上方的标题
和两侧的联语"颇似早期的舞台布景#'1-(,

事实上%虽然明代有的戏台确实在舞台两侧
台柱挂有对联%但戏曲插图的联语与戏台对联并
无关系%而是与插图图题之功能以及明代中后期
对联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量运用之风气相关, 就插
图图题功能而言%两侧联语是对插图所绘内容的
提示和说明%这种版式早在五代时期敦煌佛教版
画中就已存在'图 "(%只是当时尚不甚工整且数
量有限, 到了明代%联语版式在插图中甚为流行%
即如刘龙田刊本*西厢记+中"佛殿奇逢#插图%上
方额题"佛殿奇逢#四字其实是插图所在该出的
出目%榜联"游寺遇娇娥送目千瞧无限意%归庭逢
秀士回头一顾许多情#是对插图所绘张生和莺莺
巧遇的情境与情节的提示和说明%其功能乃是帮
助读者理解剧情,

图 >7明万历7刘龙田刊
本(西厢记) !佛殿
奇逢"插图

图 ?7五代7敦煌版画!大圣
文殊师利菩萨"
7

那么%为何对联版式在插图中的运用%到了明
代中后期会那么普遍和流行呢- 除了以上所言之
功能外%还有外部环境的变化%即明代中叶以来对
联艺术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大量运用之风气, 对联
'对子.楹联(是我国具有民族特征的汉语文学样
式之一%它起源于五代宋初%而成熟于明代, 对联
自明中叶以来成为民间非常流行的实用性文体%
例如出现了对联通俗类书万历刊本*万锦全书+
*万宝全书+等%它们不仅收有大量实用对联%而
且将其分门别类%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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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场合%举凡宫殿庙宇.楼台亭馆.祠堂戏台%乃至
私人的客室书斋%都会悬挂对联,

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明代书籍刊本的插图%对
联版式并非戏曲独有%在其他体裁例如小说.散
文.类书.教化典籍等插图中都有普遍运用, 例如
万历十九年'$91$ 年(金陵万卷楼小说刊本*三国
志演义+.万历二十八年'$-55 年(联语选集*大
备对宗+.万历二十一年'$91# 年(散文选集*古
文正宗+和万历十五年'$9%^ 年(教化典籍*古今
烈女传+的插图%都采用了上方有额题.两侧有联
语的版式%此类例证不胜枚举, 明代任何体裁的
典籍%其插图都使用对联版式, 这种版式相对于
纯粹的图画%构图更为新颖%具有文学欣赏和插图
说明的双重功能, 正因如此%明代诸类书籍木刻
插图中出现的对联%既是文学意义上的对联的发
展%也是对联在日常生活中大量运用的反映,+,0

综上所述%明代戏曲插图的对联版式%与戏台
对联没有关系, 虽然二者在客观呈现上存在着相
似%但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明代对联在日常生活
中得到大量运用的表征%在此意义上二者是平行
对等的%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 至于萧丽玲还
推测插图上方的四字横题是受到了戏台帐额的影

响%就已无需再论%因为萧氏在行文中也发现了论
证的缺陷即明代戏台帐额上没有任何文字%所以
其最终还是将原因指向了戏台对联'$6#!66(%
笔者也就无需再重复辩驳了,

!二" 人物动作
论者还认为%戏曲插图中人物的动作情态%取

材自戏曲舞台上的表演身段, 萧丽玲以明万历世
德堂刊本*琵琶记+第三十二出插图"牛氏诘邕#
为例'图 #(%认为"两个人一前一后%除了手的位
置外%以同样的姿态前后呼应%此种优雅的姿势%
亦受表演时那种讲究姿态须优美.和谐的舞台身
段之影响# '$6-(, 张玉勤以明万历刘龙田刊本
*西厢记+第十三出插图"乘夜逾墙#为例%认为
"'张生和红娘(二人身段动作犹如雕塑造型般默
契贴合%极具舞台表演身段的诸般特点#%并据此
得出结论说$"由于戏曲是对0有一定长度的行动
的摹仿1%因而极富0动作性1%表现在明初的戏曲
插图中%人物的动作性.程式化十分突出%有的造
型姿势明显是采自舞台上的动作,# '1-(我们从
这些具体例证的表述%例如"呼应# "优美# "和
谐#"默契#等描述性的词汇%可知论者指向的都

是插图人物动作具有生动逼真.互相呼应的效果,
且不论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确知明代戏曲舞台

上演员动作究竟为何样%仅将一幅插图中的其他
一切抹去%而取其人物动作与舞台表演比较%便陷
入了牵强附会的蹈空之谈,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
插图中人物动作之生动.优美.呼应%本为中国古
代绘画艺术特别是人物画的应有之义%故令人困
惑的是%论者竟然完全忽略了从绘画艺术内部分
析成因%反而直接向外求因于表演艺术的戏曲舞
台, 事实上%人物动作描绘生动呼应%既是明代戏
曲.小说.说唱等叙事类作品插图的共同特征%也
是中国古代人物画在技巧和观念方面的传统%并
非有意迎合戏曲演员的舞台动作,

图 @7明万历7世德堂刊
本(琵琶记) !牛氏
诘邕"插图

图 A7明万历7世德堂刊本
(东西两晋演义)插图
7

刊刻插图的普遍都是叙事性文本%一般描绘
故事中较为精彩或关键的情节%体现于视觉上就
以人物及其动作为核心%所以人物动作之生动.呼
应%本是插图艺术应有之特征与追求%其中尤以小
说和戏曲为代表, 在早期小说插图中%如标为
"至元新刊#的元代*全相三分事略+中就有充分
的体现, 萧丽玲举例的世德堂书坊也刊有小说%
例如*东西两晋演义+中"司马伦废帝自立#插图
人物动作之生动毫不逊色于*琵琶记+ '图 6(,
即使是教化类典籍的插图%如明代万历吕坤为教
育女儿而编写的*闺范+一书%"令女中仪读之%日
二事%不得其解%辄掩卷卧, 一日%命画工图其像%
意态神情%宛然逼真, 女见像而问其事%因事而解
其词%读数十事不倦也# '吕坤 %$!%"(, 其中

)$%)



明代戏曲插图与舞台演出关系献疑

"意态神情%宛然逼真#八字%道出了*闺范+插图
在人物动作情态上的细腻生动%借图文并茂以达
到教化之目的,

张玉勤还提到%戏曲插图人物动作具有"程
式化#特征%类似于戏曲舞台演员的表演%故"有
的造型姿势明显是采自舞台上的动作#'1-(, 插
图中的人物动作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程式性#%但
是否就说明它受到戏曲舞台表演程式的影响呢-
且不论明代戏曲表演产生了多少动作程式%至少
"挥鞭如乘马%推敲似有门%叠椅为山%方布为车#
'余上沅 $6(等舞台上常见的程式性动作%戏曲
插图是无法去描绘的%因为插图中马.门.山.车都
是写实, 更重要的是%明代戏曲插图在表现生活
场景时%例如惜别.宴席.审判.礼拜.告别.交战
等%所采用的人物动作和构图范式%和小说.说唱.
诗文等其他体裁的插图并无区别, 我们不妨作些
对比, 万历戏曲刊本*元曲选+中*郑孔目风雪酷
寒亭+一剧之"泼奸夫狙诈占风情#插图'图 9(%
描绘的是官员审案场景%与明代崇祯小说刊本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一幅插图之人物动作乃至
构图方式几乎完全相同'图 -(, 这种戏曲插图中
的人物动作和其他体裁插图相似的现象%在明代
插图中非常普遍%这种模式化的技法具有很强的
操作性和复制性, 如明嘉靖戏曲选本*风月锦
囊+中有一幅"奉浦送行#插图%图中两人相互作
揖%背景空旷%而明中期小说刊本*孔圣宗师出身
全传+的"男女别途#插图.明万历唐诗选集刊本
*唐诗鼓吹+的"霸陵道中#插图中的人物动作与
背景风格%几乎与其一模一样,

所以%明代戏曲插图所采用的人物动作以及
构图范式%和小说.说唱.诗文等其他体裁的插图
并无二致%并非有意迎合戏曲舞台表演动作%而是
因为对于人物动作程式性的表现%是所有插图普
遍采用的格套%此即郑振铎先生所谓的"谱子#,+,1

有的学者明明已发现不能自圆其说%却仍不愿打
破旧论, 例如元鹏飞已认识到戏曲插图中这种特
定场景的模式化"有很多难以表述清晰的不确定
因素#'^$(%但仍然将其定义为戏曲插图对舞台
演出的"间接表现# '^$!^9(, 但是%既然"难以
表述清晰#%怎能将其定义为"间接表现#呢- 何
谓"间接#- 这种模糊的概念%既没有明确内涵%
也没有史料依据%仅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猜测%对研
究并无实际意义,

图 B7明万历7(元曲选)
之(郑孔目风雪酷寒
亭)插图

图 C7明崇祯7小说(魏忠贤
小说斥奸书)插图
7

明代插图有很多通用的范式和格套%此与木刻
插图制作者之职业身份有关, 版画插图的绘制者
大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民间画工%而民间画工制作的
图像往往具有类型化特征%正如缪哲所言$"凡图像
'书法也是其一(%是往往有其保守性的, 我们看
艺术史%就可知这程式化的保守%每以匠人为甚,
4556而匠人的本分%如我们上面讲的%是尽量遵
守旧的程式%没有必要%是不轻易改动的,#'$6$!
6"(正因如此%明代不同书坊刊刻的小说.戏曲.诗
文等插图以及同一书坊刊刻的不同作品的插图%在
"构图上呈现出模式化倾向#'乔光辉 %1(,

中国古代人物绘画在创作理念上%向来追求
"传神写照# '东晋顾恺之语(与"气韵生动# '南
朝谢赫语(%所以特别重视人物整体动作.神态的
表现%而木刻插图人物描绘之技法%与中国人物画
的关系非常紧密,+,2

而且%人物画到了明代表现出
一种复兴的势态%其表征之一就是出现了现存最
早的人物画谱即周履靖*天行道貌+%该画谱专就
人物着眼%论人物于各种境遇中所具之情态与动
作%相当生动而详细,+,3

中国人物绘画的美学观念

以及明代人物画的成就%自然会影响到明代插图
的绘制, 插图中人物动作和构图之生动性%是中
国人物绘画美学关照下的产物%是对于传统人物
画的正常继承%并非专门为了戏曲而特意为之,

!三" 构图方式
$d人物为主.背景简单之构图
明代金陵富春堂.世德堂刊印的戏曲插图在

构图风格上%人物显豁硕大%所占画幅比例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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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自然带来插图中人物靠得较近.景物描绘版
面相对减少的现象!!!它们是连带一体的, 王伯
敏指出%明代这两个书坊的这种人物为主.背景简
单的构图风格%很像舞台场面, '^1(此后%萧丽
玲.张玉勤等学者沿其视角和观点继续阐发%认为
明代戏曲插图中的这种构图方式%是受到了舞台
演出场面的影响,

同样令人困惑的是%持此观点的论者回避了
从绘画艺术内部分析成因%反而直接向外求因于
表演艺术的戏曲舞台, 事实上%和上文讨论的人
物动作同理%人物突出.背景简单之构图%也是早
期叙事类书籍插图的普遍特征%并非受到舞台演
出的影响, 留存至今的隋唐时期佛教版画%就有
突出人物造型的传统%而叙事类书籍使用插图%据
现在所知的材料%最早当出自变文,+,4

宋元小说承

其余绪%其插图风格%从标为"至治新刊#的元代
建安虞氏所刊*全相平话五种+中可以看到, 这
五种平话插图风格都比较一致%上图下文%每页一
图, 在其构图方式上%都呈现人物突出.背景简化
的特征%如*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之"桃园结义#
图%构图重心是刘.关.张三人结义的人物场面%而
对"桃园#背景之展示%仅在版框边缘处用叶子点
缀而已, 即如王伯敏举例的富春堂%其刊刻的小
说插图也是这种风格%并非专为戏曲为之,

这种风格的构图方式%也是由早期插图的功
能决定的, 如上文论及%叙事类书籍插图之功能%
是对书中重要的人物和情节加以形象的展示%故
必以人物及其动作为中心%背景相对较为简单%而
那种没有人物的"空镜头#式插图则是不可思议
的, 此外%早期插图页面版式多为上图下文式%版
面空间有限%在优先描绘人物及其动作时%背景的
塑造相对简单, 这也是古代人物画的普遍观念%
例如清人有论人物大小与景物疏密曰$"盖局法
第一当论疏密%人物小而多者%则可配以密林深
树%高山大岭, 若大而少者%则老树一干%危石一
区%已足当其空矣,#'王世襄 95$(

后来随着插图版式从上图下文到整页方式的

变化%插图版面空间扩大%所以背景描绘较之前已
相对细腻%但仍延续着人物突出的风格, 以万历前
中期富春堂.世德堂为例%它们作为金陵插图风格
的代表%重视人物%线条爽朗%风格豪放%人物首.足
通常采用大面积阴刻%背景的刻画已较之前上图下
文的建阳插图趋于细致%但人物仍然占据画面的大

部分, 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插图传统的延续%即受
到了建阳派插图古拙劲健风格的影响&+,5

另一方面

也与金陵佛教版画艺术"重视人物造型%强调人物
神态的宗教感化功能#有关, '乔光辉 "9^(而且%
量的统计不能反映质的变化%富春堂戏曲插图虽然
背景描绘简洁%但仍然有山石.植物.建筑等刻画%
这与戏曲舞台布景之"空#有本质的不同,

插图风气真正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自万历
后期以来%由于戏曲文人化的影响%戏曲插图从之
前对人物.情节的刻画转移到风景.意境的描绘%
这就在构图方式上体现为人物比例缩小%背景描
绘突出, 这种风格的插图%与舞台演出没有关系%
这是持"照戏绘图#论者也都认同的%但不能因此
用逆向思维%推测之前所有重视人物突出.背景简
单的插图风格%就是受到了舞台演出的影响,

"d面向观者设计的构图
萧丽玲以明代世德堂刊本*琵琶记+为例%认

为戏曲插图具有面向观者设计的特征%原因是受
到了舞台演出的影响, 萧氏举例以第二出"伯喈
祝寿#插图%该图描绘了蔡伯喈夫妇为父母祝寿
的场景%图中蔡公蔡婆被安排在里面的桌后方%而
伯喈夫妇则立于桌前%上寿者应面对寿星%此图却
为背对%这种违反常理而面向观者的构图%原因是
"正在表演中的演员为了顾及前方的观众%演出
时均面向前方, 可知世德堂本插图中%画中违反
常态的人物关系%是来自于画家将表演中的舞台%
直接记录在戏曲插图中%而导致的结果#'$95(,

这种观点随意比附之程度%实在令人匪夷所
思%存在着诸多错误, 首先%世德堂本*琵琶记+
插图中的人物虽然大多面向观者%但也有背对观
众的%例如第五出"辞亲赴选#插图中前排拱手道
别的蔡伯喈%这就在论证文本的内部产生了自相
矛盾, 其次%这种强行比附和关联的逻辑%忽视了
插图面向观者设计的本质, 舞台表演是给观众看
的%绘画也是绘给观众看的%这从本质上就决定了
它们的人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要面对观众%为
何一定要强行将二者关联呢- 现存最早刊本上的
插图%是在敦煌 $^ 窟发现的唐咸通九年雕版印刷
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扉画%所绘为释迦牟
尼向四众弟子宣说*金刚经+场景%其中数量众多
的人物都是面向观者, 质言之%面向观者构图%是
古今中外人物画的普遍观念和技法%并非专为戏
曲插图特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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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举一个插图和舞台演出之构图相反的

例子, 万历石林居士本*牡丹亭+第十四出"写
真#插图表现了杜丽娘将自己美丽容颜绘于纸上
的场面, 从观画者的角度来看%插图中的杜丽娘
不是正向面对观众%而是侧身于桌子外侧%如此一
来%桌子上已经画出头部的写真图以及镜子之反
像%就都可被观画者清晰地看到'图 ^(, 但这种
构图方式在*牡丹亭+演出舞台上绝不会出现,
无论是传统昆剧折子戏演出传统%还是现代青春

图 D7明石林居士本(牡
丹亭)!写真"插图

版*牡丹亭+%舞台上
的杜丽娘一定是站在

桌子内侧正向面对观

众%提笔于平摊在桌
上的纸上作绘画状%
只是用笔做个样子%
观众看不到也没必要

看到杜丽娘是如何完

成绘画的'图 %(, 这
也更说明%绘画和表
演两种不同的艺术在

表现形式上各有其特

点%没有必要将二者
强行比附,

图 E7浙江昆剧团$青春版(牡丹亭)之!写真"
演出截图

结7语

过往论者将明代戏曲插图与舞台演出相勾

连%认为二者之关系体现为"照图扮戏#和"照戏
绘图#, "照图扮戏#论%因为其依据只有一条史
料即"本传逐出绘图%以便照扮冠服#%所以若结
合戏曲演出之实际%其是非自不难辨明, 而"照
戏绘图#论%因切入的角度属于视觉上的模棱之
处%故有必要对其理论前提和论证逻辑的缺陷%作
一个澄清性的说明,

"照戏绘图#论最大的问题是有一个先行的
预设$ 明代戏曲插图之绘制必定受到戏曲舞台演
出的影响%也就必对舞台演出有所反映, 论者为
了证明其预设%避开了插图中景物描绘与人物造
型等明显与演出无关的部分%而引入了插图版式.
人物动作.构图风格等较为模棱的视角, 然而%这
个预设是极不可靠的, 明代戏曲插图的本质是用
来辅助阅读%即以直观的形象展现文本故事的情
节或情境%绘制者是把插图当作一幅单纯的画作
进行创作%即再现真实的生活场景%而非有意表现
舞台场景, 正因如此%明代戏曲插图所采用的范
式和风格%与当时的小说.说唱乃至诗文等其他体
裁的插图并无二致%戏曲插图并不因其附属于戏
曲文体而具有特殊性, 如果对这一点未能有充分
认识%研究古代插图或古代戏曲%狭隘和曲解或在
所难免,

正因带着这样一种主题先行的假想%论者在
具体的分析论证方面%就出现了难以周延乃至匪
夷所思之处%主要体现于以下两点, 首先%与其说
论者忽视了%不如说是故意规避了与插图艺术关
系最密切的美术史内部的探因%即将戏曲插图与
当时其他体裁插图进行横的对比%以及置于中国
古代绘画史的脉络中进行纵的分析, 而如本文考
辨所示%论者指出的明代戏曲插图受到舞台演出
影响的所有特征%在明代其他体裁作品插图乃至
一些人物绘画中都普遍存在%+67

并非专为戏曲插

图为之, 换言之%造成插图中这些特征的真正原
因%是通行于明代插图绘制者的一套职业技法%而
这些技法是中国绘画美学整体关照下的产物%是
对于传统人物画技法的正常继承%并非采自戏曲
舞台表演,

其次%规避了美术史的寻因之后%论者仅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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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与表演在客观呈现上的某些相似%就汲汲于
在它们之间建立单一性的因果链条解释%即认为
明代戏曲插图的这些特征%有且只有一个原因%那
就是戏曲舞台表演, 然而%这种单一性的因果链
条显然有很大问题%陷入了绝对化的比附, 典型
的代表就是认为插图面向观者设计是借鉴于舞台

表演%其逻辑就像说戏曲舞台上有人%而戏曲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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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伪命题%不仅无补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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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刊本*荷花荡+第二十二出.明崇祯刊本*一笠庵新编一
捧雪传奇+第五出.明崇祯刊本*盛明杂剧)义犬记+第一
出.明崇祯刊本*盛明杂剧)同甲会+之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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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1^ 年%第 $!" 页&朱家
溍$"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说略#%*中国京剧+ 9
'"55"($ 61,

+,. 笔者曾就文图共谋的陷阱作过分析%关键是要回到图
像制作的传统%复活文字被制造的语境%这样才能避免上
当, 朱浩$"文图共谋的陷阱#%*读书+9'"5"$($ 9%!-",

)"")



明代戏曲插图与舞台演出关系献疑

+,/ 例如林惠珍说$"在弘治本*奇妙注释西厢记+牌记中
的0唱与图合1四字可知%此时的戏曲插图不仅有看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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