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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传统与明清传奇叙事

何!萃

摘!!要!中国文人借各体文字显示其才情和学问$修养+这种追求"美文#的传统非常既深且久, 明清
传奇是中国古代戏曲中最见民族个性的一类+其写作无疑也处于这一传统之中, 但传奇毕竟是一种叙
事艺术+故"美文#传统与戏剧叙事必然形成一定的张力+这在传奇曲辞$宾白的写作中都有反映, 曲辞
写作主要表现为套曲的程式化$曲辞的案头化以及曲与人物的悖离+宾白写作则主要表现为人物定场诗
词$人物定场骈文$出末收场诗以及赋$表$诏$笺$诔$策等各体韵文的插用, 明清的传奇家们一方面试
图成功地讲述故事+但他们也不会放过任何良机以表现其才学$修养+以便赢得当时人的认可和赞誉,
在今人看来+"美文#传统或为传奇叙事不能承受之重+但如果还原至其所产生的文化语境+我们或能产
生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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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交接时文质彬彬)谈吐得体而文雅)饱读
诗书)善于写作各体文字以显示其文字才能和学

养###这至少可以说是孔夫子以后中国文人的一
种最积极主动的追求)文人们也因此获得其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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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受到国家和社会的礼遇和尊重, 质言之)文
人之为文人)首要者在其能&文')制礼作乐以至
繁文缛节.文心雕龙以至文过其实)这都是文人们
尚&文'之表现)诗.词.曲.赋等各体&美文'也都
是在这种尚&文'的传统下展开的,

中国文人参与传奇的撰写)这种风气是十六
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普遍发生的)时人感叹说
&名人才子踵$琵琶% $拜月%之武)竞以传奇鸣,
曲海词山)于今为烈'!沈宠绥 #'*",

何谓&传奇体'+ 这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应当
不是十分清晰的)他们大多只是模仿$琵琶记%.
$拜月亭%等前辈名作而已, 由于传奇的写作)一
般是希望最终登诸歌场)而戏班皆由生.旦.净.
末.丑.老旦.外等各脚色组成)故传奇不论讲述何
种故事)都不得不考虑生.旦.净.末.丑等各门脚
色在戏剧故事中所对应分配扮演的人物及各门脚

色的穿插与调配使用, 这也就是说)由生.旦.净.
末.丑.老旦.外等各脚色组成的脚色制对传奇的
叙事有根本性的或结构性的制约!解玉峰 ()",

那么脚色制之外呢+ 孔夫子以后的&美文'
传统对明清传奇的叙事或写作有何种意义+ 在我
们看来)由于明清的传奇家们往往是带着他们的
&美文'传统进入传奇的创作)故这种&美文'传统
也往往制造了其与戏剧叙事的张力,

戏剧叙事原不必一定要借用曲!比如话剧")
而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曲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
中国文人始终对曲辞本身以及曲的歌唱保持着高

度的欣赏趣味)这就使得曲不但成为中国传统戏
剧的构成元素.而且常常是最主体性的元素!故
中国戏剧俗称&戏曲'是有其合理性的",

曲当然可以用于叙事)然而中国戏剧的实际
情况是*其所用之曲大多承继诗.词的写作传统)
更长于抒情)相较而言叙事恰是其所短, 故中国
传统戏剧叙事的任务更多落在宾白身上, 然而)
戏剧中承担主要叙事功能的宾白也是文人完成

的)而文人写作宾白时很可能有诸多&美文'而非
叙事的考虑,

这样一来)戏文作为一种叙事性文体)客观需
要完成一个完整叙事)而组成戏文文本的曲词和
宾白由于是文人完成的)文人的文学趣味和追求
往往使曲词和宾白有浓厚的&文人性')这种&文
人性'或&美文'传统与叙事需求之间因此往往形
成极鲜明的张力,

相比而言)戏文曲的&美文'传统自然远过于
宾白)故我们首先讨论曲的&美文'传统及其叙事
功能)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套曲的程式化

中国戏剧之使用套曲始于元杂剧, 要言之)
所谓套曲就是连续使用十支左右的曲牌)其所属
宫调.曲牌衔接.曲牌格律及用韵等皆有一定的讲
求和陈规, 如不能按一般规则和程式写作套曲)
将被视为无知或无能的表现, 相反)如能在戏文
故事讲述中使用合于一般规则的套曲)而且在套
曲写作中能表现出其文学才能)无疑将成为文人
们努力追求的,

早期的民间戏文并没有自觉的套曲意识, 如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保存的现存最早的戏文
$张协状元%)共五十三出)如果按后世一折!或
出"用一套曲的规则作标准)$张协状元%没有一
出是规则意义上的套曲,

如果说$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以及&荆.刘.
拜.杀'!即$荆钗记% $刘知远白兔记% $拜月亭%
$杀狗记%"等宋元戏文主要应为民间&书会才人'
所作)产生于元末的高明$琵琶记%显然应算是文
人作品, 但陆贻典钞本$琵琶记%共四十二出)仅
第七.八.十.二十三.三十五.四十出等六出是一
出用一套曲, $琵琶记%的曲牌组织虽有齐整化
的倾向)但从总体而言)其曲是因叙事或抒情需要
而用)并非在有意用套曲自我约束,

明中叶以后)文人更多参与戏文传奇的编纂)
他们倾慕元人杂剧套曲之才情)传奇用曲的组套
意识更加自觉)但南套不限于北曲那几种有限的
套数)其套曲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不同曲牌押同一
韵的有意追求,

如梁辰鱼!约 #&"# c#&'% 年" $浣纱记% %&
出)除第一出外)计有 (# 出同韵)!即便除去其中
" 出同牌迭用的短出)仍有 "' 出是多曲牌同韵的
南套,

再如汤显祖!#&&B c#$#$ 年" $牡丹亭% &&
出)除第一出外)仅 #& 出不是套曲)"套曲比率非
常之高, 这 #& 出里还包括第十一出&慈戒')为
一曲牌加一迭用的短出)未算作套曲, 另如第二
十一出&谒遇')仅7庭前柳8.7前腔8同牌 " 支为
插入之佛堂礼拜祝赞之曲)没有入韵)其余各曲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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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韵)实应算作套曲, 其他同出换韵的多为末.
丑.外.贴等脚的做工戏)如第四出&腐叹'.第五
出&延师')或脚色众多.排场热闹的戏)如第八出
&劝农'.第四十一出 &耽试'.第四十五出 &寇
间'.第五十五出&圆驾'等, 即便同出换韵)也以
一出两韵为多)不似早期屡屡换韵, 如第二十七
出&魂游')仅&魂旦' !即杜丽娘鬼魂"上场所唱
数曲之韵与整出之韵相区别)整体还是非常整齐,

明中叶时文人竞相染指传奇创作的风尚与南

曲谱的制作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南曲谱的制作总
体上也是以北曲谱!主要是$中原音韵% $太和正
音谱%"为模范)将不同的南曲曲牌划归到不同的
宫调)同一宫调曲牌又分&引子' &过曲' &尾声'
三类)以便将隶属同一宫调的曲牌组合成套, 目
前所见最早的南曲谱为明嘉靖时人蒋孝编订的

$南九宫谱% !即后世所称的$旧编南九宫谱%")
影响较大的则为汤显祖同时代的曲学家沈璟

!#&&( c#$#B 年"编成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
!简称$南曲全谱%")其后南曲谱的编订始终不
断)冯梦龙.张大复.沈自晋.钮少雅等皆编有曲
谱)至清乾隆十一年!#)%$ 年"则有官方主持修订
的$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 !简称 $九宫大
成%"印行, 从而使得南套的制作)不再是梁辰鱼
或汤显祖时代的随意组合)或者简单模仿前辈成
作)而是有&律'可依)如不按律组套则易受人讥
诮, 吴梅$顾曲麈谈%即云*&南曲套数)至无一
定)然自梁伯龙$江东白苧%词后)其联络贯串处)
又似有一定不可更改之处, 大抵小出可以不拘)
大出则全套曲牌)各有定次)前后联串)不能倒置)
作者顺其次序按谱填之)不可自作聪明)致有冠履
倒易之诮'!吴梅 ")",

自现有文献看)清以前的传奇家在使用各曲
牌时大多不标曲谱所隶属的宫调)也无&引子'
&过曲'的标注)但入清以来.特别是清乾隆以后)
许多传奇家填词时多查证曲谱)每曲标注其宫调.
引子.过曲)丝毫不敢草率懈怠, 卜世臣$冬青
记(凡例%第一条即是*&宫调按$九宫词谱%)并
无混杂)间或一出用两调)乃各是一套)不相联
属'!卜世臣 #", 范文若$花筵赚(凡例%有言*
&记中每出一宫)始终不敢出入'!范文若 #", 李
文瀚$紫荆花(凡例%亦言*&卷上十六出)皆舟中
所作)彼时$九宫谱%无查处)止就手边老院本依
样填之, 恐于衬字误作正文)匆匆付梓)未遑细

核)内家谅之' !%"%", 传奇家作套曲之墨守陈
规.兢兢业业)于此可见4

制作传奇如此注重组套用韵这类形式规则)
势必会对戏剧叙事形成很大牵制, 随着套曲观念
的加强)一出例用多少支曲)曲牌之间怎样衔接)
用韵必一韵到底)诸如此类都成为文人写作传奇
时头脑中的形式格套)叙事需求只能在这样的形
式规约之中变形释放)大有&戏为曲设'的意味,
汤显祖$牡丹亭%有&惊梦'一出)就叙事而言)其
核心情节当是杜丽娘梦遇柳梦梅)此出连尾声在
内共 #" 支曲子)杜丽娘入睡入梦仅占 $ 支)然而
此前半数曲子却都在写杜丽娘游园, 丽娘之梦因
游园思春触发)故安排游园情节理所应当)但若从
叙事角度看)比重也未免过大了, 不仅比重过大)
这 $ 支曲子也远不是游园一事的线性行进)而是
描写!春色"与抒情!伤春"的不断延宕迂回, 足
见这部分汤显祖着意之处在于曲和情)更甚于事,
以致如今场上将这一部分独立出来)成为 &游
园')而后半&惊梦'则别为一折,

曲未必不可叙事)当然也可为戏剧叙事服务)
早期传奇以及后来李渔等显示叙事意识的作者作

品)皆可见出, 然而更普遍的情况是)在文人手
中)特别是套曲写作的程式规则)促使传奇之曲日
益向诗.词传统靠近)崇尚格律.注重抒写情怀)其
与传奇叙事诉求之间)就形成了极大的张力, 文
人传奇)尤其是生旦等以唱套曲为主的脚色场次)
叙事尤为迟滞缓慢, 如$长生殿%中开始有一段
情节很有意思*杨贵妃因唐明皇与虢国夫人之间
有所暧昧而拈酸吃醋)惹恼唐明皇以致被遣出,
这段也引发了后续情节)杨妃自行截发献予明皇)
又得复召)二人情义更笃, 若是话剧或现在的影
视剧来表现)此段当是非常有戏)尤其是唐明皇.
杨贵妃与虢国夫人三人之间类似宫斗)近年热播
电视剧$甄嬛传%整个就以此为看点, 然而我们
考察$长生殿%相关场次)会发现传奇根本就没有
三人同场宫斗的正面表演)而是将事件分派入生.
旦.贴三脚的曲中加以转述)各人所谓转述又无意
详细交代事件)而重在个人经历此事的感受抒发,
这与戏文传奇以生.旦曲唱为主要手段密切相关)
不像话剧.影视剧那般重人物行动表演, 然而)不
同的文化语境)必然有不尽相同的文化诉求, 在
中国文化传统中)叙事从来不是文人传奇的唯一
甚至最主要的考虑)而套曲写作的程式化规则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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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无形中促使作家因曲的写作而延宕.游离于叙
事)剧作家们则往往沉浸其中而不自觉,

二$ 曲辞的案头化

以上是从套曲层面看)文人传奇的形式规则
对叙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具体曲辞层面)我
们也能看到诸多非叙事的因素, 文人在其文化传
统中孕化而成的各种兴趣.学养.才情)在传奇创
作中都有着呈现的欲望)以至于曲辞中存在大量
更适合于案头阅读而非场上观看的倾向和成分,

汤显祖$牡丹亭%第二十三出&冥判'中有两
支非常著名的曲子)一支是7混江龙8*

这笔架在那落迦山外!肉莲花高耸
案前排" 捧的是功曹令史!识字当该"
5丑6笔管儿* 5净6笔管儿是手想骨4脚
想骨!竹筒般剉的圆滴溜" 5丑6笔毫*
5净6笔毫呵!是牛头须4夜叉发!铁丝儿
揉定赤支毸" 5丑6 判爷上的选哩*
5净6这笔头公!是遮须国选的人才"
5丑6有甚名号* 5净6这管城子!在夜郎
城受了封拜" 5丑6判爷兴哩* 5净作笑
舞介6啸一声!支兀另汉钟馗其冠不正"
舞一回! 疏喇沙斗河魁近墨者黑"
1332$汤显祖 #(#'

另一支是7后庭花滚8*

但寻常春自在!恁司花忒弄乖" 眨
眼儿偷元气艳楼台" 克性子费春工淹酒
债" 恰好九分态!你要做十分颜色" 数
着你那胡弄的花色儿来" 5末6便数来"
碧桃花" 5净6他惹天台" 5末6红梨花"
5净6扇妖怪" 5末6金钱花" 5净6下的
财" 5末6绣球花" 5净6结得彩" 5末6
芍药花" 5净6心事谐" 5末6木笔花"
5净6写明白" 5末6水菱花" 5净6宜镜
台" 5末6玉簪花" 5净6堪插戴" 5末6
蔷薇花" 5净6露渲腮" 5末6腊梅花"
5净6春点额" 5末6翦春花" 5净6罗袂
裁" 5末 6 水仙花" 5净 6 把绫袜踹"
5末6灯笼花" 5净6红影筛" 1332

$汤显祖 #(&'

按)$冥判%一出所讲乃是杜丽娘鬼魂进了阎
罗殿)经胡判官审定她阳寿未尽且与柳梦梅有婚
姻之分)于是放出枉死城)跟寻柳梦梅一段故事,
上引两支曲文)一支是净扮胡判官与丑扮小鬼长
聊那阴司地狱之种种)一支则是末扮花神向净扮
判官细数各色花儿, 此出故事发生在阎罗殿)人
物中自然包括胡判官)判官升座理事)与小鬼侍从
闲话几句当属正常/花神当日曾于后花园中保护
杜.柳二人梦中欢会)此时被判官宣来查问)言语
之中说些花事)也属本职范围, 如此都可以理解,
但问题是此处细数地狱种种可怕之状及人世花事

之况!全曲涉及 (* 种花名"实在太多)几导致叙
事陷于停滞, 从唱的角度而言)净脚本来长在表
演不在唱)让净扮的判官唱如此长的两曲!皆三
四百字")颇不易讨好)也实在太累4 故我们或可
把这两曲解读为*作者有意借此机会向观众!或
阅者"宣扬佛家因果报应思想以及其对地狱.花
事的丰富知识,

耐人寻味的是这两段唱词在之后改本.选本
中的遭遇, 清乾隆年间钱德苍编$缀白裘%)收存
了来自 *) 种传奇.杂剧的 %(B 出折子戏)一般认
为是保留了场上演出的实际面貌, $缀白裘%中
所录&冥判'一出)7混江龙8被大大删减)7后庭花
滚8则径直不用, 自晚明曲选$醉怡情%流行以
来)$冥判%演出都不用7后庭花滚8曲, ###这说
明戏曲艺人是非常现实的)这两曲用于场上叙事
实在太过冗长,

然而)后来人对汤公之才还是有高度认同的,
冯梦龙编选$墨憨斋定本传奇%时曾大力删改$牡
丹亭%)对原本作了大量缩减)改题为$风流梦%)
出数由原本 && 出减为 () 出)但与原本$冥判%相
对应的 $冥判怜情%一出)却完整保留了 7混江
龙8.7后庭花8两曲)除个别文字改动外)几乎完
全照搬, 足见冯梦龙对汤公文字非常欣赏)爱惜
其才,

文人曲辞写作常常完全不考虑戏剧叙事或搬

演之便)这样曲辞必然有严重的案头化倾向, 入
清以后)传奇的这种案头化倾向更加严重)部分曲
家创作戏曲不重音律)不问能否歌唱.音调是否谐
和)亦不屑于交付优伶演唱)而作家们也往往直言
不讳, 如陈森$梅花梦%自序言*&余素不解音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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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好闻歌吹声)率尔为之)未半月而就, 脱稿
后)亦不再阅)游戏为文)随所欲言)不必深为研
究)于歌喉之未叶)节目之不合)更不加意)如真美
人名士)亦非优人之所能摹拟也' !""*"", 又如
汤世潆$东厢记自序%曰*&若夫曲词宾白)偶然摹
仿)果否合于宫商)所不计也)工拙云乎哉+'
!)($", 浚义散人$四名家传奇摘出序%亦言*&夫
文章之道)援经据史)盖借古人之行事)以抒一己
之性情, 况绘形设象)搜腔检拍)而仅以束喉细
语)打诨花唇)博纨绔当场一笑)不亦陋哉+'
!'$(",

文人传奇曲辞之案头化)还表现在追求典雅,
使事典故)诗文写作本很常见)以便继承&温柔敦
厚'的诗教传统, 如许自昌$水浒记%&冥感'一出
!场上俗称$活捉%")讲阎惜娇被宋江杀死之后)
仍心念在世情人张文远)夜至其家)活捉他至阴间
再续前缘, 贴扮阎惜娇)出场时唱 7梁州新
郎8曲*

马嵬埋玉!珠楼堕粉!玉镜鸾空月
影" 莫愁敛恨!枉称南国佳人" 便医经
獭髓!弦觅鸾胶!怎济得鄂被炉烟冷* 可
怜那章台人去也!一片尘+ 铜雀凄凉起
暮云!听碧落箫声隐" 色丝谁续恹恹命*
花不醉下泉人" $许自昌 &"'

按)此曲用典凡 #" 个)包括*杨贵妃马嵬身死事)
绿珠坠楼事)乐昌公主玉镜重圆事!一说温郎玉
镜台事")曲辞取自南朝梁萧衍诗$河中之水歌%)
曲辞取自魏曹植诗$南国有佳人%)晋王嘉$拾遗
记%獭髓治愈疤痕事)汉武帝鸾胶续弦事)春秋楚
王母弟鄂君举绣被覆盖越女.得以交欢事)$汉书
(张敞传%所载张敞无威仪.骑马过妓院事)曹操
铜雀台事)汉刘项$列仙传%载春秋隐士萧史与秦
穆公之女弄玉吹箫引来凤凰.双双升天事)汉应劭
$风俗通义%记五色续命丝事, 此出用典甚密)几
至句句有典)接下的八曲用典至少 %( 个4 如果相
关知识储备不足)或只能粗知大意,

这些典故有些比较通俗)也很有一些特别生
僻)案头查阅都颇费功夫)遑论当场歌唱时)能有
几个知音+ 吴梅先生在$顾曲麈谈%中曾评价道*

此曲只-花不醉下泉人.一语却是

妙文!余则以堆垛为能事!深无足取" 一
句一典实!辞意先晦涩矣" 试问马嵬坡4
绿珠楼4莫愁湖!以及獭髓4鸾胶4鄂君
被4章台柳等故事!阎婆惜以不甚识字之
女子!能知之否* $吴梅 &''

吴梅先生之批评诚乃中肯详实4 此出用典过
于密集)与人物身份不符)与人物所属家门不符)
实沦为学识之卖弄了,

王骥德$曲律%批评$玉玦记%类似弊病之时)
对传奇用典!用事"有过一段一般性的论述)颇有
启发性*

至本色之曲之佳处!不在用事!亦不
在不用事" 好用事!失之堆积#无事可
用!失之枯寂" 要在多读书!多识故实!
引得的确!用得恰好!明事暗使!隐事显
使!务使唱去人人都晓!不须解说" 又有
一等事!用在句中!令人不觉!如禅家所
谓撮盐水中!饮水乃知咸味!方是妙手"
%西厢&4%琵琶&用事甚富!然无不恰好!
所以动人" %玉玦&句句用事!如盛书柜
子!翻使人厌恶!故不如%拜月&一味清
空!自成一家之为愈也" $王骥德 #")'

用典是中国文人素来的偏好)传奇用典诚如王骥
德所言)不用则&失之枯寂')好用则&失之堆积',
用得恰当)见学识.才情)文词亦典雅蕴藉/用得不
当)便成掉书袋了, 但总体而言)传奇用典非常
普遍)与戏剧叙事.与场上搬演相悖.相游离的
情况在在皆是)足见文人偏好温蕴雅驯传统与
趣味,

曲文之典雅除因使事用典之外)还表现在避
免通俗称谓而使用婉转借代之语, 在诗词传统之
中)这种曲而不直的话语方式在传奇曲辞中是普
遍现象, 王骥德$曲律(论家数十四%也提到了
这种情况*&夫曲以模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委婉
曲折)以代说词)一涉藻绘)便蔽本来, 然文人学
士)积习未忘)不胜其靡)犹古文.六朝之于秦汉
也'!#""", 这类批评恰恰说明实际创作风气就
是如此, 其区别实只在于程度浅深)而不在有无,
修养不高或观念不同的作者)典雅化程度会略低,
如李渔传奇之曲文确实通俗浅显很多)倒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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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才情不逮)主要是他具有传奇作者中比较少有
的受众意识.场上意识和叙事意识, 他认为*&传
奇不比文章, 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
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
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李渔 "*", 然而笠
翁之曲在当时颇遭浅俗之讥)在更多文人的观念
中)宁愿将曲归入诗词雅驯的传统, 孙岱在$蟾
宫操序%中就曾明言*&传曰*2言之不文)行而不
远,3词曲为古歌风体)尤贵雅驯, 今登场演剧)
非不粲然可观)及索其墨本)则捐之反走, 盖照谱
填写)与歌工之上尺四乙何异+ 徒费笔墨耳'
!#", 将传奇这种戏剧文体径称为&填词'的大有
人在, 文人既视传奇制曲为&填词')将其才情.
学养融汇其中)自是习惯使然,

三$ 曲与人物之悖离

如上所述)曲在文人手中)既上承诗词传统)
格律.音韵的客观要求)用事.雅驯之类的才学表
现)都始终将是其不得不着意营造或难以自抑的,
故曲既然很可能为文人自身才情.人格之投射)那
么&曲'和&戏'之间的张力与矛盾势必存在, 就
戏而言)曲乃为人物代言)若戏中人物身份学养不
那么高)一旦开口唱曲)文人作者的人格投射就可
能显露出来)这就形成了人物之曲与人物自身之
间的悖离)甚至造成人物在戏中的人格分裂, 上
述$水浒记(活捉%中)市井妇女阎惜娇与下层小
吏张文远)对唱之曲句句用典)即是一例, 类似情
况在文人传奇中颇为常见)绝非偶然,

汤显祖$牡丹亭%中杜丽娘有贴身小丫鬟春
香)是个十三四岁的&花面丫头')很是俏皮泼辣,
7肃苑8一出)她和小花郎二人打趣笑骂之中)性
情立现, 因小姐要游园)春香先行入园嘱咐小花
郎扫除花径, 先是大叫&花郎')小花郎一出现)
她劈头一句&好打4'数落小花郎&私出衙前骗酒'
以致几日&菜也不送' &水也不枧' &花也不送',
前两桩花郎回应说有菜夫.水夫应工)对于这最后
一桩花郎申辩说&每早送花)夫人一分)小姐一
分', 春香即刻反唇问道*&还有一份哩+'花郎才
知原是为漏了这春香姐一份儿, 花郎讨饶)她得
意拿乔*&诌个曲儿俺听, 诌的好)饶打,'不想小
花郎诌了个曲儿打趣她)她立刻应腔反击)言辞犀
利俗辣)打趣间还采着花郎头发把他给扯倒了4

!汤显祖 %*#&B", 谁想就这样一个丫头)到了
紧接着下一出$惊梦%之中)旦杜丽娘上场唱出那
句有名的&7绕池游8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 人
立小亭深院'之后)春香竟接唱*&炷尽沉烟)抛残
绣线)恁今春关情似去年+' !汤显祖 &(", 如此
幽怨缠绵)大有深闺伤春的意态)与杜丽娘难分彼
此)真让人怀疑本应出自杜丽娘4 春香这种开口
说话.动手行事是丫头)一开口唱曲便似小姐的
&分裂'现象)只有从文人填曲人格投射这个角度
来说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再如冯梦龙有传奇名$女丈夫%)主要讲杨素
侍女红拂投奔李靖)助李靖匡扶唐主李世明定鼎
之故事, 中有一人物号虬髯翁)为红拂女结拜之
兄)在二人扶唐大业中起了关键的帮助作用, 此
传奇本自唐杜光庭传奇小说$虬髯客传%)人物形
象与主要事迹并无大变, 虬髯翁乃颇具传奇色彩
的人物)唐传奇中此人一出场)粗豪侠气即喷薄而
出, 在冯梦龙$女丈夫%中)冯梦龙以净扮虬髯
翁)说明冯梦龙还是充分考虑到虬髯客的性格特
征的)剧中其念白仍可见唐传奇中虬髯客的侠客
色彩)但$女丈夫%第九折&虬髯望气')虬髯翁出
场之曲有明显的人格&分裂', 剧中净扮虬髯翁
与小净扮其道兄一同上场)唱7望远行8曲*

$净' 残霞敛岫!早见一天星斗"
$小净'夜聚朝分!心事两人相逗" $净'
雁排一泒深秋!$小净'风断数声残漏!
$合'且登高细窥列宿" $冯梦龙 #B%'

残霞.星斗.雁排.深秋.残漏.登高)这些都是宋词
中常见意象)不识此人的读者或观众)或能从中读
出不得志书生远道羁旅之愁叹, 再往下听白中自
报家门)方才知道这原是一个&以杀人避仇)隐居
西京'之徒4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论文人人格投射到人
物曲文之中)造成对人物人格的瞬间&拔高')虽
是文人传奇中常见的现象)但并不是说文人毫无
人物身份意识)传奇曲文之大部分还是能够代人
物立言的)这里只是强调)由于文人身处之文化传
统以及曲这一形式的惯性)确实导致了文人传奇
中这一很有特色的问题,

以下我们再来看看宾白, 曲承载着过多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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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传统)故游离迂回的态势自然鲜明, 宾白)按
理应该是传奇叙事功能的主要承担者, 事实也确
是如此)不太夸张地说)一部传奇除去曲文)只看
科白)故事也可明白)且可以更加迅速地看明白,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宾白既也出于文人之手)同
样难免文人学养趣味之侵染, 宾白的文人性主要
表现在除了散体的对口白之外)充斥着赋.表.诏.
笺.诔.策等各体韵文的使用,

文人传奇之宾白中所用韵文可以包括*人物
定场诗词.人物定场骈文.出末收场诗以及其他插
用的各体韵文, 以上诸种)未必每部传奇都要遍
用)人物上场诗词.出末收场诗是通例)其他则视
创作风气.作者才情以及出场人物脚色地位不同
酌情而定,

人物定场诗词)指的是人物上场)通常念一首
诗)有时是词)词以女性脚色多用, 这也分两种情
况)一种是脚色人物在以他为主的场次里初次登
场)会有一首诗或词)以抒身份情志/之后主要脚
色人物再登场时)可能还会有定场诗.词)但不必
定有, 宋元南戏.元杂剧中此类多是通俗浅近的
韵语.套语)较少文学趣味, 明清传奇中的定场诗
出自上层文人之手)其笔意自然非宋.元之书会才
人可比)文情俱佳者比比皆是)不同脚色人物之定
场诗声情有别, 我们可分别研读 $长生殿%中
!生"唐明皇.!旦"杨贵妃.!净"安禄山.!外"郭
子仪这几位脚色人物初次登场的定场诗词*

韶华入禁闱!宫树发春晖" 天喜时
相合!人和事不违" %九歌&扬政要!%六
舞&散朝衣" 别赏阳台乐!前旬暮雨飞"
$洪昇 %'

7海棠春8流莺窗外啼声巧!睡未
足!把人惊扰" 翠被晓寒轻!宝篆沉烟
袅" 宿酲未醒宫娥报!道别院笙歌会早"
试问海棠花!昨夜开多少* $洪昇 #$'

腹垂过膝力千钧!足智多谋胆绝伦"
谁道孽龙甘蠖居!翻江倒海便惊人"
$洪昇 ##'

壮怀磊落有谁知!一剑防身且自随"
整顿乾坤济世了!那回方表是男儿"
$洪昇 %&'"

即便不加标注)观者也是一读便知每人身份口吻,

这些定场诗词)与人物身份.性情深为契合)可谓
当典雅则典雅)当畅快则畅快,

人物定场骈文)指的是人物定场诗词之后)开
始自报家门)有些传奇作者会用骈体文)逞示才
学)兼收音韵铿锵.语势连贯之美, 如梁辰鱼$浣
纱记%给所有主要人物脚色都量身定做了一篇骈
体文定场白)如范蠡的定场白*

下官姓范!名蠡!字少伯!楚宛之三
户人也" 倜傥负俗!佯狂玩世" 幼慕阴
符之术!长习权谋之书" 先计后战!善以
奇而用兵#包势兼形!能以正而守国" 争
奈数奇不偶!年长无成" 因此忘情故乡!
游宦别国" 蒙越王拔於众人之中!厕之
大夫之上!志同道合!言听计从" 迩年以
来!邦家多故" 庙乏善策!外有强邻" 正
君子惕励之时!人臣干蛊之日" 今日春
和景明!柳舒花放!暂解印绶!改换衣裳!
潜游田野" 正欲问俗观风!浪迹溪山!兼
可寻真访道" 迤逦行来!早是山阴道上
了" 只见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云木周
遭!溪山罨画" 家家耕牧!燕雀贺生成#
处处歌谣!桑麻深雨露" 正是,旭日初
升!海上红云万国#东风布暖!湖边细雨
千家" $梁辰鱼 %&B'

范蠡桀骜不俗之性)擅兵用计之才)忠君忧民之心)
偶尔恬淡自适之趣)这一段骈体文字完整妥帖道
出, 同时从叙事来说)又为后续的范蠡牺牲儿女之
情成就报国大业)事成之后又归隐埋下伏笔,

王骥德$曲律%里批评说*&$浣纱%纯是四六)
宁不厌人4' !王骥德 #%#", 其实细读起来)$浣
纱记%的人物定场骈文大多还是值得肯定的)王
氏批评主要在于其每人一篇)有些拘泥)失了骈散
相间的活泼趣味/然而)骈体定场白从文人案头的
观点)当然更显才情)即便从场上考虑)也是有铿
锵美听的一面的,

出末收场诗)指的是传奇一出之末例有一首
诗)作为此出终结的标志, 收场诗初为多人说白)
后有一人说白)然总体仍以多人说白为主, 出末
收场诗一般与情节相关度较高)以总括此出情节
为主)有时兼带提示下文)并不是卖弄才情的泛泛
之诗, 明清传奇中许多收场诗集用唐诗诗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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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传统与明清传奇叙事

&集唐')汤显祖$牡丹亭%.洪昇$长生殿%等皆
是/也有的传奇家更愿意自作)如孔尚任$桃花
扇%等/但不论&集唐'还是自作)都可见作家文心
诗才,

自作者独出机抒)不需多言)&集唐'也绝非才
短情拙)自家心意不用自家言语)却限于遴选.剪裁
唐诗成句加以表达)若要贴切精妙)实为更加难能
可贵, 随意捡取$牡丹亭%中两例)观者自明其趣,
$惊梦%一出收场集唐诗如下)为旦杜丽娘独白*

春望逍遥出画堂!!!!张 悦
间梅遮柳不胜芳" 罗 隐

可知刘阮逢人处! 许 浑

回首东风一断肠" 韦 庄 $汤
显祖 &)'

出处不同的四句唐诗)格律音韵相协自不必说)集
来作为$惊梦%一出之结)真是文情俱合*丽娘思
春)步出香闺)梅边柳边)幽幽一梦)易醒难寻, 恰
如当日刘阮遇仙)回首桃源不见)独立春风)愁怀
无限, 此出末集唐诗四句将$惊梦%一出之事.
情)和婉收束)隽永自然4

$惊梦%一出的集唐诗用于生.旦情事)偏于
典雅婉丽, $慈戒%一出的集唐诗用于杜丽娘母
!老旦"和不解人事的春香!贴")其风格亦迥然
不同*

1老2风雨林中有鬼神!!!苏广文
1贴2寂寥未是采花人" 郑!谷
1老2素娥毕竟难防备! 段成式

1贴2似有微词动绛唇" 唐彦谦

$汤显祖 $")$('

按$慈戒%是$惊梦%与$寻梦%之间一出很短
的过场戏)杜母!老旦"因春香!贴"引小姐游园一
事而训诫, 集唐诗也非常符合人物身份.口吻*后
花园静寂寥落)若遇邪祟或是恶徒)如何结果+ 老
母口出微词)事出有因, 这首小诗简直是杜母心
焦.春香忐忑之直白表现4

除了上述已成惯例的场合之外)文人传奇宾
白之中还经常设计一些桥段来插用诗文)如才子
佳人以诗赠答以传情意.文人知交以文会友以彰
心志/前者如李渔$巧团圆%中曹小姐.姚小官之

借$诗%题帕)后者如孔尚任$桃花扇%中侯方域.
陈贞慧等&复社会文'/如此等等)亦如$红楼梦%
中大观园内少男少女联诗结社.咏花斗草)是当日
文人之生活情趣)自然亦是创作兴趣,

传奇宾白中融汇的其他韵文)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赋和千字文, 赋是一种铺排描述人物场景的
骈体长文)在中国传统戏剧的&空舞台' !至多一
桌二椅"上)很能起到化言语为布景的作用/赋体
文吟诵表演起来)也是一种视听享受/故在传奇中
广泛使用, 比较有名的是$琵琶记%中的$黄门
赋%, 王骥德主张&定场白稍露才华)然不可深
晦')以此标准)他认为&$琵琶%黄门白)只是寻常
话头)略加贯串)人人晓得)所以至今不废'!王骥
德 #%#", 实际上)$琵琶记%中的$黄门赋%还是
很典雅的)案头研读或易解)观众当场则未必了
然, 但王骥德对此类的赋文显然是很赞赏的, 此
后的赋文)多偏工雅)未必适合舞台表演)然就文
字而言)不乏佳作, 据我们统计)仅明毛晋所编
$六十种曲%中)类于$黄门赋%的赋体文有三十五
篇之多)其中还不包括剧作家引用前人赋作和剧
中人自作赋的情况, 此处仅取一则短赋)便阅者
观览, 汤显祖$紫箫记%第 ( 出中有一篇$美人
赋%)是郑六娘盛赞其女霍小玉的)仅一二百字)
录于下*

1332年方二八!才色殊人" 画出
天仙!生成月姊" 南都石黛!分翠羽之双
蛾#北地燕脂!写芙蓉之两颊" 称诗说
礼!唾东邻之自媒#雅舞清歌!哂西施之
被教" 惊鸾冶袖!谁偷得韩掾之香#绣蝶
长裙!未结下汉姝之佩" 住下红楼一座!
金枝掩映!玉树玲珑" 起红壁之朱尘!写
青钱之翠影" 窥窗玉女!灵光殿上神仙#
聚陌春人!行雨山前气色" 1332$%紫
箫记& *$''

文学史上美人赋很多)汤公此赋还是别出机杼的,
一般文人咏美人)习惯把美人往神仙一流去拔高)
读来超尘绝俗)云山雾海, 此赋用来比拟之文字.
意象)还皆是俗世可触可及之物)这美人也是活色
生香, 小玉之母为唐玄宗时霍王爷家歌舞妓)后
为王爷侍妾, 霍王战死后)母女流落民间)小玉也
沦为歌舞妓, 小玉非仙非贵)乃一薄命红颜)此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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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调还是合于人物身份的,
传奇宾白中的千字文)使用不那么广泛)却别

有特色)一般是些戏谑性的文字)博观者一笑)起
到场上冷热调剂的作用, 最有名的当属汤显祖
$牡丹亭%第十七出$道觋%中石道姑的一通自我
介绍)略引一段)便读者观其大概*

贫道紫阳宫石道姑是也" 俗家原不
姓石!则因生为石女!为人所弃!故号
-石姑." 思想起来,要还俗!%百家姓&
上有俺一家#论出身!%千字文&中有俺
数句" 天呵!非是俺-求古寻论.!恰正
是-史鱼秉直." 俺因何住在这-楼观飞
惊. !打并的-劳谦谨敕.* 看修行似-
福缘善庆 .!论因果是 -祸因恶积 .
1332$汤显祖 '#'

此篇论文意是真俗)通观$牡丹亭%)真是佩服汤
公能大雅亦能大俗如此4 这段著名的&石道姑千
字文')乃石道姑自道其出身.入道等事之前因后
果)共化用六十六句$千字文%语)镶嵌进全新语
境)简直夺胎换骨)令人忍俊不禁, 其他如杨逛
$龙膏记%第二十一出.李渔$蜃中楼%第二十一
出.汪光被$芙蓉楼%第十出.陈烺$海虫传%第四
出等)都插用&千字文')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传奇宾白之中)还经常视具体情境需要而插
入各类实用文体)如诏诰.书笺.碑诔等, 封赠.团
圆之时)例要宣读诏旨/文士远行)常要寄托家书/
亲友仙逝)必诔文以慰亡人.寄哀思, 文人于这些
实用之文一般都极考究)力求得体)以见修养, 孔
尚任$桃花扇%&拜坛'一出)演述崇祯皇帝忌辰当
日)太常寺老赞礼主持)文武百官俱齐)进行一场
庄严肃穆的设坛祭祀, 整个典礼程序全备.秩序
井然.行事用语恪守规范)老赞礼跪读祝文*

维岁次乙酉年!三月十九日!皇从弟
嗣皇帝由崧!谨昭告于思宗烈皇帝曰,仰
维文德克承!武功载缵!1332今值宾
天忌辰!敬设坛壝!遗官代祭" 鉴兹追慕
之诚!歆此蘋蘩之献" 尚飨+ $孔尚任
"#()#%'

此处以庄重得体文)寄人臣对先帝之由衷颂扬与

沉痛哀思/今人读之)不禁感喟.缅怀古之文人崇
文尚礼之可敬.可爱4

由上可见)戏文传奇的宾白由于出自文人之
手)处处都表现出浓厚的文人趣味, 戏文传奇普
遍使用的定场诗词.集唐诗以及插用的赋.表.诏.
笺.诔.策等各体韵文)如独立来看)皆各有其文学
价值)甚至令人玩味再三.拍案称绝, 但如果我们
&功利'地从戏剧叙事或场上搬演看)其中存在大
量的叙事延宕和游离是很显然的,

故不论是戏文传奇的曲文.还是宾白)如以今
天的叙事眼光来看)确实存在种种问题)&美文'
传统或竟成为为传奇叙事不能承受之重, 但如果
我们将明清传奇的写作还原至其所产生的中国文

化语境)我们或能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只有
懂得文人写作传奇时于何处用心)案头知音于何
处会意)场上观众于何处激赏)或许我们才更能看
懂其中诸多趣味与妙处)而不仅仅是着意于现代
意义上的批评, 现代人对于中国古人和我们的文
化传统)更重要的应是努力去理解)而非操持各种
现代观念去批评,

注释)A/(%&*

! 梁辰鱼$浣纱记%%& 出中有 (# 出同韵)分别为第 &.$.
).'.#B.##.#".#&.#*.#'."B."#."(."%."&."$."*."'.
(#.((.(%.(&.().(*.('.%B.%#.%".%(.%%.%& 出,

" 汤显祖$牡丹亭%不同韵的套曲分别为第 %.&.*.##.
"B."#.")."'.%#.%&.%$.%).%*.%'.&& 出,

引用作品)1/)B&!#(%2*

卜世臣*&冬青记凡例')$古本戏曲丛刊%第二集, 北京*
文学古籍刊行社)#'&& 年,

0_4) G;,E;92J&TU>FA2A./016/.9-/WI$".!2362=K<"3-3""%
*% H*%!"3J' A42//"#!*2% 2=A%#*"%!>3,L,JI/FJ"J
_9,b,2@* C2E,92._//S-/WH,.90A.409?48F,-;,2@+/4-9)
#'&&J1!

陈森*&梅花梦序')$中国古典戏曲序跋集汇编%, 济南*
齐鲁书社)#'*' 年, ""*",

0=;92) G92J&?09WAE9./A>3",L 2=5/(L F/2))2LM' A
42//"#!*2% 2=53"=,#"),%0 52)!)#3*'!)!24/,))*#,/4$*%")"
>3,L,J̀ ,2A2* a,F4 ?09--)#'*'J""*"J1

范文若*&花筵赚凡例')$古本戏曲丛刊%第二集, 北京*
文学古籍刊行社)#'&& 年,

0LA2) :9204/J&TU>FA2A./016/.9-/WZ(,6,%- J$(,%M' A
42//"#!*2% 2=A%#*"%!>3,L,JI/FJ"J_9,b,2@*!C2E,92.
_//S-/WH,.90A.409?48F,-;,2@+/4-9) #'&&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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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女丈夫')$墨憨斋定本传奇%, 合肥*黄山书社)
#''" 年, #B%,

0 L92@) O92@F/2@J & +90/,29J' ;"-"%0 2=12$,%@$,*
>"=*%*!*<"K0*!*2%J+9W9,* +4A2@-;A2 ?48F,-;,2@+/4-9)
#''"J#B%J1

洪昇*$长生殿%,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
0+/2@) G;92@JI$"5,/,#"2=K!"3%,/D2(!$M_9,b,2@*

?9/>F9Y-H,.90A.409?48F,-;,2@+/4-9) #'&*J1
浚仪散人*&四名家传奇摘出序')$中国古典戏曲序跋集

汇编%, 济南*齐鲁书社)#'*' 年, '$(,
0 4̂21,) GA2092J&?09WAE9./I$"."/"#!"0 1,3<"/I,/")2=

O2(3KL*%"%!O*-(3")M' A42//"#!*2% 2=53"=,#"),%0
52)!)#3*'!)!24/,))*#,/4$*%")">3,L,J ,̀2A2* a,F4
?09--) #'*'J'$(J1

孔尚任*$桃花扇%,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
0 Z/2@) G;A2@092J I$"5",#$ F/2))2L O,%J _9,b,2@*

?9/>F9Y-H,.90A.409?48F,-;,2@+/4-9) #''*J1
李文瀚*&紫荆花凡例')$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四集,

合肥*黄山书社)"BB' 年, %"%,
0H,) :92;A2J&TU>FA2A./016/.9-/WB"0U(0 F/2))2LM'

=2L'*/,!*2% 2=+*[( 43*!*#*)L)2=.(##"))*<">6%,)!*")*
I$" V*%- >6%,)!6MI/FJ %J +9W9,* +4A2@-;A2
?48F,-;,2@+/4-9) "BB'J%"%J1

李渔*$闲情偶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 北
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年, "*,

0H,) X4J4,)(,/Q2!")*% , ;"*)(3"/61220MA42//"#!*2% 2=
I3",!*")2% 4/,))*#,/4$*%")">3,L,JI/FJ)J_9,b,2@*
=;,2AD;9A.09?09--) #'&'J"*J1

梁辰鱼*$浣纱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0H,A2@) =;9214JI$".!2362=.*/NH,)$*%-MG;A2@;A,*

G;A2@;A,C2E,92._//S-?48F,-;,2@+/4-9) #''*J1
沈宠绥*&度曲须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年,
0 G;92) =;/2@-4,J& R4Q4 4̂[;,J' 42//"#!"0 K)),6)2%

4/,))*#,/4$*%")"X'"3,MI/FJ%J_9,b,2@* =;,2AR0A7A
?09--)#'&'J1

孙岱*&蟾宫操序')$古本戏曲丛刊%第二集, 北京*文学
古籍刊行社)#'&& 年,

0G42) RA,J&?09WAE9./42L'2)*!*2% 2=!$"I2,0 5,/,#"M' A
42//"#!*2% 2=A%#*"%!>3,L,JI/FJ"J_9,b,2@* C2E,92.
_//S-/WH,.90A.409?48F,-;,2@+/4-9) #'&&J1

汤世潆*&东厢记序')$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三集, 合
肥*黄山书社)"BB' 年, )($,

0DA2@) G;,1,2@J & ?09WAE9 ./ B2L,%#"2=!$"K,)!"3%
4$,LU"3M' 42L'*/,!*2% 2=+*[( 43*!*#*)L)2=.(##"))*<"
>6%,)!*")* I$" V*%- >6%,)!6J I/FJ (J +9W9,*
+4A2@-;A2 ?48F,-;,2@+/4-9) "BB'J)($J1

汤显祖*$牡丹亭%,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
0DA2@) ,̂A2[4JI$"5"2%65,<*/*2%J_9,b,2@* ?9/>F9Y-

H,.90A.409?48F,-;,2@+/4-9) #'$(J1
###*&紫箫记')$汤显祖戏曲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 年, *$',
0 J&D;9?40>F9LF4.9J' A42//"#!*2% 2=I,%- +*,%@(E)

5/,6)JG;A2@;A,* G;A2@;A,C2E,92._//S-?48F,-;,2@
+/4-9) #')*J*$'J1

解玉峰* &戏文之结构及其变迁')$文化遗产%"!"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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