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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与争鸣

白朴三题

邓绍基

【提　要】白朴是元代著名作家，世称 “元曲四大家”之一。笔者就他的家世生平、创

作年代和剧作用韵诸方面作了论说和探讨，论证了白朴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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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朴是 “元曲四大家”之一，“四大家”之

说是后 人 从 元 人 周 德 清 《中 原 音 韵》自 序 中 的

说法引申出来 的，序 中 说 元 曲： “其 备 则 自 关、

郑、白、马”。天一阁本 《录 鬼 簿》载 元 末 明 初

人贾 仲 明 吊 马 致 远 词，有 云 “共 庾 白 关 老 齐

肩”。于是又有关汉卿、庾吉甫、白朴和马致远

为元曲四大家之说，庾吉甫年代较郑光祖为早，

在当时也有声名，元末杨维桢 《沈氏今乐府序》

把庾吉甫 与 关 汉 卿 并 举，认 为 他 们 是 杂 剧 创 始

之人。但此一 “四 大 家”说 不 见 流 行。无 论 是

关、庾、马、郑，关 于 他 们 的 身 世、生 平 的 记

述极少，白朴的事迹相对流传较多。

身世生平

白朴 （公 元１２２６～？ 年），原 名 恒，字 太

素，一 字 仁 甫，号 兰 谷，祖 籍 山 西 隩 州 （今 山

西河曲县附近）。父亲白华，字文举，金贞祐三

年 （公元１２１５年）２９岁时考中进士，此年正是

金室 由 中 都 （今 北 京）南 迁 南 京 （又 称 汴 京，

今开封）的 次 年，也 是 中 都 被 蒙 古 军 队 攻 破 的

当年。自贞祐 二 年 起 省 试 已 分 作 中 都、南 京 两

处举行，白华 当 是 在 南 京 考 中 进 士，初 仕 应 奉

翰林 文 字，官 至 枢 密 院 判 官、右 司 郎 中，是 金

朝著名政治 人 物。白 朴 出 生 时，白 华 正 任 职 枢

密院。此时，南迁 后 的 金 朝 也 已 经 处 于 岌 岌 可

危的境地，北 有 蒙 古 大 军 压 境，南 与 宋 朝 多 年

相持对 峙。白 朴 出 生 的 次 年 （公 元１２２７年），

金朝已尽弃河北、山东、关陕，惟并力守河南，

保潼关。金 哀 宗 天 兴 元 年 （公 元１２３２年），蒙

古将领速不 台 率 军 攻 汴，汴 京 城 墙 坚 固，金 兵

所用 飞 火 枪、震 天 雷 武 器，杀 伤 力 很 大，当 时

城中几乎 人 皆 为 兵，太 学 生 也 组 军，号 “太 学

丁壮”，他们还在城上放风筝散传单，招诱被蒙

军胁 从 之 人。蒙 军 攻 城 不 下，散 屯 河 洛 之 间。

五月，汴京 大 疫，死 人 不 计 其 数。七 月，蒙 军

遣使求和，由 于 使 者 傲 慢 无 礼，被 城 中 飞 虎 军

所杀。蒙将速 不 台 决 定 屠 城，遭 到 耶 律 楚 材 反

对。十二 月，汴 京 食 尽，朝 议 东 征，所 谓 “东

征”，实际上是逃难。但对金朝君臣来说，却是

件大事。当时 决 定 了 留 守 和 扈 从 官 员，留 守 官

员中包括 西 面 元 帅 崔 立，担 任 左 司 都 事 的 元 好

问等。在 扈 从 官 员 中，有 丞 相 赛 不、平 章 政 事

白撤，右丞完 颜 幹 出、工 部 尚 书 权 参 政 李 蹊 以

及白华等。白 华 扈 从 “东 征”时，把 家 属 留 在

了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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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华是 颇 受 金 室 器 重 的 官 员，他 从 正 大 六

年 （公元１２２９年）权枢密判官，正大七年 （公

元１２３０年）五月 起，真 授 枢 密 院 判 官。唐、宋

时枢密院 均 不 设 判 官，金 朝 原 本 也 没 有 这 一 官

职 （后来 《金 史·百 官 志》中 也 不 载 枢 密 院 有

判官），由于金哀宗器赏白华，特置此职以示恩

宠。白华在任职 期 间， “屡 承 面 谕”，哀 宗 不 止

一次地 对 白 华 说 明 让 他 担 任 “枢 密 院 判”的 原

因：“汝为院官，不以军马责汝，汝辞辩，特以

合喜、蒲 阿 皆 武 夫，一 语 不 相 入，便 为 龃 龉，
害事 非 细，今 以 汝 调 停 之，或 有 乖 忤，罪 及 汝

矣”， “朕用 汝 为 院 官，非 责 汝 将 兵 对 垒，第 欲

汝立 军 中 纲 纪，发 遣 文 移，和 睦 将 帅，究 察 非

违。”① 白华 在 哀 宗 身 边，一 直 参 预 军 机 要 事，
还不时受命 外 出，参 与 处 理 涉 及 与 蒙 军、宋 军

和地方军 阀 或 战 或 和 的 重 大 事 宜，同 时 还 参 与

金朝将帅之间的协调事宜，可谓朝廷重臣。
在哀宗是 否 “东 征”也 就 是 撤 离 汴 京 这 一

重大决 策 过 程 中，白 华 最 早 提 出 所 谓 “纪 季 以

酅入齐之义”，见 《金史·哀宗本纪》。② 按周时

有纪国，春秋 时 被 灭 于 齐，见 《春 秋》庄 公 三

年纪事。白华 引 用 这 个 纪 侯 降 齐 故 事，实 际 上

就是向哀 宗 建 议 弃 城 并 向 蒙 古 投 降，以 保 金 室

宗庙。哀宗之所以 “东征”，与白华这番奏言有

关。据 《金史·白华传》，白华的具体建议是：

车驾 当 出 就 外 兵，可 留 皇 兄 荆 王 使 之

监国，任 其 裁 处。圣 主 既 出，遣 使 告 语 北

朝，我出 非 他 处 收 整 军 马，止 以 军 卒 擅 诛

唐庆，和 议 从 此 断 绝，京 师 今 付 之 荆 王，
乞我一二州以老耳。如此则太后皇族可存，
正如 《春 秋》纪 季 入 齐 为 附 庸 之 事，圣 主

亦得少宽矣。③

论者以为元 好 问 曾 与 白 华 商 讨 过 “纪 季 以

酅入 齐”故 事。这 虽 属 推 论，却 或 合 事 实，从

有关记载，可 知 这 个 春 秋 纪 季 入 齐 故 事 在 当 时

为 “朝士皆知”，刘祁 《归潜志》记载云：

时外围 不 解，上 下 如 在 陷 阱 中，且 相

继殍死。议 者 以 为 上 既 去 国，推 立 皇 兄 荆

王，以 城 降，庶 可 救 一 城 生 灵，且 望 不 绝

完颜氏 之 祀，是 亦 春 秋 纪 侯 大 去 其 国，纪

季以酅 入 于 齐 之 义，不 得 已 者。况 北 兵 中

有曹 王 也。朝 士 皆 知，莫 敢 言。二 守 臣 但

曰： “当 以 死 守。”众 愤 二 人 无 他 策，思 有

一豪杰出而救士民。④

这里所说 “曹王”，实是荆王完颜守纯之子，以

质子留在 蒙 古 军 中。刘 祁 文 意 为 如 荆 王 出 降，
正可与曹王呼合。此外， 《金 史·完 颜 奴 申 传》
中也有类 似 记 载：哀 宗 “东 征”二 十 余 日，遣

使回汴京 迎 两 宫，元 好 问 参 与 京 城 官 民 代 表 申

述，并记录民意，其中有云：“或曰是时外围不

解，如在 陷 阱，议 者 欲 推 立 荆 王 以 城 出 降，是

亦 《春秋》纪 季 入 齐 之 义，况 北 兵 中 已 有 曹 王

也。”⑤ 事实 上，元 好 问 于 金 亡 后 写 的 《外 家 别

业上梁文》中 还 说 及 “穷 甚 析 骸，死 惟 束 手。
人望荆兄之通好，义均纪季之附庸”。⑥

白华是在 天 兴 元 年 十 二 月 应 召 时 进 言 春 秋

“纪季入 齐 之 义”，为 哀 宗 弃 京 “东 征”找 到 了

历史根据，为此还获右司郎中之职。次年正月，
汴京被围 依 旧，身 在 归 德 的 哀 宗 却 遣 人 来 迎 取

两宫，招致群 言 汹 汹，白 华 所 谓 的 春 秋 纪 季 之

义这时 遂 成 为 “士 民”们 为 了 避 免 被 屠 杀 而 议

论投降的 历 史 根 据，他 们 依 据 这 个 历 史 故 事，
实际上是 要 求 金 室 以 自 上 而 下 的 方 式 向 蒙 军 投

降，以避免被蒙军强攻破城而导致大规模屠杀。
只是文臣 议 论 未 果，金 留 守 汴 京 的 西 面 元 帅 崔

立忽然发动叛金变乱，并向蒙古军队献城纳款。
崔立献城 后，纵 兵 捕 捉 屠 杀 金 朝 旧 臣 和 随 驾 官

员的 家 属，搜 索 金 银 财 宝，抢 掠 妇 女，送 入 蒙

古军中。四月 蒙 军 进 入 汴 京，虽 然 窝 阔 台 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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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 楚 材 奏 言，但 拘 皇 室，禁 止 屠 城，却 也 难

免大掠。白 朴 的 朋 友 王 博 文 说 白 朴 幼 年 时 “仓

皇失母”（《天籁集序》），白朴的母亲张氏，或

被掠入军中，或 死 于 这 场 浩 劫 之 中，前 者 的 可

能性较大，但被掠致死，也合情理。
白朴劫 后 余 生，由 他 的 父 执 元 好 问 携 带 逃

出汴 京，北 渡 黄 河，此 时 白 朴 只 有 八 岁。王 博

文在 《天籁集》序中提及这段灾难时说：“寓斋

以事远适，明年春，京城变，遗山遂挈以北渡。
自是 不 茹 荤 血，人 问 其 故，曰：俟 见 吾 亲 则 如

初。尝罹疫，遗 山 昼 夜 抱 持，凡 六 日，竟 于 臂

上得汗 而 愈，盖 视 亲 子 弟 不 啻 过 之。”① 可 见 战

乱兵燹给白朴造成的心灵上的创伤。
这段经 历 对 白 朴 的 思 想、性 格 以 及 对 他 的

生活态度 都 产 生 了 较 大 的 影 响。王 博 文 作 了 这

样的评述：“未几，生长见闻，学问博览，然自

幼经 丧 乱，仓 皇 失 母，便 有 山 川 满 目 之 叹。逮

亡国，恒郁郁不乐，以故放浪形骸，期于适意，
中统初，开府 史 公 将 以 所 业 荐 之 于 朝，再 三 逊

谢，栖迟衡门，视荣利蔑如也。”② 王博文生于金

宣宗元 光 二 年 （公 元１２２３年），长 白 朴 三 岁，
卒于元世祖 至 元 二 十 五 年 （公 元１２８８年），官

至御史中 丞。他 在 《天 籁 集 序》中 说 与 白 朴 有

“三 十 年 之 旧”，彼 此 挚 友，往 来 频 繁，因 此，
他在 序 中 所 叙 述 的 白 朴 经 历 的 细 节 应 当 是 可

信的。
在白朴 的 成 长 过 程 中，元 好 问 对 他 的 影 响

是相 当 重 要 的。元 白 两 家 是 旧 好，金 亡 后，白

朴有很长 一 段 时 间 生 活 在 元 好 问 身 边，元 好 问

关心白朴的学问成长，王博文序中说：“盖视亲

子弟不啻过之”。元好问的文学修养也熏陶和影

响了白朴。据 王 序，元 好 问 还 曾 赠 诗 赞 赏 白 朴

说：“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 “元白通家”
云云，借用 唐 代 元 稹 与 白 居 易 的 亲 密 关 系 比 喻

元好问 与 白 华 两 家 交 好。元 好 问 《南 阳 县 太 君

墓志铭》中说：“某自龆龀识文举于太原，与之

游，为弟昆 之 友，今 三 十 年 矣。”③ 是 元、白 在

童年即相 识 相 游。按 “通 家”也 可 指 姻 亲。元

好问嗣母 也 即 养 母 张 氏 是 阳 曲 人，金 室 南 迁 那

年 （公元１２１４年），蒙 军 破 元 好 问 家 乡 忻 州 秀

容并 屠 城，元 好 问 奉 母 避 兵 于 阳 曲，得 免。白

华也是阳曲 人，其 妻 张 氏 或 也 是 阳 曲 人，与 元

好问养母 同 宗 同 祖，元 好 问 与 白 华 也 就 沾 上 姻

亲关系。

崔立兵 变，汴 京 失 陷 那 年 六 月，哀 宗 由 归

德迁蔡州，次 年 正 月，传 位 于 完 颜 承 麟 （即 金

室末 帝）后，自 缢 身 亡。金 室 随 之 而 亡。金 哀

宗亡前，白朴 的 父 亲 白 华 奉 命 至 邓 州 搬 兵，经

历了一段曲 折，金 亡 后，他 先 是 随 邓 州 节 度 使

移剌瑗 降 宋，后 来 在 均 州 随 范 用 吉 （也 是 降 宋

的金 人）一 起 投 降 蒙 古，于 金 亡 后 的 第 三 年

（公元１２３６年）辗 转 回 到 北 方，找 到 了 元 好 问

和在战乱 中 幸 免 于 难 的 儿 子。王 博 文 序 记 他 赠

元好问诗云：“顾我真成丧家狗，赖君曾护落草

儿。” 《金史·白华传》末尾 “赞”中 批 评 白 华

“从瑗 归 宋，声 名 扫 地。”却 不 评 论 他 归 蒙 事。
《归潜 志》卷７中 说：金 大 和 年 间，蒙 军 南 侵

时，金朝殉节大臣颇多。待哀宗天兴之变，“士

大夫无一人死节者”。这番话语是针对皇室重用

“胥吏”，不 用 正 直 之 臣 而 发。事 实 上，当 时 大

臣中弥漫着投降意识，《归潜志》卷１就记病中

的完颜璹 说： “止 可 以 降，全 吾 祖 宗，且 本 夷

狄，如 得 完 颜 氏 一 族 归 吾 国 中，使 女 真 不 灭，
则善矣，余复何望？”汴京破后，一些士大夫作

鸟兽 散，王 若 虚 就 是 “微 服 北 归”的。所 以，
白华 “丧 家 狗”云 云 或 许 真 是 自 画 像 的 痛 切 语

言。他先 同 元 好 问 居 忻 州，后 来 “卜 筑 于 滹

阳”，即滹沱河北，较长时间定居真定。在这期

间，白华和当 时 金 朝 “遗 老”如 王 若 虚、元 好

问、李冶、曹居 一 等 都 “游 依”蒙 古 王 朝 的 大

臣史 天 泽，当 时 史 天 泽 为 真 定、大 名、河 间、
济南、东 平 五 路 万 户，驻 真 定。王 博 文 说 的 中

统初史天泽曾向朝廷推荐白朴，白朴逊谢一事，

当是发生 在 史 天 泽 于 中 统 二 年 拜 中 书 右 丞 相 的

时候。后来，御 史 台 的 “监 察”师 巨 源 也 曾 征

白朴从政，他再次谢绝，不愿出仕。

白朴青 壮 年 时 期，曾 漫 游 各 地。他 曾 两 次

到大都 （今北京），据他的 《满江红·庚戌春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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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城》词 可 知 他 于 公 元１２５０年 曾 到 大 都。又

《水龙吟·么前三字……》词中有 “云和署”云

云，云和署置于公 元１２７５年，因 此，此 词 当 作

于１２７５年以后，白朴又一次去大都时。１２５０年

还是蒙古 时 期，蒙 哥 （宪 宗）即 汗 位 前 一 年，

１２７５年则是 忽 必 烈 改 称 元 王 朝 以 后，是 为 至 元

年间。他还曾出游顺天 （今河北保定一带）、寿

春 （今安 徽 寿 县）、怀 州 （今 河 南 沁 阳）等 地。
他开始从事 杂 剧 创 作，当 也 在 这 一 时 期。后 来

他在 《风流子》词中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花

月少 年 场，嬉 游 伴，底 事 不 能 忘。杨 柳 送 歌，
暗分春 色，夭 桃 凝 笑，烂 赏 天 香。绮 筵 上，酒

杯金潋 滟，诗 卷 墨 淋 浪。”① 这 首 词 是 寄 给 他 的

朋友 王 仲 常 的。王 仲 常 是 元 好 问 弟 子。此 外，
白朴和侯正卿、李文蔚等杂剧作家也有交往。

在史天泽去世以后，白朴５０岁左右时，他

到了江南，一度留滞江州 （今江西九江），也到

过岳阳。他 的 〔沁 园 春〕 “流 水 高 山”词 序 中

说：“至元丙子，予识道山于九江，今十年矣”，
“道山”即吕师夔。丙子为至元十三年，是年元

兵破临安。吕 师 夔 于 上 年 降 元， 《元 史·伯 颜

传》载，至元十二年春，“兵部尚书吕师夔在江

州，与知州钱真 孙 遣 人 来 迎 降”。② 至 元 十 三 年

冬，白朴写有 〔木兰花慢〕《丙子冬寄隆兴吕道

山左丞》，是 时 吕 在 南 昌 （即 隆 兴）。词 中 说 他

们秋天在江 州 分 别，可 知 白 朴 当 于 是 年 春、夏

就已到 了 江 州。词 中 有 “山 下 送 征 鞍”和 “天

涯倦游司马”句， “征鞍”当切吕， “司马”属

自喻。至元十四年冬，他有 〔满江红〕《题吕仙

祠》和 《留 别 巴 陵 诸 公》词 作 于 岳 州，岳 州 是

在至元 十 二 年 被 阿 里 海 牙 （贯 云 石 的 祖 父）所

统率的军队攻下的。 《元史·阿 里 海 牙 传》载：
“（至元）十有二年春三月，与安抚高世杰兵遇

巴陵……世 杰 败 走，追 降 之 于 桃 花 滩，遂 下 岳

州。”③ 值得注 意 的 是，史 天 泽 之 子 史 格 作 为 阿

里海牙的部 下，正 是 沿 着 岳 州、潭 州 一 路 南 下

的。词中所写：“亲友间中年哀乐，几回离别”，
说明 “巴陵诸公”正是由北方南下的他的朋友。
白朴离岳州后，沿江东下，《留别巴陵诸公》词

中写道： “破 枕 才 移 孤 馆 雨，扁 舟 又 泛 长 江 雪。
要烟花三月到扬州，逢人说。”这时扬州被元军

攻下才一 年 多 （至 元 十 三 年 七 月 宋 扬 州 守 将 朱

焕降元）。但 从 他 至 元 十 五 年 写 的 〔水 调 歌 头〕
《至元戊寅为江西吕道山参政寿》看，他又回到

了江州。至元十七年 （公元１２８０年），他５５岁

时徙居建康 （今南京）。他还曾在江南杭州一带

游历，过着 “诗酒优 游”的 生 活。这 个 时 期 内，
他与著名散 曲 作 家 胡 祗 遹、王 恽、卢 挚 等 都 有

唱和往来。他 的 朋 友 王 博 文 任 江 南 诸 道 行 御 史

台中 丞，更 是 过 从 甚 密。据 本 世 纪 初 发 现 的

１９４８年印本 《白氏宗谱》，白朴长子白鍍累官嘉

议大夫 （正 三 品），江 西 湖 东 道 肃 政 廉 访 使，④

可证实 《录 鬼 簿》记 白 朴 死 后，得 以 “赠 嘉 议

大夫，掌礼仪院太卿”，或谓 “太”字属衍文。⑤

创作年代

《录鬼簿》记载白朴有杂剧十五种，王国维

《曲录》著录十六种，比 《录鬼簿》多 《李克用

箭射双雕》一 种。其 中 《楚 庄 王 夜 宴 绝 缨 会》、
《阎师道赶江江》、《祝英台死嫁梁山伯》、《薛琼

琼月夜银筝怨》、 《十六曲崔护谒浆》、 《高祖归

庄》、 《萧 翼 智 赚 兰 亭 记》、 《汉 高 祖 泽 中 斩 白

蛇》，《唐明皇游月宫》、 《苏小小月夜钱塘梦》、
《秋江 风 月 凤 凰 船》等 十 一 种 已 经 佚 失。现 存

《裴少 俊 墙 头 马 上》、 《唐 明 皇 秋 夜 梧 桐 雨》和

《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三种。《李克用箭射双雕》
和 《韩翠蘋 御 水 流 红 叶》今 存 曲 词 残 文。今 存

明抄本 《东 墙 记》模 袭 《西 厢 记》痕 迹 十 分 明

显。剧 中 男 主 角 马 彬 （字 文 辅）同 天 一 阁 本

《录鬼簿》记载白朴剧本的题目正名 “马君卿寂

寞看书斋”不 合。此 外，各 折 中 末 旦 及 其 他 角

色夹 唱，也 与 早 期 杂 剧 体 例 不 合。因 此，疑 为

改本，非白朴原作。
曹寅 藏 本 《天 籁 集》有 无 名 氏 序 文，序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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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世传 《黄鹤楼》剧乃兰谷作，是亦因其有

吕仙祠 一 阕 而 傅 会 之。”① 所 谓 “吕 仙 祠 一 阕”
当指白朴词作 〔满江红〕 《题吕仙祠》，吕 仙 即

指吕洞宾，今 存 元 剧 中 《黄 鹤 楼》系 写 三 国 故

事，非白朴作。明末郑 瑜 撰 有 《黄 鹤 楼》一 折，
写吕洞宾事。

据有关著录，《梧桐雨》今存最早版本是李

开先的 《改 定 元 贤 传 奇》本，系 明 嘉 靖 刻 本。
但也有此 本 已 佚 之 说。今 通 常 易 见 的 早 期 刊 本

为 《古名 家 杂 剧》本，另 有 《古 杂 剧》本、继

志斋本、《元曲选》本和 《古今名剧合选·酹江

集》本。《墙头马上》今存最早刊本是明万历年

间脉望馆 藏 《古 名 家 杂 剧》本。 《元 曲 选》和

《古今名剧合选·柳枝集》也分别收入这两个剧

本。《流红叶》和 《箭射双雕》残曲见 《太和正

音谱》、 《雍熙乐府》、 《词林摘艳》和 《北词广

正谱》，已 录 入 赵 景 深 所 辑 《元 人 杂 剧 钩 沉》
中。或谓白朴作大曲 《郑生遇龙女》，根据是白

朴 〔水龙吟〕《登岳阳楼，感郑生龙女事谱大曲

薄媚》中云：“又何如乞我，轻绡数尺，写湘中

怨。”周密 《武林旧事》记官本杂剧段数有 《郑

生遇龙女 （薄 媚）》。研 究 者 断 为 两 者 同 名。但

白朴此 词 “感 郑 生 龙 女 事 谱 大 曲 薄 媚”云 云，
也可能意 谓 由 大 曲 薄 媚 所 谱 故 事 引 起 感 慨，并

非是他作大曲。
白朴的朋友陈深在 〔水龙 吟〕 《寿 白 兰 谷》

词中曾把白 朴 比 作 白 居 易，当 属 溢 美，但 白 朴

对白居易 的 叙 事 诗 或 许 有 着 特 别 的 爱 好，他 现

存的两个杂剧，都与白居易的诗歌有关。
《梧桐雨》取材于白居易的叙事长诗 《长恨

歌》，描写李 隆 基 和 杨 玉 环 故 事。在 《梧 桐 雨》
之前，金代 有 院 本 《击 梧 桐》，元 代 有 王 伯 成

《天宝 遗 事》诸 宫 调。此 外，关 汉 卿、庾 天 锡、
岳伯川也有写李、杨情缘的杂剧，但都已不存。
白朴 此 剧 采 《长 恨 歌》中 “秋 雨 梧 桐 叶 落 时”
句为标目，却 舍 弃 了 《长 恨 歌》中 遣 道 士 到 天

上求杨贵妃 的 描 写，以 悲 凉 意 境 结 束 全 剧，最

得后人尤 其 是 “五 四”以 来 学 人 的 称 赞。郑 振

铎在 《插 图 本 中 国 文 学 史》中 就 曾 说： 《梧 桐

雨》只是 写 到 明 皇 的 思 念 为 止，着 重 于 追 思 一

幕，悲剧意韵，元剧中罕见。

《墙头 马 上》故 事 的 最 早 来 源 是 白 居 易 的

《井底引银瓶》诗，诗中写一个女子与钟情的男

子私奔 （男 女 均 无 姓 名），诗 中 这 样 写 两 人 初

见：“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

马上遥 相 顾，一 见 知 君 即 断 肠”。 “墙 头 马 上”
一名，由此而 来。诗 中 还 写 女 子 在 男 家 住 了 五

六年，最后被 男 方 家 长 发 现 后 逐 回。诗 的 最 后

两句写道： “寄 言 痴 小 人 家 女，慎 勿 将 身 轻 许

人”。诗前小序说：“止淫奔也”。白朴 《墙头马

上》虽沿 用 白 居 易 诗 中 不 少 情 节，但 完 全 改 变

了主题。它一 扫 “止 淫 奔”的 说 教，通 过 一 对

青年男女 由 互 相 爱 恋 而 私 自 结 合 的 故 事，表 现

了一种要 求 婚 姻 自 主 的 思 想 倾 向。剧 中 李 千 金

形象 表 现 出 来 的 坚 强 乃 至 泼 辣 的 个 性 也 最 得

“五四”以来学人的称赞。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

展史》中 说 李 千 金 唱 词 尽 量 发 挥 自 由 恋 爱 的 正

当和 父 母 干 涉 的 无 理，在 中 国 旧 文 学 里 是 少

有的。
除了 两 个 杂 剧 以 外，白 朴 还 留 下 一 个 词

集——— 《天籁集》和一些散曲。
《天籁集》为白朴生前编辑手订，他的挚友

王博 文 为 序。当 时，集 中 有 词 二 百 余 首，元 末

曾经刊行 问 世，逝 于 元 末 的 张 翥 〔沁 园 春〕词

小序有云： “读白太素 《天 籁 集》，戏 用 韵 效 其

体。”元末明 初 人 邵 亨 贞 的 〔风 入 松〕词 序 中，
也曾谈到 《白 仁 甫 集》。明 人 孙 大 雅 《天 籁 集》
序中也提到 《天籁集》曾 “板行于世”。现存最

早的本子是据明洪武丁巳 （公元１３７７年）刊本

的钞 本，此 本 由 长 白 敷 槎 氏、楝 亭 曹 氏 旧 藏，
辗转归李盛 铎 所 有，现 存 北 京 图 书 馆。书 中 有

兰谷世系图和无名氏序，是其他本子所没有的。
此外，都为清代的刻本和钞本：
（一）清 康 熙 庚 辰 （公 元１７００年）至 庚 寅

（公元１７１０年）杨 希 洛 主 持 刊 刻 的 《天 籁 集》，
朱彝尊校订并为序，后附摭遗 （白朴散曲）等，
通称 “杨友敬刊本”。

（二）清 光 绪 十 八 年 （公 元１８９２年）王 鹏

运主持 重 刻 《天 籁 集》于 四 印 轩，通 称 “四 印

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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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 光 绪 乙 巳 （公 元１９０５年）年，缪

荃孙、“仲饴侍郎”以杨希洛本与丁钞本合校付

梓，即今所谓 “九金人集本”。
（四）几种清抄本：小 山 堂 抄 本、结 一 庐 抄

本、缪荃孙抄本等。此外还有钱塘丁氏旧抄本，
现存南京图书馆。

现存的本 子 以 “四 印 斋 本”和 “九 金 人 集

本”比较 通 行。唐 圭 璋 《全 金 元 词》中 也 收 有

《天籁集》。
白朴的散曲今存套数四套，小令三十七支。

已录入隋树森编 《全元散曲》。惟其间或有他人

曲作误入，目前难以作确切考证。
白朴的 词 作 无 疑 在 元 词 中 处 于 前 列 地 位，

艺术上明显地有豪放之风，王博文 《天籁集序》
说： “然则继 遗 山 者，不 属 太 素 而 奚 属 哉”，元

好问正是宗 苏、辛 豪 放 词 风 的。清 代 的 词 家 朱

彝尊和 王 鹏 运 都 曾 称 赞 白 朴 词，朱 说 白 词 “源

出苏辛而绝 无 叫 嚣 之 气。自 是 名 家。元 人 擅 此

者少，当 与 张 蜕 庵 称 双 美，可 与 知 音 道 也”。①

王引 《四 库 总 目 提 要》评 语，说 白 词 “清 隽 婉

逸，调适韵谐，足与张炎玉田词相匹”。他们持

论可能同为 过 誉，却 又 角 度 不 同，实 际 是 两 宋

豪放、婉约派 对 白 朴 都 有 影 响，而 以 豪 放 派 的

影响为主。在 追 求 音 律 的 完 整 方 面，白 朴 又 是

以周邦彦 一 派 为 宗，他 填 〔水 龙 吟〕词 死 守 宋

大晟府词人田不伐的平仄格式，可见一斑。
明清时人常说宋金之间 “政教不通”，南宋

著名作家 的 作 品 不 为 北 人 所 知，虽 有 言 过 其 实

处，但南 北 彼 此 文 讯 有 所 隔 膜，是 为 事 实。据

《天籁集》，中统元年 （公元１２６０年）通过寿春

榷场传 入 北 方 的 “南 北 词 编”中 就 有 白 朴 素 不

曾见的词作。“榷场”，是今人所谓 “边境贸易”
场所，大 抵 在 淮 河 一 带，不 止 一 处，金 亡 后 延

至蒙古时 期。所 以 白 朴 只 能 死 守 北 宋 大 晟 府 作

家音律，也不 奇 怪。从 他 〔满 庭 芳〕词 序 中 论

黄庭坚、贺铸 和 陈 师 道 的 咏 茶 词 看，似 对 宋 词

韵律 了 解 不 详，见 解 一 般，论 韵 也 一 般。又 所

谓 “八声甘 州”词 名 俚 鄙 云 云，同 一 词 牌 多 体

难从 云 云，更 属 支 离 之 言。看 来，较 之 发 展 了

北宋周邦 彦 派 的 南 宋 姜 白 石 的 词 论 和 实 践，对

白朴来说，当 很 隔 膜。四 库 馆 臣 “可 与 张 炎 玉

石相匹”之 言 与 白 词 实 际 不 相 符 合。朱 彝 尊 说

白朴词可与 元 末 张 翥 词 并 美，也 不 甚 契 合，张

翥词风婉丽，规抚南宋白石，与白朴词风有异。
白朴 〔满 庭 芳〕词 序 中 说 “宋 名 公”词

“复杂 用 元、寒、删、先 韵，而 语 意 若 不 伦。”
又或是说明南北词人写词用韵也有隔膜的例子。
虽然宋人 词 韵 书 早 已 失 传，但 清 人 戈 载 博 考 宋

词而编 纂 的 《词 林 正 韵》，实 可 视 为 宋 词 韵 书，
其中 明 说 元、寒、删、先 四 韵 部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可通押，并构 成 所 谓 “第 七 部”韵，其 间 规 定

平声 韵 的 元 韵 部 分 字 和 寒、删、先 通 用。从 白

朴词作看来，他 前 期 作 品 大 抵 规 依 诗 韵，即 平

水韵，中 规 中 矩。到 他 迁 居 建 康 以 后，六 十 多

岁写的一首 〔木兰花慢〕《歌者樊娃索赋》中出

现 “人”、 “魂”通押现象。元 好 问 曾 告 诫 吟 句

写诗之人不得效 “琵琶娘”演唱时 “人”、“魂”
相通押。白朴 此 词 已 脱 出 平 水 诗 韵，却 合 上 面

说到的 《词 林 正 韵》，该 书 第 六 部 规 定 平 声 韵

“真”、“文”部与 “元”部韵的 “魂”、“痕”等

字正可通用。大凡符合 《词林正韵》，实际上就

是规抚宋代词韵。
在周德清总结曲韵而成的 《中原音韵》中，

“人”、“魂”都属真文部，恰又说明，金元时期

的说唱 艺 人 （包 括 “琵 琶 娘”）之 所 以 “人”、
“魂”通押，正是出自通行口语，即所谓 “纯任

天然”。
元人谈 论 杂 剧，有 “么 末”一 说。近 人 研

究元杂剧 的 发 生 发 展，有 一 种 看 法 认 为 它 的 体

例是从 金 院 本 中 的 一 种 “么 末 院 本”直 接 演 化

而来的，所以称为 “么末”。元末明初的贾仲明

竟把元剧本子说为 “么末”，他为增补本 《录鬼

簿》增写 的 吊 词 中 曾 说 高 文 秀 “比 诸 公 么 末 极

多”，说石君 宝 “共 吴 昌 龄 么 末 相 齐”。有 的 研

究者由此还断定 “么末”是元杂剧早期的称谓，
甚至就是 元 杂 剧 的 另 一 种 称 呼。今 知 最 早 把 杂

剧称作 “么 末”的 是 由 金 入 元 的 杜 仁 杰，他 在

散曲 《庄家不识勾栏》中写道：“前截儿院本调

风月，背后么末敷演刘耍和”。意为勾栏中既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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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本，也演杂 剧。杜 仁 杰 于 金 正 大 年 间 与 元 好

问、冀禹钖和李献能等相友善，多有诗文酬答，
金亡后，在蒙 古 朝 生 活 了 三 十 多 年，元 王 朝 建

立后十 来 年 去 世 （公 元１２８１～１２８５年 之 间）。
他的 《庄 家 不 识 勾 栏》写 在 蒙 古 时 期 的 可 能 性

较大，这个 作 品 又 正 好 说 明 金 末 元 初 之 间 早 有

杂剧 演 出，所 以 忽 必 烈 建 立 元 王 朝 时，才 有

“大金优谏”献剧事 （详见下文）。
白朴也 经 历 了 蒙 古 朝 三 十 多 年，到 元 朝 建

立时已经４６岁，当已开始了杂剧创作活动，他

的 《梧桐 雨》杂 剧 在 世 祖 至 元 年 间 已 经 流 行，
最早作出 这 个 考 说 的 是 日 本 著 名 学 者 吉 川 幸 次

郎，他在１９４８年出版的 《元杂剧研究》中披露

了这一看法。① 他从元人元淮的 《金囦集》中发

现一首 《西风诗》，诗如下：

西风　仁甫词

西风 一 夜 过 长 郊，吹 透 孤 松 野 鹤 巢。
荷减翠 时 黫 雨 盖，柳 添 黄 处 脱 枯 梢。不 烦

红袖挥 纨 扇，赖 有 新 诗 作 故 交。水 镜 池 边

秋富贵，芙蓉十顷尽开苞。

诗题下原注云：“仁甫词”，此处 “词”当指曲，
实际上又是指 《梧桐雨》。诗中颔联上句 “荷减

翠”和 下 句 “柳 添 黄”系 化 用 《梧 桐 雨》第 二

折曲文，原曲全文：“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征

雁。御园中 夏 景 初 残，柳 添 黄，荷 减 翠，秋 莲

脱瓣。坐近幽阑，喷清香玉簪花绽。”（〔中吕·
粉蝶儿〕，据 《元曲选》本引录）这说明这支曲

子在当时就 已 著 名。后 人 更 是 赞 赏 不 已，清 代

著名传奇 《长生殿》“惊变”出首曲采用此曲而

稍变其字，晚 近 曲 家 王 季 烈 《螾 庐 曲 谈》中 感

叹洪昇 “竟全然抄袭矣”。
元淮 此 诗 颈 联 “不 烦 红 袖 挥 纨 扇”云 云，

“挥纨扇”指舞蹈。关及 《梧 桐 雨》剧 情，第 二

折中写 杨 玉 环 登 盘 演 霓 裳 舞。元 淮 《金 囦 集》
中还有 涉 及 马 致 远 《汉 宫 秋》和 《岳 阳 楼》的

诗作，吉川先生 《元杂剧研究》中也都有引录。
金囦是溧 阳 古 称，吉 川 先 生 据 元 淮 任 溧 阳 路 总

管的时间 和 《金 囦 集》的 内 容，推 断 元 淮 这 些

诗歌作于世 祖 至 元２４年 至２８年 间，由 此 可 证

《梧桐雨》、《汉宫秋》和 《岳阳楼》当写成于至

元年间或 较 早 的 时 候。或 谓 元 淮 《历 涉》诗 中

“截发搓绳联断铠，扯旗作带系金创”句系借用

尚仲贤 《三夺槊》首折 〔混江龙〕曲文，② 那么

《三夺槊》当也是至元或至元以前的作品。
孙楷第 《元曲家考略》（１９５３年版）中也说

及元淮 《金囦集》，但不涉及上述诗作，而涉另

一元杂剧作家李寿卿，有云：

《金 囦 集》有 为 王 直 卿 所 作 诗，叙 云：
“己丑 春，廉 五 总 管 李 寿 卿 公 出 溧 阳，酒

边，称颂 尚 书 省 掾 王 直 卿 父 母 在 堂，齐 年

八十，此 乃 人 之 罕 有 者。属 予 即 席 赋 诗，
以咏 其 美。”元 淮 以 世 祖 至 元 末 为 溧 阳 总

管，己丑 乃 至 元 二 十 六 年。此 至 元 时 之 李

寿卿为总管者也。③

１９８１年版的 《元曲家考略》有补文云：

至 元 二 十 六 年 己 丑，元 淮 应 总 管 李 寿

卿 属，作 省 掾 王 直 卿 父 母 八 十 诗，见

《金 囦 集》，余 文 已 引。嗣 检 余 所 抄 元 诗

检 目……侯 克 中 《艮 斋 诗 集》卷 六 有 王

直 卿 父 母 八 十 五 诗，亦 应 李 寿 卿 之 属 而

作 者。题 云 《王 同 知 直 卿 父 母 均 年 八 十

五，辄 解 印 养 亲，李 提 举 寿 卿 索 赋》。诗

是 至 元 三 十 一 年 甲 午 作。是 时 李 寿 卿 在

江 浙 为 提 举。……李寿卿与侯克中游，《艮

斋诗集》卷 六 尚 有 《送 李 提 举 寿 卿 北 上》
诗……余谓 《金 囦 集》、 《艮 斋 集》之 李 寿

卿，即曲 家 李 寿 卿。以 此 李 寿 卿 曾 为 江 浙

总管、提 举，杭 州、溧 阳 是 其 宦 游 之 地。
而今传李寿卿 《临 歧 柳》、 《伍 员 吹 箫》二

剧演 柳 翠 与 浣 纱 女 事，正 杭 州、溧 阳 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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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也。①

合观上述吉川和孙楷第考说，再联系其他资料，
可知至元２２年后，马致远和李寿卿这两位元代

的早期杂 剧 作 家 都 在 江 浙 任 职。而 据 白 朴 有 关

词作，可知他在至元１７年迁居建康，至元２６年

在扬州，至 元２８年 游 西 湖。此 时 他 的 《梧 桐

雨》杂 剧 和 马 致 远 的 《汉 宫 秋》杂 剧 都 已 流 传

开来。李寿卿于此时当也已有创作活动。
曹楝亭本 《录 鬼 簿》纪 君 祥 名 下 有 “与 李

寿卿、郑 廷 玉 同 时”字 样，由 此 也 可 推 断 纪、
郑的创作活动当也始于世祖至元年间。

元末明初 的 贾 仲 明 为 《录 鬼 簿》所 记 诸 多

“前辈才人”作家补作吊词，动辄说 “元贞年里

升平乐”、 “元贞大德秀华夷”、 “元贞大德乾元

象”和 “唐虞之世庆元贞”，还有 “元贞书会”、
“大德名公”这类说法，还 说： “一 时 人 物 出 元

贞，击壤 讴 歌 贺 太 平。传 奇 乐 府 时 新 令，白 仁

甫、关汉卿，丽情集 天 下 流 行。”甚 至 还 说 “传

奇么末”（即杂剧）“考兴在大德元贞”。钟嗣成

大约生于世祖至元１７年 （公元１２８０年）左右，
他说 他 在 《录 鬼 簿》中 只 对 “方 今 已 亡 名 公 才

人 余 相 知 者 为 之 作 传，并 以 〔凌 波 仙〕曲 吊

之”，对前辈才人因 “不得预几席之末，不知出

处，故不敢作传以吊云”。而生于至正３年 （公

元１３４３年），距 忽 必 烈 （世 祖）建 立 元 王 朝 已

有７０余年，距离元贞建元也有５０年的贾仲明，
他居 然 敢 于 为 前 辈 才 人 作 词 补 吊，而 在 谈 及

“传奇 么 末”兴 盛 情 况 时 竟 不 涉 中 统、至 元 年

间，这就与杂剧发展史实不能切实相契。
根据 各 项 材 料，杂 剧 实 际 上 始 起 于 金 末，

经历了一段 蒙 古 国 时 期，到 元 世 祖 中 统、至 元

年间已经盛行，杨维桢 《宫词》云：“开国遗音

乐府 传，白 翎 飞 上 十 三 弦。大 金 优 谏 关 卿 在，
《伊 尹 扶 汤》进 剧 编。”不 管 诗 中 所 说 “关 卿”
是否是关汉卿？关汉卿是否是 “大金优谏”？杨

诗中所说 的 元 世 祖 开 国 时 （改 大 蒙 古 国 为 元 王

朝），就有人作 《伊尹扶汤》剧进呈祝贺，是为

事实。根 据 内 证、外 证，关 汉 卿、白 朴、李 文

蔚、史 樟、石 君 宝、高 文 秀、纪 君 祥、李 寿 卿

和张国宾 等 人 的 若 干 作 品 都 产 生 于 至 元 年 间 乃

至在至元年 间 已 很 流 传。以 白 朴 而 论，他 于 至

元１７年 （公元１２８０年）南迁建康时已届５５岁，
他于至元２６年 （公元１２８９年）在扬州和王恽、
胡祗遹会面，时已６４岁，他有 〔木兰花慢〕词

送王、胡二人分赴闽中与浙西出任提刑按察使。
孙楷第 《关 汉 卿 行 年 考》中 注 意 到 王、胡 此 番

行踪，再联 系 他 们 各 有 为 名 歌 伎 朱 帘 秀 所 作 诗

文，有云：

朱帘秀 至 元 二 十 六 七 年 间 似 乎 隶 扬 州

乐籍，因 《秋涧集》卷 七 十 七 《赠 朱 帘 秀》
〔浣溪纱〕词 有 “烟 花 南 部 旧 知 名”之 句，
“南部烟花”是扬 州 典 故，可 证。至 元 二 十

六年 （１２８９），江南诸 道 行 御 史 台 由 建 康 徙

于扬州 （《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六年五

月，胡紫 山 为 浙 西 宪 （此 时 置 司 于 平 江），
王秋涧为闽海宪 （福州置司），他们赴任离

任 回 里，都 经 过 扬 州，所 以 与 朱 帘 秀

相识。②

孙著中 还 联 系 关 汉 卿 〔南 吕 一 枝 花〕 《赠 朱 帘

秀》套曲，叙说关、王、胡 等 “同 时 相 值”。当

然，关汉卿 赠 朱 帘 秀 曲 未 必 写 于 至 元 二 十 六 七

年间，很可 能 作 于 宋 亡 不 久 的 至 元 二 十 年 前。
此外，据 《录 鬼 簿》记 载，和 关 汉 卿 同 时 的 友

人杨显之 和 梁 进 之 当 也 在 中 统、至 元 年 间 已 有

创作活动。
胡祗遹 作 有 散 曲，惟 传 存 不 多。他 和 后 起

的虞集一 样，都 是 主 流 文 坛 而 且 还 是 朝 廷 文 苑

中尊重 杂 剧 和 爱 好 戏 曲 的 人 物，他 在 《赠 宋 氏

序》、 《优伶赵文益诗序》和 《黄氏诗卷 序》中

对杂剧和 表 演 艺 术 发 表 了 不 少 看 法，特 别 是 在

《黄氏诗卷序》中提出的 “九美既具，当独步同

流”的观 点 更 具 有 系 统 性 和 理 论 色 彩，涉 及 到

艺人的形 体 气 质、文 化 素 养 和 表 演 技 能 等 各 个

方面。胡祗遹还在 《赠宋氏序》中说：“乐音与

政通，而伎剧 亦 随 时 尚 而 变。金 代 教 坊 院 本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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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再变而 为 杂 剧。”① 他 所 说： “近 代 教 坊 院

本”当指金院本。陶宗仪 《辍耕录》中说：“金

季国 初，乐 府 犹 宋 词 之 流；传 奇 犹 戏 曲 之 变，
世传谓之杂 剧。”② 胡 祗 遹 “近 代 院 本”变 为 杂

剧之说和陶宗仪金末元初产生杂剧说比较一致。
陶氏是元末 明 初 人，胡 氏 却 是 由 金 入 元，他 的

弱冠之年 尚 在 蒙 古 窝 阔 台 （太 宗）时 期，在 很

大程度上，他 可 以 见 证 杂 剧 由 金 末、蒙 古 到 元

初的成长、发展和昌盛。
更 值 得 注 意 的 是，胡 祗 遹 卒 于 元 贞 元 年

（公 元１２９５年），他 的 论 杂 剧 和 表 演 艺 术 的 种

种 言 论，在 很 大 的 程 度 上，正 好 反 映 了 元 贞

年 前 杂 剧 演 出 的 繁 盛，这 更 可 说 明 贾 仲 明 所

言 “考 兴 在 大 德 元 贞”违 背 杂 剧 发 展 的 历 史

实 际。
胡祗遹 生 于 金 哀 宗 正 大 四 年 （公 元１２２７

页），小 白 朴 一 岁。元 贞 元 年 时 他 们 分 别 为６９
岁和７０岁。按人们的创作精力的一般规律，白

朴的绝大多数剧作当已在这以前写成，就是说，
以白朴而论，他 的 创 作 黄 金 期 当 在 元 贞、大 德

以前。

《梧桐雨》的用韵问题

历史 是 要 作 弄 人，当 初 白 朴 为 “宋 名 公”
写词时 “杂 用”诗 韵 而 感 突 兀，明 人 李 开 先 却

又依据 《中 原 音 韵》的 韵 部 区 分 格 式 来 批 评 白

朴剧作 杂 用 曲 韵。李 氏 在 《词 谑》中 批 评 《梧

桐雨》第 二 折 采 用 “寒 山”韵，却 又 混 入 “先

天”乃至 “桓欢”和 “监 咸”韵 字，李 开 先 说：
“《梧桐雨》中 〔中吕〕，白仁甫所制也，亦甚合

调；但其间有数字误入先天、桓欢、监咸等韵，
悉 为 改 之。”③ 那 么，李 氏 改 了 哪 些 字 呢？ 按

《词谑》又 名 《一 笑 散》，据 清 人 陆 贻 典 据 也 是

园藏 《一笑散》本传抄本注文，〔迎仙客〕曲末

句 “因此 上 驿 使 把 红 尘 犯”的 “犯”字 即 为 李

氏所改，原 本 作 “践”。④ 按 照 《中 原 音 韵》的

韵部区分， “践”字属 “先天”韵部， “犯”字

属 “寒山”韵 部，故 李 氏 作 改。杨 贵 妃 爱 吃 荔

枝，唐人早有 “一骑红尘妃子笑”诗句，《梧桐

雨》曲文写 驿 使 飞 马 奔 驰，践 踏 红 尘，本 很 通

顺，今见 《古名家 杂 剧》、 《元 明 杂 剧》和 《元

曲选》等诸本都作 “践”字。李开先改为 “犯”

是为了 维 护 《中 原 音 韵》韵 部 区 分 格 式 规 范，

也采用 《礼记·檀弓》“犯人之禾”意，“犯禾”

之 “犯”，训作 “躐”，即 “践”，故 “犯 禾”即

践禾 意。李 氏 此 类 改 笔，改 通 俗 为 古 雅，未 必

妥善，但今人 校 点 《梧 桐 雨》时 批 评 李 氏 只 从

明代音律角 度 下 手，削 足 适 履，有 些 句 子 使 人

啼笑 皆 非 云 云，似 也 未 为 中 的。其 实，从 明 人

的若干选 本 看，在 用 韵 问 题 上 并 不 如 李 开 先 那

样严格，即 以 《梧 桐 雨》第 二 折 〔迎 仙 客〕曲

的开首 两 句 而 言，李 氏 《词 谑》本 作 “香 郁 郁

味正甘，娇滴滴色 犹 丹。” 《元 曲 选》本 作 “香

喷喷味正 甘，娇 滴 滴 色 初 绽”。 “丹”与 “绽”

都属 “寒 山”韵，可 《盛 世 新 声》却 作 “娇 滴

滴色初妍”，这 “妍”字可就属 “先天”部了。

通行曲谱 大 抵 都 载 北 曲 〔中 吕〕调 的 〔叫

声〕曲谱为五句四韵，《词谑》本 《梧桐雨》二

折 〔叫声〕云：

共彩女 喜 凭 栏，等 闲 等 闲。趁 良 辰 排

嘉馔。酒注嫩鹅黄，茶点鹧鸪斑。⑤

韵脚字 “栏”、 “闲”、 “馔”和 “斑”都属 “寒

山”部。明初 《太 和 正 音 谱》所 录 此 曲 首 句 作

“对风 景 喜 开 颜”，后 出 的 《元 曲 选》本 则 作

“共妃子喜开颜”。按 “颜”字也 属 “寒 山”部，

但 《盛 世 新 声》却 改 用 属 “先 天”部 的 “筵”

字，句作 “共彩女喜 开 筵”。由 此 可 见，李 开 先

正韵，并不 能 笼 统 称 之 为 “只 从 明 代 音 律 角 度

下手”。恰恰相反，从搜集时行曲子供歌吟之用

的 《盛世 新 声》这 类 选 集 看，明 人 唱 曲 跨 韵，

倒显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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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先所 说 《梧 桐 雨》二 折 以 “桓 欢”杂

入 “寒山”，从今存诸 本 考 查，未 见 实 例。或 是

李氏误记，或 是 由 两 个 韵 部 相 同 之 字 而 引 出 误

说。至于杂入 “监 咸”现 象 却 可 从 今 存 脉 望 馆

本的 〔红 绣 鞋〕曲 中 发 现，按 《词 谑》本 此 曲

全文为：

则不向 金 盘 光 灿，宜 将 翠 袖 擎 看，恰

便似绛 纱 囊 笼 罩 定 水 晶 寒。为 甚 不 生 长 在

北地，偏 怎 生 长 在 南 藩。这 正 是 物 稀 人

见罕。①

《古名 家 杂 剧》本 此 曲 无 “北 地”、 “南 藩”之

言，作如下文字：

则不向金盘中好看，也宜将翠袖 擎 看，
绛纱 囊 光 罩 水 晶 寒。为 甚 教 寡 人 醒 醉 眼，
妃子晕娇颜。物稀也人见罕。②

明代继志斋刻 《元明杂剧》本同 《古名家杂剧》
本，《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所收 《梧桐雨》也

是 《古名家 杂 剧》本，但 此 曲 的 第 四、五 句 有

手写校文： “为甚不生北地，却长在江南。”③ 这

校文出自 清 人 何 煌 手 笔，何 氏 所 据 之 本 则 是 原

属李开先所藏的旧抄本。④ 由此可知李开先 《词

谑》中说 “误 入”监 咸 韵 云 云，原 来 就 是 指 这

“却 长 在 江 南”句，因 “南”字 属 “监 咸”韵

部。而 “南藩”的 “藩”，属 “寒 山”部。还 有

的明本改作 “南蛮”，“蛮”字也属 “寒山”部。
《元曲选》本 《梧桐雨》中此曲大致与 《古名家

杂剧》本相 同，但 第 二 句 有 改 动，全 曲 作 如 下

文字：

不则向金盘中好看，便宜将玉手 擎 餐，
端的个 绛 纱 笼 罩 水 晶 寒。为 甚 教 寡 人 醒 醉

眼，妃子晕娇颜，物稀也人见罕。⑤

按此曲之前有道白：“这荔枝颜色娇嫩，端的可

爱也。”李开先 《词谑》本、古 名 家 杂 剧 本 和 脉

望馆 校 本 此 曲 都 写 剧 中 人 物 观 赏 荔 枝 之 “可

爱”， 《元 曲 选》本 改 文 却 写 他 们 急 于 “擎

餐”了！

李开 先 批 评 《梧 桐 雨》失 韵，过 于 苛 刻，
他的批评无非是据 《中原音韵》有关格式而言，
总结曲 韵 而 成 的 《中 原 音 韵》虽 是 规 范 化 的 韵

书，但用 它 的 规 范 来 套 用 早 期 曲 家，并 不 合

契。《梧桐雨》创 作 之 时，还 没 有 《中 原 音 韵》
这样的曲 韵 著 作，而 且 “桓 欢”、 “寒 山”与

“先天”通 押，元 曲 中 时 见，至 于 “监 咸”云

云，还 涉 及 区 分 开 闭 口 韵 问 题，从 关 汉 卿 的

《调风月》和 王 实 甫 的 《西 厢 记》中 开 闭 口 韵

字通押现象，或可 说 明 那 时 的 北 方 官 话 中 未 必

还有闭口韵。后来 的 昆 曲 演 唱 中 强 调 区 分 开 闭

口韵，是脱 离 语 言 实 际 的 特 殊 艺 术 演 唱 现 象。
李开先对白朴 剧 作 的 批 评，只 是 死 解 死 守 《中

原音 韵》，而 不 符 元 曲 创 作 的 全 部 实 际。明 人

王骥 德 校 勘 《西 厢 记》，也 有 与 李 开 先 相 同 的

刻板死守 《中 原 音 韵》之 习，从 而 导 致 妄 改 之

弊。 《西 厢 记》一 本 一 折 用 “先 天”韵， 〔赚

煞〕曲的韵脚 字 中 却 出 现 了 属 于 “廉 纤”部 的

“染”字，今存最早的明弘 治 本 也 是 如 此：“饿

眼望将穿，馋口 涎 空 咽，空 着 我 透 骨 髓 相 思 病

染。”王氏认为 开 闭 口 韵 不 能 通 押，遂 改 “染”
为 “缠”。还 说 “病 缠”二 字 见 白 居 易 诗 语 云

云，以示博雅。
孙楷 第 曾 批 评 王 骥 德 校 订 《西 厢 记》之

弊云：

又古人 倚 声 制 曲，本 无 定 谱。后 世 所

谓词 谱，凡 声 之 用 平 用 仄，字 之 多 寡，不

过参 伍 比 较 而 得 其 梗 概。其 实 按 之 曲 文，
变例尚多。骥德乃 欲 划 一，动 以 三 尺 绳 之，
亦不免拘滞。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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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批评 十 分 通 达，也 符 合 制 曲 的 历 史 实 际。
无论李开先、王 骥 德，还 是 沈 璟 和 其 他 明 代 曲

家，他们完 全 可 以 提 倡 并 坚 持 他 们 的 制 曲 用 韵

主张，也完全 可 以 奉 《中 原 音 韵》为 圭 臬，却

不能妄改 《中 原 音 韵》产 生 以 前 的 作 品。即 使

《中原音韵》是曲谱规范之作，但 “活曲子”与

“死规范”之间尚有空隙，“动以三尺绳之”，反

显拘滞刻 板。所 谓 “活 曲 子”指 创 作、演 出 中

的局部变 化，所 谓 “死 规 范”指 既 成 的 整 体 规

范，变与 不 变，是 事 物 发 展 通 例，只 准 遵 守 整

体规范，不许 局 部 变 化，其 实 就 是 今 人 所 说 的

形式主义方法论。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研 究 生 院 文 学 系 教 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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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休闲与审美的关系

章　辉

浙江大学人文学部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博士生章辉在来稿中指出：

在哲学自由观的奠基下，休闲的基本特征与审美活动最本质的规定性在 “自由”的层面上翩然相遇，“玩”就这

样顺理成章地过渡到了审美状态。游戏性 是 休 闲 的 本 质 属 性 之 一，休 闲 活 动 多 以 游 戏 的 形 式 呈 现。这 样，赫 伊 津 哈

就直接指出了游戏所具有的审美属性：游戏往往 带 有 明 显 的 审 美 特 征。欢 乐 和 优 雅 一 开 始 就 和 比 较 原 始 的 游 戏 形 式

结合在一起。在游戏的时候，运动中的人体 美 达 到 巅 峰 状 态。比 较 发 达 的 游 戏 充 满 着 节 奏 与 和 谐，这 是 人 的 审 美 体

验中最高贵的天分。游戏与审美的纽带众多而紧密。

休闲在给予人精神自由和人生幸 福 的 过 程 中，还 给 人 带 来 审 美 的、创 造 的、想 象 的 和 超 越 的 感 受。同 时，在 休

闲活动中，主体同样也可以表现出 行 为 美、心 灵 美 和 人 格 美。因 此，休 闲 学 是 审 美 之 学。目 前，越 来 越 多 的 学 者 认

识到这一点。

我们发现，旅行观光、美食养生、体育游 艺、各 种 艺 术 活 动 等 都 更 有 可 能 成 为 休 闲 活 动，我 们 可 以 寻 找 出 其 审

美方面的内涵，对它从美学的角度来加以理论分析，这就是休闲美学。

（周勤勤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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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绍基：白朴三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