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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乾隆年问爆发的“花雅之争”①，是中国历史上“稚”文化同

“俗”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交锋。在这次交锋中，被抑郁数千年之久的

“俗”文化，第一次在戏曲领域寻找到了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并一发不

可收拾。“花部诸腔”最终凭借自身粗糙强健的生命力，战胜了雅文化

的代表——昆曲，打破了曲坛一枝独秀的局面。

昆曲虽然结束了曾经辉煌一时的鼎盛局面，文本创作也陷入了低产

期，但就在同“花部诸腔”交锋冲突的过程中，一些昆曲作家也自觉不

自觉地吸收了“花部诸腔”的诸多优长，创作出了一些雅俗共赏的好作

品来。昆曲的表演形式，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昆曲表

①花雅之争：所谓”花雅之争”指的是花部诸腔同昆曲的竞争，它最早出现于乾隆年问的江苏、

北京等地。这一时期，封建士大夫把“昆腔”称为“雅部”，把昆腔以外的各种地方戏曲剧种

称为“花部”。(详细说明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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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俗入雅”——雅、俗文化对流中的唐英戏曲创作

艺术的最后一个发展高峰期——“乾嘉传统”①正形成于此时。唐英

就是这一时期积极向“花部”学习的昆曲作家代表，他“从戏曲的实践

出发，顺应戏曲发展潮流，走着一条昆曲俗化的道路”②，试图采用

“引俗入雅”的方式，改造昆曲。

稍后于唐英创作期出现的京剧创作，同唐英的戏曲创作有着j晾人的

相似之处。无论是唐英的昆曲或是京剧，都积极改编了不少当时流行于

曲坛的“花部”剧目，都保留了不少“花部”戏剧中的优秀唱段。但让

人感到遗憾的是，同一时期，像唐英这样自觉走上昆曲通俗化道路的封

建文人少之又少，“昆曲通俗化”的历史进程，未能顺利推行下去。文

辞晦涩，篇幅冗长的昆曲，日渐式微；而善于吸收民间“俗文化”艺术

优长的京剧，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昆曲、京剧两厢对比，不难看出，

“引俗入雅”的戏曲创作观绝对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也是值得今天

的戏曲工作者借鉴、学习的。

[关键词] 唐英花雅之争京剧 昆曲地方戏 昆曲俗化

①乾嘉传统：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昆剧表演艺术，从“传统”上去追溯可靠的形成期则是在清中

叶的乾隆、嘉庆时期。我们把在这时期形成的昆剧艺术的传统，习惯上称做“乾嘉传统”。它

具有以下四方面特点：①以演折子戏为主；②职业戏班空前活跃；③表演重视规范，体制趋于稳

定；④注重表演艺术的传承延续。(P86《昆剧表演艺术的“乾嘉传统”及其传承》李晓《艺

术百家*1 99 7年第四期)

②出自P6 2 6Ⅸ简论唐英的戏曲创作》《古柏堂戏曲集》 周育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引俗八雅”——雅、俗文化对流中的唐英戏曲创作

Abstract

Dispute over elegance and colloquialism in the field of

traditiondal opera broke out during emperor Qianlong period in

Qing dunasty，which was the first large——scale conflict between

“elegant”culture and“colloquial”cultur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colloquial culture，silent for thousands of years，finally found its

own breach in traditional opera and flourished since

then．Moreover，various colloquial operatic vacal music defeated

Kun Opera，the representative of elegant culture，through its strong

vitality,thus the colloquial music smashed the prevalence of Kun

Opera．

Kun Opera ended its glory and prosperity,and the opera text

creation also fell into the low production．HoweVer，during this

period，some Kun Opera writers absorbed in many good points of

colloquial Opera and created many enjoyable and excellent

works．In addition the performance form of Kun Opera was

improved step by step at the same time．“Qi趾jia Tradition”which

was the last developing peak of Kun Opera was just formed at this

time．Tang Ying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Kun Opera who actively

learnt from the colloquial opera in this period，proceeding from the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opera and complying with its trend，devoted

himself to the colloquialism of Kun Opera since the elegance

managed by applying colloquism to improve the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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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俗入雅”——雅、俗文化对流中的庸英戏曲创作

Beijing Opera slightly later than TangYing’S production

surprisingly had similarities with his traditional opera．Either

TangYing’S Kun Opera or Beijing Opera，adopted many popular

colloquial operas at that time and remained their excellent singing

parts．However，it’S a pity that unlike TangYing，few feudal

scholars were conscious to walk along Kun Opera’S populariz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the popularization could not be

carried out successfully．Kun Operas with obscure language and

long sength become withered consequently．However,Beijing

Opera developed fast on account of being good at absorb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culture art in absolutely colloquial easy to see

that the traditional opera production by adding colloquilism to

elegance complys with the tide of history，it’S worthwhile for opera

writers to employ this method．

Key Words：TangYing；dispute over elegance and colloquialism；

Beijing Opera； Kun Opera；local opera；

colloquialism of 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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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文化对流中的唐英戏曲创作

第一章花雅竞胜俚质擅场

——中国雅、俗文化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中的唐英

． 中国“雅”文化与“俗”文化①的交锋，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2500

多年前的春秋末年。当时，中原地区的“郑卫之音”盛起，第一次雅俗

之争爆发。作为官方统治阶级的礼乐是“先王之声”，包括黄帝的《云

门》，尧的《大咸》，舜的《大韶》，禹的《大夏》，汤的《大蔓》，

周初的《大武》等，统称为六代舞，此外还包括西周和春秋初期的祭祀

之乐，即《大雅》和《颂》。以上统属“雅乐”，流行于宫廷和上层社

会。“郑卫之声”是春秋时期郑、卫地区的民歌，是当时各国民歌的代

表，属于名副其实的俗文艺。从内容上讲，“先王之乐”维护奴隶主阶

级的政治、伦理思想； “郑卫之声”则对此采取抵制态度。这引起了

统治阶级的恐慌，于是他们“放郑声，远佞人”②，进而对俗乐进行

歧视、压制甚至严禁。中国文化“崇雅鄙俗”的传统自此确立。③

①“雅”文化、“俗”文化：关于“俗”文化，郑振铎先生认为也就是民问文化，它流传于民

间，并具有六大特征：一，它是大众的；=、它是无名氏集体创作的；三、它的rl传的；四、

它是新鲜的，但是是粗陋的；五、它往往是想象力极度奔放的； 六、它勇于引进新的东西。而

与此相对立的，非民间的，经过文人、艺术家精心创造的思想信仰理论体系及艺术样式则属于

“雅”文化的范畴。(参见Ⅸ中国俗文学史》P1郑振铎作家出版社1 9 54年1月第一版)民间

创作，口传心授的花部诸腔，属于俗文化范畴；经文人创作加工，文本流传的昆曲艺术，则属

于雅文化范畴。

②出自Ⅸ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孔子

③参考P2《雅俗文化书系一俗文化》牛爱忠方国根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o 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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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

现，传统的封建经济以及构建于其上的政治、思想、文化，第一次出现

了松动。首先，市民阶层的群体扩大，使“书、画、音乐、戏曲”等艺

术样式渐渐转变为消费品，文化发展的走势开始向平民阶级倾斜；其次，

一些文人在文学领域开始“从理论上挑战崇雅鄙俗的传统观念。大批进

步的思想家、文学家们对传统的雅、俗关系进行了彻底的解构，更多地

注意到雅俗之间的相互转化与沟通，倡导俗中有雅，以俗为雅，雅俗

共赏等崭新的鉴赏创作观念。” ①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俗”文化

的势力开始渐渐抬头。延自清乾隆年间，在戏曲领域，爆发了著名的“花

雅之争”。这场论争持续了近100年之久，波及范围遍布大江南北，是中

国历史上“雅”文化同“俗”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交锋。

所谓“花雅之争”指的是花部诸腔同昆曲的竞争，它最早出现于乾

隆年间的江苏、北京等地。这一时期，封建士大夫把“昆腔”称为“雅

部”；把昆腔以外的各种地方戏曲剧种称为“花部”，其中包括梆子腔、

乱弹腔、秦腔、西秦腔、襄阳调、楚调、吹腔、安庆梆子、二簧调、罗

罗腔、弦索腔、姑娘腔、琐哪腔、柳子腔、勾腔等诸多唱腔。花部诸腔

的发展，“一开始就与处于正音地位的昆曲对峙竞争。地方戏的繁荣对

昆曲造成了严重威胁。清政府不惜动用行政手段来扶持昆曲，严斥并禁

毁花部戏的演出，从而酿成了⋯场持续百年之久的花雅之争。”②

这场花雅之争，波及全国，并从当时北京剧坛的三次交锋中得到了集中

① 出自P1Ⅸ扬州八怪绘画思想中的雅俗观*黄蜜《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 002年05月22日

② 出自《曲中闲谈一地方戏的发展与花部、雅部的争胜*转自

h Ltp：／／www．net sh．corn．cn／bbs／16699／messages／111 3．html



“引俗入雅”——雅、俗文化对流中的居英戏曲创作

反映。“第一次是乾隆初年(1735)由弋阳腔衍变的京腔(又称高腔)与昆

曲的抗衡，出现了京腔‘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称极盛焉’ (杨静亭

《都门纪略·词场序》)压倒昆曲的形势。但由于维护昆曲势力强大，

这股势头不久就消沉下去。第二次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I『籍的秦腔

演员魏长生进京， ‘大开蜀伶之风，歌楼一盛’ (天汉浮槎散人《花间

笑语》)。不仅使昆曲相形见绌，就是京腔也不能与之匹敌，以致‘六

大班无人过问’ (吴长元《燕兰小谱》)。这次清政府采取了更加严厉

的禁演措施，勒令秦腔艺人改习昆、弋两腔，否则‘递解回籍’，使地

方戏在北京剧坛开拓的新局面被强行镇压下去。第三次是乾隆五十五

年，高朗亭随三庆徽班进京，不久就出现了四大徽班称盛的局面，继秦

腔之后，成为与雅部争胜的主力。嘉庆三年(1798)，清政府又发禁令，

但禁者白禁，演者自演，不仅徽班与京、秦各腔在京并行竞奏，而且转

辗全国各地竞相仿效，使向习昆曲者转习乱弹诸腔，地方戏终于以其旺

盛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取得了这场花雅之争的胜利。”①

之所以说“花雅之争”是中国历史上，俗文化同雅文化的第一次大

规模交锋，是因为，在中国文化史上，俗文化一直处在被压抑、被遏制

的发展逆境中，直到明清时期，才得以发展；而戏曲又是这一时期最受

大众喜爱的艺术样式，因此直到清朝戏曲“花雅之争”的出现，俗文化

的力量才第一次壮大到能够同雅文化分庭抗礼，一竞长短。

①出自《曲中闭谈一地方戏的发展与花部、雅部的争胜》转自

http：／／www．net sh．corll．cn／bbs／1 6699／mes sage s／111 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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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人的社会地位日渐抬升。商人

的审美需求日渐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产品生产活动。直至清代，商人同

文人之问的交往日益频繁，商人重金宴请文人相伴出席各项活动， 就

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近代湘人朱克敬所撰《雨窗消意录》中就

记录了这样一则商人重金谢文人的故事：

钱塘金寿门农，客扬州。诸鹾商慕其名，竞相延至。一日，有某商

宴客于平山堂，金首座，席间以古人诗句“飞红”为觞政。次至某商，

苦思未得，众客将议罚，商日：“得之矣： ‘柳絮飞来片片红’。”一

座哗然，笑其杜撰。金独日：“此元人咏平山堂诗也!引用纂切。”众

请其全篇，金诵之日：“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

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

众皆服金博洽，其实乃金口占此诗，为某商解围耳。商大喜，越日，

以千金馈之。①

文人同商人结伴出行，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而商人也可借此

抬高身价，文商之间这种相伴相生的关系就此产生。除此之外，有些商

人为了追求一定的文化品位，也喜欢买些字画，欣赏把玩。清唐寅就有

“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问造孽钱。”这样的诗句。在这样的社会背

景下，文化创作受商人审美情趣的影响，成为一种必然。商人的扶植，

对俗文化的发展来说，是一股推动性的积极力量。

其次，过去被压抑的俗文化，到明朝初期才开始渐渐抬头，直至清

代，俗文化的消费群体已日渐扩大。这一时期，随着市民阶级的扩大，

以及这一阶级文化消费需求的日渐旺盛，使得书画、戏曲等文化品日渐

成为可消费的商品。

①出自P141“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势甲部卷三 朱克敬湖南岳麓书社出版1 98 3年7月第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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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至清中叶，文人豢养的家班表演一直十分兴盛。直到雍正、乾

隆年间，朝廷颁布了若干道禁止蓄养家班的昭令，家班表演才日渐废止

了下来。如雍正二年禁“外官蓄养优伶”(“雍正上谕内阁”)。乾隆

三十四年又“严禁官员蓄养歌童”(《东华续录》乾隆七十)。嘉庆四

年禁止官员蓄养优伶(道光《中枢政考·禁令》卷十三)都使得家班的

演出渐渐衰败了下来。 但此时观，赏戏曲已经成为国人文化活动中极

其重要的一项，戏曲消费市场业已形成。于是，以演戏为生的职业戏班

随之兴起。这一时期出现的职业戏班演出，迅速从乡村普及到城镇，渐

渐形成声势，戏曲表演变得有利可图。职业戏班，既有花部戏班，也有

雅部戏班，其中规模最大、最具典型的是乾隆年间扬州盐商组织的戏班。

据清李斗《扬州画肪录》记载，“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

部即昆山腔⋯⋯复征花部为春台班。”关于当时花部职业戏班的演出

的盛况，嘉庆八年(1803年)的小铁笛道人《日下看花自序》中云：

“伶工荟萃，莫盛于京华。往曰六大戏班旗鼓相当，名优云集。嗣自JI『

派擅场，蹈跷竞胜，坠髻争妍，如火如荼，日不暇接，风气一新。迩来

徽部迭兴踵事增华，人浮于剧，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舞衣歌扇，

调又非三十年前矣。”这一时期，农村的戏曲表演活动亦是空前的活跃。

特别是兴起于民间的地方戏，深受农工、商贾等平民观众的欢迎。它同

乡镇的祭祀、拜神等活动结合起来，“每逢节日，迎神赛会，常有盛演

各种地方戏曲的活动。正是在这些基本观众的支持下，新兴地方戏曲不

仅在农村站住了脚跟，不少戏班还逐渐向大城市流布，串演于各省市之

间。特别是乾隆、嘉庆时期，随着商业的发达，大城市中的各种商业会

馆普遍设立，各地戏班往往随着本地商帮以会馆为据点开展演出活动。

许多工商业城市便成为各种地方戏的汇合点，北京和扬州成了当时北方

和南方两大戏曲活动中心。据《扬州画舫录》载，扬州城乡除有演出本



“引俗入雅”——雅、俗文化对流中的唐英戏曲创作

地乱弹的‘土班’和主唱昆曲的‘堂戏’班外，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外

地戏班：‘句容有以梆子腔来者，安庆有以二簧调来者，弋阳有以高腔来

者，湖广有以罗罗腔来者，始行之城外四乡，继或于暑月入城，谓之赶火

班。”’就这样，广大平民百姓的审美趣味，成为了左右职业戏班戏曲创

作的决定性因素。俗文化的力量，日渐张显了出来。①

其三，中国的俗文化同雅文化发展，本来一直“井水不犯河水”。传

统的文化创作活动，如诗、书、绘画一直由封建文人所把持；而民问俗

文艺虽然生命力旺盛，但大多在民间自生自灭。如，上古歌谣、六朝民

歌、敦煌变文⋯⋯这些艺术样式，它们的发展都同雅文化并行而不悖。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曾出现过雅文化为社会大众所广泛接受、欣赏的

局面。如清新自然的柳词，曾为广大平民阶层所钟爱，“凡有井水处，

皆能歌柳词”。但，俗文化侵入文坛，同雅文化分庭抗礼的局面，只有

在清乾嘉时期才第一次出现。因为，这一时期，地方戏的演出，为职业

戏班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为保住自己的饭碗，地方戏班必须同昆曲戏

班争夺市场，而政府行政行为的干扰，以及文人阶级保守势力对地方戏

创作活动的压制，使得地方戏班不得不积极努力地放手一搏。而清朝又

是中国“雅”文化空前繁荣的一个时期，政府无论是从行政角度，或是

从思想控制角度，都极力推行其“雅化”的政策。不同利益之间的纠葛，

使得雅俗文化之争，势在必然。

经过乾隆初年的“京腔大盛”，乾隆四十四年的“川派擅场”再到

乾隆五十五年的“徽部迭兴”，半个世纪以来，花部戏曲日渐兴盛，而

昆曲却渐渐衰败了下来。正如王国维所言，“黄冈俗讴，风靡天下，内

①出自 《曲中闲谈一一地方戏的发展与花部、雅部的争胜》转自

http：／／www．116t Sh．com．cn／bbs／I 6699／mes sages／11I 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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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俗入雅”——雅、俗文化对流中的唐英戏曲创作

廷法曲，弃若土苴，民间声歌，亦尚乱弹，上下成风，如饮狂药，才土

按词，几成绝响。”① 日渐成熟的消费群体，深入人心的地方戏表

演，使得民间俗文化目渐声势浩大地发展了起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过

程中，无论是士大夫或是平民百姓，他们的审美趣味都悄然发生着改变。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昆曲为正音的士大夫作家们表现出种种不同的

态度来，“有的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如唐英的幕僚张坚，不仅我行我素，

照旧写那种长达数十出的才子佳人戏，沉溺于‘名教风流’式的孤芳自

赏，而且不准花部戏艺人演唱他的剧作， ‘或有人购去将以弋腔演出，

漱石则大恐，急索其原本归，日：吾宁糊瓶。’ (《中国古典戏曲序跋

汇编》第三册济南齐鲁书社)”②但另一部分昆剧作家，却较能客观

地正视现实，积极地将昆曲创作引向一条雅俗共赏或谐俗的道路。“这

由明末的阮大铖开其端，而由清初以李玉为主的苏州派作家与李渔扩其

途。继之者有唐英、方成培等少数人。”③而其中，又以唐英的昆曲创

作最具代表性。他从戏曲的实践出发，顺应戏曲发展潮流，走上了一条

昆曲俗化的道路。

(DPI 76《宋元戏曲史中国戏曲概论顾曲麈谈》王国维岳麓书社19 98年08P]01日

@P1 7转引自相晓燕Ⅸ花雅之争中的唐英》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 003年04期)

@P28马积高“清代雅俗两种文化的对立、渗透和戏曲中花雅两部的胜衰"《西北师大学报》

1 994年02期



“引俗入雅”——雅、俗文化对流中的唐英戏曲创作

第二章曲翻新调引俗入雅

——唐英其人其作

第一节多才多艺视俗为雅

唐英(1682一约1756)，字俊公，号蜗寄居士，又号陶人，人称古柏

先生。清奉天(今辽宁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官内务府员外郎兼佐领，

后监督江西景德镇窖务，又曾兼理淮关、九江关、粤海关税务。唐英是

卓有成就的大陶瓷家，被日本学者称誉为“陶瓷神人”。他督造的陶器

制作精美，品种繁多，世称“唐瓷”。他编写的《陶成纪事碑》《陶器

图说》《窖器肆考》《陶成示论稿》都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学术论著。

唐英多才多艺，在戏曲、诗文、绘画、书法、篆刻及文字学等方面，均

有可观的成就。现存著述有诗文集《陶人心语》五卷、《陶人心语续选》

九卷、《可姬传》一卷；编辑字典《问奇典注增释》六卷；辑刻《琵琶

亭诗》一卷。

在戏曲创作方面，他著有《古柏堂戏曲集》，其中包括17部剧本(17

部作品包括：9部改编白花部诸腔的剧本，1部改编自弦索调时剧的剧本，

7部原创剧本)。此书写于1742年到1755年间，这时的唐英已经步入晚

年(61—74岁)，因此剧本多为饱经风霜之作。唐英戏曲创作中，一直

本着“引俗入雅”的戏曲创作观，积极向当时曲坛流行的花部诸腔学习。

在他的衙署歌筵上，除了昆曲外也有“土梨园”的演唱。唐英自己觉得

“巴歌吴欲尽可听”①正因为唐英肯放下士大夫的架子，积极向民间地

方戏曲学习，才使得他的戏曲作品呈现出于同时期戏曲家迥然不同的风

格气度来。

①见《陶人心语续选"卷九“丁卯年中秋后一日观土梨园杂剧冲口成句，聊以解嘲》



“引俗入雅”——雅、俗文化对流中的唐英戏曲创作

第二节以俗为雅力创精品

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以俗为雅”概念的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

《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

雅。”(《苏轼文集》北京 中华书局排印本，1982年)黄庭坚《再次

韵(杨明叔)·引》云：“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

之兵：棘端可以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 (《山谷

诗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1日出版)①而唐英在其创作中

延续了这一传统， 无论是唱腔、戏词或是故事情节，都积极向俗文化

代表花部诸腔学习，创作出了不少雅俗共赏的好作品来。

一、收揽众腔融会争奇

昆曲在明末其实已经开始渐渐走上下坡路，虽然康熙、乾隆年间，

又呈复兴之象，但此时“各地方剧种亦正各奏尔能，相与争逐”，②昆

曲再次面临诸多挑战。花部地方戏纷纷兴起，看似突然，但事实上，正

当昆曲最胜时，它们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在此之前，“散伏各地，

自不会使人注意及之。一旦集中一处，虽无人为作提倡，亦能各自有所

表见。”③

当时流行于曲坛的花部诸腔，种类众多。而唐英为官30年之久的

江西，又正是弋阳腔的发祥地，其他地方戏曲也流传甚广。“据蒋士

铨乾隆十六年(1751年)所作的剧作《升平瑞》中所记就有七八种之

多： ‘昆腔、汉腔、弋阳、乱弹、广东摸鱼歌、山东姑娘腔、山西口

①此段参考P7 3《禅籍俗语言对宋诗的启示与渗透》周裕锴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⑦P455《中国戏剧史长编》周贻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 960年1月

③P4 5 5“中国戏剧史长编"周贻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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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河南锣戏，连福建的乌腔都会唱’”①，唐英的剧作中也收入了

一些花部唱腔。

1、[弋腔]

明万历年间弋阳腔，威胁昆曲，后被昆剧艺人移植并“昆”化。其

中，弋阳腔系统的“青阳腔”，纳入昆曲系统后，被称为昆曲“弦索调

时剧”②，因为“青阳腔”原以琵琶伴奏，因此称“弦索”，又名“昆

弋腔”，如《思凡》、《下山》、 《芦林》、 《出塞》等皆为昆曲“弦

索调时剧”。清乾隆年间曾刊刻《弦索调时剧新谱》。唐英的作品《芦

花絮》中有一段弋腔的[驻云飞]：

《芦花絮第·第三出》 (外)“[驻云飞](弋腔，仿北Ⅸ芦林》

唱法)有个吃雪苏公。(副)怎么说到“苏松”地方上去了?(外)不

是地方，是个有名的忠臣苏武，吃雪吞毡的故事。 (唱)又有那映雪埋

头苦用功。 (副)又是什么“柴头”?(外)不是柴头，是个古人，名

唤孙康，映雪埋头读书的故事。”

在这段中，唱词、念白相间；一男一女两人搭腔；故意打岔飞白这

些都保留了民间戏曲的特点，同典丽、文雅的昆曲曲词相比，呈现出迥

然不同的艺术韵昧。

2、[梆子腔]

梆子腔在这一时期，是流行最广的地方戏曲之一。唐英的不少剧作

均改编自梆子戏。《面缸笑》《梁上眼》这两部改编自地方戏作品中，

都有梆子腔入戏。

①引自《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第三册济南齐鲁书社P1 7转引自相晓燕《花雅之争中的

唐英》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 003年04期

②注：时剧：昆曲除了南曲和北曲还有部分“时剧”。时剧形成的年代较晚，它的唱词和曲调

相对更通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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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俗入雅”——雅、俗文化对流中的唐英戏曲创作
((面缸笑·第四出》

[梆子腔排律](旦)院司道府县州I堂，吏礼兵刑工户房。作

弊蒙官奸似鬼，嚼民吞利狠如狼。捉生替死寻常事，改短为长竞妨。

婆惜老公真好汉，暗龟明贼黑三郎!

《粱上眼·第六出》

[梆子腔](副)打算摘茄花先采，裱紫深红到手开。蜂狂蜂浪

成双对，烈火干柴春满怀。怕又爱，肯还推，油盐酱醋暗香催。铁

刷铜锅秋打混，破磨瘸驴呆打孩。今日团圆君莫笑，都向掏包剪绺

①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进入昆曲的梆子腔唱段，并非原剧中所有，而

是唐英独出机杼，自己创作的。 《面缸笑》原本见于《缀白裘》，其中

并无此段唱段。作为一个封建文人，特别是一个封建官员能写出“院司

道府县州堂，吏礼兵刑工户房。作弊蒙官奸似鬼，嚼民吞利狠如狼。”

这样痛快淋漓、针砭时弊的句子来，实属难得。同时梆子腔七字一句，

句句铿锵的特色，在此处运用也正很恰当。《梁上眼》中茄花儿的这段

[梆子腔]唱段，唱之前，事先声明自己“咱这村庄上，每年唱高台戏。

近来都兴那些[梆子腔]，那腔调排场，我也有些在行。”可见，梆子戏

在当时，已经十分深入人心。这段唱腔中，“怕又爱，肯还推，油盐酱

醋暗香催。铁刷铜锅秋打混，破磨瘸驴呆打孩。”这些唱词，新鲜火辣，

为《梁上眼》的大团圆场面，增添了不少热闹气氛。

3、[姑娘腔]

“姑娘腔”也称“姑娘戏”，《梁上眼》第八出《义圆》中曾做过

①注：指偷窃来。



“引俗八雅”——雅、俗文化对流中的唐英戏曲创作

偷儿的魏打算(丑扮)对他的义父说：“你儿子在山东，每日听的都是

些姑娘戏。那腔调排场，稀脑子烂熟，待我随口诌几句，带着关目唱一

只儿，发爹妈一笑’。” 《梁上眼·第六出》：

[姑娘腔](丑)阎王爷闷的慌，半夜三更坐早堂。审了一件风

流案，明明业镜挂中梁。合欢床下屠户睡，醒酒酸汤人肉香。判官

小鬼哈哈笑，这椿公案不寻常。女的赏件“扎花袄”，男的封了个

“齐肩王”。奉劝世人休作孽，难逃法网与三光。编成一段“姑娘

戏”，还唱一双“梆子腔”。(丑对副白)该你的梆子腔来了。快

些接着唱，不要冷了场。)①

“剧中调名则称[姑娘腔]。他的妻子接口昌一支[梆子腔]，并说‘你

唱我帮腔，我唱你帮腔’。 ‘唱姑娘’一名见清乾隆间李声振《百戏竹

枝词》，其中题为《唱姑娘》的一首说： ‘锦驹讴已绝高唐，舞态干回

也断肠。锁呐一声无艳笑，春闲肯负唱姑娘?’题下注： ‘齐剧也，一

名姑娘腔，以锁呐节之，曲终必饶场宛转，以尽其致。它的演唱特点是

且歌且舞，用锁(唢)呐伴奏；曲终必饶场起舞，是一种歌舞小戏。因

为来自山东，作者称它为‘齐剧’。它的俗名即作者用做题目的‘唱姑

娘’。辽宁民香称‘唱姑娘’、山东烧香称‘装姑娘’，它们也就是这

些山东唱姑娘‘姑娘戏’ ‘姑娘腔’的来源，所以在山东地区的有关文

献中，也被称作‘巫娘腔’ ‘巫腔’。”②这里的“扎花袄”“齐肩王”

这样的用语，都既新鲜，又活泼。男女帮腔唱戏的形式也是民间戏曲的

一大特色。

①注：扎花袄：凌迟处死。齐肩王：斩首。

②《蒲松龄“巫戏”研究》车锡伦《戏曲研究*，第59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 002年9

月转引自国学网站http：／／”vw，guoxue．com／xqyj／yjqk／xqyj 3．ht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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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的戏曲创作中，除了这些为数并不算太多的地方戏唱腔外，还

有不少民间小调。这些小调，有的已经进入昆曲唱腔体系，成为基本曲

调，如[寄生草]，有的经过不断发展演变，在日后成为了新的独立剧种，

如[莲花落]。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音乐，如[回回腔]、[胡歌]

等。

1、[寄生草]

． “[寄生草]”本来是流行于江南一带的民间小调。明万历年间的

无名氏《钵中莲》传奇，其中的曲调除南北曲外，就出现了“寄生草”

唱段。此后，“寄生草”小调进入昆曲，已经比较普遍。《虎囊弹·山

亭》《紫钗记·折柳》等剧目中都有[寄生草]唱腔。但唐英在作品《面

缸笑》中运用的所谓[寄生草小调]同这些唱段都不同。它更多的保留了

民问小调的活泼气息，通俗可人。如：

[寄生草小调](旦)今朝添重了冤业病，又不痒来又不痛。

身子儿恹恹煎煎难扎挣，壁上的琴对了君家无心弄。在行凑趣尽

是假充，可笑你睁着两眼儿说的是梦，睁着两眼儿说的是梦!

[寄生草小调](旦)可笑你粗蠢像，可笑你不在行。可笑你

带着包果子儿来学闯，可笑你祠堂不如俺烟花巷。劝你本分过时

光，若不听，挑水烧汤你多力量，挑水烧汤你多力量。

[寄生草小调](旦)夸煞我的山东话，爱煞我的胡子麻。笑

煞我毡腔要摆个风流架，牛魔王何苦又把人来吓?劝你早早快回

家，罗刹女盼你想你还将你骂，罗刹女盼你想你还将你骂。

这三段寄生草，末句反复吟唱，文辞多带儿化音，这些都是民间曲

艺的艺术特色。这里，从妓女周腊梅口中唱出，比起昆曲老唱腔显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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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新颖，又十分切合人物身份。唐英的这部作品改编自梆子戏《面缸》

原本中也有周腊梅的这段唱。如下：

【前腔](贴)“老面皮!不想你是个什么东西!嚼舌根，讨我

的便宜!且照管自己的妻。和尚道士，还有那些小魔子，走来走

去在你门前嬉，看你的娇妻，燥他的皮!乌龟号，只怕今朝轮到

你，乌龟号，今朝只怕轮到你!”

但地方戏剧本中的此段唱腔，比起唐英的这三段[寄生草]，显然粗

糙不少，泼辣味道虽多了三分，俏皮、戏谐的劲道却不知输却了多少分。

2、[莲花落]

“莲花落”，也叫“莲花乐”。源出唐五代时的“散花乐”。最早

为僧侣募化时所唱的宣传佛教教义的警世歌曲。宋代开始在民间流行，

丐者行乞时经常演唱。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为莲花落最兴盛时期，

北京既有专业艺人卖艺，也有旗籍子弟走局票演。他们为与乞丐演唱的

大口落子有所区别，遂泛称小口莲花落。最初的莲花落为单人演唱，称

单口莲花落，后来发展成多人对唱的对口莲花落。傅惜华在《曲艺丛论》

中提到，莲花落本为民间清唱歌曲，直到清嘉庆年间，才开始有艺人用

这种唱腔形式演绎故事。“由歌者二三人分饰旦、丑两种角色。旦角为

当时妇女之装束；丑角则着京剧之行头，面敷粉墨，载歌载舞，略如戏

剧。而尤重于插科打诨，以资笑乐，名日彩扮莲花落。”莲花落的表演

一直为执政当局视之为异端，指责它“伤风败化，鄙俗不堪”。1908年

曾遭到禁演。低层说唱艺人，为谋生计，对此进行改良，后又经不断演

变，发展为现在广为人知的曲艺形式——评剧。唐英的戏曲作品《转天

心·第二十八出·乞婚》中，有七段莲花落，分别由净、副、丑、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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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乞丐轮番演唱，场面热闹非凡。以下是其中的头四首。

‘转天心》第二十八出

[莲花落其一](净)黄昏才到，不觉有是一鼓催。哩哩莲花落!

想新郎，除了冠，脱了衣，嘻嘻哈哈把灯吹也么，哈哈哈!莲花落!

他二人原本是旧人儿，感恩情，见面之时不用推。哩哩莲花落!拥

抱着，温存着，你疼我，我爱你，并着头儿在枕边睡也么，哈哈哈!

莲花落!

[莲花落其二](副)一更里才罢，不觉二鼓催。哩哩莲花莲花

落!娇花儿，嫩花儿，俏恋儿，嫩身儿，恨不能搓搓团团做一堆。

哩哩莲花莲花落!这一个感恩情，古庙中坐深宵，叫着恩哥哥颤巍

巍。哩哩莲花莲花落!那一个平日里，求老爷，呼奶奶，告大娘，

叨相公，今夜里搂着女娇娘，不住的在耳厢叫妹妹也么，哈哈哈，

莲花落!

[莲花落其三](丑)二更里才过，不觉三更催。哩哩莲花莲花

落!他二人成过亲，身子倦，肩并肩，腿压腿，梦作鸳鸯水上飞也

么，哈哈哈!莲花落!洞房里，灯儿明，香耳薰，静静悄悄怅儿垂。

哩哩莲花落!不比那破窑中，草窝中，古庙中，金刚脚下睡如雷也

么，哈哈哈!莲花落!

[莲花落其四](末)三更里才过，不觉又是四鼓催。哩哩莲花

落!他二人睡醒了，又翻身，上阳台，捱捱靠靠把身偎也么，哈哈

哈!莲花落!不比那前番儿，含着羞，啮着被，吁吁啼泣皱眉。哩

哩莲花落莲花落!尝着了甜头儿，好意儿，笑盈盈，点着头，领略

这点美滋味也么，哈哈哈，莲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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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转天心》系唐英原创，因此，这几段莲花落也都是他亲笔写

成，是文人仿民歌形式写出的拟民歌。其中“一更”“二更”“三更”

“四鼓”“哩哩莲花莲花落”等关键词的重复出现，使得此段唱腔具备

了民歌反复吟唱的特点。句末压韵，符合莲花落的唱腔特点，也使得这

段唱腔吟唱起来特别的悦耳动听。此段文辞更是大胆涉及男女情事，符

合民歌粗糙、鲜辣的特点。同时，说唱音乐进入戏曲作品，也显现出了

说唱音乐向戏曲声腔转化的趋势。

3、[胡歌]

“胡歌”见于唐英戏曲作品《笳骚》，写的是蔡文姬归汉的故事。

这段[胡歌]在剧本中，由蔡文姬同匈奴左贤王的两个儿子唱出。原文如

下：

[胡歌】(杂扮二子上，唱)天上的蟠桃什么人栽?地下的黄河

什么人?开什么人把太阳赶?什么人弹着琵琶和番来?

[前腔】天上的蟠桃王母栽，地下的黄河神禹开。二郎担山把太

阳赶，昭君娘娘合番来。

这段唱词中提到王母、神禹、二郎等，都是汉族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显然并不属于匈奴文化的范畴之内。而唱词又同汉族河北①民歌《小放

牛》十分接近。

[小放牛]“天上桫椤什么人栽，地下的黄河是什么人开?什么人把

守三关口，什么人出家一去不回还那么伊呦嘿?天上桫椤王母娘娘栽，

①注：三国文姬归汉时期，匈奴所在地理位置在夸山西省附近，距离河北并不很远。“公元216

年，南匈奴最后一位单于呼厨泉投靠曹操。曹操为了削弱其势力，把他的部众分为五部，每部
选尊贵者为帅，别令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令左部居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省汾阳东南)、右
部居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东南)、南部居蒲子县(今山西省隰县)、北部居新兴县(今山西省忻

县)，中部居大陵县(今山西省文水县东北)。”引自《中国北方民族及其政权研究》作者不详
转引自http：／／www．Sinos S．net／Achieve／1 0S79-A850．20-000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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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的黄河是老龙王开。杨六郎把守三关口，韩湘子出家一去不回还那

么伊呦嘿。”

那么在这里标明[胡歌]很可能是由于腔调曲式吸收了当时少数民族

的声乐样式，而在曲词方面，仍采用了汉族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

4、[回回曲]

“回回曲”本为中亚地区音乐，元代由穆斯林引进中国。据元陶宗

仪《南村辍耕录》卷28《乐曲条》记载，当时的《伉里》《马黑某当当》

《清泉当当》都是回回曲。

唐英剧作中的[回回曲]，见于《转天心-第七出》，原文如下：

[回回曲】(小生摇口鼓作跳舞、唱“回回歌” )檐前滴水水

点长，反哺乌鸦跪乳羊。财主高官怎如我?背上长驮不老娘，背上

长驮不老娘。

除唐英的昆曲作品中有回回曲外，元代无名氏的南戏《牧羊记》、

明代梁辰鱼的昆曲《浣纱记》、清朝洪升的昆曲《长生殿》、近代梅兰芳

的京剧《洛神》中都有回回曲。可见，这种曲牌早已纳入汉族戏曲声腔

体系中来了。

唐英作品中的这些地方戏唱段与民间小调，原创的居多，照搬的较

少。由此可见，对于民间俗文艺，唐英不仅是随意采撷，更是有意模仿

学习。他对这些民俗文艺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些散见文中的

地方戏唱段、民间小调，异彩斑呈，更是为他的作品带来几分俗趣、使

其增色不少。同时，也保留了不少中国民间戏曲的原初样型，对中国戏

曲研究，贡献颇大。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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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撷俗语臻妙入戏

昆曲衰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其文辞的晦涩难懂。焦循在《花部农谭》

就曾言昆曲：“盖吴音繁褥，其曲虽极械于律，而听者未睹本文，无不

茫然不知所谓。”而中国的戏曲本来就源自民间，最具群众性。戏曲脱

离了广大中下层民众，则必将走向衰亡。想要贴近普通民众，戏文创作

必须遵循一条语言的通俗性的原则。

所谓语言通俗性，是指运用群众中明白晓畅的语言，把抽象的概念

表述得很具体，把深奥的道理说得很浅显，很生动，读者容易看得懂，而

且喜欢看。唐英的戏曲语言创作就十分注重语言的通俗性原则，无论唱

词或对白，均富有动作性和表现力，给人以新鲜活泼之感。他善于花部

戏曲学习，有意采撷民间俗语，走着一条昆曲戏文通俗化的道路。

在唐英的戏姑作品中，有很多民间百姓常用的修辞格。如顺口溜、

俗语、隐语、飞白等修辞手段的运用，都为其作品增添了不少俗趣。

俗语：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口头语言。它的运用，

使戏文更具有生活色彩，让人们感觉“似曾相识”，易于接受。如：

(丑)“自古道：‘惧法的朝朝快乐，玩法的日目担忧。做贼的

那里有庆八十的?⋯(《(梁上眼》魏打算)

(丑)“自古道：‘蛇钻的窟窿蛇知道。’以贼拿贼，是小的熟路。”

(《梁上眼》魏打算)

损外公)

(丑)这才应这“菜里虫儿菜里死”了。(((梁上眼》魏打算)

(外)妈妈，常言道： “从来继母不如娘。”(《芦花絮》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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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口溜：与传统诗歌相比较，它既灵活多变，充满俚趣，又遵循一

定的格式，压一些简单的韵脚，给戏文增添了不少活泼色彩。如：

(小丑)他骂老爹山东的“夸子”①、脸上的麻子，舍不得银子，

来嫖表子②。 (《面缸笑》店小二)

(副)有的是金镯子、银镯子、金簪子、银簪子、缎袄子、绫袄

子、绸裙子、绢裙(《天缘债》张古董)

(丑)学生本姓赖，无处不发赖，赖些果子吃，强如做买卖。咯

噔咯噔邦邦!(《三元报》商辂同学赖毛)

歪解：唐英戏曲中的一些中下层人物，有时为了故意附庸风雅，时

常歪解一些诗句。在戏曲中运用这些歪解诗句，反而突出了中下层百姓

语言的俗味来。如：

(副)毕竟西狐六月终。 (《千家诗》中，杨万里《晓出净慈

寺送林子方》诗首句为“毕竟西湖六月中。”此处为药客假装斯文歪解

诗句。 )(《面缸笑))药商)

(副)乞其鱼不。 (((孟子》原文为“乞其余，不足”，见《离

娄》下。此句亦为药客歪解。 )(《面缸笑))药商)

(副)云淡风轻近五天。(《千家诗》中程颢((春日偶成》诗

首句“云淡风轻近午天”，此处为药客歪解。 )(((面缸笑》药商)

(外)有个吃雪苤尘。(副)怎么说到==蒸拴：：地方上去了?

(外)不是地方，是个有名的忠臣苏武，吃雪吞毡的故事。(唱)又有

那映雪埋头苦用功。 (副)又是什么“柴头”?(外)不是柴头，是

①注：夸子，即侉子，方言，指口音跟本地语音不同的人

②注：表子，即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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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古人，名唤孙康，映雪埋头读书的故事。” (《芦花絮》闵损

的外公、外婆)

(丑)哎呀!妹子，休说这话。若是你我果然日近龙颜，那龙

张牙舞爪，也不是什么好玩的!再者，那龙宫海藏，在那水底下，

我怕出入也有些不便，倒不如你我还是开店房的好。 (《梅龙镇》

李龙)

歇后语：歇后语是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得最的语言文化之一，它集诙

谐幽默于一体，读了之后往往能令人会心地一笑。如：

氏)

(旦)“为何冷锅爆豆一一啕这等闲气?”(((芦花絮》继母李

析字：“字有形、音、义三方面，把所用的字析为形、音、义三方

面，看别的字有一面同它相合相连，随即借来代替或即推衍上去的，名

叫析字辞。”①唐英戏曲中的这些析字修辞，大多用在一些文化层次并

不是很高，却又喜欢故意卖弄“文采”的人物身上， 显得俗趣盎然。

如：

(净)我们也该“八刀”了。(丑)怎么叫做“八刀”?(净)

“八刀”者“分”之乎也。(《巧换缘》张小桥小李儿)

(净)怎么叫做“赵不肖”?(丑)亏你或了这把年纪，连

“赵不肖”也不懂得!实对你说了罢，走为上计!(《巧换缘》

OP]4 5“修辞学发凡"陈望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新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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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桥小李儿)

(副)只得跑进城去，把他们叫回，方免得那‘五三7、‘二

六’的名号。”(此处的“五三”、“二六”指“王八”。五

加三，二加六都等于八。暗指“王八”)(《天缘债》张古董)

比喻：唐英作品中的一些比喻修辞，同其他文人案头文章中的比喻

有着很大区别。这些出白百姓口头的比喻方式，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差距

一般很大，比喻超出人的正常想象之外，往往给人一种耳目一新、新颖

生动的感觉。如：

(丑)判官小鬼哈哈笑，这椿公案不寻常。-k-自4赏件：：生生蕉丛：：，

男的封了个“齐肩王”。①(《梁上眼》魏打算)

(丑)小的赞老爷‘清似水，白似面”这两句赞的如何?(净)这

两句赞的倒也好。(丑)还有好的呢一“搅在锅里成一片，告示封条

唾沫粘，裱匠铺里堆满案!”(净拍案怒介，白)了不得!了不得!

这狗头竟把我老爷比作一盆糨糊了!”(《梁上眼》魏打算大老爷)

唐英的剧作则鲜明地表现了“场上之曲”的特点，用他自己的话说便

是：“酒醉排场，莫认作案上文章。”因此，他的戏曲语言绝对不是僵化

的文言，而是充满生气的“活语言”。唐英的戏曲中甚至有一些方言、土

话入戏，这些土的掉渣群众口头语言，有别于文人僵化的“案头文章”，

是鲜活的，最具有生命力的语言样式。如：

①注：扎花袄，凌迟处死；齐肩王，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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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丑)他骂老爹山东的“夸子”、①脸上的麻子，舍不得银子，

来嫖表子②(《面缸笑》店小二)

(副)柴胡木瓜，金汁不大。好闯些门冬寡茶，枇把叶耍。要燥

那陈皮一霎，急去访软款冬花。③(《面缸笑》药客)

(末)世间哪有鎏董I苤盟主。④(《芦花絮》闵损外婆)

(净)“官司断过几千场，金旦迪!坠羞薹。”⑤(((天缘债))
大老爷)

同时，唐英的戏剧语言，还大胆涉及到了让封建统治者异常敏感的

男女情爱话题，用词大胆泼辣，鲜活热烈。如：

(副)蜂狂蜂浪成双对，烈火干柴春满怀。怕又爱，肯还推，

油盐酱醋暗香催。 (《梁上眼》茄花儿)

(副)他二人自然是一间房，一张床，一个枕头二尺长，马桶

尿鳖一处放，吹灯解带脱衣裳，就在一处睡了。 (((天缘债))张

古董)

(二旦)蓦忽的黄昏闯入深闺内，则看这枕花儿绣着鸳鸯戏，

被窝中慢把新红试。请郎君带笑把灯吹，好办着遇冤家受点风流罪。

(《转天心》二鬼 )

①注：夸子，即侉子。方言，指口音跟本地语音不同的人。

@注：表子，即婊子。

@注：燥那陈皮一霎，燥皮的谑语，因陈皮(中药名)中有“皮”字而借用，以符合此药客的身份

及语言特点。燥皮，也作燥脾。燥脾胃，爽快之意，或作寻开心解。《缀白裘》中梆子戏《面

缸》中也有燥皮-N。(贴)“和尚道士，还有那些小魔子，走来走去在你门前嬉，看你的姣

妻燥他的庋!”

④注：哪有这等事情。

@注：指官司断的正台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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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他二人原本是旧人儿，感恩情，见面之时不用推。哩哩

莲花落!拥抱着，温存着，你疼我，我爱你，并着头儿在枕边睡也

么，哈哈哈!莲花落!(《转天心》乞丐)

(副)娇花儿，嫩花儿，俏恋儿，嫩身儿，恨不能搓搓团团做

一堆。哩哩莲花莲花落!这一个感恩情，古庙中坐深宵，叫着恩哥

哥颤巍巍。哩哩莲花莲花落!那一个平日里，求老爷，呼奶奶，告

大娘，叨相公，今夜里搂着女娇娘，不住的在耳厢叫妹妹也么，哈

哈哈，莲花落!(((转天心》乞丐)

(丑)他二人成过亲，身子倦，肩并肩，腿压腿，梦作鸳鸯水

上飞也么，哈哈哈!莲花落!洞房里，灯儿明，香耳薰，静静悄悄

帐儿垂。哩哩莲花落!(《转天心》乞丐)

(末)三更里才过，不觉又是四鼓催。哩哩莲花落!他二人睡醒了，又

翻身，上阳台，捱捱靠靠把身偎也么，哈哈哈!莲花落!不比那前番儿，

含着羞，啮着被，吁吁啼泣皱眉。哩哩莲花落莲花落!尝着了甜头儿，

好意儿，笑盈盈，点着头，领略这点美滋味也么，哈哈哈，莲花落!(((转

天心》乞丐)

唐英文章中的这些俗语言，大多出自中下层小人物之口，如：不学

无术却又想买卖风雅的药客(《面缸笑》)；调皮捣蛋，不学无术的问

题学生赖毛(《三元报》)；小农出身，人品不佳的继母李氏(《芦花

絮》)⋯⋯采撷民间百姓口头的俗语言，臻妙入戏，是唐英积极努力向

俗文化学习的表现之一。这些源白百姓生活中的俗语言，是唐英戏曲作

品中璀璨夺目的亮点。

三、多用丑净标新立异

“唐英的作剧，发挥了净、丑的作用。或侧写或正写，或与生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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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或独写净丑，不仅起到烘云托月之效，而且能够借净、丑的行为，

结构剧作。”①以《双钉记》中的江芋为例，这部剧，共二十六出，“从

第七出《钓龟》到《抵署》前十一出主要写江芸赴京取仕后，江芋在家

服侍老母以及寻兄的艰辛。”②在这部戏中，丑角江芋成为了作品中

重要的一个楔子。从结构上讲，他的活动贯穿全文；从角色上讲，他在

剧中可独成文章；从主旨上讲，江芋身上的美德正是作者所要歌颂的。

历来受轻视的丑角，在唐英的剧作中受到了重视。此外，《梁上眼》《面

缸笑》《巧换缘》等剧目都是丑、净为主的剧作。

其实，丑、净角在唐英戏曲中比例的增加，实际上当时戏曲发展的

一个整体走势外在反映。唐英在作品中，重视丑、净角，承前，这是受

到了花部戏曲发展初期的角色搭配习惯影响；启后，它顺应戏曲发展各

种角色日趋丰满的整体态势。同时，由于唐英创作处在这样一个承前启

后的过度时期，因此，其作品中的丑角，又有着自己的独特艺术特征。

纵观中国戏曲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古典戏曲中，“丑角仅仅

秉承着先祖徘优讽谏时事、滑稽调笑的传统，处在给生、旦，甚至净行

‘配戏’的地位，而未能真正‘杂’入戏曲艺术之中。⋯⋯而作为戏曲

艺术灵魂的声腔则与丑角根本无缘。”③

而花部的兴起，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丑角的这一“配戏”地位，

净角地位也有所提升。 《扬州画舫录》中提到： “凡花部角色，以旦、

丑、跳虫为重，武小生、大花面次之。若外、末不分门，统谓之为男角

色；老旦、正旦不分门，统谓之为女角色。”“本地乱弹以旦为正色，

①q 6李静《唐英戏剧创作在艺术形式的创新》湖北大学学报2 001年05期

@P46李静《唐英戏剧创作在艺术形式的创新》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05期

⑦P84《论戏曲丑角的美学特征》邹元江《文艺研究"199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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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为间色，正色必联问色为侣，谓之‘搭伙’”①“‘搭伙’的意思

是小旦、小丑结伴演出。这与后来扬州花鼓戏的”对子戏”脚色体制完全

一致。”②“‘花部’兴起后，净扮演人物范围不断扩大。”③

唐英的戏曲中，有九部改编自当时的“花部”戏曲，因此，受到其

影响，重视运用丑、净角，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当然，受“花部”影响，只是唐英重视丑、净角运用的原因之一。

同时，他三十年督陶，同下层百姓的共同生活经历，更使他重视这些反

映下层百姓生活的丑、净角色，并赋予他们以更多的舞台空间。

也许唐英在其戏剧创作的过程中，并不知晓，他身边的中国戏

曲艺术正在发生着悄然的转变。“雅部”昆曲在同“花部”诸腔的竞争

中，日渐式微，直到乾隆末期，“花雅之争”最终以“花部”的胜利而

告终。但，这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昆曲的衰亡的标志，而实

际上，却是“昆曲”艺术在另一个意义上的完善与发展。“花雅之争”

中，昆曲吸收了与其处于对立阵营中的“花部”诸腔的的优长，并在此

后，同“花部”一同融入到“京剧”这一新的中国戏曲样式之中，这是

一条中国戏曲日趋发展、完善的道路。

这一时期，昆曲艺术发展的表现，并没有表现在其文本创作上，而

更多体现在表演形式的日益完善，更适合演出观赏的折子戏的出现，角

色分工的日渐细化，各种角色的日渐丰满等诸多方面。

中国戏曲角色的分化，在元朝时，就已经初具规模。而昆曲的戏曲

角色分化，则在乾嘉时期，日渐完备。这时的昆曲舞台，一改过去生、

①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10月

@韦明铧《百年扬州》片段引自《广陵绝唱》百花文艺出版社2 003年8月01日

o《中国戏曲的表演艺术》Ⅸ中国戏曲》，见http：／／www．rLliwen．com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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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一一统全场的局面，其他戏曲角色，已经获得了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的空

间。“据《扬州画舫录》，当时昆剧已分‘十二脚色’； ‘梨园以副末

开场，为领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

谓之男脚色’； ‘老旦、正旦、小旦、贴旦四人，谓之女脚色；打诨一

人，谓之杂。’此家门体制已趋定型，而后只是在具体细致地塑造人物

形象方面根据积累的经验再加以细分而已。”①

而唐英在戏曲创作过程中，重视运用丑、净角，正顺应了戏曲发展

中，对各种角色进一步发展、分化的要求，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唐英戏曲作品中的丑角，同其他昆曲作品中的丑角相比，有着自己

独特的艺术特质。在昆曲作品中，丑角多以念白为主，而“作为戏曲艺

术灵魂的声腔则与丑角根本无缘。”②而唐英戏剧中的丑角，则有较多

的开口唱腔片段。

如《双钉案》第七出《钓龟》中的江芋唱一段[缕缕金]：

“兄远出，老母单。家贫无奉养，仗鱼竿。一线关生命，穿

衣吃饭。菽水娘健康，乐余年。为此临渊羡。”

此后，一段念白，自报家门，再接一段[一江风]：

“望湖干，渺渺烟波泛。不是严陵伴，亦非贪，只为亲老家寒，

难觅衣和饭。临风一钓竿，临风一钓竿。凝神泼剌间，怕鱼儿不上

钩和线。”

钓上一龟，抛入湖中后，再接一段[前腔]：

④《昆剧表演艺术的“乾嘉传统”及其传承浮李晓原载联艺术百家》转引自“中国网”

http：／／vn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31 0l 03．htm)

②P84《论戏曲丑角的美学特征》邹元江Ⅸ文艺研究》I 99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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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投竿，荇藻参差乱，整饵抛深漩。 (白：且住，我乃

钓鱼之辈，焉肯见物不取?只因母亲之言，不敢违拗。)记亲

言，道灵长鱼虾，勿肆伤惨。存心取舍间，存心取舍间。那姜

钧直不弯。(白：就是今日钓鱼奉母，不过为家贫之计，也不

算做下流。)想古来渔隐，多少英雄汉。⋯⋯

这三段唱腔，依然保留昆曲的雅致，有“荇藻参差乱，整饵抛深漩”

之旬；又浅白如话，有“怕鱼儿不上钩和线”之句，符合江芋一介渔夫

的形象。 三段的唱腔续连，中间穿插念白，用以交代故事情景。这样

的丑角开151唱，在唐英戏曲中，较为常见。如《梁上眼》中的魏打算，

茄花儿， 《转天心》中的众乞丐等角色，都有唱段安排。

较多的丑生唱段，和他在戏曲中较多地运用了丑角有关。唐英的戏

剧作品多改编自“花部”诸腔，“花部”是一种较粗糙的戏曲样式，丑

角所占戏份较大，唱段也较多，唐英的“雅部”作品学习“花部”作品，

自然也就学习了其中的丑角开腔唱段。同时，作品中加重了丑角分量，

自然不可能单纯靠加大丑角念自来结构文章，因此，大段唱段也就无法

避免了。较多的“丑角开口唱”是唐英戏曲中丑角的特殊特性。

四、曲尚改编京昆同源

唐英所处的“花雅”之争时期，是一个改戏成风的年代。由于这一

时期的昆曲新本较少①，而昆曲观众却仍要求有戏可看。于是，昆曲艺

人不得不对传统剧目进行进一步的改编，以适合观众不断变化的欣赏口

味。

①P86乾隆年间的乾隆后期，昆曲曲坛已“有曲无戏”，延自“花雅之争”，文人昆曲创作陷

入了一个低产的阶段，“乾嘉时期基本无新戏目可演”。(“昆剧表演艺术的“乾嘉传统”及其

传承*李晓Ⅸ艺术百家"1 997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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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最常见的剧目改编方式，是将长篇巨制的传奇剧本改编

成适合演出的折子戏。所谓折子戏，就是在原有的昆曲本基础上，进行

删减，只选择其中精彩的一出或数出，加以充实丰富，作为短剧独立演

出。这种篇幅短小，样式活泼的折子戏为当年的昆曲曲坛带来了一股清

新之风。乾隆三十五年(1770)由玩花主人编选的折子戏总集《缀白裘》

的问世，标志着昆曲由演出全本传奇到演出折子戏的过渡。

此外，这一时期改编的“梨园本”同样盛行。所谓“梨园本”是一

种演出“改本”，是按艺人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不断地修改的。它不同

于昆曲的原始脚本——传奇，是一种更适应舞台表演需要的改本。

与此同时，“花部诸腔”并起；“花雅”斗胜；京剧的直系祖先“徽

剧”登上历史舞台，使得各剧种剧本间的互相借鉴，互相学习也成为了

一种曲坛新风。“昆改京”“花改昆”“花改京”⋯⋯的剧本层出不穷。

唐英的昆曲创作就受到了这些曲坛风尚的影响。他的作品，受折子

戏创作方式的启发，改变了传统昆曲动辄几十出的传统，写出了不少短

戏。如八出的《梁上眼》，四出的《面缸笑》《梅龙镇》，一出的《十

字坡》等。此外，他的戏曲演出也特别注意适应演出需要。按他自己的

话说，就是“酒畔排场，莫认作案上文”。他甚至在昆曲作品中运用了

大量的表演提示，这在传统的文学剧本中不多见，倒很接近折子戏的舞

台演出本《缀白裘》。①

唐英的戏曲总集《古柏堂戏曲集》②中，共收有剧本17部，其中，

lO部均为改编剧本，其中，1部改编自当时流行的弦索调时剧③，

①关于科介提示、舞台布置、道具砌末等的运用，详细介绍可见于P23 相晓燕《花雅之争

中的唐英b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3年04期

②特指1 7部本，此外还有I 5部本和1 4部本。

@《英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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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部改编自当时流行的“花部”戏曲①，而这9部改编自花部戏曲的

作品中，有8部②在京剧中都能找到与之情节相似的剧目，使得一些研

究者甚至误认为，京剧剧本改编自唐英的昆曲剧本。林叶青就曾在《论

唐英剧作的艺术特色》一文中，提到“在清代戏曲作家中，唐英的剧作

被改编成京剧最多”。③

而事实上，这些京剧戏本和唐英的昆曲本之间是同源的关系，它们

之间之所以如此相似，是因为它们很可能都改编自当时流行于剧坛的

“花部”戏曲的本子④，而并不是说京剧本改编自唐英的昆曲本。

“花部”剧本属于民间俗文化，它本身也具有所有俗文化共同的特

性，即易产性。“花雅之争”时期，地方戏职业戏班走街窜巷，遍步大

江南北，城市乡村，甚至连唐英这样的封建文人自家的昆曲舞台上，也

有他们的身影⑤，一些“花部”作品，还被改编成了昆曲剧本，它的影

响力可见一斑。而唐英的剧作，作为昆曲文本创作低潮期的文人作品，

多用于家班演出，它的流传没有“花部”戏曲那么广，能产性也较差。

与“花部”戏曲，同属“花部”阵营中的“京剧”@艺人，欣赏

得更多的是“花部”戏曲的演出，看的多了，渐渐耳濡目染，开始改编

起这些“花部”本子来。这是比较自然的一件事。此外，俗文化的一大

特点就是传承方面大多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试想京剧产生期的民

①Ⅸ三元报》《天缘债》《面缸笑"Ⅸ梅龙镇》《十字坡*《梁上眼》《双钉案》《芦花絮》《巧换缘*．

其中可能有个别剧目改编自前人昆曲作品或元杂剧。
②“天缘债》《面缸笑》《梅龙镇》《十字坡》《梁上眼*Ⅸ双钉案》《芦花絮》《三元报》

③P82《论唐英剧作的艺术特色"林叶青 《艺术百家》1 996年03期

④注：有些剧目也可能改编自同源历史故事，或元曲等。即使说，这些京剧本并非改编自地

方戏本，但绝大多数也绝对并非改编自唐英的昆曲本。

⑤：唐英的衙署歌筵上，除昆曲外，也有“土梨园”的演唱。

@注：此处的京剧指萌芽时期的京剧，主要指京剧的直系祖先“徽剧”。



“引俗入雅”——雅、俗文化对流中的唐英戏曲创作

问艺人，又有几个能读到，并读懂唐英创作的昆曲本子呢?也就是说，

京剧艺人很可能是看了“花部”的舞台表演，然后从中吸取营养，并

将其改编成京剧作品的。

当然，以上都是笔者对京、昆剧本改编情况的一种推测与假想。至

于京剧本到底是改编自地方戏本还是昆曲本，还要从文本上进行进一步

的探究。

l、现存剧目情况考察

(1)‘天缘债)

地方戏：有乱弹腔《借妻、回门、月城、堂断》、高腔《借亲配》、

楚剧《卖棉纱》、川剧《借亲配》。

今剧本可见于： 《明清戏曲珍本辑选(缀白裘)》0 P205乱弹

腔《借妻、回门、月城、堂断》。

又见： 《地方戏曲选卜4辑》P349高腔《借亲配》②《四辑

楚剧》P93楚剧《借妻困城》③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第24册》P75楚剧《张古董借妻》④

京剧： 《一匹布》。

今本可见于： 《京剧汇编》第108集P113⑤

(2)‘梅龙镇>

地方戏：梆子腔《戏凤》、汉、徽、川等剧种都有此剧，名为《游

龙戏凤》或《梅龙镇》。

①注：孟繁树周传家 中国戏曲出版社出版1985年08月第1版

②注：四川I省戏曲研究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 96 o年067I第1版

@注：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 98 o#-11月第一版

④注：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编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6月第一版

。注：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辑1 95 7年2月第一版北京出版社出版



“引俗入雅”——雅、俗文化对流中的唐英戏曲创作

今本可见于： 《明清戏曲珍本辑选(缀白裘)》P108梆子腔《戏

风》①

京剧： 《游龙戏风》

今本可见于：见于戏考网(http：／／xikao．com)。

(3)‘面缸笑>

地方戏：有梆子腔《面缸》、滇剧《打面缸》、锡剧《打面缸》等。

， 今本可见于： 《明清戏曲珍本辑选(缀白裘)》P335梆子腔《面

缸》②

《滇剧传统折子戏选》P206滇剧《打面缸》③

《中国地方戏曲集成(江苏省卷)》P179锡剧《打面缸》④

京剧：《打面缸》

今本可见于： 《京剧丛刊》合订本P738⑤

(4)‘十字坡>

地方戏：梆子腔《杀货、打店》。

今本可见于：《明清戏曲珍本辑选(缀白裘)》P201梆子腔《杀货、

打店》⑥

京剧： 《十字坡》或名《武松打店》。

今本可见于： 《京剧汇编》第108集P1 13⑦

①注： 孟繁树周传家中国戏曲出版社出版1985年08月第1版

@注：孟繁树周传家 中国戏曲出版社出版1985年08rl第l版

@注：黎方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 984年08月第l版

④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编中国戏曲出版社1 95 9#-1 2月第一版

⑤注：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5年1271出版

@注：孟繁树周传家中国戏曲出版社出版1 985年08e3第1版

⑦注：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辑1 957年2月第一版北京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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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元报)

地方戏：秦腔《双官诰》，川I剧《断机教子》，湘剧《春娥教子》，

汉剧、豫剧、河北梆子、武安落子都有这一剧目。 (明代传奇有《断机

记》《商辂三元记》，后代昆曲演出本名《双官诰》。)

今本可见于： 《山西戏曲折子戏荟萃》P362晋剧《教子》。①

《中国地方戏曲集成广东省卷》P316粤剧《三娘教子》②

京剧： 《三娘教子》(《双官诰》[前本])

今本可见于：戏考网(http：／／xikao．com)

(6)‘芦花絮>

地方戏：陕西东路、西路及甘肃秦腔有同目。河南梆子、河北梆子、山

东曹州梆子、山西蒲州梆子亦有此剧目。(宋元戏文有《闵子骞单衣记》，

明代有《孝义记》《芦花记》，短剧《衣芦御车》。)

今本可见于： 《山西地方戏曲汇编》第五集P182《芦花絮》。③

《安徽戏曲选集》P67庐剧《打芦花》。④

《中国地方戏曲集成浙江卷》P601绍剧《芦花记》。⑤

《秦腔传统折子戏选》P159眉户剧《鞭打芦花》。⑥

《山西戏曲折子戏荟萃》P379晋剧《芦花》。⑦

京剧：《鞭打芦花》

今本可见于：戏考网(http：／／xikao．com)

①注：《教子*是传统剧目《双官诰》中的一折。1 989年05月第l版

①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编中国戏曲出版社1962年02月第l版

@(注：山西省文化局戏剧工作研究室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 982年08月第1版)

④(注：安徽省文化局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 959年1 o月第1版

@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编浙江省文化局编辑中国戏曲出版社1 95 9年06月第l版

@注：陕西省艺术研究所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1 98 5年05月第1版

⑦注：中国戏曲出版社l 989年05月第l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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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双钉案》

地方戏：有梆子戏《钓金龟》。(《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曲

录》著录有《包待制勘双钉》杂剧， 《剧说》云：一名《钓金龟》。杂

剧本今已佚。)

京剧： 《钓金龟》《行路哭灵》《双钉记》。

今本可见于： 《钓金龟》《行路哭灵》《双钉记》见于戏考网

(http：／／xikao．COll])。

(8)‘粱上限》

地方戏：湘剧、祁剧、秦腔、桂剧名《杀蔡鸣风》，楚剧名《蔡鸣

凤辞店》。黄梅戏中有《小辞店》。

今本可见于： 《小辞店》选段根据韩再芬录音资料整理。①

京剧： 《串珠记》，又名《循环报》，《清朝八出(之一)》(注：

“清朝八出”指八出清朝戏，戏服皆为清朝服饰。《串珠记》为其中的

一出。)

今本可见于：戏考网(http：／／xikao．tom)

1、“花”。京”“昆”剧本比较

(1)‘天缘债>

这部作品，京剧剧本《一匹布》的故事情节同《缀白裘》中的《借

妻、回

李天龙

作续弦

]、月城、堂断》基本相同。讲的是张古董不务正业，路遇盟弟

适李妻死家贫，无力赴试，张古董就将妻子暂借与李天龙，假

骗取他岳父的礼金。到岳父家得到银子后，李和假妻被留下同

宿。次日张古董向县官控告；张妻因丈夫不务正业，愿与李天龙成为夫

妇，经官判准，令张另娶。张古董不但没得到银子，反而丢了老婆。

①注：录音资料由“糊涂艺术沙龙”提供。网址：http：／／hutu684 8cn．nea se．net／zgmy]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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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昆曲作品《天缘债》的故事情节同京剧、地方戏相比，都有些出

入，是在地方戏的基础上的改编本。《天缘债》中的张古董被塑造成一

个古道热肠、仗义借妻的可爱的人物。他为了朋友的利益，毅然借妻，

不想造化弄人，让他丢了老婆。作家还为张古董安排了一个团圆的结局，

让他又娶到了位好老婆。周育德曾在《简论唐英的戏曲创作》之中指出，

这样的修改使得张古董的形象变的更为生动、丰满。但事实上，这样一

改，却使得张古董妻子沈赛花的背叛没有了依据，李成龙①也因为接受

了一个仗义朋友的妻子，而变成了一个不仁不义伪君子。成就一人，毁

却两人，并使故事发展的逻辑性遭到破坏。

实际上，对比三个本子，可以看出，地方戏原本中的故事情节最为

符合逻辑。 《借妻、回门、月城、堂断》中的沈赛花是被卖与张古董为

妻的，并且尚未圆房。张古董贪图银子(而不是为了朋友的利益毅然借

妻)，将妻子借与他人，李天龙同情沈赛花遭遇，勇敢娶沈赛花为妻。

这样最符合故事的逻辑性。京剧本子《一匹布》中，沈赛花虽然不是被

卖与张古董的，但张古董好吃懒做的作风也早已让她生厌(京剧中用大

篇幅描述了张古董好吃懒做，家中。一贫如洗，沈赛花早已对其心声厌)，

特别是张古董为贪图银子，将她借与李天龙，这让她感觉很不满。于是

有了背“张”投“李”的最终结果，这样设计故事也比较符合常理。三

者比较，反而是唐英的本子在这一点上落了下风。

同时，昆曲本为20出长本，而京剧同地方戏本的传本都为折子戏本

②。昆曲本中“归试”“偿圆”等许多出，京剧本和地方戏本都没有。

由此看来，京剧改编自地方戏本的可能性大些，改编自昆曲本的可能性

①注：昆曲本、地方戏本中，李天龙名为李成龙，京剧中皆为李天龙

②注：不排除最初有地方戏长篇，后被改成折子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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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些。

麸故事馋节及剧本长度考证，豪慰《一匹布》稷可麓改编鑫缝方戏

本《借妻、回门、月城、邋断》，或跫根据当时舞台上表演的地方戏改

编的。而昆曲本也改编自地方戏。由此可见，这出戏应为昆、京本同源

捌，丽荠j#京灏本改昆蘸本。①

此外值得～提的是，昆曲中的《雨合》一出，历来以其独特的时空

设计②引来无数称赞。这耪特殊设计，实际上是源自最初的地方戏本子

《借妻、回门、月城、堂断》的，京刷中对这一时空设计场景也加以了

送用，这种新的戏剧时空表现方式，是花部戏剧对中国剧坛的一大贡献。

(2)《梅麓镶'

这部作品的改编脉络应该是较清晰的一出剧目。菌先，京剧本和地方戏

本的剧目名称中部有“戏风”的字眼，京剧名字HL|《游龙戏风》，《缀白

裘》中的地方戏本名字Hq《戏凤》，两昆曲本的题目则为《梅龙镇》，为

地名。其次，京剧同地方戏本子中的戏文有多处完全相同或极其相似之

处，僚嚣蘑英裁本爨穰去麓运。京测本显然缀可麓改编自遗方戏本，两

并非唐英的昆曲本。

①注：京剧、昆曲、地方戏本戏史相差较多，几晃相同、相似戏突，故不做对比。

@往： “《月城》一出，舞台上同时演出了困在瓮城中的张古董和密在岳丈家中的李成龙与沈

赛藐两盔蓊嚣，秘色独自和对象穿露呼应，对魄琏袁褒窭每藏人物戆不霹心绩，燕我交残鑫艺

术在空间与时间处理上独具特色的液现手法。《天绿债*第六出《雨台"完全保留7这个方法。”

见P628《古柏堂戏曲集》《简论唐英的戏曲创作》周育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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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同地方戏、戏文比较(黑体字为相同相似部分)

京剧： 地方戏： 昆曲：

李凤姐(白)扣。个哑谜，你 (贴)军爷，要上等的酒饭，只 (小旦)：你们这样人，

可知道? 少一件。 吃下等酒饭也算够得狠了!

正德帝(白)略知一二。 (生)那一件? 还有那等穷军汉，

李风姐(白)有道是：坐 (贴)哪，过渡。 吃豆杂面合了馅的不知多少!

船? (生)过渡，过渡钱? 你吃这样上等酒饭贵呀!

正德帝(自)要船钱。
(贴)吃洒呢? 你不要心疼钱钞。

李风姐(白)住店?
(生)吃酒要酒钱? (生)在你分上，

正德帝(白)要店钱。
(贴)军爷，自古道：“酒钱酒 我不心疼钱钞的。

李风姐(白)这吃酒呢?
钱， (小旦)啐!

正德帝(白)呃，酒后⋯⋯
酒后无言”。 (生)还要问你，

李风姐(白)呀啐!酒钱都
你们大同地方，

不会说，说什么酒后!
客商往来甚多，

正德帝(白)怎么?你还要
(生)敢是你要钱么?你且站 我常听见人说，

钱吗?
着。 你们山系酒店中

李风姐(白)我倒不要钱。

常有那
正德帝(白)哪一个要钱?

李风姐(白)我哥哥回来， “裙拖六副湘江水，

向我要钱。 髻挽巫山一段云”，

正德帝(白)好畦，既是要 今日为何不叫来陪奉我?

钱就好办事了。你将这帘儿卷呐

起! [前腔】好一个伶俐酒家女， (生)敬了我酒，才给你。

李风姐(自)是。 言谈吐语甚聪明。 (小旦)给了我，再敬酒。

正德帝 (四平调)好一个乖巧 为君的就在那飞龙袋内 (生)我不怕你拿了去。

李凤姐． 摸一把， (小旦)放在桌儿上。

她与孤王要酒 取出一锭官宝雪花银。 (生)为何放在桌上，

钱。 拿去。 不在我手里来取?

用手儿忙把银 (小旦)男女授受不亲。

来取， (生)好个伶俐乖巧的丫头l
九龙袋取出了

(贴)放在桌儿上。 拿去!快斟酒来。
一锭银。

(生)放在桌上，恐怕滚下地
(白)拿去。

来。
李风姐(白)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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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帝(白)放在哪里?

李风姐(白)放在桌儿上。 (贴)滚下地来，奴家会拾。

正德帝(白)这银子是光

的，桌儿是滑的，要掉在地下

呢? (生)又恐闪了你的腰。

李风姐(白)掉在地下有我 (贴)闪了我的腰与你何干?

去拣呐。

正德帝(白)我怕呀。 (生)为君的有些心疼。

李风姐(白)你怕什么? (贴)敢是心疼你家娘?

正德帝(白)我怕闪了大姐

你的腰哇l (生)好大胆丫头!

李风姐(白)哎l闪了我的 拿去罢。

腰，与你什么相干?

正德帝(白)为军的心疼

哪。

李风姐(白)我自己不心

疼，要你来心疼?放下J (小旦背介)我再哄他一哄。

(贴]军爷， 军爷，正德帝(白)哦，放下就放

F。
你进店来可曾见我们的店面? 你可曾见我们大同的

(正德帝用扇遮银子。) (生)在哪里? 苍蝇包网巾么?

李风姐(白)呀!军爷你敢 (贴)在那边。 (生)不曾见。

是舍不得么? (小旦)你可曾见我家的

正德帝(白)我倒舍得。只 (生回头，贴取银介) 蚊子穿靴子么?

怕你呀⋯⋯呵呵，舍不得。 (生)我初

李风姐(白)啊呀，且住! (生)倒上了这丫头的当了。
(小旦斟酒介)诺，那不是?

看这军爷有些不老成，待我哄他 (生回头看介)在那里?

一哄。
(小旦)酒在此，请用。

啊，军爷。你

进得我们店来，可曾看见一幅古

画?

正德帝(白)你家有个古

画，在哪里呢?

李风姐(白)在那里。

正德帝(白)在哪里?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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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李风姐拿银子。)

李风姐(白)在这里。

正德帝(白)哎呀I被她哄

了去了哇．

这部戏的戏文，除此之外，京剧同地方戏本子中，相同相似的地方

还很多。而唐英的本子中的戏文则和以上两者相去甚远，完全没有相似

相同的戏文。

京剧同地方戏，情节比较：

京剧、梆子中都是正德皇帝敲“木马”，风姐上，而昆曲里则为正

德皇帝敲“响木儿”，风姐上；

此后对李风姐正德皇帝几人几马的盘问，昆曲中没有，但京剧、梆

子中都有：

昆曲中的《失更》《封舅》独立成章，而京剧、地方戏中，没有《失

更》一出， 《封舅》也极其简单。

综上所述，京剧《游龙戏风》很可能改编自地方戏本《戏凤》，或

是根据当时舞台上表演的地方戏改编的，而昆曲本也改编自地方戏。由

此可见，这出戏应为昆、京本同源剧，而并非京剧本改昆曲本。

(3)‘面缸笑)

这部戏剧的现存本中，京剧同地方戏也有相同、相似的戏文。而昆

曲本中的戏文同两者都不同。

京剧同地方戏，戏文比较： (注：黑体字为相同相似部分。)

l京剧： 地方戏： 昆曲：

f四老爷： 四老爷： 四老爷：你看我浑身雪白，

灶火里烧出了王书吏， 灶堂烧出王书吏， 好像个大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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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缸里打出 面缸里打出 可不是个财神?

我四老爷来。 四爷来。

清官难断家务事， 清官难断家务事。 清官难断家务事。

请—— 请，请，请。 请出床公床母来。

张才：请谁呀? (末)：请什么? (小生)那里又跑出“床公床

四老爷： (丑)： 亩”来了?

(接念)床底下把大爷请出来。 床底下请出大堂来。

这段戏文，昆曲本中是没有的。此外，昆曲本中的《闹院》《劝良》

两出，京剧，地方戏都没有。可见，京剧《打面缸》更可能是改编自地

方戏《面缸》，而不是改编自唐英的戏曲《面缸笑》。

(4)‘十字坡)

这部戏中，京剧、地方戏、昆曲的本子里都有相同、相似的戏文。

但互相比较，就可以发现，京剧本同地方戏本的相同、相似处更多。

京剧同地方戏、昆曲剧本的戏文比较： (注：黑体字为京剧同地方

戏相同地方，昆曲与两者不同地方。)

京剧： 地方戏： 昆曲：

[数板] [梨花儿] [一串铃]

奴家青春正二八，正二八， 奴奴青春正二八， 奴奴青春年二八，

鬓边斜插一枝花。 鬓边斜插海棠花． 鬓边斜插海棠花，

不会穿针并引线，

学会一手好枪法。 拈弓箭，骑大马， 拉硬弓，骑劣马，

拉硬弓，骑劣马， 手拿鞭锏当顽耍。 流星拐棒当玩耍。

铁尺拐子当玩耍。 好吃人肉孙二娘， 好吃人肉孙二娘，

二娘名字谁不怕， 江河上绰号母夜叉。 江湖绰号“母夜叉”。

江湖人称母夜叉。 家住十字坡， (自)家住十字坡，

家住十字坡， 铁汉也难过。 铁汉也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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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汉也难过。 瘦的包馒头， 瘦的包馒首，

肥的作馒头， 肥的熬汤喝。 肥的熬汤喝。

瘦的下汤锅。 我乃孙二娘。 奴家孙二娘，

奴家，母夜叉孙二娘。 丈夫张青， 同丈夫张青

配夫张青， 在此十字坡开张酒店。 在十字坡开张酒店，

在这十字坡前，开了一座黑店。 用蒙汗药药倒来往客商，

奉了大哥将令，招聚天下英雄。 今日天气清明， 劫取金银，

看今日天气晴和， 不免将招牌挂将出去。 不饶性命。

不免将招牌挂起。 看，案头上馒头，

都是人肉做的。

生人进门，

结尾处： 结尾处： 死魂出店。

武松：请! (净)都头请。 俺老娘替天行道，

张青：请! (生)哥哥请。 功劳真个不小也。

孙二娘：请l (贴)叔叔请。 结尾处：

(生)嫂嫂请。 生：嫂嫂，

(笑介)嫂嫂。 方才幸喜是我，

(贴)叙叔。 若是别人，

(贴做走不动意思下) 了不得!

旦：叔叔不要说了。

从戏文对比中，可以看出，昆曲同地方戏相同相似的地方很多。京

剧同地方戏相同相似的地方也很多。只是京剧同昆曲相同相似的地方就

比较少，即使是相同相似的地方，也一定是地方戏中有的部分。据此推

断，京剧《十字坡》很可能改编自当时的地方戏剧本，或舞台上的地方

戏演出，唐英戏曲亦如此。两者本属同源，而并非京剧改编自昆曲。至

于京剧剧名为《十字坡》(或《武松打店》)，昆曲剧本也名《十字坡》，

而地方戏本剧名为《杀货、打店》，这很可能是一种巧合，也可能是京

剧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唐英剧本创作的一些影响。但，仅此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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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证明，京剧本改编自唐英的昆曲本。

(5)‘三元报》

《三元报》的改编情况较为复杂。

(改编关系如图：)

|一《妻妾抱琵琶》一《双官诰》一地方剧／京剧《三娘教子》等

孟母“断机教子”l

一《三元记》传奇一豫剧《秦雪梅》／唐英《三元报》

简单说，京剧《三娘教子》、秦腔《双官诰》、川I剧《断机教子》、

湘剧《春娥教子》、晋剧《教子》、粤剧《三娘教子》都很可能改编自

清昆曲作家陈二白的昆曲作品。①这些剧本情节相似，而且女主人公的

名字都叫王春蛾，是薛倚哥的三娘。

而唐英的昆曲本《三元报》，同豫剧《秦雪梅》极其相似。其中，

女主人公的名字都叫秦雪梅，小生的名字都叫商辂。故事都取材自《商

辂三元记》。②

实际上，除了“守孝”“教子”“断机”等情节相似外，《三元报》

的故事同《三娘教子》的故事还是有些差距的。

《三元报》的故事讲的是：秦雪梅自幼许配商文佑，尚未过门，未

婚夫染上重病，商母虽为其找了个叫爱玉的丫鬟冲喜，可商文佑还是一

命归西。雪梅到商府祭灵，得知爱玉怀孕，便自此守节，一意教商文佑

的遗腹子商辂读书，断机教子，商辂终学有所成，连中三元。

①注：“京剧剧目辞典》(P81 7曾白融中国戏剧出版社1 989年6月第一版)中说：“清陈二白

据小说《妻妾抱琵琶》中梅香守节一事，撰《双冠诰"传奇(为康熙二十九年(1 690)作者六十

九岁时“校改删录”而成)小说中叔马琳如事，除无断机一节外，众与此剧基本相同。京剧本
系兼采以上两剧情节编写而成。此剧(《忠孝牌》)与《三娘教子》均出于昆曲《双冠诰"
②注：但由于豫剧本产生年代不可考，因此，暂时无法确定唐英作品同豫剧究竟是谁改编自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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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娘教子》的故事讲的是：儒生薛广外出经商，家留妻张氏、

妾刘氏、王氏。刘氏所生之子乃倚哥。薛广托同乡往家中捎白金五百两，

不料其人吞没白金，购一棺停于荒郊，以为薛广灵柩⋯⋯张、文wJ--氏改

嫁，遗倚哥。王氏春娥含辛茹苦，织布为生，与老仆薛保共抚之。倚哥

在学堂认为无母之儿，气愤回家，不认三娘为母，三娘立断机布，以示

决绝。经薛保解劝，倚哥发愤读书，得中状元。薛广亦得官回。父子所

得官诰两份，俱授春娥。

由此可见，京剧《三娘教子》同唐英的《三元报》还是有一定差距

的。 (因京剧《三娘教子》同唐英的《三元报》之间差距较大，无类似

戏词，故不做比较。)但，无论是秦雪梅的故事，还是王春蛾的故事，

最初的源头都是孟母“断机教子”的故事。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京剧

本《三娘教子》同昆曲本《三元报》也是同源作品。

(6)‘芦花絮>

《芦花絮》的地方戏本子有很多，今存本很多都是后世近代以后的

戏曲作家的改编本。这里选取了同京剧、昆曲本最接近的绍剧《芦花记》，

加以比较。

京剧、地方戏、昆曲戏文比较： (黑体字为京剧同地方戏相同地

方，昆曲与两者不同地方。)

京剧： 地方戏： 昆曲：

闵父：你这奴才， 闵德政：你这个奴才， (生)：今日为何只管叫冷?

暖衣饱食， 分明是无用之辈! 况你兄弟年纪尚小

适才在前村饮酒中间， 适才在酒席筵前， 倒不怕冷，

你在大众之前， 亦复颤额抖抖， 怎么偏你说冷?

浑身战抖， 分明是贪闲懒惰，

作身上无衣之状， 有失体面。 故违父命，

大伤为父的体面。 真气煞为父了! 焉得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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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到家来，

为何还这样的战抖?

(拿过马鞭，怒唱)

闵父： (唱) 带你东庄去赴宴，

奴才说话不中听， 都只为习礼会大贤，

谁不知腊月是隆冬。 你不该酒席筵前失体面，

手执皮鞭用力打1 如今又架车失缰车不前。

为父不将你管教J

外人要笑我教不严，

手举皮鞭将儿打。

圆场，闵子骞衣破飞出芦花。

(打介，损衣飞芦花介。) (抓看芦花，大惊，唱) (打介。见芦花介)

啊! 打出芦花飞满天l (小生)：阿呀，爹爹呀!

(唱)打出芦花飞当空! (生)呀!这是什么东西?

(唱)：蓦见猜疑，

这是江上芦花，

为何在你农?
闵父：(叫头)闵损!

闵损：(叫头)爹爹! 闵德政：我的儿啦l

闵父：(叫头)我儿! 阂子骞：爹爹呀!

闵损：(叫头)我父! (生)：(唱)

闵父：几呀! 更伤悲!

闵损：爹爹呀! 一般儿女看承异，
闵德政： (唱)实叫为父痛彻

闵父： (唱二黄倒板) 禁不住
心!

手拉娇儿心好惨!
怒气填胸皱两眉。

此外，京剧同地方戏之间，还有一些相似、相同的戏文，而昆曲的

改动则较大。据此推断，京剧改编自地方戏，而非唐英的昆曲本。这部

戏，属“京”“昆”同源剧。

(”‘双钉案>

关于《双钉案》的改编情况，陶君起认为，唐英的这部戏改白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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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钓金龟》。①

但，唐英卒于1756年，而京剧的产生时期为1790年，显然，唐英

作品改编自京NIJN本的说法并不正确。其实这出剧，在元杂剧中就已经

有了。剧名为《包待制勘双钉》，一名《钓金龟》。唐英的本子和京剧

本可能都改编自杂剧本。可惜的是，杂剧本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京剧本中，还有两出戏，名叫《行路哭灵》《双钉记》，实际上，唐

英的一部《双钉案》实际上是《钓金龟》《行路哭灵》《双钉记》三部戏

情节的综合本。由于情节出入较大，因此暂时没有有力证据可以证明京

剧本改编自昆曲本。②

@注：“京剧《钓金龟*又名Ⅸ孟津河》，又名《张义得宝"。老旦戏。清人唐英据此改编为Ⅸ双

钉案》，收《古柏堂传奇》中。汉剧、湘剧、徽剧都有此剧目。(P222《京剧剧目初探》陶君起

1963年03月第1版 中国戏曲出版社

@注： Ⅸ梁上眼》因唐英之前，末见此剧地方戏本(可能有，但已散佚)，而现存地方戏剧本

同京剧、昆曲剧本又出入较大，故暂时难以考证相互问的改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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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革故鼎新复苏昆剧

中国戏曲在元代曾鼎盛一时，逮至明代，则渐趋案头化。即使明代

戏曲大家汤显祖的剧作，也难免被时人讥之为不能“当场敷演”的“案

头之书”。①日本近代汉学家青木正儿曾负笈北京，谒王国维先生于颐

和园。王国维得知青木正儿正著力于编著中国明代之后的戏曲史，冷然

曰：“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②对明清

戏曲家作了否定性的评价。今王国维的评价，虽不免过激，但他却洞若

观火般地揭示了明清戏曲的一大弊病，不能不说是真知灼见。

而唐英的戏曲创作，则为“逐渐走向案头化、精致化而远离舞台表

演的昆曲注入了新鲜的活力。”③特别是作为一个封建文人的他，能够

善于向粗糙是民间俗文化学习，在当时的历史形式下，也是难能可贵的。

如果当时能有更多的昆瞄创作者同唐英一样，走上一条“引俗入雅”的

戏曲革新道路，昆曲很可能不会就此走向末路。

①注P241Ⅸ中国古代剧作学史》陈竹武汉出版社1 999年9月第一版

②注：见日本·青木正儿Ⅸ中国近世戏曲史·原序》作家出版社1 958年1月北京第一版

@P64李静“唐英戏剧创作成就探析* Ⅸ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04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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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论文是在我的导师祝普文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祝

老师在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同时，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耐心的

指导，如果没有导师的帮助，我是不可能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的。

毕业论文的完成意味着三年的学习生活的结束。在这里我要忠

心地感谢我的导师祝普文老师!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中，祝老师

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我增添课程，他渊博的知识结构，严谨的

学术作风，勤奋的工作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在祝老师的指导

下，我在三年的研究生学,--j期间多次发表论文并参与撰写了《世

界动画史》等多部著作，学到了丰富的知识与经验，使我受益

匪浅!是他使我懂得了戏剧戏曲学这门学科的艺术魅力，在他

的身上我看到了教师的敬业精神，学到了如何做一名优秀的教

师，师恩难忘!

同时，我还要感谢吉林艺术学院研究生处的各位领导，谢

谢您们为我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同学们在我学习期间给予我的大力

支持!

最后，感谢我的父亲、母亲在我学习期间给我的关怀和照

顾，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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