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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代 文 学 的 画 廊

一 浅 论 《六 十 种 曲 》

徐 安 怀

明代,是 中国戏曲史上的黄金时代。

在南戏的基础上吸牧元杂剧的成果发展起

来的传奇,取代了北杂剧的地位。剧本创

作盛况空前, “
名人才子,踵 《琵琶 》、

《拜月 》之武,竞 以传奇呜,曲 海词山,

于今为烈” (明 沈￡亠《庋曲须知 》);

在舞台艺术实践方面,也进入了一个兴旺

繁荣的时期。传奇的成就,代表了有明一

代二百八十年我国戏曲艺术发展的高蜂多

它的文学剧本,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堪与

唐诗、宋词并 列的奇珍, 可称为一 代之

胜。

明代传奇的繁荣,以剧本数量而论 ,

就令人叹为观止。据今人傅佶华《明代传

奇全目》的统计,明传奇剧本的总数为九

百五十种,其 中包括有作者姓名可考者六

百一十八种,无名氏作品三百三十二种。

剧作者 (无名氏未计 )有三百五十人。大

大超过了元杂剧 (傅惜华《元杂剧全目》

录元杂剧剧目七百三十七种,其 中包括元

人杂剧作品五百五十种,元明间无名氏作

品一百六十七种,剧作者八十八人 )。 面

对着如此丰富的创作,从明至近代就不断

有人进行收集、 整理、 编选、 刊印的工

作。但困戏曲向来 不被正 统派文 士所看

重, 视之为
“
小道” ,因此刊刻出版者

虽然不少 (如有明万历时金陵文林阁刻本

《传奇十种 》,崇祯刻本《白雪楼五种 》,

《玉夏斋传奇 》(十种 ),明末刻本 《梨

园雅调六十种 》等,此外,一些著名的书

坊,如富春堂、世德堂、继志斋、容与堂

等也出过传奇的汇刻本,据淡宫春堂所刊

乃在百种以上 ),可是全都随 r卩 廷劣t,存

亡相继,偶有遗留的零本,则被视为稀世

之珍。清代以来的几百年中,明代传奇赖

以传世者,只有一鄱《六十种曲》。郑振

铎先生为此发过感 慨, 他说 : “
得书之

难,于今为甚。需要之切,今 日亦大大超

过往日。不仅《元曲选 》不易得,即流行

之 《六十种曲》也得之 不易。 且书 价奇

昂,得一明刊戏曲书,如过去之得一宋版

书。” (《 (古 本戏曲丛刊初集 >序 (初

稿 )》 )但可喜的是,这种局面在解放后

开始得到改变。一九五四年 ,北京文学古籍

刊行社据一九三五年开明书店纸型校订重

印了《六十种曲》。一九五八年、一九八

二年中华书局又据文学古籍刊行社本两次

再版了《六十种曲》。这三次的印数累计

为一万一千二百套。与此同时,国家叉从

一九五四年开始出版由郑振铎先生主编的

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古典戏曲剧本总集 《古

本戏曲丛刊 》,已 印行四集,初、二、三

集收元、明、清南戏和传奇,四集收元、

明杂剧。 其中明 代传奇已收一百 七十余



种。这样,就为明代传奇的研究提供了条

件,为戏改工作者和戏剧工作者提供了参

考资料。当然,《 六十种曲》赶不上《古

本戏曲丛刊 》的规模,难称完备,但这部

戏曲选集,毕竟是明人所选,有代表性的

剧本大体收入其间,足以反映明代传奇之

风貌,研究中国戏曲史, 《六十种曲》仍

是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

毛晋(一五九九—— —六五九年),明

末著名的藏书家,出版家。常熟 (今属江

苏 )人。 原名凤苞, 字子晋。 好搜集图

书,时人有
“入门僮侈t尽钞书”之誉。所

建汲古阁 目耕楼, 藏书八万四千 馀册,

宋、元善本颇多。又喜传刻古书,如校刻

《十三经 》、《十七史 》、《津逮秘书》、

《宋六十名家词 》、《六十种曲》等,为
历来私家刻书最多者。故在明末,毛晋以

博雅好事名一时,汲古阁版流布天下,影
响甚大。

《六十种曲》,也叫《汲古淘六十种

曲》。编刊于明末崇祯年闷。其刻印情况

类似于毛晋 编辑的 《宋六十名 家词 》,

“
其次序先后,以得词付雕为准,未尝差

以时代;且随得随雕,亦未尝有所去取”

(《 宋名家词 》提要,见 《四库 仝书
`总

目》卷二百 )。 词分六集 9曲也分为六套。

但就现存 《六十种曲》的 一至 五套
“
弁

语”
看来,每套十种的编刊似乎也有一个

中心。首套十种是明乎传奇之有益于 “
风

化”,其 《琵琶》、《荆钗 》、《八义 》

《三元 》等,可以使天下后世 “
启孝、纳

忠、植节、仗义”(《 演剧首套弁语 》)。

二套十种选《西厢 》、《幽闰》和
“
临川

四梦”等,大要是让 人知道, 此类 所写
“
实情种非尽淫”,戏曲不是诲淫之作,

“
谑浪皆是文章,演唱亦是说法。从来风

12

流罪过早已向古佛前忏悔竟矣” (《 题演

剧二套》)。 三套十种选 《春芜 》、《琴

心 》、《彩毫 》、《金莲 》诸记,叙学者

名士事迹,以阐述 “
文心道气”,贯于古

今,非只天下有心人爱才, “
即儿女子聊

复尔尔” (《 题演剧三套》)。 四套十种

选 《绣襦 》、《青衫 》、《红梨 》、《焚

香 》等,写‘“绣旗女将” “红绡丽人”遭

际。睹此数种, “从来烟花小史,名 媛璜

囊,可束之高阁矣” (《 题演剧四套》 )

五套十种录 《锦笺 》、 《蕉帕 》、 《水

浒 》、《灌园》、《双烈 》、《义侠 》诸

曲,说明
“亘上下古今,人事不齐”,故

离奇、怪诞之作常有,题材应该多样,不
同风格可以共存, “夫何必屏郑畦而放吴

觚 ,排燕伧而摈楚鳅
” (《 题演剧五套》)。

六套十种收 《白兔 》、 《杀狗 》、 《昙

花 》、《龙膏 》、《飞丸 》、《东郭 》等

记, 内容广泛, 既写悲欢离合, 世态炎

凉,也有神仙道化,教忠教孝之作。作品

时代也先后不一,明初、明末者皆有。惜

此套
“
弁语”未见,无由知编者意图。这

六套剧本,每套皆以《绣刻演剧十本 》为

题; 《六十种曲》之名,当在六套剧本全

部辑成之后所命。这六套剧本虽如上述 ,

各有中心,有编者的意图,但随得随雕 ,

编排不严密之弊也很明显,五 、六二套特

别突出,似乎为前四套补编。如二套已收

汤显祖的《紫钗记 》、《还魂记 》,可五

套又录汤早期作晶《紫箫记 》(《 紫钗》

即以之为基础改写而成 ),六套收硕园删

定 《牡丹亭 》。这样的编排同二套把南、

北《西厢》放入一套的处理不一致。其不严

密,显然是与随得曲随雕印有关。

透过《六十种曲》的编辑情况和毛晋

所写的五篇 “
弁语”,我们也大略可见毛

晋对戏曲的看法,同时也可借此了解当时

传奇流行的盛况。我们知道,由于传奇在

明的鼎盛,嘉靖以后,人们开始重视通俗



文学,从理论上对戏曲加以研究的著述日

趋增多。如徐渭的《南词叙录 》,何良俊

的《曲论 》,王世贞的《曲藻》,臧懋循

的《元曲选序 》,王骥德的《曲律 》,吕

天成的《曲品》, 徐复祚的 《曲论 》等

等。此外,汤显祖、沈蹋、冯梦龙、凌濠

初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戏曲观点。毛

普生于明末戏曲理论研究繁荣时期,又与

冯梦龙交谊甚笃,多有唱和。虽然他不以

戏曲研究名家, 但就其 《六十种 曲》的
“弁语

”
看来,他对戏曲的看法是比较公

允的。他既强调戏曲的
“风化”

作用。认

为 “
词曲

”既可
“追维过去”,又能

“接

引未来
”
,让

“纯忠孝,真节义〃 “现本来

面目”,反对轻视戏曲:同时,他叉汲取

了汤显祖反对复 古主义, 主张言情 的观

点,认为 《西厢 》、《幽闺》、《还魂 》

等, “
实情种非尽淫也”,否定了王骥德

“《拜月 》(即 《幽闺记 》)只 是宣淫”

的看法 (见 王骥德 《曲律 。杂论第三十九

下》)。 表现了反宋明理学的倾向。同冯梦

龙所云 “
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

的观点 (见 《序山歌 》)是一致的。毛晋

的这些看法,对我们深入把握明末的戏曲

理论是有启发的,对我们全面认识 《六十

种曲》也提供了一把钥匙。

明万历年间的 臧懋循 在编选 《元曲
j± 》时说过: “

今南曲盛行于世,无不人

丿、臼谓作者” (《 元曲选序二 》)。 足见

明亏∵∷传奇创作已相当繁荣。作家众多 ,

作品丰宫,促进了戏曲理论研究的发展 ,

也推动了副本的编刊发行。明万历以来既

产生了不少专奇全本的总集,如 《绣刻演

剧 》所汇编
=:世

德堂、文林阁,继志斋、

富春堂、文秀堂等刊印的传奇就有五十二

种,其中富春堂本二十二种,文林阁本二

十一种,世德堂本六种;也出现了一些传

奇作家的个人作品专集,如张凤冀的《阳

春六集 》收所作传奇六种,汤显祖的《玉

茗堂四种传奇 》收所作传奇四种,孙仁孺

的《白雪楼二种曲》收所作传奇两种。同

时,还出现了许多传奇单出选集,今存明

人所编的这些选集尚有 :《歌林拾翠 》选三

十种传奇之单出, 《摘锦奇音 》选三十二

种传奇之单出, 《玉谷调簧 》选二十三种

传奇之单出, 《词林
一

枝 》选三十五种传

奇之单出, 《八能 奏铞 》选三十三种传

奇之单出,《 群音类选 》现存部分选一百

五十七种戏曲 (包括杂剧 )之单出, 《万

壑清音 》选三十七种传奇之单出,《 万曲

长春 》选三十一种传奇之单出, 《徽池雅

调 》选十二种传奇之单出, 《尧天乐 》选

四十三种传奇之单出,等等。这些选本的

剧目,基本上是当时常演出的。由此可见

明后期传奇的创作和 演出都盛 况空 前。

《六十种曲》编刊于明末崇祯,是当时戏

曲舞台百花竞艳,剧本编刊方兴未艾的必

然结果,它客观上也对明传奇做了一次总

结。这部戏曲总集虽然是无题评、无注释

的白文本,对选取的底本也耒作说明或著

录,也未标作者姓名。所收剧本也仅六十

种, “但
‘
荆、刘、拜、杂

’等南戏主要

剧目, 影响甚广的 《西厢记 》、《琵 琶

记 》,对昆山腔的发 展起了 较大作 用的

《浣纱记 》,以及汤显祖的全部作品,沈

碌的主要作品均已包罗在内。其中《鸣凤

记 》、《明珠记 》、《琴心记 》、《玉镜

台记 》、《金莲记 》、《青衫记 》、《水

浒记 》、《狮吼记 》、《白兔记 》、《杀

狗记 》等所选底本,较其他刊本有较多的

优点。 其中 《精忠记 》、 《八义记 》、

《三元记 》、《春芜记 》、《怀香记 》、

《彩毫记 》、《运甓记 》、《鸾辘记 》、

《四喜记 》、《投梭记 》、《赠书记 》、

《双烈记 》、《龙膏记 》、《双珠记 》、



《四贤记 》和硕园改订本 《牡丹亭》等十

六种,在此以前未见刊本。” (《 中国大

百科仝书 ·戏曲曲艺卷 》第22连 页 )《 六

十种曲》所收剧本,同 《绣刻演剧 》五十

二种内容相同者为十九种;解放后编辑出

版的《古本戏曲丛刊 》初、二、三集,选

用了《六十种曲》原刊本的二十二种进行

影印。因此, 虽说《六十种曲》难称完

各,但其所收作品足以反映一代戏曲之风

貌,这是事实。以个人之力,成此-部我

国古代篇幅最大的戏曲总集,其功绩是不

可磨灭的。

研究 《六十种曲》,还应强调的,是
它对清及近代地方戏曲的影响。据粗略的

统计, 《六十种曲》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

剧目,至今也还或全本、或革折保窗在地

方戏曲的传统剧目中,如京剧、昆剧、秦

腔、楚剧、湘剧、汉剧、滇剧、潮剧、粤

剧、闽剧、徽剧、豫剧、苏剧、河北挤子、

川剧等等剧种中就有相当数量的传统戏来

自《六十种曲》。 取材于 《水浒记 》的

《宋十回 》, 不仅是各地:方戏的 传统剧

目,而且也是曲艺常演出的节目。即⒓l川

剧而论,据一九六二年四川省文化局戏曲

研究室编印的《川剧传统剧目目录 》的记

载, 《六十种曲》的大部分剧目存于川剧

中:如高腔整本 《拜月亭 》、《红袍记 》

(《 白兔记 》)、  《八义 图 》 (《 八义

记 》 )、  《焚香记 》、 《红梨记 》、 《玉

箫缘 》 (《 玉 环记 》)、 《木 荆 钗 》

(《 荆钗记 》)、  《章台柳 》 (《 玉合

记 》 )、  《春芜记 》、 《琵琶记 》、 《绣

襦记 》(另 有胡琴剧本),高腔大蕃 《凤凰

琴 》 ( 《j琴心记 》 )、  《黑虎缘 》 ( 《双

烈记 》)、 《金马门》 (《 彩毫记 》)、

《追韩信 》(《 千金记 》)、 《鸣凤记 》

《齐人觅食 》(《 东郭记 》),高腔单折

《胡琏闹钗 》(《 蕉帕记 》)、 《武松打

虎 》 《武松杀嫂 》 《武松打店 》 (《 义

1压

侠记 》冫,胡琴整本 《阴功榜 》 (《 三元

记 》)、 《精忠传 》(《 精忠记 》冫,弹
戏整本 《西厢记 》、《还魂记 》、《紫钗

记 》、《明月珠》(《 明珠记 》)等等。这

说明, 《六十种曲》所收剧本,大多数是

有艺术生命力的,它在明代舞台上为群众

所喜闻乐见,在尔后又滋养了地方戏曲。

没有明传奇的艺术积累,地方戏曲的发展

是很难想象的。明传奇的优秀剧目赖《六

十种曲》而广泛流传,影响后世。对这部

巨著在中国戏曲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应

该引起充分重视。

《六十种曲》作为一代文学的总集 ,

其所选作品题材之广泛,风格之多样,艺

术成就之卓绝,更值得认真研究。全书六

十种戏曲,并其同内容的改编本二种,故

事不同者实为五十七种,但这三种也不可

忽视,它们可资比勘,帮助人们对剧本深

入研宄。

《六十种曲》所收剧本计有元杂剧一

种,即 《北西厢 》;元末和元明之际的南

戏剧本的改编本 《琵琶记 》、 “
荆、刘、

拜、杀”
和《寻亲记 》年六种,它们是在

南戏与元杂剧艺术交沁之后出现的,剧本

的文学形式已由比较简单粗糙 卩趋严谨完

整,奠定了明代传奇体制的基础;其余五

十三种为明 人传奇, 而中间的 大多数剧

本, 又选取于明 代后期 (嘉靖至崇祯,

1522~16例 )这个传奇发展的高峰阶段。

当时作家如林,流派纷起,被称为
“昆山

派”、 “
临川派”、 “

吴江派”以及三派

之外自具特色的传奇作家的代表作,大都

选入 (参 见周贻白《中 国戏曲 发 辰史纲

要 》第295页 )。 据此, 可以理 清明 传奇

的发展线索, 也大体 可以掌握其 基本成

就。



《六十种曲》内容丰富,题材多样。

有敷演春秋战国至元代的历史故事的历史

戏,有改编前代 传奇小说 题材写 的爱情

戏,也有据明代的重大政治事件编写的现

代戏。当然也有一些教忠教孝,神仙道化

的作品。瑕瑜并存,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

传奇的面貌,也有利于人们从传奇创作的

正反经验中去获取教益。不过,入选作品

大多数还是优秀之作,瑕不掩瑜,这一点

还是应该说明的。

一般说来 9明代前期 (洪武至嘉靖前,

1368~1521)的传奇多教芯教孝之作,这
是朱元玮父于厉行专 i占f,倡导伦理纲i,
对戏曲横加干预导致的缭果。这方面的重

要作品有邱痞的《互伦全各记 》和邵灿的
《香囊 l已 》, 《六十种曲》选录了《香囊

记 》冫史人可以茇见 主扌t说 菽,J本之一

豇。全剧的主旨是 “
忠臣孝子重棼I常,慈

母贞妻德允玻,兄弟爱慕朋友义,天书旌

异有辉光” (《香裳记》笫四十二出 “终场

诗
j氵

)。 用戏鞠的形式 装莰八 胶文 (时

文 )Ⅱ 内杏。生当嘉坊、万历时期的明代

戏出家六泔在《虍》犭叙 录 》中批 评说 :

“Ⅱ品刂
·
文为南峦,Jt末 、国初未有也,其

井起于《吞襞记 》。《香袅 》乃宜兴老生

员伟文吭汴,习 《诗经 》,专刂i杜诗,遂
1t二 书语句匀入出中,宾 白亦是文语:又
好用故事作对子, 最 为害事。″

他还指

出: “
效颦 《香袅 》而作者,一味孜孜汲

汲,元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句无故事,元
复毛发宋、 元之旧。 三吴俗子, 以为文

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戏之

厄,莫盛于今。″内容迂腐僵化,艺术上

开明代骈绮一派之端,窒息了明传奇的发

展。

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有明显发展,东

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而统治阶级则日趋腐败,内部分裂,阶级

矛盾激化,这种形势,促使进步的思想家

对封建正统思想提出批评,对朝政加以褒

贬。反映在戏曲创作上则是冲破了封建说

教的束缚, 逐渐开阔 了题材, 深 化了内

容;形式上也拓开骈绮风气,强调适合舞
台潢出和通俗化,使传奇创作进入了灿烂

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的代表

作品, 《六十种曲》大都选入,就其内容

而论,大体可分为四类'比较全面地反映

了明后期传奇创作的盛况。

一是历史故事剧。它们以历史人物的

故事为题材,既有总结历史经验的用意 ,

也有借古讽今之居心。这类作品有的据史

实改编,有的据传闻演绎 9思想倾向都相当

鲜明。如梁辰鱼的《亡t纱记 》写的虽是吴

越争霸的历史故事,但通过批判吴王夫差

刚愎宙用、沉讪声色、不纳忠订、信任奸

佞,以及描写范戋功成弃宫竿内容 9不正寄

托了件右对明王朝的不满和忱虑吗?张凤

翼所作演战日时齐太子田法章事的《灌园

记 》,对人们认识统冶阶级的内部争斗颇

有意义。孙仁π据《孟子 ¤齐人有一妻一

妾章 》编写的《东郭记 》,估历史丿、物的

名号,两 出了一幅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生活

的讽刺漫画。许自昌的《水浒记 》为水浒

英雄立传,揭露蔡京棺取民拓民膏的罪恶

行径,也颇有社会t义 。无名氏的《精忠

记 》写岳飞故亭 (一说姚茂良作),张四维

的《双烈记 》写韩世忠、梁红玉事,它们

以抗金的历史内容,融人了明代反对外族

入侵,保障国家与边境安宁的斗争,伸张

了民族正气,也鞭笞了奸贼I臣。特别是
《精忠记 》,它在当时传奇舞台上的影响

就更为广泛。 据清 戏曲理论 家焦循 《剧

说 》卷六引顾采 《髯樵传 》说: “
明季吴

县洞庭山乡有樵子者,⋯⋯尝荷薪至演剧

所观 《精忠传 》。所谓秦桧者出,髯怒,

飞跃上台,摔秦桧,殴,流血几弊。众惊

救,髯曰: “
若为丞相,奸似此,不殴杀

何待!’ 众曰: ‘
此戏也,非真桧。’髯



曰: ‘
吾亦知戏,故殴;若真桧,膏吾斧

矣。’”由此可见这类作品之深得人心 ,

它们对激励人民 的正义 感起了很 好的 作

用。

二是爱情婚姻剧。这是 《六十种曲》

中数量颇大的一类。有的写名门闺秀,有
的写妓女婢儿,面广人多,时代气息也相

当浓厚。这些剧本中的优秀之作,大都继

承了王实甫《西厢记 》提出的
“愿普天下

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在宣扬男女

结合为夫妇要有爱情作基础观点的同时,

大胆否定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

的礼教。如王玉峰的《焚香记 》和高濂的

《玉簪记 》, 在批判以权贵、天神、 宗

教、 恶棍为代表的 封建势力的同时, 赞

扬背叛传统的反抗精 神。 嘉靖前 期的徐

霖,改编前代南戏、杂剧 写成的《绣襦

记 》(一说薛近夜作 ),围绕妓女李亚仙

和书生郑元和的悲欢离合,暴露了封建礼

教的冷酷和虚伪,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中

的门阀观念。徐复祚的《红梨记 》把北宋

末年金兵破汴梁作为背景,写赵汝舟同妓

女谢素秋的恋爱经历,挞伐了祸国殃民的

权奸,也反映了当时社会面貌。这里特别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汤显祖写作的《牡丹

亭 》。这部传奇的杰出之处,是把爱情问

题进一步提高到个性解放的高度来描写,

表现了崭新的时代色彩。它歌颂杜丽娘个

性的觉醒,赞美热爱自由的青年男女对封

建理学的反抗。作家高张以 “情”反
“理

”

的战旗,宣扬情之所至 “
生者可以死,死

者可以生” (《 牡丹亭记题词 》)并让出

于人类天性的
“
情” 战 胜了虚 伪矫情的

“理”,使杜丽娘终于同梦中的恋人柳梦

梅结合。这种具有个性解放色彩的民主思

想,是 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要求

打碎封建专制主义桎梏的斗争在意识形态

领域内的曲折反映。《牡丹亭 》的成就 ,

使它成为明传奇的佼佼者,汤显祖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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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杰出作家。清代戏曲

家李渔说: “汤若士,明之才人也。诗文

尺牍,尽有可观;而其脍炙人口者,不在

尺牍诗文,而在《还魂 》一剧。使若士不

草《还魂 》,则当日之若士,已虽有而若

无,况后代乎?是若士之传,《 还魂 》传

之也。” (《 闲情偶记 ·结构第一 》)对

《牡丹亭 》的思想艺术成就,我们还应该

深入研究。

三是时事剧。明后期不少作家从现实

生活中汲取重大题材,写了不少时事剧。

《六十种曲》选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鸣

凤记 》。剧本大约写于隆庆年间 (1567~

1572)。 作者不可考,有人以为是王世贞

或其门人所作,但缺乏充分证据。据清人

焦循 《剧说 》载: 《鸣凤 记 》 “词初成

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

谢,欲亟去。彝州 (即王世贞 )徐出邸抄

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 乃终宴”。此

说虽不一定可信,但可以肯定这本戏写于

严嵩严世藩父子事败不久。作者能及时地

把这场震动朝野的反严斗争搬上舞台,通
过暴露抨击严嵩的无耻行径,歌颂夏言、

杨继盛等忠义之士忧国忧民、刚正不阿、

临难不惧的品格, 反映了人 民强 烈的爱

憎,也再现了嘉靖时期政治黑暗腐败的社

会现实, 具有深刻的现 实意义。 此外 ,

《六十种曲》还选了秋郊子的《飞丸记 》

反严嵩的倾向也非常鲜明。这些抓住明代

的重要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而创作的时事

剧,引导作家同时代相结合,密切了戏曲

与群众的关系'也打开了传奇发展的广阔

道路。影响十 分深远。 明末清初李 玉的

《清忠谱 》,清人孔尚任的《桃花扇 》,

都明显地受到过《鸣凤记 》的启发。

四是神仙道化剧。这类作品情况比较

复杂,思想倾向也很不一致。就 《六十种

曲》所选入的传奇而论,大致可分为两种

情况,陈汝元的 《金莲记 》和屠隆的 《昙



花记 》属于一种情况。《金莲记 》写苏轼

一生际遇,归总为 “脱尘缘一苇西归,笑
虚名万水东流” (《 金莲记 ·同梦》 ),

鼓吹隐遁空门,把严肃的政治斗争说成是
“
因缘果报”。《昙花记 》更通篇宣扬因

果报应, “以传奇语阐佛理” (《 昙花记

自序》 )。 这是明末士大夫找不到出路 ,

弃世逃尘思想的反映。它们起的麻醉人民

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汤显祖的 《邯郸

记》和《南柯记 》属于另一种情况。《邯郸

记》借卢生的梦幻,揭示了封建大官僚起家

发迹直至死亡的历史,勾画了封建官场的

内幕,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集黑暗政治的各

种丑恶于一身的封建官僚的典型形象,对
封建上流社会作了无情的 批判。 《南 柯

记》也是借梦境评议现实。但不同于 《邯

郸记 》的是,淳于棼并不是只知追求功名

富贵的禄蠹,他的经历是最初在政治上有

所作为,后来在宦海浮沉中堕落。透过这

种描写,更深-层地表现了作者对官场的

憎恶。这两部传奇对明代黑暗政治的揭露

应该说是相当尖锐而深刻的。虽然它们的

结尾都用了佛道思想来解决矛盾,给作品

蒙上了虚幻的色彩,但它们决不是宣扬消

极近世。汤显祖对这两部作晶曾经明确地

说过: “二梦记殊觉恍惚。惟此恍惚,令
人怅然。元此一路,则秦皇、汊武为驻足

之地矣。″ (《 寄邹梅宇》)剧本不是歌

颂仙境,创作意图是很明显的。

综上所述, 《六十种曲》的确反映了

明传奇的盛况。直接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题

材,反映重太的社会问题:站在新的思想

高度,抨击封建礼教,猛烈冲击封建专制

统治;对明末黑暗政治进行深入解剖,表
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歌颂民族英雄,激
励民族正气,如此等等,都说明明代传奇比

之前代作品有了新的发展:作晶的主题思

想更深化了,人物形象更富于典型性了,

思想倾向也更鲜明了。这一切,都为后世

的戏曲乃至文学创作,提供了值得认真借

鉴的经验。

除了注意内容的广泛性外,《 六十种

曲》在剧本编选中也注 意了风格的 多样

性。在明代剧坛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主要

流派的代表作,基本上都收入了。这样,也
就使人更能全面了解传奇创作所取得的艺

术成就了。

在 《六十种曲》中,选录了比较多的

骈绮派的传奇。有开骈绮派之端的邵灿的

《香囊记 》;有承 《香囊》传统,句句用

典,典雅工丽,成为骈绮派登峰造极的代

表作的《玉块记 》(郑若庸作 ),骈绮派

的其他重要作品:陆采的 《明珠记》,屠
隆的《昙花记 》、《彩亳记 》,梅鼎祚的

《玉合记 》,以及汤显祖的早期作品《紫

箫记》等等, 也都选入。 这些剧 本大多

是案头之书, 非台上 之曲。 念白骈四俪

六,唱词藻饰堆砌,情节冗杂松散,艺术上

虽也有可取之外,但因脱离舞台实践,终
于不能流传,也给传 奇的发 展造 成了 阻

碍。这类作品艺术上的缺陷,是值认真吸

取,并引为鉴戒的。

明代戏曲大师 汤显祖的
“王茗 堂四

梦”,毛晋全部选入。我们从中可见临川

派的艺术成就, 获得 教益。不受曲律 限

制,让形式服从于内容的革新精神;精雕

细刻,全力以赴地塑造典型入物的严肃态

度;善于把自然真切的本色语言同个别字

句的精工琢磨相溶合的语言风采;以及站

在时代的恩想高度处理题材,深化主题的

匠心独运。这一切 都有待 我们 去认 真总

结。

吴江派的沈嘱, 《六十种曲》选了能

代表他的创作理论的 《义侠记 》。该剧的

思想性并不高,但 由于注意舞台实践,注
意戏曲语言的通俗化,其 中的《打虎 》、

《戏 叔 》、 《别 兄 》、 《挑 帘 》、 《裁

衣 》、《捉奸》、《显魂》、《杀嫂》等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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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燮论诗歌创作中的形象思维

江

叶燮是清初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

美学家。他的一些关于诗歌理论和美学的

卓越见解,除了见于探讨诗歌发展本末源

流的专著 《原诗 》外,更多地散见于他的

诗文集中。这些见解,具有朴素的唯物辩

证思想。而在探讨诗歌的创作方法时,对
于诗歌创作中的形象思维作了非常精辟的

论述。

自宋明以来,不少诗人,文艺理论家

已经深深地感到诗歌创作自有其不同于一

般散文创作的规律和特点,对于由韩愈开

创的 “以文为诗”,苏 (轼 )、 黄(庭坚)推

波助澜而至于极的诗歌散文化倾向表示出

不满和忧虑。诗歌创作是否有自身的规律

和法则可寻,这是宋代以来长期争论的一

斌

个大问题。在江西派的黄庭坚、吕本中等

入的诗论中,就开始了关于诗歌创作方法

的讨论。在江西派以后的严羽和明代前后

七子,针对宋诗中出现的 “以文为诗,以

才学为诗”的不 良倾向,提 出应把盛唐诗

歌的 “兴象、风神、格律 、音调”作为诗

歌创作纠偏而必须遵守的法则。李梦阳甚

至提出: “夫文与字一也。今 人 模 临 古

帖,即太似不嫌 ,反 曰能书 9何至独文章而

欲 自立一门户也。”①要求学习前人要如

孩童学写字一样,旦夕临摹,这种樾开艺

术反映现实的原则而锆误地 把 “流” 当
“
源

”
的办法,只能把诗歌创作引入邪路。

叶燮针对复古主义的锆误倾向,探索诗歌

的 自身特点时,极有创见地阐述了诗歌创

出,后世演唱不绝。这其间的原因,艺术

上的奥妙,不能不使入思萦。此外, 《六

十种曲》还保留了一些讽刺喜剧,如孙仁

孺的 《东郭记 》、汪廷讷的 《狮吼记 》。

这对研究中国喜剧的发展也提供了重要的

材料。

《六十种曲 》选编了如此众多各具艺

术风格的 作品, 称得上是一 代文学 的画

廊。它们所积累的艺术经验,是我们发展

戏曲艺术的宝贵财富。

《六十种曲》的编刊印行距今已三百五

十年。在这段历史过程中,传奇已由鼎盛

变而为销声匿迹。但中国的戏曲并未因此

终极,而是出现了众多的地方戏,戏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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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出现了更为壮观的场面。研究中国戏

曲由杂剧而传奇,由传奇而地方戏的演变

过程,是对发展今天的戏曲艺术很有启示

的。我们探索明传奇的发展,自 然也就成

为必需。众多的明传旮,该从何下手研究

呢?大概应该从《六十种曲》开始吧。因为

它展现了一代传奇之风姿。我们是可以通

过它,研究亻探索明代戏曲发展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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