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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巢传奇四种》创作考辨 
孙书磊 

 

- 

     

 

摘要：学术界对于阮大铖《石巢传奇四种》创作情况的认识一向模糊甚至

错误。笔者经过考证认为，《春灯谜》创作始自崇祯六年（1633）夏历二月

初，该年夏历三月十五日完成，地点在作者家乡安徽怀宁的咏怀堂而非南京；

《燕子笺》完成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末至明崇祯十五年（1642）初这段时

间，地点在南京牛首山的祖堂寺；《牟尼合》初稿的完成于明崇祯九年

（1636）夏，同年夏历八月修订，创作和修订地点都在安徽当涂曹履吉处；

《双金榜》完成于明崇祯九年（1636）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之间的某一年

春天，而明崇祯十一年（1638）作者移居牛首山之时或之后不久完成《双金

榜》的可能性最大，地点也在当涂曹履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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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巢传奇四种》作者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

巢、百子山樵、皖髯。安庆府怀宁（今安庆市）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中

举，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官户科给事中。天启四年（1624）以谋迁

吏科阴结魏忠贤，又惧东林党攻己，未满一月即请归。崇祯元年（1628）起光

禄卿。崇祯二年（1629）阮大铖名在逆案，削职为民，后流寓金陵。弘光时，

起兵部侍郎，进尚书。清兵渡江，走江东，不久降清，从攻仙霞岭暴死。阮大

铖生前名收逆案，南明时期又声名扫地，《明史》将之作为品行不端的小人列

入《奸臣传》。《明史·艺文志》以及各类丛书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皆坚持

“撰人品学不端正者不收”的编纂原则，[i[1]](P3)将明末诗人、戏剧家阮大铖的

诗文、戏剧作品拒之门外。然而，客观公正的文化史研究却不应以人废言。阮

大铖一生创作了 11 种传奇，其中包括存世的《石巢传奇四种》即《春灯谜》、

《牟尼合》、《双金榜》、《燕子笺》等 4 种，和已佚的传奇《井中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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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门生》、《忠孝环》、《桃花笑》、《狮子赚》、《翠鹏图》、《赐恩

环》等 7 种。虽然从现存的戏剧作品看其艺术成就很高，但是由于人们头脑中

文品如人品的思想作祟，其作品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7 种传奇的遗失已

经造成了戏剧史上的遗憾，而现代学者对《石巢传奇四种》创作状况的一些认

识更有予以进一步辨明的必要。 

吴梅先生认为，“圆海四记（孙按：指《石巢传奇四种》），皆作于闲废

金陵之日。”[ii[2]](P1399)对阮大铖素有研究的当代学者徐凌云、胡金望二位先生

也认为，“阮大铖四种曲，据其序跋推知，……写作地点在南京附近之姑熟和

南京城南牛首山之祖堂寺。”[iii[3]](P2)然而，《石巢传奇四种》的创作在时间、

地点上都存在着差异，这样的认识非但有失笼统，而且有失准确。 

一 

在今存明刊本《石巢传奇四种》每种传奇的序跋文字中留下明确时代记载

的，只有《春灯谜》和《燕子笺》。 

明崇祯间吴门毛恒《石巢传奇四种》刻本之《春灯谜》题为《咏怀堂新编

十错认春灯谜记》，首载署“崇祯癸酉三月望日百子山樵撰”的序文，序曰：

“其成之月余，人争速之，即撰者亦自谓速也。”末载作者《自跋》云：“癸

酉三月望日，编《春灯谜》竟，偶书于咏怀堂花下，百子山樵手书。”崇祯癸

酉即崇祯六年（1633），可见，《春灯谜》的创作当始自崇祯六年（1633）夏

历二月初，该年夏历三月十五日完成，历时一个多月。 

吴梅先生《〈春灯谜〉跋》说，“此记《提唱》折又云‘百花深处咏怀

堂’，‘百花深处’者，即石巢园之一景。是可知四记之成，皆在屏处南都之

际”。1[①]由咏怀堂在石巢园，石巢园在南京，而推定《春灯谜》的创作在

“屏处南都之际”，看似逻辑严密，实则论据不足。 

南京图书馆典藏善本明崇祯刻本《咏怀堂丙子诗》专收阮大铖丙子年即崇

祯九年（1636）的诗作，其中有《归次咏怀堂哭先恭人》诗一首：“避地且归

来，吾芦宛仍昔。风暄门柳青，雨止江云白。野鼠各缘桁，山鸡自啼栅。麦菜

熟已齐，蓬蒿乱无摘。巢燕何奴轩，顾我反成客。堂中机杼声，堂前綦履迹。

                         

1[①] 此说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学界，如李金松先生《阮大铖〈双金榜〉中的政治

影射发微》（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云：“阮大铖闲居在南

京时，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咏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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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音俨如在，兹灵复奚适。一身等飞藿，百念顿攒戟。长号安可持，泪与莓苔

碧。”紧跟该诗之后，又有《初归感旧赋》、《春寒感怀先恭人》、《江上还

石巢》、《还江上草堂柬史使君道邻》等诗。其中，《春寒感怀先恭人》诗的

末两句云：“怜无慈母缝，使我中怀伤。”先恭人指诗人的过世母亲。由于

《咏怀堂丙子诗》是按照作品创作的时间先后编排的，所以，《归次咏怀堂哭

先恭人》、《初归感旧赋》、《春寒感怀先恭人》、《江上还石巢》、《还江

上草堂柬史使君道邻》排列在一起，恰好记录了阮大铖因母亲去世而从南京奔

丧回到怀宁的事迹。《归次咏怀堂哭先恭人》中的咏怀堂当然在怀宁而非南

京。“避地且归来，吾芦宛仍昔”，从“避地”南京归来，咏怀堂虽然宛如昔

日，然而已经物是人非，“堂中机杼声，堂前綦履迹”，母亲的音容笑貌如在

眼前，再次引发了作者的悲恸：“长号安可持，泪与莓苔碧。” 

与之相关，作于丙子年间的《江上还石巢》中的“石巢”也非南京的石巢

园。证据有二： 

其一，《咏怀堂诗》卷 1 的一首诗《鸠岭草堂酬方式谷、肃之、姚绳先见

过》提及“鸠岭草堂”，既为“见过”，那么“鸠岭草堂”并非他人的草堂，

而是阮大铖自己建在怀宁的草堂。与《江上还石巢》诗并列的《还江上草堂柬

史使君道邻》之“草堂”也当为阮大铖在怀宁的“鸠岭草堂”，那么《江上还

石巢》中的“石巢”自然也就在怀宁。 

其二，所收诗歌作品创作时间早于《咏怀堂丙子诗》的《咏怀堂诗》卷 1

有《由佛岭至龙泉庵旋憩石巢》、《从石巢至平等庵宿》等诗。佛岭在怀宁附

近，龙泉庵、平等庵也为怀宁的庵寺，这些都是阮大铖乡居时常去的地方，石

巢距离佛岭、龙泉庵、平等庵等地方并不远。《咏怀堂诗》卷 1 还有一首诗

《月夜石巢宿灵公故房感旧》，诗中所谓“灵公”即阮大铖的先人，石巢中有

“灵公故房”，说明石巢曾是阮大铖先人的旧居。《咏怀堂诗外集》所收作品

的创作时代与《咏怀堂诗》相当，2[②]即崇祯八年（1635）之前也就是阮大铖

罢官乡居至移居南京之前，《咏怀堂诗外集》甲部《久客归坐雪石巢开门人邓

简之书并见怀作》抒写了作者旧客他乡之后返回石巢居所时的欣喜。可见，在

丙子年之前，石巢就是阮大铖在怀宁的居室。后来移居南京，阮大铖将南京城

                         

2[②] 据阮大铖《〈咏怀堂诗〉自序》和叶灿《〈咏怀堂诗〉序》，《咏怀堂

诗》四卷刻于乙亥年即明崇祯八年（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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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西南隅的寓所取名为“石巢园”，表达了其对怀宁故居的怀念，园名并非新

创。 

既然咏怀堂在怀宁，而且怀宁也有石巢，那么，从《春灯谜》第一出《提唱》

末所唱[西江月]中的“百花深处咏怀堂”一句推定该剧是作者蜇居南京时创作

的，论证就有失臆测了，结论也难以让人信服。 

崇祯元年（1628），阮大铖在做了短暂的光禄卿后即罢官归里。崇祯二年

（1629）定逆案，阮大铖榜上有名，论徒赎为民，但没有马上流寓金陵，而是

继续在家乡安徽怀宁生活了八年。八年中，阮大铖在家乡发起成立“桐城中兴

社”，与复社对抗。据吴应箕《留都见闻录》记载，“甲戌桐城民变，乙亥流

寇猖獗，江以北之巨富十来其九”，“桐城自甲戌、乙亥后，巨室尽家于

南”。甲戌即崇祯七年（1634），“桐城民变”指桐城王文鼎、汪国华农民起

义军攻破县城，锋芒直逼安庆。“民变”发生时，阮大铖并没有马上逃往金

陵，而是在家乡积极协助镇压。《咏怀堂诗》卷 4 有《石言十二首》，每首诗

都有小序，其二序曰：“春中闻流寇警，余倡乞师议甚力，里中无赖谓无病

呻，毒詈之，兹潘将军可大捐赀募士至，而桐变赖以镇，议非欤？”。后来为

了躲避“民变”打击，阮大铖也像其他巨室一样移居南京。到了南京不久，即

将自己在里中八年所作的诗结集刊刻，诗集刻成，授意叶灿作序。叶灿在

《〈咏怀堂诗〉序》中云，“去年秋，里中忽遘二百七十年所未有之变，公眦

裂发竖，义气愤激，欲灭此而后朝食，捐橐助饷，犯冲飚凌，洪涛重趼，奔走

请兵讨贼，有申包胥大哭秦庭七日之风，卒赖其谋，歼丑固圉，一时目击其事

者无不艳羡嗟叹。”该序文作于崇祯乙亥即崇祯八年（1635）秋，正是阮大铖

从怀宁移居南京的当年。 

据作者《〈春灯谜〉自跋》，《春灯谜》的创作完成于“癸酉三月望日”

的“咏怀堂花下”。从阮大铖的上述经历看，崇祯癸酉即崇祯六年（1633），

阮大铖尚未避居南京，而在家乡安徽怀宁。那么，《〈春灯谜〉自跋》所谓

“咏怀堂花下”和《春灯谜》的《提唱》折所谓“百花深处咏怀堂”的“咏怀

堂”都指作者家乡怀宁的“咏怀堂”。吴梅先生关于《春灯谜》创作时间、地

点的推论不攻自破。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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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巢传奇四种》中成就最高、在当时乃至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燕

子笺》。 

吴梅先生根据《燕子笺》第一出《家门》副末开场所吟[西江月]中“春来秋

去酒樽香，烂醉莫愁湖上”句，认为该剧与《石巢传奇四种》中其它三种一

样，其创作也都在“屏处南都之际”。[2](P1399)该剧今存明崇祯吴门毛恒刻《石

巢传奇四种》所收本的韦佩居士序，署“崇祯壬午阳月”即崇祯十五年

（1642）十月，郭英德先生据此认为，“此剧作于是年十月以前”。[iv[4]](P388)徐

凌云、胡金望二位先生也只是泛泛地指出，《石巢传奇四种》的“写作地点在

南京附近之姑熟和南京城南牛首山之祖堂寺”。[3](P2)对于《燕子笺》的创作时

间、地点，研究者往往因未作具体的研究而语焉不详。 

明崇祯吴门毛恒刻《石巢传奇四种》所收本《燕子笺》的韦佩居士序既署

为“崇祯壬午阳月”，那么，将《燕子笺》的创作完成确定为崇祯壬午阳月即

崇祯十五年（1642）十月以前，是没有错误的。然而，这只是给该剧的创作时

间划定一个较大的范围，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定位其创作的具体年代。 

金嗣芬《板桥杂记补》卷上“记人”之“董小宛”条记载了崇祯壬午中秋

之夜如皋才子冒襄与金陵名妓女董小宛的相聚情景：“一时应制诸名贵咸置酒

高会，中秋夜觞，姬与辟疆于河亭演怀宁新戏《燕子笺》”。金嗣芬《板桥杂

记补》源于前人的记载，这段中秋观剧的情节早在冒襄本人撰写的专忆董小宛

的《影梅庵忆语》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壬午，……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诸

友感姬为余不辞盗贼风波之险，间关相从，因置酒桃叶渡水阁，时在坐为眉楼

顾夫人、寒修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

《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

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冒襄的同时代人张明弼《冒姬董小

宛传》也说：“壬午……八月初，姬复孤身挈一妇从吴买舟，江行逢盗，折舵

入苇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复停舟郭外，候辟疆闱事毕始见之。一时应制诸

名贵咸置酒高宴，中秋夜觞姬与辟疆于河亭，演怀宁新剧《燕子笺》。” 

崇祯壬午即崇祯十五年（1642），既然该年中秋日人们称《燕子笺》为

“新剧”、“新演”、“新声”、“新戏”，那么，该剧创作的完成时间应在

崇祯十五年（1642）夏历八月十五日前不久。而该剧在此前多久完成才算得上

是新呢？笔者在冒襄《同人集》卷 3“记”中发现了冒襄的好友陈瑚所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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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堂夜宴记》一文，该文记述庚子年即清顺治十七年（1660）陈瑚过访冒襄，

冒襄开全金堂夜宴陈瑚，席上冒襄家班表演《燕子笺》，引起陈瑚对崇祯旧事

的追忆：“崇祯壬午，予游维杨。……寓鲁子载馨家，鲁子为余置酒，亦歌

《燕子笺》。……予《扬州杂感》有曰：‘春衫野踏琼花观，绮席新歌《燕子

笺》。’”3[③]鲁东锜，字载馨，明末江都诗人。查《確庵先生诗钞》卷 4 所

收鲁东锜《淮南集》（原注：“起庚子四月尽九月”）中有《扬州杂感六

首》，皆为庚子年作者在如皋冒襄家做客时回忆其崇祯壬午年间游历扬州的感

受之作，其中四首有尾注，分别“吊史忠靖也”、“哭郑天玉也”、“怀鲁载

馨也”、“悲隋炀帝也”。其五云：“看看宾榻藉高眠，忽忽苏卿塞外年（原

注：‘一别十九年矣’）。入梦尚疑吞鸟藻，移情还记拨湘弦。春衫野踏琼花

观，绮席新歌《燕子笺》。此日闻君最萧瑟，种瓜已傍邵平田。”诗尾注云：

“怀鲁载馨也”。“琼花观”，扬州著名道观。该诗记录崇祯壬午年间作者游

历扬州的经历：衣着春衫之时，游琼花观，观《燕子笺》，寄托了对鲁东锜的

怀念。由此可知，《燕子笺》创作的完成应在崇祯壬午即崇祯十五年（1642）

春季之前，而传到扬州时仍称“新歌”，则该剧的完成应在崇祯十四年

（1641）末至崇祯十五年（1642）初这段时间。 

自崇祯八年（1635）由怀宁移居南京，到弘光元年（1645）离宁入浙，阮

大铖在南京生活了 10 年，其间并非一帆风顺，大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折：崇

祯十一年（1638）和崇祯十七年（1644）。 

一到南京，阮大铖便居住在新置的石巢园。据清·陈作霖所编《金陵琐

志》三种之《凤麓小志》卷 1 载，“直东为水斋庵街，街尽为小门口，其南为

库司坊，明阮大铖石巢园之所在也，秽其名曰裤子裆。”以此考索该书所绘

《金陵城西南隅街道图》得知，石巢园位于南京城西南隅，离凤凰台、杏花村

以及阮籍墓不远，此处正是外来巨室聚集的地方，同时在此居住也流露出阮大

铖以阮籍相标榜的心迹。在这里，他凭借自己既有的文坛影响和雄厚的经济条

件，组织“群社”，谈兵说剑，招纳游侠，希图以边才扬名，以期得到崇祯皇

帝的再次起用。结果，引起了东林后劲即复社成员的强烈不满。崇祯十一年

（1368）秋，由吴应箕、陈贞慧、顾杲起草，侯方域、黄宗羲、冒襄、杨廷

                         

3[③] 清咸丰九年（1859）冒溶刊本《同人集》将陈瑚《得全堂夜宴记》中“鲁

子载馨”误刊成“鲁子戴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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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万泰等为首多达 140 余人签名，张贴出《流都防乱公揭》，4[④]在揭露阮

大铖企图东山再起企图的同时，对阮大铖大加挞罚：“此乱萌也。留都重地，

岂可使奸徒匿迹！”[v[5]](P138)在一片声讨声中，阮大铖被迫移居城南三十里之遥

的牛首山之祖堂寺。祖堂寺是金陵南郊的胜迹，在牛首山的献花岩。民国初期

胡祥翰所编《金陵胜迹志》引王士正《游献花岩祖堂记》云，“牛首献花岩幽

栖祖堂寺，……阮司马大铖被废后居此寺。”阮大铖在此闭门谢客，以吟诗、

作剧、观剧自娱。张岱《陶庵梦忆》卷 4“牛首山打猎条”记载，“戊寅冬，

余在留都，同族人隆平侯与其弟勋卫、甥赵忻城，贵州杨爱生，扬州顾不

盈……出南门校猎于牛首山前后，……看剧于献花岩，宿于祖堂。”5[⑤]戊寅

即崇祯十一年（1638），该年秋天阮大铖由石巢移居祖堂寺，冬天张岱等人

“看剧于献花岩，宿于祖堂”，招待张岱一行人的主人当然就是阮大铖。崇祯

十七年（1644）甲申之变后，五月福王立于南京。在马士英的帮助下，阮大铖

很快以冠带陛见，继而起为兵部添柱右侍郎，才结束匿居祖堂寺的生活。 

从上述阮大铖在南京的活动看，创作《燕子笺》之时即崇祯十四年

（1641）末至崇祯十五年（1642）初，阮大铖正生活在南京牛首山之祖堂寺，

而非城内石巢园。至此，我们对于前文所引从吴梅先生到郭英德、徐凌云、胡

金望诸先生关于《燕子笺》创作时间、地点的笼统认识，就有了更为明晰的辨

正。 

三 

《牟尼合》的明崇祯吴门毛恒刻《石巢传奇四种》所收本题《遥集堂新编

马郎侠牟尼合记》，首载署“渔山子识”序文和署“香草垞禅民题于白门寓

                         

4[④] 据陈贞慧《防乱公揭本末》、黄宗羲《陈定生墓志铭》及《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之《姑山事录》等相关文献记载，详扈耕田先生《侯方域反阉党阮大铖

事迹考实》（《学术论坛》2000 年第 2 期）。 

5[⑤] 今存《陶庵梦忆》的较早版本清乾隆十四年（1775）砚云书屋《砚云甲

编》刻本和清咸丰三年（1853）伍崇曜《粤雅堂丛书》刻本皆刻“宿于祖

茔”，现代各种铅印本也都延续此说。查明代牛首山胜迹中无“祖茔”一名，

若将“祖茔”解为先祖的坟茔，则既与语境不合，也与张岱身世不合。“祖

茔”实为“祖坣”之误，“坣”为“堂”的古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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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题词》。序文落款印曰“曹履吉”，6[⑥]可知“渔山子识”即曹履吉；

《题词》落款印曰文启美，可知“香草垞禅民”即文震亨，字启美。 

关于《牟尼合》的创作情况，吴梅先生说：“《牟尼合》虽避暑姑熟而

作，第《叙缔》折[玉芙蓉]云：‘风光六代偏，烟树三山远。’亦不离金陵

也。”[2](P1399)吴先生的依据除了该剧作品本身提供的线索外，还根据文震亨

《题词》的记载：“今岁避暑姑熟，十六日而复成《牟尼合》一传。”《题

词》明确交代该剧的创作地点在姑熟。姑熟又称姑孰，即今南京附近位于其西

南方向的安徽省当涂县。吴先生认为《牟尼合》作于当涂，当然是正确的，然

而吴先生又说：“咏怀堂、遥集堂皆其所居，即暗隐其姓名也。”[vi[6]](P1387)联

系该剧题名《遥集堂新编马郎侠牟尼合记》，吴先生显然是在认为，遥集堂为

阮大铖在姑熟的别业，《牟尼合》就在这个别业完成。吴先生的这种逻辑推理

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更无法以此为基础进而确定该剧的创作时间。 

其实，阮大铖在姑熟并没有名为“遥集堂”的别业。笔者却在《咏怀堂诗外

集》甲部发现题为《雨中同仁植坐元甫遥集堂饮弈兼定宛陵行》诗一首：“高

馆旁罗梧竹阴，相看竟日雨沉沉。衔杯共悟忘忧旨，坐隐兼销决胜心。红叶缘

阶闲饮露，黄鹂隔树细流音。敬亭更探玄晖迹，云岭苍苍猿昼吟。”曹履吉，

字元甫，号渔山子，安徽当涂人。该诗记载了一个秋季的雨天阮大铖与方仁植

在姑熟曹履吉的遥集堂聚会之事。可见，遥集堂绝非阮大铖的室名，而是姑熟

人曹履吉的室名。据文震亨《题词》所云“今岁避暑姑熟，十六日而复成《牟

尼合》一传”，于是，我们就清楚了：阮大铖是在姑熟曹履吉的遥集堂避暑时

创作了《牟尼合》。 

这在该剧中可以找到内证，而且联系曹履吉《〈牟尼合〉序》还可知道该

剧创作更为具体的细节。《牟尼合》第 1 出《珠纲》副末开场时照例交代该剧

的创作背景：“大江东去，天门之内，一座青山。有古今才子，玄晖供奉，临

风捉月，于此盘桓。枳壳飞香，樱桃滴雨，青旗燕尾，酒垆寒。遥集堂，步兵

子建，闲把词删。”“步兵”即阮籍，“子建”即曹植。显然，阮大铖以“步

兵子建”寓指自己和遥集堂的主人曹履吉。“遥集堂，步兵子建，闲把词

                         

6[⑥] 蔡毅先生《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及郭英德先生《明清传奇综录》皆将

“曹履吉”误认作“曹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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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更明明白白地告诉观众/读者：曹履吉参与了该剧的撰写，至少可以认

为，在阮大铖撰写该剧的过程中曹履吉曾经提供过一些意见，而且被阮大铖采

纳。对于该剧的创作情况，当然曹履吉最清楚。他在《〈牟尼合〉序》中说：

“（百子）自唱自板，抵十五六日，迄用有成，语语由衷，半字不寄篱

下。……视向之黄钟音首，到此别开洞天，而乐府之精微，乃尽拟于今秋八

月。须邀何人赏听？则天门之内，一座青山，呼起谢脁青莲，百子当歌，渔山

为之起舞。”原来，夏日阮大铖在遥集堂避暑时于十五六日之内完成了《牟尼

合》的初稿，同年八月，阮、曹二人又在遥集堂共同对该剧进行了删订，删订

时其陶醉之状正如曹履吉《〈牟尼合〉序》所云“百子当歌，渔山为之起

舞”。 

那么，《牟尼合》到底完成于何年？《咏怀堂丙子诗》卷上收有阮大铖丙

子年间创作的《和韵酬文启美见赠》两首。其一：“销忧未敢效群公，白石狂

歌意亦雄。慵寄眼光牛背上，全休生计蟹螯中。闲吟江畔枫初落，澹思篱间菊

幸同。赖有青山酬赋客，萧晨莫放酒杯空。”其二：“高秋极目雁宾时，江外

风烟不可知。犊鼻自怜聊复尔，鸱夷不醉亦奚为。餐将青菂心徒苦，枕到黄粱

梦已危。遥忆洞庭今宛在，垞边香草系予思。”从其二首句“高秋极目雁宾

时”看，这两首诗写于阮大铖失意蜇居南京的丙子年秋季。 

查“四库禁毁书丛刊”所收文震亨（启美）《文生小草》，得《阮集之光

禄见示诸剧》诗两首。其一：“何须余子尽知公，海内谁能表大雄。自敛一秤

居局外，独留万卷在胸中。云台议者终无据，天际真人迥不同。堪破世间俱是

错，寓言直欲碎虚空。”其二：“自向波翻鼎沸时，挽回惟有寸心知。初焉仗

马鸣当斥，既曰弓蛇影可为。宣室席皆前狡狯，新亭泪岂与安危。书生不少澄

清志，敢以公当十万师。”《文生小草》刻于戊寅年冬，作品以时间为序编

排，这两首诗之后有《丙子除夕客南中》、《丁丑岁朝》、《和集之先生新岁

见怀之韵》等，可知这两首诗的写作时间在丙子年除夕之前。而从用韵和内容

方面看，阮大铖两首《和韵酬文启美见赠》诗所和的正是这两首诗之韵。既然

《和韵酬文启美见赠》写于丙子年秋季，那么毫无疑问，文震亨赠给阮大铖的

这两首《阮集之光禄见示诸剧》诗也是写于丙子年秋季。7[⑦] 

                         
7[⑦] 文震亨的经历为这两首诗的写作提供了可能。据文震亨的外甥孙顾苓所撰《塔影园集》之《武

英殿中书舍人致仕文公行状》云，文震亨，长洲（今苏州）人，文徵明曾孙，“辛酉以诸生卒业南雍，流

寓白下，……丙子文肃公薨，逾年脂车而北，就选人得龙州半刺。”文肃公即文震孟，文震亨之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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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震亨《阮集之光禄见示诸剧》的内容看，其一针对《春灯谜》，其二

针对《牟尼合》，则说明丙子年秋季《牟尼合》已经完成。由于文震亨《〈牟

尼合〉题词》是其看过《牟尼合》剧作后撰写的，《题词》既云“今岁避暑姑

熟，十六日而复成《牟尼合》一传”，那么，这里的“今岁”当即丙子年。

《牟尼合》初稿的完成时间应是丙子年即崇祯九年（1636）夏日，同年夏历八

月与曹履吉一同修改定稿。此时正是阮大铖移居南京的第二年，尚未住进牛首

山。 

四 

对于《双金榜》的创作情况，吴梅先生只在《〈春灯谜〉跋》中约略提及，认

为该剧与《石巢传奇四种》中的其它三种一样均“作于闲废金陵之日”，而未

说明其创作的具体时间、地点，而且，其他学者也都未作更多的研究。 

《双金榜》前“百子山樵（即作者）漫题”的《小序》称：“此传梗概，胎结

久矣。一针未透，搁笔八年。偶过铁心桥，一笑有悟，遂坐姑孰，春雨，二十

日而填成。”可见，该剧的完成地点如同《牟尼合》一样也在姑孰（今安徽当

涂）的曹履吉处，而该剧的创作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构思酝酿，然后才

一挥而就。 

阮大铖的戏剧，往往有感而发，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其同时代的张

岱指出，“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

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vii[7]](P221)吴梅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其

《〈双金榜〉跋》云：“然则圆海诸作，果各有所影射欤？今读诸剧，惟《双

金榜》略见寄托，顾亦非诋毁东林也。”青木正儿亦云：“此记作者用以寓其

为世人误解受冤之意者。”[viii[8]](P312)《双金榜》中的“皇甫敦又名黄辅登，攀

附登龙，义取暗射，即指高攀龙。孝标，隐刘字，即指蕺山。孝绪，为阮，即

以自指。以东洛为东林，以东粤为东厂。入粤后屡言番鬼，鬼者魏也。”

[6](P1388)皇甫敦无辜被诬，二子党争，都反映了作者在崇祯朝的际遇。作者通过

皇甫孝绪以自况，表白自己虽曾攀附过魏党，但并不是其帮凶，被列逆党实属

冤枉。逆案之名郁结于内，自然要发之于外，戏剧创作与演出成为阮大铖排解

                         
知，文震亨自辛酉年即明天启元年（1621）至丙子年的次年丁丑年即明崇祯十年（1637），一直在南京生

活。这两首诗是文震亨在南京的最后时间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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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闷、表露心迹的近水楼台的首选手段。的确，阮大铖在该剧中百般解释自己

所受的“委屈”，但并无讥讽东林党之意。我们知道，阮大铖在崇祯元年

（1628）被罢官，崇祯二年（1629）被收入逆案，从此心有所郁，总想设法向

东林、复社解释自己的“委屈”，而其最急于表明清白而又最不敢攻击东林、

复社的时间是在崇祯十一年（1368）被复社成员哄到牛首山之时。 

据作者自序推知，这种“自表无罪，乞怜清流之意”郁结于胸最早从崇祯

元年（1628）被罢官时可能就开始，[6](P1388)至作者写完《双金榜》已经有八年

了。那么，《双金榜》的完成应在崇祯九年（1636）之后不久某一年的春天，

但最迟应在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之变之前，而从上述阮大铖的经历及其心

态看，最有可能是在作者崇祯十一年（1368）移居牛首山之时或之后不久完成

了《双金榜》的创作。作者自撰《〈双金榜〉小序》对于自己“二十日而填

成”的该剧十分自信：“平生下水船撑驾熟烂，此不足言。”作者已佚作品的

创作情况不得而知，就现存剧本而言，从上述的考辨得知，《春灯谜》甚至可

能《牟尼合》的创作都早于《双金榜》，而作者不无自夸之意的序言又从另一

角度佐证了笔者关于《双金榜》创作时间的认定。 

综上所述，《石巢传奇四种》创作的具体情况是：《春灯谜》创作始自明

崇祯六年（1633）夏历二月初，该年夏历三月十五日完成，历时一个多月，创

作地点在作者家乡安徽怀宁的咏怀堂；《燕子笺》完成于明崇祯十四年

（1641）末至明崇祯十五年（1642）初这段时间，地点在南京牛首山的祖堂

寺；《牟尼合》初稿的完成于明崇祯九年（1636）酷夏，同年夏历八月与曹履

吉一同修改定稿，创作和修订地点都在安徽当涂曹履吉处；《双金榜》完成于

明崇祯九年（1636）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之间某一年的春天，而明崇祯十

一年（1638）作者移居牛首山之时或之后不久完成《双金榜》的可能性最大，

创作地点也在安徽当涂曹履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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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地点如同《牟尼合》

一样也在姑孰（今安徽当涂）的曹履吉处，而该剧的创作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

时间的构思酝酿，然后才一挥而就。 

阮大铖的戏剧，往往有感而发，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其同时代的张

岱指出，“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

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ix[7]](P221)吴梅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其《〈双

金榜〉跋》云：“然则圆海诸作，果各有所影射欤？今读诸剧，惟《双金榜》

略见寄托，顾亦非诋毁东林也。”青木正儿亦云：“此记作者用以寓其为世人

误解受冤之意者。”[x[8]](P312)《双金榜》中的“皇甫敦又名黄辅登，攀附登龙，

义取暗射，即指高攀龙。孝标，隐刘字，即指蕺山。孝绪，为阮，即以自指。

以东洛为东林，以东粤为东厂。入粤后屡言番鬼，鬼者魏也。”[6](P1388)皇甫敦

无辜被诬，二子党争，都反映了作者在崇祯朝的际遇。作者通过皇甫孝绪以自

况，表白自己虽曾攀附过魏党，但并不是其帮凶，被列逆党实属冤枉。逆案之

名郁结于内，自然要发之于外，戏剧创作与演出成为阮大铖排解苦闷、表露心

迹的近水楼台的首选手段。的确，阮大铖在该剧中百般解释自己所受的“委

屈”，但并无讥讽东林党之意。我们知道，阮大铖在崇祯元年（1628）被罢

官，崇祯二年（1629）被收入逆案，从此心有所郁，总想设法向东林、复社解

释自己的“委屈”，而其最急于表明清白而又最不敢攻击东林、复社的时间是

在崇祯十一年（1368）被复社成员哄到牛首山之时。 

据作者自序推知，这种“自表无罪，乞怜清流之意”郁结于胸最早从崇祯

元年（1628）被罢官时可能就开始，[6](P1388)至作者写完《双金榜》已经有八年

了。那么，《双金榜》的完成应在崇祯九年（1636）之后不久某一年的春天，

但最迟应在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之变之前，而从上述阮大铖的经历及其心

态看，最有可能是在作者崇祯十一年（1368）移居牛首山之时或之后不久完成

了《双金榜》的创作。作者自撰《〈双金榜〉小序》对于自己“二十日而填

成”的该剧十分自信：“平生下水船撑驾熟烂，此不足言。”作者已佚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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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情况不得而知，就现存剧本而言，从上述的考辨得知，《春灯谜》甚至可

能《牟尼合》的创作都早于《双金榜》，而作者不无自夸之意的序言又从另一

角度佐证了笔者关于《双金榜》创作时间的认定。 

综上所述，《石巢传奇四种》创作的具体情况是：《春灯谜》创作始自明

崇祯六年（1633）夏历二月初，该年夏历三月十五日完成，历时一个多月，创

作地点在作者家乡安徽怀宁的咏怀堂；《燕子笺》完成于明崇祯十四年

（1641）末至明崇祯十五年（1642）初这段时间，地点在南京牛首山的祖堂

寺；《牟尼合》初稿的完成于明崇祯九年（1636）酷夏，同年夏历八月与曹履

吉一同修改定稿，创作和修订地点都在安徽当涂曹履吉处；《双金榜》完成于

明崇祯九年（1636）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之间某一年的春天，而明崇祯十

一年（1638）作者移居牛首山之时或之后不久完成《双金榜》的可能性最大，

创作地点也在安徽当涂曹履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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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地点如同《牟尼合》

一样也在姑孰（今安徽当涂）的曹履吉处，而该剧的创作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

时间的构思酝酿，然后才一挥而就。 

阮大铖的戏剧，往往有感而发，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其同时代的张

岱指出，“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

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xi[7]](P221)吴梅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其《〈双

金榜〉跋》云：“然则圆海诸作，果各有所影射欤？今读诸剧，惟《双金榜》

略见寄托，顾亦非诋毁东林也。”青木正儿亦云：“此记作者用以寓其为世人

误解受冤之意者。”[xii[8]](P312)《双金榜》中的“皇甫敦又名黄辅登，攀附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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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义取暗射，即指高攀龙。孝标，隐刘字，即指蕺山。孝绪，为阮，即以自

指。以东洛为东林，以东粤为东厂。入粤后屡言番鬼，鬼者魏也。”[6](P1388)皇

甫敦无辜被诬，二子党争，都反映了作者在崇祯朝的际遇。作者通过皇甫孝绪

以自况，表白自己虽曾攀附过魏党，但并不是其帮凶，被列逆党实属冤枉。逆

案之名郁结于内，自然要发之于外，戏剧创作与演出成为阮大铖排解苦闷、表

露心迹的近水楼台的首选手段。的确，阮大铖在该剧中百般解释自己所受的

“委屈”，但并无讥讽东林党之意。我们知道，阮大铖在崇祯元年（1628）被

罢官，崇祯二年（1629）被收入逆案，从此心有所郁，总想设法向东林、复社

解释自己的“委屈”，而其最急于表明清白而又最不敢攻击东林、复社的时间

是在崇祯十一年（1368）被复社成员哄到牛首山之时。 

据作者自序推知，这种“自表无罪，乞怜清流之意”郁结于胸最早从崇祯

元年（1628）被罢官时可能就开始，[6](P1388)至作者写完《双金榜》已经有八年

了。那么，《双金榜》的完成应在崇祯九年（1636）之后不久某一年的春天，

但最迟应在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之变之前，而从上述阮大铖的经历及其心

态看，最有可能是在作者崇祯十一年（1368）移居牛首山之时或之后不久完成

了《双金榜》的创作。作者自撰《〈双金榜〉小序》对于自己“二十日而填

成”的该剧十分自信：“平生下水船撑驾熟烂，此不足言。”作者已佚作品的

创作情况不得而知，就现存剧本而言，从上述的考辨得知，《春灯谜》甚至可

能《牟尼合》的创作都早于《双金榜》，而作者不无自夸之意的序言又从另一

角度佐证了笔者关于《双金榜》创作时间的认定。 

综上所述，《石巢传奇四种》创作的具体情况是：《春灯谜》创作始自明

崇祯六年（1633）夏历二月初，该年夏历三月十五日完成，历时一个多月，创

作地点在作者家乡安徽怀宁的咏怀堂；《燕子笺》完成于明崇祯十四年

（1641）末至明崇祯十五年（1642）初这段时间，地点在南京牛首山的祖堂

寺；《牟尼合》初稿的完成于明崇祯九年（1636）酷夏，同年夏历八月与曹履

吉一同修改定稿，创作和修订地点都在安徽当涂曹履吉处；《双金榜》完成于

明崇祯九年（1636）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之间某一年的春天，而明崇祯十

一年（1638）作者移居牛首山之时或之后不久完成《双金榜》的可能性最大，

创作地点也在安徽当涂曹履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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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guish the Writing Background of SHICHAO CHUANQI 

SUN Shu-l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riting background of SHICHAO CHUANQI by 

RUAN Da-cheng in academe is faint or error indeed. By textual research, the penman 

of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CHUNDENGMI wrote from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in 

the lunar calendar, Chongzhen sixth year (1633) in Ming Dynasty, to Mar.15 in the 

lunar calendar this year in the Yonghuaitang in the writer’s home Anhui Huaining; 

that YANZIJIAN wrote from the end of Chongzhen fourteenth year (1641) to the 

beginning of Chongzhen fifteenth year (1642) in Ming Dynasty in the Zutang Temple 

in Niushou Mountain in Nanjing; that the first draft of MOUNIHE completed in the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summer of Chongzhen ninth year (1636) in Ming Dynasty and edited in August in the 

lunar calendar this year in CAO Lv-ji’s home in Anhui Dangtu; that 

SHUANGJINBANG completed in one Spring from Chongzhen ninth year (1636) to 

Chongzhen seventeenth year (1644) in Ming Dynasty, more probabily Chongzhen 

eleventh year (1638) in Ming Dynasty when the writer migrated to Niushou Mountain 

soon, in CAO Lv-ji’s home in Anhui Dangtu. 

Key words: RUAN Da-cheng; SHICHAO CHUANQI; writing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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