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茅暎評點《牡丹亭》析論

羅麗容

提　 　 要

從茅暎評點《牡丹亭》出發，可總結出八項內涵：（一）印象批評；（二）對

湯氏主情之說之評點；（三）對湯氏寫作技巧之批評；（四）對臧懋循改本之批

評；（五）對湯劇與元雜劇關係之評點；（六）對明代流行語“當行”、“本色”之

觀點；（七）對湯劇與唐詩、宋詞之關係之評點；（八）雜評等。將茅暎評點與其

同時代之曲家作比較，亦可發現當代曲家大多以“場上演出”之角度著眼，而茅

暎則從“案頭欣賞”之觀點出發，所以產生了不同的結論。茅暎之評點觀在明

代並非普遍，然就湯顯祖所主張“文以神、色、意、趣爲主”之立場而言，茅暎無

愧爲湯氏之知音。而茅暎以案頭文字爲觀點之批評，雖非當代主流，然若從文

學史角度看，絕對可與唐詩、宋詞所形成之韻文史相銜接，而成爲文學史在明

代韻文中與唐詩宋詞相銜接之關鍵，從而擴大明代文學史之討論範圍；就此點

而論，茅暎之評點《牡丹亭》居功厥偉，亦爲其評點中，意義非凡之所在。

關鍵詞：茅暎　 《牡丹亭》評點　 茅暎評《繪圖牡丹亭》　 臧懋循評點《牡丹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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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代曲壇對《牡丹亭》之評點重心

　 　 （一）作者才氣縱横而度曲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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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川湯義仍爲《牡丹亭》四記，論者曰：“此案頭之書，非筵上之曲。”夫既

謂之曲矣，而不可奏於筵上，則又安取彼哉？且以臨川之才，何必減元

人，而猶有不足於曲者，何也？當元時，所工北劇耳，獨施君美《幽閨》、

高則誠《琵琶》二記，聲調近南，後人遂奉爲榘矱。而不知《幽閨》半雜贋

本，已失真多矣；即“天不念”、“拜新月”等曲，吳人以供清唱，而調亦不

純，其餘曲名，莫可考正。……今臨川生不踏吳門，學未窺音律，艷往哲

之聲名，逞汗漫之詞藻，局故鄉之聞見，按亡節之弦歌，幾何不爲元人所

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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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牡丹亭》度曲不工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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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出天縱，匪由人造。使其約束和鸞，稍閑聲律，汰其賸字累語，規之全

瑜，可令前無作者，後鮮來喆，二百年來，一人而已。? （王驥德《曲律·

雜論第三十九下》）

近世作家如湯義仍……使才自造，句腳、韻腳所限，便爾隨心胡湊，尚乖

大雅。至於填調不諧，用韻龐雜，而又忽用鄉音，如“子”與“宰”叶之類，

拘於方土，不足深論……。義仍自云：“駘蕩淫夷，轉在筆墨之外，佳處

在此，病處亦在此。”彼未嘗不自知。祇以才足逞而律實未諳，不耐檢

核，悍然爲之，未免護前。況江西弋陽土曲，句調長短，聲音高下，可以隨

心入腔，故總不必合調，而終不悟矣。? （凌濛初《譚曲雜劄》）

繇斯以評……豫章湯義仍，庶幾近之?；而識乏通方之見，學罕協律之

功，所下字句，往往乖謬，其失也疏。? （臧懋循《元曲選·序二》）

D¸，�Ú&»，�°Óx：

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户誦，幾令《西廂》減價；奈不諳曲譜，用韻

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也。瑏瑠 （沈德符《顧曲雜言》“填詞名手”條）

DM，�¾�¼，ÝKÉÞ：

湯義仍《紫釵》四記瑏瑡，中間北曲，駸駸乎涉其藩矣。獨音韻少諧，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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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Ê：《&º》，《E(-�Ó&L��^》，3 ４，Â １６５。
àá�：《:&Ë[》，《E(-�Ó&L��^》，3 ４，Â ２５４。
oøÃ�¯ö*â“Ö�¿Ù”�Âã“Ë/ÊÙ”Ëäù。
§¨M：《á&½·�¸》，zÓ÷5l：《á&½aU》（·~�：�¾zK/01，１９９４
7 ６ J），3 １，Â １２。
wÊ�：《P&Ë·》，《E(-�Ó&L��^》，3 ４，Â ２０６。
<�，oùÄÅ《£´N》，��å�《¹å》。



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瑏瑢 （臧懋循《元曲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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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明代曲家對《牡丹亭》之改竄或改編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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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湯氏生前即已知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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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佞《牡丹亭記》，大受呂玉繩改竄，云便吳歌。不佞啞然笑曰：“昔有人

嫌摩詰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其中駘蕩

淫夷，轉在筆墨之外耳。”瑏瑤（湯顯祖《答凌初成》）

章二等安否？近來生理何如？《牡丹亭記》要依我原本，其呂家改的，切

不可從。雖是增減一二字以便俗唱，卻與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瑏瑥

（湯顯祖《與宜伶羅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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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江……曾爲臨川改易《還魂》字句之不協者，呂吏部玉繩（鬱藍生尊

人）以致臨川，臨川不懌，復書吏部曰：“彼惡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

拗折天下人嗓子。”其志趣不同如此。鬱藍生謂臨川近狂，而吳江近狷，

信然哉！瑏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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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湯氏生前所不知者

（１）§Í�I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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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義仍《紫釵》四記，中間北曲，駸駸乎涉其藩矣。獨音韻少諧，不無鐵

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瑏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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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作家如湯義仍，頗能模倣元人，運以俏思，儘有酷肖處，而尾聲尤

佳。……止作文字觀，猶勝依樣畫葫蘆而類書填滿者也。……而一時改

手，又未免有斲小巨木、規圓方竹之意，宜乎不足以服其心也———如“留

一道畫不□耳的愁眉待張敞”，改爲“留著雙眉待敞”之類。瑐瑠

à��MdlÛ�ªàV¼¤，zé«、B!7��!�Û，��êÂI(T。

ÿá��§Í�Idl《£´N》�¯öù：

雉城臧晉叔，以其爲案頭之書，而非場中之劇，乃刪其采，剉其鋒，始其合

于庸工俗耳，讀其言，苦其事怪而詞平，詞怪而調平，調怪而音節平；於作

者之意，漫滅殆盡，并求其如世之詞人，非俯仰抑揚之常局而不及。

余嘗與面質之，晉叔心未下也，夫晉叔豈好乎平哉？以爲不如此則不合

於世也。合於世者，必信乎世，如必人之信而後可，則其事之生而死、死

而生、死者無端死、而生者更無端，安能必其世之盡信也。今其事出於才

士之口，似可以不必信，然極天下之怪者皆平也。

臨川有言：“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我以不特此也，凡意

之所可至，必事之所已至也。則死生變幻不足以言其怪，而詞人之音響

慧致，反必欲求其平，無謂也。瑐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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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D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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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撇道”，北人調侃說“腳”也。湯海若《還魂記》末折：“把那撇道兒

揢，長舌揸”，是以“撇道”認作顙子也，瑐瑢誤甚。（王驥德《曲律·論訛字

第三十八》）

《還魂》、《二夢》如新出小旦，妖冶風流，令人魂銷腸斷，第未免有誤字、

錯步。瑐瑣 （王驥德《曲律·雜論第三十九下》）

程雨蒼孝廉……嘗館余家，談及《玉茗四夢》，頗有微辭，謂：“先生得意

者乃《牡丹亭》，而《驚夢》一齣，疵纇尤多。”余與辨論，遂逐句指斥。至

“沉魚落雁鳥驚喧，羞花閉月花愁顫”，雨蒼以“魚雁”下單提鳥字，“花

月”下單提花字，語落邊際。“閒凝眄，生生燕語明如翦，嚦嚦鶯聲溜滴

圓。”以下兩句主聽說，與上三字不貫。此二條，余亦不能爲先生附會

也。瑐瑤 （楊恩壽《詞餘叢話》）

oE?°7M《Íª´T÷》?ÓIE6¼，́ ä¶�æ�!K，�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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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瑤

�，(，6 ｋè，)GI©；*，6 ｚｈā，+、,I©；-，6 ｓǎｎｇ，./。
�!¸«f¶´6z´Ê：《&º》，《E(-�Ó&L��^》，3 ４，Â １４５、１５９。
N0½：《²+�ä》，《E(-�Ó&L��^》，3 ９，: ２，Â ２４５。



oM«，̂ Ã�I1�，�Ã�IÛ�T。

二、 茅暎評點《牡丹亭》之動機

ÿ°!qÈ，®�³1（9�Î）V，§iBÓ~ÿá�I2�。D0SÍ

Í，BC���Y´，å《m£´N�》̀ °�：“îó(.{、3eù、óTþ

r，¼î4ÙI，u»《k5》、《G6》>�，7�>�~v�，M²Ô±�。8

»;°LMx，�^�6&，n&�=²，²�=ze，̈ 《MJ�》îcq

T。瑐瑥”(EDV�è²&7�]ö，)�9�+óB，DE�MV?ÇEÛ，õ

M《ÿ°ùB<£´N》，ð§i&¼²Ç�:¤《£´N》�v&ºIïÀ

�，ÿ°ù[�¿6ª¥，b©©äõÒ，Â*c��E;。k§ÿ°ù[《£

´N》Iëì¥§6�：

　 　 （一）爲湯顯祖雪冤

ÿ°¦�Ê�¬i?ßB¶�bº，v«®*、8«=ÐI"â，ãÞM：

“�6õ�º，ºÛyT，¦vFbE{ô，óyô}；�2«�¶，&Û2T，

¦®B�0，<Qæ=，ó&ôn。¸Ûav«¦*，8«=Ð。瑐瑦”]´�6º

��>，«?起ËI，Ê@�Ô，/£^÷V?î：

但以其稍不諧叶，而遂訾之，是以折腰齲齒者攻於音，則謂夷光、南威不

足妍也，無弗信矣。瑐瑧

ó¬�LÛ¨�Ã�“9&§0�Õ�l，Ó0³6º，Ù�ÈIb�，A¤B

I²®，h(ÊIü´，�É3IC5，²ä�MáV?QÇ”JI，ÿ°�M

©ùà6DE，̄ ç6Mî�Û：“\á�&È，ì]L¸ö，cävéî，ó

１０１明茅暎評點《牡丹亭》析論　

瑐瑥
瑐瑦
瑐瑧

ÿ°：《ÿ°ùB<£´N·m£´N�》，�，Â １ｂ。
Ö!，Â ２ｂ—３ａ。
Ö!，Â ３ａ。



�ÛIÊ«î�Ç？”zµái�7��ïIö,óL，�§»\Ó¿�]^

L¸ö，cäP¿avéI�gÇ？©ùÛ�Þ§��I�I�，-Ù6ãV，

CMUVÇ？

　 　 （二）維護《牡丹亭》之文學藝術價值

µß§&¼óL，F�éÀ�Ãø¸Û，z´Ê《&º·ËLÁML;�》

¥â“5?ßéÈI&，�zGC、ö¼H、IVR[，7ä¬�，å±Ã"´¥

UJî”；瑐瑨`îÔ《Ãø¸T》â：“"´MB，Ò�n6K<，̄ ���。]D

n½Q«，��Í-瑐瑩”；�wj《õ�è�ET·~½¼ìT》§Ã��Öi

IBV��，â：“̄ <ßï�²ù8"�，ó¸q��ìL，M�?é。��

¼�ªS，ÚÙ×â：‘Ã0³¡M���，M���《B½》，Ã0��《B

½》。’NQÐIâ：‘²V�《B½》，Ç�Sé�《F+》，��îä�~。’+Û

>OL¬iBÆ~，¥ªMv�Û，âÃk、qk。5V~��o，̄ PÇ��

I�%zz�dT！瑑瑠”̂ E¬�Ã�QRB¼，%D¥~IÁâ，]Ã�Iø

�《FÖ》，C��ÇBÆI©µ«Ï，ó�P&xI;°Fb，(z´Ê《&

º》¼：“&§rýI&，¬t‘y’!¯L，}^ �ç+。”瑑瑡t“y!”̄ L，õ

MÃ�6¬iS-©ùI×4?ð。

óÿ°�6Ö±�i，ÂiªF，�lT®，2-D�M《£´N》K�l

'iSIj+·U：

夢而死也，能雪有情之涕；死而生也，頓破沉痛之顏；雅麗幽艷，燦如霞之

披，而花之旖旎矣。瑑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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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瑑瑢

z´Ê：《&º》，《E(-�Ó&L��^》，3 ４，Â １６５。
`îÔ：《Ãø¸T》，Âò��a：《Ãø¸�·Õ@》，3 ４，Â ２５８８。
�wj：《õ�è�ET》f�E（8¾：50+h，１９６１ 7 ２ J），3!，Â ５６６。<�，B
E“̧ q”，øq¶U，!��；�q¶£，!â�。
z´Ê：《&º》，《E(-�Ó&L��^》，3 ４，Â １６５。
ÿ°ù：《ÿ°ùB<£´N》，: １，Â ２ａ—ｂ。



*¡<¾±Öóò，M5�?ßI“«”Æ�Ñ¯；*¡<¾òóï0，à©°

IVïî�t；óB!|<ÔÙ，î�§IVW，F·XY，oõ《£´N》Ij

+��T。D�《£´N》�vT÷�TI·U：

傳奇者，“事”不奇幻不傳，“詞”不奇艷不傳，其間“情”之所在，自有而

無，自無而有，不瑰奇愕眙者亦不傳。瑑瑣

±\T÷，5-Âdð6“�”、“²”、“«”，oMÛ7��v±Ñ"â，��÷

2、²�÷Ù、«�Z÷[\，ó《£´N》�¥^MÛR'，)�~C\]I�

�：“]�~Có\ë、b^�T，��zRÛ，�ÈìlL。”瑑瑤(â¦T。

　 　 （三）案頭拈賞，自娛娛人

T(BV�è¶5ùIÌÍ，�__V��^���èIÆ-u<，D5

-ëìõ^�¶`BÓ��I«��8]！ÿ°ùÙ�¼：

南曲向多宗匠，無論新聲，第事涉玄幻，語臻葩雅，恐《牡丹亭》一記，不

唯遠軼時流，亦當并轡往哲，昔賢既以嘔心，今世何無具眼，因特梓之與

有情人，相爲拈賞。瑑瑥

余於帖括之暇，間爲數則，附之《唾香集》後，并刻茲記，非敢謂咀宮嚼

徵，以分臨川前席，酒後耳熱，聊與知者，行歌拾穗，以自快適耳！瑑瑦

o�“IXô�a¼，95ä¯l®，u�ÇI，��«V，�M±¸”、“�~

o，@�EÛ，�5Xb，��Ñ=~”È«，ì§Û#$où[M �Õ¸ó

３０１明茅暎評點《牡丹亭》析論　

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Ö!，Â ２ａ。
Ö!，Â ２ａ。
ÿ°ù：《ÿ°ùB<£´N·¹·》，¹·，Â １ａ。
ÿ°：《ÿ°ùB<£´N·m£´N�》，�，Â ３ａ。



�。o�，ÿá��ÿ°ù[《£´N》���ÖI�y：

家季爲校其原本，評而播之，庶幾知其節、知其情、知其態者哉！然必知

其節知其情知其態者，而後可與言也。瑑瑧

(�MEù[±+，¦`�¶���Y���QIá£，�ª`Dçc。DE

?ß“ED3、ED«、EDR”õø¦1�《£´N》BKI�¬«3、�Û?

E#ÆIÏ«、《£´N》ÌbI*Ï�?á£，��fAùLI，óD�ÿ°

�ß¬I¯:Ü。

　 　 （四）保存《牡丹亭》之原貌

ÿ°�M《£´N》IE6，Öd�D�t6 �Õ¸M//[，ó�《£

´N》45�"，�oM�@Õ¸!«Û，Î"��DV，ùL�Y，¥§��：

頃黄貞甫汝亨，以進賢令內召還，貽湯義仍新作《牡丹亭記》，真是一種

奇文。未知於王實甫、施君美如何？恐斷非近時諸賢所辦也。瑑瑨 （沈德

符《顧曲雜言》“雜劇”條）

湯奉常絕代奇才，冠世博學，周旋狂社，坎坷宦途。當陽之謫初還，彭澤

之腰乍折。情癡一種，固屬天生；才思萬端，似挾靈氣。搜奇《八索》，字

抽鬼泣之文；摘艷六朝，句疊花翻之韻。紅泉秘館，春風檀板敲聲；玉茗

華堂，夜月湘簾飄馥。麗藻憑巧腸而濬發，幽情逐彩筆以紛飛。蘧然破

噩夢於仙禪，皭然銷塵情於酒色。瑑瑩 （呂天成《曲品》）

�!7µ《Íª´T÷》IB!óL，Ã��@çIé，ø�efI&，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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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瑧
瑑瑨
瑑瑩

ÿá�：《©[£´N��》，þQÿ°ù：《ÿ°ùB<£´N》，�，Â ２ｂ。
wÊ�：《P&Ë·》，《E(-�Ó&L��^》，3 ４，Â ２１４。
Û�^：《&�》，《E(-�Ó&L��^》，3 ６，Â ２１３。



j[óL，�ß±�IÇ。

客問今日詞人之冠，余曰：“……於南詞得二人：曰吾師山陰徐天池先

生……曰臨川湯若士———婉麗妖冶，語動刺骨，獨字句平仄，多逸三尺。

然其妙處，往往非詞人工力所及，惜不見散套耳！”（王驥德《曲律·雜論

第三十九下》）

問體孰近？曰：“……於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一人———其才情在淺深、

濃淡、雅俗之間，爲獨得三昧。餘則修倚而非垛則陳，尚質而非腐則俚

矣。”瑒瑠（王驥德《曲律·雜論第三十九下》）

oE?ßI“KÏ”，õ�“B!ñ�D]”I©，(�LÃ�!«S²�x，Ê

£D“�`&~IM�”，¦g3Ã�IB!�´6Èó，�´D©ùj[�ð

´!，óð �。

或曰：“子論《牡丹亭》之工，可得聞乎？”吳山曰：“爲曲者有四類：深入

情思，文質互見，《琵琶》、《拜月》其尚也；審音協律，雅尚本色，《荊釵》、

《牧羊》其次也；吞剝方言讕語，《白兔》、《殺狗》之流也；專事雕章逸辭，

《曇花》、《玉合》之亞也。案頭場上，交相爲譏，下此無足觀矣。《牡丹

亭》之工，不可以是四者名之，其妙在神情之際，試觀劇中佳句，詩即宋

詞，非宋詞即元曲，然皆若若士之自造，不得指之爲唐、爲宋、爲元也。宋

人作詞，以運化唐詩爲難；元人作曲亦然。商女《後庭》，出自杜牧；曉風

殘月，本于柳七。故凡爲文者，有佳句可指，皆非工于文者也。”瑒瑡（吳吳

山《還魂記·或問》）

５０１明茅暎評點《牡丹亭》析論　

瑒瑠
瑒瑡

�!¸«f¶´6z´Ê：《&º》，《E(-�Ó&L��^》，3 ４，Â １７０—１７１。
��D：《�Y�·�4》，þQJÖËù[：《��DM£vù£´N�Y�》（þ?�
Öà�K，8¾：8ãÒÓ<+%%&），�4，Â ２ｂ—３ａ。<�，��D，��V，!Õh。



o«§T÷³MFÍÚ0：１． �Q«½，B��´；２． Ð67º，|ÑKÏ；

３． �i�·jÙ；４． o�VÆË，óÃ�《£´N》öÇoFÓI!，çð«

«，o¥�Ã�LB�“©µ«Ï”MK，�ç&ÖnIç，7Æ �Û。

……當日婁江女子俞二孃，酷嗜其詞，斷腸而死。故義仍作詩哀之云：

“畫燭搖金閣，真珠泣繡牕。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瑒瑢（朱彝尊《靜

志居詩話》“湯顯祖”條）

國初傳奇，名作如林，若吳石渠、蔣心餘，皆學玉茗者。石渠諸作，以《療

妒羹》爲最勝，其《題曲》一折，筆墨酷似《牡丹亭》。瑒瑣 （王季烈《螾廬曲

談·論作曲》）

湯若士，明之才人也，詩文尺牘，儘有可觀；而其膾炙人口者，不在尺牘詩

文，而在《還魂》一劇。使若士不草《還魂》，則當日之若士，已雖有而若

無，況後代乎？是若士之傳，《還魂》傳之也！瑒瑤 （李漁《閒情偶寄·詞曲

部·結構第一》）

或問曰：“有明一代之曲，有工于《牡丹亭》者乎？”曰：“明之工南曲，猶元

之工北曲也。元曲傳者無不工，而獨推《西廂記》爲第一，明曲有工、有

不工，《牡丹亭》自在無雙之目矣。”瑒瑥（吳吳山《還魂記·或問》）

湯若士詞曲小令擅絕一世，所撰《牡丹亭記》，《西廂》並傳。瑒瑦 （姚燮《今

樂考證·明院本》引徐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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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瑢
瑒瑣
瑒瑤
瑒瑥

瑒瑦

[kl：《»2ÿèä》（¾¿：V»BÓ/01，１９９８ 7 ２ J），�3，: １５，Â ４６１。
zè�：《mn&w》，: ２，Â ４１ｂ—４２ａ。
Üa：《X«�A·²&\》，《E(-�Ó&L��^》，3 ７，Â ７—８。
��D：《�Y�·�4》，þQJÖËù[：《��DM£vù£´N�Y�》，�4，Â
２ａ—ｂ。
Ûo：《9z»�·�@v》，《E(-�Ó&L��^》，3 １０，Â ２０９。



�!r«，?�®Û7MD²T。�óDM§iT÷IÇ，¦Mi&~?)

]Û；�¢·Ã�§uoó�pÛ；�qrD²，MDòÀÛ；�±óì。óÿ

°I�ÿá�《©[£´N��》�¼：

其播詞也，鏗鏘足以應節，詭麗足以應情，幻特足以應態；自可以變詞人

抑揚俯仰之常局，而冥符于創源命派之手。瑒瑧

ÿ°�oïÀ，�¬ãÃ��，ó�Ï6§Í�IdK¦ä8Ã，(óÆ�o

+，¦ã �Õ¸IÎKMIù[，��('§�:ù，�sW[IX�，¦

&§IK©T：

臧晉叔先生刪削原本，以便登場，未免有截鶴續鳧之嘆，欲備案頭完璧，

用存《玉茗》全編，此亦臨川本意，非僕臆見也。臨川尺牘自可考。

晉叔評語，當者亦多，故不敢一概抹殺，以瞑前輩風流，僕不足爲臨川知

己，亦庶幾晉叔功臣。瑒瑨

�E“E' �8t，þ,《Íª》l”，ZÐ¬µ^ÿ°ol�oT÷�²³

I�ÔT。o�，oK�MÃK，zÿ°ÞM:�《£´N》Ëý&B�IÛ2

Ë，(o�“uªCv-0;°»VÇ”，w²���Ûn¼，���²~IÇ

>T。

三、 茅暎評點《牡丹亭》之內涵

　 　 （一）印象批評

ðE(-iBÓ©ù\9E，�k=BÓ��5þP�©ùI�æ，�ì

７０１明茅暎評點《牡丹亭》析論　

瑒瑧
瑒瑨

ÿá�：《©[£´N��》，þQÿ°ù：《ÿ°ùB<£´N》，�，Â １ａ。
�!¸«7/�ÿ°ù：《ÿ°ùB<£´N·¹·》，¹·，Â １ａ。



xMXÉ，ó^M-�BÓ©ùI±Ò�Ï，YÈ©ù~åò¬�¼Ú�W，

Dù[��，̄ Í,�p，�¯y]�ó。?ß“å�©T，�ª·T”I©ù

�y，õ¥IMP�©ù，E(-iè²&äÒ^�o，�ÿÎ½《v±èä》

ùØyèâ：“i¢«T。瑒瑩”oÍù[�æ，ðÿ°《£´N》Iù[E��ð

³È，,·¥§��：

　 　 １． 掩映“梅”、“柳”字，巧甚慧甚

《£´N》Á¸z《·Ü》，0!0【;�À】EI【£M{】：

……柳夢梅不賣查梨，還則怕嫦娥妒色花頽氣，等的俺梅子酸心、柳皺眉、

渾如醉。瑓瑠

!B�¨Þ!“�|e}~�=”，ÿ°ÞMÃ���8�§“eÖ�”M!�

QBE，oËn²þ!�¥Ëçó�T。

　 　 ２． 文字如畫

《£´N》Á$z《��》，�Õª0【i5】：

紅杏深花、菖蒲淺芽，春疇漸煖年華，竹籬茅舍酒旗乂，雨過炊煙一

縷霞。瑓瑡

oQB!ÿ°ùM：“��”，D�¶�X�，oÈ«ð《£´N》E¦ä�/，ä

�ª`ÿ°I£¸？WÛ�M5-^Ãø¸©aWaIB!½¡，oz*¡

|�Ê��，(�'¾Ê�úpM5，̄ 1�À，��²W，àV��ð�E

IÏ。

�!¸·WÛ§ù[�!B-±�r，�w¬]{I/�，+·uÈê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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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瑩

瑓瑠
瑓瑡

ÿÎ½：《v±èä》，þQäB�]：《hièä》（¾¿：EÀ+h，１９８１ 7 ４ J），3!，
Â ２６７。
ÿ°ù：《ÿ°ùB<£´N》，: １，Â ３ａ。
Ö!，Â ２１ｂ。



Y，�:�?，̄ y±±W�6oÜ，�¥Dù[����：

第一卷：國色家聲相對甚佳，臧曰，詞起結皆佳，入髓，較玉簪抓住荼蘼

架尤細，工雅，妙極，慘然，俊語。

第二卷：臧曰，句佳，入髓，宛轉，臧曰此曲佳而穩，真是鬼徑仙筆，臧曰

“一點香銷萬點情”自是佳句，秀滑，介好甚，精至於此。

第三卷：妙甚，一句已入化境，臨川結句無不佳絕是大作手，趣甚，佳句，

結語奇秀，趣甚，好甚，妙甚。

第四卷：趣，恰好，趣甚，巧甚，臧曰二曲俱佳，臧曰外曲亦有致，趣，巧甚

妙甚又自香艷。瑓瑢

�!/3�YI!®õM：“µ”、“Ë”、“ç”、“¢”，�¯�ý，å¥g_�°

!u；w(、d¼、älb、è�ÍL&'^D:Ö�è，©]�{Tª啟/V

¼，]µ9KóL，oÍ©ùì¯yÕ起�Û�Q:�Ü。

　 　 （二）凸顯湯氏主情之說

Ã�`�ß，±0《FÖ》̀ ©�ð《£´》，ó《£´N》³·«øð“«”

I±!óì。WÛ`ð《LÃø¸“5«¥”IR4、�y���》±BE，§Ã

�5«¥I�y³GM：“«���LÍ，ò�ì�}«”；“«�ÛÍ¦¯，Í

�Û«¦¯”；“«Û2T，«I?8，2I?ÎT”；“5fM«，«0è5，ó�

6©µ«ÏI�”ËF`瑓瑣；̂ EÃ�?ß“5«”I¢À寬B，¦�8?L

ð�ÈI«óì，̈ 86~(、�x、��、îìË«，7yzDE。ÿ°Iù[

����õÃ�“5«”�Ï，�5《£´N》BK�¥§，àl¥¤Â：

９０１明茅暎評點《牡丹亭》析論　

瑓瑢

瑓瑣

�!ùÙ]¿/�ÿ°ù：《ÿ°ùB<£´N》，: １，Â ２５ｂ、３１ｂ、３３ａ、３８ｂ、３９ｂ、４１ａ、
４２ｂ、４７ａ；: ２，Â ２ａ、４４ａ、４９ｂ、５０ａ、５７ｂ、６０ａ；: ３，Â １４ａ、１６ａ、１７ａ、２０ｂ、２３ａ、２６ａ、４４ａ、５６ｂ、
５７ａ；: ４，Â ３ｂ、７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７ａ、２９ａ、３７ｂ、６０ｂ。
©<�：《LÃø¸“5«¥”IR4、�y���》，《-�BÓ》Á １５ �（8¾：8ãÓ
0+h，２０００ 7 ９ J），Â １２１—１３１。



　 　 １． “開卷便見情語”

《£´N》ÁMz《}È》，éÞ-0【�%¡】Þ/³0：

嬌鶯欲語，眼見春如許。寸草心怎報的春光一二。瑓瑤

ÿ°ÞMÃ�p«，���T，¡<¾Á/´，“«”!�ÏIó/，�ào�^

ø�«ó·。

　 　 ２． “無限光景”

o�^ø¡<¾Ô�Ya+�，�eÖ�ÔTú¤：

【（又）月雲高】……這是柳郎書舍了，呀，柳郎何處也！閃閃幽齋，弄影燈明

滅，魂再艷，燈油接，情一點，燈頭節。瑓瑥

o�,�ðëÚ&^/�È5ÎÔT«ú，ô«®î�«。

　 　 ３． “臧曰：日前爲柳郎而死，今日爲柳郎而生，正臨川所謂天下有情

人也。”瑓瑦

　 　 o«M5«¥I¿p，Ç�Ãø¸《£´N·m²》¼：“Á¼ÍI?¦¯，

1E«I?¦��”，́ Vå%�6“Í”，õ¯yÍ£“«”I¢À�，?Ò0I

�$，�õ�<V«、è�qÐÜ。

　 　 ４． “臧曰：旦已落場重上，直爲情致而爾，然世謂臨川非有情人，予不

敢信。”

　 　 Kz^ø¡<¾ûeÖ�ff��，�´，Ã�î1iÉõ�!´，

��e0â：

奴家還有丁寧，你既已俺爲妻，可急視之，不宜自誤，如或不然，妾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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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瑤
瑓瑥
瑓瑦

ÿ°ù：《ÿ°ùB<£´N》，: １，Â ４ｂ。
ÿ°ù：《ÿ°ùB<£´N》，: ３，Â １０ｂ。
ÿ°ù：《ÿ°ùB<£´N》，: １，Â １１ａ。



露，不敢再來相陪，願郎留心，勿使可惜，妾若不得復生，必痛恨君於九泉

之下矣。瑓瑧

o��´¡<¾�YIje，]î£e0�¼6�，?�±Û��，ä�(？í

 d±，õ¡<¾òa0�EI�º，�©Mo�Y。uoÃ�1i¡<¾Æ

ù!´，Dþ©åÛ�Æw“��M«óò、��M«ó0”IÍxÜ。

　 　 ５． “落花本是無情物，不然至今尚在夢中。”瑓瑨

ozùÙ/�《�¯》，�e¯Z�\�V±ÖóÉ，6^x"¼1eF

àIF«4þ，F«Áâ：“̂ T，ã�SéÖÔ��，�{�F�1，ZÈ}]

ÏóÉ。”�o�§¡<¾þ«I�，o·ð《£´N》EÏ��´。

　 　 ６． “臧曰：‘夢魂中真個’，此情至語也。”

oz《̧ ç》*eÖ�IWX¡¡eFà，ð�DI�，X`¡<¾��

s，�Á+%，̧ ¸I�，��ÖE。§Í��oÞMe0^8«8èIV，(

ªu“«”n¡<¾�Y，o��W。

　 　 ７． “確是情種”

（旦長嘆科）吾生於宦族，長在名門，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誠爲虛度

青春，光陰如過隙耳！（泪科）可惜妾身如花，豈料命如一葉乎！瑓瑩

¡<¾7Ã�àLr，̂ Ç�o，àVî�t\；]-iÈèS�½�，Ò�F

L!�，�o�·，<¾Lr]Ï，�¯*Í。ÿ°ùâ：“ï^«Í”，*��

È，VIÒE，�ÈÜQ，ÃÈ�I，¹oÍÍ，̄ äKè。Ãø¸M³CÓéÁ

MiTV©ÌÜIÓ0，³CÓé?pÙÛõM“J�Kþõ^*”，�%、9

$、V，M)±b，(²½�、�½*、�ñÈº，7^Vè，̄ �8c。ÿ°o

ù，õ§《£´N》5«½w/�8��}p。

１１１明茅暎評點《牡丹亭》析論　

瑓瑧
瑓瑨
瑓瑩

ÿ°ù：《ÿ°ùB<£´N》，: ３，Â １７ｂ。
ÿ°ù：《ÿ°ùB<£´N》，: ２，Â ３６ａ。
Ö!，Â ３０ｂ。



　 　 ８． “自是情語，不獨淒涼光景也”

《£´N》ÁFL$z《uÈ》，*�¾x�，¡È、Qb�îa&1，#E�

¡<¾�uI�。¬¡È�<¾r�I�，¡È�k�\，0¼：

【又（不是路）】破屋頽椽，姐姐呵你怎獨坐無人燈不然。（旦唱）這閑庭院，

玩清光，常送過這月兒圓瑔瑠。

ÿ°ÞMZ²«&B，��^¡<¾±V��åú，Ö��MÃ�W�I“«

Ù”，ä�(？&BE“J~q”，i#Çq，ó¡<¾�J¼Ú，��^l#�

Í，�V8È；à1½êûÈª_³GÉ�YI��？(���6þåJ�，�

�8�§，à���《Rx5�》“ý[u、H¿\、r¯}瑔瑡”I¤ç，�Ûæ�

8o，õ½^#·¼À，�MI�]æ�Ü。

　 　 ９． “一往情深”、“只此一句爲之淚涔涔下矣”

《£´N》ÁL¸z《4Ö》，ÿ°�!��á«ÏI�，ùá=�：±�^

Qb�E���k，E�¼：

【又（月兒高）】梳洗了才勻面，照台兒未收展，睡起無滋味，茶飯怎生嚥？

（貼）夫人吩咐早飯要早。（旦）你猛說夫人則待把飢人勸，你說爲人在世怎生叫

做吃飯？（貼）一日三餐。（旦）哎甚甌兒氣力與拳擎瑔瑢，生生的了前件。你自拿

去吃了罷。（貼）受用餘杯冷炙，勝如剩粉殘膏。瑔瑣

5���ä，�`Lì，î���ÜI«，(ÿ°ùM“±�«�”，�yÔ¬。

D，E���� Fà，4ò:Ö8�，0【¡��】¼：

２１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九期）

瑔瑠
瑔瑡
瑔瑢
瑔瑣

ÿ°ù：《ÿ°ùB<£´N》，: ２，Â １８ａ
¢Öá、zÔ´：《��²l7aU》（¾¿：EÀ+h，２００２ 7 ９ J），3!，Â １７４。
���“£¤”Û，o� BÄK、[�K。
ÿ°ù：《ÿ°ùB<£´N》，: １，Â ３８ａ。



爲甚呵玉真重遡武陵源，也則爲水點花飛在眼前，是天公不費買花錢，則咱

心中自有啼紅怨，咳孤（辜）負了春三二月天。瑔瑤

o&ÿ°ùM“åo±«，MIæ¥¥�Ü”，5-^ø“¦%áQM¸J�”o

«ó·，¡<¾Çq§¨7À，¡à�Ö，cn6ÖEIV©�Þk，�oI，

KÖ¯ý，�½ªk，±K，«F�¯V，Æ¡à，�M¡à，�«4Ö，å´¬

í®，ú$ª:，óÖEIVäð？Mo，õnQÏ¯V，Q¼Dí，�åõz

%%óì。

�!，¹5«I�，�Á±«�，Ò^�¡、eI�«Ïj*M5，�Eÿ°

§Ã�I“5«”��?Lð�ÈI«，D��°擴Ò8�ûÈI�«，�Qb

5�I«，�J�Ûz0I«ËË，�M�vÃ�I5«¥I\�y。

　 　 （三）對湯氏寫作技巧之批評

　 　 １． 描寫人物靈活靈現

Ãø¸¯�IIÛ，ÎM&~?¥*，·�：

或曰：“賓白何如？”曰：“嬉笑怒罵，皆有雅致。宛轉關生，在一二字間明

戲本中，故無此白。”瑔瑥（吳吳山《還魂記·或問》）

是曲之佳否，亦且繫於賓白也（如《牡丹亭·驚夢》折白云：“好天氣也。”

以下便接【步步嬌】：“裊晴絲吹來閒庭院”一曲，可謂妙矣。試思若無好

天氣三字，此曲如何接得上？……此皆顯而易見者也）。瑔瑦 （吳梅《顧曲

麈談·論作劇法》）

３１１明茅暎評點《牡丹亭》析論　

瑔瑤
瑔瑥

瑔瑦

ÿ°ù：《ÿ°ùB<£´N》，: １，Â ３８ｂ—３９ａ。
��D：《�Y�·�4》，þQJÖËù[：《��DM£vù£´N�Y�》，�4，
Â ３ａ。
��：《P&»w》，zß»l：《���·ÍL:》，!3，Â １０３。



�EDIÛ½ÂI�。ÿ°ð《£´N》ÁFz《±,》B�ùâ：“��éSé

¿T”，ÿ°��ÖÏ，¥§��：

（１）þM&&<@A±�I�Ì：

【雙勸酒】（末扮老儒上）燈窗苦吟，寒酸撒吞，科場苦禁，蹉跎直恁，可憐辜

負看書心，吼兒病年來迸侵。

【洞仙歌】（末）咱頭巾破了修，靴頭綻了兜，（丑）你坐老齋頭，衫襟沒了後

頭，（合）硯水漱淨口，去承官飯溲，剔牙杖敢黄虀臭。

【洞仙歌】（丑）咱尋事頭，你齋長干罷休。（末）要我謝酬知那裏留不留。

（合）不論端陽九，但逢出府遊，則捻著衫兒袖。瑔瑧

å�oM&，J�ÛIb�èR，²]5!Ü！

（２）þIÛ@A/±�I0S：

自家南安府儒學生員陳最良，表字伯粹，祖父行醫，小子自幼習儒，十

二歲進學，超增補廪，觀場一十五次，不幸前任宗師，考居劣等，停廪，

兼且兩年失館，衣食單薄，這些後生都順口叫我“陳絕糧”。因我醫卜

地理，所事皆知，又改我表字伯粹做“百雜碎”。明年是第六個旬頭，也

不想什的了，有個祖父藥店依然開張在此，儒變醫、菜變虀，這都不在

話下。瑔瑨

o���²Qä，�00@A/:1TE，�+VY±¯#I¯J。Ã�oW

�«，J�Û�ðò³Ié|，Þ^�¼Æ�¯�I´µ，�¶éSé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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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瑧
瑔瑨

�!M&]¿/�ÿ°ù：《ÿ°ùB<£´N》，: １，Â ６ａ、８ａ、８ｂ。
ÿ°ù：《ÿ°ùB<£´N》，: １，Â ７ａ。



�y�3，��´ÿ°©ù®åIÕ�。

　 　 ２． 文章結構鋪叙停當

ÿ°ð《£´N》Á{z《~·》【�Î~】!ù[â：“'¾Sû�$”，ø

&B¾~，��L]、'¾�p：

【掉角兒】（末）論六經《詩經》最葩，閨門內許多風雅，有指證姜嫄產哇

（娃），不嫉妒后妃賢達，更有那咏雞鳴、傷燕羽、泣江皋、思漢廣、洗淨鉛

華。有風有化，宜室宜家。……沒多些，只無邪兩字付與兒家瑔瑩。

ÿ°ÞMÃø¸uÇ�《èË》，(ª§DÆ-��，þ±&【�Î~】'¾/

"，««S¬，©Ú�$。

　 　 （四）對臧晉叔改本之批評

§�dK《£´N》I�û，ì�WB?~，o�ÿ°=ù[IìT，lb

ø/D�¬I�：

　 　 １． 刪除一整齣之不當

《£´N》§Í�dK§Ã�!KÁvz《$¸》È°�，Õ起ÿ°�U，

(ð《$¸》±z，YÆF·Iù[，�¼XäI=，�¼¹þI«，ÒYã �

Ð*Ij[M//，º·ozI¢µ。¥§��：

此折極閒極趣，非臨川不能爲，晉叔反去之，何耶？

今世認家譜者强半如此！

趣絕詼諧至此，坡仙微笑、卓老瑖瑠點頭、石公亦從而擊節矣！

５１１明茅暎評點《牡丹亭》析論　

瑔瑩
瑖瑠

ÿ°ù：《ÿ°ùB<£´N》，: １，Â １７ａ。
øÜ»，m}]。



尋常學問用來都是趣，臨川的是趣人！瑖瑡

Á±、̧ «û�Ãø¸þÎöZ¼IWy，½Ù¾Î，y}éÙ¿�*，Þ

y÷M¸û，î¥$ÛEyÀ}MDû，́ �Ð¶¿MñQÓÁ，(ÿ°Iù

ÙM“¿X¿µ”，�áX«äpI�，��î¿MXµ，]�Eä�M§Í�

?°Â？WÛ�M，°��°�¬<ð6Ð*ÎK，ÿ°ãÈBj[�®，�Ã

ø¸½Â，�]��¢�；§Í�ã´!�®，º`oz¯�ñF，°ó¨I

�T。

ÁM«^û�Ãø¸ðÎöZ¼I�，§y÷、eÔá-B�Æ���。

¹þ�µ，Ã�BÆÂ*，�´±Ã：

你公公說道：宗元、宗元，我和你兩人文章，三六九比勢：我有《王泥水

傳》、你便有《梓人傳》；我有《毛中書傳》，你便有《郭駝子傳》；我有《祭

鱷魚文》、你便有《捕蛇者說》；這也罷了，則我進《平淮西碑》，取奉朝廷，

你卻又進個平淮西的雅。一篇一篇，你都放俺不過。恰如今貶竄烟方，

也合著一處，豈非時乎？運乎？命乎？韓兄，這長遠的是休提了。假如

俺和你論如常，難道便應這等寒落？因何俺公公造下一篇《乞巧文》，到

俺二十八代玄孫，再不曾乞得一些巧來？便是你公公立意做下《送窮

文》，到了老兄二十幾輩了，還不曾送的個窮去。算來都則爲時運二字

所虧。瑖瑢

o�=“0”I}�，�y、e¸tI-B�����，ælË½；86pay÷

*《6¦B》，cã"^j�Y“¦”；eÔá*《ÄËB》，T�`Äaqr

“Ë”，q8“?”§}>IÂQ，Åz©çLì，àVæÆ，ÿ°�ÈBj[j

I、ÐI、̧ çI，�]Yuµ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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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瑡
瑖瑢

�!F«7/�ÿ°ù：《ÿ°ùB<£´N》，: １，Â １１ｂ、１２ａ、１４ａ、１４ｂ。
ÿ°ù：《ÿ°ùB<£´N》，: １，Â １３ｂ—１４ａ。



ÁF«ÿ°ÞMÃø¸S�è+，éÀì�ÇÈÓ4，(ª�î±"，o

þ7�；D�Ó4K"^nl，�äy�oþ，æ¬�VI�§ÉÊ。Ãø¸

SÓIÈ，D�§éÊ，�þ6Z´，þNÇ²、º»�}I�，�#3ðø�

��：

（丑帶白）……那時漢高皇厭見讀書之人，但有個帶儒巾的，都拿來溺

尿。這陸賈秀才，端然帶（戴）了四方巾，深衣大擺，去見漢高皇，那高皇

望見這又是個掉尿鱉子的來了，便迎著陸賈罵道：“你老子用馬上得天

下，何用詩書！”那陸生有趣不多應他，只回他一句：“陛下馬上取天下，

能以馬上治之乎？”漢高皇聽了呀然一笑，說到：“便依你說，不管甚麼文

字，念了與寡人聽之。”陸大夫不慌不忙袖出一卷文字，恰是平日燈窗下

纂輯的《新語》一十三卷，高聲奏上，那高皇才聽了一篇，龍顏大喜，後來

一篇一篇都喝采稱善，立封他做個關內侯。瑖瑣

ZQIÛj~Ér/�à,，}�¹þ，zµ��，��8�；ÿ°�M��D

þ©ËÌI�，�Ð¶°�。

　 　 ２． 刪除部分曲文之不恰當

《£´N》Á¸L$z《ÔÍ》，ÿ°ùâ：

以下九曲，皆工巧絕異，而晉叔僅存一【懶畫眉】，欲便登場，爲伶人計，

獨不念作者苦心耶，何忍！何忍！瑖瑤

《ÔÍ》±z，*¡<¾I�Y�Ï6+0ÖEÎ�I8i，à§e¯ZI

，"a+0{y�，E“«oÛÏ，8DWÖ”。©^V�)#，]�^《£´

N》KE，0ÞÁ±�ÇæTv，̄ L²U、«Ï、©Ú，7M《£´N》I!

７１１明茅暎評點《牡丹亭》析論　

瑖瑣
瑖瑤

ÿ°ù：《ÿ°ùB<£´N》，: １，Â １４ｂ—１５ａ。
ÿ°ù：《ÿ°ùB<£´N》，: ２，Â ５４ａ—５５ｂ。



�。ó§Í�MôV#0�½I(，±�°�【b5í】、【ÐÕË】、【Ñ¸

º】、【bÒÓ】、【RÖJ】、【rÔà】、【kÕ}】、【è�】Ë$&，ÿ°��M

]，ÞM§Í�õc�Û�&±õn¼，²^��IUVT！oõ �K�#

/K����I�，ÿ°�Ô§¯µ¥où[^MÃø¸BÖ，õ#§§�ï

Ãø¸!ø�y；ó§Í�M《£´N》ªT´#/�HI(，½§eY¯�¯

«óq，c�j6 �¸çÔ&}°�；̧ ÛI�，×^×ä，DAp"，å��

Ô，îù^ä。]uÃø¸IÓ�，(§Í�ëØ`Ù，ÕVÎù，w"§�ð

ëWI�，¦ìá]6ÚÜ。

　 　 ３． 部分評語頗得湯劇三昧

《£´N》Á{z《~·》IÛ�，ÿ°Õ§Í�Iù[â：“o�õÎQ

Fà，̀ �y。”©ø§Í�“è&�W”，æl´%。¡~Fà^《£´N》I

“Ó®”，¡<¾uoàóq�0�Iùc�，�uoàóbôÍÛ；?��ä

§oàÜQjª ／�ÛI~�，̈ M�¬?ð，Ãø¸=þÝÉEQbI}¥

/，Ý`§Í��ÿ°IY¸：

（旦）還不見春香來。

（末）要喚他麼？（末叫三度科）

（貼上）害淋的。

（旦作惱科）劣ㄚ頭那裏來。

（貼笑科）溺尿去來。原來有座大花園，花明柳緑，好耍子哩！

（末）唉也。不攻書，花園去。待俺取荊條來。

（貼）荊條要做甚麼？瑖瑥

Qbð+´!=}/EÞ，-¨Ý#，±��§FàþóTÆqE�，/±�

��'¾/ë《¡à》、《�Ö》、《4Ö》ËÆ-ÂQ。*�CËI@§，�´

±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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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瑥 ÿ°ù：《ÿ°ùB<£´N》，: １，Â １７ｂ—１８ａ。



Á¸t�W，§Í�ùâ：“Þ4Fà^Ó®。瑖瑦”Qb'áFàôó，¡

<¾¼Eíx�ò，(·z±`ß，³�G4Fà?ð。QbuÝ#ó-$Z，

yt0ô，(à�}，<¾å`áQ¦âÉ：

（旦作扯科）死ㄚ頭，一日爲師、終身爲父，他打不得你？俺問你：花園在

那裏？（貼做不說，旦笑問科）

（貼指科）兀那不是？

（旦）可有甚麼景致？

（貼）景致麼？有亭臺六七座，鞦韆一兩架，繞的流觴曲水，面著太湖石

山、名花異草，委實華麗。瑖瑧

5�oQ�ä，§Í�îùâ：“ÏÏQ«，ÏÏQ�。”“àç�^，E�<Jw

É。”uMQb¿Âj~FàI*，vIE�ö÷¼Æ，(�o@A/Ì\ÓI

*+，§Í�ùÙÊâ，ÿ°��ÖÏ。

　 　 （五）湯作得元雜劇之精髓

ÿ°ù[《£´N》ã�°�Ãø¸-áË¯IÐ�q�，q8ãã�“Â

¢áV”、“áVä9T”，�M�Ã�I�@óË，oM§、þ=i¯�~?:

á，¥§��：

近惟《還魂》、《二夢》之引，時有最俏而最當行者，以從元人劇中打勘出

來故也。瑖瑨 （王驥德《曲律·論引子第三十一》）

熟拈元劇，故琢調之妍媚賞心；妙選生題，致賦景之新奇悅目。不事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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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瑦
瑖瑧
瑖瑨

ÿ°ù：《ÿ°ùB<£´N》，: １，Â １９ｂ。
Ö!。
z´Ê：《&º》，《E(-�Ó&L��^》，3 ４，Â １３８。



斗，飛將軍之用兵；亂墜天花，老生公之說法。原非學力所及，洵是天資

不凡。瑖瑩 （呂天成《曲品》）

湯海若先生妙于音律，酷嗜元人院本。自言篋中收藏，多世不常有，已至

千種。有《太和正韻》所不載者。比問其各本佳處，一一能口誦之。瑘瑠

（姚士粦《見只編》）

近世作家如湯義仍，頗能模倣元人，運以俏思，盡有酷肖處，而尾聲尤

佳。瑘瑡 （凌濛初《譚曲雜劄》）

其冗處，亦似元人；佳處，雖元人弗逮也。瑘瑢 （吳吳山《還魂記·或問》）

義仍填詞，妙絕一時，語雖嶄新，源實出於關馬鄭白，其《牡丹亭》曲本，

尤極情摯。瑘瑣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湯顯祖”條）

湯若士《還魂》一劇，世以配饗元人，宜也。……至於末幅“似蟲兒般蠢

動，把風情搧”與“恨不得肉兒般團成片也，逗的箇日下胭脂雨上

鮮”……此等曲則去元人不遠矣。而予最賞心者，不專在《驚夢》、《尋

夢》二折；謂其心花、筆蕊，散見于前後各折之中。《診祟》曲云：“看你春

歸何處歸？春睡何曾睡？氣絲兒怎度得長天日。”“夢去知他實實誰？

病來只送得箇虛虛的你。做行雲，先渴倒在巫陽會。”……《憶女》曲云：

“地老天昏，沒處把老娘安頓。”“你怎撇得下萬里無兒白髮親！”……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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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瑩
瑘瑠

瑘瑡
瑘瑢

瑘瑣

Û�^：《&�》，《E(-�Ó&L��^》，3 ６，Â ２１３。
ÛÈå：《́ ål》:E，《�+�^ùl》（8¾：ùBÉ/0t@，１９８５ 7 １ J，Øõæ
2ÄKÐP），3 １１９，Â ６５５。<�，BE?¼I“《îsÇ6》”，õø《îsÇ6»》。
àá�：《:&Ë[》，《E(-�Ó&L��^》，3 ４，Â ２５４。
��D：《�Y�·�4》，þQJÖËù[：《��DM£vù£´N�Y�》，�4，
Â ３ａ。
[kl：《»2ÿèä》，3�，: １５，Â ４６１。



等曲則純乎元人，置之《百種》前後，幾不能辨。以其意深詞淺，全無一

毫書本氣也。瑘瑤 （李漁《閒情偶寄·詞曲部·詞采第二》“貴顯淺”條）

湯若士《邯鄲夢》末折《合仙》，俗呼爲《八仙度盧》，爲一部之總匯。排

場大有可觀，而不知實從元曲學步，一經指摘，則數見者不鮮矣。【混江

龍】……通曲與元人雜劇相似。然以元人作曲，尚且轉相沿冀，則若士

之偶爾從同者，抑無足詆譏矣！瑘瑥 （梁廷柟《曲話》）

�E§þ=i&~�Ã�IóË，ÿ°�o，�ª¯B，(Dù[��§Ã�

《£´N》ç¹áVI�",/"，�M�Öi&~IzÐ。oÓù[f: １９

·瑘瑦，§ù½� １０ ·，ÿù ９ ·；�´ð“Ã¯�áË¯�|”�y!，ÿ°�§

Í�Òp�Ö，E�¼ç，¥§��：

§Í�ùL¢À，èéÌÍ，�³M�õ²Ó：

（１）Ã��á&��!�，·�：B!ì`á&©�；ì`¾&M�；þÙ

�$，�á&ÖË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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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瑤
瑘瑥
瑘瑦

Üa：《X«�A·²&\》，《E(-�Ó&L��^》，3 ７，Â ２３—２４。
K¶ê：《&ä》，《E(-�Ó&L��^》，3 ８，: ２，Â ２５９。
§ù：（１）§â：“ëìb”ËÙÇ`á&b，9VíEoÛ（: １，Â ２２ｂ）；（２）§â：【�
�z】、【±îà】̧ &，õáV¯�ÒI，9&§ìÜ，6���:ùïT（: ２，Â ３５ａ）；
（３）§â：起Ù©/áV，þ`ñö，�ä¦Þ�（: ２，Â ５０ｂ—５１ａ）；（４）§â：“̄ !`
�tð~ñ，§gõ~ZH~”，uáV�oÙ，M&§X`（: ４，Â ８ａ—ｂ）；（５）§â：
�ÙÙ�¼Û，ßäE(V?ëüT，á¯E��o（: ４，Â ９ｂ）；（６）§â：oãá¯E
"（: ４，Â １９ａ）；（７）§â：!"ò�eL]lÆ，áV�&o�oËM¬�，�ð®<
（: ４，Â ４０ａ）；（８）§â：“ðóô�´á=e�õ·，T�¹9õ£”，�oËÙ，ä¦Ñ
áV（: ４，Â ５４ｂ）；（９）§â：&§²�RÛ®x}，¾&QÅÜ（: ４，Â ６１ｂ）；（１０）§
â：“«j����Ô�«|¹ö？”�《,Â》：“�j��÷�½Ô^^á�í。”�°®
□，́ KOc《Ñø�》：“�j���¡ùÔ，̂ ¹ösÏ。”²àV/a~（: ４，Â ６２ｂ）。
ÿù：（１）《,Â》�6【�b】�¢Ù，VíEoÛ，d&§`I（: １，Â ３５ａ）；（２）Á
Ùã《,Â》E"（: ２，Â ４０ａ）；（３）þF+B^á&b（: ３，Â １９ｂ）；（４）Û|^áV
Ù（: ３，Â ４２ａ）；（５）oË�^áVKÏÙ，°&§�6á¯，(��oËÙ，°Í��
Pá¯，(��¥eI（: ４，Â ５ａ）；（６）F!ãá¯E"（: ４，Â ２２ａ）；（７）çæËæ，
áV×MúÜ（: ４，Â ３８ａ）；（８）@À�<，�ÑáV（: ４，Â ４５ｂ）；（９）^áVÙ（:
４，Â ４７ｂ）。



（２）Ã�ìö/áV，·�：�=&BìËöKáV；²KþáVÙóà

ñ¬；þáVÙ，e/6Ü；Ã�ÓáVþÙÙ�ÎöZ¼，�´Êc

ËF·。

（３）[§Ã�4�á¯，·�：oãá¯E"；Ã��=&BIÛ，©�§

/�，]±�õE^áVÙË¸·。

（４）Ã�`á¯¬�IM�：á¯Æ¬�ó�Æ®<Ë±·。

ÿ°ù[¢À�§�ME，���Ï：

（１）Ã�Óë《,Â》：《,Â》�6【�b】�¢Ù，VíEoÛ，d&§

`I。ÁÙã《,Â》E"。

（２）Ã�Óëá¯：þF+B^á&b。Û|^áVÙ。oË&�^á

VKÏÙ，°&§�6á¯，(��oËÙ，°Í��Pá¯，(��

¥eI。F!瑘瑧ãá¯E"，̂ áVÙ。

（３）Ã�e/6Ü，öàáV：çæËæ，áV×MúÜ。@À�<，�Ñ

áV。

�!�E，ÿ°ÞMÃ�Óë《,Â》；§Í��/Ã�I“¬�”，/�áV；o

�，=~7�MÃ���öàáVI�。

ó§þ&L~L&，7�áVË¯M"û，äT？zÓ&KMÒªj+，ä

å³ÈVtI �O¸Û，§iT÷，üFfv，ý¼þ}，õn�、¾/´，�

í}}âl¼，§Mw»?87，>&~ðdÿ¯�I«¤�，å`±/WV

Ú0�M"â，Üa《X«�A》“}øä”·��¥§I：

D±，á&§ÛìÇ，~üõì，�/½ê：“¹�T÷ó�àV/£，��

æ�´D¢，�½ó`D©I?ðÛ，½äæçö²；�4óE，M9&，äá

&T。”

D¸，áV��+!à��®：“áVä��+，ó?8I&，æ¯±"+

KÉ，�D�+ó�þ，ä¬þó¯+T；VI&，«í57+Ü。”

DM，áVª�Qóä/，“áVä��¼，ó?HI²，7ºàP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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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瑧 øÁFL;z《¦_》IIÛ，eÖ�·：“)7�\‘#à:}’”，oF!。



D�ó/I�ä，ä"ä�BD��T；VI²，«¼}7�Ü瑘瑨”。

　 　 （六）對“當行”、“本色”之觀點

ß§&~L&ý�“¬�”�“KÏ”¦þ，D�¸Û�æ��çI�，\,

Û�^I¥LI，《&�》¼：

博觀傳奇，近時爲盛。大江左右，騷雅沸騰。吳浙之間，風流掩映。第

“當行”之手不多遇，“本色”之義未講明。“當行”兼論作法，“本色”只

指填詞。“當行”不在組織餖飣學問，此中自有關節局概，一毫增損不

得，若“組織”，正以蠹當行。“本色”不在摹勒家常語言，此中別有機神

情趣，一毫妝點不來，若“摹勒”，正以蝕本色。瑘瑩

�E¬�Ô¢À�B，�B!�，vL¯KI�y�gd；óKÏåLB!，�

¿^��ì«í«µ，��©¾ñÙ�IB!。ÿ°ù[《£´N》�ÆKÏ，

¥§��：瑝瑠

Á±，§Í�¨86ÿ°，?��i��6Û�^，&0Ñ0ª$þ¬�

�KÏI¯0瑝瑡，(&~ý§KÏ�¬�2þ，́ �rÛ�^"â，@¸V?

L，�Ár·“�T�¿���，�î、�î”，̂ L¬�I�，D+?L7MÃ

�IB!，(5þ“KÏ”±²�M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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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瑨

瑘瑩
瑝瑠

瑝瑡

�!M«f¶´6Üa：《X«�A·²&\》，《E(-�Ó&L��^》，3 ７，
Â ２２—２３。
Û�^：《&�》，《E(-�Ó&L��^》，3 ６，Â ２１１。
o ８ «!B�：（１）&|¬�；（２）§â：ýnV%�`&åM！o¬~ÙT（: １，Â
２９ｂ）；（３）§â：“m'N�±·，（þ(；<�，!�ùèo¸!）Ë)ºF±N（*）”，±
�¬�（: ２，Â ２８ｂ）；（４）�¬�（: ３，Â ４６ａ）；（５）�T�¿���，�î、�î（: ４，
Â １８ｂ）；（６）SS��、�]¬�，?����T（: ４，Â ２１ａ）；（７）§â：“Ó~åÌT
ã�，�«£0]§Ôl+Þ_”，o&EKÏÙT（: ４，Â ２７ａ）；（８）§â：“!"ò�e
L]lÆ”，áV�&o�oËM¬�，�ð®<（: ４，Â ４０ａ）。
Û�^0Ý7M １６０２—１６４５，ß6ÿ°、ÿá���。�ÿ°0Ý7�o，D�ÿá�0
Ý7M １５９４—１６４０，ÿ°�¬8o�i�q，óÿ°¦��&ü�65，(�Û�^I¥
M^。



Á¸，ÿ°?ßI“��”，DÑ¯8Û�^?ßI“¬�”�¬。

ÁM，ÿ°�“¬�”Iá£，ìãB!#�，�Qa��ùL，�§Í�à

M^Ç，·�ÁFL$z《uÈ》，*¡È©½xDÈ，]��òóï0I�，<

]¯y³-，oEÃø¸Ò�'¾，�éÞ�DÈ�â：“~K，½^�，¾T

�ðÔ¨á。”o�¿`ÿ°I¸á，(ùâ：“�T�¿���，�î、�î。”

ÁF，ÿ°D�L]Æc§Í�IùL，�á�§Í�¯©°ÂÃ�#$

�íI�，���õ�§ùM22^,。

　 　 （七）湯作與唐詩宋詞之關係密切

　 　 １． 詞曲能手

ÿ°ù[�MÃ��Y�3K��èö²，o[¥§Ã�-�BÓ½Â

I�J，àV��-³：

臧曰：以“霧濛花如雲，漏月”此語置詩餘中不復辨，誰爲臨川非詞曲手乎？

臧曰：“一脈離魂、江雲暮潮”，是詩餘語也，已入曲亦佳。

茅暎曰：置之詩餘不可復辨。瑝瑢

�§�?¥MÁLFz《*ç》Á±&&}【RÍ.】�ÁFLFz《/î》【/

0}】I&：

【齊破陣】（旦上）徑曲夢迴人杳，閨深珮冷魂銷，似霧濛花，如雲漏月，一

點幽情動早。怕待尋芳迷蛺蝶，倦起臨妝，聽伯勞春歸，紅袖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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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瑢 �!M«f¶/�6ÿ°ù：《ÿ°ùB<£´N》，: １，Â ４５ａ；: ３，Â ５５ｂ；: ４，
Â ２２ｂ。



【出隊子】（生上）詞場湊巧，無奈兵戈起禍苗，盼泥金賺殺玉多嬌。他待

地窟裏隨人上九霄，一脈離魂、江雲暮潮。瑝瑣

ÿ°?øMÁFL;z《¦_》【ý�*】：

早則要醉揚州，尋杜牧，夢三生，花月樓。怎知他車馬駐淮流，那裏有纏

十萬、順天風，跨鶴閒遊，則索傍魚樵尋食宿，敗荷衰柳添一抹五湖秋，那

秋意兒有許多迤逗。瑝瑤

�o�&ï�²�¼&I«Ï，̄ PÇ§�²·“&§^²&î”，Ãø¸î

×îW，�L«Ìäµ、cµ2�，̄ �y�y3，ìÿHn，(µB!IÀî

óL，§Í��Ãø¸IË1Y2，Ï��´。mD^Á¸tù[，Ãø¸§

²&�ÖIXA，2þðÖ±&&<E：【/0}】WF«^&X，¸«�

²ç；§Í��Þ]1/"，ó)ÞM²&XA2þ�¢，oÍù[���à

V®å。

óÿ°?øIQ�，ÞMD��XA�²�î]1，4�M¶QXA34

5�，©Ú�þ²7ÿ!F，³�²Ô6���，(�Ð�²cI。

　 　 ２． 風味不減柳七

Ãø¸&XYèH，*Ù«��ß�ri��!�，《£´N》ÁML¸z
《�7》*¡<¾ÎeÖ��á�«，�e089É�Y，·0}，Ãì�，¡<

¾å`±.Xó¨，Å6ó¿，?0【:;é】，�¿ëV：

咳長眠人一向眠長夜，則道聽雞鳴空枕設，今夜呵夢迴遠塞荒雞咽，

覺人間風味別。曉風明滅，子規聲容易吹殘月，三分話才做一

分說。瑝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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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瑣
瑝瑤
瑝瑥

�!=«f¶/�6ÿ°ù：《ÿ°ùB<£´N》，: １，Â ４５ａ；: ３，Â ５５ｂ。
ÿ°ù：《ÿ°ùB<£´N》，: ４，Â ２２ｂ。
ÿ°ù：《ÿ°ùB<£´N》，: ３，Â １２ａ。



o&^ãriÜé《<ÍÑ¸º》：“�pÖÁÃIq，E;SÉÍ=é瑝瑦”ÆH

ó"，µ©Úó·，Êóà³¬Üé。o��EMäÿ°§I�e{�°¦L。

　 　 ３． 從唐人詩而來

《£´N》��è�¹\]，ÿ°ù[�，��]MÓ��E�，�´¼½

I�>�ÍLI?¿：

D±，ç¹Ó�：“�óS¹Ó�Vè瑝瑧”、“�¹Ó�，Ça#5&、@§�

5I，�°AT瑝瑨”。o¸ù[]¿û��ÖI&，“�óS”̂ øÁFL¸z

【�5】ó·：

天意秋初，天意秋初，金風微度，城闕外畫橋烟樹，看初收潑火、嫩涼生，

微雨沾裾移畫舸，浸蓬壺，報潮生風氣肅，浪花飛吐，點點白鷗飛近渡。

風定也落日搖帆映緑蒲，白雲秋窣，的鳴簫鼓，何處菱歌，喚起江湖。瑝瑩

o&“�”?0，zkx�¦，¡|r�¶$F¥¦(¡，�¡¡VÁ!B，®´

±�öRÏ，�,`9ECX，�Yo&，T^Ã�=¡|I}，øD�Ié，B

!�ES*，_ç�v¡|�¶�ZI§]，ÿ°¥¹çE�èX，_]�¼。

ó“#5&、@§�”Iù[yÏ，Ð^"�6ö÷BF《SGë@》：“r¬

ðÍ´，�HÈÃ5Ð，u4：‘Ò5�e²ä�？’�â：‘eùE²åvL{$

Èv~，% ·5&，0“Ne�，ìX�J”；ÓÈ²1�,ÒH，%#&，0

“Ò�r¨”。’tMIæÆ。???”?�ÿ°�oÌ�Ã�ÁFLMz《�¦》【v

Ià】&，¬6r¬²Iú`，oùæªÆ©：

西風揚譟，漫騰騰殺氣兵妖，望黄淮，秋捲浪雲高，排雁陣，展龍韜，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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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瑦
瑝瑧
瑝瑨
瑝瑩
???

Ì1³aU：《ÜéÜJ²aU》（!"：!"-./01，２０１５ 7 ７ J），Â １３。
ÿ°ù：《ÿ°ùB<£´N》，: ３，Â ４９ｂ。
Ö!，Â ５１ａ。
Ö!，Â ４９ｂ。
÷BFØ，\Ô�]@：《SG@l》（!"：-�BÓ/01，１９５８ 7 ５ J），Â ３８。



圍，殺過河陽道。???

µoM)²&~óL，eh�6�、r¬�ú`，�¥65；d�Ãø¸，��

�o¸Û¨IKI，?ß�"Áé，���*ÍZ，6�ú`，Ïî±"，þ`�

�，�6?¬�，©6?���©，ÃLÃ�！

D¸，ç¹E�“æö~²^E�VXç???”。où^û�ÁrLFz《ü

7》óù，【� ;】¼：

秋過了平分日易斜。恨辭梁燕語周遮。人去空江，身依客舍，無計七香

車。秋風吹冷破窗紗，夫婿揚州不到家，玉指淚彈江北草，金鍼閒刺嶺南花。???

oQB!*ÁRúÏ，#Æ<¾{§ð�I�1，TÞ^/É�e0I½x，

ÿ°ø/Ó¹E�I~i¤ç，®å��aI�。

　 　 （八）其他雜評

��!?°I{[�，ÿ°Iù[Ñ���IÈ«，���©，\±±、̧ ，

¥§6：

　 　 １． 得做法

ÿ°©]ÛM#§oK《£´N》̂ M �ù[，]�{��´!ù[，Á

rz《§z》IÛ�，¡|�¡<¾/"´J�Û：

外：我兒過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日吉辰，來拜了先生。

（內鼓吹科）（旦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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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ÿ°ù：《ÿ°ùB<£´N》，: ３，Â ５１ａ。
ÿ°ù：《ÿ°ùB<£´N》，: ４，Â ４７ｂ。
Ö!，Â ４７ｂ。
ÿ°ù：《ÿ°ùB<£´N》，: １，Â １０ａ—１０ｂ。



oQÃø¸ð¯K!Uâ：“�êSö”，ÿ°ÞMæ`´!M�，(ùâ：“̀

�y”。

　 　 ２． 即“女爲君子儒”一句，已鑿破混沌竅矣

《£´N》Árz《§z》：

（外）春相伴小姐進衙，我陪先生酒去。

（旦拜科）酒是先生饌，女爲君子儒。???

ÿ°ðoQ�ä!ùâ：“ìMÍ2NOÜ。”o«ù[�ºPQ，“ÈM�}

�”4�《LÙ·×T》}ß}Zâ：“ÈM�}�，̄ MEV�。???”“È”õ

“Ì”I©，Ä}lc}Z-^Ml�*ÊÓüI�}�，�-^M���HI

EV�。�½I，¡|�P¡¡VI�F，%©M<¾��è·zzDË�，o

�I¡<¾©§ÿ�~，]�ì©á�ÈòY�¿，("þ《LÙ》，ã¹þã

Þç¥/�Þ¼b。?�ÿ°ÞMÃø¸�©[/，¡<¾��ÈI«Å�

?E。

　 　 ３． 不合身分之語

《£´N》Á¸z《·Ü》，0,ö：

所恨俺自小孤單，生事微渺，“喜的是今日成人長大，二十過頭，智慧聰

明，三場得手”，只恨未遭時勢、不免饑寒。???

oQÕm�ÿ°ùM“�^Ù”。�rÃø¸!"B©óL，�MeÖ��#

I�y�`a，R�“9K^V�Ò¸Là�”IÙ，Ð¬^�[@n^ü�±

i，®´~È^V，?þIÕ�Ù，æ³þoÙ�#Û，(ùâ：“�^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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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ÿ°ù：《ÿ°ùB<£´N》，: １，Â １１ａ。
ä5�£，STD：《LÙUD》，《LMËUD》（8¾：jBP+%，１９７６ 7 ５ J，Ø¼á
¸L7�,¼ÚeÓ�V0ÐP），3 ８，: ６，Â ５ｂ（fÂ ５３）。
ÿ°ù：《ÿ°ùB<£´N》，: １，Â ２ａ。



　 　 ４． “當行”另解

《£´N》ÁMz《}È》，�0【�b】：

說與你夫人愛女休禽犢，館明師茶飯須清楚，你看俺治國齊家也則是數

卷書。???

o�ùM“&|¬�”Iu，�ø&BEþ!，««�v¡|tèó·，_«µ

B!K§óL，¦¯¬��·。

結　 　 語

KBãÿ°ù[《£´N》M//[，�Qj�Dù[��，fg/$`�

y：（±）P�©ù：�=ù[ª:i8�áE(T(BVI©ù�y。

（̧ ）UøÃ�5«I¥。（M）�Ã�*�CËI©ù。（F）�§Í�dKI

©ù。（r）VÑÃ¯`á¯IÊc。（v）�§i��Ù“¬�”、“KÏ”Ij

[。（{）Ã¯��è、ö²I�|¿e。（$）Ëù。KBð�BE，ãã§D

ù[�DÖ�iI&~���，/3ÿ°Iù[�¿6¬iI5-!uð6

�《£´N》j�IÎK�Ö，¬i&~ÒY�“́ !#/”IÎK�©ù，óÿ

°«ã“ �Õ¸”Ij[//，o[ð§i"¥，¦ä5�，�^µDð§i

ù[�³-�I©¯óL，<��õ²`�Ï，A~��：

（±）µ《£´N》�ÛÃø¸?5\“B�«、Ï、©、µM5”I³´ó

·，ÿ°�Ã�oÍxIM)，�$+Â，̈ ¯:MÃ�IE6。

（̧ ）§Âã《¼²¾@》̀ �T(�è、ö²、á&M±Â�3ÔIBÓ

�jx，��M]，¶+¼：“�Vq\¾&，8�WÈ¼5MÓê，XL^}！

¾&ci�、ö�~I$？�à/6IYZHI[Ù~。H\I6�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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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ÿ°ù：《ÿ°ùB<£´N》，: １，Â ６ｂ。



Ø�I6���0？!D©，E÷�E6Iõ，ó�ÝDK，PÒ·�]V

T。???”§ø�E，Âã¦��Má&���è²¦õ6E(íB¾õE。�9

KjI，DLa]]æ，]�ä¯*Í，zö²�¼ÓI�|¿e，V}7E，

ó¼Óî²³Ð�§T÷，¬]^øD&BI\]óL，óÿ°� �B!M

j[I©ù，©0ð¬iÌ^"�，]VãBÓ�ÔÎK�，§T÷I �

&B，æ����è、ö²?Ì^IíB�¦õ，ó^MíBð§iBÓ�E

Iý³�¬，ãó擴Ò§iBÓ�InL¢À。µo[óL，ÿ°Iù[《£

´N》ÿ½^¦，�MDù[E，�lpqI?ð。

（作者：臺灣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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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Âã：《¼²¾@》，《E(-�Ó&L��^》，3 ３，Â ２４１。



Õ þ + �

一、專書

zè�：《mn&w》。8¾：8ãº�P+%，１９７１ 7 ７ J。

z´Ê：《&º》，þQ《E(-�Ó&L��^》Á ４ 3。¾¿：E(Ó¯/01，１９５９ 7

７ J。

[kl：《»2ÿèä》。¾¿：V»BÓ/01，１９９８ 7 ２ J。

ä5�£，STD：《LÙUD》，þQ《LMËUD》Á ８ 3。8¾：jBP+%，１９７６ 7 ５ J，

Ø¼á¸L7�,¼ÚeÓ�V0ÐP。

��：《E(Ó&�L》，þQzß»l：《���·ÍL:》!3。·~�：�¾zK/0

1，２００２ 7 ７ J。

Û�^：《&�》，þQ《E(-�Ó&L��^》Á ６ 3。¾¿：E(Ó¯/01，１９５９ 7

７ J。

Üa：《X«�A·²&\》，þQ《E(-�Ó&L��^》Á ７ 3。¾¿：E(Ó¯/01，

１９５９ 7 ７ J。

wÊ�：《P&Ë·》，þQ《E(-�Ó&L��^》Á ４ 3。¾¿：E(Ó¯/01，１９５９ 7

７ J。

÷BFØ，\Ô�]@：《SG@l》。!"：-�BÓ/01，１９５８ 7 ５ J。

ÛÈå：《́ ål》，þQ《�+�^ùl》Á １１９ 3。8¾：ùBÉ/0t@，１９８５ 7 １ J，Ø

õæ2ÄKÐP。

Ûo：《9z»�》，þQ《E(-�Ó&L��^》Á １０ 3。¾¿：E(Ó¯/01，１９５９ 7

７ J。

ÿ°ù：《ÿ°ùB<£´N》。¾¿：(~<+%/01，２０１６ 7 １１ J，Ø§�Îÿ�[�

óPKÐP。

àá�：《:&Ë[》，þQ《E(-�Ó&L��^》Á ４ 3。¾¿：E(Ó¯/01，１９５９ 7

７ J。

Âò�：《Âò��》。ÍC：®�-./01，１９９３ 7 １２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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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â&»w》，þQ《E(-�Ó&L��^》Á ４ 3。¾¿：E(Ó¯/01，１９５９ 7

７ J。

K¶ê：《&ä》，þQ《E(-�Ó&L��^》Á ８ 3。¾¿：E(Ó¯/01，１９５９ 7

７ J。

JÖËù[：《��DM£vù£´N�Y�》。þ?�Öà�K，8¾：8ãÒÓ<+%

%&。

Ãø¸Ø，§¨M°V：《&§FÖ》。§��S+�´ÏK，8¾：(~<+%ÃK+Å

%&。

Ãø¸�，Âò��a：《Ãø¸�》。¾¿：¾¿-./01，１９９９ 7 １ J。

N0½：《²+�ä》，þQ《E(-�Ó&L��^》Á ９ 3。¾¿：E(Ó¯/01，１９５９ 7

７ J。

Ì1³aU：《ÜéÜJ²aU》。!"：!"-./01，２０１５ 7 ７ J。

¢Öá、zÔ´aU：《��²l7aU》。¾¿：EÀ+h，２００２ 7 ９ J。

§¨M!l，zÓ÷5l：《á&½aU》。·~�：�¾zK/01，１９９４ 7 ６ J。

ÿÎ½：《v±èä》，þQäB�]：《hièä》!3。¾¿：EÀ+h，１９８１ 7 ４ J。

�wj：《õ�è�ET》。8¾：50+h，１９６１ 7 ２ J。

二、論文

[Ë¡：《LV@%0§¨Mùd〈£´N〉》，《Ó¯j+》２００６ 7Á ３ å，Â ４０—４８。

[9Æ：《§V�〈£´N〉Ôù[©ù�DTÇ�þ》，þQÀÅ5l：《Ãø¸�£´N》!

3。8¾：E�XYäE(BÈXY?，２００５ 7 １２ J，Â ３４３—３６６。

�Ê7：《〈é}£´N〉�ÍÓXBÔÈÓ、h�sBÓ©ù》，þQÀÅ5l：《Ãø¸�£

´N》!3。8¾：E�XYäE(BÈXY?，２００５ 7 １２ J，Â ３９３—４２７。

÷M»：《〈£´N〉ÔÈè©ùÛ———〈��DM£vù£´N�Y�〉》，《®�j+§�Ó

äÓ 》２０１５ 7Á ２ å，Â １—７。

ÂÄ§l：《£´NXYf¶».》。!"：!"-./01，１９８７ 7 ６ J。

×ヶDÉ：《Â´Å°�〈Íª´´e�〉ùÝ》，þQÀÅ5l：《Ãø¸�£´N》!3。8

¾：E�XYäE(BÈXY?，２００５ 7 １２ J，Â ３６７—３９２。

ÀÅ：《£Èù[〈£´N〉：〈��DM£vù£´N�Y�〉�〈é}£´N〉�L》，þQ�

�ÒÓE(BÓ¾5l：《E(Èè+*———(vÓ+XnTLB�》。8¾：8ãÓ0+

h，１９９９ 7 ９ J，Â １７１—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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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Ä：《〈£´N〉Ôù[》，《j+J~》１９９８ 7Á ４ å，Â ５８—６７。

��Ì：《ã〈X�Ö〉�©�D〈£´N〉:K�&º4m》，《r¼ÒÓÓ （ÈÓ1TöÓ

0）》２００９ 7Á ４ å，Â １０９—１１４＋１２８。

©<�：《LÃø¸“5«¥”IR4、�y���》，《-�BÓ》Á １５ �。8¾：8ãÓ0+

h，２０００ 7 ９ J，Â １２１—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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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 Ｍａｏ Ｙｉｎｇ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ｎｙ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Ｌｕｏ Ｌｉｚｏ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ｏｃｈｏ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ｒｉｔｉｃ Ｍａｏ Ｙｉｎｇ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ｎｙ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ｎａｍｅｌｙ： （１）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２）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ａｎｇ Ｘｉａｎｚｕｓ（１５５０ １６１６）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ｌｏｖｅ；（３）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Ｔａｎｇ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Ｚａｎｇ Ｍａｏｘｕｎｓ（１５５０ １６２０）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ｙ；（５）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ａｎｇｓ 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ｒａｍａ；（６）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ｔｅｒｍｓ ｄａｎｇｈａ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ｎｓ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ｏｌｏｒｓ”）；（７）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ａｎｇｓ

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ｓｈｉ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ｃｉｐｏｅｔｒｙ；ａｎｄ （８）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ｓ Ｍａｏ Ｙｉｎｇ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ｈｉ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ｏｕｓ

ｐｌａｙｗｒｉｇｈｔｓ，ａｒｇｕ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ｐｌａｙｗ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ｍｏｓｔ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ｈｉｌｅ Ｍａｏ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ｓ （ｉ． ｅ．，ｔｈｅ ｓｃｒｉｐｔｓ）ａｓ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ｆｏｒ

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ｕｓ，ｔｈｅｙ ｃａｍｅ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Ｍａｏ

Ｙｉｎｇ ｗａ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Ｍａｏｓ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ａｎｇ

Ｘｉａｎｚｕｓ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ｐｉｒｉｔ，ｇｕｉｓｅ，ｉｄｅａ，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ａｐｐｅａｌ”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ｈｅ ｗａ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ａ ｔｒｕｅ ｆａｎ ｏｆ Ｔａｎｇ．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Ｍａｏ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ｙ ａｓ ａ ｒｅａｄｅｒ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ｙ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ａｎｇ ｓｈｉ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ｃｉ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ｌ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ｓ ＴａｎｇＳｏ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Ｍｉ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Ｈｅｎｃｅ，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ｏ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ｎｙ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ｉｓ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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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ｏ Ｙｉｎｇ，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ｎｙ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Ｍａｏ Ｙｉｎｇ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Ｐｅｏｎｙ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Ｚａｎｇ Ｍａｏｘｕｎ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ｎｙ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５３１明茅暎評點《牡丹亭》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