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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名著改编与原剧精神的统一——排演弋阳腔改编本《南柯

记》琐议 
邹莉莉 

纪念汤显祖诞生 450 周年论文 

- 

     

        1982 年，在江西纪念汤显祖逝世 366 周年活动时.我排

演了石凌鹤的改编本《南柯记》。以弋阳腔谱唱。原剧四十三出，

改编本合并二十二出为八场，压缩大半。 

关于改编汤氏剧作，早在“四梦”闻世之际，大约于明万历四

十六年左右就已经开始了。现在已知明代的改本有：吕玉绳的《牡

丹亭改本》；沈璟的《串本牡丹亭》，又名《同梦记》；臧晋叔的

《改订玉茗堂四种传奇》；冯梦龙的《重定牡丹亭》，取名《风流

梦》和《重定邯郸记》；徐日曦的《删定还魂记》等。但汤显祖对

改编他的作品从不满意。他说： 

“《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

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不大同了。”① 

又说： 

“不佞《牡丹亭记》大受吕玉绳改窜，云便吴歌，不佞哑然笑

曰：昔有嫌摩洁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则冬矣，然非王摩洁冬

景也。”②并一再告诫宜黄班演员不要照此演出。殊不知汤剧“四

梦”之所以会在我国舞台上常演不衰，却正是得力于这些改编本的

“俗唱，”而予以传播四方，活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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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明代以后，清代的改本更甚。既有“云便吴歌”的昆腔本，

如仿刻巾箱本《牡丹亭》和冰丝馆《牡丹亭》，又有各处地方戏剧

种的改编搬演，如粤剧的《牡丹亭》；京剧的《游园惊梦》；徽剧

的《劝农》、《惊梦》；浙江调腔的《入梦》、《寻梦》、《跌

雪》、《冥判》、《魂游》、《遇舟》、《吊打》、《金殿》；楚

剧的《闹黉门》；山西蒲州柳子的《南柯》、《邯郸》、《紫

钗》、《还魂》等。它们有的是仅修辞合律、删并场次的重定；有

的便大刀阔斧的剪除；更有的还变其情节，更换人物名字进行大

改，如粤剧《牡丹亭》，为了使古典名著地方化、剧种化、通俗

化，竟以原剧为框架，重新组装，生发故事，并将主人公柳梦梅易

名为柳志开。它写：柳志开与杜丽娘幽会于梦中，由月姥引线，来

到牡丹亭，互订终身。醒后，丽娘忆怀梦境，如痴如醉，竞至殇

亡。柳志开寻梦至牡丹亭上，目睹杜丽娘所遗真容及葬身棺木，方

知梦中情人已死，无限凄怆。即将真容除下带回家中，日夕哭对。

虽则梦中复与丽娘相会，醒来却还是只影孤栖，不觉愤火中来，追

打童仆，鞭责门神，甚至题诗漫骂阎君。诗为阴间巡差鬼卒所睹，

速报稽查判官。判官见志开胆敢辱骂阎王，便命鬼卒勾走志开生魂

问罪。谁料阴间对正，却查出丽娘临终时鬼卒勾魂，竟短了丽娘阳

寿两刻。于是，志开大怒，要上告天庭，判官慌了，只好设法在生

死薄上为丽娘增寿五十，赐之还阳与志开续接姻缘。志开复醒，即

率童仆到牡丹亭劈开棺木，丽娘回生，有情人终成眷属。③ 

另外，还有一种《续牡丹亭》、《后牡丹亭》的改本，写什么

柳梦梅变成理学家，又纳春香为妾。这样的改本才真正是与汤剧

“意趣”大异：糟蹋了原著，切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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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编汤剧“四梦”的历史上，于当代，要数 1982 年纪念汤显

祖逝世 366 周年的演出活动中最为活跃。当时的改本有赣剧弋阳腔

的《南柯记》、《邯郸记》；九江青阳腔的《紫钗记》；宁河戏的

《边愁写意》、《死窜》；盱河高腔的《怨撒金钱）；宜黄戏的

《紫钗记》；东河高腔的《折柳阳关》、《花报》以及抚州采茶戏

的《牡丹亭》、《南柯记》等。在这些改编本中，由于出现了采茶

戏的《牡丹亭》和（南柯记》，这种民歌小调型的剧种，能否演唱

“词致奥博”的汤剧原著，因而有人提出了“雅本”与“俗本”、

小改与大改讨论的假设命题。（因当时无有争论，故曰假设）。其

实，“雅本”、“俗本”古已存在，小改大改也有前例。所谓“雅

本”，即指历代的昆腔定本或删本，当然也包括近代带有曲牌音乐

的高腔本，它们着重保留了原著曲词.故节奏较为缓慢，唱腔拖沓.影

响了整本演出，常常在舞台上看到的是一些折子或片断；而俗本则

以地方戏曲声腔来谱唱，都是七字齐言句的板腔体，灵活自由，没

有限于格式的束缚，故而可在结构上大做文章，善演完整的故事。

至于小改大改，意指小改大改都是改的观点。改译或改编，既然是

改都要变。时代变了，剧种风格，演出体制，人物语言，欣赏习

惯，趣味标准，一切都跟着变。这种变，不管你是古典或是名著，

只要不是真正的展览或陈列，而是要在今天舞台上作活的演出，就

必然要经受改编者或排演者的改造与演绎。即使是最近上海昆剧团

演出的上中下三部《牡丹亭》，它未增一字，仅将原剧五十五出，

缩编为三十五出，重新组合，但因导演在舞台调度、节奏掌握、人

物处理和光与景的运用上，有了新的运作，便使它常出新意，成为

一出“新颖而老到的舞台大作。”④正如德国赫尔德所说：“译

诗，是译者根据、依仿原诗而作出的自己的诗”⑤，那么，改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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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演，就是改编者和舞台导演，根据、依仿原剧而作的自己的剧。

移步就要变形，改编或排演就要变样，只要不象《续牡丹亭》那样

荒唐的改或演，无论“雅本”、“俗本”，小改、大改都可以在名

著百花园中占有一席之地；反过来说，如果思想不深刻，文采不灿

烂，表演不耐看，任何改本也将因其失去光辉而被淘汰。 

石凌鹤改本《南柯记》的八场结构是这样的： 

第一场《槐荫慨叹》，撷取了原著第二出（侠慨》和第十出

《就徵》，删除了从第二出到第九出的《树国》、《禅请》、《官

训》、《谩遣》、《偶见》、《情著》、《决婿》等七出； 

第二场《金殿成婚》，合原著《引褐》、《贰馆》、《尚主》

三出； 

第三场《新婚受命》，取原著《得翁》与《荐佐》两出，删去

《伏戎》、《侍猎》、《议守》、《拜郡》四出； 

第四场《太守劝农》，移植《牡丹亭》“劝农”一出，删《御

饯》、《录摄》、《之郡》、《念女》四出； 

第五场《歌功报警》，以原著《风谣》作序场，集《玩月》、

《闺警》、《雨阵》、《围释》四出； 

第六场《罚罪惊心》，合并原著《启寇》、《系帅》两出，删

《帅北》一出； 

第七场《明褒实贬》，取原著《召还》、《卧辙》、《芳

陨》、《还朝》四出，删《朝议》一出，改“卧辙”为“拦马”；

第八场《梦醒南柯》，合《疑惧》、《寻寝》两出，增“哭

灵”一折，删《粲诱》、《生恣》、《象谴》、《遣生》、《转

情》、《情尽》六出。. 

改编本《南柯记》对原剧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裁；二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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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即剪裁篇幅，增删场次。从古至今，那些改编者之所以要

删繁就简，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适应场上演出，冯梦龙在重

点《牡丹亭》时说： 

 “识者以为此案头之书，非当场之谱，欲付当场敷衍，即欲不

稍加窜改而不可得也。⑥ 

石凌鹤在《关于“临川四梦”的改译》一文中也说： 

“明曲又较杂剧增多了篇幅，每每是三五十出不等。不论每剧

的分场如何短小，每一整本，决非一个下午或一个夜晚所可演完。

现在如演到三个小时，就觉太长了。所以太冗长的整本戏，非删繁

就简不可。”⑦ 

因此，臧晋叔把《紫钗记》由原剧五十三出，删为三十七折；

《牡丹亭》由原剧五十五出改为三十六折，而石凌鹤却把“四梦”

统统缩至八场左右。他删节《南柯记》的原则是： 

（1）与主题无关的累赘场子，如上文所列已删的二十三出； 

（2）有关佛道迷信的情节。如第四出《禅请》和第八出《情

著》中众僧谈禅、槐安国郡主琼英三人佛坛听经以及后面登天超升

的结局（即四十、四十一、四十四的《寻寝》、（转情》和《情

尽》三出； 

（3）属秽亵不洁的场景，如十二出《贰馆》〔出队子〕的脏话

和三十七出《粲诱》、三十八出《生态》中三女一男同奸的描写

等。 

译，即翻译曲文，通俗词句。具体的做法是保留原著中脍炙人

口的名句佳句，浅释费解干涩的词藻文意，遵守曲牌格式，改词就

调，如第一场《槐荫慨叹》，淳于芬唱的第一支曲牌〔破齐阵〕，

只稍译数字.便浅显明白，但又不失原著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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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                         改本 

壮气冲牛斗，                 壮气冲牛斗， 

乡心倒挂杨州。               乡心惦念杨州。 

四海无家，                   四海邀游， 

苍生没眼，                   苍生拯救， 

拄破了英雄笑口。             且启英雄笑口。 

自小儿牵门惯使酒             自小豪门惯饮酒， 

偌大的烟花不放愁，           看十里烟犯惹小愁， 

庭槐吹暮秋。                 庭槐吹暮秋。 

再如第七疡《明褒实贬》，原著中有〔懒画眉〕、〔前腔〕、

〔山花子〕、〔前腔〕、〔大和佛〕等五支曲子，改编本缩并为

〔懒画眉〕、〔前腔〕、〔大和佛）三曲。但若遇到剧情需要处，

便重新填词，另制新腔，如第八场淳于芬梦醒后.与周弃、田子华三

人对唱长达五十句的唱段，即是一首新写的词曲，改编者命名为

“自度曲”，这是一种创造与突破。 

改编本除了“裁”与“译”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如何体现原剧

精神。对于怎样认识原剧《南柯记》的内含，近五十年来，理论界

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大都认为该

剧“深受宗教思想的影响，因而听不到作者当年那种冲击封建礼教

的热烈呼喊，而是一个垂暮老人对人生无常的慨叹”，所以是一部

“失败的作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一反既往，重新评价，

说《南柯》、《邯郸》二梦是明代传奇的双璧，是批判的利剑,是历

史的画图，甚至连言佛宣道，也说是作者借佛道的外衣抨击明代社

会腐朽的政治现实，因此是“一出浪漫主义的言情讽世悲剧。”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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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各家评论，我们对原剧《南柯记》的主题思想概括为十余

种之多： 

（1）揭露官场黑暗； 

（2）批判淳于芬政治梦幻的破灭； 

（3）讽刺裙带关系，淳于芬因裙带而上，失裙带而损； 

（4）抨击宫廷淫乱； 

（5）戳穿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 

（6）惊醒世人挣脱名缰利锁； 

（7）宣告封建皇朝必将灭亡，一场暴风雨终将摧毁蚁穴王国；

（8）展示淳于芬由梦而寤的自我觉醒； 

（9）刻划淳于芬从侠士到权臣的坠落； 

（10）表现宦海黑暗对侠风豪气的销蚀； 

（11）叙述了一个善情与恶情互相斗争，互相矛盾，最后恶情

战胜善情的人生故事…… 

但改编者说他的改本保留了原作者清官勤政爱民、使南柯郡成

为物阜年丰、万家安乐的福地的主题所托的部份，并有意将《牡丹

亭》“劝农”一折移来，使其更加明显地充实突出。所以我们认为

改编本的主题是“立一番伟业，堂堂正正，实现官清民富的理

想”。 

那么，这个主题，是否与原作者所托的部分相符呢?可以从两方

面来看。 

其一，作品。在原著《南柯记》中，有《侠概》、《荐佐》、

《围释》、《风谣》、《系帅》、《玩月》、《卧辙》诸出，这些

场次都是写淳于芬豪情、抱负、立功、反战、廉政、爱民的正面之

处。如《侠概》，第一支曲子〔破齐阵〕便让主人公唱出了“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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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牛斗”的豪言壮语，表现出忧国忧民、再展抱负的英雄气概。

《围释》中，他抗击檀萝入侵，保护边境平静，，西征得胜，立功

沙场。《荐佐》时.他为国荐贤，忠心耿耿，但到了《系帅》一场

中，又因好友误国失机，丢城丧师，于是严饬军纪，惩罚下属，并

且引咎自劾，表现出了铮铮大丈夫的博大胸怀。《风谣》中，借乡

民之口，大赞二十年治郡功绩，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桑农们游嬉过

日，商旅们安乐往来，“仁风广被，比屋歌谣”，德政昭昭。《玩

月》一场，写的是夫妻之爱；《卧辙》一场，反映了官民之情。南

柯郡百姓听说太守即将离任回京，依依不舍，卧辙挽留，高呼：

“贤哉太守，一郡清官”。.这些场面，这些唱词，我们认为就是原

剧的精神； 

其二，作者。即汤显祖一生的迫求和理想。 

少年时，他就有“伉壮不阿之气”，而且满怀激情，自以为

“某颇有区区之略，可以变化天下”⑩。清初诗人钱谦益在《汤显

祖传》中说：“义仍（显祖之字）志意激昂，风骨遒紧，扼腕希

风，视天下事数着可了。”11 

青年时，他不附权势，数次拒绝显贵的笼络，第一次，前相

“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闻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

子延致，显祖谢弗往。”12 汤显祖不买账，触怒了张居正，因而落

第未取；第二次，首辅申时行、张四维“意欲使之人幕，召致门

下”，汤显祖又不与之合作。“谢勿往也。”13 并且说，“假令予

以依附起，”必然将是“以依附败。”14 绝不同流合污。 

初入官场，便锋芒毕露，他发愤上书，写出了有名的《论辅臣

科臣疏》，批评圣政，弹劾重臣，因而得罪了皇帝，被贬为徐闻典

史。但他锐气不减，不久，又写诗大骂搜括矿税的太监，说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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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绎骚，吸髓饮血.致使天下肃然，生灵涂炭，“地无一以宁，将

恐裂。”从此，埋下了免官罢职的危机。15 

在位时，他雄心勃勃，要建立一个“性善之国”。他设想“善

国”的蓝图是：“所至桑荫常满，城壕丰乃有莲荷香。亭隧尽斥；

垣树表列，宾舍有序，学士诵歌，市贾无饰，男女廉贞，休休于

于，河洛之间，葱然一善国也。”16 因此，他到遂昌为县令后，便

建书院，开民智；修武堂，强民勇；惩恶霸，平民愤；纵囚游，抚

民心；灭虎豹，除民患；缓征赋，解民悬；轻刑笞，息民怨。所以

《抚州府志》称他是“翁然一循吏。”17 

一生中，他崇拜王安石变革之法，赞尝赵仲一（山东膝县县

令）治郡之才。他说荆公变法，是“尧舜之道”，其用“青苗”、

“均输”、“方田”的方法治理天下，以“保甲”、“保马”的方

法巩固国防。这些富国强兵的新措施，都是善政之举。他一连写了

三篇《录序》，赞扬赵仲一的“实政”、“乡行”和“受药医天

下”的功绩。他说：“今夫以贫弱之膝，三年而暴富。诚委之一二

大镇，其行法益巨，三年，当不异滕富强之效。”“赵君仲一治

滕，伯才也。”19 这些言论，这些行为，我们认为就是原作者的主

导思想。 

改编者即以原剧中的精神和原作者的主导思想写出了《南柯

记》改编本。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即改编本产生的年代，这是一个非常值

得我们注意的问题：那是 1982 年，正当我国改革开放之时，老剧作

家石凌鹤一生坎坷，宦海浮沉，十余年前，曾以“三反分子，”的

罪名，关入“牛棚”，如今解放出来，重见天日，心潮澎湃，要为

国家作一番事业，壮怀不己。1984 年，他在一首七律中写道：“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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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花丛佳兴足，迎春翰海好诗多，人逢盛世情尤旺，伐彼奸顽笔作

戈。”就在这时，他已七十高龄，一连改编了汤剧《南柯记》、

《邯郸记》、《紫钗记》三种，加上 1957 年改译的《还魂记》一

种，编成“改本四梦”，出版发行。1986 年，在《初春感怀》中他

又写道：春风浩荡日初长，意马心猿兴致狂，正是东皇凭借力，昂

头振翮任翩翔。”此时，他又接二连三地写出了《放怀吟选集》、

《放怀吟二集》，要为新时期放怀歌唱。1987 年在《春节偶感》中

他写道：“耄耊何曾不息肩?敢抛精力让前贤。新潮澎湃除腥秽，沐

浴朝晖且向前。”1989 年.，他又在《开国四十周年颂》中再次写

道：“正正堂堂中国人，红旗仰首耀金星，翻天复地雄壮阔，拔浪

移山壮志伸；锄暴诛奸坚护法，开来继往励存仁。春申诗赋高秋

颂，耿耿铮铮向日民。”改编者这一连串的诗句，就是他当时触动

最深的感情。改编者把这种感情倾注于《南柯记》中.与原作精神水

乳交融，从而达到两者的和谐统一、浑然一体。 

有人说，改编本《南柯记》纯作“清官”形象，一“褒”到

底，难以体现原剧精神。这是一种偏颇的看法。他们忘记了汤显祖

说的“且予曲中有讥托”的做法，我们应该允许所有的改编本都可

以参予改编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所托。钱谦益说：“胸中魁

垒，陶写未尽，则发而为词曲。”这话指的是汤显祖，但何以不能

用于石凌鹤。 

作为改编本的导演，既要了解原剧的精神，又要遵循改编本提

供的主题，然后从音乐唱腔、人物造型、舞台调度、身段安排、布

景装置和灯光运用等方面进行二度创作，予以体现。 

改编本的剧情大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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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豪士淳于芬醉卧槐荫，梦中被槐安国蚁王招为附马，出任

南柯郡守。得瑶芳公主内助及酒友田子华、周弁的襄赞，二十年治

绩斐然.政声大著。南柯郡民插花捧香，歌功颂德，致使右相段功心

怀妒嫉。后因檀萝国来犯，司宪周弁酒醉失机，淳于芬引咎自劾，

适值瑶芳公主病逝，右相段功又乘机播弄，蚁王遂将淳于芬调回京

城，百姓惜别牵衣，环跪求留。金殿上擢淳于芬为左相，实则明褒

暗贬。瑶芳之堂姐琼英郡主对淳于芬产生爱慕，蚁后亦有意命琼英

为淳于续弦。右相再度进馋，蚁王疑惧不安。淳于芬思妻情切，设

灵堂祭莫，冥冥中公主道破玄机。紫衣郎奉旨将淳于芬遣送回家，

南柯梦醒。淳于芬等有感于梦境，相互矢志投军，脚踏实地做一番

事业。 

为了表现这样一个官清民富的梦幻故事.我们采取了抒情正剧的

色彩重笔描绘。 

首先是人物形象的设计：主人公淳于芬，前以文武小生扮饰，

头戴将巾，身穿绣花白色箭衣，外罩开敞，气宇轩昂，风流潇洒.付

于一副侠士的仪表。司宪周弁，戴将巾，黑箭衣，黑开敞，粗犷豪

爽，二花应功。司农田子华，学士巾，淡灰色素折，温静沉着，正

生打扮。瑶芳公主，小旦，美丽温柔，大红古装套裙，斗篷飘带，

珠光宝气.艳丽动人。琼英郡主，花旦，粉红短套裙装，手执团扇，

活泼风骚。蚁王，皇冠皇蟒，戴麻髯，正生当行，喜怒无常，迹近

虚伪。蚁后，凤冠女蟒，贤良温顺，老成和蔼，以正旦打扮。丞相

段功，相貂紫蟒.丑行打扮，逢迎善变，心术不正。其他人物，有仁

厚慈样的老翁，天真无邪的牧童，朴索淡雅的农妇，行止端正的商

人，还有青春妙龄的侍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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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的布景，一概不用通常颜料绘画的制作方法，而是选取各

色绸缎、串珠和彩色塑料泡沫，根据每场不同的环境，将其剪贴、

拼凑、粘连，或作花卉，或作古玩，或作宫殿屏嶂，或作营房帏

慢。如《金殿成婚》一场，以三幅团龙淡黄色湘绣被面，绷成三块

金殿吊屏，又以红色花纹布料扎成纱灯、掌扇、銮仗，配以五彩服

装，满堂金碧辉煌。又如《新婚受命》一场，内廷后宫，一块高达

一点五米、长逾三米的巨型屏风，上嵌“绿蚁缘槐”四个篆字，全

由红、蓝、黄多色彩珠窜成，字用红珠，图用蓝珠，底用黄珠，在

灯光照射下，闪烁如电，晶莹如玉。再如《风谣劝农》，平畴绿

野；《瑶台玩月》，清辉如水。无论是大槐国，或是南柯郡，处处

都装点着物阜人新一派福地景象。 

尤其是舞台调度，我们着重于营造气氛，渲染情绪。如第二场

《金殿成婚》，这是淳于芬奠基创业的开端，同时也是一个梦幻王

国的世界，因此舞台上必须富丽堂皇，喜气洋洋。台上有台，威严

雄壮，蚁主蚁后居坐其间，两旁十二个执仗卫士，十个殡妃，四个

太监高低相错，远近站立。公主出场前，六个宫娥手持红灯一字排

开，由慢到快，鱼贯而人，直插右台前，举灯迎候。【傍妆台】曲

牌声中，琼英领头，四个侍女手执彩扇，簇拥着公主上殿。这些宫

娥侍女，时开时合，时聚时散，穿插于淳于芬与公主忽隐忽现，亦

羞亦喜的相爱相见之间。入洞房时，侍女们翩翩起舞，灯光由亮变

暗，八盏红灯，星星点点，飘然而下。高台上与高台下动静结合，

四十三人的同台表演，恍惚迷离，如梦如幻。 

第七场《明褒实贬》，即原著《卧辙》一出。淳于芬奉旨回

京，百姓们挽马留贤。跟随淳于芬的有六个武士，四个留守官员，

一个小吏，还有周弁、田子华，欢送的乡民有农民、牧童、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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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桑妇、采茶女、秀才、商人、老翁、老妪、四少女、四少妇，一

行十七人。全场三十一人分成两组，一组以淳于芬为主的回京人

马，一组是留守官员和众百姓。淳于芬打马向东，百姓便向东阻

挡，淳于芬跃马向西，百姓便奔向西边遮拦。此时，一老农不慎跌

倒、抱住马脚。淳于芬急跳下马，扶起老农，众恭手拜揖，不让行

走。淳于芬令武士先行，众武士围着百姓绕场一周，飞奔而下。然

后，淳于芬带缰上马欲行，众百姓抢前拦住马头，牵衣扯环，在

【大三锤】锣鼓声中左右来回，最后马蹄腾空，淳于芬紧握缰绳，

金鸡独立，仰身一转，将马拉定。这时，百姓们有的牵衣，有的拦

马，有的挡住去路，有的拉住踏蹬，有的跪在地上，同时在锣经

【拗锤】声中横线走着“蹉步”、“跪步”和“爬步”，时左时

右，时前时后，鼓点急促，情绪激烈，泪挽雕鞍，表现出官爱民、

民留官的惜别之情。全场演员动作，在报子喊声、大锣一击中，戛

然停住。报子说：“公主仙逝，请附马速速回宫奔丧!”淳于芬猛的

一惊，雪帽、盔头向后一甩，一个“吊毛”摔下马来，跌跪在地，

在连续不断的甩发中，面向台前，直线跪步，撕心裂肺的朝天高喊

“公主…”。百姓立即散开，让出去路，请附马快走。淳于芬向众

百姓深深一揖，挥鞭而去。在这场戏中，我们不惜用大起大落的舞

台调度，表现百姓环跪求留的画面，其目的，就是要达到张扬“倾

城叩马颂名宦，黎民百姓盼好官”的最高意图。 

在排演淳于芬入梦出梦时，我们又作了前后对比的处理手法。 

入梦时，云烟袅袅，大槐树下，一群华丽的少女隐隐出现，少

女们挥动长绸，轻歌慢舞。紫衣郎手拿牛鞭，琼英郡主笑请淳于芬

上车，众少女以绸代轮，滚滚旋转，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迎接附

马，进人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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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出梦时，只有紫衣郎一人一鞭，吆喝着一架牛车，秋

叶飘零，冷冷清清，款款而行，一声惊雷，梦醒南柯。 

这里的两个场景一前一后，一热一冷，一喜一悲，最后告诉观

众：淳于芬所作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全在梦幻之中。但他醒后，

仍然昂首高唱：“立一番伟业，堂堂正正，汗马功勋，史册垂青!”

这就是石凌鹤改本《南柯记》的时代特征和他对原著新的解释。 
  
 注解： 
   （1）见汤显祖《与宜伶罗章二》，载《汤显祖集》426 页； 

（2）见汤显祖《答凌初成），载《汤显祖集》1314 页； 
（3）转自周育德《汤显祖论稿》； 
（4）见《尝心乐事（牡丹亭）》一文，载 2000 年第一期《中

国戏剧》； 
（5）见聿人《改编三议》一文，载 1982 年第二期《江西戏曲

论坛》； 
（6）见冯梦龙《（风流梦）小引》； 
（7）该文载 1984 年出版的（汤显祖研究论文集》； 
（8）见何苏仲《应当重新评价（南柯记）》与《邯郸记》一

文，载《汤显祖研究论文集》； 
（9）见吴风雏《（南柯记）的思想倾向》一文，载《汤显祖研

究论文集》； 
（10）见汤显祖《答余中宇先生》，载《汤显祖集》1244

页； 
（11）见钱谦益《汤遂昌显祖传》，载《汤显祖集》1516

页； 
（12）见明史《汤显祖传》，载《汤显祖集》1514 页； 
（13）见钱谦益《汤遂昌显祖传》，载《汤显祖集》1515

页； 
（14）见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载《汤显祖集》1511

页； 
（15）见汤显祖《寄吴汝则郡丞》，载《汤显祖集》1277

页； 
（16）见汤显祖《赵子瞑眩录序），载《汤显祖集》1033

页； 
（17）见《汤显祖集》1518 页； 
（18）（19）见汤显祖《滕侯赵仲一实政录序》，载《汤显祖

集》1030-1031 页； 
（20）见石凌鹤《放怀吟选集》，1991 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纪念汤显祖诞生 450 周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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