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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
“
商人世界
” :
热情与冷漠

明末清初小说戏曲比较之一

李 玫

以
“
三言
” 、 “
二拍
”

为代表的明代 白话短篇小说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描写商人
、

手工业者的生活情态和精神面貌
,

但是在同时期或者稍后 出现 同题材的戏曲作品

中
,

这 一特 点出现明显变化
。

或者说
,

这些戏 曲作品呈现出全然不 同的特点
:
商人
、

手工业者 的主人公地位被文人士子所替代
,

对商人生活的津津乐道变成 了对文人

处境的苦涩叹息
。

本 文通过若干同题材 白话小说和戏 曲作品 的对 比对这一现象进

行 了分析
,

试 图揭示出这类戏曲作 品不同于白话小说 的价值
。

同属
“
俗文学
”

范围的戏曲和小说之间
,

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这是宋元以来文学史上的事实
,

也是研究

者们的共识
.

长期以来
,

关乎它们题材之间的渊源关系
,

已有许多研究成果。
.

据统计
,

宋元话本和官本杂剧
、

金

院本
、

宋元南戏等彼此袭用的题材
,

仅可考者
,

就约有 30 多种二 明代以后
,

戏曲
、

小说之间故事题材相互袭用

的现象更多
, “

三言
” 、 “

二拍
”

的故事有将近一半出现在戏曲作品中二 事实上
,

即使是相同题材的作品
,

在思想

倾向和价值取向上
,

也往往存在很大差异
.

这类现象属文学史上的通例
.

但如果结合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特点来

考察那时产生的同题材的白话小说和戏曲作品之间的差异
,

就能体察到那个时代不同阶层的人的精神面貌和

心理特征
,

以及不同观念的碰撞和反差
,

从而感受到那个发生着 巨大变化的时代的气息
。

以 白描的笔法
,

出神入化地展示市井市民
、

商人
、

手工业者的生活情态和精神风貌
,

对他们和他们的事业

热烈颂扬
,

是使白话小说在文学园地里显示出独特风彩的特点之一 因此
,

同题材戏曲作品对白话小说中原故

事内容的诸多改变中
,

最引人注意和耐人寻味的是对主要人物身世和经历的改变
。

白话小说《卖油郎独占花

魁 》④ 中
,

女主角萃瑶琴的父母是乡村小商人
, “
开个六陈铺儿
” , “

集 米 为 生
” ;

男 主 角 秦 重

,

其 养 父 朱 十 老 是

“
开

油 店 的

” ,

其 生 父 秦 良 在 一 个 寺 庙 里 当

“

香 火
” ,

实 是 打 杂 的 役 夫

。

当 朱 十 老 听 信 谗 言

,

秦 重 被 逐 出 后

,

秦 又 成 为

挑 担 卖 油 的 小 贩

。

他 安 于 此 业

,

并 没 有 其 它 抱 负

.

而 在 李 玉 描 述 相 同 故 事 的 传 奇
《占 花 魁 》
。
中

,

萃 瑶 琴 的 父 亲

“

官 拜 郎 署
” 。

其 父 母 过 世 后

,

抚 养 她 的 叔 父 亦

“

职 居 内 班

” 。

男 主 角 秦 种

“

生 于 武 弃 之 家

” ,

其 父 在

“

种 经 略 辖 下 做

一 个 统 制 官

,

分 守 荆 门 镇

” ,

他 历 来 所 受 的 教 导 是

“
娴 熟 些 弓 马 韬 略

,

日 后 边 庭 上 一 刀 一 枪

,

也 博 得 封 妻 荫 子

. ”

所 以

,

当 他 在 战 乱 中 沦 为 卖 油 郎 后

,

仍 念 念 不 忘 以 武 艺 建 功 立 业 的 抱 负

,

最 终 如 愿 以 偿

:

其 父 因 战 功 卓 著 升 迁

枢 密 副 使

,

他 被 授 予 洞 霄 宫 提 举

,

其 妻 萃 瑶 琴 被 封 为 临 安 郡 君

。

张 大 复 的 传 奇
《快 活 三 》
。
的 情 节

,

系 揉 合 白 话 小

说
《转 运 汉 巧 遇 洞 庭 红 》
⑦
和 《 陶 家 翁 大 雨 留 宾 》
⑧
的 故 事 而 成
。

《转 运 汉 巧 遇 洞 庭 红 》是 明 代 白 话 小 说 中 反 映 商 人

生 活 和 他 们 的 思 想 活 动 及 生 活 理 想 很 有 代 表 性 的 作 品
,

其 中 的 主 角 是 商 人 文 若 虚

。

他 因 为 一 次 成 功 的 商 业 活

动 发 了 财

,

成 为 富 商

。

《快 活 三 》中 的 主 人 公 蒋 珍 是 融 合 文 若 虚 和 《陶 家 翁 大 雨 留 宾 》中 的 主 人 公 蒋 震 卿 两 个 人

物 的 经 历 塑 造 出 的 形 象
,

但 他 已 不 是 商 人

,

而 是 个 穷 愁 潦 倒 的 书 生

。

白 话 小 说
《十 五 贯 戏 言 成 巧 祸 》
⑧
中 的 人 物

,

一 概 是 市 井 中 人

。

那 位 因 带 着 十 五 贯 钱 在 路 上 行 走 而 碰 巧 陷 入 十 五 贯 盗 窃 杀 人 案

,

最 后 蒙 冤 被 杀 的 崔 宁 即 是

个 乡 村 小 商 人

。

而 在 朱 素 臣 的 传 奇
《十 五 贯 》
。
中

,

蒙 冤 受 屈 者 改 成 了 两 个 读 书 人

:

熊 友 兰 和 熊 友 惠

。

与 改 变 人 物 身 份 相 联 系

,

上 述 一 类 戏 曲 作 品 大 抵 尽 量 避 免 描 写 商 业 活 动

,

与 小 说 中 对 商 业 活 动 的 津 津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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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中 后 期

,

随 着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萌 芽 出 现

,

我 国 以 小 农 经 济 为 主 体 的 社 会 生 活 结 构 已 经 一 定 程 度 地 被 打

破

。

延 续 千 百 年 的 人 们

“

安 于 农 田

,

无 有 他 志

”
的 状 况 发 生 了 变 化

,

弃 农 经 商 已 不 罕 见

。

据 当 时 人 记 载

: “
昔 日 逐

末 之 人 尚 少

,

今 去 农 而 改 业 为 工 商 者

,

三 倍 于 前 央

.

昔 日 原 无 游 手 之 人

,

今 去 农 而 游 手 趁 食 者

,

十 又 二 三 矣

。

大

抵 以 十 分 百 姓 言 之

,

已 六 七 分 去 农 ,
。

当 时 上 层 人 士 从 事 工 商 业 活 动 的 也 不 乏 见

。

有 记 载 说

: “
至 正 德 间

,

诸 公

竞 营 产 谋 利

一

时 如 宋 大 参 恺

、

苏 御 史 恩

、

蒋 主 事 凯

、

自 员 外 砚

、

吴 主 事 哲

,

皆 积 至 十 余 万 峪

.

以 上 所 说 是 吴 中 的

情 况

。

当 时 安 徽 一 带

“

舍 本 逐 末

”

的 人 更 多

。 “

自 安

、

太 至 宜

、

徽

,

其 民 多 仰 机 利

,

舍 本 逐 末

,

唱 掉 转 毅

,

以 游 万 货 之

所 都

,

而 握 其 奇 东

。

休

、

欲 尤 移

.

故 贾 人 几 边 天 下 礴

。

显 然

,

当 时 的 社 会 生 活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已 经 失 去 了 自 然 经 济

那 种 生 活 的 宁 静 和 安 稳

, “

财 利

”
的 刺 激

,

使 得 一 时 间

.

土 田 不 重

,

操 源 交 捷

,

起 落 不 常

。

能 者 方 能

,

拙 者 乃 毁

,

东

家 已 富

,

西 家 已 贫

.

高 于 失 均

,

铝 株 共 竞

,

互 相 凌 奇

,

各 自 张 皇 玛

。

这 种 纷 纷 改 业 从 商 的 社 会 风 气

,

充 满 着 留 险 和

竞 争

,

文 织 着 成 功 与 失 败 的 不 平 静 的 生 活

,

在
《转 运 汉 巧 遇 洞 庭 红 》
、

《桂 员 外 途 穷 忏 悔 》等 小 说 中 都 有 表 现
,

前

者 还 写 得 十 分 细 致

、

生 动

.

《 转 运 汉 巧 遇 洞 庭 红 》中 写 文 若 虚 经 商
,

既 写 他 去 海 外 贩 卖 洞 庭 红

、

t 龙壳的巨大成功
,

也 描 写 他 从 苏 州 往

北 京 贩 卖 扇 子 等 货 物 的 屡 屡 失 败

。

《佳 员 外 途 穷 忏 悔 》中 的 桂 员 外
,

本 属
“

有 屋 一 所

、

田 百 亩

” 、

过 着 丰 衣 足 食 生

活 的 股 实 之 家

。

后 来 受 社 会 风 气 影 响

,

听 了 别 人 的 劝 说

,

觉 得 务 农 利 薄

,

商 贩 利 厚

,

弃 农 经 商

,

将 田 产 卖 掉

,

从 南

方 往 燕 京 贩 卖 纱 缎

,

结 果 生 意 失 败

,

致 使 破 产

。

《转 运 汉 巧 遇 洞 庭 红 》在 描 绘 商 业 活 动 的 过 程 中
,

把 商 人 那 种 重

“

铭 株 之 利
”

的 心 理 和 随 机 应 变 的 机 智 刻 画

得 很 传 神

。

文 若 虚 在 吉 零 国 卖 洞 庭 红 时

,

尽 管 不 懂 买 主 的 语 言

,

但 他 注 意 察 看 买 主 的 表 情

,

不 失 时 机 地 不 断 涨

价

.
买 主 让 文 若 虚 给 毯 龙 壳 定 价 时

,

文 若 虚

“

讨 少 了 怕 不 在 行

,

讨 多 了 怕 吃 笑

”

的 犹 豫 不 决

,

这 都 是 商 人 在 商 业

活 动 中 独 特 的 心 理 活 动

。

更 重 要 的 是

,

小 说 通 过 商 业 活 动 的 描 写

,

写 出 了 一 种 商 人 精 神

.

文 若 虚 经 商 曾 屡 屡 失

败

,

但 他 既 没 有 丧 失 经 商 热 情

,

更 没 有 失 去 生 活 信 心

。

即 使 得 了

“

倒 运 汉

”
的 混 名

,

他 依 然 有 说 有 笑

, “

嘴 头 子 诌

得 来 气
“
朋 友 家 喜 欢 他 有 趣

” .

商 业 活 动 始 终 与 无 情 的 竞 争 和 风 险 相 伴 随

,

投 身 这 项 事 业 的 人 决 不 能 因 为 儿 次

失 败 就 畏 缩 不 前

。

反 过 来 说

,

也 只 有 商 业 活 动 在 社 会 生 活 中 占 有 了 稳 固 的 位 置

,

才 能 吸 引 人 们 把 它 作 为 一 种 终

身 的 职 业 选 择

,

把 它 当 成 一 项 事 业 而 为 之 奋 斗

。

《乌 将 军 一 饭 必 酬 》的
“
入 话
开

中 也 描 写 商 人 王 生 连 连 失 败

,

其 婶

母 鼓 励 他 不 可 因 受 挫 而 放 弃 家 传 的 经 商 事 业

.

白 话 小 说 中 塑 造 了 一 批 象 文 若 虚 那 样 的

、

由 那 个 时 代 造 就 出 来

的

、

具 有 商 人 精 神 素 质 的 人

,

而 不 仅 仅 是 描 写 了 从 事 商 业 活 动 的 人

。

于 是

,

白 话 小 说 中 出 现 了 一 个 被 热 情 歌 烦

的

“

商 人 世 界

” 。

吸 收 了 《 转 运 汉 巧 遇 洞 庭 红 》和 《 桂 员 外 途 穷 忏 悔 》故 事 情 节 的 传 奇 《 快 活 三 》和 《 人 兽 关 》中
,

小 说 里 原 有 的

商 业 活 动 都 被 删 掉 或 被 改 得 面 目 全 非

。

如 果 说
《 快 活 三 》中 的 蒋 珍 既 然 被 作 者 写 成 一 个 潦 倒 文 人

,

相 应 地 不 在

总 体 上 写 他 经 商 是 合 乎 情 理 的 话

,

但 当 作 者 写 到 他 偶 然 得 到 一 筐 橄 榄 并 带 着 橄 榄 跟 随 一 位 商 人 双 洋 过 海

,

去

到 丘 慈 国 时

,

如 果 作 者 愿 意

,

写 他 出 卖 橄 榄

,

也 并 非 不 合 逻 辑

,

但 作 者 终 于 漠 视 商 业 活 动

。

于 是

,

蒋 珍 的 那 筐 橄

榄 也 就 没 有 象 文 若 虚 的 桔 子 那 样 成 为 商 品

,

而 是 作 为 贡 物 献 给 了 丘 慈 国 国 王

J

把 奇 货 可
居

的 商
品

变 成
了

捐 官

纳 贡
的 物

品

,

无 庸 说

,

这 是 对 古 老 的

“

纳 粟 千 石

,

拜 爵 一 级

”

的

, 、

仕 之 途 的 回 归 和 阪 依

.

李 玉 的 传 奇
《人 兽 关 》中

,

桂 员 外
(名 桂薪 )的败落

,

不 是 因 为 经 商 失 败

,

而 是 因 为 欠 了 官 府 的 钱 粮

,

导 致 变 卖 产 业

,

套 妻 卖 女

。

白 话 小 说 中

桂 薪 经 商 失 败 本 是 个 次 要 情 节

,

而 且 同 题 材 的 明 代 传 奇 小 说
《 佳 迁 梦 感 录 护
、

中 也 有

“

贸 易 京 师

” , “
舟 碎 洪 流

.

囊

悬 罄 突

”

的 描 写

,

李 玉 没 有 放 过 这 一 情 节

,

把 它 改 得 与 商 业 活 动 不 沾 边

,

可 见 池 确 实 不 愿 关 注 经 商 这 样 的 事 情

.

无 名 氏 的 传 奇
《赚 青 衫 》

0
中

,

把 一 个 主 要 人 物 的 身 份 从 原 白 话 小 说
《 恶 船 家 计 赚 假 尸 银 》中 的 卖 姜 商 贩 改 为 医

生
.

这 都 表 现 了 对 小 说 中 业 已 存 在 的

“

商 人 世 界
”

的 摸 视 和 回 避

这 类 传 奇 不 仅 削 减

、

删 除 有 关 商 业 活 动 的 内 容

,

而 且 直 接 表

,

云
对

商 人

.

商 业 活 动 的

贱 视

。

传 奇
《 占 花 魁 》 中

.

秦 种 因 战 乱 逃 到 临 安 后

,

举 目 无 亲

,

一 筹 莫 展

.

一 位 好 心 的 店 主 引 荐 他 帮

; 、

卖 油

,

于 是

,

他 成 了 卖 油 郎

.

然 而

,

尽

管 他 生 活 有 了 着 落

,

而 且 生 意 挺 好

,

他 却 始 终 认 为 干 这 一 行 降 低
尹

身 份
二

寸 常 想 着

: “
生 意 微 细

,

恐 人 笑 耻

” 。

无

可 奈 何 中 只 好 自 我 安 慰

: “

宁 戚 当 年 曾 贩 牛

,

荷 薪 翁 子 志 终 酬

,

丈 夫 穷 达 子 常 事

,

何 必 区 区 独 卖 油

” .

在 他 心 目

中

,

做 卖 油 郎 决 非 长 久 之 计

,

他 始 终 心 怀 大 志

: “

逐 蝇 头 潜 身 间 里

.

淹 骥 足 努 力 驰 驱

” .

不 把 从 商 作 为 自 觉 的 职 业

选 择

,

把 读 书 习 武

、

科 举 致 仕 看 作 最 佳 人 生 道 路

。

这 与 有 的 白 话 小 说 中

“

以 商 贾 为 第 一 等 生 业

,

科 举 反 在 次 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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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然

,

这 些 传 奇 作 者 对 社 会 人 生 有 自
己

的 价 值 断 定

.

什 么 样 的 人 生 值 得 大 力 抒 写

,

在 他 们 心 目 中 有 一 定 之

规

。

给 作 品 中 的 主 要 人 物 改 换 门 庭

,

改 变 身 份 和 经 历

,

就 是 这 种 价 值 判 定 的 结 果

。

他 们 判 定 人 生 价 值 的 尺 度

,

就

其 主 要 方 面 来 看

,

还 是 传 统 需 家 思 想

。

依 据 擂 家 思 想 观 念

,

最 有 价 值 的 人 生 道 路 是

“

修 身

’ 、 “

齐 家

” 、 “
治 国
” 、 “

平

天 下 码

。

具 体 说

,

即 是 读 书 而 后 致 仕

。

古 代 文 人 的 终 极 人 生 满 足 就 在 于 此

。

门 弟 观 念 是 这 种 人 生 观 中 的 一 部 分

.

门 弟 标 志 着 一 个 人 在 社 会 上 所 处 的 位 里 和 这 一 位 置 的 稳 定

,

世 袭 门 阀 制 度 是 对 这 种 人 生 观 在 物 资 形 式 上 的 一

种 肯 定 和 固 定

。

傲 家 思 想 在 物 质 价 值 论 上 反 功 利 主 义

,

主 张

“

贵 德 而 残 利

” . ,

而 在 人 生 观 上 是 极 其 功 利 主 义 的

.

人 生 的 目 标 具 体 而 明 确 — 金榜题名
、

入 仕 做 官

.

因 此

,

《 占 花 魁 》等 传 奇 作 品 中
,

原 白 话 小 说 中 的 商 人 小 贩

,

或

被 安 上 显 赫 的 门 弟

,

或 被 改 变 身 份

、

经 历

,

商 业 活 动 被 漠 然 置 之

.

在 这 些 传 奇 作 品 中

,

无 论 是 一 度 挑 担 卖 油 的 秦

种

,

还 是 偶 然 文 了 好 运 的 穷 书 生 蒋 珍

,

最 终 都 实 现 了 目 标

:

入 仕 途

,

得 官 职

。

而 这 种 人 生 追 求

,

小 说 中 身 为 商 人

小 贩 的 秦 重

、

文 若 虚

、

崔 宁 等 人 根 本 没 有

。

这 就 使 得 传 奇 作 品 与 同 题 材 白 话 小 说 在 基 本 构 架 和 基 调 上 存 在 很 大

差 异

.

当 一 个 作 家 基 于 某 种 固 有 观 念 的 目 光 落 在 新 出 现 的 社 会 现 象 乃 至 生 活

“

热 点
”
上 时

,

必 然 会 感 到 刺 眼

,

进

而 移 开 目 光

。

这 种 观 察 外 界

、

描 述 外 界 的 视 野 是 主 观 人 为 的

.

。

在 这 种 主 观 限 制 下 编 写 作 品

,

必 然 会 使 描 写 对 象

损 失 掉 一 部 分 属 于 那 个 时 代 的

、

鲜 亮 的

、

饱 含 生 命 力 的 精 髓

。

以 上 说 到 的 那 些 剧 作 家 在 把 白 话 小 说 中 的 故 事 吸

收 进 戏 曲 时

,

不 是 象 冯 梦 龙 编 辑
《 三 言 》那 样

,

在 尽 量 保 留 民 间 流 传 作 品 的 面 貌 的 前 提 下 进 行 整 理

、

修 改

,

也 不

是 象 凌 潦 初 编 写
《 二 拍 》那 样

,

尽 量 采 用 和 仿 照 民 间 流 传 的 话 本 的 样 式

,

讲 述

“

古 今 来 杂 碎 事
” 。 ,

而 是 坚 定 地 用

传 统 的 人 生 观

、

价 值 观 为 标 尺

,

重 新 结 构 故 事

. ’

在 此 过 程 中

,

他 们 不 时 还 给 描 写 对 象 注 入 了 难 以 掩 盖 住 的 创 作

者 的 苦 楚

。

而 这 种 蕴 含 在 作 品 中 的 创 作 者 的 主 观 情 绪 同 样 是 那 个 时 代 社 会 精 神 的 一 部 分

,

也 就 是 说

,

同 样 富 有

时 代 气 息

。

明 王 朝 自 朱 元 璋 开 始

,

尊 理 学 为 官 学 的 政 策 一 直 未 变

,

经 济 上 也 一 直 推 行 重 农 抑 商 政 策

.

但 是

,

明 中 叶 以

后

,

随 着 社 会 经 济 的 变 化

,

思 想 界 也 出 现 分 化

。

泰 州 学 派 的 思 想 在 许 多 方 面
已
经 背 离 了 传 统 儒 学

。

李 蛰 等 一 批

思 想 家 明 确 指 出

,

人 对 物 与 利 的 欲 求 是 正 当 的

,

所 谓

“

穿 衣 吃 饭

,

即 是 人 伦 物 理 礴

, “

人 心 本 无 天 理

,

夭 理 正 从 人

欲 中 见

” 。 。
这 种 思 想

,

实 际 上 代 表 了 商 人

、

手 工 业 者 的 利 益

。

然 而

,

即 使 是 这 些 思 想 解 放 思 潮 的 代 表 者

,

即 使 他

们 在 思 想 文 化 界 处 于 被 围 剿 的 境 地

,

他 们 也 并 没 有 站 在 商 人 的 立 场

,

对 商 人 的 厉 史 地 位 在 理 论 上 予 以 肯 定

。

明

末 清 初

,

黄 宗 羲 说 过

“

工 商 洲 皆 本

”
的 话 气 王 夫 之 有 过

“

大 贾 富 民

,

国 之 司 命 崛 之 语

,

这 似 乎 明 确 地 在 为 商 人 说

话

,

但 仔 细 查 看 他 们 的 著 作 就 会 发 现

,

他 们 所 说 的

“

工 商

”
和

“

大 贾 富 民
”

是 有 严 格 的 前 题 的

。

黄 宗 羲 所 说 的 工

商

,

只 指 极 少 数 从 事 某 种 贸 易 经 营 的 商 人

,

而 被 王 夫 之 冠
以
“
国 之 司 命

”
的
“

大 贾 富 民
” ,

仅 指

“
移 于 衣 冠

”
的

“

良

贾

” ,

也 就 是 说

,

只 有 那 些 大 地 主 圈 子 里 的 大 商 人 才 堪 称

“
国 之 司 命 礴

,

但 无 论 怎 样

,

这 些 思 想 家 正 视 了 商 人 这

一 社 会 存 在

,

已
经 十 分 可 贵

。

只 是 这 种 言 论 在 当 时 的 思 想 界

、

文 化 界 究 属 凤 毛 麟 角

。 “

农 本

” “

商 末

”
的 观 念 依
旧

根 探 蒂 固

。

更 多 的 文 人 还 只 是 沉 浸 在 面 临 外 界 变 化 极 不 适 应 的 过 程 之 中

.

原 因 在 于

,

文 人 士 大 夫 是 全 社 会 中 接

受 儒 家 思 想 最 全 面

、

最 深 入 的 人

。

加 上 长 期 全 社 会 各 阶 层 人 对 儒 家 人 生 观

、

价 值 观 的 认 同

,

这 种

“

本

” 、 “

末

”
观 念

有 了 广 泛 的 社 会 基 础

,

也 培 养 了 文 人 位 于

“

四 民 之 首

”
的 优 越 感

。

因 此

,

生 活 在 那 个 时 代 的 文 人

,

只 要 他 们 的 思

想 观 念 不 改 变

,

面 对 色 彩 缤 纷 的

“

商
人 世 界
” ,

必 然 会 感 到 格 格 不 入

,

也 无 法 保 持 精 神 上 的 平 衡

.

情 绪 上 的 宁 静

.

正 因 为 如 此

,

即 使 当 时 还 保 持 着 优 越 社 会 地 位 的 文 人

,

也 发 出 这 样 那 样 的 叹 息

.

明 万 历 年 间 曾 任 吏 部 尚 书 的 张

瀚

,

其 先 世 在 明 成 化 年 间 和 成 化 年 后 曾 开 设 酒 坊

、

机 坊

,

导 致 大 富

. 。

但 他 仍 然 推 崇

“

古 者 圣 王 重 本 抑 末

,

贵 农 贱

商

” ,

因 而 对

“

世 皆 舍 本 而 趋 末

”

的 社 会 现 象 感 到 不 安
。 。
当 时 另 一 位 文 人

,

著 名 戏 曲 评 论 家 何 良 俊 也 对

“
四 民 各

有 定 业

,

百 姓 安 于 农 亩

”

的 社 会 状 况 被 破 坏 很 有 感 慨

,

深 感 优 虑

:

人 们

“

奔 走 络 绎 于 道 路

。

谁 复 有 种 田 之 人 哉

” 。 .

在 这 种 背 景 下

,

一 些 传 奇 作 家 在 他 们 的 作 品 中 涉 及 士 与 商 的 地 位

、

遭 际 的 描 写 时

,

与 同 题 材 白 话 小 说 的 洒 脱

、

明 朗 截 然 不 同

,

流 露 出 苦 涩

、

优 虑 之 情

,

就 毫 不 奇 怪

。

沈 憬 的
《双 鱼 记 》传 奇 据 白 话 小 说 《 单 符 郎 全 州 佳 偶 》改 写 而 成

.

这 本 是 个 传 统 戏 曲 小 说 中 常 见 的 故 事

:

才

子 佳 人 战 乱 中 落 难

,

男 主 角 飘 流 四 方

,

女 主 角 沦 落 为 娟

.

最 后

,

以 男 的 金 榜 题 名

,

男 女 主 人 公 大 团 圆 结 束

.

这 样

一 个 平 常 的 故 事

,

在 沈 璨 笔 下

,

从 头 到 尾 浸 透 着 一 种 深 沉 的 悲 哀

。

正 如
《曲 品
·

新 传 奇 品
》中 所 说

: “ 《 双 鱼 》
:

书

生 坎 坷 之 状

,

令 人 惨 动

” 。

仔 细 品 味 这 本 传 奇

,

会 发 现 弥 漫 全 剧 的 悲 凉 之 感

,

有 些 切 合 剧 中 人 物 的 境 遇

,

有 些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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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恐 怕 只 能 看 作 剧 作 者 自
己

人 生 体 验 的 流 露 了

。

《双 鱼 记 》中
,

书 生 刘 峰 一 度 书 剑 飘 零

,

寄 居 在 留 大 户 (名 留浩 ) 家做 塾 师
。 “

家 资 富 豪

”
、
“

诗 书 懒 读

”
的 留 浩

对 他 满 腹 经 纶 却 又 身 无 分 文 既 不 解 又 同 情

。

刘 峰 对 自
己
的 处 境 也 满 怀 不 满 和 困 惑

,

他 曾 说

: “

误 人 的 从 古 是 孺

服

,

腹 中 书 做 不 得 护 身 符

,

且 藏 诸 祖 犊

,

怎 如 他 囊 中 几 贯 莽 育 纸

” . 。
因 此 他

“

终
日
苦 咙
” ,

对 自 己 的 前 途 和 追 求 感

到 茫 然

。

留 浩 的 儿 子 们 并 无 意 于 读 书

,

终 于

,

留 大 户 一 家 决 定 把 刘 峰 赶 走

.

刘 峰 走 前

,

与 留 浩 就 文 人 以 文 章 立 身

这 一 人 生 追 求 的 价 值 间 题 进 行 了 一 番 争 论

。

留 浩 首 先 毫 不 留 情 地 说 刘 峰 是

“

酸 丁 饿 鬼
” ,

刘 峰 以 不 屑 与 他 争 论

的 态 度 反 驳 道

: “

弄 高 飞

,

鸿 鸽 燕 雀

,

安 知 你 恶 声 狂 吠

,

倚 仗 着 粪 土 钱 堆

。 ”

留 浩 对 他 盛 气 凌 人 的 态 度 感 到 纳 闷

,

说 道

: “

但 知 笑 人

,

不 顾 人 笑 你

。
”
刘 峰 感 到 不 解

,

间

: “

笑 我 什 么 来
?
”
留 浩 答

: “

笑 你 赤 手 空 拳 却 傍 谁
? ” 刘 睐 说

:

“

你 怎 窥 我 胸 中 富 有 珠 矶
? ”
留 浩 说

: “

休 提 你 胸 怀 就 里

,

论 当 今 世 态 只 看 浮 皮

,

你 凌 云 豪 气 当 不 得
口

食 身 衣

” 。

刘

峰 不 服

,

说 道

: “
如 今 劝 伊 休 笑 耻 … … 须 有 日文 齐 福 亦 齐

。 ”
留 浩 听 了

,

觉 得 刘 晦 太 迁 腐 了

,

叹 道

: “
暖

,

你 怎 知 那

文 章 是 不 值 钱 的 … …
。

呻 如 果 剔 除 这 场 戏 中 的 某 些 因 素
(如 留浩 身 上 的 痞 子 无 赖 气

,

这 可 看 作 剧 作 家 对 描 写 对

象 的 情 感 态 度
)

,

这 场 争 论 的 论 题 是 严 肃 的

。

实 际 上

,

这 是 文 人 和 市 民 两 个 阶 层 两 种 价 值 观 的 交 锋

,

重 文 章 立 身

与 重

“
口
食 身 衣
”

鲜 明 对 比

。

这 场 戏 的 耐 人 琢 磨 处 在 于

,

它 把 两 种 价 值 观 形 象 地 摆 在 一 起

,

让 它 们 在 冲 突 中 进 行

比 较

,

显 现 出 两 种 价 值 观 内 在 的 分 歧

.

这 一 点 是 通 过 刘 峰 和 留 浩 争 论 时 那 种 发 自 内 心 深 处 的 相 互 不 理 解 表 现

出 来 的

。

刘 峰 对

“

万 般 皆 下 品

,

唯 有 读 书 高

”

的 观 念 在 留 浩 们 心 目 中 黯 然 失 色 这 一 事 实 感 到 难 以 容 忍

,

对 留 浩 一

家 目 不 识 丁

,

精 神 生 活 贫 乏

,

却 那 样 气 壮 如 牛 感 到 不 能 理 解

。

而 留 浩 对 刘 峰 处 在 生 活 无 着 的 境 况 中

,

居 然 那 么

得 意 洋 洋 感 到 十 分 奇 怪

。

这 两 种 精 神 现 象

,

两 种 价 值 观 的 对 峙

,

实 际 上 又 是 当 时 的 社 会 现 实 在 剧 作 家 心 中 引 发

的 对 此 间 题 的 思 考

。

这 场 争 论 最 后 留 浩 一 家 以 咄 咄 逼 人 的 气 势 和 振 振 有 词 的 争 辩 占 了 上 风

,

刘 峰 最 后 只 好 说

了 句

: “
呸

,

你 是 何 人 我 是 谁 1" 然后 拂袖而去
。

仍 是 以 那 种

“
四 民 之 首

”

的 优 越 感 自 慰

,

企 图 在 精 神 上 压 倒 对 方

。

但 纵 观 整 出 戏

,

从 道 理 的 伸 诉 到 两 人 主 客 的 位 置

,

使 人 感 到 留 浩 占 优 势

。

而 留 浩 的 那 些 想 法

,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代

表 了 当 时 活 跃 在 商 业 经 济 浪 潮 中 的 市 民 阶 层 的 价 值 观

.

应 该 说

,

这 是 剧 作 者 对 当 时 的 社 会 生 活

,

尤 其 是 知 识 分

子 处 境 的 一 种 体 验

,

蕴 含 着 深 沉 的 悲 哀

。

全 剧 更 多 的 地 方

,

作 者 通 过 男 主 人 公 之
口

直 接 抒 发 感 伤 的 情 绪

: “

茫 然

世 事 遣 人 猜

,

死 也 堪 哀

,

生 也 堪 哀 吩

。

这 种 迷 茫

、

悲 观 的 情 绪

,

到 了 近 乎 绝 望 的 程 度

,

这 是 超 越 了 剧 中 人 物 的 境

遇 的

。

这 种 迷 茫 和 悲 观 在 同 题 材 白 话 小 说 中 全 然 没 有

,

是 由 沈 母 添 加 进 他 的 剧 作 中 的

。

沈 璨 是 位 上 层 文 人

,

早

年 仕 途 顺 利

,

壮 年 辞 官 归 里

,
他 有 着 浓 厚 的 需 家 正 统 思 想

,

而 他 的 家 乡 松 陵 (吴 江 ) 属 当 时 商 业 最 发达 的 三 吴 地

区
。

他 剧 作 中 的 悲 凉 情 绪

,

显 然 是 一 种 对

“

士

” “

商

”

对 立 的

“

感 悟

” ,

也 是 感 叹 传 统 人 生 价 值 的 失 落

。

置 身 于 当 时 的 社 会 环 境 中

,

面 对 无 情 的 生 存 竞 争

,

有 些 文 人 不 得 不 考 虑 其 它 选 择

,

有 的 人 也 作 出 了 违 背 传

统 价 值 观 的 尝 试

。

这 种 现 象 在 朱 素 臣 的
《十 五 贯 》 中 可 窥 见 一 斑

。

《 十 五 贯 》传 奇 的 故 事
,

大 部 分 取 材 于 话 本
《十

五 贯 戏 言 成 巧 祸 》
,

但 主 角 被 换 成 下 层 文 人 熊 友 兰 和 熊 友 惠

。

戏 中 写 他 们 家 徒 四 壁

,

寒 窗 苦 读

,

以 自 古 以 来 文

J

人

士 大 夫 那 套 安 贫 乐 道

、

知 足 克
已
的 价 值 观 自 慰

: “

古 来 学 间 之 士 无 恒 产 而 有 恒 心

,

但 谋 道 而 不 谋 食 … … 峋
。

这 种

精 神 力 量 支 持 着 他 们 在 饥 寒 交 迫 中 坚 持 走 他 们 选 定 的 路

: “

一 意 读 书

,

岂 为 饥 寒 改 节

” 0 .

然 而

,

起 码 的 物 质 需 求

无 法 摸 视

,

当 他 们 生 活 难 以 为 继 时

,

作 为 兄 长 的 熊 友 兰 开 始 考 虑 他 们 的 生 存 间 题

。

他 深 知

“

满 腹 文 章 不 疗 贫

” ,

自 己 又

“

少 经 营 之 技

” ,

最 后 决 定

“

投 笔 天 涯 学 舵 工

” 。

他 作 出 这 种 选 择

,

看 似 从 儒 家 重 道 德 修 养

、

轻 技 能 技 巧

,

重

文 章 理 论

、

轻 身 体 实 践 的 观 念 中 迈 出 了 一 步

,

但 实 际 上

,

他 的 思 想 观 念 并 没 有 变 化

.

一 则 他 的 这 种 选 择 实 属 迫

不 得 已
,
二 则 他 把 希 望 寄 托 在 他 弟 弟 身 上

.

他 做 舶 公 挣 钱

,

供 他 弟 弟 读 书

。

他 之 所 以 挑 选 到 渡 船 上 掌 舵 这 一 工

作

,

是 因 为 他 认 为 这 一 工 作 对 他 合 适

。

其 原 因 是

:

一 则

“

没 人 见 闻

” ,

二 则

“

不 任 劳 役

” ,

三 则

“

行 舟 之 次 还 可 留 意

诗 书 吟

。

他 的 想 法 使 人 看 到

,

传 统 价 值 观

、

荣 辱 观 对 他 的 影 响 是 多 么 深 刻

.

他 作 出 外 出 做 工 这 样 一 个 不 得 已 而

为 之 的 决 定

,

在 精 神 上 得 承 受 多 重 的 负 担 和 多 大 的 痛 苦

.

从 这 出 戏 看

,

尽 管 描 写 了 文 人 在 生 活 中 被 迫 别 选 他 途

的 尝 试

,

但 其 中 关 于 文 人 阶 层 当 时 境 遇 的 思 考

,

对 传 统 儒 家 观 念 没 有 突 破

.

反 而 给 人 一 种 强 烈 的 印 象

,

当 时 的

文 人 很 难 改 变 他 们 的 思 维 模 式

,

很 难 放 弃 他 们 已 经 定 型 的 精 神 追 求

.

他
们 也 就 难

以
摆 脱 萦 绕

于 心
的 迷 茫

和
悲

哀
之

情

。

《 十 五 贯 》中 的 描 写
,

使 我 们 从 另 一 个 角 度 感 受 到 了 这 一 点

。

传 奇
《 十 五 贯 》中 也 写 了 商 人

。

熊 友 兰 外 出 当 舵 工 后

,

熊 友 惠 仍 闭 门 读 书

。

一 次 邻 居 丢 失 十 五 贯 钱

,

由 于 巧

合

,

熊 友 惠 蒙 受 冤 屈

。

官 府 立 限 追 还 这 笔 钱

,

熊 友 惠 束 手 无 策

.

熊 友 兰 在 船 上 听 说 这 件 事 后 焦 急 万 分

,

也 一 筹 莫

展

.

因 为 十 五 贯 钱 对 熊 友 兰 这 样 的 穷 人 来 说 是 一 笔 不 小 的 数 目

。

他 当 舵 工 一 个 月 的 工 钱 是 半 贯
。 ,

一

、

两 贯 钱 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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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甚 至 想 一 死 了 之

.

是 萍 水 相 逢 的 商 人 陶 复 朱 慷 概 解 囊

,

送 给 他 十 五 贯 钱

,

让 他 去 了 结 官 司

。

这 一 情 节 从 文 人 和 商 人 的 关 系 中 描 写 他 们 的 贫 畜 悬 殊

,

同 时 也 写 了 育 人 的 精 神 品 质

。

《十 五

贯 》里 还 描 述 了 一 群 商 人 的 谈 话
,

到 充 满 粉 商 人 的 自 旅 感

。

一 商 人 说

: “

列 位

,

士 农 工 商 各 执 一 业

,

我 等 虽 居 四 民

之 末

,

每 常 放 浪 江 翻

,

可 怜 他 每 半 世 辛 肠

,

那 得 似 我 每 快 活

。 ,

另 一 人 说

. “
正 是

,

为 工 的 朝 偏 落 作

,

为 农 的 春 耕 X

耘
,

可 怜 半 世 辛 肠

,

那 得 似 我 们 快 活
. 。

这 段 对 话 看 似 商 人 们 在 抒 发 职 业 自 获 感

,

表 现 了 商 人 精 神 上 的 满 足

。

实

际 上

,

它 出 现 在 文 人 笔 下

,

表 现 的 是 文 人 对 商 人 在 当 时 的 社 会 竞 争 中 得 心 应 手 的 状 况 的 评 论 和 感 恢

。

下 面 的 话

出 自 商 人 之
口

,

更 可 看 作 是 文 人 对 自 身 艰 难 处 境 的 述 说

: “
不 要 说 农 工 徽 业

,

鱿 是 为 士 的

,

到 底 不 似 我 每 洒 落

,

惬 赛 的 多

,

发 达 的 少

”
一 呻

.

反 而 在 同 题 材 的 白 话 小 说 中 看 不 到 这 样 内 容 的 谈 话

。

由 此 我 们 可 以 发 现 一 种 耐 人 寻 味 的 现 象

,

对 于 各 种 社 会 成 份 在 全 社 会 中 所 占 比 ! 变化
,

商 人 在 社 会 生 活

中 越 来 越 具 影 响 力 这 一 现 实

,

有 些 戏 曲 作 家 并 不 皿 宜 粉 到

,

他 们 在 一 些 作 品 中 表 现 出 对 这 一 现 实 的 淇 视

。

但 同

时

,

在 一 些 作 家 的 作 品 中 又 透 璐 出

,

对 社 会 的 交 化 他 们 最 是 萦 绕 于 心

,

难 以 释 然

,

由 于 不 适 应 而 苦 苦 思 索

。

这 种

由 于 其 它 社 会 成 份 的 加 入 和 壮 大 所 造 成 的 文 人 阶 层 内 心 的 不 平 衡

,

被 当 时 的 剧 作 家 写 进 了 他 们 的 作 品

,

实 也

是 记 录 了 当 时 文 人 艰 难 的 精 神 历
祖

.

从 这 一 点 说

,

这 些 传 奇 作 品 却 又 为 文 学 园 地 提 供 了 不 同 于 同 时 期 白 话 小

说 所 提 供 的 珍 贵 内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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