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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丁耀亢的戏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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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美林 吴秀华 来源: 时间:2004-10-15 20:38:03 浏览:995次 

    [内容提要] 丁耀亢目睹身历了易代之际国破家亡的惨痛,因此,其作品流露了较强的民族意识,反

映了一位封建士子在历史剧变时期的复杂心 

态。丁氏剧作在内容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浓厚的“遗民情结”,其具体表现为:控诉清兵的残暴,推

崇民族气节,抒发故国故人之思;二是入世精神与出世情怀的矛盾交织,其具体表现为:知识分子心存用世

的思想、独立的人格与由清兵野蛮屠杀所激起的民族意识三者间的交互作用。在艺术上,丁氏戏剧“远胜

于《六十种曲》中之寻常作品”,在语言、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关键词] 丁耀亢 戏剧 民族意识 

 

    丁耀亢,字西生,号野鹤,又号紫阳道人、野航居士等。山东诸城人。丁氏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

(1599),卒于清康熙九年(1670)①,是一位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文士。耀亢“少孤,负奇才,倜傥不羁。

弱冠为诸生,走江南,游董其昌门”,“顺治四年入京师,由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与名公“王铎、傅

掌雷、张坦公、刘正宗、龚鼎孳”等人结交,“日赋诗‘陆舫’中,名大噪”,“后为容城教谕,迁惠安知

县”②。丁耀亢的著述颇丰,有诗集多部。其为诗“踔厉风发”,“开一邑风雅之始”③;其小说作品《续

金瓶梅》“褒贤鞭佞,崇节诛淫”④。由于丁耀亢目睹身历了易代之际铁骑入关、生民涂炭、国破家亡的

惨痛,因此,在他的创作中流露出较强的民族意识,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反映了他在历史剧变时期的复

杂心态。对于他的小说,已不乏论者,而对于他的戏剧,则少有人论及。现仅就他的戏剧创作略作评述。 

    湖北崇文书局同治壬申(十一年,即1872年)重刻的《表忠记》(又名《蚺蛇胆》)卷首有丁耀亢族裔

丁守存的跋语,记其戏剧创作达十三种之多。现仅存四种:《化人游》(顺治四年,即1647年完稿)、《赤

松游》(顺治六年,即1649年完稿)、《西湖扇》(顺治十年,即1653年完稿)、《表忠记》(顺治十四年,即

1657年完稿)。另存剧目两种,即《非非梦》、《星汉槎》。其剧作已被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

郑骞在《善本传奇十种提要》中评价丁氏的戏剧道:“或沉雄悲壮、或清丽缠绵”、“远胜于《六十种

曲》中之寻常作品”。⑤可见,丁氏的戏剧创作是有一定成就的。 

    丁氏现存的戏剧作品,均创作于清朝初定中原的十几年间。其时,战乱仍未完全平息。朱明王朝的残

存力量以及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余部仍在一些地区与清兵进行着激烈的战斗。王朝在继续用武力征服全

国之余,也采取了一些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措施,如迅速恢复科举考试,开设“博学鸿词科”等,以高官厚

禄来消弭汉族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敌视情绪。不久,除边远地区外,清王朝的统治秩序逐步得到巩固。尽

管如此,清兵入关时野蛮的杀戮行为给人们带来的惊悸心理,仍然潜藏于民众心底。正如丁耀亢在作品中

所表现的,人们毕竟不能忘记“荒野里人民逃窜,村落里红烟撩乱,到处里尸横血溅,无处避流星掣电”⑥

的血雨腥风的场面。而由野蛮屠杀所带来的民族仇、家国恨,便成为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在决定以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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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面对新朝时的一个重要标尺。面对这一现实,清初的知识分子明显有三种不同的表现:一是以顾炎

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批思想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标榜气节,以遗世独立的态度,不与新朝合作;二是

以刘宗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国存君父存、国灭君父亡的态度,追随朱明政权的亡灵而去;三是以钱谦

益、龚鼎孳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变节事清,在新政权里谋求一官半职。丁耀亢在明清鼎革之后也曾仕于清,

但他之仕于清,实有为稻粱谋的不得已的苦衷。在易代之际,其兄耀昂、弟耀心、侄大彀均死于非命,另有

一侄豸佳“为大兵所伤跛一足”⑦,而他本人因两次携母仓皇入海避难,致使家产被占,长期诉讼不休,所

有这些,使他对亡国破家之祸有切肤之痛。进而在作品中也有所反映,以致于他的一些著述遭到禁毁,如

《清代禁毁书目》称《丁野鹤遗稿》“中间违碍之语甚多”;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称《续金瓶梅》

“背谬妄语,颠倒失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丁野鹤诗抄》“时多激楚之音”。这些记叙和评说,

正透露了丁氏之作的不合“时宜”。 

    丁耀亢的民族意识,不仅在小说、诗文中有所流露,在戏剧作品中也同样有所表现,正如宋琬在《化人

游》总评中所说:“今之传奇,无非士女风流,悲欢常态,不足以发我幽思幻想,故一托之于汗漫离奇,狂游

异变。而实非汗漫离奇,狂游异变也。知者以为漆园也,《离骚》也,禅宗道藏语录也,太史公自叙也。”

这表明,丁耀亢的戏剧创作是有感而发并有所寄托的。在历史剧变面前,丁耀亢的思想状态极为复杂,他的

戏剧创作在流露出浓厚的遗民情结的同时,还存在着入世精神和出世情怀的矛盾交织,这倒真切地反映出

一个汉族知识分子,在猝不及防的改朝换代之际的苦闷、彷徨、无奈,却又思索、呐喊、抗争的多重心

态。下面我们就这一心态在其戏剧作品中的具体表现稍作分析。 

                                                一 

    丁耀亢的戏剧作品在内容上最值得重视的是表现了浓厚的“遗民情结”。 

   “遗民”,专指改朝换代后仍效忠于前朝的人。严格说来,丁氏并非纯粹的遗民。因为他毕竟做了清朝

的官,尽管官卑职小,但终归是清王朝统治序列中的一员。不过,丁耀亢虽并非纯粹的遗民,但由于他的惨

痛经历,使其积聚了浓厚的遗民情结,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控诉清兵的残暴,反映人民在侵略者铁蹄下的痛苦呻吟。丁耀亢的戏剧《赤松游》描写了秦汉

战争、《西湖扇》描写了宋金战争、《表忠记》则描写了边境烽火,可见,以战争为背景,反映社会生活,

是丁氏戏剧的一个显著特点。而描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又是它的重要内容。《西湖扇》传奇开头几

折展示给我们的是江南秀丽的景色和人民和平宁静的生活。这里,“湖山绰约春水滋,淡烟笼染西施。那

画桥柳色湖心寺,看游人来往参差。春光似水,更多少佳人名士”。这真是:“细雨微风湖上船,六桥花柳

正嫣然。还邀西子明妆待,载酒题诗似去年。”然而,这一美好的景致和和平宁静的氛围,伴随着金兵的南

侵顿时化为乌有:“尘起处,马乱喧;旗过处,甲兵攒;现挽着离弦箭,大戟花刀压战鞍。”战争给妇女带来

的不幸更为悲惨。《西湖扇》描写金兵所到之处奸淫掳掠,妇女首当其冲:“将军战死残城破,薄命红颜马

上来。落花飞絮任高低,面掩风沙马上啼。谁把千金酬孟德,镶黄旗下赎文姬。”剧中的两位女性,被金兵

掳到北方后,一个“白日里挑水拾粪,夜里舂米洗浆”;一个被赏赐给功臣,为官家织纺。宋湘仙受到金将

及大妇的凌辱,被迫进入道观。宋娟自诉其被掳后的经历道:“口享口享破车中,尘土荡鬓髻。塞马嘶寒

风,玄冰真惨裂。披掷一羊裘,皴肌冷如铁。昼则强欢笑,夜则潜哽咽。”⑧《西湖扇》尽管最终以生旦团

圆而结束,但情节上的团圆之喜并不能冲淡剧中人物的命运之悲。 

   值得注意的是,《西湖扇》尽管写的是宋金战争,但是,作者所写的金兵实际即指清兵。第十六折《双

题》中直接出现了“正黄旗”、“镶黄旗”的字样,而以八旗编制军队,正是清人的军事建制,非金人所

有。因此,作者在剧中所描写的金人的奸淫掳掠实即在控诉清兵的滔天罪行。类似的表现手法,我们在其

小说《续金瓶梅》中也可以看到。总之,对清兵罪行的控诉,描写人民在侵略者铁蹄下的悲惨生活和处境,

均表现了丁耀亢的爱国、爱民,痛恨侵略、痛恨强暴的思想感情。作者在创作中敢于直抒胸臆,描写社会

真实,并且,笔触所及,直指新王朝统治者为忌讳的禁区,这在清初文网森严的历史情况下,是需要极大的勇

气和胆识的。丁耀亢的其他剧作,如《表忠记》、《赤松游》也表现了战乱和不稳定的生活环境给人民带

来的灾难。 

    第二,推崇民族气节,描写忠奸斗争,总结兴亡教训。在传奇《西湖扇》、《表忠记》中,丁耀亢都描

写了忠奸斗争。而且,将忠奸斗争置于边境烽火和国家兴亡的背景中加以表现。《西湖扇》以陈道东和秦

桧分别代表忠奸斗争的双方。陈道东的“忠”已经超越了单纯对一姓一帝的忠,而表现为对国家命运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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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前途的关注,表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作为宰相的秦桧却暗通金国,力主和

议,苟且偷安,由误国而卖国。在朝廷内部又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根本不顾及国家利益、民族前途。作者

把陈道东的爱国、爱民与秦桧的误国、害民进行了对比描写,予读者(观众)以深切的感受。此外,在《表

忠记》中,作者也同样表现了一批以杨继盛为代表的忠臣义士与以严嵩父子为代表的乱臣贼子之间的斗

争,特别是杨继盛的慷慨赴义,在作者笔下,充满了悲壮感。 

   丁耀亢描写忠奸斗争,揭露权奸招权纳贿,正显示了作者在国破家亡之际,痛定思痛,思索治乱之道,总

结兴亡的经验教训。郭芬木在《〈表忠记〉弁言》中指出:“‘后疏’一折,借黄门口吻,指前代弊政,缙

绅陋习,过于贾生之流涕,有如长孺之直戆。”从永乐起,一直到嘉靖,作者在剧中,把明朝历代帝王的弊政

一一加以揭摘。 

   第三,丁耀亢的“遗民情结”还表现为托古寄慨,借戏剧形式表达其故国、故人之思。《赤松游》正是

他这一思想情绪的反映。他在《作赤松游本末》中叙述其创作原委道:“昔吾友王子房慕汉留侯之为人,

因自号子房。既通朝籍,见逆闯起于秦,乃抱椎秦之志。明癸未请兵灭闯,而及于难。余悲子房之亡,欲作

《赤松游》以伸其志。”丁耀亢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对农民起义恨之入骨,在他看来,明朝灭亡的直接导

火索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他甚至把清兵入关看成是“扫除秦寇真有汉高入关之遗风”⑨的义举。并且,

当故友王子房利用刘泽清之兵围捕起义军陷入困境时,他“更为募数千人解安邱围”⑩。可见,他对故人

王子房的怀念,实际是对王子房所维护的故明政权的怀念。不仅如此,丁耀亢还借剧中的张良形象曲折地

表达了他的这一意念。张良本是战国七雄之一韩国宰相张平之之子,秦灭韩后,张良是抱着恢复故国之念

投入到楚汉战争之中的。虽然恢复故国的愿望没有实现,但他在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之际,仍不忘故主,有

修祭韩家陵墓之举。正如故韩政权的一位旧臣所说:“君侯功高帝室,业继前辉,既佐汉而灭秦,又修韩而

念故。”张良对故国的怀念正反映了在清朝统治下明朝遗民的心愿,正如郑骞在《善本传奇十种提要》中

所说:“(《赤松游》)以秦喻李闯,韩喻明,汉喻清,张子房喻王子房,兼以自喻,托古寄慨,纪念故友,且以

抒发故国之思。”当然,他对故国、故人的怀念,对忠奸斗争的描写,虽然流露了他的民族意识,表现了他

对兴亡治乱的思索,但也反映了他的落后的阶级意识。                

                                                 二 

    丁耀亢的戏剧创作中所表现的入世精神与出世情怀的矛盾,也是值得重视的。国亡家难给丁耀亢带来

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他自命“居士”、“道人”,正表明了他在遭受各种打击后,逐渐倾向于佛道思想。他

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平生信黄老,何事不知机”   ;在《逍遥游·吴陵游》中又道“旨哉,杨恽之歌南山

也!曰:‘种豆南山,化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每读此歌,实获我心。”丁日乾为丁耀亢诗文

集《逍遥游》所写的序中称其“以南华阅世”。这表明,现实生活中的诸种烦恼以及人生理想的幻灭,使

丁产生了浓厚的出世思想。《化人游》就正流露了他的这一思想。郑骞在《善本传奇十种提要》中认为:

《化人游》是作者“遭逢丧乱,半生不偶,奇情郁气,无所寄托。此剧乃其自为写照”。剧中的何生“狂游

江海,遍集英流”,与古往今来的诗人、名士、美女、名姝诗酒唱和、促膝品茗,真可谓怡然自乐,恍若仙

境。海上风光使他陶醉,名士风流使他忘怀世事。何生的“决志逍遥”,正是丁耀亢真实思想的反映。在

《化人游》之后完成的《赤松游》,丁耀亢对张良功成身退、羽化成仙的人生方式又表示了由衷的羡慕之

情。在作者看来,人生“名缰诱,利锁留”,与其像韩信、彭越、英布那样留恋名利因而招致杀身之祸,不

如急流勇退,“扁舟占尽五湖春”。可见,此剧所表达的出世思想也十分明显。 

    丁耀亢的出世思想一方面是由于国亡家破所产生的愤激之情所致;另一方面,出世思想也是知识分子

传统人生观的一种体现,与知识分子追求人格独立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儒、道、释

三者在某些方面是可以相互沟通的。如丁耀亢在《赤松游》第四十五折“归山”中即认为:“儒、道、释

原同派”、“道家要一个有,佛家要一个无,儒家要一个现在,各臻绝顶,俱是长生。”在“绝顶”的位置

上,儒、道、释三者是一致的。丁耀亢对杂糅着儒、释、道三种人生方式的向往,正反映了他排遣苦闷、

寻求寄托、潇洒人生的生活观念。 

   丁耀亢的出世思想是与他的入世思想紧密相连的,因为他的“出世”是建立在“入世”之后,功成身退

的基础之上的。如《赤松游》尽管是怀念故友而作,但剧中张良的人生方式,丁耀亢无疑是引以为同调

的。《化人游》中的何生“三江四海五岳十洲,任意游上三年五载”之后,仍然要回到现实生活中。而且,

何生在剧中一开始出场就自称,“雄心未死”、“逸兴难消”,这说明何生并未完全忘怀世事。 



    在明清鼎革前,丁耀亢的入世思想是十分浓厚的。他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虽然未曾中式,但毕竟表明

他心存用世。他的许多诗作也展示了他的豪情壮志,如“黄金易尽骅骝老,白发难消壮士哀”   ,“闻道

秦淮王气在,武陵何必太元人”   ,“尚有元龙身未死,暮年豪气傍江湖”。他感叹:“君已黑头为宰相,

我犹白发为参军。”   丁耀亢这种入世思想自然与他的家庭影响有关,他的父亲及从兄皆为进士。并且

仕宦有声。其弟耀心及侄大彀皆为举人。丁耀亢生活在这样一个功名仕宦成员颇多的家庭中,不能不受读

书———科举———做官的生活方式的浸润。同时,丁耀亢本人与其他儒家正统知识分子一样颇有抱负,

很想有所做为。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他任容城教谕,恰逢其任职的地方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大饥荒,

丁耀亢主动捐岁俸百金以济士之贫者五十二家。他在诗中这样写道:“官卑难自达,触目心酸悲。出位恐

获戾,穷士我所司。愿捐岁升斗,少济天泽施。精卫思衔石,功微心则痴。荣名安可冀,聊以慊吾私”   ,

这表现了封建社会一个良吏的爱民之心。另外,丁耀亢在张良这一艺术形象身上也寄托了他的人生理想。

张良在归隐之前为帝者师,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辅佐刘邦建立霸业。张良的人生际遇正反映了封建社会

知识分子包括丁耀亢在内的人生理想。 

    无庸讳言,丁氏的剧作也反映了其思想局限。例如,其剧作中因果报应色彩浓厚,《表忠记》中,“冥

报”关目的设计,显示了作者的生命轮回观念。《赤松游》的结尾不同程度地透露了虚无思想。再如《西

湖扇》中,对陈道东和顾史所代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观、价值观表现出了同样的欣赏态度,这种既肯

定坚持民族气节,又艳羡才子风流的矛盾心态,充分反映了他的思、人格的矛盾性。应当说,这种矛盾性也

是当时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心态的典型反映。 

                                                   三 

    丁耀亢的戏剧作品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首先是曲词优美,富有艺术表现力。郑骞在《善本

传奇十种提要》中称《赤松游》“曲文佳处甚多”、“不愧诗人之作”;称《表忠记》“词藻尤清丽遒

健。”其戏剧语言,一般能随剧情或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而呈现出多种风格。如《表忠记》第五折“忤

奸”、第六折“哭表”、第十一折“辱佞”、第十五折“射像”、第二十二折《后疏》、第二十四折

“挥胆”、第二十六折“割股”等,折子中的曲文写得慷慨激烈,悲壮感人。作者把杨继盛爱国、爱民的

赤胆忠心以及反奸斥佞的铮铮铁骨、视死如归的坚强而崇高的人格,通过富有激情的曲文淋漓尽致地表现

了出来。但是,在这一部作品中,又并非完全是这种慷慨激烈的语言,在其他一些折子中,如第十八折《化

番》、第二十三折《托子》、第二十五折《代夫》等,曲词柔和,剀切动人,作者将杨继盛平易近人、儿女

情长的一面作了充分渲染,丰富了他的性格内涵。丁氏在《赤松游题辞》中说:“观侠则雄心血动,话别则

泪眼涕流,乃制曲本意也。”可见,丁氏进行戏剧创作时,运用富于变化的语言风格塑造人物,是有其明确

的创作思想做指导的。 

    其次,丁耀亢戏剧创作十分讲究结构布局,注意以一人一事为结构主线。这使得主题突出,脉胳分明。

即以《表忠记》来说,作者始终以杨继盛的人生道路为主线,剧本从他自小放牛,到步入仕途,中间几经起

落直至走向刑场,在对他一生活动的描写中,折射出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这些史实,从朝廷内部的忠奸

斗争,到边境的烽火狼烟,从官吏的腐败和贪婪,到百姓的苦难与艰辛,作者始终围绕着杨继盛的人生历程

展开。这样的结构布局既符合杨继盛性格的逻辑发展,又使读者对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具有切实的把

握。尽管剧中也出现了王世贞、林润、夏言、邹应龙等一些与杨继盛同样正直的大臣,但是,他们在剧中

始终处于辅角位置。然而,这些辅助人物又决非无非紧要,它表明杨继盛与严氏父子的斗争并非是孤立

的。《表忠记》以《鸣凤记》为蓝本,但它一改后者之“拉杂散漫”,取得了“结构谨严,关目生动”   

的艺术效果。郭芬木也在《〈表忠记〉弁言》中批评《鸣凤记》,“以邹、林为主脑,以杨、夏为铺张,微

失本旨”。可见,丁氏的《表忠记》在突出主脑、配置关目等方面远胜于《鸣凤记》。 

    再次,丁耀亢的戏剧创作在人物塑造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在剧本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真实的

艺术形象。即以几个反面人物来说,严氏父子、赵文华、鄢茂卿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佞臣,作者抓住

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些细微小事加以刻画,将他们的丑态尽情剥露出来。如第三折“佞寿”,作者尽情嘲笑

和辛辣讽刺赵文华与鄢茂卿的干儿、义子嘴脸。在严嵩寿诞时,他们二人绝早出门,鬼鬼祟祟地来到相府

门首。一个要送海狗肾、七宝金溺器,一个要送姑绒大卧毯。且看二人的对话,鄢茂卿:“赵老先生这金溺

器,上面造有尊讳,又是七宝镶成,人再不能想到此处,真用心极矣。这海狗肾,一名腽肭脐,真的极少,又有

制造长春药酒,一发绝妙。只是一件,未免俱在此道上用工夫了。”赵文华则曰:“鄢老先生,这床姑绒大



卧毯,想是看着他家新楼的式样织成,虽齐整,还不大紧,只是金合内大珠嵌的滇铃,拿在手里,连半臂都是

酥麻的,苦心苦心。只是一件,未免也在此道上做工夫了。”作者让他们相互攻讦,在彼此嘲笑中将二人的

奴颜媚骨、丑恶灵魂合盘托出。当然,这些干儿、义子之所以如此谀媚严嵩,无疑是为了求得个人私欲的

满足。因此,这也有力地反衬了严氏父子招权纳贿的熏天权势和腐化糜烂的生活。第九折“分唾”更直述

严世蕃的卑污、阴恶和冷酷,作者把他的污言秽行与杨继盛等人的忠直为民做了对比,强化了杨继盛等人

斗争的正义性,深化了人们的爱憎感情。除主角外,作者对一些次要的反面人物如《赤松游》中的胡图,也

颇下工夫,写得十分生动。当胡图听说朝廷令其限日缉拿博浪椎秦的凶犯时,顿时滚地大哭,担心误了钦限

身家性命难保。更重要的是,用钱买官弄了一身“京帐”,无法偿还;而一旦他听说朝廷钦件就是买卖来

时,便精神大增,“作喜跳”。胡图这种前后不同的表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某些下层官吏敲诈勒索、鱼肉

人民的本性;也反映了封建统治从朝廷到地方都已极端腐败。值得注意的是,丁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基本上

依据史实,如《表忠记》对杨继盛的塑造依据其自著年谱。至于赵文华与鄢茂卿的行贿细节,也并非凭空

捏造。据《明史·鄢懋卿传》载:“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

不可胜记。”以史实为依据塑造人物,这增强了其传奇的史传色彩。 

    此外,丁耀亢的戏剧创作富有浓郁的诗意,意境宏阔新颖。如《化人游》想象奇特,不但人物古今同台

出现,而且场景变幻莫测。“吞舟鱼腹”、“幻中访幻”、“舟外寻舟”,这些场景的设置,尽管充满了荒

诞感,但它符合何生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打击后,奇情郁气无处发泄,渴望摆脱世事烦恼,寻求世外仙境的迷

茫和幻灭的心境。其他如《西湖扇》对西湖湖光山色,以及士女风流的描写,都具有一种画面感,使人如临

其境。 

    当然,丁氏的戏剧在艺术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他以写史之笔写剧,基本上是案头之作,很少考虑演

出因素。这恐怕正是丁氏戏剧虽“远胜于《六十种曲》中之寻常作品”,但却湮没无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从戏剧文学的角度看,丁耀亢的戏剧创作,在思想内容上,反映了易代之际一个经历了国亡家难的知

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在艺术上,能以诗笔描景绘人,有较高的艺术内涵,读来令人难以忘怀。 

 

注释: 

① 关于丁耀亢的生卒年有几种说法,本文采用郑骞之说。正德刊本《李杜合集》跋语云:“顺治癸巳

(1653),余卜居海村,借而读之。甲午(1654)赴容城教署,携为容笥。……感而书之。琅琊丁耀亢题于容

之椒轩,时年五十六。”郑氏据此推断其生卒年当为1599———1670。 

②③⑦ 清乾隆二十九年《诸城县志·丁耀亢传》。 

④ 烟霞洞艹曳《续金瓶梅序》。 

⑤ 郑骞《善本传奇十种提要》,见《燕京学报》第24期。 

⑥ 丁耀亢《西湖扇·前难》。 

⑧《西湖扇》传奇卷前之《西湖薄命妾宋娟和泪书》。 

⑨ 丁耀亢《作赤松游本末》。⑩《诸城县志》。  

11 丁耀亢《归山草·与玄圃话别留赠》。    

12 丁耀亢《椒丘诗·同保属诸公饯别胡兵宪载酒夜渡易水宿遥村寺》。    

13 丁耀亢《逍遥游·海游·己卯南游卜居》。   

14 丁耀亢《椒丘诗·挽张中柱阁老》。    

15 丁耀亢《椒丘诗·甲午春畿南大饥捐俸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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