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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魁》到《情探》

一一王魁故事的演变及其在舞台上的传播

中国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黄毅

摘要 王魁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 <<王魁》戏文是最早的戏文。王魁故事在流

传中不断丰富，对中国文学中负心婚变类的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焚香记》

是至今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关于王魁故事的剧本，后来的昆剧演出即遵从此本。
近现代赵熙的川剧《情探))，田汉的越剧《情探))，分别标志着王魁故事演出的新

阶段。

关键词 王魁敖桂英 《焚香记)) <<情探》 负心婚变

《王魁》是中国戏曲史上最早的戏文，王魁负桂英的故事，经过不断的改编，

在舞台上久演不衰，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并对负心婚变类的小说、戏曲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探讨王魁故事的演变及其在舞台上的传播，对于梳理中国戏曲发展
的轨迹，认识中国戏曲特有的艺术规律，都有所禅益。

王魁故事的演变

王魁的故事，现有最早的记载见於宋张师正的《括异记)):

王廷评俊民，莱州人。嘉裕六年进士状元登第，释褐廷评，金书徐州节

度判宫。明年，充南京考试官。未试间忽谓监试官曰"门外举人喧噪诵我，
何为不约束? " 令人视之无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时，又曰有人持徽逮
我"色若恐惧，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伤， ~Il归本任医治。
逾旬创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闻自山道士梁宗朴善制鬼，迎至，

乃征召为厉者，梦一女子至，自言为王所窑，己诉于天，仰我取偿，俊与签
判同去尔。道士知术无所施，遂去。旬余，王亦卒。或闻王未第时，家有井
灶婷，蠢庚不顺便令，积怒，乘间排堕井中。又云:王向在乡罔与一娼妓切

密，私约侠登第娶焉。既登第为状元，遂就嫌他族，妓闻之，忿恙自杀，故
为女厉所困，天闹而终。 I

张师正是仁宗时人，其时代与王俊民相距不远，记载虽然简略，但己具备了以后

王魁负桂英故事的两个基本要素:负心再娶和勾魂索命，并为后来的创作提供了
充足的空间。类似的记载还见于曾惦《类说》所引《掠遗》载录的《王魁传))，
王俊民改称王魁与之相好的妓女名桂英，没有姓氏，但文中王魁为桂英题诗，

有"谢氏延中闻雅唱"旬，桂英或姓谢。明屠隆 《青泥莲花记》卷五引 《异闻集》、
《撩遗》所载《王魁传))，题作"桂英"下注"元人词作姓谢" <<王魁传》还增
加了一个重要的情节，即王魁赴试前，与桂英同到海神庙盟誓，曰"吾与挂英，

I (括异志》卷二 《王廷评》 四部丛flj本.
2 宋人习惯称状元在姓后1m一"魁"字，如马涓称马魁，见何莲 《春洛纪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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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题之。"桂英自划后，化作鬼魂去见王魁，王魁提出

"为汝饭僧诵佛书，多焚纸钱，舍我可乎? "桂英决绝地回答"得君之命即止，
不知其他也。" 3表现了桂英决不妥协的反抗精神。

王魁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改编为话本和戏曲作品。宋罗烨《醉翁谈录》
所载说话名目有《王魁负心))，另有一篇《王魁负心桂英死报))，具体记载了王魁
的故事，其梗概如下:

王魁名果，考试落第，到山东莱州，被妓女王桂英收留，供他食宿读书。
一年后王魁上京赶考，两人共到海神庙盟誓。王魁考中状元，到徐州做宫。
桂英遣人往徐州送信，被王魁赶走。桂英知道王魁变心，到海神庙哭诉，并
祈求海神"既有灵通，当与英决断此事，吾即自杀以助神。"回家后，取剃
刀臼划。几天后，桂英在家显形，说己得神助，前去报仇。待女见桂英骑一

大马，后有数十兵丁，往西而去。王魁家人忽见桂英满身鲜血，执剑从天而
降，吓得四处逃散。桂英说"我与你们无冤，要寻无义汉负心王魁 1" 家人

告诉她王魁在南京主考，桂英便离去。王魁在南京试院阅卷，桂英自空中来，
披发仗剑，大骂王魁负义汉!我上穷碧落下黄泉，寻你不见，你却在此!"
王魁自知理屈，提出做佛事超度桂英，桂英说"我只要你命，要佛书纸钱
何用!"于是王魁似若发疯，以剪刀自刺，未死。回到徐州家中，又欲自杀。
王魁母请道士马守素设瞧驱鬼，也不起作用。几天后，王魁自杀而死。 4

《醉翁谈录》所载王魁故事，可能就是说话艺人讲说《王魁负心》的蓝本。此处
王魁名果，桂英也姓王，其中描写桂英复仇的过程比较详细，桂英满身鲜血，批

发仗剑的形象也十分凶悍，与其他王魁故事都不同，说明此时王魁故事尚未定型。

该篇增添了桂英派人到徐州送信和到海神庙告神的情节，为以后描写王魁故事的

作品所沿袭。

演说王魁故事的话本，还有万历末年《小说传奇》合刊本所载的《王魁))，

文字古朴简洁，可能是宋人的作品。其情节与《醉翁谈录》大致相近，细节描写

更为详尽，但没有"告庙"的情节，当也是早期的作品。文中王魁字俊民，挂英
姓敷，与后来同类题材的作品相同。该话本的形成年代当晚于《醉翁谈录))，或

经明人修改。
王魁的故事，在宋代也登上了戏曲舞台，宋代官本杂剧有《王魁三乡题))，

戏文则有《王魁》。元叶子奇《草木子》云"徘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

作之。"明徐渭《商词叙录序》云"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 ((赵贞女》、
《王魁》二种实首之。" ((王魁》作为最早的戏文，在戏曲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不容
忽视。《王魁》剧本己铁，现存十八支残曲，系钱南扬从《南曲全谱》、《南词新
i普》、《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九宫大成》等曲谱中辑得，原谱俱题《王魁))，
《九宫正始》注云"元传奇飞据此，钱氏所辑之残曲，当出自戏文《王魁》。
这十八支残曲，写到王魁与桂英共同生活的幸福，王魁上京赶考，两人分别前同
往海神庙盟誓，桂英对王魁的思念和对前途的担忧，桂英派人到徐州送信等情节。

这十八支曲子，并非出自同一本子，其中有一支【正宫过曲·双漏鞠前腔第三换
头】:

伊娇面，伊娇面，俏如洛浦神仙。肯漾却甜桃，再寻酸枣留连?是果然，

意惩坚，指日同往，灵神祠里同设愿。亏心的，上有天，真辜负此时誓言。

3 梅鼎作 《青泥连花记》 卷五 《桂英》 黄山出版社 1998 年版.
4 罗烨 《新编醉翁谈录》 辛集卷二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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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 【仙吕入双调过曲·十二娇】:

伊家惩的娇面，悄如阁苑神仙。终不漾了甜桃，去寻酸枣，再吃添。同
往里祠前，双双告神天。 6

这两支曲子，文字和意思大同小异，但不属于同一宫调，出于两个本子无疑。

元杂剧演王魁故事的有尚仲贤的《海神庙王魁负桂英))，现仅存一支套曲。

叙写桂英遭王魁遗弃，到海神庙哭诉，谴责王魁忘恩负义，诅咒神灵无动于衷(相
当于《焚香记》第二十六出《陈情))，昆剧演出台本的《阳告》。该剧在描写桂英

的命运悲剧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现实生活和虚幻的神灵:

【沉醉东风】 则他那人间语天闻若雷，但行处祸福相随。国家明明的
放着王法，耶耶!你须暗暗的施着神鬼。各要个寸心不昧，兀的般弃旧怜新
将盟誓违，惯得他嗲可可的辜恩负德。

在封建社会中，国家王法惩恶扬善，用道德和法规约束人们的言行，神灵则警示
人们不要做坏事，否则会受到报应。可是，这些对王魁没有任何作用，世道的黑
暗也就可想而知了。桂英对王法和神灵失去了希望，最后决定以死抗争:

【尾声】 旧恩情应不的神前誓，新冤仇有似檐前水，再见人有甚面皮。
有那闲做伴的浪儿每掂，旧厮守女伴每嫌，则称了俺那受厮哝虔婆意。则不
如觅个自尽，寻个自锤，两件事身上命亏:比及做搂代扣颈上魂，则不如做
裙到儿刃下鬼。 7

元杂剧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在中国文学中是非常突出的，以关汉卿的《窦

娥冤》最具代表性。而尚仲贤的《海神庙王魁负桂英))，虽然批判现实的深度和

力度都不及《窦娥冤))，但两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王魁故事的演变，到了元末明初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将负心汉王魁改为了

有情有义的正面人物，将原来的悲剧结局改为了大团圆的结局。《王魁》戏文中
的王魁是个负心汉，产生于金元时期的《宦门子弟错立身》中，王金榜演唱了一
支由各种戏曲名目组成的曲子，其中就有《负心王魁》。元代前期作家尚仲贤的
杂剧《海神庙王魁负桂英)) ， 王魁的负心汉形象依然没有改变。在宋元的戏曲舞

台上，王魁一直是作为反面人物登场的。而到了明代初期，出现了为王魁翻案的

戏曲，杂剧有杨文奎的《王魁不负心))，戏文有阙名的《桂英i巫王魁》。元末明初，

戏曲创作中出现了一股翻案风， <<琵琶记》就是此类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这
些作品，把原先妇女遭遗弃的悲剧，改编为夫妻重归于好的大团圆结局。从统治
者来讲，是出于宣扬封建礼教的需要，而对于一般的观众，这样的结局满足了他

们的精神需求，使他们得到心理的补偿和满足。
明代万历年间王玉峰创作的《焚香记))，是一部为王魁翻案、以大团圆作为

5 王季思 《全元戏曲》 第十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6 同上.

?王季思《全元戏曲》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 99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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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的代表作品。《焚香记》有可能是在宋元戏文旧作的基础上改编的。此剧第
十六出 《 卡篮》开场曲为【十二时】:

终朝生懊恼，漫自嗤排未到。堆上淹煎，砌成潦倒，喘吁吁气馁形消，
未卡生死何兆。 8

《九宫大成谱》在【商调引子】下收录了此曲，文字与《焚香记》全同，题《王
魁旧传》。如果《九宫大成谱》所记无误， ((焚香记》此曲当是承袭旧本而来。

与旧本相比， <<焚香记》在情节上有了很大的变动。剧叙王魁会试落第，不
愿回到济宁家中，在莱阳与敷桂英结为夫妻。王魁上京赶考，与桂英在海神庙焚

香盟誓。王魁状元及第，墨相韩琦爱其才，欲招赘为婿，遭王魁拒绝。王魁被任
命为徐州金判，寄家信给桂英，让桂英到徐州相会。莱阳富豪金垒欲娶桂英为妻，
设计窃改王魁家信，说自己己入赘相府，要与桂英解除婚约。桂英接到家信，痛

恨王魁负心，遂至海神庙哭诉，以罗帕自锚而死。桂英鬼魂再渴海神，海神乃遣
鬼卒拘王魁之魂，与桂英对质。最后真相大白，桂英起死回生，与王魁团圆。《焚

香记》凭借虚幻的神灵力量，让桂英起死回生，用大团圆的结局掩盖了现实的矛
盾，削弱了王魁故事原有的批判精神，使作品具有浓厚的说教意味。

然而此剧在艺术上具有一定的成就，为后来的舞台演出奠定了基础。剧本描

写桂英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对忘恩负义男子的深恶痛绝，揭示了生活中美与丑的
尖锐对立，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汤显祖《焚香i己总评》云"作者精神命脉，
全在桂英冥诉几折，摹写的九死一生光景，婉转激烈。其填词皆尚真色，所以入

入最深，遂令后世之听者泪，读者楚，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何物情种，具
此传神手 1" 晚明是个尊惰的时代，许多文人对男女之情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

肯定。《焚香记》通过桂英感动神灵起死回生的经历，赞颂了爱情的强大力量，
也是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因此得到了汤显祖赞许。该剧在描写人情世态方面，如
谢妈妈的势利、金垒的无耻，也都刻画得相当逼真生动。袁于令《焚香记序》云:
"兹传之总评，惟一真字足以尽之耳。何也?挂英守节，王魁辞姻无论，即金垒

之好色，谢妈之爱财，无一不真，所以曲尽人间世态炎凉喧寂景状，令周郎掩泣，
而童吏村姐亦从而和之，良有以也。"另外，该剧的曲辞本色而不失文来，有些
曲子颇有元曲风味，如二十六出 《陈情)) :

【满庭芳】 你听雁声天际，哝嗦叨叨耿耿凄凄，他那里惨离群，任孤
飞，只是一生一配。又谁知道有人心的，也不念-夜夫妻。他那里绣罗帕成
双作对，我这里在泥神庙倚砖枕石。寻思起就里，心窝中疼也不疼，满胸臆
气也不气!

【山坡羊】 白茫茫风波平地起，杳沉沉灵魂何处?你恨漫漫含冤在九

泉，生擦擦逼你将身弃。你好心性痴，也须问个是与非，如何不耐些儿气，
一入冥途无路归。须知满望终身靠着伊，谁知今日番教断送伊。 9

《焚香记》作为中国古代唯一完整的描写王魁故事的剧本，标志着王魁故事
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戏曲舞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 毛晋《六十种曲》第七册 中华书局 1953 年排印本.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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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魁故事对负心婚变类文学作品的影响

爱情和婚姻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内容，也是整个社会和文学创作最为关注的
热点。爱情和婚姻关联到社会制度、经济关系、思想观念、风尚习俗等各个领域，
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当人们脱离了原始的群婚状态，逐步建立起

一夫一妻制，负心婚变就成了爱情和婚姻生活中十分突出的现象，也成了文学创
作的重要题材。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自《诗经》开始，描写女子遭丈夫抛弃的作品层出不穷，
如 《诗经》 的 《氓》、《谷风))，汉魏乐府的 《怨歌行》、 《上山探靡芫》、 《有所思)) ，
唐诗中社甫的《佳人》、张籍的《离妇》等等，或哀怨凄绝，或慷慨激愤，写出

了被遗弃女子的失望和痛苦，不满和反抗。唐代传奇盛行，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开
拓了反映现实生活的视野，增强了刻画人们思想感情的能力，产生了一些描写男
子负心的经典作品，如《莺莺传》、《霍小玉传》。及至宋代，随着市民阶层的壮

大，通俗文学的发展，表现负心婚变的小说、戏曲也日益增多 。 王魁的故事作为

早期流传的婚变作品，尤其是《王魁》作为最早的戏文，对于后来婚变题材的作
品有深远的影响。

受《王魁》影响最显著的作品是现存最早的戏文《张协状元》。该剧演张协

上京赶考，路过五鸡山，遭强人抢劫，行李尽失，身受重伤，被王贫女收留在古
庙中。在王贫女精心照料下，张协伤愈，与贫女结为夫妻。张协要进京赴试，贫

女剪发卖钱，为张协筹措路费。张协考中状元，便决意抛弃贫女。太尉王德用要
招张协为婿，被张协拒绝。贫女得知张协中了状元，进京寻夫，被张协赶出门外。

张协被任命为梓州金判，上任途中，在五鸡山碰见贫女，顿起杀心。贫女臂上中
了一剑，跌下山去，幸亏邻居李大公夫妇相救，才幸免于难。 王德用因为张协拒

绝婚事，女儿胜花郁郁而死，向皇帝请求出判梓州，做张协的上司，找机会摆布
他。王德用上任途中，遇见贫女，遂认为义女，携往任所。最后张协向王德用认
罪，王德用把义女嫁给他，张协和贫女破镜重圆。

从剧情来看，两剧的基本故事框架是相同的，王魁和张协都是落难的文人，

在女子帮助下才得以考中状元，考中状元后两人都变了心，又都碰上权贵招婿的
事情。《王魁》中王魁是个负心汉，考中状元后即另娶高门，最后以桂英自圳、
王魁被勾魂结束。《张协状元》 中张协却拒绝了王德用提出的亲事，却又剑斩贫

女，最后又安上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显示出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上的不合理和逻
辑混乱。《张协状元》本来也应该是个悲剧， ((宦门子弟错立身》中王金榜唱的曲
子里就提到戏文《张协斩贫女儿 现在看到的 《张协状元》 是经过后人修改的，

而且修改得十分仓促粗疏。

宋元戏文《三负心陈叔文》情节也与《王魁》类似。该剧仅存侠曲九支，本
事出自宋刘斧《青琐高议))，亦为《青泥莲花记》所引，由此可见剧情大概: 京
师陈叔文与妓女崔兰英相恋， 登第后授宜兴主簿，因乏路费不能到任，就隐瞒已
有妻室，与兰英结为夫妻，由兰英资助同往任所。三年任满回京，归途中想到回
家后两个妻子碰面，必不相容，若惊动官府有损自 己名誉，就起了杀机，在月夜
将兰英推入江中。后来陈文叔在相国寺遇见兰英鬼魂，鬼魂假言当 日落江，被人

搭救，约陈叔文至其寓所相会。陈叔文入兰英家门，到晚上还不见出来。邻居进

入室内，见陈叔文仰面两手束于背而死。此剧冤魂索命的情节，正是王魁故事中
的重点。

在王魁传说中，桂英化为鬼魂索命，最能表现人物的反抗精神，是整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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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潮，对后来的影响也最大。这一段情节包括了戏曲常演的折子戏《阳告》、

《阴告》、《活捉))，有些剧种径直以《活捉王魁》为戏名。明许自昌的传奇《水
浒记》演宋江义释冕盖，杀阎婆惜，发配江州，再阳楼题反i寺，梁山好汉劫法场，
最后同上梁山，皆据小说《水浒传》改编，唯独增加了张文远借茶、阎婆惜活捉
的情节，现在的昆剧折子戏《借茶》、《活捉》即据此本演出。这一段情节演张文
远路过阎婆惜门口，借口讨茶喝，入门调戏阎婆惜。后来阎婆惜卖与宋江为妾，
因不耐寂寞，与张文远私通。阎婆惜被宋江杀死后，难忘旧情，化作鬼魂深夜到
张文远住所，将张文远活捉而去。《水浒记》凭空增添《借茶》、《活捉》的故事，

在情节和表演上，明显受到了王魁故事中桂英勾魂的影响。

宋代类似王魁负心遭报的故事，还有宋洪远的《夷坚志补》所载满少卿的故
事。其梗概云 :

满生年轻时浪游四方，曾困于旅舍，幸得邻居焦大郎救助，才衣食无忧。
满生由此经常出入焦大郎家，与焦大郎的女儿有了私情。事情败露后，焦大

郎顺水推舟，将女儿嫁给满生。居二年，满生中进士，授东海尉。满生赴任

前，回到老家，家人己为他与豪门朱氏议亲。满生思量"彼焦氏非以礼合，
况门户寒微，岂真吾偶哉?异时来通消息，以理遣之，足矣。"遂与朱氏成亲。

二十年后，满生累官鸿月卢少卿，出知齐州。突然有一天，焦氏来访，说父亲
己死，举目无亲，特来投靠满生，愿作侧室，待奉满生夫妇。满生收留了她。
一日，满生和焦氏在房内，久久不出来，家人破壁而入，发现满生己死在窗
下，口鼻流血，焦氏不知去向。当天晚上，朱氏梦见焦氏说"满生受我家

厚恩，而负心若此，自其去后，吾抱恨而死，我父相继沦没。年移岁遣，方
获报怨。此己幽府伸诉逮证矣。"

《夷坚志补》在此则故事后有个说明"此事赂类王魁， 至今百余年，人罕有知
者。"洪迈生于北宋宣和五年 (123)，卒于南宋嘉泰二年 (202)，他编撰《夷
坚志》化了四十年尚未完成。他生活的后期和编撰 《夷坚志》的时侯，正是南戏

形成并取得迅速发展的年代，也是王魁故事在民间广泛传播的年代。洪迈看到了
这条故事与王魁的相似之处，在采录编写此故事时，受到王魁故事的影响也是有
可能的。这条故事，在明代被凌漾初改编为自话小说《满少卿饥附饱随))，收入

《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在《满少卿饥附饱周》的入话中，凌漾初写到"从
来说王魁负桂英，毕竟桂英索了王魁命去。此便是一个男负女的榜样，不止女负

男一一如所说的陆氏-一方有报应也。今日待小子说一个赛王魁的故事，与看官
每一听，方晓得男子也是负不得女人的。"凌漾初特地举王魁故事为例，作为男
子负心受报的榜样，可见王魁故事流传之广，影响之深。

王魁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不仅对其他类似题材的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

时也受到了其他作品的影响，不断借鉴其他作品来丰富自己。《焚香记》对王魁

故事的改造，明显受到了《琵琶记》和《荆钗记》的影响。首先从思想倾向而言，
《琵琶记》演蔡伯嘈与赵五娘的故事，把原先"贤惠的五娘遭马踹，五雷轰顶是
那蔡伯口皆"的悲剧改编为夫妻团圆的喜剧结局，其目的是要宣扬"子孝与妻贤"
该剧题目即为"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口皆 "0 <<荆钗记》通过王十朋和钱

玉莲的悲欢离合，歌颂了两人对于爱情的坚贞，其主旨是"义夫节妇，千古永传
扬。"<<焚香记》则通过王魁和桂英先离后合的坎坷经历，赞扬"辞婚守义王俊民，
捐生持节敖桂英飞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 <<焚香记》与《琵琶记》和《荆钗记》
是一脉相承的。其次，从剧情而言，这三个剧本大同小异，都讲读书人上京赶考，

10 洪迈 《夷坚志补》卷十一 《满少卿》 民国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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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了状元，当朝宰相要招赘为婿， 王十朋、王魁因不愿抛弃发妻而坚决拒绝，蔡
伯口皆迫于压力答应了婚事，但心中始终没有忘记赵五娘。三人经历种种曲折，最
后与妻子团聚。 《荆钗记》 写王十朋中状元后，修家书接玉莲进京同往任所，被
孙汝权窃改为休书。《焚香记》 中金垒改书的情节与 《荆钗记》 如出一辙，某些
细节描写在文字上也很接近:

《荆钗记》 【净 】 承局哥，既蒙允背， 同到下处写书与你。 【末】 如
此同行。 【净】 这里便是下处，请坐。 【末】 不敢。 【净】 承局哥，我本待留

你吃一杯酒， 一来没人在此不便当，送一钱银子与你，自去酒肆中去吃三杯，

待我写完了书，你来去。 【末】 多谢。无功蒙厚禄，不敢受。 【净】 亵渎尊前，

请收了。 【末 】 如此受了。我去吃了酒，官人你写完了，我就采取。 【净 】 我
就写在此。 【末下净叫介】 孙官人， 怎么又叫我? 【净 】 我与你说，这个包
儿，倘若到酒肆中吃醉了，这包儿敢在那里，不如放在此，吃了酒一发来驭。

【末 】 我晓得，你说道我拿了一钱银子去了，不采取书，拿我包在此做当头。
【介】 我便放在此，你不要动，里面有王状元的书在里面。 11

《焚香记》 【净】 书还未曾写，烦小哥同到敝寓去 ， 写起来就是。 【 小
生同行介净】 转弯抹角，此间就是。 我欲小饭相留， 奈下处不便，干折白银

三钱，小哥自到酒肆中一坐。我在这里写起书来，却不两便。 【 小生 】 这个
使得，但不当相扰。 【净】 说那里话。这行李暂放在这里，那酒肆中人杂。
【小生 】 这个一定了 。 【 净】 小哥，那包儿里头有甚么东西，莫非不肯托我?
【小生】 有甚事，止有王状元家书，这个是要紧的，其余都不打紧。 12

比较这两段文字，可知 《焚香记》 与 《荆钗记》 的雷同，并不是巧合，而是有意

识的承袭和模仿。

戏曲在创作演出的过程中，不断吸取其他剧目的营养来丰富自己，经过艺人
们不断的改编和艺术加工，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情节模式和表演程式，这是中国戏
曲发展的普遍规律。《王魁》戏文开创了负心婚变类的戏曲模式，在以后的戏曲
演出中十分流行。

王魁故事在舞台上的演出

早期的王魁戏曲，没有完整的本子流传下来，其演出情况也不明了 。 《焚香
记》 是中国古代唯一流传下来的完整剧本，问世后舞台上久演不衰恩 据明代万历
至崇祯年间的各种戏曲选本， ((焚香记》 的演出还是比较频繁的，如 《万整清音》
收 《金石不渝》、 《诉神自锚》、 《阴诉拘夫》、 《决策御敌机《怡锦春》、 《缠头百练》

收《阳告)); ((玄雪谱》收《捉拿)) ; <<乐府逼云编》收《接书》、《阳告》、《阴告));
《醉怡情》收《阳告》、《阴告》、《折证》、《回生)); <<乐府歌舞台》收《桂英阳告》、
《挂英阴告》、《活捉王魁》、《王魁对词 )); ((歌林拾翠》收《入赘》、《盟誓》、 《议
亲》、 《坚志》、《阳告》、 《阴告》、《捉魁》、《对词》。这些选本，收录的都是当时
在舞台上经常演出的节目，其中 《歌林拾翠》、 《万整清音》 是青阳腔选本，由此
可知在明末 《焚香记》 不仅以昆剧的形式演出， 一些地方戏也有演出 。 清代乾嘉

11 毛晋 《六十种曲》 第一册 中华书局 1953 年排印本.

12 毛晋 4六十种曲》 第三册 中华书局 1953 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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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昆剧逐渐式微，但《焚香记》依然还在上演。同治年间干F江小游仙客的《菊
部群英))，载录了当时一些戏曲演员及其常演的剧目，其中提到钱阿囚专攻昆剧
正且，擅演《阳告》、《阴告》。至今昆剧还常演《阳告》、《阴告》、《活捉》等出。

《焚香记》不仅在昆剧舞台上演出，也影响了其他剧种。清代雍正、乾隆年
代，随着"花部"的勃兴，昆腔、高腔、梆子腔、皮簧腔相继流传到四川，与当
地的声腔和表演相结合，形成了川剧，同时也把一大批其他剧种的剧目带入囚)11 。

清代川剧《红莺配》即据《焚香记》改编，有《誓别》、《折书》、《逼嫁》、《阴告》、
《阳告》、《活捉》诸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举人赵熙看了川剧的《活捉

王魁))，其中桂英一见王魁便将他灵魂勾去，情节过于简单，人物形象也很一般，
唱词冗赘而缺乏文来，于是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将《活捉王魁》改为《情探》。
赵熙的改本，突出了桂英的善良多情和王魁的刻薄寡恩。桂英死后，还不忘旧情，
她要以昔日的恩情打动王魁，让他知道悔改。如果王魁有悔改之意，她就会放弃

复仇的举动。因此桂英带领鬼卒来到王魁府，鬼卒当即要拘拿王魁，被桂英阻止:
"缓思裁，权相待，犹恐他从前恩爱依然在，好叫奴千回万转，触目伤怀!川她向王

魁回忆起当日夫妻恩爱的情景，倾诉两人分离后她对王魁深深的思念:

梨花落，杏花开，梦绕长安十二街。夜间和露立窗台，到晓来辗转书斋外。
纸儿，笔儿，墨儿，砚儿呵!件件般般都似郎君在，泪洒空斋，泪洒空斋，只落得
望穿秋水不见一书来。

万般无奈之下，挂英还苦苦哀求"状元公也知道当初恩情，我正舍不得当初恩
情，故而婉转求你呵! (唱)黄金屋，不须开，可容奴偏房自在? " 直到最后，桂英
见王魁丝毫不念旧情，没有一点悔改的意思，才把王魁灵魂勾去，完成了复仇的
举动。赵熙的改本《情探)) ，增强了桂英和王魁之间的戏剧冲突，人物形象塑造
得比较丰满生动，唱词也雅洁而有文来，因此很快在四川流传开来，并为其他剧
种所吸取。

豫剧、晋剧、秦腔、蒲剧、楚剧、曲剧、淮剧、扬剧等地方戏都有上演王魁

故事的剧目，或称《烟花泪》、《情断状元楼)) ，演出最多的是《打神告庙)) (即
《阳告)) ) ，情节、唱词和表演基本上相似，都是从川剧改编而来。晋剧《打神
告庙》的收场与其他剧种有所不同，写桂英到海神庙哭诉，在梦中化为鬼魂，带

领鬼卒去拘拿王魁，醒来一切如故，桂英的满腔仇恨无处倾诉，只能在幽恨中度
过余生。这个当是 49 年之后的改编本，为了避免鬼魂形象的出现，只能托之于
梦。

福建的蒲仙戏和梨园戏的演出是另一个路子。这两个剧种都是古老的剧种，
保留了一些南戏的痕迹。在蒲仙戏和梨园戏中，桂英自杀都是自俐，在剧中称"桂

英割"与早期的戏文相同，而与后来戏曲中的桂英自锚而死不同。蒲仙戏《王
魁》共八出<<金荡首出》、《提银翻脸》、《王魁卖字》、《金荡卖业》、《荡
抽(讥)桂英》、 《耻辱自尽》、 《无颜自尽》、 《审决丧命)) ，大意为:富豪
金荡心爱桂英，荡尽家产，桂英见金荡囊空，与之绝交，继而与落魄书生王魁结
为夫妻，并同往海神庙盟誓。王魁上京应试，考中后授徐州通判，桂英遣老仆前
去送信，被责打赶回。金荡闻信，上门百般讥刺，桂英羞愧难加，自杀身亡。桂
英鬼魂往海神庙哭诉，海神爷给她一纸文凭，让她前去捉拿王魁。王魁身死，金

口川剧情探的唱词，据魏香庭、彼惠芬演唱的川剧高腔《情探》 录音整理.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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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为他料理后事，继任徐州通判者恰是金荡的儿子，最后金荡父子夫妻团圆。该
剧以金荡作为贯穿始终的一条副线，并以金荡全家团圆作结，当受到 《焚香记》
的影响而有所发展。蒲仙戏增加一条副线，不仅使结构松散，妨碍了对王魁、桂

英故事的深入挖掘和刻画，也有损于桂英形象的塑造。在该剧中，桂英和一般见
钱眼开的妓女没有什么两样，她抛弃金荡，与王魁另结新欢，也是个负义人物，
因此她就丧失了桂英在其他剧种所具有的道德批判力量。该剧忠实于早期南戏的

悲剧结局，没有让王魁和桂英团圆，但又不能违反戏文以大团圆结局的惯例，于
是就安排了金荡全家团圆，也算是权宜之计。 H

1958 年，傅全香、陆锦花主演的越剧《情探》曾引起轰动。 越剧《情探》
的剧本是因汉和安娥夫妇共同创作的。该剧原稿由安娥创作，本来是要给京剧的，
1950 年越剧第一次进京演出，取得很大成功，安娥就把本子交给越剧演出。但
剧本的初稿并不成功，其中没有桂英化作鬼魂复仇的情节，而是增添了一个侠客

类人物，在桂英自锚时救了她，并帮她复仇。 1957 年，傅全香进京，与安娥谈

及越剧《情探》的演出，此时安娥己身患重病，就把修改剧本的事情托付给田汉。

田汉在原稿的基础上，吸取了川剧的成功之处，创作了一个新的《情探》。田汉
的《情探))，对王魁和桂英的心理活动作了更深入更丰富的刻画，并尽可能地突

显出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剧中桂英依然是温柔多情、贤惠善良，田汉新增了
《三支香》一折，把桂英对王魁的思念和祝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刻画得淋漓尽
致。《阳告》 一折，面对桂英的哭诉，神灵无动于衷，引起挂英的强烈不满，她

对神灵的诅咒，显示出她性格的刚烈一面。当她化作鬼魂，要去拘拿王魁时，还
不忘旧情，多方试探王魁是否对自己尚念旧情。她对判官说判官爷，许桂英

先去试探，他若还有人性在，我情愿收回她明知和王魁己经生死相隔，试探
并不能丝毫改变残酷的现实，但她对爱情还是充满憧憬，对人性还是寄予极大的

希望。她对王魁的试探，己经超越了自我的利益，而是对人性的拷问，是美与丑、
善与恶的碰撞。田汉也没有把王魁塑造成一个简单的反面人物，而是写出了他内
心的复杂和矛盾、抛弃桂英后的自责，以及对桂英的歉疚。在《情探》一折中，
王魁见到桂英的鬼魂，唱道:

般H英只说得珠泪双掉， 想起了在莱阳她义厚情 i岛。 何况她依旧是花容
玉貌， 虽则是因风尘减了纤腰。这件事:叫王耻如何是好 ?

敖桂英本是多情女，她曾是我当年心爱的委。 恨只恨马到悬崖船到江 ，
心里要想回头，峻， 夫人怎依 ? 15 

他人性中善的一面并没有完全泯灭，只是相当地微弱，经不起现实功利的摧残和
压抑。他也有天良发现的时候，但那仅仅是一闪念，很快就变得冷酷无情。田汉

剧本塑造的人物形象，应该说是成功的。
越剧演出的成功，推动了其他剧种。上海评弹团在 1959 年根据川剧和越剧，

创作了中篇评弹《王魁负桂英》。这个中篇分《送别》、《义责》、《哭诉》、《活捉》
囚折，其中《义责》是新创。以往的王魁故事讲王魁高中后，桂英~;æ仆人到徐州
送信，被打出厅外。《义责》说王魁中状元后，写了一封休书，另有三百两银子，
让老仆王中到莱阳交给挂英。王中得知内情，极为愤慨，严词痛责王魁忘恩负义，

14 关于精仙戏演出 《王魁》 的情况，参见郑尚宪 《部仙戏王魁>> (厦门大学学报>> 2∞6 年 3 期-
IS 越剧 《情探》 的唱词，据 1958 年电影演出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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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拂袖离去。后来《义责》改编为京剧《义责王魁)).由周信芳主演。

正当王魁故事在戏曲舞台上百花齐放时. 1963 年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
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提到当时鬼戏充斥舞台，虽然将《焚

香记》定为"思想内容比较好，表演艺术又较有特色的剧目"但依然坚持要停
演一切鬼戏，于是搬演王魁故事的各种剧目从舞台上销声匿迹了。文革后，改革
开放之初，戏曲舞台一度呈现复兴的景象，关于王魁的种种剧目重新登上了舞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京剧新编了《青丝泪)) . 2007 年，为纪念越剧诞生 100 周年，
上海红楼越剧团复排了经典越剧 《情探)).接着绍兴小百花剧团也演出了此剧。

然而，在文化日益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中国传统戏曲的前景并不乐观，也许王魁

的故事从此就以这样的面貌定格在舞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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