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古典戏曲中西施形象演变初探

金宁芬

内容提要 我国传说 中美女西施的身上更 多地赋予 了民间 传说的色彩
,

其身世

和归 宿扑朔迷离
,

因而 给予后世 戏 曲
、

小说 等 又 艺 作品 的渲 染留有极大 的空

间
L

友 又 即从戏 曲发展的视 角来考察西 施形 象的演 变

关键词 戏 曲 西施

自占及今
,

美人西施的名字在我国可说是家喻户晓
,

妇孺皆知 两 干多年来
,

诗人

们吟咏她
,

民间传说她
,

舞 台上表演她
。

在人们心 目中
,

她已成为美的代名词
,

美人
、

美景
、

美物
,

皆可以她为喻 但是
,

这 只是就外表而言 对于西施灵魂的美与丑
,

却有

过不同的看法
,

也因此
,

在我国古代戏曲史 L出现 r 截然不同的西施形象
,

甚至还 发生

过争论 本文拟就这 一现象作初步的探讨

一 历史上的西施

戏曲史 L 不 同西施的形象
,

与西施的原型
—

历 史上的西施有着密切的关系 尽管

曾有人 对历史上是否真有西施其人表示过怀疑 土 ,

但笔者以为
,

既然有较多历史文献资

料提到西施
,

恐怕不会是空穴来风 不 过
,

在后人的记述中
,

加人想象
,

使形象愈来愈

丰满
,

也是不争的事实 下面就历史 L的西施略述其发展之要
:

在先秦诸子的著作 中西施曾屡被提及 如 《墨子
·

亲士 》 : “

西施之沉
,

其美也
」 ”

《尸 子》 下 : “

人之欲见毛墙
、

西施
,

美其面也
”

《庄子
·

天运 》
: “

故西施病心而睛其里
,

其里之丑人 见而 美之
,

归亦捧心而睹其里
”

等等
「

从他们的片言只语 中可 知
,

西施是

古代著名的美人 她患有心脏病
,

每因疼痛而整眉捧心时
,

更见娇媚 她的美
,

给她带

来了沉水而亡的灾难
、

将西施与吴越争战联系在一起
,

言越以西施献昊王 而完成兴越灭吴 的大业
,

今见最

早记载为东汉袁康 《越绝书》 和赵哗 《昊越春秋》③
」

合二书所载
,

大意为 : 西施为春

秋末战 国初越王勾践时 人
,

家住竺萝山 (今浙江诸暨县南 )
,

父 以卖柴为生
」

她与郑 旦

; 见杜景华 《西施杂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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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孟 子
·

离娄 「》
“

西子蒙不洁
”

句孙爽
“

汁疏
”

谓 《史记》 中已有此记载 其 文日
: “

案 《史

记 》 石 : 西施
,

越之美女 越王勾践以 献之 吴 仁夫差
,

大 幸之
一

每人巾
,

人愿 见者先输 金钱一 文是酉

施也
”

查 《史记》
,

无此记载 《四 库全 书总 目提 要》 亦石
“

《史记乡所尤
” ,

乃
` ’

诡称 《史记 》
”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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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被选中
。

勾践让她们著绮罗之衣
,

习仪容举止
,

三年后派大夫文种 ( 一说派相 国范

鑫 ) 献于吴王 昊王大悦
。

《越绝书》 与 《昊越春秋 )) 在古籍中归 于
“

史部
” ,

但二书多

采传闻
,

颇近小说家言
,

所载是否确为史实
,

今已难以稽考
,

只能姑妄信之
。

关于昊亡后西施的下落
,

前人说法不一
。

前引 《墨子
·

亲士 》 言西施被沉于水
。

今

存 《越绝书》
、

《吴越春秋 》 未言其终
。

但宋姚宽 《西溪丛语 》 曾引 《吴越春秋 》 之 文

云
: “

吴国 (
“

国
” ,

一作
“

亡
”

) 西子被杀
。 ”

明杨慎 《太史升庵全集》 卷六十八 《范鑫

西施 》 录 《修文御览》 所引 《吴越春秋
·

逸篇》 之文亦云 : “

吴王败
,

越浮西施于江
,

令

随鸥夷以终
。 ”

而明陈耀文 《正杨》 卷二 《西施 》 则引 《越绝书》 文云 : “

西施亡吴国

后
,

复归范鑫
,

因泛五湖而去
”

这些引文说明 《吴越春秋》 与 《越绝书》 中原有关于

西施结局的记载
,

已经出现歧异
。

唐宋诗词 中咏及西施之终的亦颇不一致
。

李 白 《西

施 》 谓
: “

一破夫差国
,

千秋竟不还
。 ”

杜牧 《杜秋娘诗》 云 : “

西子下姑苏
,

一炯逐鸥

夷
。 ”

苏轼 《水龙吟》 词
: “

五湖闻道
,

扁舟归去
,

仍携西子
。 ”

宋之问 《院纱篇》 则曰 :

“ 一朝还旧都
,

靓妆寻若耶
。 ”

较汉时被沉于水和随范委而去的不同记载
,

又增一
“

还旧

都
”

之说

明代文人对于西施的下落曾有过一番考索与争论
。

杨慎 《太史升庵全集 )) 卷六十八

《范鑫西施 》 云 :

世传西施随范鑫去
,

不见所出
,

只 因杜牧
“

西子 下姑苏
,

一 柯逐鹅夷
”

之 句而

附会也
。

予窃疑 之
,

未有可证
,

以析其是非
。

一 日读 《墨子 》
,

日 : “

吴起之裂
,

其

功也 ; 西施之 沉
,

其美也
。 ”

喜 日 : 此吴亡之后 西施亦死于水
、

不从范鑫去之 一 证
。

墨子去吴越之世甚近
,

所书得其真
,

然犹 恐牧 之别有见
。

后检 《修文御览》
,

见引

《吴越春秋
·

逸篇》 云 : “

吴 王败
,

越浮西施于江
,

令随鸥夷以终
。 ”

乃笑 日 : 此事正

与 《墨子》 合
。

杜牧未精审
,

一 时趁笔之 过也
。

盖吴既灭
,

即沉 西施于 江
。

浮
,

沉

也
,

反言耳
“

随鹉夷
”

者
,

子脊之 潜死
,

西施有力焉
,

骨死盛以鸥夷
,

今沉西施
,

所 以报子青之 忠
,

故云
“

随鸥夷以终
” 。

范蚕去越亦号鸥夷子
,

杜牧遂 以子青鸥夷

为范鑫之 鸥夷
,

乃影撰此事
,

以堕 后 人于 疑网也
。

既 又 自笑 日 : 范蠢不 幸遇杜牧
,

受诬 千载
,

又何幸遇予而 雪之
,

亦 一快哉 卫
。

杨慎以诸说中墨子离昊越之世最近
,

《吴越春秋
·

逸篇》 所载又与此合
,

故认为沉于水之

说符合历史的真实
。

他批评杜牧未加精审
,

致生歧说
。

陈耀文 《正杨 》 一书专为正杨慎

著作之讹而作
,

其 《西施》 条引唐
·

陆广微 《吴地记》 文 : “

嘉兴县一百里有女儿亭
,

勾

践令范鑫取西施 以献夫差
。

西施于路与范兹潜通
,

三年始达于吴
,

遂生一子
。

至此亭
,

其子一岁
,

能言
,

因名女儿亭
。 ”

又 《越绝书》 文
: `’

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兹
,

因泛五湖

而去
。 ”

陈耀文据此两段引文
,

驳斥杨慎之论
,

认为杨慎引以为据的 《逸篇》
“

宁非影撰

耶 !
”

其后王世贞对二人之论曾加评论
,

他说 : “

杨用修证西施之沉江与陈晦伯之证西施

随范益以 去
,

俱各有所出
,

难 以臆断
”

但接着批评陈所引 《吴地记 》 之载为 “

大可

笑
” ,

他说
: “

按 《记》
,

亭在嘉兴县南一百里
,

为吴地
。

范鑫为越成大事
,

岂肯作此无

赖事 ? 未有奉使进女三年于数百里间而不露
,

露而越王不怒鑫
,

吴王不怒越者
。

齐东野

① 据万历陈大科 刊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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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谈
,

何足据也
。 ”

故以为
“

晦伯之驳用修
,

真可谓梦中说梦矣
” ① ,

否定陈说
。

王世

贞倾向于杨说的态度 自明
。

后来
,

对西施结局进行考述的仍大有人在
,

如明俞弃
、

薛哗
,

清陈锡路等等② ,

然

均未见有新发现
。

看来
,

《墨子》 所言
,

当属较可信者
。

因为
,

墨子约生于公元前 4 68

年
,

卒于前 3 76 年 ; 越灭昊在公元前 4 73 年
。

墨子略晚而已
。

二 宋元剧 曲中的
“
妖姬

”

西施 以美著称
,

古代诗文中描写
、

赞颂西施之美和 以西施之美为喻的篇章
,

触 目皆

是
。

如屈原 : “

虽有西施之美容兮
,

谗妒人以 自代
。 ”

( 《九章
·

惜往 日》 ) 曹植 : “

增吴氏

之胶好
,

发西子之玉颜
。 ”

( 《扇赋》 ) 王维 : “

艳色天下重
,

西施宁久微
。 ”

( 《西施味 》 )

徐寅
: “

恐是神仙之化
,

忽生桃李之颜
〔 ”

( 《勾践进 西施赋 》 ) 苏轼
: “

欲把西湖比西
一

子
,

淡妆浓抹总相宜
”

( 《饮湖上初晴后 雨 》 ) 徐渭
: “

最是秋深此时节
,

西施照影立聘婷
。 ”

( 《荷花》 ) 等等
。

但唐代李绅 《过吴门诗》 却斥西施为妖
:

. `

岔萦妖覆灭
,

荆棘鬼包羞
。 ”

其 《姑苏台

杂句》 亦云 : “

西施醉舞花艳倾
,

妒月娇娥态妖惑
”

不过
,

在诗文中
,

这类声音还很微

弱 ; 而在宋元歌舞剧曲中
,

从今存作品看来
,

却几乎成主调
。

北宋晃补之的 《调笑
·

西子》 还只是描写西施之美
。

南宋初董颖的大曲 〔道宫薄媚 〕

《西子词》 则与李绅同调
,

把西施归于
“

妖类
” 。

此曲共十遍
,

完整地叙述 了吴越争战的

故事
。

其中侧重描写
:

勾践被释归国后
,

文种陈
“

破吴策
,

唯妖姬
”

之谋
。

于是
,

范鑫

微行
,

得倾城妙丽
。

西子受越王 隆恩
,

愿效死人昊 从此
,

夫差迷于宫闹
,

态意奢淫
,

信谗候
,

戮子青
,

国势渐趋衰败
,

终至国破身损
。

其中叙吴亡后西子结果之辞谓
:

莺存凤 去
,

辜负恩怜
,

情 不似虞姬 尚望论 功
,

荣归 故 里
。

降令 日 : 吴 无 赦

汝
,

越与吴何异
。

吴正 怨
,

越方疑
,

从公论
,

合去妖 类
。

蛾眉宛转
,

竟损纹绢
,

香

骨委 尘泥
。

渺渺姑苏
,

荒芜鹿戏
。

西子明明奉越王之旨人吴反间
,

曲中却批评她辜负夫差恩怜
,

未能如虞姬殉项羽之情而

死 ; 西子为越立下大功
,

越却以
“

从公论
,

合去妖类
”

为由
,

令其自经
。

这里的是非观

暴露 了作者在妇女问题上
“

女从男
” 、

“

嫁从夫
”

( 《礼记》 ) 的封建观念
。

作者董颖
,

字

仲达
,

江西德兴县士 人
,

尝从汪 藻 (字彦章 )
、

徐俯 ( 字师川 ) 游
L

平生作诗成癖
,

每

属诗
,

寝食尽废
,

诗成必遍 以示人 然穷至骨 后 因 为人代作承相秦桧生 日诗
,

穷思过

当
,

得狂疾而死 认 可 见是一个名利思想颇重而缺乏气节的文人
。

他能替人代作贺奸相

秦桧的生 日诗
,

自然也就会将亡国之罪妄加在 一个受人驱使
、

供人玩弄的弱女子身上
,

而决不敢对败国之君 臣有丝毫不敬之词

1 引 文见 I 世 贞 《舜州山人四部稿 》 卷一六
t

《宛委余编 》 八
L

乙 见俞 介 《逸 老堂诗话 》 卷 卜 (收 于 《历 代诗话续编》 )
、

薛哗
:

《西子逐 鸥夷解 》 ( 收 于卫 冰辑

了冰 雪 携 》 )
、

陈锡路 f黄姗 余话 》 卷二 )
-

见洪迈 《夷坚志 》
、

陈振孙 《直斋 朽录解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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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元的戏曲作品
,

以范羞
、

西施故事 为题材的
,

今知至少有五种 除元
·

赵明道

《灭吴 王范盆归湖》 杂剧尚存第四折佚曲外
,

其余几种均已失传 ①

赵明道 《灭昊王范蠢归湖》
,

今存第 四折 全套 曲文共十四支 ② ,

为范鑫助勾践复

国后
,

归游 五湖时所唱 曲中批评越王 无道有如 商封
,

他贪酒 色
、

听谗 言
、

杀功 臣
,

“

少 不的又 场武 E伐封
” ; 故 自己急流勇退

,

与山妻稚子
“

趁着这 五湖烟浪长相守
” 。

曲中提到西施之处如
:

铸
一

伐做 黄金像
,

养我在白玉 楼
.

你不合 信谗言便准 了西施奏 〔庆 东原 l

道童才你与我便轻拨转钓鱼舟
,

看 了这霜降水痕收 一任 教越国西施唤
,

再休

想搬 回壮士头
「

〔得胜令」

西施
,

你如 今 岁数有
,

减尽 风 流
〔、

人老花 羞
,

叶落归秋
、

往常吃衣食在裙带

头
,

今 日你分破俺帝王忧
。

我可甚为国愁 ? 失泼水再难收 我心去意难留
,

您有国

再难投
,

俺轻拨转钓鱼舟
,

趁风波荡 中流
。

〔梅花酒」

从中可 见
,

剧中西施在吴亡后未被沉于水
,

也未随范鑫归隐
,

而是老 于越国 ; 范盖 自有
“

山妻稚子
”

共相守
,

对西施则多有贬辱 剧中西施被指摘 为 一 个会进谗言
、

不 知羞耻

的不贤不贞之妇
` 。

不仅 灵魂丑陋
,

其容貌亦已
“

减 尽风流
”

卜

作者赵 明道 (
一

作赵 明

远 )
,

元初大都人
,

生活于下层社 会
,

混迹 于茶坊
、

勾肆之中 喜制曲
,

多歌舞升平
,

崇扬道德之作 ③
、

从所制 《范盖归湖》 杂剧之逸文 看
,

作者崇 尚
、

宣扬 的 显然是儒 家
“

穷则独善其身
,

达则兼济天下
”

的立身之道和贱视妇女
、

以妇女贞操为重的封建道德

观念

其余儿种失传作品
,

从南戏 《范数沉西施 》
、

杂剧 《陶朱公五湖沉西施》 的题 目看
,

当亦是贬毁西施之作
。

因为范掀历来是 人们崇 尚的大智大 勇的人物
,

他将西施投于 水
,

必然有他的理 由 作为戏剧作品也必然要演述这些理由
,

这就不会不对西施有所否定

人们的认识总不可能完全
一

致
,

与以上否定西施所为的看法相反
,

在宋元诗词中也

可觅到一些充分肯定西施之功的篇章
。

宋郑懈曾言
: “

若论破昊功第一
,

黄金只合铸西

施
” ① 元张可久散曲 厂双调

·

湘妃怨 」 《怀古 》 云 : “

秋风远塞皂雕旗
,

明月高台金凤

杯 红妆肯为苍生 计
,

女妖烧能有 几 ? 两娥眉千古光辉
。

汉和番昭 君去
,

越吞 吴西子

归
,

战马空肥
”

后者甚至明确指出
,

西子赴吴
,

昭君和番
,

都是
“

为苍生计
” ,

她们的

功绩
“

千占光辉
” ,

其评价 可谓高矣 只是这种认识要到明代戏曲中才得到发扬光大
。

三 明代传奇中的巾帼英雄与祖国罪人

明代建国以后
,

社会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
。

中叶以后
,

商品经济繁荣
,

内外贸易活

① 其余儿种为 金院本 《范鑫 》
,

元南戏 《范盈沉 西施 》
,

元 杂剧 关汉 卿 《姑苏 台范报进 西施 》
,

灵吕龄 《陶朱公 瓦湖沉西施 》
L

其中南戏 《范公沉 西施 》 在 《寒山堂 曲谱 》 中尚存佚曲
,

只是笔者未

能见 到

。 见赵景深 《元人杂剧 钩沉 》
。

《雍熙乐府》
、

《盛世新声 》
、

《词林摘艳》 皆收全套
③ 见兀钟嗣成 《录鬼簿 》 及贾仲明为他所作挽 词

。

互 郑懈 《郧溪集》 卷二八 《嘲范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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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
,

这使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社会思想受到冲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
,

具有反 传

统
、

反理学姿态的 王阳明学说得以形成并广泛传播
,

其
“

门徒遍天下
,

流传逾 百年
” L

继承和发展王阳明学说而来的泰州学派更为激进
,

他们揭露道学家的谎 言
,

肯定人的利

欲
、

情欲
,

提倡个性 自由
,

反映了在社会激烈变动中城镇市 民和下层 人 民的愿望
、

要

求
。

尽管封建统治者极力提倡程朱理学
,

迫害
、

杀害先进思想的代表人物
,

却仍然挡 不

住这股进步思潮的奔涌
“

嘉
、

隆而后
,

笃信程
、

朱
,

不迁异说者
,

无复几 人矣
、

”

在新

兴的进步哲学思想和 文学革新思潮的影响 卜
,

戏曲创作也萌发了生机
,

相继出现了许多

具有民主思想色彩的作品
二

如冯惟敏的杂剧 《僧尼共犯》 充分肯定了僧
、

尼违反佛教清

规
,

大胆追求情欲的反叛行为 ; 徐渭的杂剧 《雌木兰 》
、

《女妆元 ( 黄崇暇 ) 》 从 文
、

武

两个方面塑造了胜于须眉的两个女性形象
,

等等

明代戏曲涉及 西施的
,

今知有四部作品
(

数量虽不多
,

却 反映 r 一场观念上 的 论

战
。

最早出现的是汪道昆的 《大雅堂杂剧
·

五 湖游》 此剧完成于嘉靖三 十九年
,

为
一

折

短剧 作者摒弃
“

沉西施
”

之说
,

写范鑫功成后身退
,

携西施泛舟湖上
。

此剧主旨在批

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
` ’

人情翻覆
” 、

“

兔死狗烹
”

的黑暗现实
,

赞美范鑫急流勇退的明智

之举
,

抒发作者怨愤悲
.

痛的情怀 对四施仍写其美 ; 平吴之后
,

越王将她赐予 范柔为

姬
,

她庆幸终身有托
,

喜随范盆逍遥游于烟波之 上 西施在剧中只是陪衬
,

但作者给子

她这样美好的结局
,

反
.

映了作者对她人昊反间行为的肯定和对
“

出嫁从夫
” 、

“

从 一 而

终
”

的传统观念的否定 作者汪道昆
,

虽然 以儒为业
,

由进士 人仕
,

官至兵部左侍郎
,

文学 上主张复古
,

被列 为
“

后五子
”

之 一
,

但他 出身盐贾之家
,

又生活在进步思潮正在

发韧之时
,

他心折王阳明学说
,

称
“

王 文成公崛起东越
,

悼为吾党少林
”
必 《五 湖游》

一

反宋元戏曲中对西施的低毁
,

塑造了 一 个为国立功后甘过淡泊生活的美丽
、

脱俗的西

施形象
,

正是作者进步思想的表露 由此可 见
,

汪道昆晚年能于所撰 《水浒传
·

序》 中

指斥权奸
,

同情
、

肯定水浒起义英雄
,

将被封建统治者诬为
“

诲盗
”

之 书的 《水浒传》

与司 马迁的 《史记》 相提并论
,

这决不是偶然的
。

比 《五湖游》 略晚
,

出现于嘉靖 未年的梁辰鱼 《院纱记》③
,

是我国 占代戏 曲中全

面
、

完整地叙述 昊越争战故事而 又流传至今的成就最高的传奇名作 它首先将改革后的

昆山腔引入戏曲演唱
,

产生了广泛
、

深远的影响 作品从吴王 夫差伐越
、

越败求降
,

-

直写到越灭 吴复国
`

剧中详细描述 了两国争战的始未和两国君主
、

重臣各 自的特性
,

从

而明示了国家成败兴亡的教训 全剧以范盖与西施的聚散离合贯穿始终
,

真实的历 史事

件与美妙动人的爱情故事相结合
,

汇织成
·

部蕴意 丰厚 而又极具魅力的千古杰作

《院纱记》 中西施的形象迥异于宋兀歌舞剧曲中的
“ `

妖姬
” ,

较 《五湖游》 中的西施

也有 厂长足的发展 剧 中西施不仅美丽夺 目
,

使范鑫
4

见倾心
,

且明白事理
,

能识大

「
l 《明史 》 卷

一

八
_

《儒林》

毯
」

几道 昆 《太函集少 卷九 七 《 工 f 中 》
吸 关 于 《烷纱记》 的创作 年代有过 多种不同的说法

,

这 里取 吴 书荫之说
、

灵文 《 (烷纱记 > 的

创作年代 及版本 》 刊于 《明清 戏曲国际研究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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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范兹与她约订终身后一别三年不通音讯
,

她思念成疾
,

久卧病榻 ; 但当范务从吴国

被放归来
、

登门说明原委之时
,

她以
“

国家事极大
,

姻亲事极小
” ,

对范兹毫无责怪之

意
。

本以为可遂愿与范兹完姻
,

不料范兹又明言要将她献于吴王
,

她虽百般不愿
,

而在

范摇说明
“

社樱废兴
,

全赖此举
” , “

江东百姓全是赖卿卿
”

后
,

她乃毅然决定牺牲个人

情爱
,

甘 冒风险只身去就敌国
。

在吴国
,

锦衣玉食和昊王的厚爱未能动摇她为国雪耻的

意志
,

她终于完成了灭吴兴越 的使命
,

并于越复国后随范兹遁迹而去
。

剧中西施是一个

既有倾国倾城之貌
,

又深明大义
、

胸怀爱 国之心
、

能够勇赴国难的巾帼英雄
。

作者通过

剧中人之 口赞美她
“

胜江东万马千兵
” , “

虽为女流之辈
,

实有男子之谋
” 。

作者梁辰鱼在剧 中这样歌颂一个女子
,

也不是偶然的
。

梁辰鱼出身官宦之家
,

曾精

心经史
,

究治乱之 旨
,

以期有所作为
,

但他仅 以例贡为太学生
,

终生不遇
。

他为人豪

爽
,

交游广泛
,

当时文苑名流中多有与其交往者
,

而击剑扛鼎
、

鸡鸣狗盗之徒亦可为其

座上之客 ; 他风流跌宕
,

喜浪游
,

足迹遍昊楚间
,

又善度曲
,

所作传播戚里
,

梨 园子

弟
、

青楼女子争相传唱
。

他的经历
、

交游
、

性格决定了他的思想不会局于一隅
,

他所处

的时代赋予他接受新思想
、

新观念的可能
。

《院纱记 》 中西施形象的光彩以及她终于与

范兹相偕
,

是时代精神和作者进步思想光辉的折射
。

《院纱记》 借对吴
、

越两 国君主的刻划
,

形象地演述 了国家兴亡成败的历史教训和

必然规律
:

越王勾践在兵败投降后
,

能够谦恭 自抑
、

尊贤重士
,

故尔君臣 同心
、

发奋图

强
,

得以复国雪耻 ; 昊王夫差倚仗国势强盛
,

骄纵态肆
、

亲侯信谗
、

杀害忠 良
、

沉酒酒

色
,

以致国亡身损
。

剧终下场诗云
: “

尽道梁郎识见无
,

反编勾践破姑苏
。

大明今 日归

一统
,

安问当年越与吴 ?
”

似为对
“

大明
”

的赞美
,

实为对 当朝 的棒喝
。

明代 自中叶以

后
,

皇帝昏庸嬉戏
,

奸候 当道
,

忠臣遭殃
,

政 治腐败
,

而南方樱寇
、

北方糙鞍 又屡为

患
,

梁辰鱼看到国家衰亡之兆
,

于此剧中借古鉴今
,

敲起警钟
:
若不以昊越为训

,

安知

今 日一统之大明不为当年之强吴 ? 此剧显示了作者识见的高人之处
,

表现了他政治上的

敏感和民族的忧患意识
。

《烷纱记》 之后
,

有无名氏的 《倒院纱传奇》 面世
。

其题 目已标明
:

为反 《院纱记》

之意而作
。

虽然
,

传奇作者求
“

奇
” ,

爱翻旧作
,

如 《王魁 》 之后有 《焚香记》
,

《西厢

记》 之后有 《翻西厢 》
、

《东厢记》 等
,

但这些翻作
、

改作也必然要表现作者的思想观

点
。

《倒烷纱》 情节继 《烷纱记 》
,

由越灭吴开始
。

叙伍子青之子伍封借兵为君父报仇
,

破越复昊
,

至范多
、

西施共登仙 界止
。

剧中昊亡后
,

西施 一心 盼望与范鑫共践溪纱之

盟 ; 不料范兹却忧念将西施迎归
,

勾践见后
, “

必纳后宫
,

倘 昏昧君王
,

此乃亡昊之续

矣
。 ”

于是命中军准备皮囊
,

内装铁百斤
,

作为沉西施之用
。

西施责他
“

忘情负义
” 、

“

兽心人面
” ,

他乃数西施三大罪状
:

娘娘 既为吴 国夫人
,

当谏吴王 远 俊亲贤
、

修 治国政
,

每进谗潜 之 言
,

杀害大

臣
,

其罪一也 ; 引诱吴王
,

荒淫无度
,

宫建八 景
,

劳民伤财
,

其罪二 也 ; 忘宠幸之

恩情
,

为反 间之柔奸
,

致令 国破家亡
,

其罪 三 也
。

臣不敢道其过犯
,

娘娘 请 自思

之
〔 1

西施 以
“

此事乃 主公之命
,

大夫之谋
,

何罪 于妾 ? ”

为己辩解
,

范忿却说 :

娘娘既 食君禄
,

当忠于君
。

陷君丧于锋摘
,

娘娘之心 何忍 ! 覆 国之 忽
,

何能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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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

了

范兹强辞夺理
,

西施无言以对
,

只好请求以
“

霸越之功
”

赎罪
,

不料范兹仍予驳回
:

娘娘差矣
。

霸越吞吴
,

实臣子 当为之 奉
,

报仇复怨
,

岂妇人可达之功 ? 若娘娘

有功
,

怎敢论娘娘 之 罪
。

西施终于被沉于水
二

照作者借范兹之 口说 出的理 由看来
,

西施既嫁吴国
,

就当忠于吴

君 ; 既为妇人
,

就无为国立功之说
。

这与董颖 《西子词》 中的思想是一致的
。

实乃女子

应
“

嫁鸡随鸡
,

嫁狗随狗
”

思想的演绎
。

其实
,

剧 中振振有辞的批评
,

本身就是矛盾

的 : 既谓西施令昊王
“

国破家亡
” ,

又怎能抹煞她
“

霸越吞吴
”

之功 ? 剧 中亦有为西施

叫屈之处
,

对妇人
“

百年苦乐由他作
”

的处境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
,

故剧终让转世为

难鸡
、

在山中修炼十载的西施亦得成仙
、

与范兹共列仙班
,

不过
,

地位仍在范兹之下
。

这些画蛇添足的情节
,

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与混乱
。

此剧作者无考
。

从它产生于 《院纱记》 流传之后
,

内容又与旧传统思想合拍看来
,

当属明末作品
。

因为
,

万历以后
,

宦官势力猖撅
,

党争不休
,

政治愈加腐败
,

人民备受

压榨
,

被迫起义
,

后金之兵又乘势南下
,

明王朝处 于土崩 瓦解之 中
。

而封建士大夫们
,

甚至一些进步人士却将国家危亡归罪于王 学左派背叛传统所致
。

他们
“

痛言王氏之弊
,

使天下学者复寻程朱之遗规
” ① ,

以
“

兴复古学
” 、 “

务为有用之学
”

为旨③ ,

强调
“

以返

经正学为救世之先务
” ③ 于 是

,

离经叛道
、

“
以情 反理

”

的 民主解放思 潮渐趋 消歇
。

《倒烷纱 》 传奇正是回归传统形势下的产物
卜

晚明种园生所作 《浮鸥记》 传奇
,

已佚 祁彪佳 《远山堂曲品》 评此剧日
: “

范少

伯亡吴
、

霸越
,

《烷纱 》 记之详矣 此续之以泛湖
,

至 于宾仙
。

英雄 回首
,

令人不胜兴

亡之慨
”

可知此剧实为 《院纱记》 续作 剧 中当及西施
,

唯不知其褒贬耳
,

四 清代杂剧 中的
“
祸水

”
与明清舞台上盛演的剧 目

清代传奇
、

杂剧中有关范鑫
、

西施 的剧作
,

今知仅徐石麒 《浮西施 》
、

玉 田仙史

《陶朱公》 杂剧两种
’

④

《浮西施》 为 一折杂剧 写范盖名成志遂
、

辞却封赏
、

遁迹归山之时
,

念及
“

西施

是个妖孽 女子
,

留向国中
,

终为祸本
” ,

故而载西施 同去
,

拟将她投人江中
, “

令从鸥夷

以终
” 」

剧演西施沉江前 与范金展开的
一

场争论
:

先是西施历述往 日之情
,

责范鑫不应
“

中道弃捐
” ,

范盖则以西施
“

作了破国亡家

的祸头
”

为由
,

说明断环不能复合 对于这 一罪名
,

西施难以接受
,

她指出
:

自己生在

村庄
,

人吴是范掀之谋
,

何曾破 国亡家 。 自己为越国立 下大功
,

为何却 以作
“

档 中烹

陆陇 其
.

《 二角堂 集》 卷 二 《学 术辨 l
_

》 载 : “
于是

,

径阳
、

景逸起而救之
.

痛 言王氏之弊
,

径阳
、

景逸 为东林党 人顾宪成
、

高攀 龙之 号

陆世仪
: 《复齐t 纪略

·

复社宗 旨》

钱谦益
: 《复斋初学集》 卷二 八 《新刻十气经注疏序》

晚清有 许丙长 《西 户捧心 》
、

袁护 《东家肇 》 杂剧
,

主要写 东施效镶事
,

此 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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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
”

相报 ? 范兹则强调夫差原来
“

颇是英雄
” ,

自西施入昊
,

使他
“

霸图暗收
” 、

“

雄风

渐休
” ,

范鑫将西施比作晋之里克
、

郑之傅瑕
、

吴之伯豁 (三人或狱君
,

或卖国 )
,

言其

有罪无功
。

西施退 一 步而问
,

既范兹如此憎弃
,

何不将己留于越宫
,

或迁返故乡
,

为何

非置于死地方休 ? 范益则将她比作夏姬
、

骊姬
、

坦己
、

褒姐
,

说她
“

醉骨轻柔
,

天生的

妖孽烟花
,

脂粉骸骸
” , “

天生尤物
,

善笑工擎
,

遇一君则迷一君
,

在一国则倾一国
” ,

前有覆车之鉴
,

故不能再留西施误国
。

经过几番辩驳
,

西施终 于被抛江中
。

此剧言论与 《倒院纱》 传奇如出一辙
,

而对西施的批评
,

措辞更为尖锐

作者徐石麒
,

字又陵
,

号坦庵
。

江都 (今江苏扬 州 ) 人
:

他经历 了明代亡 国之痛
,

入清后不求名禄而浪迹 山水之间
。

他性喜著述
,

明亡时
,

所著四十余种 (共 360 卷 ) 毁

于一旦
,

存者无几
。

后撰 (坦庵续集》 二十八种
,

据作者 自己说
: “

大要得之疾病愁苦
、

呻吟涕泪中者多耳
。 ”

( 《坦庵续著书 目》 ) 《浮西施》 为其人清后所撰杂剧之一
,

剧中流

露出他的亡国之恨
,

只是他将灭 吴之罪归于西施
,

将亡国之恨发泄在对一个女子的恶骂

之中
,

显然是错误的
1

乾隆时
,

吴江玉 田仙史曾撰四折杂剧 《陶朱公》
,

演范盖救 中子之事
。

剧中有范妻

而无西施
,

故此不赘述
。

纵观我国戏曲史
_

仁这些以西施为主角或重要角色的作品
,

除汪道昆 《五湖游 》 杂剧

和梁辰鱼 《院纱记 》 传奇外
,

其余 (凡今能知其 内容者 ) 皆否定
、

丑化西施所为之作
。

但数百年来场上盛演的却是肯定
、

赞美西施的 《院纱记 》
。

台湾王秋桂 主编的 《善本戏

曲丛刊》 汇集
、

影印了分藏于欧洲
、

日本和国内图书馆的明清两代 曲选
、

曲谱数十种
,

其中明代选本如 《鼎刻时新滚调歌会玉谷新簧》
、

《新刻京板青 阳时调词林一枝》
、

《鼎雕

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
、

《新浸天下时尚南北新调尧天乐》
、

《新刻出像点板时尚昆腔杂

曲醉怡情 》 等 ; 清代刻本如 《纳书楹曲谱 》
、

《缀 白裘 》 等约二十种均选有 《院纱记》 的

散出
。

而 20 世纪 20 年代出版的 《集成 曲谱》 所选 《院纱记》 竟达十八出之多
,

仅 比所

选汤显祖 《牡丹亭》 之曲少两出 这些曲选
、

曲谱
,

有昆腔系统的
,

也有弋阳腔
、

徽调

系统的
,

它们专录当时的
“

时尚
”

之曲
。

可见 《烷纱记 》 间世后
,

一直是场上流行的剧

曲
,

不 止用昆腔演唱
,

且 已成为弋阳腔
、

徽调系统的
“

时新
”

剧曲
。

在这些曲选
、

曲谱

中
,

我们没有找到 《倒院纱》
、

《浮西施 》 等剧 目的哪怕是一小支曲子 这一事实说明

了
:

数百年来
,

广大群众按照 自己的评判标准
、

审美趣味
,

选择 了 《院纱记》
,

抛弃了

那些否定西施的剧作
。

时至今日
,

无论是京剧还是越剧等地方剧种所演西施
,

甚至有关

西施的小说① ,

他们或据 《烷纱记》 改编
,

或取其中的某些情节
,

我们都不难看出它们

所受到的 《院纱记》 的影响
。

戏曲史上这场有关西施人品道德的争论 (虽然不是面对面的 )
,

孰胜孰负
,

已经一

目了然
L ,

如被 誉为
“

历 史小说巨孽
”

的南宫 博所 著 《西施 》
,

台湾时报 文化 出版企业有限公 司 19 85 年

出版
。



我国 占典戏曲中西施形象演变 初探

五 余 言

我国 占典伐曲中不同西施形象的出现
,

与有关西施结局的不同记载
、

传说有关
.

与

剧作 若自身的遭遇
、

心态
、

人格
、

道德观念有
一

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
,

这在前面已有介绍
,

此不赘述 西施形象的演变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我 国社会历 史
、

文化思想的发展变化
,

这在前面虽 曾涉及
,

却有未到之处

我国伪 史 上对于 妇女的轻蔑
,

早在两 千多年前的文献 中已有记载 孔子 日 : “

唯 女

户与小人 为难养也 近之则不孙
,

远之则怨
”

( 《论语
·

阳 货》 ) 但把女人视作 “

祸水
” ,

则始 f 汉代
,

始 上汉成帝时在宫中任教的淖 方成见成帝宠爱赵合德而 曰 : “

此祸水也
,

火 火必矣
’ `

此后
,

人们遂以
“

祸水
”

指斥那些得宠后国亡或家破的女人

汉之前
,

虽亦有女 人灭国的记载
,

如 《诗经
·

正月 》 : “

赫赫宗周
,

褒似灭之
「 ”

但
-

般认为责任在 J
一

为 E者
,

是
_

E者失德
,

惑于 女色
,

不听忠 言所致
_

成书于春秋时期的

《国语》 记晋献公伐骊戎
,

克之
,

获骊姬归
,

宠幸之 ; 大夫史苏即说
“
亡无 日矣 !

”

他认

为有男兵
J

必有 女级 晋以男兵胜骊戎
,

骊戎必以 女兵胜晋 他以夏莱伐有施获妹喜
、

商

封伐有苏获姐 已
、

周幽 下伐 有褒获褒姐之事 为例
,

说明
“

今晋寡德而安俘 女
,

又增其

宠
,

虽 当 乙季之 E (指 未代之王夏莱
、

商封
、

幽王 )
,

不亦可 乎 !
”

又说
: “

今君灭 其父

而畜具 户
,

祸之 基也
”

取战败国之女为姬
,

好其色
,

纵其欲 ; 败国之女必思报君父之

耻而作难 妹 喜
、

妇 己
、

褒姐 以至骊姬乱国
,

是为王 者咎由自取 《左传
·

哀公元年》 载

吴 王 大差败越
、

后被越所灭之事
。

其间述及 吴侵陈
,

楚大夫皆惧
,

因夫差之父阖间曾败

楚于柏举
〕

公 户子西以为
“

无患
” ,

他说
:

昔阖间食不 二 味
,

居不 重 席
,

室不崇坛
,

器 不彤镂
,

宫 室不观
,

舟车 不饰
,

衣

服财周
,

择不取 费
`

在国
,

天有蓄病 ( 灾 疫 )
,

亲巡其 孤 寡
,

而共其 乏 困 在军
,

孰 食者 分
,

而 后敢食
L。

其所尝者
,

卒乘与焉
一

勤恤其民
,

而 与之劳逸
,

是 以民不 罢

劳
.

死 不知 即
`

吾先大夫 子常易之
,

所 以 败我也 今闻夫差次有台榭破池 焉
,

宿有

妃墙殡御焉 一 日之 行
,

所欲必成
,

玩 好 必 从 珍 异 是聚
,

观 乐是务
,

视 民如 摊
,

叮 甲二 日新
`

夫先 自败也 已
,

安能 败我
`

2

广西分析
,

阖间之所 以能够败楚
,

是因他节用爱民
,

故民不罢劳 ; 而夫差侈其 日用
,

视

民如仇
,

必败无疑 后来夫差果败
,

朽中只 言其亡
,

未及西施之事 可见 春秋战国时
,

强调的是
: 上者之德 有德者为 王

,

民众 一 心
,

国力强盛 ; 失德者 为王
,

必致政乱 国

亡 自至西汉 时
,

司马迁撰 《史记》
,

仍 言夏莱之 亡由于
“

不务德而武伤 百姓
” ,

商封败

f
“

淫 乱不 比
” ,

周幽 王失国为昏暖所致
,

均未归罪 于妹喜
、

姐 已
、

褒拟

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完善与巩 固
,

皇帝的权威愈来愈被神化
L

无论贤君
、

昏君
,

皆

卜天 听授
,

其地位是不 可动摇的 国家动乱
、

覆 火
,

则归咎 于奸臣 误国
,

小人蒙蔽圣

听
,

或 是女人十政
,

妖孽惑乱君心 于是
,

女人 涡水之 说
,

影响越来越 大 妹喜
、

姐

见汉伶 么
: 冷匕燕外传》 按 瓦行家的 说法

,

汉 以 火德 !
_

这 句话的意思是说
,

赵合德 ( 赵 犯

燕之 妹 ) 得宠
,

必使汉 l
` ,

如 水火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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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

褒拟
、

吕堆
、

赵氏姐妹
、

武则天
、

杨玉环等俱成为妇孺皆知的
“

祸水
” , “

鸣呼
,

女

人之祸于人者甚矣 !
”

( 《新唐书
·

明皇本纪赞 》 ) 把奉国君之命
、

只身深人敌国
、

诱使敌

方君亡国破的西施
,

称作
“

祸水
” 、

“

妖孽
” ,

正是这种封建思想的体现
。

封建统治者从来都是把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放在首位
,

作为权衡一切人与事的标准
。

他们从无
“

信
”

字可言
,

今天这么说
,

明天可以那样说
。 “

是
”

和
“

非
”

的标准完全根

据他们的需要—
在不同形势下

,

以怎么对 自己统治有利为转移
。

今天需要你
,

对他有

利时
,

便肯定你
,

嘉奖你 ; 明天不需要你
,

可能有碍于他的统治时
,

便巧立名 目杀掉你

(所谓
“

欲加之罪
,

何患无词
”

也 )
。 “

无毒 不丈夫
”

是他们的信条
。

所 以 《倒烷纱 》
、

《浮西施 》 中西施与范兹争辩
,

毫不起作用
,

最后还是落得个葬身鱼腹的下场
。

不过
,

即使是在封建时代
,

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有着不同的看法
。

尤其是在明代
,

由

于进步哲学思想影响的扩大和深人
,

为西施被诬鸣不平者多有出现
。

《院纱记》 作者梁

辰鱼是其突出代表
,

晚明袁宏道 《锦帆集
·

灵岩》 也曾论及此事
。

文中说
:

古今过夫差者
,

皆首女祸
。

而余友江 进之 吊晋庙
,

独云 : “

忠 臣不逐鹉夷去
,

纵有西施国岂亡
。 ”

闻者或 以为病
。

余为之解 日 : “

齐国有不嫁之姊妹
,

仲父云无 害

霸 ; 蜀宫无倾 国之美人
,

刘禅竟为俘虏
。

亡 国之 罪
,

岂独在 色 ? ”

呛
,

冀后人 不 昧

此语
,

不然未有不 为厉端者矣
。

可见
,

江盈科一句为西施叫屈的诗句
,

曾招致一些人的非议
。

被李蛰赞为
“

胆力识 力
,

皆迥绝于世
”

的袁宏道站在江盈科一边
,

有论有据地驳斥
“

女祸
”

之说 ; 并提醒后人
,

不要为王者讳
,

否则
,

将一切罪过都推给女人
,

让女人代替昏联
、

残忍
、

淫乱的统治者

受过
,

而王者仍被颂为
“

圣君
” 、 “

明主
” ,

则未有不酿成祸端的
。

其思想的穿透力
,

实

可经百世而不衰
。

一个西施
,

引发了如许多的话题
。

个中缘 由
,

值得玩味
。

本文只是将历史上的变异

叙述出来
,

更深入的研究
,

还有待于来者
。

仁作者简介了金 宁芬
,

女
。

196 2 年毕业 于 南京大 学中文系
r ,

现为中国社科院文 学研

究所研 究员
。

发表过专著 《南戏研 究变迁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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