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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索隐》前言 

作者:李祥林 来源:《元曲索隐》，《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时间:2009-1-23 15:58:43 浏

览:94次 

    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艺术，是在不断流变又高潮迭起中向前发展的。“唐诗、宋词、元

曲”，标志着我泱泱中华文学艺术的辉煌成就。与唐诗、宋词鼎足而三的元曲，以其济济一堂的作家队

伍和独树一帜的作品艺术，成为中华文艺发展史上又一座高耸云天、光芒四射的丰碑，迄今犹给我们带

来巨大的精神享受。  

                                    （一）  

    元曲在今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早已不可移易，可是，当我们回溯史迹，却发现在古代封建社会，由

于来自所谓正统的某种根深蒂固的历史偏见，这“一代之文学”曾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20世纪初，

对元曲研究有开山之功的大学者王国维就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

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

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之文献，郁

堙沈晦者且数百年。”（《宋元戏曲考•自序》）这不能不令人嗟叹。  

    不容置疑，正是以王国维、吴梅、王季烈、姚华、孙楷第、郑振铎、冯沅君、赵景深、隋树森、卢

前、傅惜华、王季思、严敦易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叩开了近现代史上元曲研究的神秘大门。及至今

天，更是人才辈出，硕果累累，蔚为大观。然而，也不必讳言，由于被封建正统“鄙弃”和不为正史典

籍“著录”的命运，由于岁月的尘封和史料的缺乏，有“词山曲海”之称的元曲在把160多种杂剧、约

4300首（套）散曲以及200多位作家留给后人的同时，也把一大堆有关作家、作品乃至语言、习俗等方面

的疑问和悬案摊开在我们面前。步入元曲殿堂，这些大大小小的疑问、形形色色的悬案随处可拾。古往

今来，它们神秘的身影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困扰着千千万万读者也刺激着读者的好奇心，并且激发着历

朝历代研究者的探索热情。一部元曲史，可谓是一部充满着疑问与悬案的历史。  

    以作家为例，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附录《元戏曲家小传》中指出：“元代曲家，与同时人同姓

名者不少。就见闻所及，则有三白贲，三刘时中，三赵天锡，二马致远，二赵良弼，二秦简夫，二张鸣

善。”如马致远，“其一制曲者，为大都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汉宫秋》、《岳阳楼》等杂

剧的作者；“一为金陵人，即马文璧（琬）之父，见张以宁《翠屏集》”。王国维专门就这些同姓名者

进行考辨，就因为“元代曲家，名位既微，传记更阙，恐世或疑为一人，故附著焉”。  

    以作品为例，“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首千古脍炙人口的元人小令，如

今连呀呀学语的稚气小儿也能背诵，人人皆知乃是元曲四大家之一马致远的作品。可是，恰恰这首被誉

为“秋思之祖”的曲子，其著作权并非绝无疑问。当代出版的《全元曲》（张月中、王钢主编，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第3161页所录10余首无名氏小令[越调•天净沙]中即有此曲，没有标题；同书

第2515页所录马致远散曲，亦有此小令，题作《秋思》。同一支曲子，却列在二人名下，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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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会不会是编书者搞错了？恐不尽然。  

    这首[天净沙]的作者，《宋元戏曲考》即云是无名氏，王国维还对明清人著作如《尧山堂外纪》、

《词综》将此小令归属马致远表示疑问，谓其“不知何据”。20世纪80年代，有人在此基础上进行考

证，提出元人王恽《文通先生墓表•附碑阴〈先生友记〉》中所记金元间人马寅字致远者，有可能是这首

[天净沙]小令的作者（朱勤楚《〈秋思〉小令作者新探》，载《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随后，又

有人提出商榷意见，认为此小令作者仍以曲家马致远为妥（陈绍华《[天净沙]〈秋思〉摭谈》，载《扬

州师院学报》，1986年1期）。上述《全元曲》所本当在王国维，只是同书中一曲两见，应作说明才是，

以免读者误解。  

                                       （二）  

    宏观言之，甚至连“元曲”这个基本概念，亦非全然没有疑问。“元曲”一语，出自明代，但明代

人对此概念的使用并不一致。在自序中将“元曲”和“宋词”并称的臧懋循，所编《元曲选》乃中华文

学史上功不可没之书，但其中收入的百种作品仅仅是杂剧（剧曲）而无散曲（近世隋树森辑《元曲选外

编》，亦循此例）。以“元曲”和“宋画”对举的沈德符，则曰：“元人未灭南宋时，以此定士子优

劣，每出一题，任人填曲，如宋宣和画学，出唐诗一句，恣其渲染，选其能得画外趣者登高第，以故宋

画、元曲，千古无匹。”（《顾曲杂言》）这能即兴填写的，当然是散曲而不可能是剧曲；显然，他所

谓“元曲”未包括剧曲。  

    倒是明代文学家王世贞的说法似乎有兼顾二者之意，他在《艺苑卮言》中指出：“曲者词之变。自

金、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而诸君如贯酸斋、马东

篱、王实甫、关汉卿、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音律，以故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

也。”所举诸家当中，关、王、马、白既是杂剧家又是散曲家，贯酸斋（云石）则是纯粹以散曲名世的

作家，历史上并无他涉足杂剧创作的记载。  

    后来，王国维（1877年—1927年）在其著作里写道：“元曲分三种，杂剧之外，尚有小令、套

数。”（《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所谓三种，其实也就是两种，因为套数和小令不过是散曲的两种

形式。按此说法，作为戏曲的杂剧和作为诗歌的散曲合称为“元曲”。王国维所言，在元曲研究领域中

具有代表性，得到绝大多数人认同，成为迄今学术界通用的观点。如当今出版的《元曲鉴赏辞典•出版说

明》即云：“元曲包括元代的散曲和杂剧两部分。”  

    对此观点，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前述《全元曲•前言》对于将南戏排除在“元曲”外就表示不满，

云：“无论如何，南曲戏文，是不应该被摒弃在‘元曲’之外的，它应该是元代之曲的一个重要部

分。”该书编者认为，就元代实际情况而言，与“曲”相关的艺术应包括三个部分：散曲（包括小令和

套数）、杂剧（以北曲演唱的戏曲）、戏文（以南曲演唱的戏曲）。而这部分为上、下两册而近400万字

的《全元曲》，不但将有元一代的散曲、杂剧皆囊括其中，也收入了《小孙屠》、《琵琶记》、《张协

状元》等8部南戏作品。  

    应当承认，作为一家之言，《全元曲》的说法不无道理。“元曲”概念究竟该怎样定位，我想，这

是有待学术界进而研究和解决的专门课题，不属本书主要讨论的对象。为了避免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麻

烦，也便于论述起见，我在本书中依然采用当今出版物中以杂剧和散曲为元曲的通用观点，只是在具体

行文中有时也兼带涉及南戏作品。顾名思义，以“索隐”为题的本书，即旨在通过评述古今诸家研究元

曲的学术成果，将元曲史上有代表性的疑问、悬案乃至趣闻、逸事展示出来，供广大读者窥豹，若真能

有助于今人理解和把握元曲的伟大成就和非凡价值，则吾愿足矣。  

    为了让读者醒目，本书以专题形式撰写，共有近百题，并按各专题内容的相关性大致分为“元曲历

史”、“元曲文本”、“元曲语言”、“元曲民俗”四章。首章是对迷雾重重的元曲历史问题的清理，

次章是对丰富多彩的元曲作品艺术的赏析，三章是对颇费猜详的元曲语言奥妙的识读，末章是对生动鲜

活的元曲民情风俗的考察。这四章，努力融历史学、文本学、语言学、民俗学为一体，也就是从四个不

同角度切入元曲，对之进行从里到外、面面俱观的立体式解读。将实证资料与活泼趣味结合起来，在评

述诸家观点的同时又努力给出个人的见解，此乃本书的追求。  

                                      （三）  

    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同读者谈论元曲，对作者是件愉快的事。特别是对我来说，继出版专著《性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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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之后，又转换笔法来写这本《元曲索

隐》，的确是很乐意的。  

    按照接受美学的说法，每个作者在写作的时候，都必有他内心中预设的“潜读者”。当初，撰写

《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时，将阅读对象定位在学术界是我清醒的意识，因为书中把当代性别

批评理论引入对东方戏曲和中国文化的研究，旨在进行一种纯粹学术意义上的新探索，刻意追求的是

“老题新做”、“用现代意识烛照民族艺术”以及“戏曲研究的开拓创新”（如拙著出版之后学者们的

评论文章所言），自然也就不可能更多地将普通读者的接受需要纳入考虑之中。也就是说，由于该书的

学术目标所决定，它很难在“潜读者”的设定上面面俱到。  

    从性别视角研究中国文化是我已进行多年的课题。几年前，也就是在《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

曲》快要完成时，我就在考虑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换换笔法，以一种更贴近大众也就是更容易为普通

读者接受的方式来另写一两本书。为此，我在继续撰写《“阴阳”词序的文化辨析》、《性别视角：中

国戏曲和道家文化》、《对中国文化雌柔气质的发生学考察》、《性别理论•学术研究•当代批评》等纯

学术论文之外，也不时有意识地为《咬文嚼字》、《民族艺术》、《社会科学报》、《佛山文化报》等

报刊写写《“混沌”的谜底》、《从性别看太极图》、《姓•性别•文化》、《字词文化与性别歧视》、

《走出“夏娃”阴影》、《“木兰”的性别悖论》之类将学术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的文字。  

    如今应丛书编委会之约，本着“学术成果通俗化”的理念来写这本《元曲索隐》，正好跟我多年的

想法合拍。学术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体现，它当然是学者研究的，也可以是大众知晓的。让学术研究成果

走出象牙塔，以深入浅出的形式向广大民众普及并获得更大的社会传播效应，这是当今出版界的趋势之

一，也是不少人文学者所赞同的。此前，曾与几位朋友合作《诸子百家•现代版》（巴蜀书社1999年出

版，其中《老子》、《论语》的读解有10多万字由我撰写）一书，我们即在这方面作出尝试。当然，把

幅盖面更广的普通读者作为“潜读者”，只是表明本书更多是向着大众而来、为大众写作的，并不意味

着就此降低学术要求和学术品格。  

    元曲艺术，博大精深；元曲研究，道路宽广。古往今来，研究元曲的著作多多，本书以这样的观照

视角和写作方式介入，就算是为元曲研究大厦添砖加瓦的一种尝试吧，希望它能得到读者朋友的认可。  

                                                                   

                                                                          2003年夏于

锦城淡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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