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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品：杜十娘故事的传播研究

中文摘要

杜十娘故事是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轰动一时的社会实事，杜十娘确有其人并且

确实因情郎负心而将珠宝散入江中自沉绝命。文人宋懋澄“闻其事于友人"首先创

作出《负情侬传》收录于《九筲集》卷五，后逐渐被其他文人转载改编，并不断地

被多种文艺形式吸收敷演，京剧、川剧、越剧、评剧等均有此曲目，现代又多次被

搬上银幕，直至今日，杜十娘故事依然让人惊心动魄，震撼着一代代读者和观众的

心。2008年杜十娘故事被列入扬州市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古都扬州的一

张城市文化宣传名片，杜十娘故事将会以新的宣传形式扩大传播影响，被越来越多

的大众接受和理解。

本文取向很窄，从流传三百多年妇孺皆知的杜十娘故事入手，追寻其产生、发

展、流传过程，从传播学这一角度，以传播的过程来组织全文，梳理杜十娘故事的

传播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最初的文言小说到通俗小说、明清传奇，直至近代

各种地方戏曲：各种文学艺术形式，无论是戏曲、电影、电视甚至音乐，都有以杜

十娘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几个世纪以来，杜十娘故事正是以多种传播形式被广大观

众熟悉、传唱，同时还远播国外，深受世界人民的欢迎。杜十娘故事的广泛流传不仅

仅因为故事本身情节集中、人物鲜明、结构严谨，同时故事内部所蕴涵着的丰富历史

文化积淀，具有众多的文化生发点，很容易切入社会生活状态的某一方面，具有灶大

的艺术再生产能力。

除引言之外，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写杜十娘故事的文本传播，以第一

版本宋懋澄的《负情侬传》和最为流传的版本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为主，

分别叙述二者的艺术成就和二者的不同之处。第二章主要叙述杜十娘故事的舞台传

播，舞台传播是杜十娘故事传播中较为系统的方式，比文本传播更具有普及性和影

响力，使得杜十娘故事在民间的影响更加深远。第三章分析杜十娘故事的影视网络

传播，借助现代传播媒介可以进行更快捷的传播，既扩大了受众群体，又带来了对

杜十娘故事的全新理解。第四章探讨杜十娘故事的观念演变与传播话语，同一故事

在不同的时代，通过不同传播者、不同改编者的解读，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和人

物风情。

关键词：杜十娘故事：文本传播；舞台传播：影视网络传播：观念演变



Abstract

Du ShiNiang’s Stor)，waS true d嘶ng Emperor Wan Li，Ming Dynast)r．Du ShiNiang

waLs a real person who tlH’ew all her j ewelry into Chang Jiang融ver aIld she herself also

dro、vned because herloVer betrayed her．Literati Song MaoCheng‘‘Wen Qi Shi Yu You

Ren(1e锄jng this“ng行om llis衔end)’，created flrStly凡Qf略ⅣD馏劢“鲫which、ⅣaS
embodied in Jiu Y．ue Ji，v01．5．Tms anicle w2Ls reshipped and transcribed by otller

1iterates，and itⅥ郴absorbed by many狐fonlls．Beijing Oper钆Sichuan Oper％Yue

Opera a11d Ping Opera all haVe mis melody；now it haS been pe响rmed on the silver

screen for many times．Till t11e present day’Du ShiNiallg’s story still conⅦlses a great

number of readers and audiences．In 2008，it waLs rar墩ed into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of Y撕g Zhou ci吼aJld tllen it became aIl adVenising card for‰g Zhou’s

culture．Du SⅢiang’s stor)r wiU be spread aboard in a new f．onn，and will be accepted

arld understood by more and more people．

In this essay'I choose a little topic to study the begi衄ing，deVelopmem and

spreadillg process of Du ShiNiang’s stor)r；and I coordinate me spreamng Sta_tus of Du

ShiNiang’s story from the angle of coInmumcation．W色can get the general idea about t11e

preVious classical Chjnese noVels，f’0lk noVels，Legends of Ming and Q“19 Dynascy and

VariouS regional dramaS in neoteric time．Many litera巧and an f．0nns such雒dramaS，

moVies，TV programs a11d muSic aJl haVe works whose topic are about Du ShiNiaIlg．For

seVeral cennlries，Du ShiNiang’s story haS been spread abroad and quite populaL The

谢de spreadiIlg of Du ShiNiang’s stor)，is not only because t11e sto叮itself h酆

concen仃ated plot，ViVid ch2Lracters and precise stmcture，at the s锄e time t11e story haS

rich 11istory and culture，whjch makes its铲eat ability of绷reproduction．

Except preface，this article haS f．our chapters．The first ch印ter is mainly about血e

spreading of Du ShiNiang’s stoD，in the fbm of text．Here 1 will talk about恤art

achjeVemem aIld the diabrences between the first edition of Song MaoCheng’s凡l Qf馏

ⅣD馏劢“册and the most popular edition—Feng MengLong’s D甜黝抛口馏4胛矿砂
≤涵，z七J台1VPf，y 2’D。西sP口“z The second chapter is dbout me stage dif!fhsion of Du

SlliNiang’s story．The stage di倚峪ion is a systematic way锄ong the spread of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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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MNiang’s story，which is more popular and influential也an me dif扎sion in t11e f．0nn of

text．nle“rd chapter analyzes tlle di肌sion of Du ShiNiang’s Stor)，t11rough吐Ie silVer

screen and也e i11temet．Depending on me modem dimlSing media can make f瓠ter

di行bioll'w11ich rlot omy e111arges t11e audience but brings tlle completely new

uIlderstanding on Du ShiNiang’s story．The founh chapter studies t11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110u曲tS on Du SⅢiang’s story and dimISing discourse．The s锄e stor)，iIl

di侬肥m thes has difI’erent spirits and ch2uracterS’unders伽ding t11rou曲me explaIlation

of di毹rent dj觚ers aIld adapterS．

Key words：Du S删iang’s Story；me diffusion

difmsion；di妇msion throu曲tlle silVer

deVelopmem and change of moughts

m t}le fom of text；stage

screen and吐le i11teme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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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杜十娘故事是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轰动一时的社会实事，文人宋懋澄“闻其事

于友人"首先创作出《负情侬传》，由于文体、社会时代等一些原因限制，未能得

到广泛流传。经晚明文学家冯梦龙改编修饰后成为白话小说翘楚的《杜十娘怒沉百

宝箱》在后世被广为传播，不断地被多种文艺形式吸收敷演，京剧、川剧、越剧、

评剧等均有此曲目，现代又被多次被搬上银幕。

通过纵向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从最初的文言小说到通俗小说、明清传奇，直至

近代各种地方戏曲；横向比较又可以看到，各种文学艺术形式，无论是戏曲、电影、

电视甚至音乐，都有以杜十娘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对杜十娘的故事，很多研究者进

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与探讨，其中张中先生的《论杜十娘》(《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

第3期)对杜十娘故事经久流传的现象进行了探讨，从杜十娘、李甲、孙富三个人

物角度谈论杜十娘悲剧的可能性，每一个人物都有独特的个性和生命力。徐旭平、

李亚丽的《杜十娘形象的演变及意义》(《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

期)将宋懋澄《负情侬传》和冯梦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进行比较，从社会学的

角度切入研究，结台晚咧的社会背景和士人的生存状态和心态，探讨造成杜1．娘悲

剧的根源在于时代的政治经济专制主义。

以往对杜十娘故事的研究大多是片断的、零散的，本文则以现有资料为基础，

从传播学这一角度，以传播的过程来组织全文，追寻其产生、发展、流传过程，对

杜十娘故事的传播做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进行新的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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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杜十娘故事的文本传播

文本的传播是一个流动、演变的系统过程，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不断的

有他人加入进行再创作、再发展，主动推进了文本的传播工作。但这其中第一传播

者无疑是首创者本人，因他的创作，文本才得以流传，成为最初源头，也成为被其

他参与传播的人再创造、再发展的底本。所以最初的文本是我们要寻找的文本传播

的源头。杜十娘故事是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轰动一时的社会实事，杜十娘确有其人

并且确实因情郎负心而将珠宝散入江中自沉决命。文人宋懋澄“闻其事于友人"首
孳

先创作出《负情侬传》收录于《九篱集》卷五，后逐渐被其他文人转载改编。“明

清在传播形态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作为民间文化的传

播形态，口语文化已经极为成熟，逐渐为书面文化所吸收，这种变化是通过当时市

民文化的主要形态——明清小说来完成的。”∞明代是中国印刷业的成熟期，发达的

印刷技术和高度商业化的刻书业，使小说以印刷文本大量行世，文本成为作品传播

的主要方式，通过文字的书写和形象符号的表达实现其传递播功能。印刷不仅仅是

一项技术，而且成为一种传播媒介，使小说成为一种大批量生产的可复制的商品，

刺激了小说的流通和商业化，扩大了小说的作者群和读者群，为文化和思想的传播

提供了便利条件，大量优秀作品得以出版流传，文本传播是杜十娘故事传播最基本

的途径之一。

第一节宋懋澄和《负情依传》

杜十娘故事为后世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的版本是经冯梦龙撰辑的白话短篇小说

集“三言"《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亦见江南詹詹外史(有

称詹詹外史是冯梦龙别署)《情史类略》第十四卷情仇类《杜十娘》。但根据胡士莹

先生《话本小说概论》：“《情史》卷十四《杜十娘》篇末提到‘浙人作《负情依传》’。

。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作家：J{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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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情侬传》实为云间宋懋澄(幼清)所作，亦即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蓝本。”①

这里所说的浙人即明朝文学家宋懋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即源于他创作的《九

篱集》卷五之《负情侬传》，是宋懋澄根据当时轰动一时的社会时事，经过艺术构

思和加工处理精心创作的，作为第一文本无疑是最有价值的，它为杜十娘故事定下

了悲剧基调，留下了可塑空间。

作为明代的文学家，宋懋澄远远没有同时代的文人受到重视，他的作品《九筲

集》直到近代才得以发现，才以文学家的身份见于一些文学史、小说史的专著中。

宋懋澄(约1569—1620)字幼清，又字稚源、自源，号九龠生，华亭(今上海松江)

人。曾中万历四十年(1612)乡试，但此后三赴进士试不第，布衣终身。早年“喜

郊游，幕古烈士风，私习兵法，散财接客，欲建不世功’’圆。三十岁后，”北游京师，

折节学文，好论世事而遭人忌，遂归故里，从事诗文及文言小说创作。他勤于著述，

有《九筲集》和《九龠别集》行于世，是明代后期较有影响的文言小说作家，其中

《负情侬传》、《珠衫》等在明清小说史和戏曲史上都是具有原型意义的名篇。但因

作品中较多对现实不满之情及“异端”因素，在清中叶后被列为禁书。《九衡集》

向无刊本，王利器据其所藏钞本校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负情侬传》全文约二千一百字左右，写明万历间，浙东某乡藩臬子李生入资

游北雍，与教坊女郎杜十娘情好，后李生资财穷匮，为鸨母所厌。十娘以为李生真

情可托，誓以身归李生，共同筹资令代为赎身。临行时，诸姊妹各赠珠宝，于此处

埋下伏笔，此箱即为后来十娘之所沉百宝箱。两人乘舟南归，行船至瓜洲，因风雪

阻渡。遇新安盐商，偶窥得十娘佳容，慕十娘姿色，欲以干金易之。李生恐穷乏携

妓而归，畏严父怒，意有所动。十娘探知其意，伪允之，次日过舟时，当众取妆台

中所暗藏无数珍异宝物抛入江中，怒斥盐商与李生，投江而死，演绎出“怒沉百宝

箱"之悲剧。

《负情侬传》故事叙述完整而紧凑，脉络清晰，结构严谨细密，情节辗转奇特，

奠定了基本的故事结构。在一系列如欢场相恋、巧计赎身、殷勤谢别、中道见弃、

愤怒投江的故事情节中，一个貌美、聪明、坚强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通过杜十娘

。胡士茕：‘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2页
。‘松江府志》卷四十四‘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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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悲剧性揭示了小说的主旨，谴责李某的负情，赞叹杜十娘的贞烈：“噫!若女郎，

亦何愧子政所称列女哉!虽深闺之秀，其贞奚以加焉!”∞

《负情侬传》语言清丽典雅，文笔冼练含蓄，富有表现力。以精确、生动而富

有动作性的字句，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情感变化全部由人物自身的一言一行来

体现，人物之心曲隐微，随口拈出，形成了不尽言传的独特表达方式。当杜十娘用

激将法让鸨儿答应自己从良后，“女至夜半，悲啼’’凭真情打动李生，用智慧考验

李生，出主意向亲友借贷；当李生借贷无果，空手来见时， “女中夜叹日：郎君果

不能办一钱耶?"流露出对李生的一丝失望之情；当李生敛金百两时，“女雀跃日：

毋忧”，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宋懋澄用“啼”、“叹"、“雀跃”等动词揭示了杜

十娘思想感情的波澜，表现出杜十娘悲伤、失望、喜悦的内心情感活动。

《负情侬传》还注重环境氛围的营造，体现其独具的匠心。杜十娘本来已在周

密细致的从良计划中高奏凯歌，但返乡途中“黎明而风雪阻渡”、“雪色森然"，

正是因为这场雪，十娘和李甲滞留于瓜洲古渡，被新安人乘机而入、蛊惑挑拨，美

好理想毁于一旦，从而使故事波澜起伏、回旋跌宕，获得了审美张力。愤怒投江是

作品的重头戏，以占全文四分之一的笔墨进行描绘，矛盾集中，层次分明，皴染充

分，情节前后衔接依次递进，逐渐推向高潮，也使人物形象更鲜明生动，故事荡气

回肠，留下浓重的一笔。

小说最后一节，作者效仿史传章法，另赘“宋幼清日”一段文字，写十娘死后

化为水神专司风波事，并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故事的来源和作品创作的时间：“余

自庚子秋闻其事于友人，岁暮多暇，援笔叙事”。“丁末携家南归，舟中捡笥稿，

见此事尚存，不忍湮没，急捉笔足之，惟恐其复崇，使我再捧腹也。既书之纸尾，

以纪其异，复寄语女郎，传已成矣。"@叙事曲折、摇曳生姿，给人以有余不尽之

感，同时也加强了作品的可信性。

宋懋澄以纪实的笔法将现实社会生活入篇，而且把《负情侬传》和友人的传记

一起列入《九筲集》第五卷，没有列入第十卷《稗》，同时集中卷九还收有《祭女

奴堕水文》、《黄河祭亡奴文》和《再祭女奴露桃文》三篇，都与杜十娘故事有关，

。【明]宋懋澄撰，王利器校录：《九箭集》，中国科学⋯版社，1984年版，第l 17页

∞【明】宋懋澄撰，王利器校录：‘九{拜}集》，中国科学il{版祉，1984年版-第117·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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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确有此事。《负情侬传》改变了文言小说“托往事而避近闻”的创作倾向，把

握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即使写鬼怪也赋予了强烈的现实人

生色彩，使人读来饶有兴味亲切可信。行文虽然平铺直叙，但曲折有致，文笔清理

典雅，节奏松紧有度，寓情于景相为衬托，颇有唐人之风。宋懋澄首次把发生在现

实社会中的杜十娘事创作为文学作品，正因为他颇具经典性的创作，才有了后世家

喻户晓的杜十娘，开拓杜十娘故事的传播空间。

宋懋澄族人宋存标编《情种》一书，卷四收入此传，并写有评论： “居士日：

‘噫，若女郎亦何愧子政所称列女哉!虽深闺之秀，其贞奚以加焉!’又日： ‘十

娘是杜秋现身，李生是李圭余孽。’又日： ‘新安人天下有情人也，其说李郎也口

如河，其识十娘也目如电，惜十娘之早遇李生而不遇新安人也，使其遇之，虽文君

之与相如，欢如是耳。虽然，女不死不侠，不痴不情，于十娘又何憾焉。"天都逸

史冰华生徽州人潘之恒编辑的《亘史内纪》卷十一也收入宋氏此文，日： “杜十娘

为厉欲乃尔，盖冤鬼耻为人负也。宋郎作此传，几再病而竟陨露桃，余令我绝笔矣。

虽然，宁无才鬼感激思报者乎!吾平生风流罪过甚多，不愁倩魂作祟，直恐伧鬼抱

恨，含沙射人；然微唾尚能掩之，毋惧也。本传‘少年’作‘新安人’，我不愿舆

同乡，故削去，非为之讳，当为愤俗者所原耳。’’①

第二节冯梦龙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使杜十娘故事大放异彩的是冯梦龙改编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冯梦龙

(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别号绿天馆主人、可一居士、茂苑野史、墨憨

斋主人、词奴、顾曲散人、香月居主人、詹詹外史等，直隶长州(今江苏省苏州市)

人。冯梦龙才华出众，泛览百家，诗文词曲皆有涉猎，均有著作，尤对通俗文学情

有独钟，编撰及出版“三言"是他对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重大贡献。冯梦龙的思想

深受晚明启蒙思潮的浸润，十分重视儒家伦理的通俗化、平民化，善于从市井细民

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发现意义深远的人物情理，注重通俗文学的娱乐教化功能。

他在署名可一居士的《醒世恒言·叙》中谈及编撰这三部小说集的目的时说：

。【明】宋懋澄撰，王利器校录：‘九衙集》，中国科学{jj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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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昔浊乱之世，谓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

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

则兹刻者，虽与《康衢》、《击壤》之歌并传不朽可矣。崇儒之代，不废二教，亦谓

导愚适俗，或有藉焉。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

国史之辅，不亦可乎?"目的就是要达到一定的教化作用，劝诫世人。在署名绿天

馆主人的《喻世明言·叙》里也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

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

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斗，

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

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这段文字则进一步表明冯梦龙的文学态度，他把通俗小说

的教育意义与被称为儒家经典的《论语》相提并论，认为小说的教育意义可以超过

《论语》，重视小说对人性的影响，对读者的道德感动力。这种思路也反映在对《负

情侬传》的改写过程中，从整个故事改写看，主要有几个方面的改动：

一、故事结构的扩展

(一)人物的设置

1、人物重心的转移。《负情侬传》以“负情”点题，并附有题解，“王仲雍《懊

恨曲》日： ‘常恨负情侬，郎今果行许。’作《负情侬传》。”简要叙述了故事梗

概。显露出来的创作意图是斥责负心郎，文中的男主人公才是叙述的主要对象，是

批判和揭露的对象；《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则以女主人公杜十娘作为落笔所在，是

赞美、同情、哀悼的对象，主角发生了变异，作品的主旨和情感也必然发生转移。

“百宝箱”进入篇名，突出了其在故事情节发展中的作用，而且用“怒沉"一词标

示出故事情节的奇巧动人之处。

2、人物的安排。《负情侬传》中人物皆以“李生’’、“杜十娘”、“新安人’’

抽象名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对出场人物的来龙去脉先作一一介绍，不仅使每

个人物具体化，而且对关键人物都有了具体描述：李生， “姓李名甲，字子先，浙

江绍兴府人氏”；杜十娘， “那名姬姓杜名嫩，排行第十，院中都称为杜十娘”；

新安人， “却说他舟有一少年，姓孙名富，字善赉，徽州新安人氏。家资巨万，积

祖扬州种盐。年方二十，也是南雍中朋友。’’对原作中的次要人物李生父、教坊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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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也改为“老布政”、“谢月朗、徐素素”使人物具象化，加强了配角在故事情节

叙述中的功能与作用。

3、人物的增加。《负情侬传》人物关系比较简单，《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增加

了柳遇春这一关键人物，勾连故事并贯串小说的始末。故事的缘起就是二人同游

“因在京坐监，与同乡柳遇春监生同游教坊司院内，与一个名姬相遇”；李甲筹金

无门，无处投宿，只得往同乡柳监生寓所借歇；借钱不成， “再求柳遇春"；拿来

杜十娘的银两，柳遇春慨叹杜十娘“真有心人也”，一口应允“吾当代为足下谋”

且“自出头各处去借贷”，两日之内，凑得“一百五十两”，日实怜杜十娘之情也；

李甲拜辞柳遇春时，又是一番感叹：“十娘钟情所欢，不以贫富易心，此乃女中豪

杰"；柳还乡途中，泊船瓜洲，无意中得到百宝箱，夜梦杜十娘倾诉，“每怀盛情，

悒悒未忘。早间曾以小匣托渔人奉致，聊表寸心，从此不复相见矣。"柳遇春这一

人物的增加打破了故事的直线性和平面性，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丰盈充实，故事情

节更真实生动曲折，而且使杜十娘故事的悲剧意义相对地被放大。他既是李杜爱情

的见证者也是悲剧的知情者，最后还帮助作者完成了“善有善报”的道德说教。。

(二)情节的渲染

冯梦龙对《负情侬传》的背景、情节进行了渲染与扩充，描写更为具体、细腻、

真实感人，情节描写更曲折紧凑，人物性格塑造更加细腻丰满，作品的时代气息更

为浓郁，并且传达出改编者的叙述趣味，体现出新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倾向。

《负情依传》以“万历间，浙东李生，系某藩阜子，入资游北雍，与教坊女娘杜十

娘情好最殷。往来经年，李资告匮，女郎母颇以生频来为厌，然而两人交益欢。”开

篇，直切主题，导入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预先确定了故事基调和主旨。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则以“扫荡残胡立帝畿，龙翔风舞势崔嵬。左环沧海天一带，

右拥太行山万围。戈戟九边雄绝塞，衣冠万国仰垂衣。太平人乐华胥世，永永金瓯

共日辉。"七言律诗作为开篇，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国写起，写明成祖迁都北

京，一直写到明代第十一位天子武宗皇帝朱厚照削平三处寇乱，再到万历二十年间

发生的故事。强化设置故事的背景，确定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等因素，有利于展

开情节。经过巧妙的构思，人物遭遇、故事发展有了更苍凉深遽的背景，能够更清

楚，准确地展开故事。万历年间，国库空虚粮饷紧张，故暂开纳粟入监之例，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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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家公子、富室子弟纷纷援例做太学生，好谋个前程，李甲、柳遇春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游学京师的。又如《负情侬传》以“雪色森然"景色烘托杜十娘投江气氛，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则以“捱至五更，忽闻江风大作。及晓，彤云密布，狂雪飞

舞”大雪纷飞的恶劣寒冷天气衬托十娘的不幸处境，增加了悲剧力量。

《负情侬传》写杜十娘催促李生筹措三百两银子以赎身，李生“遍辞亲知，多

方乞贷”，亲皆“援引支吾”，“因循经月，空手来见”，七十余字一笔带过，叙

事比较单调，粗线条勾勒。《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却洋洋洒洒达一千多字，极尽铺

叙之能事。先叙李甲到三亲四友处借贷，“没有个慷慨丈夫"；继之写到柳遇春处

借歇，柳劝说是“烟花逐客之计”，劝“早早开交为上"；再写杜十娘“连日不见

公子进院，十分着紧"，央求下人四处找寻；下人“一把扯住，死也不放"把李甲

推进十娘的门；晚上十娘拿出自己的私蓄一百五十两碎银；后来柳遇春为十娘的真

情所动，“代为足下谋之”为李甲凑足三百两银子。一路写来时而山穷水尽，陡转

柳暗花明，峰回路转曲折生动，情节跌宕起伏，节奏感很强。

《负情侬传》写杜十娘夜船清歌：“倩女清歌，少酬江月，女婉转微吟，忽焉

人调，乌啼猿咽，不足以喻其悲也。”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改写为：“十娘兴

亦勃发，遂开喉顿嗓，取扇按拍，呜呜咽咽，歌出元人施君美《拜月亭》杂剧上‘状

元执盏与婵娟’一曲，名《小桃红》。”不仅写出十娘的情态“兴亦勃发"， “呜

呜咽咽’’，而且点出十娘的动作， “开喉顿嗓”， “取扇按拍”，如闻其声如睹其

人。特别是还点明了十娘演唱的曲目，《小桃红》一曲见明世德堂本《拜月亭·成

亲团圆》写蒋世隆、王瑞兰夫妇历尽磨难终得团圆的爱情故事。此时杜十娘的演唱，

表现了她对未来满怀着憧憬，又充满着忧虑的复杂心情。描写细腻逼真，更符合杜

十娘在特定境遇下悲喜交集的心境。

《负情侬传》的“后记"，写杜十娘的鬼魂找到作者，要求不要为自己作传，

否则将施以报复云云，带有荒诞迷信的色彩。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结尾，则

十分清楚地显示了作者对因果报应说的宣扬j“李甲终日愧悔，郁成狂疾，郁郁而

终；孙富终得恶报，奄奄而逝”；柳遇春“束装还乡，停舟瓜步"，失盆于水，捞

起来的却是一只装满珠宝的小匣，晚上梦见杜十娘聊表谢意，柳遇春此时方知十娘

己死。这种结尾比《负情侬传》则更为圆满，这种因果报应式的大结局完成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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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终得报的道德说教。

二、艺术形式的发展

(一)语言风格

《负情侬传》文笔典雅疏朗、清丽蕴藉，语言简洁精省、凝炼含蓄，富有形象

性和表现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为主，文笔清新流畅，通俗

易懂，从文字型文学语言复归口语型文学语言，将文言小说转变为便于文人案头阅

读的拟话本，使用许多诗词、民谣俗谚、对偶句等衔接照应勾连故事、推进情节调

整节奏，语言生动活泼。如“恩深似海恩无底，义重如山义更高’’形容杜十娘与李

甲两人真挚的情感；“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来”舒缓杜十娘离开妓院的

紧张气氛；“说着钱，便无缘"、“不信上山擒虎易，果然开口告人难’’来描绘李甲

遍求借贷无门的艰辛：用民谣俗谚“以利相交者，利尽而疏"刻画鸨儿的贪财无义

嘴脸。

《负情依传》对杜十娘的侧面描写只有一句话，文笔精省： “姿态为平康绝

代"、“管弦歌舞妙出一时”，点到即止，将人物外形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统一，暗

示出杜十娘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冯梦龙为突出杜十娘的“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

之貌”，以饱蘸的情感进行了泼墨描写：“浑身雅艳，遍体娇香，两弯眉画远山青，一

对眼明秋水润。脸如莲萼，分明卓氏文君：唇似樱桃，何减白家樊素。可怜一片无瑕

玉，误落风尘花柳中”：侧面描写王孙公子“一个个情迷意荡，破家荡产而不借”，

若和与其他青楼女子比较就会是“坐中若有杜十娘，斗筲之量饮千觞。院中若识杜

老嫩，干家粉面都如鬼”。而对孙富的外貌刻画，则是“生性风流，惯向青楼买笑，

红粉追欢，若嘲风弄月，到是个轻薄的头儿’’，充满鄙夷之情。浓墨重彩的人物外貌

描写，出神入化，极为生动。

《负情侬传》注重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语言的描写比较简略。而《杜十娘怒

沉百宝箱》中，人物的对话描述十分细腻，让人物按着自己的本性去说要说的话。

各显不同身份，各具不同之性格特点。。杜十娘为聪明勇敢，善良热情、刚烈坚毅的

巾帼豪杰；李甲是放荡薄情、庸儒无义的纨绔子弟；孙富乃为轻薄浮浪，工于心计

的阴险奸商：柳遇春则是仗义疏财，真挚重情的谦谦君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尤其表现在一些市井人物的唇吻之间，不仅说一人，肖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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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涉一行，精一行。如写妓院老鸨，《负情侬传》仅“以言辞挑怒"“己而声色竞

严’’两旬概括描写；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则用语言刻画： “我们行户人家，吃

客穿客，前门送旧，后门迎新，门庭闹如火，钱帛堆成垛。自从那李甲在此，混帐

一年有余，莫说新客，连旧主顾都断了。分明接了个钟馗老，连小鬼也没得上门，

弄得老娘一家人家，有气无烟，成什么模样!”这段话纯用口语，从说话内容、口

气到说话的环境时机，无一不切合这个饱览世故、贪得无厌、唯利是图的鸨母的性

格特征，而且还表现出说话人的语气神态。

(二)人物形象的刻画

《负情侬传》写李生被新安人迷惑，准备将杜十娘典卖，杜十娘“挑灯俟生小

饮”，李生“目动齿涩，终不出辞”；待到夜半，又“悲啼不已"，杜十娘“急起

坐抱持”；杜十娘追问时， “生言随涕兴，悲因情重，既吐颠末，涕泣如前”，得

知原委后“女始解抱”，虽然写出了人物动作但没有传达出杜十娘当时当地的心理

世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则用精细独到的细节刻画瞄折地反映出人物的内心活

动，李甲与孙富处饮酒“竟日未归”，杜十娘“摆设酒果，挑灯以待’’；“见公子颜

色匆匆，似有不乐之意”，杜十娘乃满斟热酒劝之； “公子摇头不饮，一言不发”，

杜十娘心中不悦， “解衣就枕”； “公子叹息，终不启口"询问几次仍无回答，公

子睡去，“十娘委决不下，坐于床头而不能寐”；夜半，公子欲言又止，“扑簌簌

掉下泪来”，杜十娘“抱持公子于怀间，软言抚慰”。一系列的动作细节描写，可感

受到杜十娘对李甲那种深切的关怀、真挚的爱情。李甲受孙富挑拨，负情典卖，面

对十娘，开始时欲言不语，“扑簌簌掉下泪来"，被逼不过“含泪而言”，十娘追

问“泪如雨下”，十娘痛痛快快应承之后，李甲“收泪”、“欣欣似有喜色”，李

甲的情态变化暴露出他虚情假意、卑怯绝情的心理。杜十娘得知李甲出卖她的原委

后，“十娘放开两手，冷笑一声”，既写了动作，又写了情态，心理容量更大，把

十娘内心的满腔悲愤和坚强不屈的情感有节奏、有波澜的表现了出来，次日四鼓，

“即起身挑灯梳洗，脂粉香泽，用意修饰，花钿绣袄，极其华艳，香风拂拂，光采

照人"，“微窥公子，欣欣似有喜色”，细致入微刻画十娘痛恨李甲变心但仍对爱

情抱有最后一丝希望的复杂心理。

、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通过语言表现尖锐的矛盾冲突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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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十娘却依依不舍的李甲即将被逐、鸨儿牢骚满腹的时候，聪慧的杜十娘早已想

好了计谋。当鸦，乙再发牢骚，不经意说了句气话——“有本事童几两银子与我，到得

你跟了他去”的时候，久有从良之意的杜十娘紧追不舍，欲擒故纵迫使鸨儿与她

“拍掌为定捧。两如何筹措三酉两银予呢?这在鸨歹L看来眈登天还难，在李孚看来

也是忧喜参半，可在杜十娘的眼里却早有成算，但杜十娘还要考验的是李甲能否为

终身依托。所以，在这一系列情节交错发震中，杜十娘是积极主动的，李掌却是消极

被动的。杜十娘聪慧美丽而又善于谋划，而李甲却是个薄情寡义、庸懦自私的纨绔

子弟。人物性格推动了矛盾冲突的发展，矛盾冲突的发展又进一步展示了人物性格。

(三)叙事的艺术

冯梦龙的改写最精彩之处就是在叙事过程中突出悬念，使叙事呈现高～种跌宕

起伏、一波三折的效果，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负情侬传》对杜十娘百宝箱在文中

只作了一次提示，即杜十娘与李甲返乡同院中诸姊妹告剐时， “诸姊妹复相谓

日：‘郎君与姊，千里间关，而行李曾无约束。’复各赠以一箱。箱中之盈虚，生不能

知；女亦若为不知也者。”

冯梦龙紧紧抓住这条伏线并大而化之，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作了四次暗

示：第一次怒李甲筹集杜十娘的赎身银两四处奔波一无所获之时，杜十赧拿出群妾

所卧絮褥内藏有碎银～百五十两，此妾私蓄，郎君可持去。三百金，妾任其半，郎

君亦谋其半，庶易为力。限只四日，万勿迟误l”

第二次是杜十娘赎身后，老鸨扣下她平时的衣服首饰，院中姊妹赠予她穿戴衣

饰，她与李生向姊妹道谢时，谢月朗说：“侯有定期，小妹当来相报。但阿姊千里闻

关，同郎君远去，囊簇萧条，曾无约束，此乃吾等之事。当相与共谋之，勿令姊有穷途

之虑也。”

第三次是杜十娘和李甲返乡告别众姊妹，谢月朗与徐素素给杜十娘送行时，

“月朗道： ‘十姊从郎君千里间关，囊中消索，吾等甚不能忘情。今合具薄赆，十

姊碍检收；或长途空乏，亦可少助。’说罢，命从人挈一描金文具至前，封锁甚固，

正不知什么东西在里面。十娘也不开看，也不推辞，但殷勤作谢而已。脬

第四次是路途中李甲用完那二十两自银，势行资匮乏发愁。“公子正当愁闷，

十娘道： ‘郎君勿忧，众姊妹合赠，必有所济。’乃取钥开箱。公子在旁自觉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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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敢窥视箱中虚实。⋯⋯十娘仍将箱子下锁，亦不言箱中更有何物。"

对百宝箱的多次铺垫和暗示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当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时，才最

终将这包袱抖开，使得故事陡然转到一个原本没有想到的结局上，出乎意料细细品

味却又在情理之中，这种写法制造了叙事张力，控制了叙事节奏，又增加了情节的

波澜，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同时百宝箱的藏头露尾，含有两层隐喻：一是百宝箱丰富的内蕴和潜在的价值

与杜十娘高尚的品德、高洁的人格形成了一种对应，它的每一次显露，都帮助杜十

娘的性格更趋丰满；二是百宝箱一路上忽隐忽现，藏头露尾与杜十娘从良之路的前

途未卜形成对应。在一步步展示杜十娘人格魅力的同时也渐次揭示出李甲性格中的

懦弱无能形成另一组对应关系，使读者增加了对杜十娘前途的关切。百宝箱的最终

揭示不仅使戏剧性的高潮达到顶点，而且百宝箱内涵的无价与杜十娘人格精神的无

价，再次构成一种互为象征的关系。回

第一作者宋懋澄的创作为冯梦龙的创作提供了底本、素材，同时也留下了广阔

的想象空间；冯梦龙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加工、创造，使作品的层次更丰富，

情节更曲折，结构更完整，他们共同使杜十娘这一艺术形象成为流传千古的艺术典

型，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艺术的画廊。

第三节杜十娘故事的海外传播

《负情侬传》在明代就已经远播海外，在朝鲜、日本等地广泛流传。“据孙楷

第‘今古奇观题解’，则此本今在朝鲜刊本的《文苑楂橘》中。题解云：演万历间

绍兴妓女杜十娘事，见《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事，明人盛传，宋幼清《九篱集》

有传，今未见。《情史》卷十四，亦载十娘此事，云浙人好事者为《负情侬传》，今

在朝鲜刊本《文苑楂橘》中，所记甚详。以李生之愚，而十娘误事之，江涛沦没，

同屈子之冤，较之李益薄情，尤赠愤慨。小说据实敷衍，差足动人。"圆现存高丽

活字本和抄本的朝鲜佚名据明本《文苑楂橘》选编的《删补文苑楂橘》，卷二即收

。参见周建渝：‘重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江苏吉籍出版社，2002年版，
第2“一283页

蕾阿英：‘阿英说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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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此文，题作《负情侬》。《今古奇观》(以“三言”、“二拍”为基础的小说优秀

选本，社会上流传很广)在江户时期即已传入日本，在日本出版了“和刻本”。日

本宝历三年(1753年)近松左卫门(奚疑斋)译出《杜十娘》，三十年后，都贺庭

钟(1718一1794)出版《古今奇谈后编·繁野话》将杜十娘故事与日本的历史、文

学结合起来，改写为《江口游女愤薄情怒沉百宝赴水亡》，变成了青年小太郎与妓

女白妙的爱情悲剧故事。

杜十娘故事在欧洲的传播主要通过《今古传奇》(即《今古奇观》)的传播实现，

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今古传奇》是18世纪传入法、英、德各国，

是被介绍到欧洲的第一部中国小说选集，其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爱情故事，

情节曲折、性格鲜明、语言流畅、描写细腻在民间广为流传。"《今古奇观》从1735

年以来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杜十娘的故事也不断地被选译，深受欧洲读者喜爱。

英译本：

1、塞缪尔．f白奇(S锄ul Birch)《杜十娘怒沉百宝箱》(The CaSket of Gems)，1871

年连载于《凤凰》杂志(ne．Phoenix)，1872年由《凤凰》杂志编辑部出版了单

行本。

2、豪厄尔(E．B．Howell)《名妓》(1k Counesall)，《今古奇观：归还新娘及其

它故事》(nle Restinltion ofthe Bride and Otller Stories矗om the C11inese)，1926年分

别由伦敦布伦和塔塔的沃纳劳里有限公司出版。

3、法国汉学家莫朗(Soulic do Morant)《蒙辱的东方女子》(EaStem Sh锄e Girl)，

《中国爱情故事》(Chincsc Lovc刚cs)，1935年纽约三塞壬出版社出版。

4、林语堂(LiIlYu-t'ang)《杜十娘怒沉百宝箱》(MissTu)，《寡妇·尼姑·名妓》

(Widow’Nun and Cou疵san)，1950年由纽约约翰戴伊出版社出版，1971年由西港

格林伍德出版社重印。

5、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s‰g)《名妓的珠宝箱》(nle Counesans Jewell Box)，

《明代小说选》(Stories丘om t}le Ming D)，11哪)，1955年载于《中国文学》(Chine∞
Literature)第三期。又以两人发表在《中国文学》上的译文为主，1957年由北京外

文出版社出版了《名妓的宝箱》(nle Counesalls Je、ⅣeIl Box)一书。

、6、马幼恒(Y W．M a)和Joseph S M．Lau《杜十娘怒沉百宝箱》(Tu SM．11iaI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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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ll(s me Jewel Box in Anger)，《中国传统短篇小说——主体与变化》(Tradition越

CMnese story．Themes andⅧiatiQn)，1978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7、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杜十娘怒沉百宝箱》(111e CounesaIls Je、Ⅳell Box)，《懒

龙-中国明代短篇小说集》(Lazy Dragon Chinese Stories舶m t11e Ming Dyna唧)，1981

年由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今古奇观》中德译本最多的一篇故事。

1、格里泽巴赫(Eduard Grisebach)《杜十娘怒沉百宝箱》，(Tu Schi．Iliang、砸R

en协lsted daS Juwelenk stchen in die Fluten)，《中国小说》(CKnesische Novellcn)，1884

年由莱比锡蒂尔出版社出版，(Leipzigl884)。

格里泽巴赫编译的另一本《中国小说》(C№esische Novellen)，也收有《杜十

娘怒沉百宝箱》，1945年由巴塞尔比克霍伊泽尔出版社出版。

2、卫礼贤(硒chard WiⅡlelm)译《杜十娘的故事》(Die Gescllichte der Tusc蛳ang
auS der chinesischen Novellens锄m—lung Kin K-u K’I K啪)，《中德季刊》(ChiIlesische
Bl tter台Wissensch心und K unSt)，1925年达姆出版(Da衄s锄t1925)。

3、弗朗茨·库恩(FranzKubn)译《杜十娘怒沉百宝箱》(Deft richteBuMe)，《中

国传统小说》(砧tcllinesische Novellen)，1935年科学研究社出版(Sinical935)。

4、Wolf D．Rogosky译《杜十娘怒沉百宝箱》(LiⅪa verliebt sich血die sch ne

Dech a uIld kauR sie行ei；doch d锄VerSchuldet er ihren T0d)，Der 0mandler llIld die K

unisalle，1966年柏林出版(Berlinl966)。

5、李希特、徐彦君(U rsula融chter’‰JⅢⅨu)译《杜十娘怒沉百宝箱》(Die
SchmuckScha：tulle der KurtisaIle)，Die Schmuckscha：tulle der K unisane，1985年北京出

版，(Beijin91985)。

6、史蒂芬(Ste胁M．RllInmel)译《杜十娘怒沉百宝箱》(Die Gescmchte‘Du

S11i11i2Lr唱Verserll(t im Zom e访K stchen voller Kostbarkeiten)， 《中国小说集》

(CKna：tllemen)，1992年波鸿出版，(Boch啪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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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杜十娘故事的舞台传播

文本传播作为杜十娘故事传播的重要手段，会受到市场和接受者教育水平的制

约，而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①，这一

特点决定了戏剧具有天然的舞台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传播优势，诉诸于视觉、听觉，

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接受者可以与剧中人物面对面的交流，取消了时空间造成的

疏离感，扩大了接受者的审美视野，更能领悟戏剧的精神实质。所以，对于普通百

姓而言，舞台传播比文本传播更有普及性和影响力，也是最为便捷最受欢迎的娱乐

媒介。“民不知书，独好观剧”，戏剧为大众喜闻乐见，遍及城乡各地。杜十娘故

事文本传播不久，对杜十娘故事的吸收改编衍演就开始了， “后来就有文人墨客，

以种种形式传之，其始有传、有评话，嗣后发展为传奇、为京戏，以致成鼓书、弹

词、子弟书、木鱼书。”圆几乎所有比较重要的剧种都上演过杜十娘的故事，传奇、

京剧、秦腔、川剧、越剧、评剧、鼓词、弹词、话剧、歌剧等，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荀慧生、廖静秋、傅全香、小白玉霜、徐丽仙等都曾扮演过杜十娘。因此舞台传播

比文本传播更具有普及性和影响力，也是杜十娘故事传播中较为系统的方式，使得

杜十娘故事在民间的影响更加深远，可以信手拈来许多与杜十娘故事相关的歇后

语：“杜十娘的箱中物——件件是宝"、“杜十娘的百宝箱—-全部家当在里头"、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人财两空”等。这种效果是其它传播方式无法比拟的，而

且舞台传播的娱乐性、普及性更强，更容易为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接受。

第一节戏曲传播

明清之际虽然通俗小说得以大量刊行于世，但“通俗小说书价之高，也令许多

人望而却步；普通百姓文化水平又相对较低，更有众多的文盲，因此⋯⋯普通百姓

对小说、戏曲的接受，是从说书先生、戏曲演唱那里得来的"圆。“戏曲者，谓以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国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J；版社，1957年版，第36页

。阿英：‘阿英说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程华平著：‘中国小说戏曲理论的近代转型》，华东师范火学Hj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王晶：杜十娘故事的传捅研究 旦

歌舞演故事也”①，戏曲与小说的关系十分密切，经常从小说汲取灵感和养料，进

行艺术加工和演绎生发。根据杜十娘故事改编的戏曲明代有郭彦深《百宝箱》传奇，

清代先后有夏秉衡的《八宝箱》传奇和梅窗主人的《百宝箱传奇》，直至现在，杜

十娘故事仍在不同的表演舞台广为搬演，为人所喜爱。“不过，关于杜十娘事，虽

经文人敷衍成种种不同的本子，但有一共通之处，即故事并没无多少改动，其差异

点仅在沉江以后。”∞

明代传奇：

郭彦深《百宝箱》传奇，原本不见，据汪超宏《明清曲家考》，《百宝箱》传奇

创作年份不迟于崇祯九年丙子(1636)。晚清戏蓝家卓人月有《百宝箱传奇引》，见

焦循《剧说》卷四“卓珂月又有《百宝箱传奇引》，云：昔者《玉块》之曲，风刺

寓焉，刻画青楼，殆无人色。⋯⋯女可以青楼之色，垂白面之郎者，其杜十娘乎?

此事不知谁所睹记，⋯⋯今郭彦深复演之为《百宝箱传奇》盖皆伤之甚也。"@作

者以“传神写照之手，是欲不慷慨淋漓，而不可得矣”，④将杜十娘与伯夷、屈原相

提并论，“忠而见疑，信而蒙弃，当此之时，即使哀陷于伤怨，流于乱，比伯夷之

吁嗟，效屈原之诧傺，奚遽为国风、小雅罪人乎!，，’@并和《玉块记》、《紫钗记》、

《牡丹亭》的内容和人物进行比较，对杜十娘的遭遇给予了深深的同情。

清代传奇：

夏秉衡《八宝箱》传奇，二卷三十出，乾隆十五年(1750)秋水堂刊本，与《诗

中圣》、《双翠圆》合称《秋水堂三种》。卷首有乾隆十五年(1750)夏廖景文序和

乾隆十四年(1749)自序及赵虹等人的题词，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情节

有很多不同之处。“夏秉衡认为中国古代妇女之中王昭君和杜十娘的悲惨遭遇最使

人伤感，而出身青楼、遇入不淑的杜十娘尤其使他深为同情，因此决心写作这部传

奇。从善良的愿望出发，他曾试图把杜十娘的故事写成喜剧，使‘死者复生，离者

复合’，在创作过程中．他细致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关系和杜十娘这一人物的身世、

性格，终于发现没有成为喜剧的可能性，勉强写成喜剧，也缺乏真实感，因此他不

。王国维：《戏曲考原》，‘中国戏Iln论文集》。中国戏剧jIj版社．1957年版，第20l页
童阿英：‘阿英说小说》。上海古籍{i；版社，200。年版，第62页

由焦循：‘剧说》，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8页

旬汪超宏‘明清曲家考》中国社会科学{i；版社，2006年版，第430页

。汪超宏‘明清曲家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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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仍旧用悲剧结束。诗人沈德潜在为夏秉衡《清绮轩初集》所写的序文中说：‘年

来乐部有演《八宝箱传奇者》，旗亭画壁，一时脍炙三吴人士口。’’’∞《八宝箱》是

当时舞台的流行剧目之一，而且作品的唱词清晰流畅，接近口语化，基本不用典故，

一听就懂，深受大众的喜爱和欢迎。但关于《八宝箱》结局说法不一，周妙中所著

《清代戏曲史》中写《八宝箱》的结局最后以一双情侣成仙的大团圆结束，与蒋星

煜先生的悲剧说法有出入。

梅窗主人之《百宝箱》传奇，作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卷三十二出，光绪

二十年石印巾箱本。“首有乾隆辛丑冬十月自序，其末节云： ‘辛丑秋八月，余方

夜坐，漏下灯残，百虫絮语，忆十娘事凄婉不能释。恍惚之间，冉冉如欲出者。吾

亦不知当日者固有此人，亦果有此事，抑或说虹彩蜃楼，作此粲花之论也。而吾以

一朝幻想，构成幻境，书成幻笔，为之谱入传奇，使得按拍而歌之，殆所谓无情而

有情者耶?’"②作者弥补了小说的“不足”，根据《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情节又

融合了三言其它作品中悲欢离合的情节，如《苏知县罗衫再合》里的遭劫、出家，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落水被救、再次联姻、洞房棒打等情节，将怒投之后的

情节改为：十娘投江后遇救，暂栖于尼姑庵中。柳遇春告霉还乡路遇十娘，将她带

回苏州。李甲行舟洞庭遭劫，只身流落苏州，在玄妙观卖字时遇柳遇春。柳遇春赠

给他盘缠让他上京应试，并假言有一远房表妹，才貌双全，欲许给他为妻。李甲高

中状元，遣媒人到苏州柳府求亲。洞房花烛夜，李甲才知道新人是十娘，惊喜异常。

十娘命丫鬟暴打李甲，数其负心之罪，以惩薄幸。李甲苦求得免，二人和好如初。

百宝箱被江神收留，由水府娘娘派仙女送回。周贻白先生认为此作品“其团圆场面

似落旧有传奇俗套，因之《沉箱》一出，殊不紧张，且以李甲于十娘沉江以后，赴

京会试中状元，宁是有理?而对于孙富，一无交代，并以百宝箱于李杜婚后由水母

娘娘送还。⋯⋯又剧中有李父为兵部尚书，督师剿寇，殆以金鼓之声，借使排场热

闹耳!"@

“无地不有戏”，地方戏演出遍及城乡、受众面广，而且现身说法活灵活现，

o蒋星煜：《中国戏曲史钩沉》，中州书1亩l社，1982年版，第201页

。阿英：‘阿英说小说》，上海古籍⋯版社．2000年版，第6l页

国周贻自：‘I盗海燃藜》，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7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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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至深又传播快捷。杜十娘故事也成为各地方戏的素材，并成为一些地方戏的传

统剧目，不仅丰富了戏曲的发展，而且丰富了传播渠道，即使一些偏远的地区如甘

肃、宁夏等地杜十娘故事也广为人知。

京剧：

《杜十娘》是荀派艺术的基本剧目，最早为冯和子先生(号春航)编演，冯和

子和孙菊仙两位先生演出。南社诗人林百举在《杜十娘曲》诗序“居沪月余，闻冯

春航演杜十娘剧凡三次．俱避不欲观；以冯最富哀情，每演一剧，辄博场中眼泪几

许。而吾向读说部，及杜十娘事，一回一哭，莫能自持，故不忍更见当场作伤心语

也。行归粤矣，强于第四次往观，悲咽而归。”①冯先生改进了唱功，在《杜十娘》

最后一场“活捉孙富”中，运用小唢呐伴奏，在唱腔艺术上，多用刚音，烘托愤怒

痛斥之声，并伴以柔音，引出抱恨含怨之泪，演来感人肺腑。民国四大编剧之一的

陈墨香又为荀慧生改编剧本，剧中杜十娘以唱为主，以李甲归舟后一夜思虑的唱段

著称。根据苟慧生的自述：“三十余年前，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先生(人称老乡亲)

与我(苟慧生)往来甚密。《杜十娘》剧本就是孙老先生赠给我的，他老人家认为

此剧既富于警恶劝善意义，又符合我的表演风格，因此力劝搬演。我心为所动，跃

跃欲试。但此本情节虽好，而结构松散，其中几全系过场戏，缺乏重点。当时就参

照《警世通言》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回加以改编，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首次演出于北京中和戏院。我自饰杜十娘，金仲仁饰李干先，马富禄饰孙富，

张春彦饰柳遇春。解放以后，我将数十年来的演出本重新作了整理加工，认为此剧

过去处理上单纯抨击李干先和孙富二人之贪婪无耻，力量仍嫌单薄，乃使讽刺的矛

头直指整个封建制度，揭示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使广大观众抚今思昔，愈加热爱

新社会。改编后的新本，于一九六一年新年演出于北京吉祥戏院，由徐和才饰李干

先，朱斌仙饰孙富，陈喜兴饰柳遇春。其后在演出中亦小有修改。此次付印前，又

重新作了校订。"∞擅演此剧者有金月梅、贾壁云、孙毓梅等。20世纪20年代末，

著名剧作家邹忆青、戴英禄根据“归舟怒沉"情节创编了《晨钟惊梦》，2000年又

在此基础上创作了《杜十娘》，在2001年南京“第三届京剧节"上获得巨大成功，

。柳亚子：《南社诗集》，上海开华书局，1936年版，第276页
。苟慧生：‘苟慧生演出剧本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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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获好评。

越剧：

1920年4月10日由男班白玉梅戏班首演于上海第一舞台。1954年11月华东

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一团演出于长江剧场。由傅全香饰杜十娘，魏风娟饰李

甲，魏宏音饰孙富。韵味悠扬、感人至深，是展现傅派擅长表现大悲大喜情感的

动人之作。1957年尚在上海戏校越剧班学习的青年演员陆梅瑛演出该剧，大获好

评。

川剧：

又名《百宝箱》、《梨花院》，高腔剧目，清末川剧作家黄吉安改编，收入1966

年《川剧传统剧目汇编》第六集。1952年徐文耀改写《李甲归舟》一折，在原基础

上增添唱词、细节，安排了大段的歌唱、念白，把人物的精神状态写的淋漓尽致，

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川剧表演艺术家廖静秋饰杜十娘，于成都市实验剧院首演。1953

年，徐文耀、吴伯祺(执笔)改写成全本《杜十娘》，首演于成都市人民剧院。

评剧： ．

又名《青楼遗恨》、《百宝箱》、《活捉孙富》。情节略有改动，十娘投江死后，

与柳托梦，诉甲薄情，并将孙富活捉，以报阴谋夺妇之仇。1914年成兆才改编，结

构上先扬后抑，大起大落，重在写人抒情。由评剧第一男旦月明珠与张德礼、张治

广等首演于唐山永盛茶园，“三小”行当唱、做并重，是历代学评剧旦角的重头戏，

为花莲舫、李金顺、白玉霜、鲜灵霞等人的代表剧目。“船头抛宝”一折，经常单

独上演。其中“闻听此言大吃一惊”高亢激昂的愤懑宣泄后，紧接“月光下只剩下

冰冷的美酒双杯”，二曲悲凉的轻声起唱，动静相结，将全剧推入此时无声胜有声

的动人境界，感人至深。

河北梆子：

一般都不演“嫖院"、“出院”，只演“归舟’’一场，分醉归、梳妆、怒沉三

部分。建国前有十娘投江后，将孙富活捉的情节，建国后演出多将此节删除。

秦腔：

又名《百宝箱全传》，连台本戏，分前后两本，小生、小旦唱做工戏。杜十娘

投江后情节有改动。十娘投江后被救，住入慈悲庵。李甲家中遭火灾，妻、妹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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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悲庵与杜十娘相遇。李甲从戎得功，封靖国侯，与前妻、十娘及妹团聚。今存

民国西安德华书局刊行本和陕西省艺术研究所所藏抄录本。

宁夏眉户：

又名《百宝箱》，银川艺人王伏、王生德擅演此戏，剧本己佚。

甘肃曲子戏：

又名《百宝箱》，为小旦、小生、小丑的唱、做并重戏。剧本突出以唱为主要

特色，杜十娘投江前的一段唱长达一百一十句。平凉地区剧目工作室有藏本。

滇剧：

多声腔演出。梅雪艳根据王蓓所写的同名话剧改编，改编本加强了戏剧冲突，

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滇剧名旦万象贞主演，云南滇剧院1963年首演，剧本由云

南滇剧院收藏。

淮剧：

新编古典悲情剧《李甲与杜十娘》是上海淮剧团为第五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演出的祝贺剧目。主演是梁伟平、丰君梅、邢娜，编剧陈慧君。在原故事的基础上，

以独特的视角与艺术理念进行了全新的一度创作，剧作从批判丈夫负心以及女子遵

循从一而终的封建道德观念的传统古装戏主题中跳出来，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大背

景下疯狂追逐仕途、金钱对人性的异化与摧残。

第二节曲艺传播

曲艺是以说、唱形式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段，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深受市民喜

闻乐见，是最贴近平民的艺术形式。它的表现力很强，不像戏曲那样由演员扮成固

定的角色来表演，而且演出场地不受局限，可以在舞台表演，也可以随处表演，有

着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自由，更贴近市民的日常生活，客观上成为故事传播的一个重

要渠道。杜十娘故事演绎的是确有其人其事的名妓实事，非常投合市民口味，很快

风靡一时。

杜十娘故事改编成各种曲艺形式的有：

弹词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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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苏州相城区黄埭镇入朱恶紫在弹词名家朱兰庵的支持下创作。同情饱受

凌辱的女性欲及愤搬封建社会韵丑恶现象，最初拟以“怒满腔’’切入全篇“怒鼯麴

主题，几经推敲改为虮恨"，反映出杜十娘在特定环境下真实而又悲愤的心情。由

朱兰庵登台首噶，演出得到各方面的一致好评，被广泛流传。1987年编入吴县黄壕

镇文化站朱恶紫作品选集《古银杏》。其中以蒋月泉先生的“蒋调"最具代表性，

旋律婉转，韵味醇厚，飘逸潇洒，经常被用来做配乐，营造氛圈，与电影文本呼痰。

在台湾导演侯孝贤执导的电影《海上花》，这段弹词在剧情停顿、过渡的喝花酒场

焘中隐约流出，营造塞长三书寓中女子“落花开无主’’的悲剧。这还出现在关锦鹏

导演的《长恨歌》中，其用意是将杜十娘暗喻王绮瑶，用杜十娘的悲剧揭示王琦瑶

的最终命运，豳怨显郁结悲凉凄铡之情。

弹词：

扬娴弹词，“弹谲皇后”李仁珍编剖予高邮水乡，当时李仁珍演出偌宿于乡文

化站收听广播剧《杜十娘》后，情难自抑创作的。唱腔音域宽广，旋律跌宕起伏，

吸取北方盛艺高亢激越特点，增强了作品表现力，升华了主题思想。

苏州弹词，评弹作家平襟亚先生创作，刘天韵、徐丽仙双档于1954年首演。

刘天韵对书目作了加工，刻画孙富性格生动。书中十娘所唱清歌的歌词为周云瑞所

谱。《梳妆》《沉箱》两段唱篇经徐丽仙谱唱，成为其保留曲目。海上弹词女作家姜

映清于20世纪20年代改编过弹词《杜十娘·出院·泊舟·沉箱》。

单弦：

杜十娘故事是单弦版本最多的曲目，是单弦发展史的活化石。最早的版本为清

末民初八角鼓杰出演员曾永元先生创作，言前辙，由“出院’’至“投江"，全一本。

广为流传的是民国元年荣剑尘先生创作的的《杜十娘》(又名《百宝箱》)五本，是

荣先生创作的第一段曲目。其中有埂本是演喝《活捉李甲》和《活捉孙富》两段。

木鱼歌：

有《玉碎珠沉》和《杜十娘沉八宝箱》。《玉碎珠沉》为～卷本，《夺锦择标》

下卷本。《杜十娘沉八宝箱》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把李甲逛院、十娘从良，

很简洁地写出，中下二卷完全写十娘沉箱。此书描写德非常细腻、夸张，杜十娘沉

江后，李_甲归后，流为卖字，与《玉碎珠沉》文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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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书：

《百宝箱》三回，作者无考。百本张《子弟书目录》著录，注云：“接青楼遗

恨。三回。一吊五。’’《集锦书目》第三十六句日：“又有商贾杂陈百宝箱”，车王

府钞本，北大图书馆藏。情节写到孙富邀李甲饮酒，欲行奸计止，又接《青楼遗恨》。

《青楼遗恨》五回，作者无考。百本张《子弟书目录》著录，注云： “杜十娘。五

回。一吊八。"车王府钞本，北大图书馆藏。

在刘复、李家瑞编的《中国俗曲总目考》不仅收录了牌子曲《百宝箱》、子弟

书《青楼遗恨》、《百宝箱》还收录了北平马头调六页抄本《百宝箱》和厦门俗曲文

德堂铅印九页《杜十娘》，可见杜十娘故事的传播之广泛，影响的深远。

除了戏曲和曲艺的改编，杜十娘故事还曾被改编为话剧、歌剧。沦陷区戏剧运

动中，文学家、出版家、文学史家孔另境将杜十娘故事改写为四幕史剧《沉箱记》，

用古人的爱情悲剧展现礼教与人性的冲突，将杜十娘作为最高贵的女神来塑造，代

表中国被侮辱女性中的特殊人格，在谢月朗、徐素素等女性形象的映衬下，杜十娘

不甘屈辱的高贵人格得以浓墨重彩地显现出来。1962年王蓓改编3幕5场的话剧《杜

十娘》，由中国铁路文工团上演。1996年香港金牌编剧杜国威为香港话剧院编出舞

台剧《l|liss杜十娘》，用新角度演绎传统，采取半古半今、半男半女、载歌载舞的

疯狂闹剧形式，以现代眼光衡量杜十娘的爱情历程，检讨杜十娘沉宝的经典行为以

及心态问题。2006年，歌剧《杜十娘》问世，由中央歌剧院歌剧团、中央歌剧院合

唱团、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联合演出，分四幕，居其宏编剧，曹其敬导演，奚其明、

刘谖作曲，幺红、杨阳主演，对结局进行了大胆演绎，打破了传统负心汉的单一的

价值评判模式，展示出负心者内心的痛苦与煎熬，李甲在出卖杜十娘之后良心发现

而发疯，将杜十娘百宝箱中的百宝缀满她穿着的大红袍，制成百宝衣穿戴在身，并

携百宝衣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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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杜十娘故事的影视网络传播

20世纪是一个科技创新引导时代发展的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传播媒介

的发展，每一种主导的传播媒介都是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韵。尤

其是电子技术的诞生，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传播媒介，无线电广播、留声机、电影、

电视、计算机等等的普及，大大促进了杜十娥故事的传播范围，拓展了传播渠道，

加大了传播力度，这些新兴的媒介又与旧有的书籍、戏曲、曲艺等媒介相融合，使

社十娘故事的传播更为迅速、普及。一位西方学者认力，“20世纪见证了种种传播

系统的引入，它们使信息能够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广泛传输，起初它们通过对

信患蕊电子他模拟征服时空，继丽透过数字纯，征服”国。传播媒介的基益多样亿带

来了杜十娘故事传播的一次全新转型，摆脱了书面和舞台传播的束缚，借助现代传

播媒介更鸯羹抉捷地传播给受众，带来了受众群体的扩大，也带来?对杜十婊故事的

全新理解。

第一节电影传播

电影是19世纪莱在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出现于西方世界的一种全新

的大众娱乐形式，并依靠这种产业优势和科技优势很快就风靡全球，为大众提供以

审美为依托的文化娱乐，是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商品。枉十娘故事以其独特的情节

结构，极强豹故事性以及丰富的戏曲舞台表演经验和大众的熟稔度成为电影人关注

的热点，而且电影画面产生的视觉冲击力能带来更强的心理震撼。由于戏剧传播时

阗鞠空阕的不可再现性，戏剧的表演缀难保存，大众也不能多次重复欣赏，两电影

是可以大批量复制，可以保存的艺术形式。迄今为止，根据杜十娘故事改编的电影

一共有六都。

最早将杜十娘故事搬上银幕的是有“诗人导演"之称的关文清拍摄的黑白粤

D(荧】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体时代》，南京火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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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剧情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1939年8月29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在中国香

港上映，中鬣影业公弼出品、中泰影数贸易公司发行，关文清编剧导演，黄曼梨、

马师曾、曹绮文、黄楚山、廖梦觉等参与主演。

1940年，《杜十娘》上海上映，是华成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都电影。李萍倩导

演编剧，刘琼、陈娟娟、严月冷、王献斋、陈燕燕等主演的。30年代末上海“孤岛’’

时期，兴起了拍摄“古装片’’的热潮，各家电影公司竞相拍摄，大多出于商业功剩

意图，并未得到当时舆论肯定。

19弱年ll胃22鹾粤语黑自文艺片《桂十娘怒沉吾宝箱导》在中国香港上映，

冯一苇编剧，王天林导演，任剑辉、白雪仙、新马师曾、李宝莹等主演，云峰影业

公司出晶，大成影片公司发行。

1956年徐文耀根据川剧全本《杜十娘》改编为电影剧本，次年(1957)经许珂

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为彩色戏曲影片，由曾出演川剧《桂十娘》四川表演艺

术家廖静秋主演。这部影片是巴金、李劫人、沙汀等四川籍作家为保留当时已身患

癌症的廖静秋艺术精品，联名向夏衍写信呼吁支持拍摄的。戏曲电影是我国独有的

电影类型，中国第～都电影《定军山》，即借助当时最为流行的大众文学样式——

京剧，将传统权威艺术形式的内容与崭新的媒介嫁接，使大众对电影这一鞭的艺术

形式能更快地适应。

198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彩色电影《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国录像电影出

品，southern film crop．发行。这部影片是杜十娘故事电影改编至今难以超越的

经典版本。赵梦晖、周予编剧，周予导演，著名演员潘虹饰演了牡十娘，她高贵忧

郁的气质把杜十娘的美丽、善良和凄婉的悲剧命运演绎褥淋漓尽致如真似幻，赢德

了观众和影入的好评，是潘虹第一个赢得反响的悲剧形象，影片～经推出就获得了

巨大成功。该片摆脱了戏曲陈套，充分发撂电影艺术的特长，在历史生滔真实的探

求和自然质朴而充满情感的表演等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中国电影酒廊中又增添了一

个美丽机智、刚烈坚毅的吉代女子的艺术形象。这一形象，伴隧电影胶片中最后飘

落的那缕自纱，成为了一种古代女子抗争命运的经典代言，也奠定了潘虹中国悲剧

女星的地位。

、在90年代曾为香港话剧团编出的舞台剧《Miss杜十娘》的基础上，导演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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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在2003年又自编朗导了粤语彩色爱情喜剧片《花魁杜十娘》，以“中国第一歌舞

大片”为宣传口号，号称“中簪版《纽磨坊》"。李嘉砍、吴彦褪、沈黢霞主演，

山骶电影制片厂、香港寰宇娱乐有限公司、广州市英明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拍摄手法很新，孵V化的拍摄方式，流行歌益傲噱头再加上俊男美女的搭配，用奇

特的方式讲述了故事。这部电影最大的特点是将妇孺皆知的谴责负心汉的传统故事

演变成杜十娘所托菲入的性格悲剧，定义了影片整体布局构思，喜剧的路线、颠覆

搞笑的风格，无厘头滑稽的场面，这些都配合影片注入新颖的观点。

第二节广播、电视传播

20世纪20年代，无线广播在中国诞生，以它传播快捷、感染力强、受众面广、

接收方便等优势成为大众最喜爱的媒余，扶解放盖至夕飞十年代宅视机普及之前酶几

十年间，成为中国家庭接受各种信息的最常用的媒介。广播对文学的传播是一种再

传播，开拓了文学的听觉感受，通过大众的欣赏收听，凭借着转神的语言和声音，

在大众内在的眼睛面前，塑造了鲜明的形象。而且广播传播快捷，欣赏方式便利，

直刮今天电脑、计算撬普及的时代，仍然拥有大量的听众。戏曲和广播媒介的联姻

促成了杜十娘故事的广泛传播，同时也被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广播剧改编播

囊。

1952年，单弦名家荣剑尘先生参加了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顾问，对五本

单弦《杜十娘》的～、二本进行了整理，并在孛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广播。王9弱

年中央广播说唱团与上海评弹团联欢，作为艺术顾问的荣先生演唱了整理后的二本

《杜十娘》。广播对戏鎏、曲艺的季|进丰富了离身的节胬内容并吸引了大批祈众。

同时戏曲、曲艺也因在广播电台频频播出扩大了其影响力，同时也得到了听众更真

实更及时的反馈声音。

六十年代初中央电台播出由刘保毅导演，李淑君演唱，郑振瑶饰演杜十娘，

张家声饰演李甲韵广播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是60年代最有影响的广播剽

之一。由于广播剧诉诸听觉，所以语言口语化、个性化，同时富有形象性和感染力；

因为广播听众是广大普通的人民群众，所以情节要写的集中，波澜起伏；又医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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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欣赏类节目，所以又要写得非常形象、生动，加上播音员绘声绘色的讲述，诱

发联想闻其声如见其人。杜十娘故事成为听众口中乐此不疲的谈资，这样就进一步

扩展了传播的范围，甚至影响了一些曲艺作品的创作，如扬州弹词《杜十娘》就

是通过广播剧的播出而创作出来的。听众不知作者是谁，却知杜十娘、李甲，并

对发生在这两个人物身上的戏剧性故事情节津津乐道。在广播作为最普及传播媒

介的年代，它以明白如话的语言及亲切动人的语气，将小说的内容及所承载的思

想成功地传达到千家万户。

二战以前，电视一直处于试验阶段。四十年代，电视走出实验室开始进入家庭。

电视真正大量进入中国普通家庭是在80年代，也就是从这时起，电视开始发挥其

巨大的传播作用，具有强大生命力。作为一种容文字、声音、图像为一体的新型视

听媒介，电视以其形象生动、声画并茂、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接受便捷等特点

影响力和感染力超越其它传播方式，将最大多数大众纳入了它的传播视野中。许多

青少年是通过电视来了解经典作品，传播的广泛性和通俗性使作品更具有鲜活的生

命力，立体化和感性化，大大扩展了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1990年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影制片厂影视部、上海越剧院联合将越剧《杜十娘

怒沉百宝箱》摄制成上、下两集电视剧。剧名为《杜十娘》，；由乔谷凡编剧，赵焕

章导演，刘如曾作曲，谢同妙、浦立美术设计，张娟娟服装设计，陈利华化装设计。

傅全香饰杜十娘，昆剧演员计镇华饰李甲(沈嘉鳞唱、念配音)，秦光耀饰孙富，

张国华饰柳遇春。该剧曾获中国电视“飞天奖”荣誉奖，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制成

VCD碟片发行。

2006年杜十娘故事再度进入电视荧屏是尚敬导演、网络写手宁财神编剧的情景

喜剧《武林外传》第十一回《扈十娘撒娇勾展堂，赛貂蝉耍赖讹湘玉》中。人物扬

州歌姬扈十娘是由杜十娘形象加以《水浒传》中的扈三娘形象杂糅而成，完全脱离

了杜十娘心地善良、轻财重义、刚强坚定、聪明热情的形象，反之是自私自利、自

以为是、挑剔条件、讲究物质的性格， “出门在外脚不沾地、隔天摘的菜，不吃、

荤的也得是当天宰的，只吃牛肉，但这牛不能满月，超一天都不行、不是露水泡的

茶不喝，少于四人抬的轿不乘”。歌姬扈十娘所表演的歌曲是九十年代曾经传唱一

时的歌曲《杜十娘》，原作曲调悲凉凄楚，哀怨缠绵，唱词凄婉哀伤，悲幽苦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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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杜十娘孤灯夜深独卧船舱为背景，幻想做面汤、做衣裳、解忧愁、回家乡的生活。

在《武林外传》中改编了原作的歌词配上扬州传统小调《杨柳青》，浓缩成一段让

人哭笑不得的滑稽舞曲，杜十娘经典的携宝怒投情节也被颠覆而产生了喜剧效果。

第三节 电子和网络传播

二十世纪是科学引领发展的世纪，电子传播和网络传播便是在音像技术发展、

电脑普及和网络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催生出来的新的传播方式，它们的出现大大提高

了文学作品的传播速度，并扩大了传播的影响面。

19世纪末，留声机与灌唱片的技术传入了我国，许多戏曲名家和曲艺艺人陆续

灌录唱片，杜十娘故事借助戏曲名家作品的录制，使许多无法亲临目睹名家演出的

受众通过唱片的播放欣赏，从而被广泛传播，各种戏曲样式都曾灌注唱片：荣剑尘

先生1930年左右，曾在昆仑公司灌制了一张《百宝箱》的唱片，由王海门伴奏。

头面灌的是头本的【罗江怨】“弟兄落座，谈叙情肠⋯⋯’’的片段，背面灌的是二

本【四板腔】“李甲迈步忙把船上⋯⋯"的片段；川剧解放前录有李惠仙《投江》

的唱片；京剧有冯和子、荀慧生演唱的《杜十娘》：1960年中国唱片社灌制了陆梅

瑛演唱的越剧《杜十娘》等。后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携带使用方便，价格较为

低廉的盒带受到越来越多大众的喜爱。70年代开始，电子科技的发展使得戏曲和曲

艺的演出可以较为完整地再现于录像带中，90年代起，激光盘带(CD盘)大行于

世，又被刻录成CD，音质比盒带更好，制作也更加精良。VCD激光影碟技术也趋于

成熟，杜十娘故事的许多戏曲形式都曾被出版发行。电子传播使得老艺术家的精

湛技艺得以保存，为人们了解、欣赏、研究戏曲和曲艺艺术提供了方便，也为戏

曲、曲艺的传播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网络是通过连接各自独立的电脑处理节点而形成的信息

技术系统，它是融合了多种媒介优势的数字化超级媒介，有人将之称为继报刊、广

播、电视之后出现的“第四媒介”。网络媒介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方式，大众可以通

过网站阅读电子文本、下载相关电子书，进行全程无纸化操作，节省了人力、物力、

财力，随时选取所需的文学资源，还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读者在网络上阅读经典文

本、观看影视作品之余，还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见解，参与相关的讨论(书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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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音的)进行互动式传播，拥有一个十分方便的交流平台，提高了读者阅读的

自由性和自主性，也真正实现了读者和文本的互动，体现出无可比拟的快速性和开

放性。网络媒介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传播的重要媒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丰

富改变着古典小说的传播方式。

杜十娘故事的网络新编很多，一些文学爱好者从个人的理解出发重新演绎了杜

十娘的经典故事，任由个人喜好进行天马行空的改写并发表在网络上，如《鹤顶红

之杜十娘》、《杜十娘的网恋故事》、《杜十娘新传》、《杜十娘的网络爱情》、《金玉剑

缘》等等。网络写作大都是“无心插柳”业余的非职业化写作，许多入的知识背景

都不是学文学的，甚至不是文科出身，而是学理工科的。往往是上网漫游，然后上

网发帖，通过网络抒写人生存的困惑。在这些网络杜十娘故事新编中，具有代表性

的作品是玻璃唇著的《鹤顶红之杜十娘》，这部作品首先在bbs《蓬莱鬼话》贴出，

点击和回帖一路飙升，在网络上贴出的部分不到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二，点击已达二

十四万人次，成为《莲蓬鬼话》点击最高、备受追捧的帖子，在新浪网的读书频道

刊出部分章节后，也是好评如潮，也正因此，被出版商看中得以炒作出版成书。

《鹤顶红之杜十娘》综合了情爱、悬疑、侦探、神道、鬼怪等流行元素，情节

环环相扣，悬念步步衔接，幻境和现实前后照应。作者选择了一个独特的交叉式叙

事视角：“复合体"的杜十娘交叉演绎着当代的孙宝儿和六百年前的杜十娘两个人

的哀怨故事。六百年前被爱情背叛而抱箱沉江的杜十娘，灵魂难以安息，徘徊于江

畔，无意中附身于溺水女子孙宝儿体内，成为一个“复合体”。披着孙宝儿的人皮

囊，却又有着杜十娘的鬼魂。孙宝儿是当代生活中的人，杜十娘是六百年前的人，

拥有了双重身份。小说便在现实生活和杜十娘对往事的回忆中展开，前世的李甲、

柳遇春、孙富、徐素素又轮回于现世的爱恨情仇，六百年来的恩怨重新纠葛缠绵起

来，又带着现世的爱恨情仇，前世的恩怨、后世的情缘交织流转。辞藻阴郁艳丽，

行文飘忽诡异，妖娆诡谲，诱人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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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观念演变与传播话语

杜十娘故事的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已相对固定，但在传播过程中，杜十娘的怒

沉百宝被解读为爱情贞节、殉情、抗争或人格意识的觉醒等等。相同的人物、相同

的情节在传播过程中却传达出不同的精神面貌和人物风情，在故事不断的流传过程

中，不同的解读方式，加深了故事的主旨和意义，扩大了人物的内涵和张力，带来

了多种理解的可能性，使杜十娘故事的传播一直处于丰富和发展之中，呈现出一种

新表现和新姿态，历久弥新与时俱进。有人曾说过，重要的是讲述故事的年代而不

是故事所讲述的年代，同一故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传播者、不同的改编解读，

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和人物风情。

杜十娘故事写的是一位青楼女子对爱情的渴望以及渴望最终破灭的悲剧。爱情

是人类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的永恒的话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宗族家长制社会中，

爱情婚姻注重维护伦理规范，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封建礼教剥夺了男女自由追求爱

情的权力，封建礼教在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中占据着一个结构性的位置，瓦解着男女

异性之间私密的情感同盟。因此在很多文学作品中追求爱情成为反抗封建礼教的行

为话语，“爱情成为新道德观的总体象征，很容易地取代了传统社会精神特质的礼

教，并且把礼教等同于外在的限制。⋯⋯通过爱情和释放自己的热情与精力，个人

可以真正成为既完全又自由的人，恋爱也被视为挑战和真诚的行为，通过宣传脱离

伪善社会所有人的限制，找到真正的自我，并向爱人展示自我。’’①而当这种行为

被压抑被扼杀就容易产生震撼人心的共鸣和激荡，杜十娘的故事就是如此，船头她

凛然而又决绝的悲情一跃，数百年来成为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感伤。不同的作者在

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视角和理念，对这个故事加以全新的诠释，使得杜十娘故事

在传播中呈现出多样的面貌。

o李欧梵著，王志宏等译：‘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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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传统观念的体现

杜十娘故事在文本传播和戏剧传播中主要体现了传统思想的聚合力以及传统

观念对作者的影响和熏染，表现为或是社会道德的反映，或是情教思想的代言，或

是审美习惯的延续，甚至是对传统观念的反思和觉醒。

一、贞烈教化的实践

作为一件发生在万历年间轰动一时的社会时事，第一作者宋懋澄“余自庚子秋

闻其事于友人”进而创作出文言小说《负情侬传》。叙述笔调则简洁凝炼、雅致含

蓄，故事委婉曲折、引入入胜，为杜十娘故事定下了悲剧基调。留下了可塑空间。

作为案头读物的文言小说，创作目的重在自娱，传播范围只限于文人圈内，主要是

写给书斋里的文人阅读的j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阶层，而且由于文体的限制，

对人物的刻画以及悲剧现实的反映浮光掠影，所以缺乏支撑沉思的描述，但作者宋

懋澄仍表现出对杜十娘哀叹，哀其不幸，叹其刚烈：“噫!若女郎，亦何愧子政所

称列女哉!虽深闺之秀，其贞奚以加焉!”把一个青楼女子与正史中的烈女相比，

认为杜十娘的贞烈过于深闺之秀。明代崇尚贞节风气，统治阶层以法律形式制定了

表彰女子贞节的条文，而且此时烈女人数激增。《明史·列女传序》称：“明兴著为

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间。乃

至于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抵。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

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呜呼，何其盛也!’’

理学是明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褒奖贞节，倡导

女子“从一而终”、“守身不二"的贞节观念也得到进一步的宣传和申扬。政府不仅

极力奖掖妇女贞节行为，为之表节义，修牌坊，而且出现具有代表性的女教著作，

明成祖朱棣仁孝文皇后不仅亲著《内训》，并监督考订《列女传》，以刘向《列女传》

为蓝本，略取各代正史《列女传》，并将明初节烈妇女作为附录。收录上自三代，

下迄元、明的贞女烈妇，定名为《古今列女传》，永乐年间由明成祖御制序文，刊

印发行。统治者带头，一些文人也加入到女教著作的编写中，贞节观念的风气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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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明代女性的守节成为下意识的自觉的行为，变成一种迷信和教条，为守节而守节，

盲目遵循，不讲理性，不顾事实，“妇道惟节是尚，值穷之变，不溺与刃耳"。这种
●

风气无论是对杜十娘本人还是作者宋懋澄的思想都产生了束缚和禁锢，杜十娘作为

青楼女子虽然失去了肉体的贞节，但还有精神上的贞节，仍不失自尊、自重、自傲。

她认定了李甲，希望将自己的一颗心献给一个男人宁死不易，以此弥补贞节的缺憾，

这成为她最高的精神追求和寄托，“列女不更二夫”、“好女不嫁二男’’的从一而终

观点幽闭囚禁了她的思想，当爱情破灭，典卖于孙富的“值穷之变"时，选择了这

个道德价值体系中的“溺”。作者从“从一而终”的封建伦理道德出发，以“贞’’、

“列"概括杜十娘一生的行迹，体现了贞节观念对作者的熏染，将杜十娘与刘向《列

女传》中的烈女以及深闺之秀相比，充其量反映了贞节观念在明代盛行之重，影响

之深。

二、情教思想的代言

明代是宣扬贞节观念最极端的年代，随着明末资本主义关系萌芽和市民阶层的

扩大，这种畸形的价值观念开始受到强烈的震撼，个性解放主义思潮和崇情抑理的

风气弥漫思想文化领域，明代的一些文人对这种反人性的贞节观进行了强有力的批

判，虚伪的贞节观出现了裂痕。冯梦龙在《序山歌》道出要‘‘借男女之私情，发名

教之伪药”，他编辑的《情史》里主要就是写男女之情趣的，在序中说“天地若无

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情教"

思想是冯梦龙文学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真爱，爱情、婚姻诚挚专

一的美好情感。《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在主题思想上突出“情’’字，篇尾诗云“不

会风流莫妄谈，单单情字费人参：若将情字能参透，唤做风流也不惭。"杜十娘成

为冯梦龙“真情至情纯情”思想的代言，追求一种专一、忠贞、矢志不渝、情投意

合的爱情。杜十娘生长在烟柳之地，厌恶这个畸形变态花天酒地的环境，李甲的“忠

厚志诚’’让她产生了被尊重、被理解的幻觉，认为可托付终身，就真诚地相爱，坚

定不渝。为了验证自己纯真的爱情，她多次考验李甲对自己的“忠贞”，并且隐瞒

“百宝箱”的存在，因为她所追求的情感是毫无利害关系的、至纯至美的、生死无

憾的。当杜十娘得知李甲把自己卖给孙富已成定局时，命运无法挽回，她不是用眼

泪和昔日的恩情来哀求李甲回心转意，也没有用巨额财富去诱使李甲苟全幸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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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含羞忍辱屈从于孙富，否则会是对自己一片真情的最大侮辱，为了理想中至真

至纯至美的情感，宁愿“一旦葬于江鱼之腹"。冯梦龙借柳遇春之口赞杜十娘的真

情：“此妇真有心人也。既系真情，不可相负，吾当代为足下谋之。"并赞其日“独

谓十娘千古女侠，岂不能觅一佳侣，共跨秦楼之风，乃错认李公子。’’

杜十娘爱情理想的破灭，反证了冯梦龙“唯情论”的社会理想观的不切实际，

虽然当时崇情抑理的潮流波澜壮阔，但同整个社会现实相比较，仍远不能与正统观

念相抗争，具有浓厚的幻想性质。故事最后清楚地强调了善恶因缘，在“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中以“大团圆”模式中结束。亚里士多德称这种结构为“双

重结构”，他认为情节结构安排双重结局，即以菩恶有报的大团圆收场，只是投合

观众的软弱心肠，并无悲剧效果，倒象是喜剧特色。杜十娘的故事就其主要情节来

说是悲剧性的，爱情的破灭，生命的消逝，但冯梦龙并没有就此停笔，又花费一点

笔墨对故事的情节作了一点补充，进行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说教，这

样的故事事实上已经不是悲剧，而是“准悲剧”，主人公虽然没有得到幸福，但就

整个作品来说，仍然是天理昭彰的，表现出观念上的“大团圆”。小说用当时的白

话来叙述，通俗易懂，强调情节故事性，不仅讲述了一个爱情悲剧，而且成功塑造

出一个聪明热情、刚强坚定、玉碎香殒的悲剧人物形象。

三、团圆观念的体现

胡适说过，“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①，中国人总是回避悲剧、拒绝

悲剧、不敢正视悲剧。“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有一个完满的团圆，⋯⋯，这

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

意的局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死离别，也偏要使‘天下有

情人终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⑦冯梦龙用观念上的“大团圆”

改写了杜十娘故事的结局，而戏曲作家将这种观念上的“大团圆”又改写为事实上

的砸大团圆”，杜十娘或死而复生、再续姻缘，或化身龙女、再续前缘。中国传统

的尚圆传统和“中和”为美的社会审美心理，使得中国古典戏曲表现为苦乐相错、

悲喜交融的圆型情感结构和体现“乐"、“喜”的“大团圆’’结局，用结局的喜剧

。胡适：‘文学的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胡适学术文集·斯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0页

。胡适：‘文学的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0-8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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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来调和前面的悲剧因素。戏曲的作者既是杜十娘故事的传播者也是接受者，在

情感的双向交流中，被杜十娘身上洋溢人性光辉所征服，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根深

蒂固的心理定势使他们难以承受杜十娘的悲惨命运带来的内心的极大的痛苦，更难

以承受李甲、孙富逍遥法外带来的心理倾斜，“予阅其传心窃怜之，⋯⋯欲拯救其

人荣宠之以美其报，不当众听其死，而当委曲求全以设其生也⋯⋯”①，所以明明

知道是悲剧也要人为的调和矛盾，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拖着非现实的累赘尾

巴，产生大团圆结局。这样的改动也符合民众的心理和欣赏习惯，将民间社会伦理

秩序的道德逻辑作为情节的结构原则，许多天然的美好愿望在生活中无法实现，却

可以在戏剧短暂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中实现，通过戏剧的“团圆’’弥补生活的“缺

憾"。因此民众对男女主人公充满了终成眷属的愿望，甚至不自觉的把自己想象成

主人公，不希望主人公有厄运，大团圆结局正是他们愿望的实现。

四、个体人格的党醒

长影版的杜十娘故事是至今难以被超越的经典版本，是导演周予真正意义上的

第一步电影作品，电影虽然摄制于1980年，但据导演兼编剧周予说，赵梦晖与他

早于1956年就改编了该剧本，当时王滨导演就要拍，想请香港影星夏梦主演，但

因“反右"斗争而未投拍。电影剧本1959年发表在《电影文学》七月号上，在文

革中又因“美化妓女形象”而受到严厉批判，文革结束后再投拍。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思潮的主题是反封建主义，虽然这是一个

建国以来就被认可的口号，但经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反对封建主义对人的禁

锢在当时尤为必要。整个社会兴起对文革的否定与反思的潮流，在反文革的主题下，

揭露批判对人的蔑视与对人性的摧残，提倡人的发现和觉醒，尊崇人的尊严和价值，

追求人性自由和解放成为新时期文化的鲜明主题。作为一个反右时期改编的剧本，

又是在文革结束拍摄的影片，长影《杜十娘》迎合当时文坛对人发现与重视的思潮，

影片中不止一次出现杜十娘对做一个真正人的渴求。从人性的角度融入了新的理解

和领悟，由哀婉绝美的爱情悲剧转向人性本身，转向黑暗社会对人性摧残的控诉，

表现为追求人性的自由与束缚人性的社会道德意识的斗争。

影片全片构思完整细腻，摆脱了戏曲陈套，充分发挥电影艺术的特长，基本上

。周贻白：‘曲海燃藜》，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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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了原著的主题，遵循了原著的脉络，人物情节也没有很大改动，但人物精神有

了新的面貌。影片中有一组镜头，意味深长含义深远，李甲为博取杜十娘欢心，花

重金购买斑斓伶俐的小鸟，哪知杜十娘触景生情，打开鸟笼，把它放到自由的天地

中。杜十娘就好似这笼中之鸟，心有天高，渴望自由飞翔。她所争取的落籍从良依

托良人，不过是渴望获得人性的自由和平等，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纳，做一个普通

正常的社会人，而这么渺小微弱的愿望都不能实现，残酷的现实破灭了她最后的一

点希望。根深蒂固的封建门第观念和等级制度毁灭了人性的美好追求，“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杜十娘用自己的青春生命维护了自己人格尊严，引起世人对美的毁灭

的惋惜和崇敬，表现出一种深沉的悲悼和义愤，她的悲剧具有时代社会悲剧的审美

价值。

在影片中结尾，杜十娘在众人簇拥围观中指着李甲和孙富，痛快淋漓地发表了

义正词严、大义凛然的讲说，将价值连城的宝物悉数抛撒，拼尽全力如火山爆发，

嬉笑怒骂，最后投水弦断帛裂，叫人声泪俱下。在这一场景，杜十娘扮演的是一个

控诉者的形象，不仅是对李甲的负情、孙富的离间的控诉，更是对“吃人"的封建

社会的“控诉者”，她无法抵御情感的宣泄冲动，义愤填膺痛快淋漓地发泄。这一

场景的设置，使得杜十娘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传声筒和出气筒的功能，用面对面指着

鼻尖的造型，以数落作为语言方式，清算作为最终目的，配以同情的愤怒的旁观者

的簇拥，实现了痛苦仇恨的反映，同时也隐约传达出影片创作者对刚刚过去的那个

时代的情感态度。但这种表达是简单化的，认为杜十娘的悲剧命运几乎是环境使然，

基本上只是一种外在的对封建制度的声讨和批判，消解了主体反思的理性精神，对

人物自身的反思和启悟几乎淡薄至无。影片以杜十娘的死亡作为结束，留下无尽的

悲痛和悲愤的呐喊，留下一个痛哭的控诉者形象，反映的只是对刚刚经历的那个时

代的批判，丧失了具有超越意义的，并富含个人独特精神的深刻主题。

第二节现代意识的投射，

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传播中则大多侧重于现代意识的投射，关注的往往是

对传统观念的消解和戏谑，有意识地探索故事的多种可能性，展示作者思维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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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作的智慧，也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

一、爱情理想的淄解

《花魁杜十娘》以“中园第一歌舞大片"为宣传口号，号称“中国版《红磨

坊》"，利用市井流行文艺中富有悲欢离合娱乐性形式，巧妙翻译并转纯了民阍社

会伦理秩序，礼教、封建社会不再是扼杀爱情的凶手，杜十娘自己的试探断送了自

蠢I的悲剧，～个爱情悲屠l的淼透由柱会所追转为性格使然。桂圆威把杜十娘设计戒

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女子，美丽又有手段——对李甲隐瞒无价百宝箱，没有

安全感——时时处处怀疑李甲；不信任爱情——经常考验李甲对爱情的忠贞度，疑

神疑鬼不信任爱情的偏执猜忌性格。李甲则被塑造成一个天真无邪、不诸世事的阳

光少年。纯情可爱，不谙红尘，被桂十娘设计，落入了杜十娘的圈套，成为了拜倒

她石榴裾下的弱小羔羊，接近于一个受害者的形象。经历杜十娘的多次考验试探，

没有主见，最终因为“金钱万能’’的思想而将杜十娘拱手典卖给了孙富，甚至赢得

了部分观众的理解与认同。等到看到酉宝箱时改变主意，但此时杜十娘已彻底伤心，

无法忍受李甲对她的出卖而怒沉百宝箱。杜十娘希望李甲是她收山后惟一的精神依

靠，既要名分又要魍尊，最终两入在决裂时那段“为了钱而爱”的争辫是全片的重

场戏，杜国威认为：“其实他们就是～对穿着古装的现代男女。，无论古代还是现代，

男女这求的东谣都是一样的”。

“情”与“钱”的原则取代了“伦理道德原则”，将故事放入一种谐趣甚至滑

稽的场景之中，使观众动心、动情，满是观众的谐谑心理，痛快漆漓的消解肃穆。

颠覆意味显而可见，也引出对现代爱情问题的思考，爱情究竟能不能被试探。为了

验证李甲到底是真情假意，牲十娘用尽聪骥屡次三番试揲，比如十娘已经决心用惫

已的积蓄为自己赎身，却又串通老鸨演一出好戏，故意给散尽千金的李甲出难题，

看他是否真心力量已赎身，当团顿无望的李罕准备放弃之时，又上演了～场柳暗花

明的圆满结局。而李甲根本经不起试探，更痛恨试探“你就喜欢玩弄别人，你从～

开始就试我玩我，你这样左试右试简童玩死人”，袍迷恋的只是十婊的美貌，并没

有对她产生真爱，～旦遇到现实的问题，如父母的反对、金钱的匮乏，马上就崩溃

了。杜十娘对爱情的试探反映出一个渴望得到真爱的女人心中深深的不确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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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教坊女子走向主流社会时所表现出的茫然感和危机感。阅人无数的杜十娘最后绝

望在自己对爱情的试探中，爱情的幻想最终破灭，了无生趣。

二、民间趣味的迎合

电视剧《武林外传》再度出现对杜十娘故事漫画式的戏谑，将置于悲剧情景中

的故事放至喜剧化的情景中，将人物放置在“吃喝拉撒睡”的琐碎的平常状态，使

之再也无法雅致、无法产生英雄气概，从而也使大众面对这些经典人物时再也无法

产生英雄感，有的只是世俗性的生存。弃雅从众、屈尊随俗，用大众化、生活化、

平庸化的姿态和语言，展示出普通人最原初、最本色的生活感受，显示出平民的亲

和力。在原作严肃悲壮的情节也被颠覆从而产生了喜剧的效果，通过贴近大众生活

的调侃，解构了扈十娘怒投百宝箱的行为：不是因为遭遇情感的背叛，而是本身就

没获得真情，只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误认自己被卖气愤之余将百宝箱投入水中，

何况百宝箱中也不满是金银珠宝，其实只是障跟法的表面一层，消解了悲剧气氛，

扈十娘不再是那个绝世投江众人仰首的“千古女侠"，而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常

女子，自己坐船又回到了扬州．显示出一种日常的实实在在的生活状态。经典人物

由超脱尘世回归平凡普通，反映了当代社会大众传播活动的消费文化需要，经典艺

术的超功利性被日益消解，越来越倾向于日常生活化，演变成对日常生活的体验，

不可避免的被泛化、世俗化、平民化，蜕变成多种文化形态满足大众生活各个方面

的消费需求。

《鹤顶红之杜十娘》行文妖娆魅惑幽然诡异，故事以杜十娘的“回来”开头，

“我又回来了，一身白骨，一箱珠玉，站在沙滩上”，一股凄凉鬼气萦绕字里行间。一

个简单的爱情悲剧故事，被点染得色彩纷呈，前世的杜十娘、老鸨、李甲、孙富、

柳遇春、徐素素，今生的孙宝儿、包家文、齐天乐、孙富、柳遇春、徐素素，经过

宿命的流转，依然陷入情网不能自拔，前世今生爱恨情仇交织。天马行空的想象，

穿梭于古今生死之间，痴情缠绕的男女，密密凝结的情感，呈现出一个时空交错、

人鬼共舞的艺术空间。表面上指出两性之爱的欺骗，实际上难掩对情感的执迷与憧

憬，以往杜十娘故事中曾体现出社会的、道德的细节被删除，而是彰显出情欲的蓬

勃张力：异性恋、多角恋、畸形恋此起彼伏，纠缠不休。杜十娘故事所传达的那种

高尚，那种对情感惊心动魄的感受以及对人的意义的思考、对人的灵魂的关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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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是完全缺失的。

网络在拓展文学传播空间的同时营造了新的传播语境，加速了文学向通俗化、

大众化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说，网络文学是新的民间文学，是大众消费文化的民

间表达。现代社会是大众消费文化不断向欲望消费转换的社会，网络文化更是加大

了对欲望的挖掘与设计，以达到更深入、更直接、更快捷地满足受众的欲望，“在

一个中国式的后现代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与控

制下，迎合大众消费的欲望，利用现代的声像技术，对历史上的文化经典进行戏拟、

拼贴、改写，以富有感官刺激的与商业气息的空洞能指(如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

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与艺术灵韵，撤除经典的神圣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

化的构件与装饰。’’∞

o陶东风：‘文学的祛魅》，‘文艺争鸣'，2006年I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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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杜十娘故事的广泛流传不仅仅因为故事本身情节集中、人物鲜明、结构严谨，

同时故事内部所蕴涵着的丰富历史文化积淀，具有众多的文化生发点，很容易切入

社会生活状态的某一方面，具有强大的艺术再生产能力。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对同一人物的不同解读方式，加深了作品的主旨和意义， 扩大了人物的张

力和内涵，带来了多种理解的可能性，人物形象也不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一直处

于丰富和发展之中，呈现出一种新表现和新姿态，历久弥新与时俱进。

“多少风情红尘事，千古只有杜十娘”，杜十娘的故事还在被不断改编、搬演，

只有不断发展，杜十娘故事才能永葆旺盛的生命力，2008年杜十娘故事被列入扬州

市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古都扬州的一张城市文化宣传名片，杜十娘故事

将会以新的宣传形式扩大传播影响，焕发出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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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爱情悲剧的原型研究》，刘汉波，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

12、《(杜十娘)导演创作思考》，赵景勃，《戏曲艺术》，2002年第1期

13、《(负情侬传)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创作风格之比较》，张玉玲，《山东理工

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4、《被遮蔽的杜十娘——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女性主义解读》．张俊，《重

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15、《杜十娘形象再议》，韩晶、王乐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4期

16、《论杜十娘的悲剧色彩》，曾实、张梅，《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

年第6期

17、《可怜一片无暇玉——关于杜十娘悲剧根源的再检讨》，吴艳玲，《中国文学研

究》，2004年第3期

18、《从崔莺莺形象的演变谈(西厢记)的接受》，包海英，内蒙古师范大学，2004

年硕士论文

19、《(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文本叙述者的意旨传达》，刘哲，《菏泽学院学报》，2005

年第1期

23、《杜十娘形象的演变及意义》，徐旭平、李亚丽，《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年第2期

20、《(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悲剧意义》，纳玉兰，《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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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2005年第l期

2l、《“三畜”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费洪根、王若明，《东疆学刊》，2006年第2期

22、《一曲社会与人性的悲歌——《校十娘怒沉百宝箱)悲剧价值评析》，孙玉冰，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扬州火学硕士学位论文

致 谢

扬州，一座风景秀蒸的风景城，一座入文荟萃靛文纯城。文入骚窖游历手此，

留下了诸多感叹和赞美。行走于这个城市，仿佛可以穿越悠长深邃的历史时空，感

受到古人的憨憋情怀，聆昕捌吉入的心灵吟瞩。200S每我进入扬期大学学习，在这

里我有幸得到古代文学专业各位老师的引领和指导，砸是诸位老师的引领，让我见

识了更加广溺嚣学术天地，丽老烀稍熬精彩授课和真诚指导，也让我受益夷多，终

生难忘。深深感谢各位老师!

衷心感谢我麴导褥董餮炎教授对本论文的悉心指导，无论是题旨懿选择、资料

的收集，还是行文的写作、修改，无不德益予董老师的启发和指导。而老师严谨的

治学态度、渊博的学识、谦和的学者风范，也深深地影响和激励着我，使我不仅在

学术上得刹了提离。此外，老师在生活上的关爱也让我感激不尽。

如今，我即将毕业离开这座美丽的城市，匆匆只是过客，留下幸福的回忆，带

走离别的感伤1 2008年杜十娘故事被列入扬州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此文

纪念扬爹辩给予我的难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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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1、宋词时空结构的现代性

《当代学术研究》2007年第3期

2、《周易》辩证法思想简述

《沧桑》，2007年第5期

3、以“三言"为例看小说的教化叙述

《理论探索》，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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