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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杂剧《诚心令女贤》的本事不是韩凭夫妇的故事，而是出自《列女传》中的“珠崖二义”，它

是一本描写珠崖县令的女儿与继母“推让争死”的旦本剧。汤显祖《送艾太仆六十韵》一诗在《艾熙亭先

生文集》卷一〇《附诸公赠诗》及万历本、天启本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 !) 句有异文，( 句差别很大。

由此可知汤显祖对该诗的修订过程，但也存在着诗题与实际句数不一致的疏漏。晚明沈自晋传奇《眺望

湖亭》第 !* 出插演的短戏《柳下惠》，从内容上的耍闹调笑和演出上开呵、布置、收住来看，极似院本，尤

似笑乐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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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心令女贤》的本事

《六十种曲》本《绣刻玉环记定本》是以韦皋、玉箫两世姻缘为题材的爱情剧。该剧第 ( 出《韦皋嫖

院》写韦皋与玉箫初次见面，韦皋问玉箫记得多少杂剧、院本，玉箫回答说，“文武杂剧也晓得五六十

本”，并在《后庭花》一曲中唱出了十几种杂剧的名目，其中有《诚心令女贤》一种［&］（//+&) # &’）。对该曲

目的记载仅此一见，《录鬼簿》［!］、《太和正音谱》［*］未见此目。此后，明清时期的其他曲目及今人傅惜

华《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也未曾提及。虽然没有曲

目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在元明两代的某一时期曾是流行曲目，否则，作者就不会把它和《窦娥

冤》、《东墙人月圆》、《出塞昭君冤》、《苏小卿》等脍炙人口的名剧相提并论了。关于此剧，冯沅君先生

在考证柳青娘其人时，曾引录了玉箫所唱的《后庭花》曲，在注释中顺便提到：“《诚心令女贤》疑是元庾

吉甫的《青陵（绫）台》。因为生于贴唱我记得《诚心令女贤》后曾说《列女传》，而庾剧的全名是《列（烈）

女青绫台》。”［$］（/+*!’）笔者以为，冯先生的推测是没有根据的，该剧与庾吉甫没有关系。

钟嗣成《录鬼簿》（曹楝亭本）卷上“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载庾吉甫名下有

曲目 &. 种，其中有《列女青绫台》（说集本、孟称舜本、天一阁本“绫”作“陵”）［!］（/+ &")）。朱权《太和

正音谱》亦载其简名《青绫台》［*］（/+!’）。此剧今无传本，但其本事则可考知。齐森华、陈多、叶长海

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曲学大辞典》说其本事出自汉刘向《列女传》中韩凭夫妻的故事［)］（/+ !*’），但笔

者仔细查阅各种《列女传》的版本（《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本!），

没有发现这一记载。它的本事，应出自晋干宝的《搜神记》。《搜神记》卷一一载韩凭妻何氏貌美，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 )*+,-&%. /%-0+$1-23（4#5&%-2-+1 &%6 7"8-&’ 78-+%8+1）
012 +**，31+.
45/6 + !""*

万方数据



为宋康王所夺，韩凭与妻双双自杀。两冢之树，根相交，枝相连，宋人称为“相思树”［!］（"#$%%）。唐

李冗《独异志》卷中引了这一记载，说青绫台为宋康王使韩凭所筑，其妻跳台而死［&’］（""# $( ) $*）。

《太平御览》卷一七八引《郡国志》，说青绫台在郓州须昌县犀丘城［&&］（"#*%*）。可见，青绫台的本事

出自《搜神记》，《诚心令女贤》与此无关。那么，该剧的本事出自哪里呢？

笔者以为，剧名《诚心令女贤》中的“令女”表明了女主角的身份，它是一部以县令女儿为主人公的

旦本戏。该剧本事出自《列女传》卷五的“珠崖二义”，珠崖，在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二义，指珠崖令

女儿及其继母。据记载，珠崖多珠。律法，带珠入关者死。令死，继母与令女（名初，&$ 岁）奉丧归。其

弟 ! 岁，将母亲弃于地的臂珠又放进镜奁中，人皆莫知。过海关时，关吏搜出 &’ 颗大珠，按律当坐法。

初主动说是自己放的，继母信以为真，怜其幼小，也说是自己放的。两人争执不已，痛哭失声，泣下交

颈，哀恸旁人。关吏也感动了，说：“母子有义如此，吾宁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让，安知孰是？”于是，

弃珠而遣之。事后才知道是男孩留下了珠子。此事约发生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 年）至汉元帝初

元三年（前 +% 年）之间，因为“（元鼎）六年，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

崖、儋耳郡”［&,］（"#&**），“（初元三年春），珠崖郡山南县反，博谋群臣。待诏贾捐之以为宜弃珠崖，救民

饥馑，乃罢珠崖。”［&,］（"#,*$）该剧当是一本以珠崖令女“推让争死”为主要情节的杂剧。

二、汤显祖《送艾太仆六十韵》的异文

明万历刻本《艾熙亭先生文集》（版心题《 终太山人集》）卷一〇为《附诸公赠诗》，其中收有汤显祖

《送艾熙翁先生五十韵》诗，题下署“临川汤显祖主事”，“主事”二字稍小［&$］（""#*&( ) *&*）。艾熙亭，即

艾穆，字和父，号纯卿，湖南平江人。嘉靖三十七年（&--*）举人，累迁刑部员外郎。张居正丧父夺情，抗

疏谏，杖八十，遣戍凉州。居正死，起户部员外郎，累迁右佥都御使，巡抚四川，以病归。《明史》卷

二二九有传［&+］（"#%’’$）。汤显祖此诗作于万历十八年庚寅（&-!’）九月，据《万历实录》，是年九月壬子

升南京鸿胪寺卿艾穆为太仆寺卿，时汤显祖 +& 岁，在南京祠祭司主事任上［&-］（"#$’%）。

《艾熙亭先生文集》（以下简称“艾本”）所收汤诗与徐朔方先生笺校的《汤显祖全集》［&-］所录同诗有较

大的差异。该诗在徐编《汤显祖全集》诗文卷九，第 $’- ) $’% 页，诗较长，不全录。这里着重比较其差异。

其一，艾本诗题为《送艾熙翁先生五十韵》，全诗共 -’ 句，徐编《汤显祖全集》本题为《送艾太仆

六十韵》，全诗共 %& 句，比艾本多“文章沾入雾，富贵起随沤”及从“如云瞻郟郠”至“孤株感若榴”共

&& 句诗，且有序云：“太仆以乙科为郎，论江陵起复戍起南鸿胪。”

其二，同一句诗的具体差别如下：

“远窜逢群魅”：“群”，艾本作“魑”。“扶颜依枸杞”：“依”，艾本作“销”。

“恩波许自由”：“许”，艾本作“得”。“遂作云雷起”：“遂”、“起”，艾本作“解”、“奋”。

“还令湘汉浮”：“令”，艾本作“同”。“难为西塞忧”：艾本作“难分北阙忧”。

“鹤怨转夷犹”：“转”，艾本作“且”。“龙影回江郭”：“江”，艾本作“山”。

“九河原曲直”：艾本作“千寻原自直”。“百炼肯刚柔”：“刚”，艾本作“随”。

“光禄征能就”：“就”，艾本作“入”。“陪台出似游”：“似”，艾本作“壮”。

“芳树绕潮沟”：“潮”，艾本作“朝”。“看松高盖偃”：“高盖偃”，艾本作“朝藓合”。

“世事留黄阁”：艾本作“世法能青眼”。“言佩尺书入”：“言”、“尺”，艾本作“玄”、“两”。

“朝铨且七 ”：“朝铨”，艾本作“铨铨”。“行藏燕市古”：“燕市古”，艾本作“多古色”。

“出入楚门修”：“楚门修”，艾本作“仰前修”。“去欲 戎乘”：“去”，艾本作“看”。

“凤洮鸣镝满”：“洮”，艾本作“池”。“河源汉列侯”：“列”，艾本作“外”。

“太白朝芒角”：“朝芒角”，艾本作“高难定”。“崆峒宿践蹂”：艾本作“淳煌卒未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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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亦趋千里”：艾本作“自可趋朝列”。“今何问一丘”：艾本作“无烦问故丘”。

“未必参帏 ”：未必，艾本作“今日”。“看君展一筹”：“展”，艾本作“第”。

从以上对比可知，共 !" 句有异文，其中有 # 句差别很大。这些异文不仅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

而且可以看出汤显祖对该诗的修订过程。

徐编《汤显祖全集》诗文部分所据底本是康熙刊本《玉茗堂集》，据以校勘的有万历本（还有其他

刊本，因与本文讨论的话题无关，不及）［$%］（&’$(）。康熙本是根据韩敬天启元年（$#!$）辑成的《玉茗

堂全集》“编摩考订，损赀重梓”的，实际上，康熙本“悉照韩刻旧本”（康熙本若士侄孙秀琦序）［$#］

（&’)**）。因此，天启本［$*］、康熙本属同一系统，《送艾太仆六十韵》在上述两种版本和徐编《全集》中

完全一样。万历三十四年丙午（$#+#），汤显祖 %* 岁时，南京文棐堂刊行了《玉茗堂文集》，其中的

《送艾太仆六十韵》一诗，有“远窜逢魑魅”、“恩波得自由”、“还同湘汉浮”、“鹤怨且夷犹”、“难分北阙

忧”、“千寻原自直”、“百炼肯随柔”、“自可趋朝列”、“无烦问故秋”等 ( 句与艾本相同［$%］（&&’ ,+* -
,+"），“御挺（误，当作‘梃’）惊魂落”、“似作云雷起”、“行藏标古色”等 , 句与艾本、天启本各异，“似雪

耻浮游”、“何缘参世业”、“不惜与人俦”、“城阴宿鸟秋”等 ) 句与天启本不同，余皆同。因此，从艾

本、万历本、天启本的不同，我们可以得知艾本所收汤诗《送艾熙翁五十韵》是作者最初的诗稿，在万

历本刊行以前做了一些修订，如将诗题改成《送艾太仆六十韵》，增加了序言和 $$ 句诗，对 $( 句进

行了文字改动。其后，汤显祖又对该诗进行了修改，这就是将万历本与艾本相同的 ( 句改成了天启

本的样子，万历本中增加的 $$ 句中的 ) 句即“似雪耻浮游”、“何缘参世业”、“不惜与人俦”、“城阴宿

鸟秋”，也改成了天启本的样子。汤显祖对同一句诗的改动并不是一次成功的，而是经过反复修改

的。如同一句诗，艾本为“解作云雷奋”，万历本为“似作云雷起”，天启本为“遂作云雷起”。另一例

艾本为“行藏多古色”，万历本为“行藏标古色”，天启本为“行藏燕市古”。这说明汤显祖对此诗的修

改是相当认真的，但智者千虑，也有一失。汤显祖对该诗的修改远没有彻底与完善，一个明显的例

证是，天启本诗题是《送艾太仆六十韵》，而正文却有 #$ 句，诗题与实际句数不符，且该诗在天启本

卷一一《五言排律》内，应是偶句而非单句。这一疏漏汤显祖未加订正，后来的编集者也忽略了，故

未予说明。因此，本文略作对比，分析如上。

另外，诗题与实际句数不符的还有一例，即《次答邓远游渼兼怀李本宁观察六十韵，有序》，诗题

是“六十韵”，而实际句数只有 )+ 句。该诗在天启本诗卷一二，徐编《汤显祖全集》诗文卷一五，第

#,) 页至 #,% 页，一并指出，供徐先生修订再版《全集》时参考。

三、《柳下惠》院本蠡测

院本是与北曲杂剧既相似又不完全一样的戏剧样式，元末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五云：“金有院

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 ,##）朱权《太和正音

谱》也说：“金为院本、杂剧，合二为一。元分院本为一，杂剧为一。”［,］（&’ %,）但由于他们没有用实例

分析，人们对它的体制还是不甚了了。直到王国维在朱有燉《吕洞宾花月神仙会》杂剧中发现《长寿

仙献香添寿》院本的存在后（《宋元戏曲史》第 $, 章《元院本》）［$(］（&&’ $$+ - $$,），人们才对它有了具

体认识。其后，胡忌先生详细辨析了院本与杂剧的异同，并对《献香添寿》、《双斗医》、《王勃》、《园林

午梦》等 ) 种院本的特征作了总结，使人们对院本的认识更加丰富深入［!+］（&&’ *% - (#）。但自此以

后，似乎没人对这一问题进行继续研究，也未发现新的院本。笔者在阅读明人沈自晋（$%",—$##%）

的《望湖亭》传奇时，发现该剧第 !, 出《不乱》插演的一出戏《柳下惠》极似院本［!$］。

《望湖亭》取材于万历年间吴江县发生的一件实事，《情史·吴江钱生》、《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

凤凰俦》均以此为题材。该剧写富家子弟颜秀欲娶高赞之女白英为妻，担心自己貌丑且胸无点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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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拒绝，请表弟钱万选两次顶替自己前去议亲与迎娶。后事情露馅，告到县衙，县令判高白英配钱

万选为妻。第 !" 出即写钱万选代颜秀迎亲时，由于大风不能开船，只好在高家过夜。高家招待新

郎，请梨园演了这出《柳下惠》。为节省篇幅，下面只引录该剧后半节，然后说明它是院本的可能性：

［净结巾紫袖带髯上］莫信直中术，须防人不仁。吾乃盗跖是也，叵耐柳下惠装个道学模

样，暮夜无人，却恣行奸骗，可恼，可恼！就此赶进，一拳挥死他。开门，开门！

［末惊介］呀，是盗跖声音，怎么好？

［小旦］此人不可力敌，有计在此。柳大人，把大帽与奴家戴着，换奴家坐转了，你只将袖儿

掩面，不要开口，待他来，你便脱身，留我在此，随机应付他。

［末除帽与小旦戴介，反坐在小旦怀中掩面介］

［净］不免跳墙进去。［跳入叫介］干得好事！

［小旦］奴家在此，并与柳大人无干。

［净］就一拳打死这假道学，只怕打磋时，可惜这女子。［摸着末问介］这是谁？

［小旦应］就是奴家。

［净又摸着小旦帽问介］你便是？

［小旦应］便是柳下惠了。

［净推起末介］与你这小妮子无干，躲过一边，待我打着那厮。［末逃下］

［小旦］大王爷不要乱打，奴家不是柳下惠。

［净］呀，他去了。好怪阿，既如此，难得萍水相逢，与娘子成其夫妇罢。

［小旦］奴家害怕，你戴着这帽儿，也是这般端坐，闭着眼，待我暖这壶酒来，共饮三杯，成其

夫妇便了。

［净］妙，凭你。［净戴帽坐地介］

［小旦跳下］

［小丑持牌索上］自家鲁男子，奉柳士师之命，拿着盗跖，须索走遭。

［净］呀，小娘子来了，也坐在我怀中。

［小丑 ］ ，你看！

［净］呀，那女子走了，你来也想偷他么？

［小丑］胡说，柳士师拿你。［缚净介 ］

［净］不要忙，且饮杯酒儿走。

［小丑］将酒劝人，终无恶意，从权一饮何妨？［席地共饮介］

［净］［前腔］杯酒殷勤，莫把愁怀、在闲处，尽谁是聪和俊，又是谁愚和蠢。

［小丑合］ ，一醉总休论，跖何殊舜，满眼蓬蒿，千载同归尽，不见玄鬓相催，白似银。

［小丑醉盹介］

［净除帽与小丑戴、自带小丑方巾，又除髯与小丑带介，又将索缠小丑介，净躲介，小丑醒介］

好醉也！呀，奇怪，这是大帽，这是索子，［将须介］好笑一个盗跖倒在这里，那鲁男子哪里去了？

［净出叫介］鲁男子在这里。随我去，你晓得么？世情宜假不宜真，乖的反被愚的笑。

［小丑］嗳，若不是鲁男子独顶缸，怎显得戏场中三脱帽？

［净笑拽小丑诨下 ］［内作煞锣完戏介］

明代有院本的创作与演出是毋庸置疑的，胡忌先生《宋金杂剧考·明代院本概况》一节引用了很

多材料来加以论证，并说：“在整个的明代⋯⋯#$ 世纪末叶到 #% 世纪初———院本的演出在各方面

的场合中仍是有相当势力的。”［!&］（’(#&&）这一结论是比较可靠的。按照胡忌氏总结的院本特征来

衡量《柳下惠》，说该剧是院本当不会是无知妄说，且极有可能是笑乐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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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看，《柳下惠》“以耍闹为主，注重发科调笑。”［!"］（#$%"）该剧有四个人物，小旦扮前村女

子，“提酒篮上”；小丑扮鲁男子，“方巾便服”；末扮柳下惠，“戴大钹帽色衣”；净扮盗跖，“结巾紫袖带

髯”。前半部分演前村女子出门探亲，遇到风雪，加上天黑，便敲鲁男子家门，请求借宿御寒 ，鲁男子不

肯，女子只好再敲鲁国士师柳下惠的门，柳下惠将冻倒的女子“扶起坐怀中介”，“把双袖将他 ”。待

盗跖上场后，整个内容完全以耍闹调笑为主。村女设计诱骗盗跖，盗跖又设计戏弄鲁男子，该剧还吸

收了民间笑话“我到哪里去了”的情节，喜剧效果十分强烈，耍笑逗乐的性质与《献香添寿》、《双斗医》、

《王勃》等院本相仿佛。四人各唱一曲［驻云飞］，［驻云飞］既属南曲［中吕］过曲，又是民间小曲曲调。

这也符合院本“可偶加小曲一二支”的要求［!"］（#$%"）。不过，这里多二曲，无关大碍，只要不是套曲即

可。《柳下惠》是一出完整的短剧，所以能插在第 !& 出演出，且与剧中喜庆欢乐的气氛十分吻合。从

演出形式来看，院本的表演分开呵、布置、收住三部分。《柳下惠》的演出也是如此。在正式演出前，

“副末上开场”，他念的开场句是：“堪笑戏中作戏，谁知场上作场。虽则微伤大雅，动人观听何妨？那

来的好个前村女子模样的，交过排场，紧做慢唱。”接着展开情节（布置），每人上场时自报家门，下半节

则全属打诨。净与小丑下场前说的“世情宜假不宜真，乖的反被愚的笑”、“若不是鲁男子独顶缸，怎显

得戏场中三脱帽”则为收住。这样的短剧难道不是杂剧吗？杂剧与院本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北曲杂剧

分旦本与末本，一人主唱，一折为一套曲。明代出现南曲杂剧后，虽同一折内，各脚色均能唱，但曲牌

也必须是联套的。不论南、北杂剧，其内容都不以耍闹调笑为主。而院本则以耍闹调笑为主，唱曲是

只曲或小曲。王九思的《中山狼》虽自称院本，且只有一折，但它的唱词是套曲，又不以耍闹调笑为主。

因此，它是杂剧而不是院本。而《柳下惠》一剧则是院本，而不是杂剧。

明代笑乐院本十分流行（也叫耍乐院本、耍笑院本），《水浒全传》、《金瓶梅词话》多次出现这几个

词［!"］（##$!’( ) !’*）。其特点是“浓淡相间，雅俗并陈，全在结局有趣，如人说笑话，只求末语令人解颐”

［!!］（#$%+,）。《柳下惠》最有趣的情节在下半部的耍笑逗乐，尤其是结尾的“掉包”表演及“好笑一个盗

跖倒在这里，那鲁男子哪里去了”的独白，令人捧腹。因此，此剧属笑乐院本的可能性较大。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五《院本名目》有 ’+" 种［-,］（##$ &’’ ) &,’），未载有以《柳下惠》或《盗跖》为

题的院本，诸家曲目也没有记载以两者为题的杂剧或传奇，从此剧开演前末与副末的对话一再称它

为“新戏”（末：待我看有什么新戏在上边？副末：有新戏，这《柳下惠》的故事是新开的）来看，它不是

金元旧本，也不是根据杂剧或传奇改编而成，而是晚明人的创作。究竟是沈自晋的自作，还是他将

别人的作品移入自己的剧作中，则无从考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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