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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厢记 ))
、

《牡丹亭》看《桃花扇》
中爱情主题的发展

秦 文 兮

王 实甫的《西厢 记 》和汤显祖的《 牡 丹 了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外
,

还写了

亭》的主题是写爱情
,

这 几乎是众所 公 认 《劝 农》
、

《虏徐 ))( 一作《虏谋 )))
、

《牙匕贼》
、

的
。
孑匕尚任的《桃花扇》也写爱情故事

,
而 《围释》等情节

。

从《虏惊 》到《 围释 》等情节

且这个故事贯 串于 全剧
,

但 它的主题是不 还与后 文《 圆笃》有关 ; 《劝 农》一 出
,

仅表

是写爱情呢 ? 恐怕很难肯定的回 答
。

作者在 明杜 宝是个
“

好官
”
而 已

,

与杜柳爱情关 系

《试一 出
·

先声》 中
,

通过老赞礼之 口 就说 不 大
。

不过
,

这一点还是与后 来杜 宝在抗

过
: “

借离合之情
,

写兴亡之感
,

实事实人
,

金斗争中的立 场 坚定有联 系
。

从《西厢记 》

有凭有据
。 ”

在《 小 引》中还说
: “ 《桃花扇》一 到《牡丹亭》 ,

作者反映的社会 面扩 大 了
,

剧
,

皆南朝新事
,
父老 犹有存者

,

场上歌 作者把杜 丽娘还魂后的爱情故事的发展
,

舞
,

局外指 点
,

知三 百年 之基业 浓于何人
,

放在一场以 说降李金夫妇 为抗金 策略的民

败于何事
,

消于何年
,

歇于何地
。

不独令 族斗争 中
,

这是爱情主题的一 个 重 大 发

现者感慨涕零
,

亦可 惩创人心
,

为末世之 展
,

对《桃花扇》 的作者具 有深刻影响
。

《桃

一救矣
。 ”
可 见作者是有意通过爱情离合来 花扇》是以 复社 文人侯方域与秦淮歌 妓 李

反映有关国家兴亡的重大斗争
,

让 他们的 香君 的爱情故事为线索
,

描写 了南明亡 国

爱情建立在共 同政治理想的基础之上
。

作 的历 史悲剧
,

展现 了明末清初相 当广 阔的

者才巴侯 李
“

离合之情
”

与当时政治上的忠奸 社会生 活 画 面
。
《桃花扇》的第二 出《传歌》

,

千
一

争和 民族千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

使政 李香君学唱的 曲子就是《牡丹 亭》 中《惊梦》

治与爱情形成有机的统一体
。

这就使 《桃 的前半出
,

表明孔尚任的确是继承并发展

花扇》中的爱情
,

比 《西厢 记》和《牡 丹亭》 中 了《牡丹亭》 的爱情主题
。

在《牡丹 亭》 中
,

的爱情有 了很 大的发展
,

并形成了 自己 的 由于陈最良有说服李金夫妇 降宋的功 劳
,

特 色
,
可以 说这是一个质的 飞跃

。

得住 黄门奏事官
,

走上 了金雾 宝殿
,

是促

《西厢 记 》的 爱情故事
,

是以孙 飞虎围 成大团 圆的重要人物 ; 而杜宝也因 出此一

普救寺作为崔张爱情铺垫
,

没有这事件
,

就 策获首功
,

得以 “

钦取回朝
,

同平章军国大

没有老 夫人许婚张生
,

崔张就 没有机会接 事
” ,

升住宰相之职
,

在皇帝面前
,

最后承

触
,

更谈不上他们私 自结合 了
。

作者这样 认 了杜柳婚事
,

是决定大 团圆戏剧 的重要

写的 目的是
“

愿普天下有 情 的 都 成 了 眷 人物
。

《牡 丹亭》的结局
,

也没有摆脱男中

属
” ,

虽然在客观 上起到 了反对封建包办婚 状 尼
、

钦赐 团圆的俗套
。

不过
,

作者描写

姻
,
倡导男女 自由结合的作用

,

但对爱情 的那种 因劝 降了李金夫妇 而 获得杭金胜利

应该建立在什 么 样的政治思 想基拙上
,

作 所形成 的暂时的和平安定局面
,

表明美满

者是嗦脆的
。

因此
,

在作者笔下
,

男女 的 姻缘也还要依靠国家太平
、

社会安定才有

婚姻还得依靠男方状元及 第
,

来满足女方 可能
。

南宋偏安
,

实际上是不安 定的
,

因

家长
“

不招 白衣女婿
”

的要求
。

《牡丹 亭》 中 此
,

杜 丽娘的还魂及其以 后的 圆笃
,

都是作

的情节
,
比 《西厢 记》 复杂得 多

。

作者除写 者的幻 想
。

即使如此
,

与《西厢记 》一 样
,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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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并没有涉及男女双方的 爱情要建立在怎

样的政治思 想基础上的问题
。

南明比之于

南宋
,

更是混乱不堪
,

时间也短得可怜
,

仅有一年半景 ( 1 64 4一 1 6 4 5年 )
。

这就是《桃

花扇》戏剧 的 时代背景
。

孔尚任作为清朝的

官员
,
面对清朝的统治

,

把侯李爱情的结

局写成双双 出家的悲剧
,

不仅打破 了
“

状元

及第
,

钦踢 团圆
”

的俗套
,
而且比那种

“
但

得一个并头莲
,
强似状元及 第

”

的
、

仅仅

把爱情和婚姻放在功名利禄之下的观点 又

前进 了一大步
。

孔尚任有意识地把侯李爱

情笠于共同的政 治观点之下
,

并进 而把爱

情提升到与民族国家共存亡的高度
,

使爱

情从属于进 步的政 治观点和 民族国家的安

危
,

不 能不说是现实主 义的伟 大胜利
。

这

不仅是爱情主题在我国戏剧史上的重 大发

展
,
而且是一次质的 飞跃

。

作者这种爱情

观
,

首先并且非常突 出地表现在《却奋》一

出中
。

在《却奋》中
,

李香君 因侯方域给他置

备的妆奋是 杨龙友资助的
,

便问杨龙友 :

“

俺看杨老爷虽是 马督府至亲
,

却也拮据作

客
,

为何轻娜金钱
,

来填烟花之窟?
”

这表

明 李香君警惕性 高
,

预 示她有坚决不受不

义之财的节操
。

当杨 龙友说明 资助侯方域

的妆奋是阉党余孽阮 大钱的钱 购置的
,
目

的是希望侯方域向复社 文人代为解说
,

侯

当即应 允的 时候
,

李香君却对侯方域发怒

地说
: “

官人是何说话 l 阮 大钱趋附权奸
,

康

耻丧尽
,

妇人女子
,

无不唾 骂
。

他人攻之
,

官人救之
,

官人 自取于何等也 !
· ·

” 二官人

之意
,

不过因他助我妆奋
,

便 要 循 和 废

公
,

那知道这几件权钊衣裙
.

原放不 到我

香君眼里
。 ”

于是
,

她拔替脱衣
,

愤激地唱

道
: “

脱裙衫
,

穷不舫
,

布荆人
,

名 自香
。 ”

由于李香君立场 坚定
,

爱僧分明
,

侯方域

不得不承认
“

这等 见识
,

我倒 不如
,

真乃侯

生畏友也
。 ”

这里
,

作者写出 了侯方域 因为

受李香君的影响
,

立场才由动摇安 协转向

坚定 的
。

侯李爱情
,
又是与

“

桃花扇
”

分不开的
。

第六 出《眠香》 ,

写侯方域梳拢李香君 时
,

侯在宫扇上写 了一首定情诗
,

赠给李香君
。

扇本无 画
。

《 宁楼》一 出
,

写田仰遇婚
,

香

君用这柄宫扇打强行替她梳妆的人
。

当她

被虏艳下楼时
,

她以 头撞地
, “

竟把 花容
,

碰 了个稀烂
” ,

血染宫扇
,

杨龙友就扇上血

质添上枝叶画 成 了折枝桃花
。

后 来
,

苏足

生代香君寄信给侯方域
。

香君寻思
: “

罢
,

罢
,

奴家千愁万苦
,

俱在扇头
,

就把这扇儿

寄去罢
。 ”

所以 “

桃花扇
” ,

不仅象征着香君

反权奸的 坚定立场
,

也 象征着她讨侯方域

爱情的 坚 贞节操
,

正反映 了作者认为真诚

的爱情应该建立在进步的政治忍想基础上

的观点
。

在《寄扇》后
,

紧接着便是《 骂筵》 ,

李香君把那些权奸们痛骂一顿
,
几乎送 了

性命
。

《骂筵 》是继 《却奋》之后
,

李香君拔

替脱衫性格的发展
。

以 后
,

在《逢舟》
、

《题

画 》里
,

都重
.

点写 了关于
“

桃花扇
”

的事
。

特

别是第四十 出 《八道》 ,

侯李在白云 庵追荐

崇祯的会上相 遇
,
两人持扇各诉衷情

,

张

薇道士下坛向侯李手中取 了桃花扇
,

撕裂

掷地
,

喝住道
: “

呵呸 ! 两个痴虫
,

你看国

在那里 ? 京在那里 ? 君在那里 ? 父在那里 ?

偏是这点花 目情根
,

割他不断 么? ”

侯李两

人听 了这话
,

都忧悟地说
: “

晓得 了
” ,

于是

两人各拜师 出家
。

桃花扇没有 了
,

侯李爱

情也结束 了
。

侯李所说的
“

晓得 了
” ,

是
“

晓

得 了
”

什么呢 ? 很明显
,

是晓得际此国破家

亡之痛
,

不应 该溺于 儿女之情
。

这一出的

下场诗是
: “
白骨青灰长艾萧

,

桃花扇底送

南朝
,

不 因重做兴亡梦
,
儿女 浓 情 何 处

消
。 ” “

桃花扇底送 南朝
” ,

就是要使爱情与

民族 国家共存亡的 寓意
,

南朝 的夜灭
,

象

征当时汉民族国宇的夜灭
。

而侯李都毅然

出家
,

也表现 了他们与清朝统治者不合作

的民族 气节
。

由此可 以 看出
, 《桃花扇》虽

然也描写 了爱情故事
,

但它跳 出 了郎才女

貌
,

抑抑我我的藩篱
,
而通过爱情的悲欢

离合
,

反映广阔的社会生 活 中的重大历 史

事件
,

并且围绕 这些重 大事件刻划人们的

内心世界和相互 关系
,

这是杂剧史上的一

次重 大突破
,

它给我们 文艺创作提供 了有

益的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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