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１ ４ －０１ －０８
作者简介：罗皓月（１ ９８７—），女，四川南充人，四川师大文学院古代文学 ２０１ ２ 级研究生。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与京剧《赠绨袍》比较研究
罗皓月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６１ ００００）

　　［摘　要］《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著名的文学著作。鲁迅先生称赞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
之离骚”。《史记》凭借其思想的深刻、描写的生动、叙事的严谨、语言的杰出等众多特色而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文学的创

作。其中有一类戏剧的创作因为《史记》而表现出了独特的色彩，作家通过对《史记》中的一些故事进行借鉴，对其故事

情节、人物形象、语言等进行艺术在加工，最终创造出一种虚构与史实交错，娱乐与教化融合的戏剧，人们称之为“史记

戏”。对这种在原著上进行改写的“史记戏”进行研究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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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剧名段《赠绨袍》是在吸取《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范
睢历史故事基础上加以改写和打磨而成的一部耳熟能详的“史

记戏”。本文试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语言三个层面将《史记

·范睢蔡泽列传》与京剧《赠绨袍》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出

“史记戏”的独特意蕴。

一、故事情节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与京剧《赠绨袍》在描写战国名相

范睢生平事迹大的故事情节上有着共同的地方。范睢在魏国

侍奉魏国中大夫须贾，他们遵从魏国丞相魏齐的命令一同出使

齐国，在出使齐国期间，范睢因为自己的才能而被齐王赏识，赐

其厚重的礼物。这导致了须贾的心理不平衡，并在归国以后以

损害魏国利益为借口向魏齐告发了范睢。范睢因此受尽侮辱，

差点被魏齐打死。后来幸得朋友的帮助，范睢辗转到了秦国，

凭借自己的能言善辩和远交近攻的政治策略得到秦王的中庸，

最终当上了秦国丞相。适逢魏国为了与秦国和聘搞好外交关

系，再次派须贾出使秦国。范睢知道后，乔装打扮后拜访须贾，

怎奈须贾怜其天寒衣单而赠范睢绨袍并留他同桌饮食。后范

睢以真实面貌示须贾，本要杀死须贾以报仇雪恨，但感念须贾

仍有旧情而馆驿赠其绨袍，最终只是羞辱了他一番，并令其归

国告知魏王严惩魏齐。

但是仔细比较京剧《赠绨袍》与《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就会发现二者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与处理上还是存在这诸多差

异。首先，京剧《赠绨袍》对《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略微提

到的情节进行了增补。比如，在京剧《赠绨袍》的第一场中，作

者交代了须贾在出使齐国前找范睢谈话，询问他说服齐王的策

略。随后还描述了须贾如何请求魏齐同意范睢和自己一同出

使齐国。这些情节在《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并未出现，文章

只是以“须贾为魏昭王使于齐，范睢从”

这十二字简单地交代了故事的开端。这样做的目的是使

《史记》并未详细交代的情节补充得更加完整，使后面故事情节

的发展看起来更加合理。其次，《赠绨袍》的作者还采用了虚构

故事情节的手法。在《赠绨袍》的第二场中，作者虚构了范睢与

齐王正面交锋辩论并最终以出众的口才说服了齐王，更是虚构

了齐王下令在偏殿设宴招待范睢的情节。然而《史记·范睢蔡

泽列传》中对于他们这次出使齐国的收获用的是“留数月，未得

报”。事实上，他们在齐国停留了几个月根本没见到齐王。第

三，京剧《赠绨袍》的作者还采用了改写历史事实的手法。《史

记·范睢蔡泽列传》中须贾知道齐王给予范睢馈赠以后，“令睢

受其牛酒，还其金”，而在京剧《赠绨袍》中却改写成了范睢自

己当场主动退还其金只接受其牛酒的情节，看不到须贾对此事

的态度。在第三场中，描写的是须范二人说服齐王和聘以后归

国受到魏齐隆重欢迎，但从《史记》上看他们并未成功说服齐

王。第四，京剧《赠绨袍》的作者还采用了省略原著故事情节的

手法。原著中有一段文字详细描述了范睢被魏齐迫害侮辱的

情形，“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睢，折胁摺齿。睢详死，即卷以

箦，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睢，故眀辱以惩後，令无妄言

者。”，以及反范睢求救于守卫“公能出我，我必厚谢公。”的情

节，但是在京剧《赠绨袍》则全部省略了。

二、人物形象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范睢是以历史人物形象出现的。

他有才能———齐王听说范睢能言善辩而给予馈赠；在秦国上书

秦王言远交近攻的策略，陈国家形式利弊，被封为丞相。他机

智———装死骗过魏齐的毒打，灵机应变请求守卫解救自己；在

去秦国的路途中，两次躲过秦相穰侯的怀疑和搜查；得知须贾

使秦，而乔装打扮放松须贾的警惕性，设计圈套让须贾当众出

丑。他爱憎分明———对于当初帮助过自己的郑安平和王稽，他

知恩图报，在秦王面前力荐二人，最终王稽官拜河东守，郑安平

出为将军。而面对曾经迫害自己的魏齐则表现出了强烈的复

仇性格，知道逼迫魏国自杀才善罢甘休。

在京剧《赠绨袍》中，范睢的形象同样具有原著中的有才

能、机智、爱憎分明的特性，但是除此之外，作者还塑造了原著

中没有的一个形象。即范睢作为一个初登仕途的政治新手对

于官场政治的阴险狡诈不够谙熟，过于显露自己的才能而被小

人嫉妒谗害的形象。从京剧《赠绨袍》的第一场、第二场、第三

场描写的故事看，范睢过于急切地表现自己的才能锋芒而不知

道收敛以全身，结果被须贾妒忌打压最后进谗陷害。这个初登

仕途的新手形象是紧贴现实生活的，非常真实并具有教育启发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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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贾的形象在《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主要出现了两次。

一次是，关于范睢与须贾出事齐国这段时间。须贾得知齐王馈

赠范睢的事以后用的是“须贾知之，大怒”，回到魏国以后须贾

的内心依然不平静“既归，心怒睢，以告魏相。”《史记·范睢蔡

泽列传》虽然没有直接说明须贾是出于嫉贤妒能而进谗告发范

睢，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揣摩出须贾善于嫉妒的形象。须贾的形

象第二次主要出现在出使秦国期间，在须贾的馆驿里，他见到

了乔装打扮的范睢，须贾可怜范睢天寒衣薄赠给绨袍并留他同

桌饮食，从这里我们能看到须贾还是感念旧情的，至少还有一

点人性的闪光。但在京剧《赠绨袍》中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一点

人性的光辉，看到的完全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形象。剧本中，须

贾赠范睢绨袍并非出于善良，而是为的遮盖前嫌并希望通过范

睢找到拜见张禄丞相的门径。“见范睢衣褴褛浑身抖战，乘此

时周济他遮盖前嫌”。当听得范睢说自己在秦国被自加东翁赶

出家门之事后，露出本来面目鄙夷地说说道“你恃才逞能，好高

犯上。如今你那东翁将你赶出府来，都是为的你这一张高傲的

嘴。我看你本性难移，一辈子也没有出息呀！”但当他听说范睢

能引荐他拜见张禄丞相的时候又虚伪地恭维道“哈哈哈……你

真是个有出息的！你可记得，我曾对你说过：范先生才高智广，

只是时运未到，将来时运亨通，必然大富大贵。”从这里我们可

以认定须贾赠绨袍这一行为并非是出于感念旧情的善心，而是

成了拉拢人心的手段，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只是一张阴险狡诈自

以为是的丑恶嘴脸。

三、语　言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与京剧《赠绨袍》在语言方面有着

共同的特点。其一，将书面语言和口语融为一体。二者书面语

言文辞典雅，有先秦散文的文质并重的特点，口语活泼生动切

合人物身份与性格。“雅”，可以是《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

范睢说秦王和京剧《赠绨袍》中范睢说齐王的说辞，气势磅礴，

散句单行，长短自如，文质并重，情理贯通。“俗”，可以是《史

记·范睢蔡泽列传》中范睢“公能出我，我必厚谢公”的求情，

可以是京剧《赠绨袍》中须贾“事成之后，这功劳还不是我须贾

的么”的独白，极富生活色彩，如当面对话。总之，在语言的运

用上，二者都是雅俗共赏富有感染力的。

但是《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与京剧《赠绨袍》在语言方面

还是有一些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二者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决定

的。《史记》是史书，讲求实事求是和语言的精炼，而京剧《赠

绨袍》是戏剧，追求的是最大程度的反映生活。所以《史记》主

要采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客观叙述事实，不可能像戏剧一样大篇

幅地采用人物对话的方式来结构故事。正基于这一点，京剧

《赠绨袍》的人物对话语言在剧中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而《史

记》的语言却以作者的文本语言叙述为主，中间只是适量地穿

插人物对话。

由以上所阐述的内容，我们可以揭示出这样一个概念，即

《史记》不光在向后世的人们提供着历史事实，同时也提供了许

多的人生经验教训和智慧。然而《史记》毕竟是有一点阅读难

度的文言文，这决定了他的受众只能局限于有相当阅读能力的

知识分子群体。而作为像京剧《赠绨袍》这样取材于《史记》的

“史记戏”凭借其对原著的多种艺术加工，很好地将历史事实与

经验教训和娱乐生活融合在一起，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使下层

民众能够在娱乐中学习历史、思考人生，不光满足了下层民众

对文化的需求，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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