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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四梦'说的来由与)牡丹亭*的深层意蕴

康保成!陈燕芳

摘!要# "临川四梦#说并不符合汤显祖四部传奇的实际'$紫钗记%不能以"梦#来概括* "四梦#说是汤显祖本人受到车
任远的四个杂剧,合称"四梦#-以及$金瓶梅词话%中的俗曲"四梦八空#的启发而提出的'明末附和者寥寥'清康熙时才
遍布天下* 车任远的"四梦#和$金瓶梅%的"四梦八空#都带有浓厚的虚幻和色空色彩* 汤显祖的后期传奇亦如此'其中
$牡丹亭%的内涵比较隐蔽* 作品弘扬的是人的自然本能和宣泄本能的自由'而主要不是歌颂爱情+同时'梦境和现实的
巨大落差'杜丽娘"鬼可虚情'人须实礼#的话语和行为'不仅是对现实的否定'还开启了作者禅悟的初心* 这一写法对后
来的$长生殿%和$红楼梦%产生了明显影响*
关键词# 四梦+!三梦+!二梦+!牡丹亭+!自然本能+!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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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古代戏曲&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研究* 电子邮箱! ,88ISMd#"$LM3B陈燕芳'中山大学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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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谓'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指的是汤
显祖的四部传奇作品* $紫钗记%$牡丹亭%$南柯
记%$邯郸记%的合称, 这早已成为常识, 想要颠
覆常识十分困难)也十分危险, 所以)当我们看到
并非'临川四梦(而是'三梦( '二梦(的说法时)
就不能不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错了,

第一个提出'三梦(说的)是明末清初的熊文
举)他的$夜泊文昌桥再怀义仍先生暨公子季云%
诗云*

隆万氤氲士气醇$香风千载忆斯人&
金抳韵远留三梦$玉茗堂前垌万春& 祠
部抗章嗔故相$平昌存画泣遗民& 盈盈
一水怀公子$欲采芳兰藉藻苹& (+雪堂
先生文集, $K)

熊文举 !#)&) 年##$$& 年")字公远)号雪
堂)江西省南昌府新建县人, 明崇祯四年!#$'#
年"进士)授合肥县令, 在任时好士爱民)以廉洁
著称, 农民军三次攻打合肥)他亲率军民守城)叙
功擢吏部主事)后迁稽勋司郎中, 明季降附李自
成)顺治元年降清)二年迁吏部右侍郎, 康熙二年
以病告归)八年卒, $清史列传%入'贰臣传( !$
)&*#&&", 一生勤于学)尤耽著述)工诗-文-词)
有$雪堂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及$雪堂先生诗选%
$耻庐近集%等著作传世,

熊文举曾有$过临川追怀汤义仍先生%诗)故
此诗题有'再怀(云, 诗题中的'公子季云()即汤
翁幼子汤开先!字季云", 从年龄看)熊文举是汤
显祖的后辈)约与开先同时, 开先生年不详, 汤
翁万历二十九年!#$K# 年"有$辛丑五日又病)听
稚儿念书%诗)徐朔方$汤显祖年谱%谓*'此儿当
即开先, 如是年七岁)则天启辛酉!#$"# 年"中举
时 "# 岁(!$汤显祖年谱% #)(", 据此)汤开先应
生于万历二十三年!#)&) 年")恰与熊文举同年
生,!

诗中所说的'金柅()指金柅阁)是汤显祖居
所玉茗堂内的一处楼阁,"

清末民初)何海鸣!#**( 年##&(( 年"第二
次提出'三梦(说*

临川汤显祖以作+牡丹亭,传奇称
于世$所谓词人者是也& 虽然$以词人目
临川乃大冤特冤$兹得其所著+玉茗堂
尺牍,读之$觉此老!三梦"之作不过一
时游戏$不足以窥见其文章经济之堂奥
也& ("#*"")

何海鸣)湖南衡阳人, 在'两湖书院(读书时
与黄兴同学)曾起兵讨伐袁世凯)与孙中山等交
好, 后弃武从文)成为'鸳鸯蝴蝶派(重要作家,
还曾在汉口创办$大江报%)成为当时名记, 何海
鸣文武兼备)饱读各类书籍, 尤其是作为一个文
学家)他不可能不知道'临川四梦(的说法)但他
也明确提出了'三梦(说,

在当代)山东学者王晓家$'文艺精品(之我
见%一文首提'临川三梦(说*

在中国戏剧史上$明代中叶的!言
情派"(又称临川派)汤显祖与!言理派"
(又称吴江派)沈璟$一个以+临川三梦,
轰动一时$一个以+义侠记,标榜古今&
(""&)

熊文举-何海鸣-王晓家)这三位不同时代的
学者)在'临川四梦(的说法广为流行之后)还异
口同声地把提出'三梦(或'临川三梦(的说法)值
得关注, 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明说* 汤翁的四
部作品中)哪一部不能入'梦(,

我们认为)不能入'梦(的作品应该是$紫钗
记%,

$紫钗记%共五十三出)取材于唐人小说$霍
小玉传%)只把小说中李益的负心)改为卢太尉从
中作梗+把小玉的悲愤而亡)改成了李-霍二人最
终团圆而已, 这里有'梦(吗. 如果逐字检索)可
以发现该剧第四十九出的出目是$晓窗圆梦%)写
霍小玉梦到了黄衫豪客)给她递了一双鞋)鲍四娘
为小玉圆梦)说是*'鞋者)谐也, 李郎必重谐连
理(!$紫钗记% ")%&",#

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
置于全剧中无足轻重)甚至可有可无, 如果因有
这样的桥段也足以将全剧归结为'梦(的话)那古
典戏剧中可以入'梦(的作品可就数不胜数了,
在$窦娥冤%中)窦娥的冤魂为父亲窦天章托梦)
使窦天章在梦中获悉案件真相)遂得以破案)为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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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昭雪)这算不算是'梦(. $张协状元%第二出)
写张协梦见'两山之间)被一非!飞"虎擒捶()第
四出写他请人圆梦)钱南扬先生将这出戏命名为
$张协圆梦%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目录
页")$张协状元%能不能入'梦(. $西厢记%第四
本为$草桥店梦莺莺%)在全剧中举足轻重)难道
$西厢记%也是'梦(.

那么)汤显祖自己对他的作品是如何概括
的呢.

众所周知)明传奇第一出往往有提示全剧大
意的作用, 汤显祖的四部传奇)也在曲中概括全
剧大意, 如$牡丹亭%第一出6汉宫春7词前五句*
'杜宝黄堂)生丽娘小姐)爱踏春阳, 感梦书生折
柳)竟为情伤,(本出下场诗云*'杜丽娘梦写丹青
记)陈教授说下梨花枪, 柳秀才偷载回生女)杜平
章刁打状元郎(!$牡丹亭% "$##",$$南柯记%第
一出6南柯子7末二句为*'契玄还有讲残经)为问
东风吹梦几时醒(!$南柯记% "*"(",%$邯郸记%
第一出下场诗为*'何仙姑独游花下)吕洞宾三过
岳阳, 俏崔氏坐成花烛)蠢卢生梦醒黄粱( !$邯
郸记% "&%$",&

独独$紫钗记%的开场)未提一个
'梦(字, 这说明)在汤显祖看来)$紫钗记%中的
'梦(并不是要紧关目)而是可有可无,

此外)许多学者)都把汤显祖为他的四部传奇
所写的$题词%)看成是作者自报创作主旨的宣言
书)其中 $牡丹亭题词%中的这段话经常被人
征引*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
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
于世而后死& 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
得其所梦者而生& 如丽娘者$乃可谓之
有情人耳&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
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生而不可与死$死
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梦中之
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 必
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
之论也& (!牡丹亭题词" #))")

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因做了一个春梦而病
亡)'梦(是全剧的核心情节和故事起点, 汤显祖
宣称*'梦中之情)何必非真,(这其实可以理解
成)在作者看来)惟有'梦中之情(方是真情)一旦

醒来)则情与梦全失矣,
$邯郸记%和$南柯记%均用大部分篇幅写梦

境)又非$牡丹亭%所能比拟, 这两个戏分别来自
唐传奇$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 前者写卢生
从枕中进入梦境)尽享人世间的荣华富贵)醒来黄
米饭还未熟+后者写淳于棼醉倒在宅南古槐树下)
梦见自己被大槐安国国王招为驸马)任南柯太守
二十年)经历了从建功立业到被猜忌-受打击的一
生)醒来后发现'槐安国(只是个蚂蚁窝, 在汤显
祖的时代)'南柯梦('黄粱梦(早已成为脍炙人口
的成语)所以汤翁把这两个戏命名为' $南柯梦
记%和$邯郸梦记%)其$邯郸梦记题词%!#$K# 年"
云*'梦死可醒)真死何及. 0//1既云影迹)何
容历然. 岸谷沧桑)亦岂常醒之物耶. 第概云如
梦)则醒复何存. 所知者)如梦游醒)必非枕孔中
所能辩耳(!'邯郸梦记题词( #))(", $南柯梦记
题词%!#$KK 年"当然也谈到梦*'世人妄以眷属
富贵影像执为吾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 倏来
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 0//1梦了为觉)情了
为佛, 境有广狭)力有强劣而已( !'南柯梦记题
词( #))$#)%", 可见它们与'梦(的天然联系,

然而)$紫钗记题词%却无一字言及'梦(, 原
因很简单)实在是由于$紫钗记%无梦可言, 由此
可以断定)汤显祖在改定$紫钗记%及撰写$紫钗
记题词%的万历二十三年!#)&)")尚未想到将它
之归入'梦(, 将$紫钗记%作为'四梦(之一是后
来发生的)是有某种原因促成的, 熊文举-何海
鸣-王晓家所说的'三梦()应不含$紫钗记%在内,

总之)把汤显祖的四部传奇合称'临川四梦(
的说法)无论从逻辑的层面抑或学理的层面)都显
得相当牵强,

二

这么明显的问题)难道除了熊文举之外晚明
就没有人看出来吗. 非也, 早在汤翁在世时以及
稍后)许多戏剧理论家不仅把$紫钗记%排除出
'梦(的行列)而且也把$牡丹亭%排除出去)在他
们看来)属于'梦(的)只有$邯郸梦记%和$南柯梦
记%)这就是'二梦(说,

王骥德$曲律%!#$#K 年"多次以'二梦(代指
$邯郸梦记%和$南柯梦记%)而称$牡丹亭%为$还
魂%, 且看他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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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惟+还魂,!二梦"之引$时有最俏
而最当行者$以从元人剧中打勘出来故
也& (王骥德 #'*)

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
+明珠,+浣纱, +红拂, +玉合,$以实而
用实者也%+还魂, !二梦"$以虚而用实
者也& (#)()

+还魂, !二梦"$如新出小旦$妖冶
风流$令人魂销肠断$第未免有误字错
步& (#)&)

显然)在王骥德看来)不仅$紫钗记%不能入
'梦()而且连 $牡丹亭% !$还魂记%"也不能算
'梦(,

和王骥德持同一说法的还有吕天成-张岱等
人, 吕天成$曲品%卷下)在'汤海若所著传奇五
本(下著录$紫箫%$紫钗%$还魂%$南柯梦%$邯郸
梦%)只有后二种以'梦(呼之, 又在'车柅斋所著
传奇二本(下著录了'四梦()但云*

+高唐梦,亦具小境$ +邯郸, +南
柯,二梦多工语& 自汤海若二记出$而
此觉寥寥& +蕉鹿梦,甚有奇幻意$可
喜& (吕天成 "**)

此处的'四梦()指的是明代作家车任远所作
的四种杂剧* $高唐梦%$邯郸梦%$南柯梦%和$蕉
鹿梦%!四剧合称$四梦记%")而并不是'临川四
梦(或'玉茗堂四梦(, 至于称车氏的$邯郸% $南
柯%为'二梦(-汤显祖的作品为'二记()乃是为以
示区别故也)且汤翁的这两个戏本来就叫$南柯
梦记%和$邯郸梦记%, 可见)在$曲品%成书的年
代!万历癸丑)#$#' 年")一般人心目中的 '四
梦()并不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

郑志良教授最近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刊行于

万历四十年!#$#""年的$玉茗堂书经讲意%)汤翁
弟子周大赉为$讲意%所作序言中称* 先生'日但
寄兴声歌)以舒其平生豪迈之气)故$牡丹亭%4二
梦记5)玉茗堂辞赋等集盛行海内(!周大赉 (*",
所谓'二梦记()即指$南柯记% $邯郸记%而言,
因其是'梦()也是'记()故称之为'二梦记(, 这
与汤翁$寄邹梅宇%中称其为'二梦记( !'寄邹梅

宇( #&'*"相合, 此外)和汤显祖同年出生的邹
迪光!#))K 年##$"$ 年"在$汤义仍先生传%中
说*'公又以其馀绪为传奇)若$紫箫% $还魂% 4二
梦5诸剧)实驾元人而上( !邹迪光 &", 此$传%
载于汤显祖曾为之作序的$调象庵稿%)必作于汤
显祖去世之前)是最早的一篇汤显祖传, 邹氏把
$牡丹亭%!$还魂%"和'二梦(分开)与王骥德-吕
天成等人的说法完全一致,

明末另一戏剧理论家张岱在给袁于令的信

中说*

汤海若初作+紫钗,$尚多痕迹& 及
作+还魂,$灵奇高妙$已到极处& +蚁
梦,+邯郸,$比之前剧$更能蜕化一番$
学问较前更进$而词学较前反为削色&
盖+紫钗,则不及$而!二梦"则太过$过
犹不及$故总于+还魂,逊美也& 今+合
浦珠,是兄之!二梦"$而+西楼记,为兄
之+还魂,& !二梦"虽佳$而+还魂,为
终不可及也& (!答袁箨庵" '#$)

袁于令写成$西楼记%传奇的时间是汤显祖
去世的那年即 #$#$ 年)故张岱写这封信的时间只
能在此年之后, 他以$西楼记%比拟$牡丹亭%)以
$合浦珠%比拟'二梦(即$南柯记% $邯郸记%)说
明汤显祖本人生前虽已提出了'四梦(说!详后
文")但这一说法仅在少数人中流传而尚未得到
普遍响应,

'二梦(说的核心是将$邯郸记% $南柯记%与
$牡丹亭%分开)那么)将汤翁的四部传奇合称的
场合又如何呢. 文献表明)即使如此)明末文人也
极少使用'四梦(说,

明末茅元仪!#)&( 年##$(K 年" $批点牡丹
亭记序%称*'$玉茗堂乐府%)临川汤若士所著也)
中有$牡丹亭记% 0//1( !茅元仪 '#')"云云,
这就是说)汤显祖四部传奇的合刻本并非题作
'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而是题作'玉茗堂
乐府(, 无独有偶)大约十年前)吴书荫先生发现
了明人吴之鲸!伯霖"所撰写的$玉茗堂乐府总
序%, 吴先生认为)这部吴之鲸撰写总序的汤显
祖四部传奇的合刻本的刊行年代应在万历三十

五-六年!#$K% 年##$K* 年"间)是汤显祖四部传
奇最早的合刻本!吴书荫 )#&", 而这部合刻本

&)$&



'临川四梦(说的来由与$牡丹亭%的深层意蕴

也并非题作'四梦()而同样题作'玉茗堂乐府(,
明末文人)在提到汤显祖的四部传奇时)说法

形形色色)而大都不提'四梦(, 例如臧懋循和冯
梦龙称其为'四记()(

徐复祚称其为'玉茗堂四
传())

王骥德则把$紫箫记%也合进来称其为'五
传()*

叶绍袁的$叶天寥年谱&别记%称其为'玉
茗堂诸本(+,- !叶绍袁 '"K")张琦$衡曲麈谈%称
其为'玉茗堂诸曲(,+,.

最有比较意义的是)侯方域
清顺治七到九年间!#$)K 年##$)" 年"撰$李姬
传%)写明末崇祯间李香!即$桃花扇%中李香君的
原型" '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
奇)皆能尽其音节(!侯方域 "&#")到康熙三十二
年!#$&' 年"时余怀$板桥杂记%几乎照抄这段记
载)惟将'玉茗堂四传奇(改为'玉茗堂四梦(,+,/

盖此时'四梦(说已遍及天下矣,

三

就迄今发现的材料看)最早提出'四梦(说的
就是汤显祖自己,

明末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
年"云*'若士自谓一生4四梦5)得意处惟在$牡
丹%(!王思任 '#''", 此$叙%写于天启三年)至
于王何时从汤处听到了这个说法已很难考究)只
从'一生(二字看)很像是汤显祖临终前不久的
语气,

此外汤显祖在$与钱简栖%中亲口说过*'贞
父内徵过家)兄须一诣西子湖头)便取$四梦%善
本)歌以丽人)如醉玉茗堂中也(!汤显祖 #&((",
这里所说的 '贞父( 是黄汝亨 !#))* 年##$"$
年")字贞父)钱塘人)和汤显祖是好友, 就迄今
所知)这是汤显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自己的
文章中提到'四梦(, 徐朔方先生认为此信写于
万历三十五年八月 !#$K% 年" !$汤显祖年谱%
#%##%"")黄芝冈先生则认为写于万历三十四年
!#$K$ 年"上巳以后!黄芝冈 '#$")二说相差不
大, 汤让钱希言!简栖"到黄汝亨那里取'$四梦%
善本()可见至少汤-钱-黄这三人是明白'四梦(
所指的, 然而正如上文所言)对于汤显祖提出的
'四梦(说)明末大部分戏剧家-戏剧理论家并没
有立即随声附和,

迄今所知)最早附和汤显祖'四梦(说的)很
可能是凌濛初完成于万历末天启初的$南音三

籁%)+,0
接着是前文所引王思任天启三年在$批点

玉茗堂牡丹亭词叙%中的转述)至于冯梦龙的$风
流梦小引%对王$叙%加以引用以及此后附和'四
梦(说的)都在崇祯以后了,+,1

清康熙间)随着钱谦
益$列朝诗集小传%-李渔$闲情偶寄%-余怀$板桥
杂记%-孔尚任$桃花扇%等名家名作的呼应)'临
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之说便巍然屹立在中国
文学史-中国戏剧史上)成为不可撼动的常识)而
车任远的'四梦(便很少有人提起了,

那么)汤显祖为什么要将他的四部传奇说成
是'四梦(呢. '四梦(说的来历何在呢. 把'四
梦(!其实是'三梦("看成一个整体)对于理解汤
显祖的作品有什么意义呢.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上文已述)吕天成$曲品%在把车任远的四种
杂剧著录为'四梦(后又云*'邯郸-南柯二梦)多
工语)自汤海若4二记5出)而此觉寥寥(, 汤显祖
的'四梦(说)或即来自车任远的'四梦(,

据$曲品%载)车任远)字柅斋)浙江上虞人,
又据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三)车氏在万历
丙午年!#$K$ 年"曾参与纂修$上虞县志%, 考光
绪$上虞县志%卷九'人物(引嘉庆$志%)车任远
'字远之)邑廪生)键户著书)非其人不纳, 尝与
杨秘图-徐文长-葛易斋等七人仿竹林轶事)结为
社友( !$光绪2上虞县志校续3% #*&#&K", 今
知其所撰杂剧五种)除'四梦(外还有$弹铗记%一
种)今惟$蕉鹿梦%存沈泰编$盛明杂剧%二集中)
其余全佚,

根据上述资料可知)车氏是一个不得志的文
人, 他所作的四个杂剧中)$邯郸梦%$南柯梦%和
汤翁的作品同名)其意无须赘言)另两个'梦(也
来自历史上有名的典故, $高唐梦%出自宋玉$高
唐赋%)其核心情节是楚王在梦中与巫山神女相
遇之事, 梦中的神女自荐枕席)和楚王云雨一番
而别, 此后'高唐梦( '云雨(都成了男女性交的
典故,

相比之下)$蕉鹿梦%的哲学意味更浓)其本
事出自$列子%卷三$周穆王篇%)说的是* 郑国有
个樵夫偶然打死了一只鹿)怕人看见)就用柴草把
鹿盖起来)而'不胜其喜(, 不久他忘记了藏鹿的
地方)便以为这是一场梦)就在途中叨唠这事, 有
路人听到了)就依他的话找到了死鹿)回家告诉老
婆说*'砍柴的说梦中打死了鹿却忘了藏在什么
地方)我却找到了死鹿)他真是在做梦啊,(他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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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说*'你是梦见砍柴的打到鹿了吧)这附近哪有
砍柴的. 如今得鹿)是你的梦想成真了吧.(路人
说*'反正我们得到了鹿)还用知道是他做梦还是
我做梦.(樵夫对于失去鹿耿耿于怀)夜间梦到了
藏鹿之所和捡鹿之人)于是和路人打起了官司,
士师!法官"对樵夫说*'当初你真得鹿)却以为是
梦+后来却通过做梦找到了鹿, 他以为你是做梦
得鹿)而他老婆却说是他梦中得了别人的鹿)不算
拿别人的鹿, 现在只有一只鹿)你们俩就平分
吧(!$列子集释% #K%##K*",

这个寓言故事)把梦境与现实的关系)叙述得
扑朔迷离)云遮雾罩)虚虚实实)真假难辨, 后世
遂用'蕉鹿梦(比喻虚幻迷离-得失无常的状况,

$蕉鹿梦%杂剧共六折一楔子)其情节大体依
照$列子%而略有增饰, 剧本把路人改为渔翁魏
无虚)由生扮+樵夫名乌有辰)丑扮, 另有山神)外
扮+士师)小生扮+国相)末扮, 全剧末尾)末白*
'此事梦觉相寻)真妄互见)倒可以感悟人也8(又
唱6金谷园7*'人生分明是睡仙)诨世故黟花子佛
眼, 蜗角虚劳争战)何如鼻息齁鼾)今日事可参
玄,(又全剧下场诗后二句为*'为看蕉鹿终何在.
到底都如梦里人( !车任远 ")$", 这和汤显祖
'三梦(的主旨庶几近之,

此外)$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一回)写西门庆
请申二姐唱'四梦八空()恐也是汤显祖'四梦(说
的来历之一, 作品写道*

西门庆道1!申二姐$你拿琵琶唱小
词儿罢$省的劳动了你& 说你会唱2四
梦八空3$你唱与大舅听&"分付王经'书
童儿席间斟上酒& 那申二姐款跨鲛绡$
微开檀口$唱4罗江怨5道1

!恹恹病转浓$甚日消融# 春思夏
想秋又冬& 满怀愁闷诉与天公也$天有
知呵$怎不把恩情送& 恩多也是个空$情
多也是个空$都做了南柯梦&

伊西我在东$何日再逢# 花笺慢写
封又封& 叮咛嘱付与鳞鸿也$他也不忠$
不把我这音书送& 思量他也是个空$埋
怨他也是个空$都做了巫山梦&

恩情逐晓风$心意懒慵& 伊家做作
无始终& 山盟海誓一似耳边风也$不记
当时$多少恩情重& 亏心也是空$痴心也

是空$都做了蝴蝶梦&
惺惺似懞懂$落伊套中& 无言暗把

珠泪涌& 口心谁想不相同也$一片真心$
将我厮调弄& 得便宜也是空$失便宜也
是空$都做了阳台梦&" (+金瓶梅词话,
#$&'*&()

这四只小令解释出'四梦八空(的内涵*'四
梦(者)南柯梦-巫山梦-蝴蝶梦-阳台梦是也+八
空者)每只小令均有两处言'空()如首曲的'恩多
也是个空)情多也是个空()四只曲子八处言
'空()故总题'四梦八空(, 汤显祖亲自为他的四
部传奇命名为'四梦()除了沿用车任远的'四梦(
之外)还可能受到$金瓶梅词话%的启发, '四梦
八空()其主旨蕴含有'色空(观念, 尽管宋代刘
克庄已经有$题四梦图%诗)尽管'四梦八空(在嘉
靖年间已被收入$词林摘艳%)但汤显祖的后期传
奇)明显与$金瓶梅%关系最为直接)思想内涵也
最接近,

徐朔方先生曾指出)最迟在$南柯记%完成这
一年!#$KK 年")汤显祖'已经看完$金瓶梅%全
书)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留下它的影响,( $南柯
记%第四十四出$情尽%的'来历()'就是$金瓶
梅%最后一回普静禅师荐拔幽魂的情节,('$金瓶
梅%对汤显祖的影响可能不限于$南柯记%的结尾
0//1$牡丹亭%第十七-十八出都有过于刻露的
描写0//1杜丽娘在梦中和柳梦梅幽会时也有
6鲍老催7那种不必要的描写(!$论金瓶梅的成书
及其他% "'#'K", 徐先生的结论可以通过作品
对比得到验证)此处不赘, 而'临川四梦(说来自
车任远的 '四梦(以及 $金瓶梅%中的 '四梦八
空()可能为探讨汤显祖后期传奇作品的思想倾
向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金瓶梅%中的主人公西门庆)花天酒地)锦
衣玉食)声色狗马)恣意妄为)但凡他看上的女人
都能轻易到手, 然而三十三岁便命丧黄泉)一切
如梦成空, 第六十二回李瓶儿的病亡堪称是西门
庆命运的转折点, 前一回申二姐唱'四梦八空()
就是在李瓶儿病重的关头发生的)其中的每一句
唱词都是暗示, 首曲正与李瓶儿病入膏肓相应)
后三曲则影射西门庆花言巧语-虚情假意, 四支
小令暗示男女双方的最后结局* 无论'恩多(的-
'情多(的)'思量他( '埋怨他()'亏心(的-'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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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得便宜(的-'失便宜(的)都落得一场
'空(, 最有象征意义的是)李瓶儿病故前梦见了
被自己气死的前夫花子虚前来索命, 这样)'亏
心(的-'痴心(的)'得便宜(的-'失便宜(的)就
都打了个颠倒, 作品写李瓶儿'呜呼哀哉)断气
身亡, 可怜一个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场春梦,(正
如作家格非所指出的*'4叹浮生有如一梦里5)可
谓是全书悲凉之旨的总纲( !""%")'金瓶梅最大
的意图所在)其目的)正是要我们看透现实世界坚
不可摧的铜墙铁壁)见出万事成空)诸相皆虚的真
谛来(!"%)", 而这样的创作意图)和车任远的
'四梦(-汤显祖的'三梦()都相当契合,

四

上文已述)把汤显祖的四部传奇归结为'四
梦(是牵强的, 因而)讨论汤显祖后期传奇)就是
要暂时搁置$紫钗记%)而只谈'三梦()即$牡丹
亭%和$邯郸记% $南柯记%, 由于后'二梦(的创
作意图比较明显)故本文重点谈$牡丹亭%,

读汤显祖的'三梦()人们会不由地产生两个
疑问)其一是* 在$牡丹亭%中)杜丽娘曾经不顾生
死地追求'爱情()生前在梦中和柳梦梅幽会)死
后其鬼魂又主动和柳梦梅幽媾, 可是一旦还阳回
到人世)却拒绝了柳梦梅的求婚)提出'前夕鬼
也)今日人也, 鬼可虚情)人须实礼( !第三十六
出$婚走%", 怎么理解这种描写. 是否可理解成
是汤显祖'以情反理(的'不彻底性(. 其二是*
从表面看)$南柯记%$邯郸记%的消极出世观念与
$牡丹亭%存在明显差异, 如何解释汤翁创作思
想的变化. 有人把这种变化看成是汤显祖晚年看
破红尘, 然而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
$牡丹亭%与'二梦(的创作时间只差一两年而已,
其实)之所以产生这两个疑问)关键在于没搞清
$牡丹亭%到底写的是什么,

徐朔方先生曾经将$牡丹亭%与$西厢记%$红
楼梦%相比较)指出* 杜丽娘'不是死于爱情被破
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牡丹亭前言(
)", 这话曾经引起过笔者的强烈共鸣, 然而细
细想来)杜丽娘所渴望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
爱情,

在中国古代)除了诸如$西厢记% $红楼梦%
'梁祝(中那种浪漫-前卫的男女主角之外)一般

男女之间只有婚姻)没有爱情, 夫妇双方的感情
多是在婚后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

的)这就是所谓的'柴米夫妻(, 即使有'先结婚
后恋爱(的情况)也多指相敬如宾-夫唱妇随的道
德模式)而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爱情, 婚姻的功能)
$礼记&昏义%里说得很清楚*'上以事宗庙而下
以继后世也(!$阮刻礼记注疏% '&#K", 说白了)
结婚为的就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其实婚姻还
有另一层功能)即为男女性爱提供合法的形式和
保障的功能, 可悲的是)在婚姻不自由的时代)性
爱更是羞于言说-难以言说, 而汤显祖正是把这
一层难以言说的性爱!$牡丹亭%第一出'世间只
有情难诉(")用剧本的形式)文学的语言)把李
贽-达观他们没有说的话)把$金瓶梅%说得很直
白-很粗俗的话说了出来)而且说得很神圣)很美
妙)很婉转)很动人, 然后)又通过杜丽娘的寻梦
和反悔)通过现实中并不存在自由的性爱)来表达
作者极度的幻灭感,

$寻梦%可以说是$牡丹亭%中最成功-最感人
的一出,

在$牡丹亭%中)杜丽娘是作为男性###不仅
是柳梦梅)还有作者汤显祖###性幻想的对象而
被塑造出来的, 一位 #$ 岁的花季少女)含苞待
放)美艳诱人)对男性具有十分强大的吸引力, 更
使柳梦梅和作者动心的是)她不仅外貌美)而且是
那么渴望男性的爱抚, 她被$关雎%一诗挑起春
情)发出人不如鸟的慨叹, 在梦中她遇到柳梦梅)
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性体验)她的感受是*'好一会
分明)美满幽香不可言,('他兴心儿紧咽咽)呜着
咱香肩, 俺可也慢掂掂做意儿周旋, 等闲间把一
个照人儿昏善)那般形现)那般软绵, 忑一片撒花
心的红影儿吊将来半天,(然而这般美妙的事情
不过仅仅是一场春梦而已, 梦醒之后寻梦)奈何
'寻来寻去)都不见了()这不是一切皆空的艺术
表达吗. 梦中情景在现实中找不到)所以她才表
示*'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
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寻梦%",

她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因为死后成为鬼魂才
可以无所顾忌地对柳梦梅投怀送抱*'每夜得共
枕席)平生之愿足矣( !$幽媾%", 牡丹亭是性爱
的象征)'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可她毕竟生
还了, 一旦回到现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重
新主导她的身心)而这正是汤显祖所批判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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骸之论(, 杜丽娘的迷惘)正表达了汤显祖'肯綮
在生死之际( !洪昇语)详下文"的创作意图, 活
着是平庸的-痛苦的)在梦中或者死去为鬼才是自
由的-欢乐的, 所以对$牡丹亭题词%中所说的
'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其实可以理解成惟有'梦
中之情(方是真情)一旦梦醒)梦没有了)情也没
有了, 难怪)杭州女伶商小玲在演到$寻梦%一出
时竟触景生情)伤心而死,+,2

明末文人沈守正$牡丹亭寻梦%诗云*'佩解
惊还在)钗横怯未安, 不禁春澹荡)犹似雨汍澜,
昨日逢欢易)今朝顾影难, 那知谁是梦)梅馥送人
寒(!沈守正 )&&", 梦中的千般温存)万种风流)
梦醒后还引诱得人细细回味)使人春心荡漾)然而
那人却连影子都不见了, 这种失落)是现代人难
以理解的, 显然)$牡丹亭%弘扬的是人的自然本
能和宣泄本能的自由)是情欲-性欲而主要不是爱
情, 同时)梦境和现实的巨大落差)杜丽娘'鬼可
虚情)人须实礼(的话语和行为)不仅是对现实的
否定)还启发了作者禅悟的初心,

在$牡丹亭%中)花神是杜-柳性爱的守护神)
他唱道*'单则是混阳蒸变)看他似虫儿般蠢动把
风情扇)一般儿娇凝翠绽魂儿颠, 这是景上缘)想
内成)因中见(!$惊梦%", 神居高临下)人便成了
蝼蚁, 也许从这个时候起)汤显祖便萌生了$南
柯记%的创作动机, $南柯记%第一出$提世%中末
唱道*'有情歌酒莫敎停)看取无情虫蚁也关情,(
透露出$南柯记%与$牡丹亭%的联系, 而'景上
缘)想内成)因中见(的涵义更深)详下文,

汤显祖选择了戏曲)这种叙事文体可能比小
说含蓄, 但只要写的是情欲)无论怎样含蓄)怎样
包装)都不可能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所以汤显祖
遭到卫道士们攻击是必然的,+,3

从表面上看)$牡丹亭%写的是'情()不管这
'情(是爱情-艳情还是情欲)终与'二梦(有明显
差异, 这种情况)清初的陆次云已经意识到并作
出了合理的解释, 他在$玉茗堂四梦评%中虽用
了'四梦(说)但却说$紫钗记%'拖沓支离)咀之无
味()干脆把它排除出去不谈了, 而在另外的三
部传奇中)则指出$牡丹亭%写'艳情()'与$邯
郸%$南柯%迥别)亦似出于两手,(这和一般人的
感受完全相同, 值得重视的是他的如下解释*

不知作佛生天之旨$早摄入情痴一

往之中& 不有曰!生生死死随人愿"乎#
不有曰 !景上缘$想内成$因中见"乎#
山僧读!临去秋波那一转"句$可以悟
禅& 能读+还魂,$而后能读+邯郸,$读
+南柯,也& (陆次云 (#$)

在陆次云看来)$牡丹亭%所写的杜-柳间的
'情痴一往()其实都是虚妄的-不真实的)仿佛白
日梦-水中月-镜中花)其中充满了禅机, 佛教讲
求一切随缘)能够勘破生死是最高的禅悟)故杜丽
娘的唱词'生生死死随人愿(带有浓厚的佛家色
彩, 另'景上缘)想内成)因中见(三句)徐朔方先
生注云*'景上缘)景)影)与下文的想-因都是佛
家的说法, 景上缘)想内成)喻姻缘短暂)是不真
实的梦幻, 因中见!现")佛家认为一切事物都由
因缘造合而成( !$牡丹亭% (&", '怎当他临去
秋波那一转(是$西厢记%中男主人公张生的唱
词)也是明代以来禅宗的著名话头, 张岱$快园
道古%卷四记云*

邱琼山过一寺$见四壁俱画 +西
厢,$曰1!空门安得有此#"僧曰1!老僧
从此悟禅&"问1!从何处悟#"僧曰1!老
僧悟处在2临去秋波那一转3&" (+快园
道古, (&)

邱琼山即丘濬!#("# 年##(&) 年")他从'临
去秋波那一转(悟禅的传说流行很广, 显然)陆
次云看破了$牡丹亭%'艳情(背后的虚无-虚空观
念)而且他认为这一观念是贯穿在$牡丹亭% $南
柯记%$邯郸记%这'三梦(始终的)读懂了$牡丹
亭%)$邯郸记%和$南柯记%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法国汉学家雷威安!N/F:-9-0C"谓*'梦境之虚妄
即汤显祖后来的戏剧作品的共同主题( !N/F:-
9-0C#K#")说的恐怕也是同一个意思,

其实)对于晚年的汤显祖来说)岂止梦境是虚
妄的)人生乃至世界都是虚妄的,

$牡丹亭%完成于 #)&* 年汤显祖告别官场之
际)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 虽然汤显祖早年即
有出世思想)但毋宁把这类诗作看做是'为赋新
诗强说愁(, 直到经历了科考的挫折-上疏的被
贬-岭南的跋涉-遂昌的任职)经历了和李贽-达
观-屠隆乃至利玛窦等人或深或浅的交往)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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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四梦(说的来由与$牡丹亭%的深层意蕴

对禅学的钻研和顿悟)他才彻底勘破了人世间的
种种玄机,

在遂昌任上挂冠而去)对于汤显祖来说)既是
一种失落)也是一种解脱, $牡丹亭%的第一句唱
词就是'忙处抛人闲处住(* 既然被官场抛弃)那
就更有'闲情(从事戏曲创作了, 在我们今天看
来)以汤显祖的绝代才华)做一个小小的知县)岂
不是太委屈他了吗. 但当时的情况却并不是如
此, 在中国古代)文人体现自身价值只有学而优
则仕一条路, 每一个文人)包括'不为五斗米折
腰(的陶渊明在内)在决定弃官归隐之前)都必定
要经历一番心灵的搏斗, 在$南柯记%中)淳于棼
在入梦前问契玄禅师'如何是根本烦恼.( '如何
破除这烦恼.(!$情著%")这或可看成汤显祖在出
世与入世之间徘徊两端举棋不定的困惑与挣扎,
到梦醒之后)淳于棼生发出'人间君臣眷属)蝼蚁
何殊+一切苦乐兴衰)南柯无二(的感叹, 不待契
玄点播)他自己便顿悟*'我待怎的. 求众生身不
可得)求天身不可得)便是求佛身也不可得)一切
皆空了(!$情尽%", 淳于棼的禅悟不就是汤显祖
的禅悟.

五

毋庸讳言)$牡丹亭%的深层意蕴不易被人洞
悉, 这就是为什么汤翁在获知沈璟要修改$牡丹
亭%中'字句之不协者(时会作出'彼恶知曲意哉.
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4

的原因所在,
在汤显祖看来)$牡丹亭%的'曲意(犹如'雪中芭
蕉()+,5

常人不易理解)更不宜改动, 然而从沈璟-
吕玉绳-臧晋叔-冯梦龙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改
编来看)汤显祖显然是孤独的)他只能无奈地'伤
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 !'七夕醉答君
东( ##KK"了,

对$牡丹亭%深意的探索)是从汤翁故去之后
开始的,

本文开头提到的熊文举)在$冀少司农斋中
步虞山先生韵赠歌者王生%十二首之六诗中云*
'人间幽梦几曾醒)玉茗檀痕字字灵, 弹动琵琶
天欲老)伤心宁为 $牡丹亭%( !$耻庐诗集%
#"K", 这可以看作是对汤翁'自掐檀痕教小伶(
的回应, 而从'人间幽梦几曾醒()'伤心宁为$牡
丹亭%(句看)作者对$牡丹亭%的深层意蕴似已有

所领悟,
此外上文已述)清初的陆次云已明显意识到

$牡丹亭%'艳情(背后的'色空(内涵)并对$牡丹
亭%与后'二梦(的联系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然而)真正体会到$牡丹亭%的深层内涵)并
在实际创作中加以汲取并发扬光大的)是洪昇的
$长生殿%和曹雪芹的$红楼梦%,

$长生殿%对'李杨爱情(描写得那么缠绵悱
恻)给予了那么高的礼赞, 然而作者洪昇却在
$长生殿自序%的末三句说*'情缘总归虚幻, 清
夜闻钟)夫亦可以遽然梦觉矣8(!#")原来)所谓
'钗盒情缘()从最初的定情到被谴送出宫)从翠
华西阁的争风吃醋到长生殿中的切切私语)从
马嵬坡的负心到上天入地的寻觅)直到最后在
双星见证下于月宫中重圆)无论痛苦还是欢爱)
罪孽还是忏悔)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梦
而已,

洪昇的表白曾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明白
了$长生殿%与$牡丹亭%的联系)方令人有梦醒一
般的感觉, 洪昇说*'棠村相国尝称予是剧乃一
部闹热$牡丹亭%)世以为知言( !'长生殿例言(
#", 洪昇自己对这个评价是相当满意的, 洪昇
的女儿洪之则曾耳闻其父对 $牡丹亭%有如下
评价*

肯綮在死生之际& 记中+惊梦,+寻
梦,+诊崇,+写真,+悼殇,五折$自生而
之死%+魂游,+幽媾,+欢挠,+冥誓,+回
生,五折$自死而之生& 其中搜抉灵根$
掀翻情窟$能使赫蹄为大块$隃糜为造
化$不律为真宰$撰精魂而通变之& (洪
之则 '#$')

'肯綮在死生之际(###洪昇恰恰抓住了$牡
丹亭%的关键所在, 正如上文所述)对于杜丽娘
来说)活着是痛苦是平庸不能忍受)死去才是自由
是幸福令人神往, 洪昇在$牡丹亭%五十五出戏
中选出的这十出)把杜丽娘在死生之际-阴阳两界
的感受倾诉得淋漓尽致, 无怪乎$长生殿自序%
作了那样的表白* 洪昇未必没有想让读者和观众
从李杨月宫重圆中开悟的动机,

关于$牡丹亭%对$红楼梦%的启示与影响)已
有不少学者指出过, 其实$红楼梦%中的宝黛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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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已经具有现代爱情的性质)非$牡丹亭%所能
比拟, 但作者把宝黛爱情悲剧乃至每个人的命运
都归结于虚空和宿命)便不能不说与$金瓶梅%)
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临川三梦()乃至$长生
殿%相关了, 作品中虚构的太虚幻境)以及体现
全书主旨的$好了歌%$飞鸟各投林%-金陵十二钗
判词)以及穿插在故事中的神秘的一僧一道的奇
特举止)都无不将全书主旨归结于宿命与虚空的
境界,

$红楼梦%中的黛玉之死是大关节)而这一关
节正是通过$牡丹亭%予以暗示的, 作品第十八
回元妃省亲)元春亲自点了四出戏* $豪宴% $乞
巧%$仙缘% $离魂%, 其中$离魂%写的是杜丽娘
病亡的场面)十分凄惨, 这出戏原为$牡丹亭%中
的第二十出 $闹殇%)清代昆班演出本改题 $离
魂%)收入$缀白裘%第十二编)其内容基本保持原
作面貌, 庚辰本$石头记%在'离魂(下有脂砚斋
双行夹批云*'伏代!黛"玉死, 所点之戏剧伏四
事)乃$牡丹亭%中)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 脂批所言极是)丽
娘与黛玉日后病亡的场面简直如出一辙,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的回目为$西厢记妙词
通戏语!牡丹亭艳曲惊芳心%)其中写黛玉听曲*

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明明白白一
字不落道1!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
都付与断井颓垣&"黛玉听了$倒也十分
感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 又唱道是1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1
!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 可惜世人只知
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想毕$
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 再听
时$恰唱到1!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
年.."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
摇& 又听道1!你在幽闺自怜"等句$越
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
块山子石上$细嚼 !如花美眷$似水流
年"八个字的滋味& 忽又想起前日见古
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词
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
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
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

凑聚在一处& 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驰$
眼中落泪& (曹雪芹 "%#*%")

$红楼梦%第一回即开宗明义地宣称整个故
事历程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
悟空( !曹雪芹 (", 而作品中的贾宝玉和林黛
玉)'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
月)一个是镜中花(!曹雪芹 $#", 宝黛这一对有
情人永远无法结合在一起)只不过是一种空幻而
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黛玉此时的心态才和
梦醒之后的杜丽娘有几分相似)乃至于她听到
$惊梦%中的曲子)便'心动神摇( '如醉如痴(,
黛玉感慨'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
味()表明她才是杜丽娘与汤显祖的真正知音,

$牡丹亭%的色空意识以及汤显祖极度的幻
灭感对$红楼梦%的影响)也是在这个层面上表现
出来的,

注释$?")$2%

! 龚重谟$汤显祖年谱新编%称汤开先生于万历二十二
年!#)&( 年")见龚重谟$汤显祖大传%!上海* 上海人民出
版社)"K#) 年")第 '$' 页,

" 童范俨修-陈庆龄纂同治$临川县志%卷十*'玉茗堂)

汤若士故居)在县学后, 中有揽秀楼-毓霭池-金柅阁
诸景,(

# 以下引$紫钗记%不另出注,

$ 以下引$牡丹亭%不另出注,

% 以下引$南柯记%不另出注,

& 以下引$南柯记%不另出注,

' 这两种传奇的早期刊本)无论是明万历刻本)天启刻
本)都不叫$南柯记%$邯郸记%)而是题为$南柯梦记%$邯
郸梦记%,

( 如臧懋循$元曲选序% !#$#) 年"*'汤义仍$紫钗%四
记(+$玉茗堂传奇引% !#$#* 年"*'临川汤义仍为$牡丹
亭%四记(+冯梦龙$古今谭概%!#$"K 年"*'张洪阳相公见
玉茗堂四记)谓汤义仍曰0//1(, 分别引自$汤显祖集
全编%六'附录(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K#) 年")第
'#(%-'#(*-'#)" 页,

) 徐复祚$花当阁丛谈%*'玉茗堂四传)临川汤若士显祖
先生作也,(引自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下!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第 $)& 页, 此书记载最晚
的事项为天启三年)故其成书时间当在 #$") 年前后,

* 王骥德$曲律%卷四*'临川汤奉常0//1所作五传(
!#$)",

+,- 叶绍袁$叶天寥年谱&别记%*'沈君张家有女乐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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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四梦(说的来由与$牡丹亭%的深层意蕴

人)俱十四五女子)演杂剧及玉茗堂诸本)声容双美,(转
引自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第 '"K 页, 按此事发生在崇祯庚辰年 !#$(K

年",
+,. 张琦$衡曲麈谈%!#$' 年"*'临川学士)旗鼓词坛, 今
玉茗堂诸曲)争脍人口(!$汤显祖集全编%六 '#)'",
+,/ 余怀$板桥杂记%卷下*'香年十三)亦侠而慧)从吴人
周如松受歌4玉茗堂四梦5)皆能妙其音节,(李金堂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KK& 年")第 $& 页,

+,0 凌濛初$南音三籁%戏曲下眉批*'近日汤海若作4四
梦5)曲末类作一尾)盖先生不甚谙律)亦不足论,(引自魏
同贤-安平秋主編$凌濛初全集%四!南京* 凤凰出版社)
"K#K 年")第 ")# 页, 叶德均先生考证*'$三籁%成书的年
代)最早不能在万历四十五年以前)至迟也不会到天启七
年)是万历四十五年至天启六年的十年间的产物,(见叶
德均$戏曲小说丛考% !北京* 中华书局)"KK( 年")第
'&* 页,

+,1 今知崇祯间提到汤显祖'四梦(的)尚有倪元璐!#)&'
年##$(( 年"的$孟子若2桃花3剧序%和陆云龙的$汤若
士先生小品弁首%)不赘引,
+,2 焦循$剧说%卷六引$蛾术堂闲笔%*'杭有女伶商小玲
者)以色艺称)于$还魂记%尤擅场, 尝有所属意)而势不
得通)遂郁郁成疾, 每作杜丽娘$寻梦%$闹殇%诸剧)真若
身其事者)缠绵凄婉)泪痕盈目, 一日演$寻梦%)唱至4待
打倂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5)盈盈界面)

随声倚地, 春香上视之)已气绝矣,(见$中国古典戏曲论
著集成%八!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年")第 #&% 页,

+,3 杨恩寿$词余丛话%引$感应篇%*'有入冥者)见汤若士
身荷铁枷)人间演$牡丹亭%一日)则笞二十,(徐树丕$活
埋庵识小录%*'闻若士死时)手足尽堕)非以绮语受恶报)
则嘲谑仙真)亦应得此报也,(二则均引自徐扶明编著$牡
丹亭研究资料考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第 """ 页,

+,4 这是王骥德$曲律%转述汤显祖的话)见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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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全编% 四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K#) 年 ")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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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R-) Q-2L%&'I'+>3+#8 X-&-.-3*-# U-# (-#2 A'-?A,6/E,62*
H2Y=2/EU;S=28,2/E?3;8-)"K#(L1

龚重谟*'汤显祖年谱新编()$汤显祖大传%, 上海*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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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骥德* $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 北京*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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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家* $琅琊子大文化漫笔争鸣篇%, 北京* 中国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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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文举* $雪堂先生诗选%卷四$耻庐诗集%)$四库禁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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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赉*'玉茗堂书经讲意序()转引自郑志良$汤显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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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迪光* $调象庵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K 册,
齐鲁书社影印出版)#&&%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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