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秦子陵及其《如意珠》传奇创作考辨 ——兼论新发现的《红

罗记》传奇稿本 
孙书磊 

 

- 

     

 

摘要：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秦子陵《如意珠》传奇是明末天启年间

作品。笔者通过对稿本《如意珠》的考证，认为秦子陵是清中后期人；《纳书

楹曲谱补遗》所收、《今乐考证》著录的《如意珠》并非秦子陵作品，而是内

容完全不同的无名氏同名作。秦子陵另一传奇《红罗记》稿本的被发现，印证

和丰富了我们对于秦子陵及其传奇创作的了解。 

    关键词：秦子陵；《如意珠》传奇；《红罗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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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如意珠》传奇及其作者，迄今为止，各种文献著录不尽相同： 

庄一拂先生《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 9“明代作品（上）”“秦子陵”条

云： 

字莲香，江苏如皋人。生平事迹未详。《如意珠》：《今乐考证》著录。

旧抄本……有范覃天启丁卯（一六二七）题辞。其他戏曲书簿未见著录。

叶怀庭《纳书楹曲谱补遗》订有《密打》一出。 

《文史》第 2 辑载周妙中先生《江南访曲录要》云： 

《今乐考证》著录十著录，系姚梅伯据《曲考》从《纳书楹曲谱》入录

者，未详考作者姓氏生平。 

郭英德先生《明清传奇综录》卷 3“传奇勃兴期（下）（明天启元年至清

顺治八年，1621-1651）”“秦子陵”条云： 

秦子陵，字莲香。……《如意珠》：《今乐考证》著录，入明无名氏

传奇目。现存旧抄本，南京图书馆藏。里封题“第五楼”、“卧云山

房”、“如意珠”。首载署“子陵一兄先生雅正，振夫弟汪承铎未定

草”、“柿亭弟马金铎未定草”、“霞城朱轩”、“锡蕃刘之晋”、“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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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沙岭”、“丁卯小除夕范覃”、“丁卯除日黄方莲”、“陈国璋”、

“季士莪”、“杨寿同”等之题词。署“如皋莲湘秦子陵填词”。 

并转叙周妙中先生《江南访曲录要》云： 

朱轩为明松江华亭人朱国盛次子，字韶九，号雪田，贡生，工诗善画。国

盛万历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轩亦应生于万历年间。卧云山房乃明鄞人范

大澈室名，大澈为明代著名藏书家天一阁主人范钦从子，字子宣，又字子

静，号讷庵，官鸿胪寺序班，月俸悉以聚书，著有《灌园丛谈》、《卧云

山房遗稿》。朱轩、范大澈俱明末清初人；则秦子陵亦为明末清初人无

疑，而此本或即天一阁故物。（天一阁目未著录。）范覃题词当在天启七

年丁卯（1627），此剧当写于是年，或稍早。 

李修生先生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明传奇”部分有方云先生执笔的“如

意珠”条，云： 

秦子陵撰。《今乐考证》著录。……叶怀庭《纳书楹曲谱补遗》有

《密打》一出。此剧现存稿本，卷前有明天启丁卯（1627）年汪承铎、马

金锋、朱轩、刘之晋、沙岭、范覃、黄方涟、陈国璋、季士峨、杨寿同诸

人题识。 

这些剧目文献对《如意珠》的具体著录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根据范覃

题辞在明天启七年丁卯（1627），推定该剧是明代作品，而周妙中、郭英德二

位先生进一步认为，“秦子陵亦为明末清初人无疑”，“此剧当写于是年，或

稍早”。这些推论看似逻辑严密，但认真考辨起来，却难以令人信服。 

笔者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访得该馆典藏稿本《如意珠》传奇，其真实情况

是： 

该剧 4 卷 48 出，每卷一册，共 4 册，第 1 册封面题曰《如意珠传奇》，封

里上首横书“第五楼”，下方居中竖书“如意珠”，下方右侧自上而下分别竖

钤“卧云山房”笺记、“莲乡”印以及“秦”、“仙”印各一，下方左侧自上

而下分别钤“逸春秦城子陵氏初号莲乡”、“逸春”、“秦子陵印”印。卷 1

之前尚有作者 10 位好友的题辞，分别是：七绝 2 首，落款署“子陵一兄先生雅

政，振夫弟汪承铎未定草”，钤有“汪承铎印”、“振夫氏”二印，题辞首有

“卧云”闲印；七绝 2 首，落款署“俚言题赠即希子陵一兄先生教削，柿亭弟

马金铎未定草”，钤有“金铎”、“挋凡”及“□□轩□□□”三印（字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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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辞首有“生于乙巳”闲印；七律 1 首，落款署“子陵一兄大人雅正，霞

城朱轩”，钤有“轩印”、“霞城”二印，题辞首有“坐花”闲印；七律 1

首，落款署“子陵吟坛先生斧政，锡蕃刘之晋”，钤有“刘之晋”、“锡蕃”

二印，题辞首有“听雨山房”闲印；七律 1 首，落款署“子陵社兄大人斧政，

颐园沙岭”，钤有“沙岭”、“鹤松”二印，题辞首有“何如”闲印；[南吕宜

春引]套数一套，落款署“莲翁正，丁卯小除夕范覃题”，钤有“范覃研谷

氏”、“小昂诗古文词”、“俯仰人间今古”三印；七绝 1 首，落款署“丁卯

岁除夕日同里弟黄方涟为莲乡先生正题”，钤有“文波诗文小记”、“宁作鸳

鸯不羡仙”二印；七律 1 首，落款署“次文波韵为莲乡先生正题，同里陈国

璋”，无印；词 2 首即“调寄浪淘沙”、“调寄一剪梅”，落款署“俚词二阕

题奉子陵大兄先生呈政，秋樵弟季士峩学填”，钤有“季士峩印”、“我

山”、“游戏翰墨”三印；七绝 8 首，落款署“己巳三春题奉莲乡大兄大人词

坛斧正，莲仙弟杨寿同初稿”，钤有“寿同”、“廉三”二印。卷 1、卷 2 的

剧名下分别题署“如皋莲乡秦子陵填词”，卷 3、卷 4 剧名下分别题署“如皋

叶村秦子陵填词”。各卷文字皆用略带有隶书风格的小楷书写，庄重古朴。 

可见，《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明清传奇综录》、《古本戏曲剧目提

要》的著录与南京图书馆典藏善本的实际情况都有出入：应是“莲乡”而非

“莲香”，应是“马金铎”而非“马金锋”，应是“丁卯岁除夕日同里弟黄方

涟”而非“丁卯除日黄方莲”，应是“季士峩”而非“季士莪”，应是“如皋

莲乡秦子陵填词”、“如皋叶村秦子陵填词”而非“如皋莲湘秦子陵填词”，

杨寿同题辞在己巳年而非丁卯。此外，其他未署日期的题辞更不能统一认定为

丁卯年所题。 

二 

庄一拂、李修生、方云等先生将范覃题辞的丁卯年认定为明天启七年

（1627），未言依据。郭英德先生转引周妙中先生观点，但理由不足取：周先

生认为朱轩是“松江华亭人朱国盛次子，字韶九，号雪田”，明末清初人，而

稿本《如意珠》朱轩题辞后落款处的却是“霞城”，可见，为《如意珠》题辞

的朱轩字霞城非字韶九，此朱轩（字霞城）非彼朱轩（字韶九）；至于以“卧

云山房”为室名的在中国古代更是很多，明代有范大澈，清代有戴顷波、王作

霖、高沄、穆清等，将“卧云山房”确定为范大澈的室名显然有失简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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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由推定朱轩和范大澈是明末清初人而推定范覃题辞作于天启七年

（1627），并进而推定《如意珠》是明末作品，其结论不能成立。 

其实，为《如意珠》题咏的人在清刘琛所辑、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本

的《大清如庠题名录》中多数都有记载： 

嘉庆己卯二十四年科入二十二名：……马金铎柿亭…… 

道光甲辰二十四年岁入二十二名：……范覃研谷…… 

道光丙午二十六年科入二十二名：……杨寿同莲仙，附贡…… 

道光己酉二十九年科入二十二名：……刘之晋锡蕃，春华子……修生

十五名：……季士峩…… 

咸丰甲寅四年岁入二十二名：……季士峩我山，附贡…… 

同治戊辰七年岁入三十二名暂额十名：……陈国璋紫珊，雯子，辛巳

岁贡…… 

这里记载的马金铎字柿亭，范覃字研谷，杨寿同字莲仙，刘之晋字锡蕃，季士

峩字我山，都与稿本上的印钤相符，包括陈国璋在内他们就是为《如意珠》题

咏者。 

为《如意珠》稿本题咏且注明题咏时间的有 3 人：“丁卯小除夕范覃

题”、“丁卯岁除夕日同里弟黄方涟为莲乡先生正题”、“己巳三春题奉莲乡

大兄大人词坛斧正，莲仙弟杨寿同初稿”。既然道光甲辰二十四年（1844），

范覃始为庠生，那么，其“丁卯小除夕”的题咏之事只能发生在其后，所以，

范覃题咏的时间丁卯年应是同治丁卯六年即 1867 年。 

黄方涟的题咏时间也可考知。《（同治）如皋县续志》卷 13“艺文志”

云： 

黄方涟《皋乘拾遗》六卷附录一卷。钱士杓跋：……黄君文若就文献之勘

征，核前贤之得失，博采旁稽以弥其缺。……不佞于编纂之役，悉收其所

录前贤著作入《补遗》内，而以是书附载艺文之末乃志。书未成，君已遽

归道山，追念良朋，曷脞鸣悒！ 

该志卷 9“耆老传”又云： 

    马金铎，字柿亭，庠生，精篆隶，著有《柿亭存草》四卷，……寿八十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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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方涟《皋乘拾遗》和马金铎《柿亭存草》惜已佚。钱士杓为《（同治）如皋

县续志》的编修人之一，他在编修《（同治）如皋县续志》“艺文志”《补

遗》时，采用了黄方涟《皋乘拾遗》的内容，而且“书未成，君已遽归道

山”。如皋知县、《（同治）如皋县续志》主编周际霖撰写的《〈（同治）如

皋县续志〉序》作于“同治癸酉岁”即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如皋

县续志》于此时修竣。该志既云马金铎“寿八十七”，则马金铎生年应在乾隆

五十一年（1786）之前。前文已述，马金铎题咏《如意珠》的题辞前有“生于

乙巳”闲印，则此马金铎的生年“乙巳”当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之前且较

近的那个“乙巳”年，即乾隆五十年（1785）。由马金铎生年和享年，我们便

可推出其卒年在同治十一年（1872）。马金铎的题咏与黄方涟的题咏在时间上

应是接近的，黄方涟的题咏既为丁卯年，那么马金铎的题咏也当接近此丁卯

年。黄方涟题咏时的这个丁卯年便一定在马金铎卒年之前即同治十一年

（1872）之前且接近的同治丁卯六年（1867），而不会是更早的嘉庆丁卯十二

年（1807），因为《（同治）如皋县续志》未将黄方涟列入“耆老传”，说明

其享年不足 80，既按享年 79 算，由“君已遽归道山”的同治十二年（1873）

上推，黄方涟生年最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而嘉庆丁卯十二年（1807）

题咏时才 13 岁，显然不可能。因此，黄方涟题咏的丁卯年只能是同治丁卯六年

（1867），这与范覃题咏的时间相同，他们都是同治丁卯六年（1867）题咏，

所不同者范覃在这年的“小除夕”，黄方涟在这年的“除夕日”。而“同里陈

国璋”“为莲乡先生正题”而吟咏的七绝诗，明言“次文波韵”，“文波”即

黄方涟，1[①]陈国璋的题咏在黄方涟题咏之后不久。 

范覃、黄方涟、陈国璋的题咏时间既知，稿本中排在其后且自称“己巳三

春题奉”的杨寿同的题咏时间当为同治己巳八年即 1869 年。 

由此，则《如意珠》的创作当在同治丁卯六年（1867）之前。而从题咏情

况看，友人题咏时作者在世，所以，作者决非明末清初人。 

三 

秦子陵的生平及创作，亦可从《如意珠》稿本状况进一步考知。 

                         

1[①] 黄方涟有“文波诗文小记”印，《（同治）如皋县续志》卷 13“艺文志”

中钱士杓的跋文称黄方涟“文若”，或为误刻，或为黄方涟的又字，亦不可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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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里所钤“卧云山房”笺记、“莲乡”、“逸春秦城子陵氏初号莲

乡”、“逸春”等印、剧名下所署“如皋莲乡秦子陵填词”、“如皋叶村秦子

陵填词”以及刘之晋题咏所署“子陵吟坛先生斧政”、范覃题咏所署“莲翁

正”、陈国璋题咏所署“为莲乡先生正题”、杨寿同题咏所署“题奉莲乡大兄

大人词坛斧正”等内容可知，秦子陵为如皋（今属江苏）人，名城，字子陵，

初号莲乡，晚号逸春，别署叶村、吟坛、卧云山房等。此外，《如意珠》第 1

出《词原》有云：“先生高见，但居士自号‘双龙潭钓客’，似乎出乎尘嚣，

归于恬淡，为何又作此牢骚之剧？”可见，秦子陵又署“双龙潭钓客”。 

能够考证出的具体题咏时间中最后的时间是杨寿同的题咏时间：“己巳三

春”，即同治八年（1869）暮春。那么，秦子陵的卒年应在同治八年（1869）

暮春之后。修于同治十二年（1873）的《（同治）如皋县续志》“耆老传”记

载寿命 80 以上的过世和健在者，其中未载秦子陵，说明无论此时秦子陵已经过

世还是健在，此时其享年或年龄都不足 80。由此上推 79 年，则秦子陵的生年

不会早于乾隆五十九年即 1794 年。所以，秦子陵的生年应在乾隆五十九年

（1794）之后，卒年应在同治八年（1869）暮春之后。 

《（同治）如皋县续志》“秩官志”、“选举志”、“名宦传”、“列

传”、“艺文志”以及《大清如庠题名录》均未载秦子陵，可见秦子陵未有功

名且未留下诗文别集。马金铎题咏曰：“其人生性最风流，妙笔洵推第五

楼。”秦子陵不但生性风流，而且颇有才华。除马金铎题辞中言及“第五楼”

之外，朱轩题曰：“明珠不向暗中投，一线穿成第五楼。”刘之晋题曰：“楼

成第五又倾窥，如意奇传分外奇。”沙岭题曰：“曲牌第五号名楼，诸子题诗

在上头。”季士峩题曰：“尘梦百年身，絮果兰因，闲情都付杜司勋。第五楼

中重补恨，刻意伤春。”杨寿同题曰：“更怜得意文成处，集凤楼真五凤

楼。”稿本《如意珠》封里所写“第五楼”即指《如意珠》传奇。这种称谓疑

受清初李渔小说集《十二楼》的影响。李渔的戏剧、小说多写爱情、世情，其

《十二楼》包含 12 篇短篇小说，每篇以“楼”命题，如《合影楼》、《夺锦

楼》、《夏宜楼》、《拂云楼》、《十卺楼》、《鹤归楼》等，李渔自述作

意：“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入情啼笑接引顽痴。”《如意珠》也像《十二

楼》那样“通俗语言”、“入情啼笑”而又寓有深意。“第五楼”之称不仅表

明《如意珠》剧情的爱情题材、世情寓意，而且作者友人的题咏特别是刘之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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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辞中注云“向有词谱嘱题”、“先生佳词叠出，开人智慧良多”等都暗示

我们，该剧之前应还有四部爱情或世情故事剧作，每部剧作分别依次冠以“第

一楼”、“第二楼”等别称。所以，虽然秦子陵的戏剧创作应是比较丰富的。

    清中后期的传奇创作不同于清初传奇创作的重要方面在于其案头化倾向，案

头化导致作者过于追求文辞而不屑于度曲。秦子陵在《如意珠》第 1 出《词

原》中就明确地表示其 “填词大都悉意，身不亲教竹肉，未必尽合宫商”，并

借副末之口寻找托词：“挥毫意不及宫商，文字歌喉各擅长。梦里霓裳才授

谱，剧中傀儡早登场。目空四海原多泪，笔吐千花自有香。若道填词先度曲，

未闻关马学周郎。”当然，也决非秦子陵一人如此，其观点代表了“南洪北

孔”之后尤其清嘉庆之后传奇创作的大致趋势。 

    《如意珠》的创作旨在抒发作者穷途遭际。第 1 出《词原》副末开场即云：

“呀，别有居士自述谱曲一律吟来便了：题桥依旧病相如，空把文章托子虚。

改曲漫寻删去稿，添膏夜读借来书。心非李白难裁锦，泪不鲛人岂是珠。失却

骊龙颔下宝，照愁灯下谱穷途。”作者以司马相如自比，但司马相如有汉武帝

之知遇，而自己空有满腹经纶，只好写写剧本而已，甚至剧本写出也依然无法

改变自己的遭遇，流连戏剧只能使自己更加与仕途无缘，所以，“失却骊龙颔

下宝，照愁灯下谱穷途”，戏剧创作只作穷途之哭罢了。该出副末又云：“近

过居士斋，得观《穷途哭》原稿，老夫以名色不佳，题其签曰《如意珠》。”

可见，《如意珠》原稿名曰《穷途哭》，改名《如意珠》更寓深意，正如汪承

铎题辞指出的“从来顾曲在歌喉，每为明珠惜暗投”，作者的高明就在于“明

珠不向暗中投”，戏剧创作就是其最大的收获。 

    需要特别指出，庄一拂先生《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和李修生先生《古本戏曲

剧目提要》皆云，叶怀庭（即叶堂）《纳书楹曲谱补遗》有《密打》一出。清

代叶堂《纳书楹曲谱补遗》编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笔者查阅台湾学生

书局出版的王秋桂先生主编《善本戏曲丛刊》第六辑影印的清乾隆五十九年

（1794）原刻本《纳书楹曲谱补遗》，发现《纳书楹曲谱补遗》收有《如意

珠》之《密订》一出，而非《密打》。《密订》用的曲牌为：[高宫合套][端正

好]-[锦缠道]-[塞鸿秋]-[普天乐]-[伴读书带笑和尚]-[刮地风]-[尾声]。若仅从出名

《密订》看，很像是现存稿本《如意珠》的第 14 出《订钗》，但《订钗》用的

曲牌是：[北中吕][粉蝶儿]-[南泣颜回]-[北石榴花]-[南泣颜回]-[北斗鹌鹑]-[南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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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蛾]-[北上小楼]-[南扑灯蛾]-[尾声]。两相比较，不但曲牌相去甚远，而且曲辞

完全不同。拿《纳书楹曲谱补遗》所收《密订》一出的曲牌、曲辞再与现存稿

本《如意珠》全本各出的曲牌、曲辞比较，也都没有哪一出与《密订》相符、

相近。可见，《纳书楹曲谱补遗》所收《密订》是独立于现存稿本《如意珠》

之外的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同名剧作《如意珠》中的一出，与现存秦子陵《如意

珠》稿本无关。也就是说，中国戏曲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如意珠》，一为清

乾隆五十九年（1794）之前出现的无名氏《如意珠》，一为清同治六年

（1867）前不久出现的如皋人秦子陵《如意珠》。姚燮《今乐考证》“著录十

国朝院本”明言其著录无名氏《如意珠》传奇是根据焦循《曲考》，同时交代

焦氏《曲考》又是从《纳书楹曲谱》录入，可见，姚燮《今乐考证》著录的

《如意珠》乃为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之前出现的无名氏《如意珠》，并非

秦子陵《如意珠》。庄一拂、周妙中、郭英德及李修生等先生认为《今乐考

证》著录的就是秦子陵《如意珠》，显然失察。 

四 

令人欣喜的是，笔者在南图又发现意外地发现秦子陵的另一剧作《红罗

记》传奇稿本。这一发现非但印证了前文关于秦子陵的考辨结论，还为我们进

一步了解秦子陵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秦子陵的《红罗记》传奇未见任何文献著录。南图《红罗记》传奇稿本，

全书 4 卷 44 出，每卷一册，共 4 册。4 册分别题署“红罗记传奇卷一，如皋莲

乡秦子陵填词”，“红罗记传奇卷二，如皋小雅秦子陵填词”，“红罗记传奇

卷三，如皋小雅秦子陵填词”，“红罗记卷四，如皋小雅秦子陵填词”。 

第 1 册扉页从上方到右面再到下方，有墨笔所画弧形芭蕉树一株，芭蕉树

叶下墨笔竖书篆书体“驻春楼”三字，其右下侧自上而下分别钤有阴文方朱印

“秦城”和阳文方朱印“子陵”，左上侧钤有叶形阴文朱印“卧云”。扉页之

后，有分别署“时在道光甲午岁嘉平月竹醉日灿亭管华书于兆花书屋之南

轩”、“时在道光乙未岁正阳月之中浣云渚李光玙拜撰”、“同治甲子岁姑洗

月云阳韵卿氏宦振声拜稿”等序文 3 篇，序文后又分别有署“汪桂林丰江”、

“朱轩霞城”、“刘僎蓉坡”、“刘之晋锡蕃”、“沙岭颐园”、“吴镳咒

莲”、“杨绍祖芷衫”、“季士峩我山”等 8 人题咏诗词 21 首。这些序文和题

咏，除宦振声序文无版框、每面 6 列、每列 20 字、共 4 面外，其它皆为黑色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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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版框，版心上部书写“第四楼”，下部钤有长朱印一方曰“卧云山房主

人”。所有序文、题咏都无撰者钤印。 

第 1 册封底用旧稿纸，墨笔书写：“卧云山房投笔集卷三十一，玭山小雅

秦子陵，诗余单调小令，十六字令。”正楷字体，与正文相同，但旧稿纸倒

装。第 3 册封底一页纸为该剧第 33 出“哭别”中的因写错而废弃的未写完稿

纸，小楷字体，与正文相同。第 4 册卷末墨笔署“雨千弟林滋读校”。 

   《红罗记》传奇稿本的 8 位题咏者中，除了朱轩、刘之晋、沙岭、季士峩四

人同时为《如意珠》题辞、笔者在前文已有论述外，汪桂林与吴镳的情况也有

案可稽。《（同治）如皋县续志》卷 9“耆寿传”载：“汪桂林，字凤巢，庠

生，少颖，异工诗，名流过海上者，唱酬无虚日，有《半江诗钞》，寿七十

六。”《大清如庠题名录》卷 3：“嘉庆丙辰元年岁入二十二名：……汪桂

林，半江，……童古录取：汪桂林。”《如皋管氏宗谱》卷 24“列传”收有汪

桂林所撰《刘孺人传》，文末按曰：“汪桂林，字半江，附生。”可见，汪桂

林，字半江，而非字丰江。“丰江”为“半江”之笔误，是请人誊清时钞错所

致。从该本正文的字迹文面情况和“丰江”细节我们知道，如同《如意珠》稿

本一样，《红罗记》稿本也是誊清稿本。 

    《红罗记》稿本扉页有阴文方朱印“秦城”、阳文方朱印“子陵”、叶形阴

文朱印“卧云”以及序文、题咏页版心所钤长朱印“卧云山房主人”等，印证

了笔者此前由《如意珠》稿本得出的有关作者情况的结论。而根据《红罗记》

稿本第 2、3、4 册的署名都有“如皋小雅秦子陵”之说和第 1 册封底所用旧纸

上的内容又可知，“小雅”也是秦城的别署。 

   《红罗记》稿本为我们进一步证实了秦子陵的生活时代。写于“道光甲午

岁”即道光十四年（1834）的管华序文称，“莲乡秦子陵少从余游”；作于

“同治甲子岁”即同治三年（1864）的宦振声序文称，“壬辰岁，遭逆扰，避

居如皋之东北乡，借数椽以蔽风雨。适与秦高士莲乡先生结为比邻，幸蒙垂

青，不以愚为卑鄙，订忘年交”，壬辰岁即清同治元年（1862）；李光玙的序

文撰于清道光乙未岁即道光十五年（1835）；《大清如庠题名录》卷 4 载，

“同治戊辰七年岁入三十二名暂额十名：……吴镳，咒莲”，为该剧题辞的吴

镳为清同治戊辰七年（1868）的庠生；前文已述，汪桂林为清嘉庆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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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庠生。由此可见，前文关于秦子陵生年的推论在此得到了进一步的佐

证，秦子陵为明末清初人之说不攻自破。 

   《红罗记》稿本还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秦子陵生平的更多材料。管华序曰：

“莲乡秦子陵少从余游，工诗、古文、词，其举业则风华典赡，气势排奡，诚

所谓少年文字气象峥嵘者，破壁而飞正未可量也。”看来，秦子陵少年时代就

才华横溢，不但工诗词古文，而且时文也写得好。宦振声序文和第 1 册封底所

用旧纸上的内容又告诉我们，秦子陵家住“如皋之东北乡”的玭山，且被宦振

声称为“高士”，其晚年是一位虽未取得功名但其才学品德为乡人所敬仰的乡

间名士。对于管华提到的秦子陵才学，宦振声的序文同样予以肯定：“虽然先

生之令人可钦可羡者，不止此。于举业则超超元箸，气象峥嵘。超超元箸，可

以仿佛乎焦储，于诗古则风华典赡，色色精工。可以颉颃于李杜。至于丹青，

笔妙触手生春，则又先生之余事耳。嗟夫，人各有所能有不能，若先生所谓无

所不能者，非耶！”秦子陵非但传奇写得“令人可钦可羡”，而且举业、诗

古、丹青样样精工，可谓无所不能，实在是乡间少有的奇才人物。 

   《红罗记》稿本第 1 册封底所用旧纸的书写内容告诉我们，秦子陵另有至少

31 卷的诗文集或诗词集或词集，名曰《投笔集》，该集的第 31 卷收有“诗余

单调小令”，其中首列“十六字令”，可惜未得传世。 

关于《红罗记》传奇的创作情况，管华序文指出，秦子陵在研读经书之

余，感到“笔墨无聊，俯就音律，作传奇五种，曰‘五凤楼’”。由此进一步

证实，秦子陵曾经创作过 5 种传奇，总名为“五凤楼”，其中《红罗记》传奇

为“第四楼”，《如意珠》传奇为“第五楼”。宦振声序曰：“适与秦高士莲

乡先生结为比邻，幸蒙垂青，不以愚为卑鄙，订忘年交，盘桓久之，先生将所

著《芭蕉楼》传奇示览。”《红罗记》传奇又名《芭蕉楼》，这与《红罗记》

稿本扉页所画芭蕉树以及该剧剧情正相吻合。另外，《红罗记》稿本扉页所标

书名为《驻春楼》。所以，《红罗记》的别名有《芭蕉楼》、《驻春楼》。 

在“五凤楼”中，《如意珠》作于清同治六年（1867）之前，那么，《红

罗记》的创作更早。《红罗记》稿本的 3 篇序文中撰写时间最早的是管华序

文，该文写于道光十四年（1834），那么，《红罗记》传奇的创作当在道光十

四年（1834）之前不久。由于该序文提到秦城已经创作了 5 种传奇曰“五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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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所以，这就把《如意珠》传奇的创作时间由清同治六年（1867）之前也

进一步提前到清道光十四年（1834）之前不久。 

《红罗记》写书生黄玠在友人的帮助下得与佳人吴绿筠、曾云娥成婚的曲

折经历。第 1 出《陈情》副末开场所吟[满江红]词点明了该剧的主题：“抱恨

终天半途里，前功尽弃，问上帝，生才如是，谈何容易。即此英年如此耳，前

程不卜可知矣。欲学他人力可回天，浑无计。    论福命，轻如纸，淋笔砚，心

难死，叹年华弱冠蹉跎过已，未得文章华工国，怎能姓字垂来世，没奈何填几

曲词儿教新戏。”《红罗记》传奇的创作旨在为有才华而不得志的书生鸣不

平，让其得到所应得到的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是作者秦子陵发自内心的愿

望。因为秦子陵本人就是这样的才华横溢而又人生偃蹇的人。在该剧第 2 出

中，作者不禁长叹：“可怜十年面壁，曾用达摩功夫，几度看花，竟遭刘蕡偃

蹇，苍天难问，白发易生，纵有班超之才志，何年投笔封侯。”刘蕡为唐代昌

平人，曾应贤良对策，极言宦官祸国，考官害怕得罪宦官，而不敢录取，同考

的李邰说：“刘蕡不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秦子陵叹刘蕡偃蹇，实际就

是在叹自己的偃蹇。班超的投笔从戎事迹，为历代失意文人所谈论不已，作者

将含有词作的作品集命名为《投笔记》，同样是哀叹自己“十年面壁”而不得

其果的命运。 

 

 

 

On QIN Zi-ling and His Writing of Chuanqi Ruyizhu 

——Add Studying the Manuscript of Chuanqi Hongluoji Discovered Newly

ABSTRACT: Mr. ZHUANG Yi-fu, ZHOU Miao-zhong, GUO Ying-de, LI Xiu-

sheng and FANG Yun etc. thought that QIN Zi-ling’s Chuanqi Ruyizhu was written 

in Tianqi years of Ming Dynasty. But through researching the manuscript of Chuanqi 

Ruyizhu,the penman thinks that QIN Zi-ling is in the middle and latter of Qing 

Dynasty, not from the latter of Ming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that 

the Ruyizhu collected by Nashuyingqupubuyi and Jinyuekaozheng isn’t QIN Zi-

ling’s writing, but is the writing with the same name by a writer without a name 

before Qianlong 59th year(1794) of Qing Dynasty. QIN Zi-ling’s another manu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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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uanqi Hongluoji verifies and enriches our realizing about the author. Chuanqi 

Ruyizhu and Chuanqi Hongluoji were written before Daoguang 14th year(1834) of 

Qing Dynasty. 

KEY WORDS: QIN Zi-ling; Chuanqi Ruyizhu; Chuanqi Hongluo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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