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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篇 論 文 乃 以 晚 明 戲 曲 理 論 家 孟 稱 舜 為 例 ， 探 究 晚 明 時 期 戲

曲 評 點 在 「 圖 象 批 評 」 的 發 展 狀 況 與 特 殊 現 象 。 此 一 名 詞 延 用 黃

永 武 《 愛 廬 談 文 學 .「 圖 象 批 評 」 與 明 代 文 評 》 一 文 ， 其 「 圖 」 字

乃 指 實 物、具 體 的、可 見 的 圖 形，「 象 」指 可 兼 指 精 神 的、抽 象 的 、

未 可 見 的 象 徵 。 此 一 批 評 方 法 是 指 批 評 者 經 閱 讀 後 ， 藉 由 一 幅 圖

象 作 為 批 評 他 人 詩 文 的 方 法，將 詩 文 作 品 內 容 之 抽 象 風 格、特 色、

素 質 、 優 劣 等 ， 全 部 品 評 於 一 幅 具 體 的 圖 象 中 ， 即 為 此 法 意 涵 。

其 法 始 於 魏 晉 ， 直 至 明 代 ， 廣 泛 運 用 到 各 種 批 評 文 體 中 ， 包 括 戲

曲 批 評 。

本 篇 以 孟 稱 舜 《 古 今 名 劇 合 選 》 一 書 為 研 究 中 心 ， 探 究 孟 氏

《 柳 枝 集 》、《 酹 江 集 》 的 分 類 意 義 ， 並 分 析 選 篇 、 分 類 與 批 評 的

思 維 理 路 ， 釐 清 圖 象 批 評 方 式 的 運 用 。 筆 者 從 中 瞭 解 孟 氏 的 圖 象

批 評 運 用 有 別 於 曲 論 家 的 方 式 ， 他 先 以 婉 麗 、 雄 爽 的 語 言 風 格 分

類 為 二 ， 並 在 各 劇 前 置 入 總 評 ， 除 了 選 擇 與 戲 曲 情 節 相 映 的 圖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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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評 強 化 語 言 特 質 外 ， 並 改 變 以 往 圖 象 敘 述 ， 從 靜 態 轉 移 自 動 態

風 格 。 此 外 ， 除 承 接 傳 統 詩 話 圖 象 批 評 層 次 的 運 用 外 ， 進 一 步 以

分 析 、 比 較 的 批 評 呈 顯 出 細 微 的 語 言 風 格 意 涵 。

明 代 曲 論 家 自 明 初 即 以 由 圖 象 批 評 方 式 探 究 戲 曲「 語 言 風 格 」

問 題 。 然 而 ， 曲 論 者 雖 仍 有 曲 源 自 詩 、 詞 的 觀 念 ， 但 他 們 逐 漸 釐

清 戲 曲 人 物 塑 造 的 意 涵 ， 以 為 戲 曲 語 言 特 質 ， 當 以 劇 中 人 情 感 來

作 表 現 ， 而 不 單 只 有 作 者 本 人 的 情 感 而 已 ， 這 種 轉 變 也 體 現 出 戲

曲 在 語 言 從 本 色 、 文 采 的 論 辨 ， 進 而 走 向 文 學 性 特 質 ， 這 亦 能 說

明 明 末 曲 論 重 心 逐 漸 從 曲 論 探 究 轉 移 自 敘 事 文 學 理 論 的 關 注 。

關鍵辭：圖 象 批 評 、 孟 稱 舜 、 明 末 、 古 今 名 劇 合 選 、 戲 曲 評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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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riticism” the utilization of 

comments in the Ming Dynasty last 

years─Take Meng Chengshun as the 

example 

Wang Hsiang-y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 s  take  the  Ming Dynasty  las t  years  drama theoret ic ian 

-Meng Chengshun as  an  example ,  Inquired in to  Ming Dynasty  las t  years  

of  the  drama comments  in  “  image cr i t ic ism” development  condi t ion and 

specia l  phenomenon.This  noun extended wi th  Huang Yongwu -"  

d iscuss ing the  l i tera ture-  “  image cr i t ic ism”and comments  of  ar t ic le  in  

Ming Dynasty",“The char t”  refers  to  speci f ic ,  the  obvious  graph，  “The 

image” refers  to  the  spi r i tual ,  abs t ract ly,  not  the  obvious  symbol .This  

cr i t ic ism method is  refers  to  the  cr i t ic ism af ter  reading ;cr i t ic izes  of  

prose  because  of  an image as  the  method,prose  work content  abs t rac t  

s ty le ,  character is t ic ,  qual i ty,  super ior  , infer ior.Comments  are  complete ly  

in  a  concrete  image.namely  for  th is  method s ignif icance.  The method 

s tar ts  in  the  Wei  J in  dynasty  unt i l  Ming Dynasty.Widely  ut i l izes  in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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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 of  cr i t ic ism l i terary  s ty le  including the  drama.  

This  ar t ic le  takes  Meng Chengshun-  "Ancient  and modern Famous 

drama Edi ts"  as  the  research key, to  inquire  in to  Meng’s-  "  Liu  Zhi  J i"  

and "Lei  J iang J i" .and analyze  the  th inking mode of  choose ,  

c lass i f ica t ion and the  cr i t ic ism.  Unders tands  the  way of  image of  

cr i t ic ism in  u t i l iza t ion.  The author  unders tands the  d ifference  of  

Meng’s  “ image cr i t ic ism” and the  drama cr i t ics .  He f i rs t  take  language 

s ty le  of  tac t ful ,  and the  majes t ic  as  two kinds ,and enters  the  overa l l  

commentary  in  each play  .Choice  the  drama plot  to  s t rengthen language 

of  specia l  character is t ics  and changes  the  former  image narra t ion f rom 

s ta t ic  shi f t  f rom dynamic .  In  addi t ion ,  e l iminates  t radi t ional  poem the  

image cr i t ic ism ut i l iza t ion analyzes ,  and compares  wi th  cr i t ic ism 

further ly  of  the  language s ty le  s l ight ly.  

The drama cr i t ics  of  the  f i rs t  year  of  Ming Dynasty  reserched the  

quest ion of  “ the  language s ty le”by “ image cr i t ic ism”.Al though the drama 

commentary  s t i l l  had the  idea  of  poem and word,  But  they dis t inguished 

the  s ignif icance of  drama character iza t ion gradual ly.As the  

character is t ic  of  drama language ,  presents  the  character ' s  emot ion in  the  

play  not  only  the  emot ion of  the  author.  This  k ind of  t ransformat ion a lso  

presents  the  drama language f rom the  essence,  the  phraseology  then 

moves  towards  l i terar iness .This  can also explain the point  of  drama 
comments  of  the Ming Dynasty last  years  is  the shift  from the 
research of  drama to narrat ive l i terature theory gradually.  

Keywords： image cri t icism、 Meng Chengshun、 the Ming Dynasty 
last  years、 Ancient  and modern Famous drama Edits、

Drama com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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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 圖 象 批 評 」 是 一 種 普 遍 存 在 於 中 國 文 論 的 批 評 方 式 之 一 ，

此 方 式 乃 為 評 閱 者 在 賞 鑑 作 品 後，為 傳 達 個 人 抽 象、直 觀 感 受 後，

所 做 的 一 種 「 具 象 」 陳 述 。

黃 永 武 先 生 在《 愛 廬 談 文 學．「 圖 象 批 評 」與 明 代 文 評 》一 文
1中，以 明 代 文 學 評 論 內 容 為 研 究 主 軸，就 明 代 王 世 貞《 弇 州 山 人

集 ． 國 朝 文 評 》 與 明 末 張 朱 佐 《 醉 綠 齋 雜 著 ． 國 朝 文 評 》 為 例 ，

以 年 代 先 後 為 序，分 述 明 文 壇 一 百 零 六 家 品 評 文 字，並 詳 加 羅 列、

比 對 後 ， 檢 視 、 分 析 其 中 的 評 語 ， 文 末 更 以 精 闢 的 論 點 闡 述 明 代

文 壇 「 圖 象 批 評 」 的 美 學 特 質 ， 包 括 美 感 體 悟 與 品 評 方 式 之 優 缺

點 。

「 圖 象 批 評 」 一 詞 ， 是 黃 永 武 先 生 所 運 用 的 名 詞 ， 其 「 圖 」

字 乃 指 實 物、具 體 的、可 見 的 圖 形，「 象 」指 可 兼 指 精 神 的 、 抽 象

的 、 未 可 見 的 象 徵 。 他 以 為 批 評 者 經 閱 讀 之 後 ， 藉 由 一 幅 圖 象 作

為 批 評 他 人 詩 文 的 方 法 ， 將 詩 文 作 品 內 容 之 抽 象 風 格 、 特 色 、 素

質 、 優 劣 等 ， 全 品 評 於 一 幅 具 體 的 圖 象 中 。

此 種 批 評 在 中 國 文 學 批 評 中 亦 自 成 一 種 形 式 ， 廣 泛 應 用 在 各

體 裁 的 文 學 批 評 中 2， 因 此 ， 歷 來 相 關 研 究 的 別 名 亦 多 3 。 關 於 此

1 參閱黃永武：《愛廬談文學》一書，台北市：三民書局， 1993 年 1 月，

頁 209~294。
2 此種批評方式，廣泛運用在詩歌、散文、戲曲以及書法、繪畫等批評，

運用時間亦長，成為古代文學批評所運用的傳統方式之一。參見張伯

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第三章〈意象批評論〉，北京市：

中華書局， 2002 年，頁 194~274。
3 羅根澤以「比喻的品題」為名（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二分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頁 238），郭紹虞以「象徵的批評」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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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 意 象 」 概 念 ， 緣 起 於 《 周 易 》、《 老 子 》 與 《 莊 子 》 等 經 典 ，

先 賢 以 為 把 握 世 界 的 方 式 即 為「 象 」，一 方 面，它 是 外 在 客 觀 的 形

象，同 時，亦 為 人 們 為 了 掌 握 世 界 對 外 在 事 物 所 做 的 的 摹 寫 比 況。

這 種 方 式 逐 漸 運 用 在 文 學 批 評 中 ， 劉 勰 《 文 心 雕 龍 ． 神 思 》 所 提

出 的「 獨 造 之 匠 ， 窺 意 象 而 運 斤 」 4， 正 包 含 易 、 老 、 莊 之 思 想 精

神 。

因 此 ， 自 東 晉 到 唐 五 代 ， 圖 象 批 評 方 式 的 使 用 進 入 到 的 成 熟

期 。 魏 晉 六 朝 將 人 物 才 性 品 鑑 藉 由 文 字 表 述 ， 並 以 圖 象 摹 繪 風 情

神 態 ， 爾 後 ， 此 方 式 轉 移 成 詩 文 品 評 的 法 式 ， 如 《 詩 品 》 中 引 湯

惠 休 言 ：「 謝 （ 靈 運 ） 詩 芙 蓉 出 水 」 5； 直 至 宋 代 ， 此 法 運 用 有 擴

大 趨 向 ， 詩 、 文 、 書 法 、 繪 畫 也 廣 用 此 法 ， 在 表 達 上 因 受 到 禪 宗

啟 發 ， 意 象 文 字 的 表 達 也 隨 之 轉 變 ， 文 人 利 用 此 法 辨 別 作 品 中 語

言 風 格 的 多 樣 性 ， 一 直 延 用 至 明 代 ， 圖 象 批 評 發 展 成 極 致 ， 各 種

文 類 批 評 運 用 此 法 表 述 更 為 廣 泛 與 深 刻 。

此 方 式 憑 著 批 評 者 個 人 素 養 ， 以 主 觀 方 式 ， 體 會 作 品 的 直 覺

感 受，藉 由 圖 像 畫 面，或 以 人 物、自 然 等 意 象，似 畫 龍 點 睛 般「 一

筆 」勾 勒 出 來，因 此，此 類 評 語 在 文 字 運 用 上，力 求 精 簡、寫 意 ，

批 評 難 度 甚 高 ， 必 須 一 語 中 的 點 出 被 批 評 者 的 特 質 。 這 種 以 間 接

譬 喻 法 來 做 主 觀 印 象 的 批 評 方 式 ， 其 背 後 常 牽 涉 到 「 風 格 審 辨 」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頁 152），

葉嘉瑩稱之為「意象式（化）的喻示」（葉嘉瑩：《鍾嶸詩品評詩之理

論標準及其實踐》，收錄於《中國古典詩歌評論集》，香港：中華書局，

1977 年，頁 18），張伯偉亦以此命之。之所以使用各種名稱，乃因所

用方法為譬喻。又因仰賴品評者的直覺，又有「直覺批評」或「印象批

評」之名。參註 1，頁 209。
4 參見劉勰：《文心雕龍．神思篇》，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 1996
年，頁 335~346。

5 鍾嶸在《詩品》裡，引湯惠休之語：「謝詩如芙蓉出水」。參文淵閣四

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詩品，卷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6 



 
 
 
 
 
 
 
 
 
 
 
 
 
 
 
 
 
 
 
 
 
 
 
 
 
 
 
 
 
 
 
 
 
 
 
 
 
 
 
 
 

 

 

 

                                                       
 

 
 

 
 

 
 

文學新鑰 第 13 期 

的 因 素 ， 在 文 論 中 尤 其 對 作 家 個 人 「 語 言 風 格 」 表 達 時 ， 多 以 此

方 式 論 述 之 。

有 鑑 於 黃 永 武 先 生 解 讀 明 代 「 文 」 壇 與 圖 象 批 評 的 關 係 後 ，

開 啟 筆 者 對 於 明 代 「 劇 」 壇 批 評 語 境 的 關 注 。 明 中 葉 後 ， 隨 著 傳

奇 藝 術 的 蓬 勃 發 展 ， 文 人 開 始 從 雜 劇 、 傳 奇 創 作 經 驗 中 ， 釐 清 戲

曲 特 質 ， 總 結 創 作 理 論 。 因 此 ， 文 人 的 投 入 與 主 導 ， 開 啟 兩 百 年

戲 曲 理 論 的 黃 金 時 代 ， 其 中 萬 曆 、 康 熙 年 間 成 為 兩 個 崢 嶸 並 峙 的

高 峰 點 ， 然 而 ， 位 居 其 間 的 晚 明 時 期 ， 扮 演 著 承 上 啟 下 的 轉 折 關

鍵 。 尤 其 於 崇 禎 年 間 的 戲 曲 理 論 家 孟 稱 舜 ， 成 為 明 亡 前 的 一 個 重

要 的 代 表 者 6。

孟 稱 舜 不 但 是 戲 曲 創 作 家 7，更 是 一 位 具 有 見 解 的 戲 劇 理 論 家
8， 從 選 、 校 、 評 元 明 雜 劇 開 啟 他 的 戲 劇 活 動 ， 呈 現 於《 古 今 名 劇

合 選 》 9一 書 中 。 孟 氏 將 選 本 、 序 跋 、 評 點 三 種 形 式 雜 揉 一 體 ， 並

6 葉長海：「明代的戲曲創作及其理論批評，至孟稱舜均成為精采的「豹

尾」。…筆者則以為，讀孟稱舜的戲曲批評，猶如對整個明代戲曲理論

批評的一次鳥瞰。」參閱《中國戲曲學史稿》，台北：駱駝出版社，1987
年，頁 362~363。

7 現存劇作計雜劇有五種：《桃花人面》、《眼兒媚》、《花前一笑》、

《殘唐再創》、《死裡逃生》，傳奇三種：《嬌紅記》、《貞文記》、

《二胥記》。另有雜劇《紅顏年少》和傳奇《二喬記》、《赤符記》，

已佚。參照朱穎輝輯校：《孟稱舜集》，北京：中華書局， 2005 年，

頁 1~36。
8 活動時間集中在明代崇禎年間，包括〈古今詞統序〉（崇禎二年（ 1629）
秋）、《古今名劇合選》序及六百多條批語（崇禎六年（ 1633）夏）、

〈鴛鴦冢嬌紅記題詞〉（崇禎十一年（ 1638）夏））、〈二胥記題詞〉

（崇禎十六年（ 1643）春）、〈鸚鵡墓貞文記題詞〉（崇禎十六年（ 1643）
夏）。參考資料同前註。

9 《古今名劇合選》目前所見有二處；其一收錄於《古本戲曲叢刊》四集

之八，分為《新鐫古今名劇柳枝集》與《新鐫古今名劇酹江集》貳種；

其二為《續修四庫全書》，集部，戲劇類，第 1763~1764 二冊，《續修

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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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選 元 、 明 雜 劇 後 分 類 為 二 ， 一 名 《 柳 枝 集 》， 一 名 《 酹 江 集 》，

總 計 元 曲 共 有 三 十 四 種 ， 明 曲 僅 二 十 二 種 1 0， 除 了 選 評 步 驟 體 現

個 人 品 評 標 準 外 ， 此 書 乃 為 評 點 本 模 式 ， 呈 現 出 相 當 完 整 、 豐 富

的 評 點 內 涵 1 1。 檢 視 孟 氏 思 維 理 路 ， 從 選 篇 、 分 類 到 評 點 ， 以 圖

象 批 評 方 式 作 為 選 評 話 語 亦 不 少 見 ， 從 最 初 將 雜 劇 分 為 《 柳 枝

集 》、《 酹 江 集 》 二 種 時 ， 即 運 用 了 圖 象 批 評 概 念 。 隨 後 ， 孟 稱 舜

所 選 評 的 每 一 本 元 、 明 雜 劇 劇 首 ， 在 眉 批 部 份 會 有 對 該 劇 做 一 總

覽 ， 內 容 不 乏 對 作 者 、 曲 作 等 特 殊 現 象 作 簡 單 的 分 析 述 評 ， 最 容

易 表 達 的 方 法 即 為「 圖 象 批 評 」，尤 其 談 到 風 格 審 辯 部 份。根 據《 古

今 名 劇 合 選 》觀 察 ， 這 樣 的 作 品 有 18 本 ， 約 佔 劇 本 總 數 3/1 強 ，

並 集 中 在 元 雜 劇 批 注 部 分 。

然 ， 圖 象 批 評 運 用 在 戲 曲 部 分 ， 並 非 孟 稱 舜 一 人 ， 早 在 明 初

時 ， 戲 曲 批 評 家 即 以 此 方 式 ， 傳 達 對 作 者 、 作 品 等 風 格 的 體 會 。

例 如 ： 由 元 入 明 的 賈 仲 明 ， 在 永 樂 二 十 年 （ 1422） 以 《 錄 鬼 簿 》

為 底，為 元 代 關 漢 卿 以 下 等 劇 作 家 89 人，以〈 凌 波 仙 〉挽 曲 八 十

首 1 2形 象 化 的 詩 歌 表 達 劇 作 家 人 物 風 格 。 明 初 ， 朱 權 《 太 和 正 音

均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刊本影印，以下引用為求頁數齊整，凡引用皆

以續四庫頁碼載明，故，在本文中引文則標著出處、頁碼，不再一一作

註。
1 0 「元曲自吳興本外，所見百餘十種，共選得十之七，明曲數百種，共

選得十之三。」
1 1 在文字校對部份，以臧晉叔《元曲選》為本，並參照晚明所見之元雜

劇本，亦置入校刻過的元人鍾嗣成《錄鬼簿》。評點部份，包含有總

序、篇首總評、眉批、夾批等共六百多句，一貫表達精采的戲曲見解，

並在校刊選篇內容隨文圈點出佳句（、。）、劣句（字句旁的粗黑抹

號 ”∣ ”），輔助評點文字，這一整個評點模式是戲曲評點者從未運用

過的方式，在文字內涵上，也具有總結與啟發的意義。
1 2 參閱楊家駱主編：《錄鬼簿新校注》，收錄於《中國學術名著》第二

輯《中國曲學叢書》第一集第五冊，台北市：世界書局， 1982 年，頁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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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 中 的 〈 古 今 群 英 樂 府 格 勢 〉 1 3， 論 列 從 元 至 明 初 的 雜 劇 作 家

風 格；一 直 到 明 中 葉 後 呂 天 成《 曲 品 》，亦 明 白 指 出 其 作「 仿 之《 詩

品 》， 略 加 詮 次 」 之 用 意 ， 希 藉 此 評 論 南 戲 作 家 作 品 風 格 1 4， 又 ，

與 孟 氏 同 時 的 祁 彪 佳 ， 在 《 遠 山 堂 曲 品 》、《 遠 山 堂 劇 品 》 廣 泛 使

用 意 象 批 評，亦 將 戲 曲 以 明 代 之 南 戲、雜 劇 之 作 分 為「 六 品 」1 5，

並 以 劇 作 為 主，或 以 品 評 文 詞，或 以 品 評 結 構，或 是 作 家 風 格 等 。

這 些 戲 曲 評 論 者 以 此 法 聚 焦 於 作 及 其 個 人 作 品 總 體 風 格 層 面 。 孟

稱 舜 除 了 和 祁 彪 佳 一 般 以 圖 象 批 評 方 式 打 破 一 家 一 作 對 作 品 內 涵

進 行 評 論 外 ， 也 於 後 續 雜 劇 批 點 內 容 對 應 眉 批 總 評 ， 甚 至 孟 氏 更

關 注 於 戲 曲 語 言 性 的 體 會。因 此，孟 氏 圖 象 批 評 方 式 既 有 所 承 繼，

亦 有 所 獨 創 之 處 ， 從 批 語 中 可 知 其 擴 大 對 此 批 評 方 式 的 認 知 與 運

用 。

故 ， 筆 者 認 為 釐 清 相 關 「 圖 象 批 評 」 的 評 點 批 語 ， 除 了 能 貼

近 孟 稱 舜 的 戲 劇 思 維 外 ， 並 能 觀 察 出 圖 象 批 評 在 晚 明 評 點 的 應

用 ， 以 及 其 詞 語 使 用 方 式 與 意 涵 ， 並 觀 察 這 種 打 破 個 人 且 以 作 品

為 批 評 的 思 維 模 式 對 明 代 劇 論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性 。 因 而 本 文 以 孟 稱

舜 戲 劇 評 點 為 主 ， 第 一 步 先 從 《 古 今 名 劇 合 選 》 之 序 與 部 分 批 語

了 解「 婉 麗 」、「 雄 爽 」背 後 的 意 象 思 維 ， 進 而 羅 列 出《 柳 枝 集 》、

《 酹 江 集 》 部 分 批 評 語 彙 中 具 圖 象 批 評 的 部 份 ， 探 究 其 形 式 與 意

涵 ， 從 探 究 過 程 中 ， 除 了 釐 清 孟 氏 圖 象 批 評 的 運 用 外 ， 亦 可 對 明

1 3 參閱朱權：《太和正音譜》，收錄於《中國古典論著集成》第三冊，

北京市：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年，頁 16~23。
1 4 呂天成：《曲品》卷上，收錄於《中國古典論著集成》第六冊，北京

市：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年，頁 209。
1 5 參考祁彪佳：《遠山堂曲品》與《遠山堂劇品》，前者將傳奇分為「逸

品、艷品、能品、具品、雜調、雅品殘編」等六種，後者將明雜劇（少

部份元雜劇）則為「妙品、雅品、逸品、艷品、能品、具品」等六種，

收錄於《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六冊，北京市：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年，頁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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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象批評」在晚明評點的運用—以孟稱舜為例 

末 曲 壇 運 用 圖 象 批 評 有 更 深 刻 的 認 識 。

二、「婉麗、雄爽」之一

—從圖象批評探究選評標準之思維

雖 然 圖 象 批 評 受 到 詩 評 的 影 響 ， 在 元 末 明 初 即 已 運 用 於 戲 曲

批 評 上，然 根 據 孟 氏 總 評 文 字，對 他 啟 發 最 大 的 應 為 明．朱 權《 太

和 正 音 譜．古 今 群 英 樂 府 格 勢 》。朱 權 在 批 語 中，以 作 家 為 單 位 ，

對 曲 家 創 作 的 感 受 以 四 字 為 準 來 做 說 明 。 例 如 ， 前 面 一 百 八 十 七

人 的 評 語 ， 對 白 仁 甫 的 評 語 為 ：

‧‧‧‧
白仁甫之詞，如鵬搏九霄。

風骨磊塊，詞源滂沛，若大鵬之起北冥，奮翼凌乎九霄，

有一舉萬里之志，宜冠於首。 1 6

以 「 如 」 字 後 之 四 字 形 容 ， 來 作 直 觀 的 語 言 感 受 ， 至 於 後 面

補 充 評 語 ， 僅 有 十 二 位 作 曲 者 有 補 充 說 明 。 但 孟 稱 舜 乃 打 破 個 人

以 「 劇 」 為 單 位 ， 將 直 觀 感 受 書 寫 在 劇 前 總 評 中 。 這 種 依 劇 的 評

語 方 式 ， 雖 然 也 有 承 接 傳 統 曲 論 家 的 批 評 觀 點 1 7， 但 最 重 要 的 ，

乃 為 打 破 個 人 創 作 語 言 走 向 對 劇 本 語 言 的 分 類 與 關 注 。

1 6 參閱朱權：《太和正音譜》，收錄於《中國古典論著集成》第三冊，

北京市：中國戲劇出版社，頁 16。
1 7 《古今名劇合選．柳枝集．牆頭馬上》總評：「白仁甫號蘭谷，贈太

常禮儀院卿。昔人評其詞如大鵬之起北溟，奮翼凌乎九霄，有一舉萬

里之志。而此劇瀟灑俊麗，又是一種。《梧桐雨》摹寫明皇、玉環得

意失意之狀，悲艷動人。《墻頭馬上》說佳人求偶處，亦自奕奕神動，

真大家手筆也。」所謂「昔人」乃指明初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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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今 名 劇 合 選 》 卷 首 有 崇 禎 六 年 （ 1633） 孟 稱 舜 的 自 序 ，

是 一 部 明 代 彙 編 元 、 明 雜 劇 之 作 ， 也 是 明 人 彙 編 雜 劇 最 晚 之 作 。

孟 氏 言 ：

取元曲之工者分其類為二，而以我明之曲繼之。一名《柳

枝集》，一名《酹江集》，即取《雨霖鈴》「楊柳岸」及「大

江東去」、「一樽還酹江月」之句也。（頁 210）

全 書 即 依 此 分 作 二 ， 一 為 「 新 鐫 古 今 名 劇 柳 枝 集 （ 簡 稱 《 柳 枝

集 》）」，收 入 元 雜 劇 十 六 種，明 雜 劇 十 種，合 而 為 二 十 六 種；一 為

「 新 鐫 古 今 名 劇 酹 江 集（ 簡 稱《 酹 江 集 》）」，收 錄 元 雜 劇 十 八 種 ，

明 雜 劇 十 二 種 ， 合 而 為 三 十 種 ， 兩 部 書 合 計 共 五 十 六 部 作 品 。 每

一 劇 作 開 頭 均 有 總 評 文 字 ， 包 括 作 者 風 格 、 作 品 特 質 等 。

因 此，所 謂「 打 破 個 人 創 作 」，乃 因 孟 氏 在 各 劇 總 評 前，先 以

「 婉 麗 、 雄 爽 」 先 行 分 類 。〈 古 今 名 劇 合 選 序 〉 有 其 選 擇 依 據 ：

若夫曲之為詞，分途不同，大要則宋伶人之論柳屯田、蘇

學士者盡之。一主婉麗，一主雄爽。婉麗者如十七八女娘，

唱『楊柳岸曉風殘月』；而雄爽者，如銅將軍鐵綽板，唱『大

江東去』詞也。（頁 210）

孟 稱 舜 乃 從 詞 的 風 格 套 用 於 曲 的 風 格 上 ， 以 譬 喻 法 來 做 說 明 ， 並

以 「 如 」 字 比 附 所 要 表 現 的 特 質 。 此 運 用 圖 象 批 評 方 式 ， 闡 述 孟

氏 所 要 表 現 的 風 格 樣 態，雖 然 所 用 的 比 喻 方 式，引 自 前 人 之 言 1 8，

但 婉 麗 、 雄 爽 的 情 致 依 稀 可 見 。

1 8 引用俞文豹《吹劍錄》之言。幕僚在此，刻意以柳永的柔膩為襯，強

調蘇軾詞風的慷慨悲涼，雄邁豪放；又認為必須由彈銅琵琶，執鐵綽

板演唱，才能詞曲互彰，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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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者 將「婉麗者如十七八女娘，唱『楊柳岸曉風殘月』」解 為

三 部 份 ； 其 一 ， 為 曲 風 （ 婉 麗 者 、 雄 爽 者 ） 視 為 A； 唱 者 （ 十 七

八 女 娘 、 銅 將 軍 鐵 綽 板 ） 視 為 B； 又 ， 第 三 ， 為 詞 句 （楊柳岸曉

風殘月、大江東去） 則 視 為 C。 此 三 者 相 互 間 關 係 ， 應 不 可 能 為

A=B=C， 只 能 說 明 A、 B、 C 有 著 共 同 意 象 因 之 有 結 合 比 附 之 關

係 。 筆 者 試 著 尋 找 其 結 合 特 質 ， 並 了 解 孟 稱 舜 串 接 圖 象 的 背 後 意

函 。

1. 第一層次乃為詞情的譬喻（A 與 C）

元、明雜劇（曲）婉麗者—『楊柳岸曉風殘月』（辭的特質：

綿邈）

元、明雜劇（曲）雄爽者—『大江東去』詞也。（辭的特質：

豪邁）

區 別 婉 麗 者 特 質 ， 所 取 為 柳 永 〈 雨 霖 霖 〉 詞 之 「 楊 柳 岸 曉 風

殘 月 」，整 闕 詞 藉 由 一 對 愀 人 餞 別 時 難 分 難 捨 的 場 景 鋪 展，道 出 種

種 委 婉 淒 測 的 離 情，利 用 慢 詞，將 整 個 送 別 的 場 景 與 過 程，別 前 、

別 後 的 情 境 ， 以 及 人 物 動 作 的 情 態 心 緒 ， 一 一 細 膩 呈 現 出 來 ， 所

謂「 今 宵 酒 醒 何 處 ？ 楊 柳 岸、曉 風 殘 月 」，原 為 本 闕 詞 的 下 片，是

旅 者 設 想 別 離 後 的 況 味 ： 一 人 臨 岸 ， 曉 風 習 習 吹 拂 著 蕭 蕭 疏 柳 ，

一 彎 殘 月 高 掛 著 楊 柳 梢 頭 ， 這 個 圖 像 突 顯 出 淒 冷 氣 氛 配 合 著 客 情

的 寂 寞 ， 婉 約 透 露 出 落 寞 感 傷 ， 這 種 以 事 言 情 ， 情 由 事 生 ， 於 抒

情 中 帶 著 敘 事 性 與 隱 約 情 節 性 的 作 法 ， 將 別 情 經 由 委 婉 清 麗 的 文

字 表 現 出 來 。

蘇 軾 〈 念 奴 嬌 〉 詞 之 「 大 江 東 去 」、「 一 尊 還 酹 江 月 」 之 句 ，

又 是 詞 體 創 作 的 大 突 破 ， 蘇 軾 將 詞 帶 出 艷 科 的 創 作 格 局 ， 採 取 了

壯 美 的 風 格 與 擴 大 詞 境 ， 運 用 歷 史 故 事 ， 將 興 衰 流 轉 與 人 生 嘆 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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襯 映 在 其 中 。 這 闋 詞 的 辭 情 是 豪 邁 壯 闊 、 直 書 胸 臆 的 ， 文 字 不 經

畫 面 的 將 個 人 思 緒 表 現 出 來 。

2. 第二層次，是聲情的展現（A 與 B）

元、明雜劇（曲）婉麗者—十七八女娘。（人物與聲情：清

新細緻）

元、明雜劇（曲）雄爽者 —銅將軍鐵綽板。（人物與聲情：

豪邁激昂）

假 設 人 物 年 紀 與 閱 歷 成 正 比 。 十 七 、 八 歲 女 娘 ， 正 值 青 春 之

始 ， 豔 麗 的 容 貌 ， 柔 美 的 身 段 ， 代 表 一 種 青 春 洋 溢 的 展 現 ， 其 聲

音 也 綻 放 出 一 種 黃 鶯 出 谷 的 稚 嫩 。 相 對 的 ， 在 戰 場 廝 殺 的 將 領 ，

他 人 生 所 經 歷 已 面 臨 生 死 交 關 的 場 面 ， 設 想 他 所 吟 唱 的 歌 曲 也 將

是 浩 氣 昂 揚 、 低 迴 不 已 的 。

3. 第三層次，是詞情與聲情的結合。（A、B、C 之間串接

後）

元、明雜劇（曲）婉麗者 —十七八女娘，唱『楊柳岸曉風

殘月』。

元、明雜劇（曲）雄爽者—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

詞也。

（聲情與辭情兼具）

中 國 戲 劇 既 是 戲 劇 文 學 ， 又 是 「 曲 」 體 文 學 ， 曲 是 它 不 同 於

其 他 戲 劇 樣 式 的 突 出 特 徵。在 元、明 兩 代 的 戲 曲 觀 念 之 中，以「 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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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象批評」在晚明評點的運用—以孟稱舜為例 

體 文 學 的 觀 念 占 主 導 地 位 極 為 自 然 。 但 在 明 代 戲 曲 評 點 之 中 ， ”

劇 ”的 本 體 觀 念 已 悄 然 產 生，但 評 點 者 並 無 忘 卻 曲 的 特 徵，對 文 學

的 曲 辭 的 論 評 、 鑑 賞 更 具 有 文 學 批 評 的 性 質 。 他 為 風 格 立 論 ， 最

先 從 宋 詞 的 風 格 談 起 ， 再 拉 至 元 曲 。「 曲 本 於 詞 ， 詞 本 於 詩 。（ 古

今 名 劇 合 選 序 ）」、「 詩 變 而 為 詞，詞 變 而 為 曲，詞 者 詩 之 餘 而 曲 之

祖 也 （ 古 今 詞 統 序 ）」，

吳興臧晉叔之論備矣，一曰：情辭穩稱之難，一曰關目緊

湊之難，又，一曰音律諧旪之難，然未若所稱當行家之為

猶難也。（ 1763 冊，頁 207）

辭足達情者為最，而諧律者次之。可演之台上，亦可置之

案頭。（ 1763 冊，頁 211）

這 裡 的 當 行 ， 就 是 他 所 認 為 ， 必 須 作 品 「 辭 足 達 情 者 為 最 ， 而 諧

律 者 次 之 。 可 演 之 台 上 ， 亦 可 置 之 案 頭 。 」 因 此 ， 作 者 必 須 在 文

字 上 下 功 夫 ， 作 品 必 須 是 包 含 著 文 學 性 的 ， 有 其 思 想 意 涵 ， 其 次

才 於 聲 腔 音 律 的 需 求 略 做 調 整 。 孟 稱 舜 在 評 鑑 戲 曲 作 品 上 ， 以 字

句 文 學 性 作 為 訴 求 ， 其 中 辭 情 與 否 應 為 首 要 基 準 。 言 志 抒 情 乃 為

傳 統 詩 歌 藝 術 的 理 論 核 心 ， 孟 氏 提 出 鑑 賞 層 次 時 ， 在 第 一 步 探 討

作 品 仍 歸 結 於 抒 情 的 核 心 ， 藉 戲 曲 與 古 典 詩 詞 的 血 緣 關 係 ， 來 說

明 詩 、 詞 、 曲 體 格 雖 異 ， 卻「 本 同 於 作 者 之 情 」， 儘 管 體 裁 不 同 ，

但 「 傳 情 」 是 他 們 的 共 通 的 美 學 特 徵 。 因 此 ， 在 選 篇 的 第 一 個 標

準 為 「 辭 足 達 情 者 為 最 」， 在 自 序 選 篇 時 便 明 白 告 知 。 因 此 ，「 曲

貴 傳 情 」 為 孟 氏 選 曲 的 核 心 思 想 。

雖 然 孟 稱 舜 認 為「 詞 無 定 格 」，反 對 世 人 將 詞 僅 以 雄 爽、婉 麗

兩 種 風 格 為 別 ， 並 以 後 者 為 貴 ， 但 我 們 可 以 依 他 提 出 的 「 婉 轉 綿

麗 ， 淺 至 儇 倘 為 上 」，「 一 語 之 豔 ， 令 人 魂 絕 ， 一 字 之 工 ， 令 人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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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 」，來 說 明 宋 詞 的 婉 麗 轉 折 至 元 曲。又 形 容 雄 爽 乃 為「 驚 慨 磊 落，

縱 橫 豪 健 」，觀 五 十 六 篇 題 材 來 看，前 一 多 屬「 風 花 雪 月、煙 花 粉

黛 」之 類，風 格 以「 婉 麗 」為 主，後 一 為「 神 仙 道 化、撥 刀 趕 棒 、

公 案 、 鐵 騎 」 之 類 ， 風 格 為 「 雄 爽 」。

仔 細 再 做 區 分，《 柳 枝 集 》所 選 的 篇 章，多 為 愛 情 題 材，尤 其

是 在 元 代 部 份 ， 多 縈 繞 在 士 子 、 妓 女 的 愛 情 劇 為 主 ， 其 中 婉 麗 指

其 曲 詞 內 容 婉 轉 ， 孕 育 無 限 風 情 ， 以 不 直 接 說 破 為 尚 。 而 《 酹 江

集 》 所 收 入 的 雜 劇 ， 題 材 廣 泛 ， 不 侷 限 於 才 子 佳 人 的 愛 情 戲 ， 以

抒 發 大 時 代 的 風 情 為 尚，故 曲 風 豪 邁，情 感 顯 露。朱 萬 曙 認 為：「 婉

麗 與 雄 爽 既 是 兩 種 風 格 類 型，又 是 兩 種 美 感 型 態 _優 美 和 壯 美（ 崇

高 ）。 」 1 9這 是 以 美 感 接 收 來 論 。

雖 然 在 風 格 呈 現 上 有 所 不 同 ， 但 二 者 的 選 篇 都 有 一 個 重 要 傾

向 _即 直 指「 情 感 」，達 成「 辭 足 達 情 為 最 」的 標 準。觀 二 集 批 語 ，

都 不 乏 「 情 」 之 意 ：

絮絮叨叨說盡兒女情腸。（《柳枝集．倩女離魂》批語，1763

冊，頁 227）

良藥苦口，看來顧玉香待柳茂英，情亦不薄。（《柳枝集．

重對玉梳記》批語， 1763 冊，頁 479）

此劇之妙，在宛暢入情，而賓白點化處更好。（《酹江集．

天賜老生兒》批語， 1764 冊，頁 164）

通篇如聽薤露歌，使人悲替不禁。（《酹江集．范張雞黍》

批語， 1763 冊，頁 657）

1 9 參閱朱萬曙：《明代戲曲評點研究》，安徽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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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他 再 次 區 別 傳 情 核 心 ， 認 為 與 詩 、 詞 體 裁 不 同 ， 曲 的

表 現 方 式 有 所 差 異。因「 其 變 愈 下，其 工 益 難 」，他 把 握 住 曲 乃 為

鋪 陳 故 事 的 文 學 體 裁 ， 自 有 它 不 同 於 其 他 文 體 的 表 現 。 因 此 ， 在

《 魔 合 羅 》 中 提 到 ：

曲之難者，一傳情，一寫景，一敘事。然傳情、寫景猶易

為工；妙在敘事中繪出情、景，則非高手未能矣，讀此劇

當知此意。（ 1764 冊，頁 198）

故，其 在 人 物 塑 造 的 批 語 處 處 可 見。因 此，「 曲 貴 傳 情 」是 孟

稱 舜 曲 論 的 核 心 思 想。其 曲 論 主 體 結 構 包 括 論 及「 戲 曲 人 物 論 」、

「 戲 曲 語 言 論 」與「 戲 曲 風 格 論 」。在 各 篇 細 節 批 語 中，將 以 此 作

為 圖 象 批 評 的 內 容 。

三、婉麗、雄爽之二— 

圖象批評在單篇批語的應用表現

早 期 戲 劇 理 論 家 都 以 一 種 含 混 矇 矓 的 方 式 表 達 出 來 ， 將 同 一

時 代 、 地 域 、 流 派 ， 或 是 同 一 個 作 家 ， 做 一 個 歸 類 ， 尤 其 運 用 圖

象 批 評 的 方 式 ， 以 簡 略 的 文 字 描 述 直 觀 之 感 。

當 孟 氏 以 「 極 盡 情 態 」 的 傳 情 思 想 ， 將 戲 劇 的 人 物 、 語 言 以

及 所 表 現 的 風 格 予 以 決 定 後 ， 他 的 風 格 論 呈 現 便 與 其 他 作 家 有 所

不 同 ， 注 意 到 風 格 之 豐 富 性 ， 而 不 侷 限 單 一 特 質 ， 除 打 破 了 南 、

北 地 域 觀 ， 打 破 一 作 家 、 一 風 格 外 ， 同 時 還 能 道 出 同 劇 作 家 、 同

風 格 之 中 ， 在 作 品 的 風 格 表 現 。 在 用 法 上 ， 每 一 篇 起 始 都 以 文 字

先 行 總 述 此 篇 風 格 。

又 ， 五 十 二 篇 作 品 （ 除 去 四 篇 為 孟 氏 之 作 、 友 人 批 點 ）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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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以 圖 象 批 評 方 式 ， 多 以 元 雜 劇 為 多 ， 符 合 他 欲 窺 探 「 元 曲 」 妙

義 的 原 意 。 筆 者 即 以 批 語 內 容 ， 採 取 同 部 作 品 批 語 與 其 他 眉 批 同

步 觀 察 ， 為 其 運 用 圖 象 批 評 的 方 式 做 一 歸 納 、 分 析 ， 並 總 結 其 圖

象 批 評 的 美 學 特 質 。

（一）圖象批評的使用方式

1. 單部作品評論：所收錄原代劇作家作品僅為一本

（ 1） 以 前 人 之 風 格 形 式 來 做 擴 充

首 先 ， 先 以 李 好 古 《 張 生 煮 海 》 批 語 為 例 ：

‧‧‧‧
舊稱李好古詞如孤松掛月，若此劇閒淡高雅，自是佳手。

凡人情至異數可狎，黑海可入。作者寓意在此，語中時有

點醒處。（ 1763 冊，頁 387）

「 孤 松 掛 月 」 之 評 ， 取 自 《 太 和 正 音 譜． 古 今 群 英 樂 府 格 勢 》 以

元 人 散 曲 一 百 八 十 七 人 中 ， 其 中 對 李 好 古 之 評 2 0。《 張 生 煮 海 》乃

為 一 神 話 劇 ， 劇 中 男 女 主 角 張 羽 與 龍 女 瓊 蓮 ， 郎 才 女 貌 ， 一 見 傾

心 。 第 一 折 寫 潮 州 書 生 張 羽 來 到 石 佛 寺 裡 讀 書 ， 夜 裡 撫 琴 消 遣 ，

卻 吸 引 海 裡 出 遊 的 瓊 蓮，【 天 下 樂 】、【 那 吒 令 】、【 鵲 踏 枝 】三 支 曲

辭 ， 描 述 龍 女 乍 聞 琴 聲 的 喜 悅 ：

【天下樂】不比那人世繁華掃地空，塵中似轉蓬。則他這春過夏

來秋又冬，聽一聲報曉雞，聞一聲定夜鐘，斷送的他

世間人猶未懂。（ 1763 冊，頁 388）

2 0 參註 12，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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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吒令】聽疎刺刺晚風，風聲落萬松，明朗朗月容，容光照半

空。响潺潺水衝衝，流泉在澗中。又不是採蓮女撥棹

聲，捕漁叟鳴榔動，驚的那夜眠人睡眼朦朧。（ 1763

冊，頁 388）

【鵲踏枝】又不是蕩湘裙玉玎咚？步搖堦玉玲瓏，雕簷前鐵馬璫

璫，樵樓上畫鼓鼕鼕，一聲聲唬的我心中懼恐，原來

是廝琅琅擊响梧桐。（ 1763 冊，頁 389）

李 好 古 在 曲 中 創 造 了 一 個 美 好 的 夜 晚，巧 妙 帶 入 王 維《 山 居 秋 暝 》

中 的 意 境 ， 以 「 又 不 是 」 三 字 鋪 陳 龍 女 聽 琴 時 又 驚 又 喜 的 心 靈 。

作 者 以 聲 繪 琴 ， 例 如 用 了 蓮 女 採 蓮 划 槳 的 破 水 聲 … 等 ， 都 顯 出 張

羽 琴 技 不 凡 。 三 支 曲 子 極 為 高 雅 ， 襯 托 出 風 動 松 林 、 朗 月 懸 空 、

澗 水 沖 流 、 玉 人 搖 步 、 蓮 女 划 槳 、 漁 人 鳴 榔 等 情 境 ， 尤 其 【 那 吒

令 】 首 六 句 中 ， 運 用 了 頂 針 方 式 ， 將 音 韻 與 節 奏 突 顯 出 來 ， 增 加

了 戲 曲 語 言 的 音 樂 性 。 後 【 鵲 踏 枝 】 也 運 用 了 疊 韻 、 雙 聲 方 式 ，

更 增 加 一 種 情 趣 。 將 男 、 女 因 琴 諧 緣 、 一 往 情 深 的 美 好 情 感 ， 以

婉 轉 、 微 美 的 文 字 敘 述 開 來 ， 因 此 孟 氏 除 了 肯 定 朱 權 所 評 曲 辭 語

言 性 具 「 孤 松 掛 月 」 的 美 感 外 ， 更 進 一 步 肯 定 此 齣 愛 情 劇 ， 充 滿

著 抒 情 委 婉 之 美 。 同 樣 的 模 式 運 用 在 其 他 雜 劇 評 點 上 ， 例 如 ： 宮

天 挺 的《 范 張 雞 黍 總 評 》，也 先 後 運 用 鍾 嗣 成、朱 權 之 語 來 綜 合 評

述 宮 天 挺 之 筆 調 風 格 2 1。

另 一 種 亦 運 用 前 人 風 格，但 不 著 痕 跡，以 石 子 章《 竹 塢 聽 琴 》

為 例 ：

2 1 「《錄鬼簿》載：『宮大用名天挺，大名開州人。胸次豁然，吟咏文

章，人莫能敵。』《太和正音譜》評：『其詞鋒穎犀利，神彩燁然。

若健翮摩空，下視林藪，使狐兔縮頭於蓬棘。』於此劇可見其概。說

千載肺腑如見，是一篇大文字。」（《范張雞黍》批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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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月夜聞琴，音韻泠然。曲中令品。時本《玉簪記》全從

此本脫胎，然玩其詞氣，真有仙凡之別。（ 1763 冊，頁 408）

《 竹 塢 聽 琴 》 描 寫 著 一 老 一 少 兩 個 道 姑 棄 道 還 俗 的 故 事 。 書 寫 著

鄭 彩 鸞 與 秦 修 然 指 腹 為 婚 。 後 因 兩 家 父 母 雙 亡 ， 音 信 斷 絕 。 孤 身

無 依 的 彩 鸞 後 捨 身 隨 老 道 姑 出 家 ， 居 竹 塢 草 庵 。 秦 修 然 則 居 住 父

執 輩 鄭 州 尹 梁 公 弼 家 ， 一 日 踏 青 ， 修 然 不 及 回 家 寄 住 竹 塢 庵 ， 聞

琴 聲 恰 遇 彩 鸞 ， 二 人 一 見 鍾 情 。 爾 後 卻 被 梁 公 發 現 ， 要 修 然 上 朝

取 應 ， 當 修 然 大 魁 歸 來 ， 梁 公 亦 知 兩 人 事 安 排 婚 宴 ， 無 意 遇 到 前

來 探 望 彩 鸞 老 道 姑 ， 原 是 遭 寇 失 散 的 梁 公 妻 ， 皆 大 歡 喜 。

孟 氏 所 謂 本 劇 如「 月 夜 聞 琴 」，原 應 指 修 然 寄 住 竹 塢 庵 聞 琴 聲

遇 彩 鸞 的 一 段 奇 緣 ， 但 此 中 ， 又 以 「 音 韻 泠 然 」 談 到 此 劇 的 語 言

特 質 。 第 二 折 寫 修 然 被 梁 公 安 排 上 京 應 試 ， 彩 鸞 在 音 信 全 無 的 狀

態 下 ， 一 人 獨 白 ， 唱 出 內 心 憂 慮 與 對 生 活 的 慵 憊 心 情 ， 在 曲 中 傳

達 為 情 所 困 的 煩 悶 、 欲 棄 道 又 不 能 的 矛 盾 感 ，

【粉蝶兒】這些時懶誦《南華》，將一串數珠來壁間閒掛。念一首

斷腸詞顛倒熟滑。不免的喚道姑添淨水，我剛剛把聖

賢來參罷，若不是會首人家，幾番將這道袍脫下。（ 1763

冊，頁 413）

【醉春風】我如今將草索兒繫住心猿，又將藕絲兒縛定意馬。人

說道出家的都要斷塵情，我道來都是些假、假，幾時

能夠月枕雙欹，玉蕭齊品，翠鸞同跨。（ 1763 冊，頁

413）

【 醉 春 風 】 中 ， 女 主 角 欲 將 「 藕 絲 兒 」、「 草 索 兒 」 繫 住 自 己 的 心

猿 意 馬 ， 顯 出 年 少 不 經 事 的 心 性 難 以 自 拔 。 尤 其 運 用 疊 字 「 假 」

19 



 
 
 
 
 
 
 
 
 
 
 
 
 
 
 
 
 
 
 
 
 
 
 
 
 
 
 
 
 
 
 
 
 
 
 
 
 
 
 
 
 

 

 

 

 

 

 

 

 

                                                       
  

「圖象批評」在晚明評點的運用—以孟稱舜為例 

先 斬 釘 截 鐵 否 定 自 己 的 生 活 狀 況 ， 又 以 「 月 枕 雙 欹 ， 玉 蕭 齊 品 ，

翠 鸞 同 跨 」 鼎 足 對 方 式 ， 除 了 表 現 形 式 上 字 面 工 整 、 音 韻 和 暢 的

狀 態 外 ， 更 以 「 雙 、 齊 、 同 」 將 《 列 仙 傳 》 秦 弄 玉 與 簫 史 的 典 故

放 入 ， 突 顯 出 「 幾 時 能 夠 」 的 渴 望 。 因 此 ， 孟 稱 舜 對 於 石 子 章 寫

盡 一 個 年 輕 道 姑 因 情 受 磨 難 、 細 膩 委 婉 的 心 情 ， 同 時 也 認 為 它 是

明 代《 玉 簪 記 》的 前 身 。 賈 仲 明 曾 言 ：「《 竹 窗 雨 》、《 竹 塢 聽 琴 》，

高 山 遠 、 水 流 深 ， 戛 玉 鏘 金 2 2」， 此 和 孟 氏 「 月 夜 聞 琴 」 之 評 ，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彼 此 賞 鑑 之 感 是 相 同 的 。

（ 2） 以 人 物 論 ─ 敘 事 中 繪 出 情 景 為 例

先 以 羅 貫 中 《 龍 虎 風 雲 會 》 為 例 ：

‧‧‧‧‧‧‧‧‧‧‧‧‧‧‧‧‧‧
語語揚厲如鐘鼓，噌吰大聲，發于水上，可稱雄傑。（ 1764

冊，頁 184）

《 龍 虎 風 雲 會 》 共 四 折 一 楔 子 ， 主 要 描 寫 宋 太 祖 從 石 守 信 引 薦 趙

匡 胤 任 官 職 、 陳 橋 兵 變 、 雪 夜 訪 趙 普 議 事 ， 到 最 後 趙 君 戰 勝 諸 王

一 統 天 下 的 歷 史 故 事 。 通 過 四 折 ， 概 括 趙 匡 胤 受 禪 為 帝 到 統 一 天

下 的 過 程 。 其 中 ， 羅 貫 中 在 第 二 折 描 述 陳 橋 兵 變 時 的 征 戰 場 景 ：

【一枝花】慢慢殺氣飛，滾滾征塵罩。懨懨紅日慘，隱隱陣雲高。

軍布滿荒郊，我命將憑三略，行兵按六韜，右

白虎左按清龍，後玄武前依朱雀。（ 1764 冊，

頁 188）

【涼州第七】護中軍七層劍戟，首先鋒萬隊鎗刀。五方旗四面相

圍繞。朱旛皂蓋，黃鉞白旄。箭攢鵰羽，弓挂龍弭。

2 2 同註 12，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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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溜溜號帶齊飄，威凜凜挂甲披袍。噗鼕鼕鼓擂春

雷，雄赳赳人披綉襖。不刺刺馬頓絨。咆哮，戰討，

馬和人飛上紅塵道，金鐙穩，玉鞭裊，催動龍駒把

轡搖，轉過山腰。（ 1764 冊，頁 188）

第 一 支 曲 ， 主 要 渲 染 出 趙 軍 出 征 的 氛 圍 ， 趙 軍 的 陣 勢 藉 由 場 景 呼

之 欲 出 。 第 二 支 曲 寫 著 趙 軍 盛 容 ， 場 面 豪 闊 、 氣 勢 雄 偉 ， 呈 現 日

間 雄 壯 的 威 景 。 此 中 以 實 寫 方 式 ， 將 趙 軍 行 軍 場 面 具 體 、 簡 潔 地

躍 然 於 紙 面 。 在 形 式 上 ， 第 一 支 曲 以 疊 字 排 句 方 式 ， 書 寫 出 趙 軍

欲 出 征 的 氣 勢 。 用 鼎 足 對 ， 將 帶 先 鋒 、 中 軍 、 大 隊 的 密 切 組 合 。

且 在 音 律 上 也 有 著 抑 揚 頓 挫 、 鏗 鏘 有 力 的 效 果 ， 帶 出 沙 場 上 衝 鋒

陷 陣 之 感 。 因 此 ， 羅 貫 中 善 用 場 景 先 行 蓄 勢 ， 再 以 各 支 曲 鋪 陳 陳

橋 之 戰 。 因 此 ， 孟 稱 舜 以 為「 鋪 張 雄 麗 ， 是 做《 水 滸 傳 》料 數 。 」

噌 吰 大 聲 ， 將 爭 戰 場 面 激 烈 壯 闊 表 現 出 來 。 這 就 是 他 所 主 張 「 妙

在 敘 事 中 繪 出 情、景 」。這 些 情、景 必 須 進 一 步 透 過 劇 中 人 物 的 塑

造，才 能 更 突 顯 特 質，楊 顯 之《 秋 夜 瀟 湘 雨 》，亦 為 孟 氏 所 稱 許 的 ：

楊顯之，大都人，與關漢卿為莫逆交。其詞真率盡情，大

約相似。然關之才氣較更開大而累句時有，楊覺稍歛而亦

‧‧‧‧‧‧‧‧‧‧‧‧‧‧‧‧‧‧
無其累。讀此劇，覺瀟瀟風雨從疎欞中透入，固勝一首《秋

‧‧‧‧
聲賦》也。（ 1763 冊，頁 366）

楊 顯 之 不 但 與 關 漢 卿 為 莫 逆 之 交，其 曲 風 也 相 似，風 格 質 樸 明 快，

卻 不 乏 曲 折 細 緻 。 其 作 《 秋 夜 瀟 湘 雨 》 描 述 少 女 翠 鸞 隨 父 張 天 覺

赴 任 ， 卻 因 途 中 舟 覆 失 散 ， 翠 鸞 被 漁 夫 崔 文 遠 收 容 。 後 嫁 與 崔 之

侄 崔 通 。 然 崔 通 上 京 應 考 一 舉 中 狀 元 ， 卻 負 心 娶 試 官 之 女 。 翠 鸞

尋 夫 ， 卻 被 崔 通 誣 為 逃 婢 ， 發 配 沙 門 島 。 崔 通 囑 咐 解 差 途 中 要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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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 鸞 殺 害 ， 她 一 路 至 臨 江 驛 ， 在 秋 夜 雨 中 哭 泣 ， 驚 動 役 中 廉 訪 史

張 天 覺 ， 父 女 終 於 相 聚 。 而 負 心 漢 崔 遠 因 崔 文 遠 之 求 情 ， 再 度 與

翠 鸞 言 歸 舊 好 。

此 中 ， 在 第 二 折 【 枯 皇 天 】、【 黃 鐘 煞 】 把 翠 鸞 尋 夫 遇 夫 ， 卻

被 丈 夫 崔 遠 打 下 發 配 邊 地 的 心 酸 寫 盡 2 3， 孟 稱 舜 對 於 此 段 有 所 稱

讚 ， 尤 其 是 「 每 疊 二 字 ， 正 是 嗚 咽 悽 斷 說 不 出 處 。 」 然 而 ， 下 來

三 、 四 折 更 將 悲 情 鋪 陳 淋 漓 盡 致 ， 藉 由 情 景 描 摹 出 秀 鸞 的 悲 情 ：

【黃鐘．醉花陰】忽聽的摧林怪風鼓更。那堪甕瀽盆傾。驟雨耽

疼痛，捱程途風雨相催，雨點兒何時住。眼見

得折挫女嬌姝，我在這空野郊荒可著誰做主？

【喜遷鶯】淋的我走投無路，知他這沙門島是何處酆都？長噓氣

結成雲霧。行行裡著車轍，把腿陷住。可又早閃了胯

骨，怎當這頭頭直上急簌簌，雨打腳底下滑擦擦泥淤。

（第三折， 1763 冊，頁 368）

【正宮．端正好】雨如傾，敢則是風如扇，半空裡風雨相纏，兩

班 兒 不 顧 行 人 怨 ， 偏 打 著 我 頭 和 面 ！ （ 1763

冊，頁 371）

2 3 原文如下：「【枯皇天】則我這脊梁上如刀刺，打得來青間紫。颼颼

的雨點下，烘烘的疼半時。怎當他無情，無情得棍子打得來，連皮徹

骨，夾腦通心，肉飛筋斷，血濺魂銷，直著我一疼來。一疼來一個死，

我只問你個虧心甸士，怎揣與我這無名的罪兒？【黃鐘煞】休！休！

休！勸君莫把機謀使。現！現！現！東嶽新添一個速抱司。你，你，

你，負心人信有之。咱，咱，咱，薄命妾自不是。快快快，就今日逐

離此，行行行可連見只獨自。細細細心裡兒暗忖思。苦苦苦，業身軀

怎動止。管管管，少不得在路上停屍。（做悲科）天呀，但不知那塌

兒裡把我來磨勒死！」（第三折， 1763 冊，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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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繡球】當日個近水邊到岸前，怎當那風高浪捲。則俺這兩般

兒景物淒然，風刮的似箭穿，雨下的似甕瀽，看得這

風雨呵，委實的不善也。是我命兒裡惹罪招愆，我只

見雨淋淋寫出瀟湘景，更何這雲淡淡粧成水墨天，只

落的兩淚漣漣！（第四折， 1763 冊，頁 371）

孟 評 ：「 通 折 就 情 寫 景 語 ， 不 修 飾 而 楚 楚 堪 痛 ！ 」 又 言 ：「 對 景 傷

情 ， 追 思 前 事 ， 文 章 中 照 應 處 應 是 人 情 所 決 然 。 」 因 此 ， 他 在 全

劇 總 評 言「 覺 瀟 瀟 風 雨 從 疎 欞 中 透 入 ， 固 勝 一 首《 秋 聲 賦 》也 。 」

正 是 此 種 悲 情 朗 朗 而 出 。

又 ， 秦 簡 夫 的 《 東 堂 老 》， 也 將 東 堂 老 描 述 十 分 深 刻 ：

曲不難作情語、致語，難在作家常語，老實痛快而風致不

‧‧‧‧‧‧‧‧‧‧‧‧‧‧
乏。如聽老成人訓誨子弟，句句堪模。與昔人家誡及《進

學解》，同是一篇好文字也。（ 1764 冊，頁 91）

此 劇 寫 揚 州 李 茂 卿 ， 人 稱 東 堂 老 ， 受 友 人 趙 國 器 臨 終 囑 託 ， 盼 照

顧 趙 之 子 揚 州 奴 。 揚 州 奴 年 少 受 人 誘 惑 ， 嫖 妓 敗 家 至 一 貧 如 洗 之

境 。 然 而 東 堂 老 除 一 邊 苦 勸 外 ， 將 揚 州 奴 所 揮 霍 的 家 產 ， 暗 自 運

用 趙 國 器 囑 託 之 銀 錢 將 其 買 下 ， 因 此 ， 在 揚 州 奴 走 投 無 路 時 ， 東

堂 老 將 產 業 全 數 歸 還 ， 使 揚 州 奴 恢 復 家 業 、 重 新 做 人 。 第 一 折 就

以 東 堂 老 勸 戒 之 姿 帶 入 ：

【鵲踏枝】你則待要愛纖腰，可便似柔條，不離了舞榭歌臺，不

倈更那月夕花朝。想當日個按六么，舞霓裳未了，猛

回頭，燭滅香消。（ 1764 冊，頁 98）

【寄生草】我為甚叮嚀勸叮嚀道，你有禍根有禍苗。你拋撇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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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婦家中寶，挑剔著美女家生哨，哎，兒也，這的是

你自作下窮漢家私暴，只思量倚檀槽聽唱一曲桂枝

香，你少不的撇搖槌，學打幾句蓮花落。（ 1764 冊，

頁 99）

這 裡 的 兩 支 曲 子 所 寫 乃 李 茂 卿 勸 誡 揚 州 奴 莫 再 受 人 教 唆 ， 沉 溺 酒

色 。 寫 出 揚 州 奴 終 日 與 妓 女 為 伴 、 醉 生 夢 死 的 情 態 ， 東 堂 老 藉 善

舞 霓 裳 六 么 曲 的 楊 妃 ， 最 後 卻 在 馬 嵬 坡 自 刎 之 事 ， 諷 諭 歡 愉 之 短

暫 。 二 曲 【 寄 生 草 】 除 勸 誡 揚 州 奴 勿 拋 卻 結 髮 妻 翠 哥 外 ， 又 以 對

比 形 式 （ 桂 枝 香 、 蓮 花 落 ） 暗 示 他 花 街 酒 巷 後 終 落 個 討 食 下 場 。

秦 簡 夫 在 曲 中 ， 以 長 輩 東 堂 老 話 語 諄 諄 、 語 重 心 長 的 情 感 表

現 淋 漓 盡 致 ， 這 裡 的 「 家 常 語 」 應 指 其 善 用 比 喻 、 層 層 入 裡 且 既

通 暢 又 有 深 度 的 說 理 方 式。以「 如 聽 老 成 人 訓 誨 子 弟，句 句 堪 模 」

的 評 語 ， 將 劇 中 生 動 的 說 理 場 面 ， 以 流 動 畫 面 展 現 出 來 。

2. 比較：藉由不同劇作相比較，讓意向批評具體指陳

（ 1） 即 使 同 人 、 同 風 格 ， 但 作 品 風 格 仍 有 差 異 性 。

例 如 ， 評 論 喬 吉 雜 劇 之 作《 兩 世 姻 緣 》與《 詩 酒 揚 州 夢 》，雖

同 屬 婉 麗 風 格 之 作 ， 但 因 作 品 故 事 不 同 ， 其 所 呈 現 出 婉 麗 風 格 仍

有 差 異 性 。

‧‧‧‧‧‧‧‧‧‧‧‧‧‧‧‧‧‧‧‧‧‧‧‧‧
雄爽駿越，而如泣如訴之致，具在鐵騎金戈之壯，落花流

‧‧‧‧‧‧‧‧‧‧
水之幽，其聲可為兼之。（《兩世姻緣》批語， 1763 冊，頁

281）

‧‧‧‧‧‧‧‧‧‧‧‧‧‧‧
此劇似太穠麗矣。然其詞如太真妃出浴華清，雖豐艷動人，

‧‧‧‧‧‧‧‧‧‧‧‧
而秀質濯濯，幽致亦自不減。（《詩酒揚州夢》批語， 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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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頁 295）

喬 吉 著 有 雜 劇 十 一 種 ， 孟 稱 舜 選 錄 三 篇 ， 都 放 在 《 柳 枝 集 》 中 。

喬 吉 在 上 述 兩 劇 都 歸 屬 為 愛 情 喜 劇 ， 其 辭 藻 以 華 美 工 麗 著 稱 ， 尤

其 《 兩 世 姻 緣 》 為 其 代 表 作 。

《 兩 世 姻 緣 》 寫 書 生 韋 皋 和 洛 陽 名 妓 玉 簫 女 原 為 天 上 金 童 玉

女 ， 因 動 凡 心 ， 降 謫 凡 間 一 遭 。 二 人 在 人 世 間 相 見 相 愛 ， 有 白 頭

偕 老 之 約 。 但 因 老 鴇 逼 試 而 分 離 ， 韋 皋 一 去 數 年 ， 玉 簫 女 因 思 念

得 病 致 死 ， 死 後 轉 身 為 張 延 賞 義 女 。 韋 皋 中 舉 得 官 至 鎮 西 任 大 元

帥 ， 欲 接 母 女 卻 得 出 死 訊 ， 發 誓 後 不 再 娶 。 又 因 破 吐 蕃 回 途 拜 訪

張 延 賞 ， 竟 意 外 再 與 玉 簫 見 面 。 二 人 雖 相 隔 兩 世 卻 一 見 如 故 ， 最

後 成 全 了 兩 世 姻 緣 。 此 篇 故 事 讚 頌 其 堅 貞 不 渝 的 愀 情 ， 孟 稱 舜 在

其 第 二 折 玉 簫 女 因 韋 皋 離 別 害 了 相 思 病 所 唱 的【 集 賢 賓 】，給 了 高

評 ：

【商調．集賢賓】（旦）隔紗牕日高花弄影，聽何處囀流鶯。虛飄

飄半衾幽夢，困騰騰一枕春醒，趁著那游絲兒洽

飛過竹塢桃溪，隨著這蝴蝶又來到月榭風亭。覺

來時倚著這翠雲十二屏，恍惚似墜露飛螢。則我

這寸長千萬結，長嘆兩三聲。（ 1763 冊，頁 285）

藉 由 女 主 角 夢 中 情 景，表 現 出 自 己 被 壓 抑 的 心 情。夢 境 雖 是 虛 幻，

卻 能 如 蝶 般 自 由 自 在 的 隨 意 追 尋 。 當 他 一 覺 醒 來 ， 發 現 卻 在 閨 閣

屏 風 前 ， 現 實 的 拘 禁 好 比 從 露 水 中 墜 下 的 螢 火 蟲 。 最 後 結 尾 的 兩

句 ， 表 現 出 無 窮 的 愁 緒 。 此 曲 工 整 ， 音 聲 鏗 鏘 ， 詞 氣 流 暢 地 表 現

出 多 情 少 女 的 苦 悶 情 懷。孟 氏 言：「 其 詞 如 清 夜 間 猿，使 人 痛 絕。」

同 折 的 【 金 菊 香 】 也 表 現 出 多 情 女 藉 由 畫 容 、 長 相 思 之 詞 ， 說 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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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象批評」在晚明評點的運用—以孟稱舜為例 

自 己 的 無 限 傷 痛 2 4， 孟 批 ：「 此 枝 可 概 《 琵 琶 》 描 容 一 折 ， 畫 不 出

傷 心 ， 卻 已 盡 情 畫 出 矣 。 」 前 兩 折 都 以 唱 詞 表 達 出 女 主 角 內 心 轉

折 ， 將 苦 悶 、 猜 疑 描 寫 的 淋 漓 盡 致 。 然 而 ， 作 者 筆 鋒 一 轉 ， 在 第

三 折 張 延 賞 家 再 次 相 認 的 時 節 ， 又 將 文 字 轉 悲 為 喜 ：

【調笑令】這生我那裏也曾見他，莫不是我眼睛花，手抵著牙兒

試記咱，不由我眼兒裏見了心牽掛。莫不是五百年歡

喜冤家？何處綠楊曾繫馬？莫不是夢兒中雲雨巫峽？

（ 1763 冊，頁 289）

這 將 心 底 的 最 深 的 記 憶 藉 由 唱 詞 湧 現 出 來 ， 欲 開 啟 相 認 的 契 機 。

孟 評：「 不 知 為 甚 驀 地 情 生 ？ 三 個 莫 不 是，正 是 自 不 信 自 處 摹 寫 ，

極 妙 。 」 這 正 是 作 者 能 保 握 住 細 膩 、 曲 折 的 心 理 特 質 ， 並 將 他 化

為 曲 中 文 字 。 除 了 字 好 ， 亦 兼 顧 音 韻 合 諧 之 美 。

《 杜 牧 之 詩 酒 揚 州 夢 》 所 要 展 現 的 才 子 佳 人 戲 ， 所 謂 「 似 太

穠 麗 」，應 指 本 劇 特 質。本 劇 乃 為 唐 代 著 名 詩 人 杜 牧 在 揚 州 邂 遘 一

段 風 流 傳 說 敷 衍 成 劇 。 描 寫 杜 牧 邂 遘 歌 妓 張 好 好 ， 雖 歷 經 波 折 卻

矢 志 不 移 ， 鋪 陳 一 種 對 愛 情 專 注 、 堅 忍 不 拔 的 精 神 特 質 。

在 第 一 折 中，【 那 吒 令 】、【 鵲 踏 枝 】兩 支 曲，從 杜 牧 眼 中 描 寫

乍 逢 張 好 好 詫 異 與 喜 悅 之 情 ：

【那吒令】倒金瓶鳳頭，捧瓊漿玉甌，蹙金蓮鳳頭，顯凌波玉鉤。

整金釵鳳頭，顯春尖玉手，若還天有情天也老，春有

恨春先瘦，山有眉山也顰愁。

2 4 原文如下：「【金菊香】幾番待落筆巧施呈，爭奈這一段傷心可叫我

畫不成。腮斗上淚痕粉漬定，沒顏色髩亂釵橫，和我這眼波眉黛不分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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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鵲踏枝】花比他少風流，玉比他欠溫柔。端的是燕也消魂，鶯

也含羞，蜂與蝶花間四友，呆搭孩都歇在荳蔻梢頭。

（ 1763 冊，頁 297）

第 一 段 【 那 吒 令 】 是 作 者 描 寫 杜 牧 藉 由 張 好 好 斟 酒 、 端 酒 、 敬 酒

等 動 作，刻 畫 人 物 風 姿 綽 約，雖 然 寫 的 都 是 女 主 角 的 外 表、動 作 ，

但 卻 是 這 種 迷 離 動 態 的 感 受 ， 將 杜 牧 那 種 醉 眼 醺 醺 迷 濛 神 韻 表 現

出 來 。 這 一 曲 風 格 典 雅 工 麗 ， 將 一 種 流 連 、 喜 悅 之 心 ， 隨 著 【 鵲

踏 枝 】 一 曲 鋪 展 開 來 。 以 生 活 中 所 見 得 花 、 玉 、 鶯 、 燕 、 蜂 、 蝶

為 賓 ， 長 賦 直 筆 。 雖 沒 有 一 字 提 到 張 好 好 ， 卻 巧 妙 將 花 草 蟲 借 比

人 之 情 懷，文 末 又 補 以「 呆 搭 孩 」的 形 象（ 伸 長 頸 發 呆 ），更 顯 得

生 動、活 潑 且 充 滿 想 像，也 把 杜 牧 那 種 風 魔 書 生 樣 給 寫 盡，孟 評 ：

「 首 折 至 末 折 ， 俱 屬 情 語 、 麗 語 ， 卻 寫 出 風 魔 才 子 景 象 ， 絕 無 喁

喁 閨 閣 中 口 氣 」。喬 夢 甫 通 篇 雖 以 愛 情 追 求 為 主 軸，有 如 太 真 妃 出

浴 華 清 ， 豐 艷 動 人 ， 然 而 卻 能 有 所 比 ， 確 將 杜 牧 對 歌 妓 愛 慕 、 傾

心、一 往 情 深 的 流 動 心 緒，捉 住 一 種 畫 面，鋪 陳 來 更 有 一 番 特 質 。

（ 2） 同 一 劇 作 家 ， 不 同 風 格 ， 對 戲 曲 的 掌 握

首 以 關 漢 卿 風 格 為 例 ：

‧‧‧‧‧‧‧‧‧
寫唧噥哀怨之語，字字如大珠小珠落玉盤時也，豈非大作

手？（《智賞金線池》批語， 1763 冊，頁 323）

‧‧‧‧‧‧‧‧‧‧‧‧‧‧‧‧‧‧‧‧‧‧
漢卿曲如繁絃促調，風雨驟集，讀之覺音韻冷冷不離耳上，

所以稱為大家。續《西廂》四折，雖俊艷遜王，而本色具

在。《竇娥冤》劇，詞調快爽，神情悲弔，尤關之錚錚者也。

（《竇娥冤》批語， 1764 冊，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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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象批評」在晚明評點的運用—以孟稱舜為例 

前 一 劇 收 錄 在 《 柳 枝 集 》， 後 一 劇 則 收 於 《 酹 江 集 》。 孟 氏 以 為 金

劇 語 言 符 合 人 物 聲 口 ， 而 竇 劇 更 指 出 關 漢 卿 高 亢 遒 勁 、 連 綿 不 斷

的 戲 曲 風 格 。

觀 閱 金 劇 ， 乃 書 生 妓 女 型 故 事 。 所 寫 為 書 生 韓 輔 臣 ， 為 濟 南

府 尹 石 敏 之 友，因 趕 考 特 來 訪 故 交，在 酒 樓 遇 杜 蕊 娘 後 一 見 鍾 情，

留 愀 於 酒 樓 聲 色 中。雙 方 待 嫁 娶 韓 輔 臣 卻 被 老 鴇 逼 走。蕊 娘 不 解，

氣 怨 韓 輔 臣 竟 不 告 而 別 ， 然 二 十 日 後 韓 輔 臣 不 捨 蕊 娘 ， 佳 人 卻 翻

臉 不 認 帳 。 待 石 敏 為 之 設 宴 ， 雙 雙 言 歸 於 好 。

第 二 折 寫 韓 輔 臣 再 度 回 頭 尋 蕊 娘 時 ， 蕊 娘 竟 不 認 。「【 三 煞 】

既 你 無 情 呵 ， 休 想 我 指 甲 兒 湯 著 你 皮 肉 。 似 往 常 有 氣 性 ， 打 得 你

見 骨 頭 。 我 只 怕 年 深 了 也 難 收 救 ， 倒 不 如 早 早 丟 開 ， 也 免 得 自 僝

自 愁 。 頑 涎 兒 卻 依 舊 ， 我 沒 福 和 你 那 鶯 燕 蜂 蝶 為 四 友 ， 甘 份 做 跌

了 彈 的 斑 鳩。（ 1763 冊，頁 340）」孟 氏 評 之：「 醋 語 絮 得 十 分 盡 情

（ 1763 冊，頁 340）」 將 蕊 娘 不 甘 被 拋 棄 的 心 態 陳 現 出 來 。

又，第 三 折 寫 石 敏 設 宴，蕊 娘 一 見 韓 生，仍 不 改 犀 利 的 罵 語 ：

【中呂．粉蝶兒】明知道書生教門而負心短命，儘教他海角飄零。

沒來由強風情，剛可喜男婚女聘。往常我千戰千

贏，透風處使心作倖。

【醉春風】能照顧眼前坑，不隄防腦後井，人跟前不恁的喫場撲

騰，呆賤人幾時能句醒醒？雖是今番，係干宿世，事

關前定。

孟 評：「 衷 腸 縷 縷 ， 越 罵 越 覺 其 貌 至。（ 1763 冊，頁 341）」直 寫 出

蕊 娘 遭 書 生 拋 棄 由 悲 、 怨 、 怒 的 轉 折 歷 程 。

此 外 悲 劇 之 作《 竇 娥 冤 》，孟 稱 舜 關 注 此 劇 人 物 性 格 竇 娥 的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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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書 寫，之 所 以 能 塑 造「 繁 絃 促 調，風 雨 驟 集 」，也 因 為 作 者 合 乎

劇 中 主 角 心 境 ， 將 她 的 苦 與 痛 完 整 書 寫 出 來 。

第 一 折 以 自 述 方 式 ，【 油 葫 蘆 】 寫 出 了 自 己 的 身 世 心 境 ：

莫不是八字兒該載著一世憂，誰似我無盡頭。須知道人心

不似水長流，我從三歲母親身亡後，到七歲與父分離久。

嫁的個同住人，他可又拔著短籌。撇的俺婆婦每都把空房

守。端的個有誰問？有誰偢？（ 1764 冊，頁 22）

到 第 二 折，在 毒 死 了 張 父 後，張 驢 兒 提 出 官 休、私 休 的 解 決 方 式 。

竇 娥 選 擇 了 前 者 ， 為 了 保 護 懦 弱 老 實 的 蔡 婆 ， 竇 娥 除 了 忍 受 棍 棒

的 討 打 外，並 在 尾 聲 中 屈 招 自 己 殺 死 公 公。【 黃 鍾 尾 】一 曲 道 出 竇

娥 的 無 奈 ：

我做了個銜冤負屈的沒頭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

賊。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爭到頭，競到底，到

如今待怎的情願認？藥殺公公與了招罪。婆婆也，我怕把

你來便打的，打的來恁的，婆婆，若是我不死呵，如何救

的你？（ 1764 冊，頁 29）

孟 評：「 此 句 一 字 一 點 淚 ！ 」前 二 折 鋪 陳，使 第 三 折 法 場 問 斬 更 具

震 撼 人 心 的 場 面 。 在 鋪 敘 竇 娥 文 字 ， 力 求 口 語 ， 卻 歷 歷 在 目 ， 聲

口 畢 肖 。 不 講 究 華 麗 詞 藻 ， 而 以 真 人 真 性 的 寫 作 方 式 ， 詮 釋 角 色

性 格 ，「 本 色 具 在 」 一 直 是 歷 來 曲 評 家 所 津 津 樂 道 。

（ 3） 同 風 格 、 題 材 ， 不 同 人 的 處 理 、 比 較 。

孟 稱 舜 將 馬 致 遠 《 孤 雁 漢 宮 秋 》 與 白 樸 《 秋 夜 梧 桐 雨 》 二 劇

作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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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漢宮秋》劇，真若孤雁橫空，林風肅肅。遠近相和，

前此惟白香山潯陽江上《琵琶行》可相伯仲也。（《孤雁漢

宮秋》批語， 1763 冊，頁 591）

此劇與《孤雁漢宮秋》格套既同，而詞華亦足相敵。一悲

‧‧‧‧‧‧‧‧‧‧‧‧‧‧‧‧‧
而豪，一悲而艷；一如秋空唳鶴，一如春月啼鵑。使讀者

‧‧‧‧‧‧‧‧‧‧‧‧‧‧‧
一憤一痛，淫淫乎不知淚之何從，固是填詞家鉅手也。（《秋

夜梧桐雨》批語， 1763 冊，頁 630）

先 探 究《 孤 雁 漢 宮 秋 》。此 劇 描 述 王 昭 君 被 毛 延 壽 點 破 圖 形，發 入

冷 宮 ， 寂 寞 中 彈 琵 琶 解 愁 。 漢 元 帝 聞 聲 而 尋 ， 才 發 現 昭 君 才 貌 。

然 ， 毛 延 壽 始 畏 罪 潛 逃 匈 奴 ， 並 將 圖 獻 予 匈 奴 單 于 ， 單 于 王 欣 喜

之 派 番 使 入 漢 索 娶 。 滿 門 朝 廷 文 官 武 將 強 勸 元 帝 獻 出 昭 軍 ， 元 帝

雖 憤 恨 難 免 ， 卻 又 無 可 奈 何 ， 只 能 以 將 依 依 不 捨 別 離 。

全 劇 並 非 以 緊 鑼 密 鼓 式 的 情 節 見 長 ， 而 是 藉 由 漢 元 帝 的 曲

辭 ， 將 抒 情 詩 般 的 心 聲 與 之 宣 洩 。 一 段 段 唱 詞 「 可 說 是 一 首 首 韻

味 深 長 的 詩 」，尤 其 離 別 之 景，突 顯 出 意 境 之 創 造。元 帝 在 第 三 折

於 灞 橋 的 別 離 之 情 ， 將 懷 念 、 憂 傷 之 情 渲 染 於 紙 面 ：

【步步嬌】恁且把一曲陽關休輕放，俺咫尺如天樣。慢慢的捧著

玉觴。朕本意待尊前捱些時光，且休問劣了宮商，恁

則半句兒俄延著唱。

【梅花酒】呀，我向這迥野荒涼，草却又添黃。色已蚤迎霜，犬

褪得毛蒼，人搠起纓鎗，馬負著行裝。車運著餱糧，

人獵起圍場。他傷心辭漢王，望攜手上河梁。前面蚤

叫排行，愁鸞輿到咸陽。到咸陽，過蕭薔，過蕭牆，

葉飄黃，葉飄黃，遶迴廊，遶迴廊，竹生涼，竹生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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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椒房，近椒房，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

不思量。（ 1763 冊，頁 598）

孟 評 以 「 唏 噓 欲 絕 」、「 數 枝 情 亦 悲 愴 ， 音 亦 弘 暘 」 來 說 明 詩 境 的

接 受 意 函 。

然 而 ，《 孤 雁 漢 宮 秋 》、《 秋 夜 梧 桐 雨 》， 同 以 帝 王 嬪 妃 的 愛 情

故 事 為 主 軸 ， 為 何 造 成 「 一 悲 而 豪 ， 一 悲 而 艷 ； 一 如 秋 空 唳 鶴 ，

一 如 春 月 啼 鵑 」 的 風 格 差 異 ， 我 們 以 《 秋 夜 梧 桐 雨 》 第 三 折 【 太

清 歌 】 尋 找 答 案 ：

【太清歌】恨無情捲地狂風刮，都吹落宮花。想他魂斷天涯，作

幾縷兒彩霞。天那，一個漢明妃遠把單于嫁，止不過

泣西風淚濕胡笳。幾曾見這般蹂踐踏，將一個尸首臥

黃沙。（ 1763 冊，頁 641）

原 來 在 於 鋪 敘 的 尾 聲 ， 漢 元 帝 面 對 的 是 「 生 離 」 的 無 奈 ， 然 而 ，

唐 明 皇 所 面 對 的 卻 是 「 死 別 」 的 淒 涼 。 唐 明 皇 眼 睜 睜 看 著 愛 妃 被

逼 著 自 盡 卻 又 束 手 無 策 ， 這 樣 的 恨 與 痛 在 文 字 中 泛 開 ：

【殿前歡】他是朵嬌滴滴的海棠花，怎做得鬧荒荒王國禍根芽，

再不將曲彎彎遠山眉兒畫，亂鬆鬆雲髩堆鴉，怎下的

磣磕磕馬蹄兒臉上踏。則將細裊裊咽喉掐，蚤把條長

挽挽速白練安排下。他那里一身受死，我痛煞煞獨立

難加。（ 1763 冊，頁 640）

【蠻牌兒】懊惱，暗約，驚我來的又不是樓頭過雁，砌下寒蛩，

檐前玉馬，架上金雞，是兀那牕兒外梧桐上雨瀟瀟，

一聲聲灑枝葉，一點點滴寒梢，會把愁人定唬。（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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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1763 冊，頁 643）

孟 評 之 ：「 此 下 只 說 雨 聲 ， 而 仇 恨 千 端 ， 如 飛 泉 噴 瀑 一 時 傾 洩 。 」

孟 稱 舜 非 常 細 膩 的 找 出 兩 劇 的 特 質 ， 在 細 微 處 見 真 章 ， 也 讓 閱 者

更 能 感 受 不 同 的 戲 劇 手 法 。

（二）評點所展現圖象批評的美學特質

張 伯 偉 以 為 ， ”意 象 批 評 ”法 的 思 維 特 徵 ， 是 由 ”目 ”而 ”想 ”，

它 是 一 個 ”具 體→抽 象→具 體 ”的 過 程 。 批 評 家 從 大 量 具 體 作 品 出

發 ， 形 成 了 某 種 抽 象 概 念 ， 然 後 再 回 到 作 品 ， 用 一 具 體 的 意 象 予

以 說 明 。 這 後 一 種 具 體 ， 乃 是 由 抽 象 上 升 而 來 ， 因 此 它 包 含 著 理

性 的 判 斷 。

明 初 以 圖 象 批 評 來 探 究 戲 曲 語 言 本 質 ， 乃 源 於 詩 論 的 作 法 ，

曲 論 家 以 詩 作 語 言 觀 察 戲 曲 文 本 的 語 言 特 質 ， 歸 納 劇 作 家 語 言 特

性 ， 直 至 萬 曆 時 期 ， 論 曲 者 逐 步 由 曲 論 概 念 走 向 敘 事 文 學 觀 點 ，

探 索 戲 曲 本 身 敘 事 內 涵 。 曲 論 家 雖 仍 持 「 詩 變 而 為 詞 ， 詞 變 而 為

曲 」 這 種 言 志 抒 情 的 思 想 ， 但 ， 他 們 的 關 懷 點 從 創 作 者 本 身 逐 漸

轉 移 自 作 品 本 身 ， 試 著 釐 清 詩 、 詞 、 曲 在 創 作 上 的 差 異 性 ， 因 而

「 劇 」 的 概 念 逐 漸 清 楚 。

尤 以 明 末 孟 稱 舜 打 破 作 者 個 人 語 言 風 格 ， 以 作 品 語 言 特 質 來

做 探 究 ， 他 以 「 細 讀 」 方 式 剖 析 元 雜 劇 曲 文 內 涵 ， 注 意 到 人 物 塑

造 部 分 ， 他 以 為 曲 雖 源 自 詩 、 詞 ， 然 而 在 表 現 上 ， 卻 有 根 本 性 的

差 異 ， 詩 、 詞 表 現 上 ，「 不 過 煙 雲 、 花 鳥 、 之 變 態 ， 悲 喜 憤 樂 之 異

致 而 已，境 盡 於 目 前，而 感 觸 於 偶 爾，工 辭 者 皆 能 道 之（《古今名

劇合選序》）」，然，曲 必 為 敷 衍 故 事 的 文 學 體 裁，必 須 有 所 中 介 ，

即 靠 敘 事 中 的 人 物 角 色 來 做 詮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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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古今好醜、貴賤、離合、死生，因事以造型，隨物而賦

象。

忽為之男女焉，忽為之苦樂焉，忽為之君主僕妾、僉夫端

士焉。（《古今名劇合選序》， 1763 冊，頁 207~208）

因 此 ， 這 裡 的 情 ， 必 須 透 過 劇 中 人 物 言 動 之 間 才 能 傳 達 ， 這 個 劇

中 人 傳 達 作 者 的 意 ， 顏 師 天 佑 認 為 。

詩詞是作者的直接表述，戲曲則不然，在「意」和「言」

之間，他有個「中介」：劇中人，而且是林林總總的各色人

等。正因為對戲曲這一個關鍵特質的明確掌握，孟稱舜提

出了他以「造型賦象」為中心的人物塑造論，也就是如何

根據現實生活創造出鮮明生動，情感真切的人物形象 2 5。

因 此 ， 戲 劇 中 的 語 言 特 質 ， 就 要 以 劇 情 當 中 人 物 情 感 來 作 表 現 ，

而 不 單 只 有 作 者 本 人 的 情 感 而 已 ， 這 種 轉 變 也 體 現 出 戲 曲 語 言 風

格 批 評 ， 由 關 心 劇 作 家 轉 移 到 戲 劇 劇 中 人 的 語 言 情 感 表 現 。

當 作 者 情 感 表 現 轉 移 到 劇 中 人 的 情 感 時 ， 身 為 接 收 者 的 讀 者

及 能 感 受 到 不 同 層 次 的 情 感 表 現 。 因 此 ， 同 樣 談 到 帝 王 與 愛 妃 分

離 的《 孤 雁 漢 宮 秋 》、《 秋 夜 梧 桐 雨 》兩 齣 戲，就 能 細 讀 出「 生 離 」、

「 死 別 」 的 情 感 落 差 。 這 種 身 為 讀 者 對 戲 劇 人 物 情 感 的 體 會 ， 也

讓 圖 象 批 評 的 方 式 也 有 所 變 化 ， 其 一 是 以 劇 情 為 核 心 ， 兼 顧 讀 者

對 劇 中 人 的 體 會 ； 其 二 是 將 原 本 單 一 圖 象 批 評 走 入 多 層 次 的 批 評

方 式 。

2 5 顏師天佑：〈試析孟稱舜曲論及其在明代曲論之意義〉，古典文學第

十五集，頁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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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像選擇與戲曲情節相映

戲 曲 本 為 敘 事 文 學 的 範 疇 ， 其 圖 象 批 評 所 選 擇 的 媒 材 ， 和 戲

曲 故 事 本 身 有 所 連 結 性 ， 多 選 用 抒 情 性 強 的 情 節 入 手 ， 論 者 運 用

圖 象 批 評 論 戲 ， 有 助 於 閱 讀 者 對 於 戲 劇 美 感 的 體 會 。 此 外 ， 畫 面

的 呈 現 ， 無 論 靜 態 、 動 態 皆 亦 有 之 。

孟 氏 的 作 法 ， 關 注 在 劇 中 事 件 與 人 物 的 情 感 延 伸 的 圖 象 批

評 ， 例 如 前 文 所 提 《 秋 夜 瀟 湘 雨 》 總 評 ， 以 「 覺 瀟 瀟 風 雨 從 疎 欞

中 透 入 （ 1763 冊，頁 360）」， 感 受 閱 聽 者 對 少 女 翠 鸞 在 秋 夜 臨 江

驛 雨 中 泣 訴 的 同 情 ，《 智 賞 金 線 池 》 批 語 ， 說 道 ：「 寫 唧 噥 哀 怨 之

語 ， 字 字 如 大 珠 小 珠 落 玉 盤 時 也 （ 1763 冊，頁 333）」， 描 述 歌 妓

杜 蕊 娘 對 書 生 韓 輔 臣 不 告 而 別 的 氣 腦 之 語 ， 聞 之 哀 怨 動 人 ； 除 此

之 外 ， 各 齣 總 評 多 與 劇 情 相 關 ， 如 《 月 明 和 尚 度 柳 翠 》 總 評 ， 提

到 「 玄 機 妙 緒 ， 霏 霏 不 窮 ， 若 屑 木 而 出 ， 自 是 鉅 手 （ 1763 冊，頁

434）」，所 談 的 是 柳 翠 前 世 原 是 觀 音 淨 瓶 一 株 楊 柳 枝，只 因 葉 上 偶

汙 微 塵，被 罰 謫 降 人 間 轉 入 輪 迴，在 杭 州 報 劍 營 街 積 妓 牆 下 為 妓。

至 三 十 年 後 ， 著 第 十 六 尊 羅 漢 月 明 尊 者 到 人 間 點 化 ， 返 本 還 元 。

此 劇 四 折 皆 以 月 明 扮 正 末 角 色 ， 下 凡 至 人 間 度 化 為 妓 的 柳 翠 。 第

一 折 係 以 柳 父 十 週 年 祭 請 皋 亭 山 顯 孝 寺 僧 作 法 事 為 開 場 ， 中 途 因

缺 人 誦 經 ， 不 得 不 請 燒 火 和 尚 勉 強 補 之 ， 豈 料 這 個 貌 似 瘋 和 尚 者

正 是 月 明 尊 者 ， 他 趁 著 到 柳 家 做 法 事 之 由 藉 機 點 化 柳 翠 ， 先 勸 之

出 家 ， 翠 不 肯 。 爾 後 ， 第 二 折 又 復 至 茶 室 說 法 ， 月 明 為 使 柳 翠 剃

度 出 家 ， 故 意 入 夢 設 幻 境 ， 使 遊 魂 歷 經 陰 司 法 曹 後 ， 迫 使 柳 翠 答

應 出 家 。 但 月 明 為 了 讓 柳 翠 真 正 悟 道 ， 脫 離 凡 世 ， 第 三 折 又 讓 她

回 到 自 家 ， 再 次 與 柳 母 、 情 人 牛 璘 相 見 。 此 折 月 明 藉 機 以 各 種 事

物 說 偈，勸 柳 翠 真 正 放 手。直 至 第 四 折 後，柳 翠 因 歷 經 多 種 考 驗 ，

回 寺 後 佛 心 堅 定 ， 最 後 終 了 沐 浴 坐 化 並 與 月 明 同 登 佛 會 ， 返 回 楊

柳 淨 瓶 。 評 語 中 「 若 屑 木 而 出 」 提 到 就 是 度 脫 說 法 的 種 種 過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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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接傳統詩話圖象批評層次的運用

孟 稱 舜 以 作 品 為 主 ， 在 曲 評 文 字 的 組 合 ， 除 了 圖 象 批 評 部 分

之 外 ， 還 兼 具 抽 象 意 象 評 述 ， 輔 助 圖 象 批 評 的 解 讀 。 這 樣 的 批 評

組 合 ， 在 詩 話 表 現 方 式 即 已 存 在 ， 黃 維 樑 〈 詩 話 詞 話 和 印 象 式 批

評 〉 一 文 中 提 到 ：

詩話、詞話的印象式批評，對印象的表達，可分為兩個層

次：初步印象和繼起印象。佳、妙、工、警、三昧、本色

等，為表達初步的印象之語，是直覺式的價值判斷。繼起

印象用語，有抽象的和具象的兩種，飄逸、沉鬱等屬前者，

金鳷擘海、香象渡河等屬後者 2 6。

文 中 所 提 之 印 象 式 批 評 即 為 本 文 所 提 之 圖 象 批 評 。 例 如 ， 朱 權 評

馬 致 遠 曲 作 時 ， 以 為 語 言 風 格 屬 典 雅 清 麗 ， 並 以 「 朝 陽 鳴 鳳 」 來

描 述 風 格 特 色；提 到 宮 大 用「 鋒 穎 犀 利，神 彩 燁 然 」後，亦 以「 西

風 鵰 鶚 」 描 述 詩 的 特 質 。 因 此 ， 繼 起 印 象 用 語 部 分 ， 曲 論 家 亦 如

詩 論 者 ， 將 抽 象 與 具 象 的 方 式 聯 合 起 來 ， 大 致 以 「 視 覺 」 的 形 象

作 為 具 象 的 表 達 居 多 ， 然 而 ， 因 受 禪 宗 影 響 ， 具 象 批 評 當 中 所 使

用 的 自 然 物 色 又 具 有 特 殊 效 果 與 創 意 性 ， 不 僅 反 映 出 人 對 自 然 的

愛 好 ， 其 景 象 更 是 突 顯 出 一 種 幽 靜 空 靈 之 感 ， 例 如 提 到 「 李 好 古

‧‧‧‧ ‧‧‧‧
之 詞 如 孤 松 掛 月 」、「 胡 紫 山 之 詞 如 秋 潭 孤 月 」 … 等 。 這 裡 的 景 象

呈 現 出 一 種 創 造 性 批 評 方 式 ， 是 批 評 家 透 過 理 解 力 與 想 像 力 建 構

出 的 意 象 。

明 末 ， 孟 稱 舜 評 點 批 語 在 圖 象 批 評 部 分 ， 與 前 期 相 同 亦 有 抽

象 、 具 象 交 互 合 用 的 狀 況 。 如「 清 雄 奔 放 ， 具 有 出 塵 之 概（《 青 衫

2 6 參見：《中國詩學縱衡論》，洪範書局，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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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 》總 評，1763 冊，頁 265）」、「 高 華 秀 拔（《 金 錢 記 》總 評，1763

冊，頁 306）」、「 氣 味 渾 涵（《 詩 酒 紅 梨 花 》總 評，1763 冊，頁 376）」、

「 秀 逸 清 麗 （《 誤 入 桃 源 》 總 評 ， 1763 冊，頁 451）」 … 等 ， 具 象

如「 如 月 夜 聞 琴，音 韻 冷 然（《 竹 塢 聽 琴 》總 評，1763 冊，頁 408）」、

「 寒 光 宵 映，如 蛟 珠 亂 撒（《 柳 毅 傳 書 》總 評，1763 冊，頁 421）」、

「 如 寒 蛩 夜 唧 ， 使 聽 者 悽 然 （《 雷 轟 薦 福 碑 》 總 評 ， 1763 冊，頁

591）」 … 等 兼 雜 抽 象 、 具 象 的 印 象 批 評 ， 然 而 ， 孟 稱 舜 以 各 齣 戲

分 述 品 評 的 方 式 ， 讓 曲 論 的 圖 像 狀 態 從 靜 態 觀 賞 走 向 流 動 式 、 立

體 式 的 建 構 。

在 批 語 中 ， 除 了 上 述 所 謂 與 戲 曲 內 含 相 關 外 ， 這 些 物 象 乃 屬

於 「 動 態 的 」，「 讀 此 劇 ， 覺 瀟 瀟 風 雨 從 疎 欞 中 透 入 （ 秋 夜 瀟 湘 雨

總 評 ， 1763 冊，頁 360）」，「 寒 光 宵 映 ， 如 蛟 珠 亂 撒 ，（ 柳 毅 傳 書

總 評 ， 1763 冊，頁 421）」，「 讀《 漢 宮 秋 》劇 ， 真 若 孤 雁 橫 空 ， 林

風 肅 肅 ， 遠 近 相 和 。（ 孤 雁 漢 宮 秋 總 評 ， 1763 冊，頁 591）」，「 語

語 揚 厲 如 鐘 鼓，噌 吰 大 聲，發 于 水 上，可 稱 雄 傑。（《 龍 虎 風 雲 會 》

總 評 ， 1764 冊，頁 184）」， 上 述 多 以 流 動 式 景 象 形 容 閱 讀 後 的 感

受。觀 察 圖 像 模 式 改 變 之 因，也 可 解 釋 出 孟 氏 著 重 戲 曲 中「 情 」，

而 情 之 發 散 乃 透 過 人 物 的 行 動 、 語 言 表 現 ， 也 就 是 由 人 物 對 話 所

達 成 ， 因 此 ， 對 戲 曲 語 言 的 把 握 ， 從 劇 作 者 重 心 轉 移 到 劇 中 人 物

的 性 格 表 現 ， 以 孟 氏 為 準 ， 作 為 評 論 者 也 勢 必 關 注 到 曲 文 背 後 所

引 發 的 事 件 、 人 物 與 性 格 ， 三 者 合 為 一 體 後 所 展 現 的 語 言 特 質 ，

不 再 僅 只 於 對 曲 文 鋪 陳 直 觀 感 受 ， 批 評 畫 面 呈 現 逐 漸 成 為 流 動 式

的 圖 像 。

3. 以比較方式增加對於風格的體會

孟 稱 舜 評 論 作 品 風 格 時 ， 有 時 運 用 不 同 時 代 作 家 、 作 品 進 行

比 較 。 有 時 則 用 不 同 作 家 、 作 品 對 照 ， 有 時 還 用 同 一 作 家 的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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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深 入探究， 透 過 各 種 對 比 方 式 ， 將 戲 曲 風 格 、 趣 味 ， 呈 顯 出

來 。 因 此 ， 雖 概 分 「 婉 麗 」、「 雄 爽 」 二 類 ， 但 其 間 同 中 有 異 、 異

中 有 同 等 等 幽 微 之 變 化 ， 藉 由 比 較 更 能 突 顯 之 。

孟 氏 選 評 思 維 所 對 應 的 時 代 思 潮 ， 其 一 乃 為 打 破 南 、 北 曲 的

風 格 界 定 論 。 戲 曲 風 格 論 自 明 初 朱 權 等 明 代 戲 劇 家 即 有 探 究 ， 到

了嘉靖時 期 ， 由 於 傳 奇 崛 起 與 雜 劇 的 式 微 ， 戲 劇 家 關 注 二 者 藝 術

的 特 質 ， 但 絕 大 多 數 多 以 聽 聞 者 直 觀 對 南 北 曲 的 音 樂 風 格 來 做 分

野 ， 從 單 以 地 域 的 音 樂 風 格 比 較 到 後 來 區 域 風 格 的 窄 化 ， 孟 稱 舜

以 為 重 北 輕 南 或 重 南 輕 北 都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今曲之分南北也，或謂「北主勁切，南主柔遠」，「譬之同

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為國臣而文武疏科」，是謂北之詞專

似蘇，而南之詞專似柳，柳可為勝蘇，則北遂不如南歟？

夫南之與北，氣骨雖異，然雄爽、婉麗，二者之中亦兼有

之。即如曲一也，而宮調不同，也為清新綿藐者，有為感

嘆傷悲者。有為富貴纏綿者，有為惆悵雄壯者；有為飄逸

清幽者，有為旖旎撫媚者。有為悽愴怨慕者，有為典雅沈

重者。諸如此類，各有攸當，豈得以勁切、柔遠畫南北而

分邪？（〈古今名劇合選序〉， 1763 冊，頁 209）

曲 論 家 對 戲 曲 風 格 的 討 論，源 自 於 明 初 朱 權《 太 和 正 音 譜 》中 2 7，

爾 後 ， 自 崑 曲 創 始 者 魏 良 輔 提 出 「 北 曲 以 遒 勁 為 主 ， 南 曲 以 婉 轉

為 主 ， 各 有 不 同 」 2 8之 說 法 ， 到 徐 渭 《 南 詞 敘 錄 》：「 聽 北 曲 使 人

神 氣 鷹 揚 ， 毛 髮 灑 淅 ， 足 以 作 人 勇 往 之 至 。 … 南 曲 則 紆 徐 綿 渺 ，

2 7 朱權：《太和正音譜》，收錄於《中國古典論著集成》第三冊，北京

市：中國戲劇出版社，頁 16~23。
2 8 參見魏良輔：《曲律》，收錄於《中國古典論著集成》第五冊，北京

市：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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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利 宛 轉 ， 使 人 飄 飄 然 喪 其 所 而 不 自 覺 。 」 2 9到 王 世 貞 的《 詞 藻 》
3 0，王 驥 德 的《 曲 律 》3 1均 將 曲 的 風 格 設 限 在 地 域 音 樂 風 格 的 比 較。

觀 戲 曲 是 一 個 綜 合 的 藝 術 ， 在 曲 論 家 而 言 ， 他 們 對 於 戲 曲 風

格 取 決 ， 在 於 聽 聞 後 的 感 受 ， 直 以 音 樂 宮 調 來 做 區 隔 。 但 孟 稱 舜

仍 認 為「 各 有 攸 當 」且「 妙 處 種 種 不 同 」，不 能 用 某 一 種 風 格 籠 統

概 括 ， 風 格 應 該 是 多 元 化 的 。

從 孟 氏 推 論 戲 曲 風 格 的 論 辯 ， 又 可 看 出 從 音 樂 回 歸 到 文 辭 。

他 從 南 北 風 格 說 繼 而 論 辯 明 代 戲 曲 對 工 詞 、 協 律 之 爭 議 ：

邇來填詞家更分為二：沈寧庵專尚諧律，而湯義仍專尚工

詞，二者俱為偏見。然供詞者不失才人之勝，而專尚諧律

者，則與伶人教師豋場演唱者何異？（〈古今名劇合選序〉

1763 冊，頁 210~211）

明 中 葉 劇 壇 興 起 「 工 詞 」 與 「 諧 律 」 的 論 戰 ， 雖 然 在 明 末 呂 天 成

提 出 「 合 之 雙 美 」 的 主 張 ， 但 畢 竟 文 辭 與 曲 律 不 可 能 同 時 並 進 。

孟 氏 則 在 此 認 為 文 辭 乃 為 戲 曲 創 作 關 鍵 ， 因 而 從 元 曲 中 尋 得 創 作

的 養 分 。

其 二 ， 編 校 元 曲 之 因 ， 是 欲 窺 探 「 曲 」 之 妙 義 。

他 以 為 在 明 代 時 期，創 作 雜 劇 者，「 明 之 世 相 習 為 時 文，三 百

年 來 ， 作 曲 者 不 過 山 人 俗 子 之 殘 瀋 ， 與 紗 帽 肉 食 之 鄙 談 而 已 矣 ，

2 9 參見徐渭：《南詞敘錄》，收錄於《中國古典論著集成》第三冊，北

京市：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年，頁 245。
3 0 參見王世貞：《詞藻》，收錄於《中國古典論著集成》第四冊，北京

市：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年，頁 27~42。
3 1 參見王世貞：《詞藻》，收錄於《中國古典論著集成》第四冊，北京

市：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年，頁 43~191。

38 



 
 
 
 
 
 
 
 
 
 
 
 
 
 
 
 
 
 
 
 
 
 
 
 
 
 
 
 
 
 
 
 
 
 
 
 
 
 
 
 
 

 

 

 

 

 

                                                       
 

 

文學新鑰 第 13 期 

間 有 一、二 才 人，偶 為 遊 戲，而 終 不 足 盡 曲 之 妙，故 美 遜 於 元 也 。

（ 古 今 名 劇 合 選 序 ）」 故 認 為 應 該 將 元 曲 重 新 審 視 ，「 蓋 美 生 於 所

尚 。 元 設 十 二 科 取 士 ， 其 所 習 尚 在 此 ， 故 百 年 中 作 者 雲 涌 ， 至 於

唐 詩、宋 詞 比 類 而 工。（ 古 今 名 劇 合 選 序 ）」「 予 學 為 曲，而 知 曲 之

難 ， 且 少 以 窺 夫 曲 之 奧 焉 ， 取 元 曲 之 工 者 ， 分 其 類 為 二 ， 而 以 我

明 之 曲 繼 之 。（ 古 今 名 劇 合 選 序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是，他 以 為 是「 氣 味 厚 薄 」之 殊 異 3 2。他 說：「 元

人 高 處 在 佳 語 、 秀 語 、 雕 刻 語 絡 繹 間 出 ， 而 不 傷 渾 厚 之 意 。（《 誤

入 桃 園 》批 語 ）」這 裡 的「 渾 厚 」在 於 意 境 淳 厚 深 遠，語 言 渾 樸 含

蓄 ， 趣 味 清 純 深 長 ， 意 即 無 雕 琢 之 病 ， 也 無 淺 率 之 嫌 ， 因 此 欲 藉

元 劇 來 針 砭 時 弊 。

因 此，作 者 必 須 凝 鍊 戲 劇 文 字，作 品 必 須 是 包 含 著 文 學 性 的，

有 其 思 想 意 涵 ， 其 次 才 於 聲 腔 音 律 的 需 求 略 做 調 整 。 孟 稱 舜 在 評

鑑 戲 曲 作 品 上 ， 以 字 句 文 學 性 作 為 訴 求 ， 其 中 辭 情 與 否 則 列 為 首

要 基 準 。

四、結論

明 代 圖 象 批 評 達 到 極 盛 點 ， 不 僅 只 在 文 壇 評 論 發 生 效 益 ， 明

代 劇 論 家 也 以 此 方 式 探 論 戲 曲 ， 尤 其 提 到 戲 曲 風 格 ， 這 樣 抽 象 、

直 觀 的 特 質 ， 有 賴 運 用 具 向 的 圖 象 ， 傳 達 更 精 準 的 意 函 。 明 代 曲

論 家 自 明 初 即 以 由 圖 象 批 評 方 式 探 究 戲 曲 「 語 言 風 格 」 問 題 。 然

而 ， 曲 論 者 雖 仍 有 曲 源 自 詩 、 詞 的 觀 念 ， 但 他 們 逐 漸 釐 清 戲 曲 人

物 塑 造 的 意 涵 ， 以 為 戲 曲 語 言 特 質 ， 當 以 劇 中 人 情 感 來 作 表 現 ，

而 不 單 只 有 作 者 本 人 的 情 感 而 已 ， 這 種 轉 變 也 體 現 出 戲 曲 在 語 言

3 2 「今人不及古人，氣味厚薄自是不同。」《古今名劇合選．酹江集》

之《鞭歌妓》批語，參閱續修四庫全書第 1764 冊，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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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本 色 、 文 采 的 論 辨 ， 進 而 走 向 文 學 性 特 質 ， 這 亦 能 說 明 明 末 曲

論 重 心 逐 漸 從 曲 論 探 究 轉 移 自 敘 事 文 學 理 論 的 關 注 。

本 論 文 藉 由 分 析 圖 象 批 評 的 內 容 ， 審 視 明 末 孟 稱 舜 戲 曲 理 論

內 涵 。 晚 明 孟 稱 舜 運 用 圖 象 批 評 方 式 ， 傳 達 他 對 婉 麗 、 雄 爽 風 格

的 多 樣 性 ， 從 選 材 到 評 論 ， 都 藉 這 意 象 傳 達 對 戲 曲 的 諸 種 看 法 。

他 對 風 格 審 辯，以 傳 情 為 核 心，兼 及 戲 劇 語 言、人 物 塑 造 等 內 涵 ，

所 建 構 的 文 字 都 是 很 有 深 度 的，堪 稱 晚 明 劇 論 最 後 的「 豹 尾 」，這

亦 為 入 清 後 劇 學 體 系 的 建 立 有 著 相 當 重 要 的 關 鍵 點 ， 值 得 研 究 者

重 視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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