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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杂剧”首见于万历时胡文焕《群英类选》“南之杂剧”类，收程士廉《戴王访雪》和徐渭《玉禅师》，两者均用南北合套曲。吕天成《曲品》

中亦有“不作传奇而南剧，传奇而作南剧者”一类，列举并品评徐渭《四声猿》、汪道昆《大雅堂杂剧》。郑振铎先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专

列“南杂剧的出现”一章，将其作为与“北杂剧”对举的概念提出，意指明代兼用南北曲或专用南曲的戏曲形式。徐子方先生指出南杂剧

“真正形成明中后期的杂剧独特面貌”，“在体制上创作出有别于元代及明初北杂剧，并为时代大多数作家所认同的模式”。狭义的南杂

剧即由四折南曲构成的杂剧，与“北四折”相对；而广义则为包括南曲、北曲和南北合套曲在内的短杂剧，并指出以广义概念更为合宜。本

文亦用其广义。

从日本内阁文库藏叶宪祖杂剧看南杂剧之新变

隋雪纯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万历刊本《易水歌》《三义记》《渭塘梦》《琴心雅调》的作者为叶宪祖，内
阁文库本《易水歌》较国内所见诸本为早。通过对四种杂剧的文本考察，可知其与史传、小说和杂剧等具有跨文

体互文性。叶宪祖采用增改、详略剪裁情节及转换叙述角度等改编方式进行杂剧创作，从中可以见出明代中晚

期文人杂剧具有体制南化，剧本案头化、文章化和重视“情”之特色；叶宪祖杂剧抒发“情”的同时调和伦理教化

主题，导致部分作品情节失于牵合，体现出明代中晚期文人思想的矛盾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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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剧艺术在元代形成高峰后，至明代尤其中晚
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南曲影响力逐步扩大

和文人创作群体地位日益得到凸显，产生“南杂

剧”①的剧体形式，并在体制、内容、思想等诸方面

具有新的时代特点。日本红叶山文库旧藏、现藏于

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明代杂剧《易水歌》《三义

记》《渭塘梦》《琴心雅调》，乃为明代杂剧的重要珍

本，然目前对此少有专题研究。笔者拟以上述四种

明代杂剧为基本对象，通过考述其作者及版本情

况，以对其文本的具体分析为基础，考察叶宪祖杂

剧的互文性与改编等叙事特色，并研究叶宪祖为代

表的明代中晚期南杂剧的发展面貌、思想肌理及艺

术新变，以就正于方家。

一、版本及作者

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杂剧四种均为明万历刊本，

版式相同，单边，无鱼尾，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宾白

双行。仅《易水歌》题“槲园居士著”，且扉页钤有

“飞鸣馆”“谭月主人”朱印，其余不署撰者姓名。

“槲园居士”，据黄宗羲《外舅广西按察使六桐叶公

墓志铭》，“槲园”为叶宪祖填词别号［１］。傅芸子先

生《东京观书记》中首先对内阁文库所藏此四种杂

剧有所关注和介绍；然其仅根据题款确认《易水

歌》之作者为叶宪祖，虽指出《三义记》《渭塘梦》等

“版式与《易水歌》相同”［２］，但并未确证其撰者姓

名。后叶德均先生首先指出后三剧亦为叶宪祖所

作［３］，黄仕忠先生则进一步提出上述四种杂剧原

应为一帙［４］。根据笔者考察，日本内阁文库所藏

此四种杂剧均见于明代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叶

宪祖”名下，且《剧品》所陈述的情节梗概、回目与

之均相合，此亦可作为叶宪祖为作者之一证。

叶宪祖为明嘉靖人，生平见于《明史》《浙江通

志》《绍兴府志》。叶宪祖所撰戏曲共三十种，其中

传奇六种，今存《金锁记》《鸾閁记》；杂剧二十四

种，除本文所涉及的四部以外，还有《骂座记》《寒

衣记》《团花凤》《北邙说法》《四艳记》等尚存于

世。此外，《明史·艺文志》还载有其所著《大易玉

匙》，明代许运鹏辑其作品《青锦园文集选》五卷，

存天启刻本残卷。日藏此四种杂剧，《琴心雅调》

《三义记》《渭塘梦》均为海内外孤本，但传世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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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剧评类文献均有著录：

《三义记》，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题作“《三

义成姻》南北四折”［５］，清祁理孙《奕庆藏书楼书

目》“乐府家之三”亦存目。《渭塘梦》，亦见于《远

山堂剧品》，《奕庆藏书楼书目》“乐府家之三”记

之，用南曲，凡四折。《琴心雅调》，分上下两卷，每

卷四折，不题撰者姓名。《远山堂剧品》著录此书

并记“南八折”，著者叶宪祖；吕天成《曲品》卷下论

陈济之所著传奇时提及“吾友叶美度有《琴心雅

调》八卷”；《奕庆藏书楼书目》《重订海曲目》和

《曲录》亦载此书。

《易水歌》，《远山堂剧品》著录叶宪祖作品有

“《易水离情》南北四折”，《盛明杂剧》［６］卷十亦录

有此剧全文。首先，从时间先后看，现存《盛明杂

剧》最早为崇祯时刊刻，内阁文库本为万历刊本，

时间上更为早出。其次，从文本对比看，内阁文库

本有段首开场白叙全剧梗概及作者旨归，为《盛明

杂剧》本所无，为该本独特价值的重要表现之一。

最后，内阁文库本的人物布设更为详细，如燕太子

“金冠蟒衣”、樊将军“冠带”等。此外，内阁文库本

每折下均标有“用某韵”，为《盛明杂剧》本所无。

又“我两人自去罢”一句，内阁文库本“我”作

“俺”，与言说者高渐离在文本中其余宾白自指的

称谓方式一致，应以此为当。更重要的是，《易水

歌》与《盛明杂剧》相较，讹误较少。如“颇好游侠，

读书击剑”一句，《盛明杂剧》本“击剑”作“击筑”，

按文意有徐夫人赠利刃以助之刺秦一节，合文中又

述及“与善击筑的高渐离”，故当为“击剑”非“击

筑”；又“把樊於期首级撇出宫门”一句，《盛明杂

剧》本“撇”作“撒”，根据文意应以前者为当。由此

可见内阁文库本应较《盛明杂剧》本更接近作品的

原貌。

综上，内阁文库所藏四种明代杂剧应均为叶宪

祖所作，三种未标著者的杂剧当与《易水歌》原为

一书，盖在流传保存过程中散离，故除《易水歌》当

为第一编外，其余顺序无法确知。又国内传世文献

中《三义记》《渭塘梦》《琴心雅调》仅存目，作品文

本均已亡佚。曾永义先生论明杂剧之分期及特点

颇为详切，然至论《渭塘梦》则云：“仅万历间有刻

本，日本内阁文库庋藏，一时无从觅读。”［７］４２２《古

本戏曲丛刊》编印多种传世善本珍贵椠，然“像国

内已无传本而流入东瀛者，如叶宪祖的《渭塘梦》

《琴心雅调》《三义成姻》均系海内孤本，还未能收

录进去”［８］。笔者即意在详考此四种杂剧文本，通

过校考其与国内传世文献、原始文本的互文与改编

关系，反映明代南杂剧的发展特点及叶宪祖等明代

文人之精神风貌。

二、内阁文库所藏四种杂剧的跨文体互文性

杂剧多有本事出处，并在汲取前代题材类型、

人物塑造和叙事方式等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加

工创造，在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及不同文体之间形

成“互文性”［９］。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叶宪祖四种杂

剧的题材特色在于均来自史传或小说，并经由叶宪

祖进行重新组织并加以艺术润色而成杂剧。根据

其作品取材来源，可分为两点：

（一）本于历史而演绎之

内阁文库所藏叶宪祖四种杂剧中，《易水歌》

和《琴心雅调》均本于史传而铺陈展演。

《易水歌》以荆轲刺秦为本事，除了着力表现

荆轲的智勇双全的“矫矫英姿”，还同时塑造了与

荆卿“情属投胶，谊称刎颈”的樊於期、“盛壮之时，

颇不让人”的田光等一批英雄群像。通过“死者生

之，败者成之”的方式，力图展现“荆卿挟一匕首，

入不测之强秦，即事败身死，犹足为千古快事”，祁

彪佳因此称叶宪祖为荆卿之“知己”。《琴心雅调》

本于司马长卿与卓文君之事，本事见于《史记·司

马相如列传》和《西京杂记》。该杂剧对以往戏曲

小说作品的突破主要表现在结构方面，即由片段式

转为“全记体”。杂剧正体，一般以四折为主，然

《琴心雅调》则八折，分上下两卷，《远山堂剧品》释

云：“玩其局段，是全记体，故必八折。”《琴心雅调》

的篇幅长度是由其采取“全记体”的结构方式决定

的。相对于前代同题材作品而言，叶宪祖此剧较全

面地展现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相识、相许、相离到

重会的过程，对史传及前代文学创作中的相关作品

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借鉴吸收：

杂剧第一折“挑琴”（论卓王孙宴请司马相如、

相如奏《凤求凰》引得卓文君倾心）、第三折“涤器”

（两人从成都至临邛开酒铺、当垆涤器）、第五折

“献赋”（记司马相如作天子游猎之赋，拜文园令兼

中郎将）以及第七折“交欢”（卓王孙与程郑二人拜

贺相如）均本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九折

“重聚”（文君作《白头吟》自绝心恨之时，长卿衣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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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二人欢聚）中卓文君作《白头吟》事初见于

《西京杂记》“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

《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１０］。卓文君私会相

如事，《史记》中仅有“文君夜亡奔相如”七字。《琴

心雅调》情节大体与明宁献王朱权《卓文君私奔相

如》多有重合，然后者仍保持四折体例，第二折与

《琴心雅调》第一、二折，第三折与《琴心雅调》第

三、五折，第四折与《琴心雅调》第七折基本一致。

《琴心雅调》第二折“奔凤”（论卓文君私出闺房至

长卿行馆）盖出自话本小说《风月瑞仙亭》卓文君

夜至相如所在瑞仙亭，与之“同赏月，饮三杯”［１１］的

情节；第四折“题桥”（叙长卿欲上长安献赋求用，

与文君在升仙桥相别）、第六折“还乡”（司马长卿

重过升仙桥，实现当初“题此桥柱，云不乘驷马高

车，不过此桥”的誓言）盖出于杂剧《升仙桥相如题

柱》。由此可见，叶宪祖将既有的史料和相关作品

进行了整合和剪裁，遂成此剧。

叶宪祖的“全记体”杂剧创作结构不取杂剧惯

用的片段式的呈现方式，对于杂剧“折惟四”“但摭

一事颠倒始末，其境促”的规定有所突破，向“备述

一人始终”［１２］的传奇靠拢。虽然增加了折数和情

节，然囿于杂剧篇幅的限制，相应使每折内容减少，

但整体的表现容量仍有所增加，在更长的时空广度

内呈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悲欢分合，用宾白如

“娘子，自你家君分财之后，归家聚首，将及一年”、

唱词如“【步步娇】宦味侵寻年来倦，几见青丝变”

等作为折与折之间的转接过渡，展现纵向时间发展

变化。

叶宪祖其他杂剧亦多有基于史实而改编者，如

《鸳鸯寺冥勘陈玄礼》本于《旧唐书》卷五十一杨贵

妃本传，展现“马嵬埋玉”之“千古幽恨”；《巧配阎

越娘》中的人物郭史为五代间霸主能臣，而叶宪祖

传以新声；另如《骂座记》演窦婴及灌夫事，见《史

记》卷一百零七、《汉书》卷五十二本传等，均说明

藉史以展演生发，乃为叶宪祖杂剧的重要题材来源

方式。

（二）改编明人小说

叶宪祖杂剧创作亦多取材于同为叙事文学的

小说。内阁文库所藏叶宪祖杂剧孤本《三义记》

《渭塘梦》均本于明人小说而改之。《三义记》应本

于嘉靖间小说《刘方三义传》（夕川老人《花影

集》），主人公名姓和主要情节均一致；《渭塘梦》之

故事情节，最早见于明瞿佑《剪灯新话》卷二《渭塘

奇遇记》王生与酒肆主之女梦中相会，佚名《王文

秀渭塘奇遇记》（见《元明杂剧》）、王元寿《异梦

记》与之情节相仿。

叶宪祖的其他作品亦多对小说有所取用，如

《会香衫》即《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死生缘》即

《金明池吴倩逢爱爱》，《丹桂钿合》本于凌初《二

刻拍案惊奇》“权学士权认远乡姑，白孺人白嫁亲

生女”，《素梅玉蟾》本于《二刻拍案惊奇》之“莽儿

郎惊散新莺燕，龙香女认合玉蟾蜍”等。由此可见

明代杂剧、传奇、小说等诸文体的互文关系及相互

影响。

三、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叶宪祖杂剧

四种的改编与创新

　　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叶宪祖杂剧四种的改编与
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情节增改

叶宪祖杂剧与史传、小说等不同文体形成互

文，但并不直接全部承袭既有文本，而是有意识进

行情节重塑和调整。情节修改的直接动因来自叶

宪祖的部分杂剧取材直接来自史传小说，需要配合

舞台展演的需要。黄宗羲称其“花晨月夕，征歌按

拍。一词脱稿，即令伶人习之，刻日呈伎”。叶宪

祖“改编式”戏曲创作相比其原始素材，能够展现

出其重视舞台表演的一面。如《渭塘梦》与其所本

《剪灯新话》卷二《渭塘奇遇记》相比，体现出作者

对人物出场方式的有意设计。率先出场的并非剧

作主人公，而是“家住横塘渭水誈，醉乡深处做生

涯”的店小二，通过其口述“有个贾员外，家赀富

足。我小二领得他些本钱，便赁他两间门房，开个

小酒店度日”，引出贾员外，为贾姝子出场铺垫；同

时，“住居又幽雅，铺面又斯文”酒肆场景的设立为

王仲麟与贾姝子见面亦提供了地点准备。这种以

丑角上场插科打诨式自语的方式，能够聚焦画面，

有助于剧作表演过程中的吸引力和趣味性，强化舞

台效果。

与《渭塘梦》情节相近的有同出于明代的《王

文秀渭塘奇遇记》（存孤本《元明杂剧》），演王文

秀、卢玉香渭塘相悦，分别后于梦中定终身。涉及

王、卢梦中相见的叙述较为简略，仅为“是夜遂梦

至肆中，入门数重，直抵舍后，始至女室”，但无“梦

·２３· 平顶山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年



 
 
 
 
 
 
 
 
 
 
 
 
 
 
 
 
 
 
 
 
 
 
 
 
 
 
 
 
 
 
 
 
 
 
 
 
 
 
 
 
 

 

游神”情节。实际上，该情节为叶宪祖《渭塘梦》对

原作创作式改编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杂剧题目将

“奇遇记”改为“梦”，可以见出有意突出梦境情节

描写。题目正名即云“做小买卖的是店小二，结好

姻缘的是梦游神”。梦游神在全部情节回目中起

着关键作用，如杂剧并不直接写贾姝子与王仲麟梦

中欢会，而是先设置梦游神、二鬼“勾魂”“摄魄”，

并在第二折“梦聚”中率先出场。王、贾二人的姻

缘正由于梦游神牵引才得以实现，后贾员外和魏妪

觉察屋中异样，剧本同时展现鬼神与人间两界中不

同角色的反应，设置梦游神和二鬼引导贾、王相会

的始终，人物“急上”“推门嚷”“惊下”“复睡”“醒”

等复杂多样的动作表现、紧张的情节发展和鲜明的

戏剧冲突使画面更为充实丰富。在演员安排方面，

使二鬼又同时一扮贾员外、一扮魏妪，充分根据角

色“在场”的必要性调动分配演员，显示出作者对

舞台设计灵活性的充分把握。另外如《三义记》虽

以刘方和刘奇的情缘为主线，但开篇并不直接引入

刘奇，而是在第一折述梅香试图勾引女扮男装的刘

方，小厮又欲求爱于梅香的情节。并在第四折又照

应以梅香自云：“我梅香只道二哥是个汉子，有心

去惹他，谁知却是一个女儿。今与大哥做了一对，

教我又好恼，又好笑。”颇有谐谑之感。

叶宪祖的杂剧创作虽然大量基于既有史实或

文学作品，但乃为根据原故事框架进行进一步加工

和虚构，且表现出较为明确的主动创作意识。这突

出表现在《易水歌》开场白中，作者自道欲令观众

“须教四座莫凄然”，“凭余夺得天工巧，壮士生还

作剑仙”；且文末云：“撮出个壮士生还莫当做谎。”

展现出较为明确的以虚构补益现实的观念。同时

在结局方面，该剧将荆轲功败身死改为“荣归易水

八方名畅”，且使秦王求饶道“使臣饶了寡人之命，

寡人无不听从”，荆轲令其不再弄干戈、争强斗胜，

悉返诸侯之侵地；最终与“仙班故友”王子晋同入

仙界。给慷慨“壮士”以“剑仙”的结局，作者以“天

工巧”的语言重新编排组织，有意与史传中的荆轲

之结局形成背离，转悲剧为喜剧。叶宪祖其他戏曲

如《金翠襄衣记》之于瞿佑《翠翠传》、《金锁记》之

于关汉卿《窦娥冤》，亦均将结局改为团圆。此种

以心统史、消解悲剧的行为得到了部分明代选本家

和文评家的肯定，如祁彪佳将此剧列入“雅品”；

《盛明杂剧》王玑评曰：“剑侠原诗剑仙，此下转奇

而诞，觉更胜腐史一筹矣。”［６］然其虽稍快人意，但

悲剧的庄严感与余情反丧失，故郑振铎先生评云：

“子晋吹着笙，轲随之而去，这却是完全蛇足的故

事。”［１３］

另外此剧细节的处理亦见出作者对文本的重

新构思意识。如荆轲刺秦中有关“利匕首”的记

载，《史记·刺客列传》仅有“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

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

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１４］，叙述较简；

然《易水歌》则将此情节改为剑客徐夫人“闻荆卿

欲求利刃，特来相送”，且“常言宝剑赠与烈士，哪

里要价”，说罢拂衣而去，且文末揭示徐夫人与田

光、高渐离诸人均为上界剑仙，其出场均是为助荆

轲成事。这使荆轲刺秦具有了“神助”的必然性。

还有如《三义记》将《刘方三义传》中刘叟、刘媪去

世后，刘方、刘奇和诗，刘方委婉道出实为女子，二

人遂自成亲的情节改为刘奇见刘方题诗后，与刘媪

商议，由刘媪问明实情，且终由刘叟、刘媪主婚成

亲，“夫妇永不离，爹娘长自在”。使姻缘之喜更添

一层天伦之乐，加强了剧作结局的圆满性。

（二）情节构思与剪裁

相对于明代传奇多用双线结构、更容易表现宏

大题材，杂剧更为精简短小。叶宪祖杂剧在情节布

设方面体现出艺术构思和匠心，通过详略剪裁、设

置贯穿情节线索等方式，使中心突出，绘事写情亦

能尽肖，从而“借四折为寓言”［１５］，心事感触具化入

其中。

《易水歌》共四折，并不直接从荆轲刺秦之事

入手，而是从荆轲与高渐离于酒肆畅饮倾诉“待时

藏器佯狂游世”的英雄之志、遇田光奉燕太子之名

请荆轲共谋秦而起笔。前两折围绕荆轲与高渐离、

田光酒庐对谈，通过荆轲“江湖漂泊市井追随，逃

名溷俗，纵酒忘机，喜来时，唱几曲短长歌，闷来时，

洒几点英雄泪”等自白，塑造其飞扬才气、激烈衷

肠。同时通过荆轲与燕太子金台饮宴，先后得徐夫

人剑、樊於期头等，为刺秦造势。剧本第三折扣剧

目“易水歌”题，全写荆轲“今日驱车辞易水，提刀

向函关”，高渐离、燕太子丹前来送别之场景。第

四折写刺秦之事则情节相对简单且紧凑。

《琴心雅调》虽多至八折，但每折均有一个中

心情节，其他情节则作删削或略述。如第一折即从

卓王孙宴请司马相如起笔，相对于杂剧《卓文君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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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相如》第一折从相如“负着琴剑，去寻个出

身”［１６］开始叙述，中心情节更为突出，枝蔓较少。

另如第三折“涤器”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垆卖

酒，被程郑眼见：“原来是大家子女露行藏，堪怜此

劣相。我便对卓兄说知……小厮带马，到卓员外家

里去。”而至第七折“交欢”，卓王孙宾白云“卓王孙

为因女儿私奔长卿，当垆卖酒，甚是发恼。亏了程

兄劝解，与他些小妆奁，不曾许他见面”，方将《史

记》中“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

及其嫁时衣被财物”一段补叙出。另外如司马相

如在献赋得官之后的仕途及政绩，剧作并未直接展

现，而是通过如“长卿致身青云之上”（王吉）、“不

想长卿如今做了朝廷近臣，持节出使”（卓王孙）、

“昨日闻他已为天子近臣，持节使蜀，甚是荣显”

（卓文君）等人物宾白侧笔写出，使剧作详略得当，

以中心事件为主，同时能兼顾细部呈现。《三义

记》亦采取类似的处理方式，在其所本《刘方三义

传》中，按照自然时间顺序依次叙述刘叟收养刘

方、刘奇之事，然叶宪祖之杂剧则将刘叟收养刘方

作为前情，直接以刘方“改换衣装，抛离乡土”自叙

开篇，戏剧化的情节有效提升了剧本本身的生动性

和情节的吸引力。

此外，叶宪祖的才子佳人题材戏曲采用富有特

色的物事意象联结全篇，如《琴心雅调》中的“琴”

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结情之物，《渭塘梦》中的

“梦”则为全剧情节发展的核心。青木正儿指出：

“以物件维系姻缘事，此派盖出于《荆钗记》，至叶

宪祖诸作造其极矣。”［１７］在叶宪祖其他戏曲作品

中，亦多用此法，如《鸾篦记》先后作为杜羔与赵文

姝姻缘的聘物、赵文姝与鱼玄机友谊的信物、鱼玄

机与温庭筠爱情的见证。其副末开场云：“看一对

鸾篦分合，总关多少情踪。”《四艳记》即《夭桃纨

扇》《碧莲绣符》《丹桂钿合》《素梅玉蟾》中石生题

纨扇、章生拾绣符、权生买钿合、凤生赠玉蟾蜍，亦

是以信物绾合才子佳人。祁彪佳称叶宪祖改编比

原作“头绪甚繁而约之于一剧，而不觉其促”，认为

其功在“情语婉转，言尽而态有余”，实则为对原故

事的合理剪裁、叙述详略合宜之结果。

（三）转换叙述角度

叶宪祖在处理既有文本与杂剧创作的关系时，

对叙事角度亦有所创新调整。如《剪灯新话》所录

《渭塘奇遇记》从王生的角度叙事，写初见酒肆主

之女而“怏怏登舟，如有所失”，以及夜至酒肆主之

女室所见葡萄架、凿池、小木鹤、玉箫、金花笺等陈

设，并最终与现实中重返酒肆时所见相印证，以为

神契。而《渭塘梦》则主要聚焦于贾姝子一方的见

闻与情感，从透过绣帘暗觑王仲麟饮酒“偶睹此

郎，不觉情动”，到梦游神使其“况值秋夜萧条，甚

样睡魔神，到得我眼皮来也”，“一时昏倦起来，不

免强睡则个”。两人相会之梦被父母惊醒，发现

“指上失了金环，掌中却有一个扇坠”，并自道“这

相思病准准的要害了也”，到“病煞娇儿骨似柴”，

以及最终王仲麟重过此地收租时“得谐凤卜，同飞

冠盖”。尤其是第二、三折，由贾姝子完成大段唱

白，表现女子“轻合轻离喜复嗔”的爱情心理。又

如《琴心雅调》在行文过程中，多次从卓文君的情

感与心理的角度出发进行刻画，如第二折“我想来

不如私奔长卿，顿偿相爱之思，兼遂终身之托”，第

四折道“长卿，长卿，何薄情至此！我今想他一回，

又怨他一回，自怨一回，又自伤一回，真好难为情

也”，到作《白头吟》以自绝的“含羞，自怨尤”之情

等，均充分洞察女子的心灵世界，挖掘女子的叙述

视角，为叶宪祖杂剧的改编提供了更大的再创作

空间。

四、由叶宪祖的杂剧改编看明代

文人南杂剧之新变

　　叶宪祖杂剧体现出的互文性及其别出机杼的
改编方式正体现出明代中后期文人南杂剧的特色。

明代杂剧经过明初转为消遣性的宫廷娱乐后，以明

英宗正统四年（１４３９）和十三年（１４４８）朱有瞛、朱
权去世为分界，明代杂剧结束了由御用文人、宫廷

艺人和贵族藩王独擅的局面，在明代中后期进一步

由贵族化向文人化过渡［１８］，“文人南杂剧”正是在

此背景下兴起。通过叶宪祖杂剧的改编，可知明代

文人南杂剧具有以下特征：

（一）体制南化

内阁文库所藏叶宪祖四种杂剧，均对严格意义

上的元杂剧体制有所突破和改变。首先，在音乐方

面，四种剧本均不用北曲，《渭塘梦》《琴心雅调》用

南曲，《易水歌》《三义记》兼用南北合套。其次，在

篇幅方面，元人杂剧止于四折，或加楔子［１９］２５；而叶

宪祖《琴心雅调》多至八折，分上下两卷。在形制

方面更为自由，《琴心雅调》将折目列于卷首，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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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回目名称；《渭塘梦》每折均有标题；然《易水歌》

《三义记》则每折无名称。最后，叶宪祖创作的文

人南杂剧突破了“一人主唱”的传统体制，轮唱与

合唱兼有。如《琴心雅调》第一折三段唱词，依次

为生（司马相如）、外（王吉）轮流独唱与净（卓王

孙）、末（程郑）合唱。多样的演唱形式增加了舞台

的丰富性，也使不同人物的性格能够更加充分地展

开。《三义记》《渭塘梦》均以合唱作为剧作的尾

声，众声和谐齐发，更有助加强“大团圆”结局的感

染力。

（二）剧本案头化、文章化

元杂剧作者生活阶层和文化教育水平不甚高，

多半有做子弟的本领，偶倡优而不辞；而至明代，原

本的庶民之戏曲，移入古典文学修养较高的贵族和

士大夫之手［７］８５。叶宪祖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又

先后任工部主事、南京刑部主事、四川顺庆知府、广

西按察使等。作为士大夫阶层，其杂剧创作与改编

带有较为鲜明的案头化、文章化特征，主要表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取材方面，本乎史传和文人小说。《易

水歌》中荆轲不负刺秦使命，“荣归易水，八方名

扬”；《琴心雅调》中的“当今才子”司马相如得文君

为妻，并实现“圣主贤臣会合风云共”的志业，致身

青云之上；《三义记》中刘方、刘奇同为“两个傅粉

的郎咏絮的才，完成了锦片前程大”，终成眷属；

《渭塘梦》中的王仲麟秀才“家本高门，素饶风度”，

且有“华笔梦江淹”“青山供谢緿”之才情。可见叶

宪祖所取用的题材以士人为主要书写对象，着重关

注士人的爱情生活与功业理想。

其次，杂剧在宾白中插入诗词。如《渭塘梦》

第二折“梦聚”中，贾姝子化用李煜《相见欢》。又

如《琴心雅调》第二折“奔凤”中，生（司马相如）宾

白引《诗经》表现自己对卓文君的盼望：“曾奈一时

不得到来，教我好生盼望。真个‘爱而不见，搔首

踟蹰’。”第八折“重聚”，卓文君引《古诗十九首》

中“行行重行行”，有助于烘托作品的氛围，同时调

节人物的语言和叙述节奏。《易水歌》中，先吟诗

后自报家门，成为人物出场的标准范式。其插入南

朝鲍照，唐代王维、李颀、王昌龄、王建、贾岛，宋代

苏轼等的作品，使杂剧文本构成内部跨文本互文

性，有助于唤起读者对原诗词的记忆，从而拓展文

学创作与接受的四维空间［２０］。叶宪祖多根据人物

性格和遭际而用诗摘引，能够一定程度上起到形象

塑造和情节暗示等作用。同时，将名诗作契合剧情

的改编，更能与意境融合无间，表情达意简洁宛转。

如《易水歌》中酒保上场化用王维《少年行》，并将

原诗“新丰美酒斗十千”之“新丰”改为“金台”，与

第二折燕太子请荆轲在“缥缈层台，势凌空列星堪

摘”的金台饮宴情节相照应；“咸阳游侠多少年”之

“咸阳”改为“幽州”，与燕国地理位置一致，能映衬

烘托杂剧侠义慷慨的氛围，见出作者的独出心裁。

叶宪祖杂剧中往往有隽语，穿插安置在人物宾

白唱词中。这实则蕴含了作者对于世态人情的理

解，亦藏有作者的感喟与襟怀。如《琴心雅调》卓

王孙云“俗情皆慕势，肉眼岂知人”，司马相如谓

“大丈夫志气应非小”，“羡为龙扬沆漭，欲抟鹏

奋翮扶摇”。《三义记》刘叟宾白“人心却如面，岂

得两相同”。《剧说》云叶宪祖《鸾篦记》“借贾岛

以发二十余年公车之苦”，这固然是符合剧情和人

物身份的表达，同时亦是作者心志的抒发。

（三）守伦常中求“情”

在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叶宪祖诸杂剧中，《渭塘

梦》之“情”得到尤其突出的表现。王仲麟和贾姝

子“一面情缘，百年姻契”，两人隔帘相望而暗生情

愫，因情动而梦中相会，贾姝子为“无端情绪，扰人

方寸”所困而“染成一病，没情没绪，如醉如痴”，最

终因情终成眷属。贾姝子自云：“想我二人情缘深

重，致此异事。”

叶宪祖对“情”的重视，或来自汤显祖的影响。

汤显祖颇为重情，《牡丹亭》作者题词云“情不知所

起，一往而深”，其自道：“某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

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又云：“人生而有情。

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

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２１］将情作为作品生发

的动因，并以为有情则“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

不作，天下和平”，将情置于“以人情之大窦，为名

教之至乐”［２２］的地位加以推重。《渭塘梦》颇有模

仿传奇《牡丹亭》的痕迹。生旦情缘，均全在一梦。

在情节方面，亦同将婚配之事设置为神癨之命。贾

姝子与王仲麟由梦神主婚配，颇同于《牡丹亭》中

南安府后花园花神主柳梦梅、杜丽娘二人情事。在

角色方面，两剧中的女子均为痴情所困，《牡丹亭》

中杜丽娘因“害的是春前病”而“一搦身形”，“好看

惜女儿身命，少不的人向秋风病骨轻”；贾姝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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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相思成病，形容枯槁。姝子因见仲麟而病除，丽

娘因寻梦梅复生。

对角色真“情”的追求，有助于对心灵世界的

挖掘，展现更加丰富的性格侧面，从而使叶宪祖所

塑造的人物言语举止更合乎情性本色。如同为女

子，《琴心雅调》中的卓文君、《渭塘梦》中的贾姝

子、《三义记》中的刘方和梅香，身份性格迥异，故

语气行事也各有特点。卓文君为端庄闺秀而勇敢

追求爱情：“我想来不如私奔长卿，顿偿相爱之思，

兼遂终身之托。”贾姝子为矜羞碧玉，自谓“奴在深

闺娇养，似柔枝新长”，梦中见到王仲麟，则“腼腆

羞认”。刘方假扮为男子，故用词更为豪放：“要做

木兰女替父从军，却恨严亲去世；便学得苏蕙姬回

文织锦，难教夫婿封侯。”梅香为佣人，追求感情大

胆泼辣，对倾慕的“二哥”则云“如今深秋天气，倒

得我来和你相陪才好”，对小厮则道“不是癞蛤蟆

想天鹅肉吃么”，爱恨喜怒颇为分明。不同类型的

角色“密约之情，宛然如见”。

需要指出的是，叶宪祖还受到吴江派沈瞡的影

响。吕天成评其戏曲创作：“景趣新逸，且守韵甚

严，当是词隐（沈瞡）高足。”而沈瞡戏曲“命意皆主

风世”［２３］，多蕴以伦理教化和惩劝内涵。这使叶宪

祖杂剧虽然体认“情”之生发与存在的合理性，但

其以伦理秩序为必要前提。就内阁文库所藏杂剧

四种而言，《琴心雅调》程郑对司马、卓氏当垆涤器

的评价是“大家子女露行藏，堪怜此劣相”；《三义

记》中刘方、刘奇之结情终须“爹妈如此玉成”而能

成就良缘；《渭塘梦》王仲麟与贾姝子虽梦中幽会，

然两人之好，得于梦游神主婚配，“百年夫妇明朝

定，一段姻缘天上来”。且剧中魏妪还取笑自己的

女儿“难教官法饶人，当做先奸后娶”，可见两人私

下相会于礼法定然有违，托之于梦境，真假相生，方

暂成立。

叶宪祖杂剧重“情”置于伦理秩序之下的特

点，还表现在将“情”的宣发与教化相结合，部分杂

剧突出伦理教化或惩劝风世的主题。如《易水歌》

结局仙人王子晋云：“荆卿还不晓得，燕太子宿世

有恩于你，数当报效。”将荆轲刺秦的义勇行为解

释为现世轮回和因果报应；另外如《琴心雅调》虽

采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垆卖酒之事，但不取《西京

杂记》所记“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

衣裘贳酒’”等，而道“事君子终身倚仗，操箕帚妇

随夫唱。才郎自合登卿相，暂贫窘君何悒怏”，将

人物意识中的卿相利禄、夫妇伦常观念放大化，很

大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个性和表现力。王国维先

生论云：“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

意境为元人所独擅。”［１９］８５思想主旨的平板化、整饬

化导致情节设置失于牵合，从而无法恢复元杂剧

“写人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

口出”的境界。

实际上，伦理秩序辖制内追求“情”的特点，实

则反映出以叶宪祖为代表的明代中晚期文人面对

自身命运浮沉与国家社稷之忧的双重精神困境。

《明史》载叶宪祖睹魏忠贤建生祠，窃叹“此天子幸

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而被魏削籍，其行耿介

磊落可见。又作《捶钱赋》，通过“非幼非壮、不范

不模，违错刀之金饰，类謌环薄肤”的“劣钱”之“不

才见弃”命运，抒发“余乃喟然太息，有感斯人一经

废置，复进无因”的人生感受，并曰：“吾所愿

者……使夫成毁，一好丑齐，尔各适其用。”叶宪祖

从自身关切至士人的整体命运，亦见出其幽愤悲切

的精神状态，以及担当天下道义的情怀。叶宪祖杂

剧中以梦神成就一面情缘、助荆轲完成刺秦大任并

登临仙界等改编，将“前程远大”与“洞房春色”在

杂剧中实现两全，并通过人物之心与口，宣泄精神，

挥洒情致。与此同时，经世人伦、修齐治平的轨范

又在另一方面使叶宪祖牵引着张扬的人性与飞扬

的精神适应伦理的“正途”，也由此导致叶宪祖

“情”的表现最终回归于伦理秩序的合理性，回归

“夫妻不离，爹娘自在，金榜题名”的普遍结局

范式。

五、结语

通过对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叶宪祖所作杂剧

《易水歌》与孤本《三义记》《渭塘梦》《琴心雅调》

的考察，可知叶宪祖杂剧取材的特点：辑采史传而

重构之，体现出叶宪祖的主动创作意识和创造力。

其将明人小说搬演至舞台，可见明代小说文体对于

戏曲的重要影响。其杂剧创作体现出明代中晚期

文人杂剧体制南化，剧本案头化、文章化等特质；形

式上的古与今、风格上的雅与俗、内容上的情与理，

共同构成明中叶以后文艺发展的内在动力［２４］；此

三组特点亦同时并渗透于叶宪祖作品文本之中。

通过叶宪祖杂剧的互文性与改编，可以见出明代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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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杂剧、传奇等多种文体的互动与生成关系与跨

文体的叙事传统，并可窥见中晚明时期文人在伦理

规制下，以通过南杂剧的创作实现对“情”的追求

及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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