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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故事早在南宋时期便已流行于民间，后历经世
代累积，终于在元末明初形成了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
而在小说诞生前后，水浒故事的民间流传载体主要是水
浒戏曲。水浒戏曲，顾名思义就是以水浒人物故事为题材
创作的戏曲作品。由孙琳先生辑校的《水浒戏曲集成》将
现存的所有有关水浒人物、事迹的戏曲作品悉数搜集并
加以整理，共计140余种（其中体量最大的《忠义璇图》分
10本240出），其数量之多自不待言。且相比小说，水浒题
材戏曲不但更早出现，而且因其须由表演呈现的体裁特
征在民间的传播范围更广，影响更大。因此，提到水浒故
事，虽然我们首先想到的一般都是小说《水浒传》，但其实
丰富多彩的水浒戏曲才是水浒故事的“基本演绎法”。

《水浒戏曲集成》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
助项目，由凤凰出版社于2022年12月正式出版，孙琳先
生此次对于水浒戏曲的整理工作，有着多个层面的意义。
首先体现在“水浒”研究领域，其对水浒戏曲及其多种版
本的搜罗之全，无疑具备着极大的文献学价值。水浒戏曲
文献，从古代或在民间传抄或不成体系地散见于《录鬼
簿》《续录鬼簿》《太和正音谱》《曲品》等文献中，到20世
纪中后期由傅惜华先生《水浒戏曲集》、王晓家先生《水浒
戏考论》等进行初具系统的整理，再到如今孙琳先生在前
人的基础上通过对《全元戏曲》《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等
新编戏曲集的筛选及藏于各大图书馆的罕见稿抄本的搜
集，最终完成了现阶段对水浒戏曲最为全面的辑录与整
理，斯功甚伟。尤其是对于各种稿抄本及《忠义璇图》两种
残本的辑录，更显此书的版本学价值。此外，《水浒戏曲集
成》的编写还为水浒故事的传播与流变研究、不同时代的
水浒故事书写研究、水浒故事的跨文本研究等多种研究
方向提供了全面而珍贵的参考资料。

其次，对于水浒故事爱好者而言，《水浒戏曲集成》可
被视为一部古代水浒同人创作合集。众多戏曲对小说《水
浒传》人物及剧情的别样演绎，分别从不同方面满足着读
者的想象。《水浒传》的结局之所以有着如此动人心魄的
力量，主要源于其出色的人物塑造。金圣叹《读第五才子
书法》称“《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别
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
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写一百八个人性
格，真是一百八样”。正因如此，当我们看到这些“可爱的

草莽英雄”所经历的非死即伤、悲欢离合，才会感到唏嘘
不已、扼腕而叹。虽然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已然十分到
位，但读者对于自己所喜爱人物的遐想是无穷的，在这一
点上，主要围绕一个人物的某个事件进行延伸演绎的多
种水浒戏曲自然也就满足了水浒爱好者对于想要看到自
己喜爱人物更多动态的需求。而《水浒传》对于非主要人物
的塑造同样精彩，因此也同样衍生出众多关于非主要人物
与支线情节的创作，例如其中最广为人知的《金瓶梅》，以
非主要人物西门庆为主人公，演绎了一出活色生香的市井
人情悲喜剧。事实上此种类型的衍生创作还有很多，同样
大多数还是以戏曲的形式呈现，如《花田错总讲》一剧将小
说中鲁智深救刘太公女一事延展开来，演绎了一部趣味纷
呈的才子佳人式喜剧，本是小说主要人物的鲁智深等人在
这出戏中反而成了配角，亦为读者提供了不同以往的新奇
视角。还有部分戏曲将对结局抱不同态度读者的想法以再
创作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而满足人们的想象。对于《水浒
传》中“招安”结局的认识历来是极富争议的，对于“招安”
一事唾弃之人亦不在少数，那么以《偷甲记》为代表的一
系列“反水浒”倾向的戏曲作品则可谓正中其下怀。

《水浒戏曲集成》对于水浒戏曲的搜集与整理，除对
“水浒”领域内的贡献外，无疑还具备着其他显著且多方
面的现实意义，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传统文化的普及层面看，《水浒戏曲集成》囊
括了多种不同的传统戏曲形式，有助于增进大众读者对
于传统戏曲的了解。这些形式有杂剧、传奇，包括昆腔、高
腔、乱弹、皮黄、梆子腔等多种演绎方式在内的清代戏剧
以及快书、子弟书、牌子曲等讲唱文学。一些经典的故事
情节诸如“逼上梁山”“景阳冈打虎”“坐楼杀惜”“大闹翠
屏山”等往往被演绎为多种形式，读者可通过对于相同情
节不同演绎形式的对比阅读了解不同戏曲形式的特征。

其次，从语言学研究层面看，《水浒戏曲集成》中收录
的众多戏曲作品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字、白话、方言等
的重要参考资料。《水浒戏曲集成》主要收录了元、明、清
三个朝代的戏曲作品，可用于对不同时期的白话及其演
变之研究；众多清代戏曲抄本的用字情况极为复杂，各种
类型的异体字层出不穷，对此整理者专列异体字对照表，
置于书末，可为俗文学的用字研究所参考；还有大量戏曲
作品如《山门》《戏叔全串贯》等的人物对白部分皆以方言

书写，亦可用于明清方言的研究。这些戏曲底本原散落各
处，极难查找，如今全部汇集一处，对于相关语言学研究
者来说无疑是极大的便利。

最后，从语文教育的层面看，《水浒戏曲集成》是一部
辅助教学、丰富课堂形式的素材库。小说《水浒传》是初中
阶段必读名著，《景阳冈》《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分别为人
教版小学、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课文。而《水浒戏曲集成》中
与这两篇课文相关的情节均有多种形式的戏曲变体，既可
以直接用于戏曲排演或作为延伸阅读材料，以丰富教学、
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又可以作为剧本写作与剧本改编的教
学案例，在阅读与实践中帮助学生更加形象地理解小说与
戏曲不同的体裁特征及在写作时所应侧重的方向。

“听伊分诉怒气欲冲天，由不得心头烈焰燃，吾当勇
往直趋前，看俄然锄彼强梁安依良善。”（《忠义璇图》残第
四本）水浒故事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被一代又一代的爱好
者推崇至今，作为其载体之一的水浒戏曲更是具备着审
美与实用的双重价值，理应在今天被充分发挥，因此才有
了孙琳先生数年如一日对于《水浒戏曲集成》的整理点校
工作。如今这份付出终于化为成果，得以供各行各业、着
眼不同的读者各取所需，其未来还将创造出怎样的价值，
属实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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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

■新书推荐·凤凰出版社

[唐]杜甫撰；
旧题[宋]王十朋集注；
曾祥波点校
2022年12月

《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
（全3册）

作为编年集杜诗注
本，本书博采众说，保存
了大量的宋代名家注文，
是现存杜集宋注本中仅
有的“百家注”本，也是
杜诗“千家注”的源头性
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
价值和文学史价值。本
次整理，以存世孤本玉
海堂藏本为底本，以他
校法对明显错讹处作

“校记”，并对年号、地
名、人名、书名等加以专
名号识别，以便阅读。

中古文学即魏晋南北
朝文学，作者刘跃进以原始
文献为中心，以朴学精神为
指引，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文
献作了全面梳理和述评。
对于学习中古文学的新手
来说，这部书可以零基础入
门；对于有志在中古文学领
域作一番探索的研究者来
说，这部书可以作为出发
点；至于其他领域的读者，
遇到与中古文学相关的话
题，这部书可以用来检索。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
2022年12月

《中国淮扬菜志》（全5册）

这是一部淮扬美食文化
百科全书。编纂历时 5 年，
收录图片 434 张，共 5 卷，从
沿革、名菜、名点、宴厨店、拾
遗等方面全面系统记述了淮
扬菜的起源与萌芽、兴起与
形成、鼎盛与高峰、传播与发
展；展示了404道风味名菜、
323道风味小吃、148套风味
名宴、388 位古今名厨、365
家名企名店等，充分反映淮
扬菜的发展历程、菜系特点
和美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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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乐府诗，大家并不陌生，立刻能想到
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篇章，我们会想起《江
南》中自在嬉戏的小鱼，想起《木兰辞》中替父
从军的花木兰，想起《孔雀东南飞》里刘兰芝
和焦仲卿的凄美爱情，想起《上邪》中义无反
顾的忠贞誓言。然而，关于“乐府”，实际上我
们又知之甚少。

何为“乐府”？“乐府”本为秦汉间朝廷设
立的掌管音乐的机构，最初起源于秦朝，
1976年出土的秦代青铜器乐府钟可作证明，
汉武帝时沿用其名称设立“乐府”，扩大了规
模，主要职能为采集、整理、创作及表演音乐。
用来配乐演唱的歌词也被称之为“乐府”。后来

“乐府”渐渐脱离音乐，成为诗歌的类名，即“乐府诗”。
何为“乐府学”？“乐府学”即以“乐府”为研究对象

的学问。“乐府学典籍”是汉唐间围绕乐府活动产生的
历史文献，是乐府学研究的基础，大致可分为正史乐
志（包括政书乐门）、乐书、乐录、歌录、琴书、解题、曲
簿、注释、诗学等类别。

《汉唐乐府学典籍研究》一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青
年项目“汉唐乐府学典籍研究”的结项成果，属于文献
研究类著作。书中对汉唐间有关乐府的文献进行系统
考察，厘清文献留存情况，分析各类典籍所含具体内
容，梳理各类典籍间的承袭关系，判断其文献价值，确
立其历史坐标，并提出新的学术见解。本书极富问题
意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延展出多种研究思路，指出
治学门径，对汉唐乐府的研究具有目录指引作用。

作者郭丽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兼任乐府学会理事，跟随吴相洲教授从事乐
府学研究多年，学力深厚，出版有《乐府续集·宋辽金
元卷》《乐府文献考论》《乐府诗史话》等多部乐府学研
究著作。她数十年来在乐府学领域不懈耕耘，做了大
量基础性工作，在充分掌握汉唐乐府学的文献资料的
基础上，浓缩其文献价值，化繁为简，才写就了《汉唐
乐府学典籍研究》一书。通读全书即可通盘掌握汉唐
乐府学文献的基本情况，不论是入门研究者，还是资
深专家，都可从中大受裨益。

全书分为三部分，行文结构明晰，第一部分为绪
论，对典籍的分类与著录进行界定，评述前人研究成
果，并介绍研究思路和基本步骤；第二部分为全书的
核心，按照时代顺序分门别类地对乐志、乐录、歌录、
解题、诗学等五类主要典籍进行研究；第三部分附录
则收录了三篇作者关于汉唐乐府的研究论文。

乐志位居乐府学典籍之首。司马迁在《史记》中首
创乐书，此后各朝正史多设立乐志，文献规模较大。乐
志作为官方记载，相对完整地记录了一朝的乐府活

动，涵盖范围广，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作
者梳理出汉唐间乐志10种，分别为：《史
记·乐书》《汉书·礼乐志》《晋书·乐志》《宋
书·乐志》《南齐书·乐志》《魏书·乐志》《隋
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音
乐志》《旧五代史·乐志》。作者独具慧眼，对
以上典籍分别进行介绍，指出其在乐府史
上独有的文献价值及可研究的问题。譬如，
作者指出魏晋南北朝正史中的4本乐志，是
研究转型时期乐府活动的首选史料。与《汉
书·礼乐志》相比，《晋书·乐志》记录内容更
加丰富具体，更注重说明前后沿革情况。而
《宋书·乐志》较之《晋书·乐志》则更加详细，
最大特色是收录大量刘宋前的乐府歌辞，是
《乐府诗集》之前最重要的乐府学典籍。《南
齐书》记录乐府活动较为简单，但在记录燕射
歌辞时列举了具体名目，比其他乐志更细致。
《魏书·乐志》则记录了北魏朝廷关于礼乐建
设的讨论，以及永嘉之乱后西晋乐府流传到
北朝的过程，这点尤为珍贵。

本书的4至7章是对乐录、歌录、乐府
解题典籍和乐府诗学典籍的研究。乐录为
记录乐章表演情况的典籍，如《乐记》《荀氏
录》《元嘉正声技录》《大明三年宴乐技录》
等。歌录是收录乐府歌辞的典籍，为表演脚
本，如《魏宴乐歌辞》7卷、《三调相和歌辞》5
卷、《太乐歌诗》8卷等。乐府解题典籍为解释
乐府题名、揭示本事的典籍，如《琴清英》《琴
操》《古今注》《乐府古题要解》等。乐府诗学
典籍则是专论乐府诗的诗学典籍，涉及乐府
诗学观念和理论，如《文心雕龙·乐府》《玉台

新咏序》《续诗》《乐府杂诗序》等。作者对这4类典籍进
行周密的盘点，述评其内容，考察其成书、流传、特点、
价值和被研究情况，让读者对文献信息一览无余。

作者还悉心考辨了乐府研究史上的一些重难点
问题。例如，在《史记·乐书》的作者问题上，她指出《汉
书·艺文志》《汉书·司马迁传》《后汉书·班彪传》均称
《史记》阙漏10篇，《史记·乐书》中还大量引用《礼记·
乐记》，加之拼凑痕迹明显、章法不够谨严，且对乐府
活动的记载非常简单，因此认为现存《乐书》非司马迁
原作，但仍不失为重要的乐府学典籍，具有很高的音
乐文献价值。关于为何郭茂倩在《乐府诗集》燕射歌辞
一类中没有收入录唐代燕射歌辞这一论题，作者敏锐
地发现郭茂倩尽管在燕射歌辞一类并未收录唐代燕
射歌辞，但却在燕射歌辞叙论中提及唐代燕射歌辞
200余曲，同时，在近代曲辞的叙论中也提到唐代燕射
200余曲并且称近代曲为杂曲，在舞曲歌辞的小序中
将宴乐舞蹈归为杂舞，元稹《立部伎》题下小注中提及

“又选立部伎，无性识者退入雅乐部，则雅乐可知矣”，
这200余曲显系同一批歌辞，作者由此追索，发现大
量唐代燕射歌辞被郭茂倩归入了近代曲辞。郭茂倩之
所以这样归类的原因，是因为认为唐代燕射歌辞走向
娱乐化，不够雅正，不符合燕射歌辞标准，而更符合郭
茂倩对近代曲辞的定义，所以归入近代曲辞。类似于
以上这样的思考在书中俯拾即是，显示出作者强烈的
问题意识和清晰的思辨能力。

承前所述，作者郭丽对乐府学文献了如指掌，使
用翔实的史料记载作为全书论述的支撑，将汉唐乐府
学典籍的数量、种类、特点、价值、问题、成果等进行系
统梳理，并加以提炼总结，向为读者一一阐明，绘制出
一幅经纬交错、结构清晰、信息量庞大的汉唐乐府学
典籍地图，资料价值极高，凭之可以按图索骥。无论是
汉唐乐府的专业研究者还是业余爱好者，都可按图索
骥，通过参看此书找到自己需要或感兴趣的信息。

水浒戏曲：水浒故事的“基本演绎法”
□张淑婧

春天是读诗的季节。物候回暖，万灵复苏，陈旧的
枝干上萌发新绿，引人情动，阅读《趣说人间好诗词》
（后文简称《趣说》）的过程便是这样一趟春日之旅：看
旧景中孕育出新美，从古典诗词中汲取新生的力量。

这是一本思考有新意、表达有温度的古典诗词鉴
赏文集。作者史双元在书中撷英拾萃，择精妙高绝之
篇，用幽默风趣之笔，讲述诗里词外的动人故事。全书
谈诗论词如春雷乍响，点破“一字千金”的名篇中“惊心
动魄”之情；又如东风拂过，用新锐的解读视角助使古
典诗词的枝头抽出新生之芽；亦似春雨绵绵，笔下文情
并重，美的文辞与美的情感共同滋养读者心灵，“润物
细无声”。

用共情勾连起古典与现实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感是支撑起中国古典诗
词之树长存的主干。《趣说》开篇便定下写作的基本原
则——“言之有情，贴近古人，同情共鸣，以有温度的表
达转述古人心思。”

情感是古今共通的，但动情的契机往往随着时代
的转变而有所不同。对解诗者来说，解诗近似于“翻
译”，把古之生活、观念翻译成今之现实，使读者闻之亲
切，其中自然也包括“翻译”这种已发生转变的契机。
《趣说》显然注意到了这种“翻译”对读者是否能产生共
情的作用，书中随处可见巧妙的“翻译”。孟郊写《游子
吟》以歌母爱，诗中远游在即带来的骨肉分离之情和慈
母灯下补衣的辛酸场景是古人共鸣度极高的元素，放
在交通发达、信息便捷的现代社会却难免稍显褪色。
《趣说》高明地避开赘述诗中正面描写的远游与补衣，
而是从孟郊本人的生平经历入手，详写孟郊屡试不第
的落榜生涯。高考落榜的苦闷、邻里乡亲怀疑的目光，
都是今人也常感同身受的处境。如今见到补衣的机会
少了，《趣说》描绘的那副铩羽回家，只有母亲不问成
败、安慰落榜子女的场景却更为普遍。由此，诗中母亲
的“意恐”才更能令人读之动情，莫不垂泪。

在碰到另一些以意境见
长的诗歌时，这种技巧性的

“翻译”便不如更直接的文字
渲染了。刘勰道：“夫缀文者，
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
入情。”“披文”不精，则“入情”
不深。《趣说》便采用最直接的
文本细读法，用诗人的第一视
角将诗词化作一篇美文，用诗
意的语言阐释诗意的情感，也
即书中自言“言之有文，以美
的文辞传译美的诗词”。读刘
邦《大风歌》，恐常人难近帝王
之心，书中从刘邦回乡写起，
截取刘邦大宴乡亲的历史场
景，细致入微地刻画刘邦在高
台之上的所思所感。帝王之
情，一句一顿一转，起伏之间，
层层渲染，帝王搅动风云的壮
志豪情尽在其中。“此时此刻，
风起云涌，山河辽阔；日月星辰，群臣拱卫；天下之大，我居其中；驾驭海
内，舍我其谁！”读之如同身临其境，似乎目睹刘邦击筑高歌之景，气之所
感，情之所动。

《趣说》并不死板，在勾连古典与现实的过程中，它因篇而异，灵活地
采取“现场还原”“古今对读”“穿越式阅读”等带有创新意义的赏析模式。
这些模式在书中被作为一套成体系的理论提出，又在之后的赏析实践中
大获成功。《春江花月夜》的安宁怅惘、《琵琶行》的失意愁怨、《江雪》的孤
绝岑寂……在重寻古典诗词之美的道路上，共情使读者透过千年不变的
文字，触及诗人依旧鲜活温热的灵魂。正如钟振振评道：“情共古今，原来
你与一首诗、一阕词的距离如此之近。”

看旧景中孕育出新美

作者史双元无疑是勇敢的，他不避经典，所解诗词不乏诗评早已盈篇
满籍的名作，但书中观点仍颇见新意。这就使阅读本书的过程如赏春日
佳景，当看到旧日老枝上长出新芽，心中涌动的不仅是惊喜，更有感动。

嫦娥能被塑造成多少种形象呢？千百年来，嫦娥与万千宫妃贵妇共
用同一张面孔，永远忧愁、悔恨，郁郁不乐，正如李商隐笔下的嫦娥，“碧海
青天夜夜心”。《趣说》把嫦娥从压抑被动的处境中释放了出来，用勇敢、反
叛、孤傲武装这位女神，称赞她为“中国的娜拉”，肯定并歌颂她那石破天
惊的出走。神话是虚无缥缈的，既然人人都能为嫦娥涂抹上色彩，她为什
么不能是代表着力量的女神，为什么不能是所有遭遇不幸的妇女之榜样
呢？从这一刻起，嫦娥形象的内涵再次变得丰满鲜活，焕发出新的生机。
中国古典诗词的内涵是丰富的，但这种丰富并非一成不变，若没有女性主
义新思潮的东风来唤醒，嫦娥依旧沉睡在旧时代的深闺里。唯有解诗者
主动用新思潮重新审视古典诗词，发现适于新时代的精神价值，才能使诗
中人、诗中事经受一代代读者的考验，成为一代代人的精神养料。

老树抽出新芽，离不开成长过程的蛰伏蓄力。古典诗词中的新美，本
质上植根于深沉广阔、积淀厚重的中国文化土壤。嫦娥之所以可以是反
叛的，在于奔月神话的基本框架便是挣脱束缚、追求自由，这则神话本身
便是我们弱小却勇敢的先民在对抗大自然时发出的呐喊。发现新美，必
要对中国文化有着极为精深的研究。研究愈深，古典诗词之美愈加动
人。乍读《元日》，可感诗中万象更新、生机勃勃的欢乐美好氛围。若了解
诗人生平、历史背景，也能读出王安石借春节新旧交替的气象抒写对革新
政治的坚定信念和热切期盼。《趣说》则更进一步，以《元日》为切入点，窥
见中国文化的再生能力和中华民族相信逢凶化吉、绝处逢生的积极乐观
情感。在术数流行的时代，祖先们将民族困难时刻的记忆归纳整理而系
之于双重奇数的日子下面。尔后，祖先们并未选择恐惧、躲避这些“重单”
日，而是燃放爆竹、划起龙舟、登高采菊，用喜庆、热闹的活动冲淡这些日
子的不祥意味，把痛苦转化为祥和，把恐惧转化为向往。这种奇妙的民众
心理，便是独属于中国人的“超能力”，《元日》因此而增添一份坚韧之美。

诗词鉴赏是需要从旧景中发现新美的工作，但绝非为出奇而出奇。
《嫦娥》的反叛与时代精神吻合，《元日》的坚韧被当下的我们所需要，从古
典诗词中，我们汲取到了真正有用的精神力量，这才是今人再读古诗的缘
由。叶嘉莹谈解诗道：“我们讲诗的人所要做的，就正是透过诗人的作品，
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机会。而且在这个再生的活
动中，将会带着一种强大的感发作用，使我们这些读者与听者或作者与读
者，都得到一种生生不已的力量。”史双元《趣说人间好诗词》的解诗正是
这样的一种“再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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