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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曲家唱演与历史题材剧目关系考论

历史题材剧向来是戏曲创作中的重要领域，刻画历史人物形象，表现对历史事件的反思总结，体现较为严肃

的历史精神，历来受到重视和推崇⑴。目前学界对历史题材剧的关注与讨论冷热不均。华玮教授《清代戏曲中的

明史再现》（中华书局 2019 年版）、杜桂萍教授《重写与回溯：清代文学创作中的“明代”想象》（《中国社会科

学报》2022 年 9 月 5 日）等论著或文章均关注到清代戏曲创作中对前朝历史的体认和反思。南京大学孙书磊教

授《以曲为史：中国古代文人的历史剧创作》（《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 年第 3 期）、浙江传媒学院伏涤

修教授《有关历史剧理论与创作争鸣的回顾与反思》（《艺术百家》2018 年第 5 期）以及熊姝《关于历史剧的 N
次界定》（《戏剧之家》2021 年第 33 期）等文集中讨论“历史剧”若干问题，可见，代明而兴的清朝，其戏曲舞

台上的历史题材剧目成为不可回避的议题。

然而，晚清民国时期昆曲唱演与历史题材剧目之间的关系较为特殊，也更容易被忽视。在上述诸家的基础之

上，延伸至曲家曲唱中历史题材剧目的唱演传承情况，具有一定的新意。故而本文先阐述对历史题材剧的概念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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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然后从曲家订谱、曲家唱演等角度展开考述，冀求追寻曲家唱演传承与历史题材剧目之间的关系。

一、何为“历史题材剧目”？

历史题材剧目的创作，既可以是帝王将相、英雄名人，譬如推崇三国英雄关羽的《单刀会》，表现宋太祖赵

匡胤的《风云会》，或者刻画奸臣《凤鸣记》，也可以是士绅、女性等社会中下层历史人物为主角，譬如叙演南朝

徐孝克夫妇事的《祝发记》、描绘南明歌妓李香君侯方域事的《桃花扇》等。关键在于历史人物的塑造、历史事

件的描绘和历史精神的传达。

故而本文所言“历史题目剧目”从创作到界定从严：全剧主人公为历史真实人物，剧情符合历史逻辑，或者

说有史可依，可以对历史素材进行合理的艺术化处理，或者说合理的艺术想象，由此弥补创作素材或者创作环境

的掣肘，但不包括借用历史人名的“戏说”。历史题材剧目的情节不是历史材料的简单回放，任何文学艺术作品

都不可能做到历史的全方位回放，但这不影响它们对于历史的表达和创作性思考。

不可否认，晚清民国时期，曲社唱演中的历史题材剧目是重要类型，但不占据主体优势。更为诧异的是，上

述诸种历史题材创作剧目，在昆曲曲社的唱演传承中，逐渐淡化。这与曲社唱演旨趣、人才构成、传承方式乃至

唱演场合等因素。而且通过曲家唱演传承历史题材剧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晚清剧作家表现明清易代的历史剧目

创作如《帝女花》《芝龛记》等，未能在曲社曲唱中广泛流传，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因为政治题材敏感，一是因

为彼时文人戏曲创作与梨园搬演之间的裂痕已经扩大脱节，即文人戏曲创作中案头化、教条化、模板化等倾向与

求新求奇、竞争激烈的戏剧市场全不相符；一是晚清民国时期昆腔衰落不堪，戏班吸收花部剧目，伶人纷纷改搭

他班，昆腔剧目缺少伶工名家的打磨以至于经典化。

历史题材剧不等于史料的编年式排演。二者之间存在艺术加工与提炼的本质差异。清代历史题材剧目创作的

第一个高峰期在清初，以李玉为（约 1691- 约 1671）代表的“苏州派”成就斐然。以李玉《千钟戮》、《清忠

谱》⑵等剧目较有代表性，前者叙演明初建文帝亡命天涯之事，后者表现明末苏州市民与阉党斗争史实，虽然剧

本题材往往见诸正史、野史、诗文集或笔记小说之中，但与戏曲文本所采用的唱演方式来演绎，大有不同；清初

康熙年间以佚名《铁冠图》、曹寅改编本《虎口余生》，和孔尚任《桃花扇》等剧目最为典型，并且走向巅峰。此

后受文字狱、查禁删改等政治因素的冲击趋于衰退。晚清民国时期再度抬头。譬如苏州吴梅（1884-1939），字

瞿安，一字灵鳷。著有《湘真阁》《风洞山》《血飞花》等皆为历史题材剧目。清代两次历史题材剧目创作高峰，

均以明清易代的史实为历史背景，采用较为严肃的创作理念，塑造历史人物形象，表现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揭

示历史人物命运，不过晚清历史题材剧目鲜有曲场唱演者。

清代扬州学者焦循曾对历史题材剧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论述。他以花部剧目《两狼山》为例，该剧演绎北宋杨

家将事，最为特别之处是“演杨业死事，则全归狱于美”⑶。如此则与史书所载“陈家谷口之败，杨无敌与子延

玉并死于难，其端由于王侁忌功不救”出现龃龉。至此，历史题材剧的独特价值得到体现，即：

盖美陷业而委其罪于侁，史如其所委者书尔；而特于杨业口中出‘奸臣’二字，美之为奸臣，实以此互见之，

有《春秋》之严焉。⑷

拙文曾言“艺术的真实性引发焦循思考历史的真实性。我们由此辨明历史，实有赖于对戏曲认知功能的发现

与倚重。焦循所代表的乾嘉学风，考证本事，探究源流，认为戏剧作品绝非随意虚构”⑸，所以说“历史事件发

生之后，如何总结教训，如认识社会真相，并获得审美体验和精神‘净化’，这是戏曲创作要完成的任务”⑹。历

史题材剧正是兼有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全新创作，在历史真实基础上，绽放精神的花火。剧作家通过艺术真实

的演绎，表达对历史、社会、现实和人生等诸多方面的反思及期待。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着重探讨晚清民国时期曲家唱演中的历史题材剧目，它们的存在形态和特征如何？曲家

曲友正是通过这些剧目的唱演，再绘家国之变的历史风云，实现历史情感的抒发。晚清民国时期曲社唱演中历史

──────────────────────────────────────────────────────────

⑵　李玉等苏州派剧作家合撰，刊于清顺治十七年，即 1660 年。

⑶　（清）焦循撰，韦明铧点校：《清代焦循论曲三种》，广陵书社 2008 年版，第 312 页。

⑷　（清）焦循撰，韦明铧点校：《清代焦循论曲三种》，广陵书社 2008 年版，第 312 页。

⑸　裴雪莱：《焦循戏曲理论之“谬悠”说》，《韶关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1 期。此文为笔者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中部分章节。

⑹　裴雪莱：《焦循戏曲理论之“谬悠”说》，《韶关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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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剧目多为折子戏形式，往往擅于浓墨重彩地深度刻画历史语境中戏剧人物的情感世界、内心挣扎、生死抉择

等方面内容，成为历史剧作家“再创作”之后的“再创作”。正是在这段时期逐步形成传统和特色。

二、曲家曲谱中的历史题材剧目

曲家编订的曲谱不仅是收录历史题材剧目的重要宝库，更是曲唱实践的经验总结。自清中期苏州叶堂订《纳

书楹曲谱》、冯起凤订《吟香阁曲谱》以来，继有《遏云阁曲谱》（王锡纯辑、李秀云拍正）、《春雪阁曲谱》（殷

溎深辑、张余荪校正）、《六也曲谱》（殷溎深辑、张余荪校正）、《昆曲粹集》（昆山国乐保存会同人编）、《集成曲

谱》（王季烈、刘富樑编订）、《昆曲大全》（张余荪辑）、《与众曲谱》（王季烈辑、高步云拍正）、《昆曲集净》（褚

民谊主编、陆炳卿和沈传锟编校、溥侗点正）、《正俗曲谱》（王季烈编），延伸至俞振飞编订《粟庐曲谱》，形成

昆曲曲唱发展的脉络。上述诸谱，是不同时期曲家曲师的精心结撰，为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曲社曲唱所采用。

其中，历史题材剧目收录情况展开如下：

1.《纳书楹曲谱》，清乾隆末期苏州曲家叶堂编订，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之五十九年甲寅（1794）刊

刻完成。全谱分为正、续、补遗各四卷，以及外集二卷，共有元杂剧 36 折，南戏 38 出，明清传奇 114 出，时

剧 23 出，以及散曲 10 套、诸宫调和散曲各 1 套。该谱对后世清曲曲唱影响较大，具有清曲向剧唱转变标志⑺。

其历史题材剧目统计如下：

正集：卷二：《昊天塔》1 出、《马陵道》1 出、《苏武还朝》1 出、《古城记》1 出、《单刀会》1 出；卷三：《浣

纱记》8 出、《桃花扇》3 出、《祝发记》2 出；

续集：卷二：《眉山秀》1 出、《牧羊记》5 出、《金印记》2 出、《千金记》2 出、《连环计》1 出、《三国志》

1 出、《天宝遗事》1 出、《渔樵记》1 出；卷三：《一捧雪》1 出、《郁轮袍》1 出；4 集：《葛衣记》1 出、《千忠禄》

2 出、《千金记》1 出、《琥珀匙》2 出；

外集：卷一：《寻亲记》3 出、《连环记》2 出、《渔樵记》2 出、《清忠谱》1 出、《风云会》1 出 ；卷二：《铁

冠图》3 出、《烂柯山》3 出、《鸣凤记》1 出；补遗：《浣纱记》1 出、《苏武还朝》1 出、《八义记》1 出、《连环记》

1 出、《虎符记》1 出、《宝剑记》1 出、《眉山秀》1 出、《三国志》1 出、《千忠戮》2 出、《麒麟阁》1 出。

2.《遏云阁曲谱》，清末清河王锡纯辑，苏州李秀云拍正。光绪十九年（1893）上海著易书局铅印初版。共

有 12 册，收传奇剧目 18 种，折子戏 87 出。该谱试图矫正《纳书楹曲谱》清曲传统，更加贴近场上演出。正所

谓“变清宫为戏宫，删繁白为减白。旁注工尺，外加板眼，务合投时，以公同调”。1920 年版附天虚我生《学曲

例言》一卷，同样意在方便曲友曲唱。历史题材剧目仅有《四声猿 · 骂曹》1 出，以及《精忠记 · 扫秦》1 出。

可见，便于场上唱演的《遏云阁曲谱》收录历史题材剧目相当稀少。

3.《六也曲谱》，又称《增辑六也曲谱》⑻，苏州殷桂深原稿，怡庵主人张余荪制。上海朝记书庄民国十一年

（1922）石印。张余荪以清末苏州曲师殷溎深原稿⑼为基础进行校订，由上海朝记书庄于民国十八年（1929）出版。

全谱分为元亨利贞四集，共收传奇 55 种，折子戏 204 出。昆山东山曲社等采用此谱。

元集：共 15 种剧目，共 54 出折子戏，其中历史题材剧 3 种，占全部剧目 1/5。元集 1，开场四折除外，历

史剧剧目占了三分之一，分别是《牧羊记》，通过四折《大逼》《小逼》《牧羊》《遣妓》刻画历史人物苏武的忠贞

气节；元集 2 共有剧目 5 种，历史题材《连环记》1 种，表现历史风云与历史人物 ；元集 3 共有 6 种，历史题材

剧目《三国志》1 种。

亨集：共 14 种剧目，48 出折子戏，其中历史题材剧 4 种，折子 14 出。《浣纱记》4 折：《越寿》《前访》《拜

施》《分纱》；《八义记》4 折：《劝农》《医桑》《闹朝》《扑犬》；《党人碑》：《打碑》《酒楼》《请师》《拜帅》；《西

川图》：《三闯》《败惇》。

利集：共 12 种剧目，48 出折子戏，其中历史剧 2 种，折子 8 出。《寻亲记》：《送学》《跌色》《复学》《茶访》；

──────────────────────────────────────────────────────────

⑺　稍早于此，苏州吴县冯起凤编订《吟香堂曲谱》，收有《牡丹亭曲谱》《长生殿曲谱》两种全谱，均不属于历史题材剧目讨论范

畴。

⑻　此谱又称“大六也”。清末民初之际，张余荪曾于 1908 年苏州振新书社出版过四册一函的《六也曲谱初集》，称为“小六也”。

《增辑六也曲谱》比光绪三十四年张余荪校订的四册装《六也曲谱初集》大为丰富，故本文选取前者为讨论对象。

⑼　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苏州振新书社石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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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捧雪》：《换监》《代戮》《刺汤》《祭姬》。

贞集：共 15 种剧目，54 出折子戏，其中历史剧 3 种，折子 15 种。《烂柯山》：《前逼》《悔嫁》《痴梦》《泼水》；

《千金记》：《鸿门》《撇斗》《追信》《拜将》；《桃花扇》：《访翠》《寄扇》《题画》。

按：《六也曲谱》收有“南屏先生研究昆曲之唱法，曾见时报，转录如下”等语，其要点在于四声、五音、

呼法、做腔和曲情。

4.《集成曲谱》，苏州王季烈与嘉兴刘富梁编订，全谱分金声玉振四集，每集八卷八册。民国十四年（1925）
商务印书馆石印本。该谱提出“所选戏剧则采曲律词章兼善，订宫谱则求古律俗耳之并宜”，但与梨园唱演存在

差异。王氏另有《与众曲谱》，笛师高步云拍正，曲白科介俱全的工尺谱。全谱八卷八册，共有折子 97 出。

1940 年天津合笙曲社石印本，1927 年商务印书馆平装本⑽。

《集成曲谱》共有历史题材剧目 20 种，具体如下：

金集 3 种。《风云会》：《访普》1 折；《牧羊记》：《小逼》《看羊》《望乡》《告雁》4 折；《一捧雪》：《饯别》《拜

别》《路遇》《豪宴》《露杯》《换监》《代勠》《株连》《审头》《刺汤》《祭姬》《边信》《坟遇》《杯圆》14 折；

声集 5 种。《昊天塔》：《五台》1 折；《马陵道》：《孙诈》1 折，《眉山秀》：《衡文》《婚试》2 折；《四弦秋》：

《送客》1 折；《吟风阁》：《罢宴》1 折。

玉集 4 种。《单刀会》：《训子》《刀会》2 折；《浣纱记》：《前访》《越寿》《行成》《回营》《离国》《劝伍》《养

马》《打围》《后访》《歌舞》《寄子》《别施》《进美》《采莲》《储谏》15 折 ；《烂柯山》：《悔嫁》《痴梦》《泼水》

3 折；《茂陵弦》：《买赋》。

振集 8 种。《渔樵记》：《北樵》1 折；《连环记》：《赐环》《问探》《拜月》《小宴》《大宴》《梳妆》《掷戟》7 折；

《鸣凤记》：《写本》1 折；《寻亲记》：《荣归》《饭店》2 折；《麒麟阁》：《三挡》；《千忠戮》：《搜山》《打车》；《桃

花扇》：《访翠》《寄扇》《题画》3 折；《满床笏》：《郊射》《龚寿》《醉荐》《纳妾》《跪门》《求子》《参谒》《后纳》

《祭旗》《卸甲》《赐婚》《笏圆》12 折。

三折以上的剧目有《一捧雪》《牧羊记》《浣纱记》《连环记》《桃花扇》《烂柯山》《满床笏》等 7 种，基本构

成晚清民国时期曲社曲唱历史题材剧目主体来源。

5.《与众曲谱》。苏州王季烈选编，苏州笛师高步云拍正。曲牌科介俱全。以 1940 年天津合笙曲社石印线装

本最早，但以 1947 年商务印书馆八卷八册本最为通行，包括时剧 6 种，共有 97 出折子，以及散曲 3 套。历史

题材剧目如下：

第一册卷一：《风云会》：《访普》；《单刀会》：《训子》《刀会》。

第四册卷四：《浣纱记》：《回营》《打围》《寄子》；《牧羊记》：《小逼》《望乡》；《祝发记》：《渡江》。

第六册卷六：《连环记》：《问探》；《草庐记》：《花荡》；

第八册卷八：《四声猿》：《骂曹》；《铁冠图》：《刺虎》《夜乐》。

按：《祝发记》，明代传奇剧目，苏州张凤翼撰。取材于《南史》卷六二《徐孝克传》，演南北朝时期梁朝国

子博士徐孝克与妻臧氏奉母至孝事。剧情如下：

侯景作乱，城中斗米万钱。为奉养老母，徐孝克夫妇以衣饰向侯景部将孔景行换米，孔景行见臧氏美貌，提

出除非将臧氏嫁他，方肯付米。在“有米三口生，无米三口死”的情势下，徐氏夫妻商量的结果是“不如人换米”。

臧氏决心到孔府后，一旦得米，即行自尽。不料臧氏改嫁的当天，未及成亲而孔景行奉命迎敌身亡，臧氏得以保

全贞节。

该剧本为张凤翼六旬时为祝母亲八十寿辰而作。本为娱亲，其实刻画历史人物的悲欢哀乐，表现人物命运。

《花荡》出自明佚名传奇剧本《草庐记》（全称《刘玄德三顾草庐记》）第四十六出⑾。为昆剧吸收时剧剧目。《草

庐记》演刘备三顾草庐，招贤纳士，至东吴招亲，及西川称帝事，串联火烧博望、长坂之战、三气周瑜等蜀汉历

──────────────────────────────────────────────────────────

⑽　该谱 97 出折子，基本来源于《集成曲谱》，故本文以《集成曲谱》为例。

⑾　据明吕天成《远山堂曲品》称，此出原本于明《碧莲会》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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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的英雄人物，情节多有依据。据《曲海总目提要》载，原本共五十四出，以三国诸葛亮等故事为主线。《花荡》

不仅表现张飞勇猛，还有亲切近人的一面，为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昆班常演剧目⑿，曲社曲谱实则较少收录。这与

曲社曲社以清唱、坐唱的室内环境为主，而职业戏班在剧场利于武戏“大刀大枪大嗓门”的展演有关。

6.《昆曲集净》。1943 年由 褚民谊主编，苏州曲家陆炳卿和沈传琨拍校，溥侗点正。22 个净角 55 出折子戏。

1944 年 5 月，于南京正式出版发行。其历史题材剧目极有代表性。

《三国志》：《挑袍》《古城》《档曹》《训子》《刀会》；

《风云会》：《送京》《访普》；

《八义图》：《评话》《闹朝》《扑犬》；

《千金记》：《起霸》《鸿门》《撇斗》《夜宴》《楚歌》《别姬》《十面》《乌江》；

《浣纱记》：《打围》《进美》《采莲》；

《铁冠图》：《别母》《乱箭》《刺虎》；

《祝发记》：《渡江》；

《昊天塔》：《五台》。

按：《精忠记》表现民族英雄、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事，尤其《草地》《翠楼》《败金》等折唱演较多，但全剧

结局并非遵循既定史实，改岳飞遇害为杀敌刃仇，这种“补恨”或“翻案”式与清康熙时期《长生殿》的结局处

理类似。

8.《昆曲大全》。苏州曲家张余荪编订，曲白俱全，1925 年上海世界书局石印出版。共收传奇 50 种，计折

子戏 200 出。张氏称“曲白板眼悉心订正，与梨园演唱无异”，可见该谱贴近梨园演出。其中历史题材剧目如下：

《千金记》：《起霸》《夜宴》《楚歌》《别姬》；

《八义记》：《评话》《遣鉏》《付孤》《盗孤》；

《牧羊记》：《焚香》《花烛》《告雁》《望乡》；

《烂柯山》：《北樵》《前逼》《逼休》《寄信》；

《一捧雪》：《卖画》《豪宴》《说杯》《送杯》；

《寻亲记》：《借债》《前索》《遣青》《杀德》⒀；

《金印记》：《言学》《玩亭》《蛋赋》《封相》；

《浣纱记》：《回营》《养马》《思蠡》《泛湖》。

共有剧目 8 种 32 折。《烂柯山》叙演汉朱买臣人生沉浮，鞭挞世事人情，较受欢迎。如果舞台唱演中能够

表现出“崔氏真悔过，朱氏有心软”的话，就能更加贴切地通过舞台重塑历史人物。《昆曲大全》选此剧《逼休》

等折⒁。

9.《春雪阁曲谱》：苏州曲师殷桂深原稿，张余荪校编，共两册一函。1921 年上海朝记书庄石印出版。叙演

吴越春秋事《浣纱记》为历史题材剧目，共有《回营》《进美》《采莲》《寄子》等折。

10.《昆曲掇锦》：无锡曲家杨荫浏辑，1926 年于无锡五大印务局石印。共选 9 种剧目，有曲无白，其中《千

忠戮 · 惨睹》《青冢记 · 昭君》《八义记 · 观画》⒂等为历史题材剧目。

11.《粟庐曲谱》。古吴俞振飞编，收 18 种剧目，共 29 出折子，曲白俱全，兼有“叶派唱口”之传统和梨园

剧唱之所长，称“俞派唱法”，对江南乃至全国昆曲曲唱影响较大。附有俞粟庐《度曲一隅》。最早于 1945 年影

印四个单册。梅兰芳题签，徐凌云作跋。1953 年香港影印出版时，附有俞粟庐手书《度曲一隅》，为曲界典则。

──────────────────────────────────────────────────────────

⑿　晚清民国时期苏州大章、大雅等昆班，以及传字辈艺人，均有《花荡》演出记录。

⒀　据此四折剧目来看，此《寻亲记》系明人王錂撰，《缀白裘》遴选数折。写北宋周羽被保正黄德陷害，其妻郭氏含辛茹苦，抚

养其子周瑞隆读书。后，瑞隆考中进士，授吴县县令，一家团聚事。此事乡里传为美谈。梁辰鱼等人亦有改编。故此剧应属历史

题材剧剧目。尚有明人《黄孝子寻亲记》，写元末河北黄觉经千里寻父事，本事见《元史 · 孝友传》，与此剧不通过。

⒁　近现代昆剧舞台中张继青、梁谷音等人饰演《烂柯山》中《痴梦》《泼水》等折影响较大，她们的技艺传承经“传”字辈，上

接晚清姑苏全福班名角等人的艺术渊源。

⒂　元杂剧《赵氏孤儿》为纪君祥撰，剧本题材取自《左传》《史记 · 赵世家》，以及刘向《新序 · 节士》《说苑 · 复思》等书，采取

加工提炼和虚构等手法。 明人徐元据此改编为昆腔传奇剧目《八义记》，但主要人物、主干情节和结局保持历史记叙，属于本文

所言历史题材剧目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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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剧目有三，分别是《铁冠图 · 刺虎》《渔家乐 · 藏舟》《牧羊记 · 望乡》等。

按：该谱所选折子，以《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等文学成就高，以表现生旦故事的剧目为多，其次《牧

羊记》等剧目。而与丑、净等行当较为薄弱。这与俞粟庐、俞振飞擅于生行曲唱有关。曲社曲唱容易出现行当传

承失之平衡的风险。

7.《正俗曲谱》，为苏州曲家王季烈（1873-1952）晚年所订，曲白俱全，共分为子、丑、寅、卯、辰、巳、

午、未、申、酉、戌、亥等 12 集，民国三十六（1947）由上海锦章书局石印初版，分为子集和丑集两个部分。

子集为清王夫之《龙舟会》7 出：《忆远》《示梦》《解谜》《遇仇》《杀贼》《禅悟》《采桑》；丑集为清孔尚任《桃

花扇》9 出：《听稗》《眠香》《却奁》《抚兵》《阻奸》《守楼》《骂筵》《誓师》《沉江》。

该谱所选剧目，均有典型的历史题材剧目特征。已出版两集，共 16 出折子戏，所选《桃花扇》折子为诸谱

最多。当与晚清民国内忧外患的时局有关，曲家曲友面对国破山亡之危的焦虑和情绪应对。

上述曲谱，以《正俗曲谱》所选历史题材剧目较有特色。曲家王季烈认为，“《韶》之九成，便是禹舜一本戏；

《武》之九变，便是武王一本戏”，于是“将古今传奇，选其仁义忠孝之谈，删其淫佚邪匿之语，定为曲谱。以之

移风易俗”⒃。在他看来，曲谱曲选便是历史的记录和载体，而且具有“移风易俗”之功。他的思路清晰，方法

也很具体：

因优孟衣冠，代生公说法。取《龙舟会》《琼屑词》《桃花扇》《芝龛记》《续离骚》《冬青树》《归元镜》《万

里缘》等传奇，选剧百折，填就歌谱。凡皆忠孝节义之事，慈祥恺悌之言，冀以移风易俗、返朴还淳，或与救正

世道人心，有万一之效欤？⒄

该谱编撰主旨是“忠孝节义之事，慈祥恺悌之言”，如此以来，对于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剧本更

加关注。

晚清民国时期曲唱中常见的曲谱尚有数家。譬如《梅兰芳歌曲谱》由缀玉轩于 1929 年套色精印。昆曲剧目

中惟《刺虎》出自明清易代历史题材剧《虎口余生》。

由上可知，晚清民国以来，曲家曲唱常用曲谱具有一定指向性⒅，保存一定数量的、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题材

剧目。曲谱所收历史题材剧目的折子以《浣纱记》《连环记》《牧羊记》等 3 种居多。清初为昆腔传奇杂剧创作的

第二次高峰，《千忠戮》《铁冠图》及《虎口余生》⒆等展绘明清易代史实的剧目入选曲谱同样较多，而《清忠谱》

（1 出）、《桃花扇》（3 出）等优秀剧目较为冷落。至于文人案头剧中的历史题材剧目更是鲜有入选。即使同为名

震一时的清初历史题材剧目《长生殿》《桃花扇》者，从清末民初的曲家评论及唱演实践来看，皆倾向于“耐听

耐看”“耐唱耐做”⒇的前者，毕竟冷热调剂，戏剧性较强，能够吸引住观众目光的剧目。

三、曲家唱演中的历史题材剧目

晚清民国时期的曲社曲家串演历史题材剧目颇多，即使相同剧目，不同师承，表现技巧以及个人风格均不相

──────────────────────────────────────────────────────────

⒃　正俗曲社同人编：《正俗曲谱子辑》，上海锦章书局，民国三十六年初版，扉页，无页码标记。

⒄　正俗曲社同人编：《正俗曲谱子辑》，上海锦章书局，民国三十六年初版，扉页，无页码标记。

⒅　清末曲家殷溎深、张余荪、王季烈等人贡献尤著。建国后《振飞曲谱》（1982 年版）台湾《承允曲谱》（1972 年初版）《蓬瀛曲

谱》（1972 年版）、百衲本《谷音曲谱》（1960 年版）、有曲无白清歌谱《寸心书屋曲谱》（甲乙编）等影响较大，但不属于本文讨

论时间范围。

⒆　表现明清易代、崇祯之死的三个剧目有《铁冠图》、佚名《虎口余生》以及曹寅《表忠记》等，题材相同，角度不同，属于同

题材历史剧目。华玮《谁是主角？谁在看？——论清代戏曲中的崇祯之死》等了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见《清代戏曲中的明史再

现》，中华书局 2019 年版，第 3 至 51 页。

⒇　近代曲家吴梅论“南洪北孔”之优劣时说，“《桃花扇》耐听耐看之曲只有三出，驾东塘之上《桃花扇》耐唱之由 , 实不多见 ,
即《访翠》《寄画》《题画》三折 , 世皆为佳曲 ,《访翠》仅【锦缠道】一支 ,《寄扇》则全袭《狐思》，《题画》则全袭《写真》,
通本无新声 , 北其短也。《长生殿》则集古今耐唱耐做之曲于一传中 , 不独生旦诸 , 出出可听 , 即净丑过脉各小曲亦丝丝人扣 , 恰
如分际”，见吴梅《顾曲麈谈 中国戏曲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57 页。文中提出的“耐听耐看”“耐唱耐做”，即

针对曲家唱演效果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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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曲家唱演既较高水准，又能自成一格的不在少数。尤以海宁曲家徐凌云《连环记》、上海曲家俞振飞《太白

醉写》等较有代表性。徐氏《连环记》得自全福班名伶，后又教授“传”字辈演员。剧中王允和吕布，与俞振飞

《太白醉写》中李太白等历史人物均经历了舞台重塑，均有创造性发挥。

徐凌云认为“曹操当时年少气盛，又是武将身份，机警狡猾之外，还有慷慨锋芒的一面，与以后做上汉丞相、

以至魏王时期的精神面貌不同”�。这点给我们带来极大启示。同一历史人物在同剧不同阶段均有不同历史面貌

呈现，绝不能千篇一律的脸谱化呈现，才能更加符合历史发展观中辨证地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串演该历史人物

的核心要求，即外冷内热。即使彼时曹、王属于同一阵营，但因地位、性格的差异，刻画历史人物的手段和方法

也有差异。以《连环记 · 小宴》�为例，此折为全剧第 20 出，既是实施连环计关键阶段，又是吕布、貂蝉、董卓

与王允等核心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转变的关键。

总体来看，舞台对王允的人物性格的刻画是“深谋远虑”，但具体到《小宴》一折，精细持重之外，也有灵

活之处，即对看清吕布董卓关系实质之后的暗讽和愚弄。同时又必须把握人物人份，不可失之油滑。�

曲家串演历史人物时，注重通过动作细节揭示人物内心，而且这种表现方式，属于舞台串演过程中的再度创

作，往往对案头文字的叙事所不及。譬如，《小宴》中吕布手中画戟不断换手的细节，明显能够对历史人物的内

心世界进行深度刻画，除去舞台身段效果，历史人物的吕布，“恃勇好色、不顾信义”，遭遇貂蝉被夺之后的焦躁

愤懑，终于采取行动对抗董卓，需要一定的心理过程。

文人曲家偏好历史题材剧目的唱演。嘉兴曲家庄一拂（1907-2001）曾撰《寄生草》叙曲唱事，序文如下：

戊子清和月，平声社彩爨于兰心。孔夫子沈琢如演浣纱记，溥师西园暨华光乐会，参加十番锣鼓，驰嘱制新

词，作采莲中舞蹈主曲。时余载笔西子湖焉。�

可知上海平声曲社曾于杭州西湖曲会串演，且有曲友沈琢如演《浣纱记》。此外，贾天澍评庄一拂《十年记》

传奇云：

声气之兴，莫先于乐。传奇体虽晚出，然其流出于乐。有明万历间，魏梁提倡南曲，遂以昆曲得名。……上

海今年课称东南独得文化之先，即以曲集社一端而言，如赓春、平声，均具有相当之历史，人才荟萃。兼至能躬

践排场，面傅粉墨，要亦不过陈陈相因，按谱宣科而已。�

又提到上海赓春、平声等曲社实力雄厚，均能“躬践排场，面傅粉墨”，具体所演剧目当与拍先教师有关。

据 1941 年 10 月 3 日《申报》报道，“平声曲社第七届全清彩串剧目”，共有剧目 5 种，历史题材剧目 3 种。有

表现三国英雄关羽的《刀会》《训子》，以及战国政治家苏秦《金印记》4 折，即《不第》《投井》《归第》《金阙》

等，可见历史题材剧目在曲社串演中占据相当重要的比重。全福班名小生陈凤鸣、传字辈老生郑传鉴等人均曾为

该社拍曲授艺，尤以陈凤鸣历时久，对曲友串演水平影响深远。复旦大学赵景深为该社骨干成员。

嘉庆曲友黄殿章较少引起关注。殿章为嘉兴人氏，寓居上海。擅老生。“发音吐字，清醇有力”。曾与一拂合

唱《望乡》，叙演汉将李陵降匈奴后，又被派往苏武处劝降，遭到严词拒绝。“其呜咽饮恨之慨，第见孤忠持节，

望阙心殷。”�曲家俞振飞 14 岁时，第一次串演昆剧剧目，亦为《望乡》。张紫东饰苏武，俞振飞演李陵�。嘉兴

曲友李础臣曾演《单刀会》中《训子》及《刀会》。吴汀藕《孤灯夜话》回忆到，“我看过禾中昆漂李础臣先生及

仙霓社沈传锟饰关羽。清唱听过褚民谊正净、沈衡一小生。”�又说，“昆剧《单刀会 ·刀会》关羽乃正净七红之一。

我幼年十二，见李础臣演之，后仙霓社沈传锟饰关羽、王传淞饰周仓、郑传鉴饰鲁肃。上海昆票郁炳臣。京剧《单

刀会》，林树森饰关羽、程少馀饰周仓。”�可知嘉兴曲家李础臣饰演关羽给吴汀藕先生留下深刻影响。

──────────────────────────────────────────────────────────

�　徐凌云口述，官际安、陆谦之记录整理：《昆剧表演一得》，古吴轩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 页。

�　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四折，主角王允。《三国演义》第八回题“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脑闹仪亭”。

�　徐凌云口述，官际安、陆谦之记录整理：《昆剧表演一得》，古吴轩出版社 2009 年版。

�　庄一拂：《庄一拂诗词曲文遗稿》，嘉兴图书馆 2007 年印，第 232 页。

�　贾天澍：《评〈十年记〉曲谱》，见庄一拂《庄一拂诗词曲文遗稿》，嘉兴图书馆 2007 年印，第 248 页。

�　庄一拂：《庄一拂诗词曲文遗稿》，嘉兴图书馆 2007 年印，第 294 页。

�　俞振飞第一次串演借张紫东母亲庆寿之际，给其父亲俞粟庐观看，以观态度。参见唐葆祥《俞振飞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 页。

�　吴汀藕：《孤灯夜话》，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13 页。

�　吴汀藕：《孤灯夜话》，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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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仲眉夫妇俱为曲友，即使抗战时期身处陪都重庆，家中亦有曲会。周夫人陈鹂（1905—1999），字戊双，

别号柳庑主人，祖籍湖南衡山，寄籍江苏常州武进，是女作家、画家陈衡哲的五妹。自幼成长于国学根底深厚的

环境中，书画俱佳，结识不少文化友人和昆曲同好。张允和曾至周家曲社排练身段方。1943 年，周家曲会，有

曲友唱《千忠戮 · 惨睹》一出。周仲眉挥毫作诗七律一首：

敝屣河山辞北宸，生涯托钵老风尘。何期南内弥天火，幻生金刚不坏身。

帝泽无伤叔父心，山河一担入云深。八阳再唱应三叹，百座雄城付陆沉。

《惨睹》为《千忠戮》剧本的第十一出，叙演明朝永乐篡位、其侄建文、程济君臣逃难事。张允和对此诗有

解说，“因为《惨睹》中所有八支曲辞的末尾都有‘阳’字，故周仲眉先生在诗中写道：‘八阳再唱应三叹，百座

雄城付陆沉’。”�结合当时时局，政商文艺各方人士避居重庆，难怪会引发强烈的历史回响，跨时空的共鸣。

女性曲家对历史题材剧目的评价较为特别。合肥女曲家张允和（1909-2002）自幼喜欢大花脸的气派。譬如

三国历史人物张飞和关羽。观看《麦城升天》后认为，“舞台上的关公，是我心目中的活偶像，引起我小时候看《三

国演义》的兴趣。戏剧常常是小孩子们最早接受教育的场所”�。可见，不论性别、年龄、阶层，历史题材剧剧

目均有教育感化的功能。

总之，面对晚清民国的历史转型和动荡局势，曲社曲家对曲唱的仍然执着坚守。以苏州道和曲社的徐镜清为

例，即使抗战之际仍坚持曲社活动。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曲社唱演中的历史题材剧目，无论是折子戏形式还是

小全本，都显得意义非凡了。

四、如何理解历史题材剧目的唱演传承？

曲唱传承中的历史题材剧创作。在剧作家的创作方式和主旨思想统摄下，剧种人物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情节

安排是否符合历史逻辑，结局符合既定历史已有记载。不在于每一个剧情都是历史的全面还原与再现，不拘泥于

历史文献与艺术表现之间的一一对应，而是指基于基本史实的严肃合理的戏剧创作，传达出历史精神和深层思考。

第一，依史而演，从人真、事真和情真中表现史识、史才和史情。以“真”为旨归，有三类历史题材创作较

为突出。一是吴越春秋史事，以明中叶首部昆腔传奇《浣纱记》等为代表；一是明清易代事。以清初《铁冠图》

《虎口余生》《表忠记》以及《桃花扇》为代表。清道光时期黄燮清（1805～ 1864）《帝女花》与清初历史剧创作

思潮遥相呼应，寄托易代悲情，抒命运哀思。崇祯帝朱由检（1611-1644）及长平公主朱徽娖（1629-1646）父

女事，见《明史》卷一百二十一《列传第九 · 公主 · 庄烈帝六女》：

长平公主，年十六，帝选周显尚主。将婚，以寇警暂停。城陷，帝女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

我家！以剑挥斫之，断左臂。又斫昭仁公主于昭仁殿。越无日，长平主复苏。

此事于清初即有诸多文人吟咏�。崇祯共有六女，至北京陷落时仅有长平和昭仁两位公主健康成长，自然深

得崇祯喜爱。可惜家国遽变，瞬间父女永别，而且黄泉相见。明末清初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九曰“皇女

乐安长公主，名‘徽娖’。提及朱徽娖是崇祯长女。《明季北略》载“召长公主至，年十五矣”。《明史纪事本末》

载“上召公主至，年十五，叹曰：“尔何生我家！”可见指正豆蔻年华。况虎毒不食子，崇祯手刃爱女，当是何

等悲愤绝望。清康熙朝扬州江都人汪楫，时任纂修翰林院检讨，其《崇祯长编》记朱徽娖个人信息较为详细，“崇

祯三年（1630 年）庚午十月甲戌，皇第一女生，中宫出”。苏州吴伟业长篇歌行《思陵长公主挽诗》声情并茂地

描绘了帝王家惨变的凄绝画面，“元主甘从殉，君王入未央。抽刀凌左阖，申脰就干将。啑血彤闱地，横尸紫御汪。

绝吭苏又咽，瞑睫倦微扬”，吴诗标题同样提到“长公主”说。可谓惊心动魄。结尾两句“谥号千秋定，铭旌百

祀彰。秦萧吹断续，楚挽哭沧浪”尤为沉雄。松江张宸《长平公主诔》。清乾隆河北人董榕（1711-1760）《芝龛

记》�第五十九出《徽感》写到崇祯长平公主劫后受顺治皇帝恩典，以公主礼下嫁原配事。剧本创作的视角从崇

祯转移到其长女，不仅写及江山易主，还抒发家国一体，婚恋人生，包涵更多的历史信息，体现非凡史才和浓郁

──────────────────────────────────────────────────────────

�　张充和口述，孙宜康撰：《曲人鸿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　张允和：《我和昆曲》，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9 页。

�　1957 年唐涤生改编为同名粤剧，在香港及日本等海外影响较大。

�　国家图书馆藏有乾隆刻本，也有清光緒十五年（1889）刻本，后者《芝龕記六卷》，实际只有 5 册。杨慧玲教授《以史家之笔

写文臣之心——清董榕《芝龕記》解读之一》，《浙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 年第 16 卷第 4 期，提及“史家之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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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情。惜乎昆曲曲社唱演并不多见，反不及《铁冠图》《遗民外史》《表忠记》系列的《刺虎》等折。一是三国英

雄事。隋唐英雄事。此类题材，久已定型，官方民间，达成共识，剧作家不宜大幅修改�。

第二，史中有情。曲情来自于对历史人物的全心揣摩，对历史事件的深刻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声腔字韵等

技术层面的掌握，而是重新塑造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形象。历史题材剧目的情感真实据史实合理改编，重在传达历

史认知。虽有合理的想象与虚构，但做到了人真、情真，情节有依据。明代胡应麟《庄岳委谈》、清代焦循《剧说》

等均提到“谬悠”�一说，均有此论。这条路径于当代昆剧创作尤为鲜明。譬如俞振飞《太白醉写》等，史书明

确记载唐玄宗曾招翰林学士李白入宫事，但至于高力士是否为之脱靴、杨贵妃是否为之研磨，则很难再现这一段

历史影像。即便如此，这个情节的撰写，深得司马迁《史记》“皮里阳秋”笔法精妙。垓下之围，英雄悲歌，虞

姬剑舞，几人听得，几人见得，但丝毫不影响历史剧的真实感和艺术价值之间的平衡。

文全福昆班吴庆寿及其子吴炳祥均擅演伍子胥，均与同班六旦施桂林饰伍子，而徐凌云更加推崇大雅班名旦

周凤林饰演伍子。因其细腻曲折，甚至“哭的姿态”等细节更加符合历史人物年龄和身份。名伶周凤林的演绎深

刻影响到曲家曲友的技术传承。伍子之“哭”，让一个懵懂无知的孩童瞬间成熟懂事，使观众直观感受到历史风

云中的心灵颤动。这与《太白醉写》中李白之“笑”，异曲同工之用。

晚清民国之际，著名曲家徐凌云曾串演历史题材剧目《浣纱记》中鲍牧和伍员两角，均有独到心得。相比伍

员、伍子等人浓墨重彩，鲍牧存在感较低，但他却是历史风云的感受者，生离死别的见证者，增加了全剧的历史

厚重感。

鲍牧出场，“上场在九龙口念【燕归梁】引子：叵耐强臣欲立威，看社稷垂危”�，为人物基本思想和形象类

型定下基调。剧本人物的塑造固然是剧作家创作才华得体现，但人物形象是否生动传神，是否拥有舞台生命力，

与教师和演员关系更为紧密。以鲍牧唱词为例：

鲍牧：“哥哥！你报亲之冤（拱手），鞭平王于墓间（指地）；复君之仇，囚勾践于石室（外点）。一生忠孝，

四海流传（平抚）。可敬吓可羡（对伍员深深一揖，伍回揖！）”�

寥寥数语，勾勒伍员光辉一生，表达对历史英雄的敬意。颇有画外音之功用。徐凌云先生对伍员的舞台经验

也有切身体会之处。譬如：

伍员唱【泣颜回】第二支以前，双手扶起伍子，因为俯首，必须注意，勿使大帽上的面牌与伍子的多子冠上

绒球纠缠一起，否则，不是急切里分不开，就容易扯断任何一方的绒球。�

若非场上行家，断难道此内行之语。

通过上述诸例，可见，曲家通过场上唱演，重新揣摩历史题材剧目中人物的历史境遇，动情演绎剧种人物的

复杂情感，由此感染观众，带来全新的历史感受和时代思考，这就是曲家唱演的独特价值和贡献所在，即对历史

题材剧目进行了再度创作和发挥。这种“再创作”可能带有曲家或者曲师（教曲师傅）自身理解，也可能带有曲

家自身艺术风格，但确实催生了对原有剧目的“精”“气”“神”，观众所看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是全新

塑造之后的艺术审美作品。

总而言之，正如戏剧家创作历史题材剧，通过对历史人物的重新塑造，表达历史关怀和现实思考一样，曲家

曲友的唱演同样是一次再创作，是对剧作家历史题材剧目的“二度创作”。尤其是曲唱经验丰富的曲家，经过长

期的艺术实践，往往颇有心得，形成具有艺术个性的曲唱演绎。曲谱以及艺术家回忆录、自传等资料作为承载，

代代相传，有法可依，古今对话，成为共情人。

晚清民国时期江南曲家曲唱以历史题材剧目作为重要剧目来源，以曲谱作为传承的重要载体，并通过曲家唱

演重新焕发艺术魅力，传达历史的温度和体悟，感染并感召一代又一代的观众或听众，彰显民族文化的淳厚之力、

延绵生机和永恒魅力。

──────────────────────────────────────────────────────────

�　近年来江苏昆剧院《桃花扇 1699》、上海昆剧院《景阳钟》同样力求维持历史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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