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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杂剧》作者及时代考辨

熊 发 恕

《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以下简称《西游记杂剧》),是现存时代最早的唯一整剧传世

写唐僧取经故事的戏曲,在明代神魔小说百回本 《西游记》(以下称《西游记》)的成书过程

中有着重要意义。孙楷第先生推断其作者为明初杨景贤 (言 ),得到不少人赞同①。笔者近

来重读孙先生《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 》一文,对
“
杨景言作 《西游记杂剧 》

”
的说法还有疑

虑,故不揣浅薄,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向前辈和同行请教。

现存 《西游记杂剧 》是明万历甲寅 (161攻 )刊刻的本子,六本二十四出,一九二八年发

现于日本内阁文库秘藏的 《传奇四十种 》中,经东京斯文会排印,才流传入中土。此剧卷首

有勾吴蕴空居士的《总论 》,说 《西游记杂剧 》为元代吴昌龄撰。查元明有关典籍,有吴昌

龄撰 《唐三藏西天取经》 (杂剧 )的记载。又由于 《唐三藏西天取经》和 《西游记杂剧 》二

剧全本长期失传,历代有关记载常把它们相混。因此, 《西游记杂剧 》作者是谁,实非-语

所能断定。为了叙述的简便,兹将历代对于以 《唐三藏西天取经》和 《西游记 》为剧名的戏

曲的有关著录,排列成表,略示线索如下 :

《唐三藏西天取经》和《西游记》(戏 曲 )著录线索(一 )、
(二 )

《唐三藏西天取经 》 《西游记 》 (戏 曲 )

元·钟嗣成 《录鬼簿 》

1.明 ·万历间·无名氏辑

《说集 》抄本

2。 明·孟称舜《古今省剧

合选 ·柳枝集 》附刻本

3.清·曹楝亭藏本

【4。天 一
甲

藏 明 抄 本 Ⅱ(三 )

《西天取经》(吴 昌龄 )

《西天取经》(吴 昌龄 )

《唐三藏西夭取经》(吴 昌龄

Ⅱ《西天取经》(吴 昌龄 )

题目: 
“
老回回东楼叫佛

”

正密:“唐三藏西天取经
”

|

著录时期、



明·洪武三十一年  朱权

《太和正音谱 》

《西天取经》(吴 昌龄 )

明·永乐二十年 无名氏

《录鬼簿续编》(四 )

《西游记 》 (杨景贤 )

明·嘉靖三十八年  徐渭

《南词叙录 》

明·嘉靖间 晁琛

《宝文堂书目》(乐府类)

《唐僧西游记》(本朝戏文)

《西游记 》

1明 ·嘉靖末 李开先

《词谑》(传是楼抄本)(五
)】

【△ 《玄奘取经 》第四出

(杨景夏)1(六

明·万历 四十二年

勾吴蕴空居士刻本

明·万历四十四年

臧晋叔  《元曲选 》

(录《太和正音谱》存目9

《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

(六本二十四出)(吴 昌龄 )

《西天取经》 (吴昌龄 )

(六本 )

明·万历四十五年 赵琦美

《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 》

(待访古今杂剧存目 )

《唐三藏西天取经》(吴 昌龄)

明·天启四年

止云居士 《万壑清音 》

△录存 《西游记》
“
回回迎僧

”

一出、 “
诸侯饯别

”
一出

△录存 《西游记》
“
擒贼雪仇

”

一出、 “
收服行者

”
一出

明·天启崇祯间

祁彪佳 《远山堂曲品》

《西游记 》 (陈龙光 )

明·崇祯癸酉

孟称舜  《柳枝集 》

清初

钱曾 《也是园书目》

《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冫

(四卷) (吴 昌龄 )

△录存 《二郎收猪八戒 》(一

本四出,即今存 《西游记 》

杂剧第四本 )(吴 昌龄 )

《西游记》(传奇 )

(四卷)  (吴昌龄 )

清初

李玉 《北词广正谱 》 陴F查晷孟蘑耋”;嘿爿
清·康熙四十五年

曹寅  《楝亭书目》
| 

《西游记》C、 卷) (吴 昌龄)

|



清·雍正间

张照  《升平宝筏

△录存
“
撇子

”
出、

“
胖姑

”
出

△录存 《西天取经 》
“
撇子

”
、

“
认子

”
、

“
饯行

”
、
“
胖姑

”
、
“
收

孙
”
、
“
伏虎

”
、
“
海棠传耗

”
诸套

射

臼

⑴

双

僧

名

“
 
迎

无

录

套

△

谱宫词北隆十
.
年

糨咖

乾

周

￠

清

清·乾隆中

钱德苍 《缀白裘 》

《唐三藏 》 (无名氏) |
|

|

《俗西游记》 (无名氏 )

清·乾隆中

佚名  《传奇汇考 》

(抄本×即《曲海目》残稿)

清·乾隆五十七年

叶堂 《纳书楹曲谱 》

△录存《唐三藏》(元曲)“ 回

回
”
套(相 当于

“
回回迎僧

”
套 )

△录存《莲花宝筏y北饯
”
套,

(相当于
“
诸侯饯别

”
套)

《北西游》 (元 ·无名氏)

△《慈悲愿×无名氏×南曲)

△录存《西游记y撇子
”
、
“
认子

”

、
“
饯行

”
、
“
胖姑

”
、
“
定心

”(相 当

于
“
收孙

”
)、

“
伏虎

”
、
“
揭钵

”
、
“
借

扇
”
、
“
女还

”
、
“
女国”

诸套

清·黄文肠原撰 ,董康辑

《曲海总目提要 》

清·道光间

姚燮  《今乐考证 》

(佚名)“北饯
”
套

本 )

{̄
{
⊥

民
「
︱
︱
︱

《慈悲愿》

(清朝院

《西游记》(传奇) (陈龙光)

《西游记》 (夏均正)(七
)

《唐三藏西天取经》(六本

二十四折 )  (吴 昌龄 )

△ 《慈悲愿 》(传奇 冫 “
撇

子
”
。 “

认子
”

套

说明: (∵ )根据著录内容,能确定属于吴昌龄 《唐三藏西天取经》的,归入
“
《唐三藏西天取经》

”-栏;能确定属于《西游记杂剧》或不能确定的,都归入
“
《西游记》(戏曲 )” 一栏。 (二 )有△号者,今存全剧或部分曲文。 (三 )、

(四 )天一阁旧藏明抄本 《录鬼簿》是明初贾仲明增补过的本子, 《录鬼簿续编》

就附在增补本的后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被发现后才流传于世,故表中用〔  〕

示之。 《录鬼簿续编》很可能出自贾仲明之手,但在未有更确实的史料或旁 证 之

前,暂题为无名氏。 (五 )现行书目没有见到这个传是楼抄本 《词谑》,今存各本

《词谑 》中都没有
“
《玄奘取经》

”
条。此处据孙楷第先生《吴昌龄与杂 剧 西 游

记》一文转录,故表中以〔  )示之。 (六 )有入说
“
杨景夏”是

“
杨景言〃之误

(详见后文 )。 (七 )夏均正,明 初人, 《太和正音谱 》录其名。

明初贾仲明增补的《录鬼簿》和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 》,至今没有发现有刻本刊行,

今天我们见到的唯一存世的明代蓝格抄本 (四明范氏天一阁旧藏 ),迟至一丿1三一 年才被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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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囚此,在明初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这一漫长的时期中,n‘ 乎渡有人知道吴昌龄 《唐三

藏西天取经》杂:F均具狞内容,也没∷人知道扬景贤写有名为 《西游记 》n饣杂剧。而事实上
《唐三藏四天取经》和六本二十逻出的 《西游记杂羽 》确实存在,或全本刊刻,或散录于曲
谱选本之中,所 以才出现丁上列 《老录线索 》中两羽相混的情况。如万历四十二 年 刊刻 的
《西游记杂剧 》,就怍

“
吴昌龄撰

铃;一两年后 (万历四十三、四十四年 )臧晋叔编 《元曲
选 》,在录 《太和正音谙 》

“
元剧存日

”
时,又于

“
吴昌龄 《西天取经》

”
下加注

“
六本

”

二宇,都是明显地将 《西游记杂剧 》视为吴昌龄的《唐三臧西天取经 》。十年后 《明天启 四

年》止云居士编 《万壑洁音 》,仍把这两部杂割中闸四折选录在一 起,统 统 名 之国《西游
记 》。直到两百多年后均清代道光年问,姚燮著 《今乐考证 》,还是把六本二十四出的本子

称为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 》,并且说, “
《西游记 》之名,后人所易也。

”(l天一阁

润藏明抄本 《录鬼簿》和 《录鬼簿续编 》发现之后,才有 《唐三藏西天取经 》与 《西游记杂

剧 》是两个属j本出i说法。贾忡明坩补均 《录鬼簿
∵
》著录了吴昌龄的 《唐三藏西天取经 》的题

目正名: “
老回回东搂叫锑,唐三藏西天取经

”
,以 此来证明现存 《西游记 杂 剧 》并 非 吴

作,无疑是最简便εI了 。今存 《西游记杂剧 》浅有
“
老回田东楼叫佛

”
的内容,自 然就不是

吴昌龄写的那本 《唐三藏西天取经 》。勾吴蕴空居士在 《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总论 》中说

撰者为吴昌龄,不是分辨不清,就是有意伪托。孙楷第先生 《吴昌淤与杂剧 西 游 记 》一 文
(见 《沧州集》),旁征椅引,精密考辨,因而得出了 《西游记杂剧 》非吴昌龄撰的结论,并
认为: 《万壑清音 》录存的

“
田回迎僧

”
、
“
诸侯饯别

”
两折才是吴昌龄 《唐三藏西天取经》

的部分曲文。赵景深先生据孙先生的这一·
推论,从 《万壑清者 》、 《丬L词 广正谱 》、 《九宫

大戚南北宫谐 》、《纳书楹曲诂 》、《畀平宝筏 》等屮中,辑录出
“
四回迎偕

”
、

“
渚侯饯别

”

两折,作为吴昌龄 《唐三臧西天取经 》的佚文,收入赵景深 《元人杂剧钩沉 》一书中。然耐,

这并未完全解决 《西游记杂剧 》的怍者氵i:题,它虽与撰 《唐三藏西天取经 》的吴昌龄无关 ,

自来的两唇l混淆似已弄清,但作者为谁,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河题。

既然已经证明 《西洳记杂剧 》不是吴昌龄怍的 (吴 昌龄的 《唐三藏西天取经 》另有两折

出文存世 ),而天一阀藏明抄本 《录鬼簿续缡 》叉著录杨禾贤写有名为 《西游记 》沟杂剧 ,

那么,今存六本二十囚出沟《西泔记杂剧 》的怍者就有可鹿是扬岽贤(困 为 《录鬼簿续蚺 》的
作若与桷景贤是相交五十年时老朋友,他关亍屯朋友的汜述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 但这仅仅
是-种可能,还不是事实。困为:笫一,今存 《西游记杂剧 》中并未题撰者为杨景贤,没有
证据鸵确定这本 《耐游记杂剧 》就是枥盂贤的那本 《西游记 》。笫二,唐僧取经故事从唐代
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炉F史丿

`物
∴i神化,到宋元诃刊行沱《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虚

构人物猴行者的 t圮现,已初步完戍了从民问传说演进到书雨文半的过程。唐僧取经故事不但有
了流传极广脚元代 《西游记 》平话∷,而且在此之前,宋元戏剧舞台上已出现了不少以唐偕
取经故事及与之相关的传说为题材沟Ij忭 。仅杠据现存的记戟,宋金院本 (见元·陶宗仪《辍耕
录》卷二十五 )、 廾元戏文 (月J明 ·彳⒈}Ⅰ 《冖词叙录》冫钱Hj扬 《京元戏文轿佚》)、 元 及 明 初 杂
删 《见付怙华《元∴杂刑全口》正木文讠l列 《苷录扌索》)中 ,就铄存了此奘题材与剧 日三 十 汆
种,而⒒接以《丙浒记 》为H名 ni就 有丿\.种 : 《西打记 》 (伪景芏I)、 《西游记杂剧 》(吴



昌龄 )、 《唐僧西游记 》 (戏文 )、 《北西游 》 (北 曲 )、 《西游记 》(陈龙光 》、 《西游

记 》 (传奇 )(吴昌龄 )、 《俗西游记 》、 《西游记 》 (夏均正 )。 可惜这些 《西游记 》戏

曲,大都早已失传,或残存片断,或作者失考,或混入其他剧本中,其具体内容无法了解。

如果说杨景贤 《西游记 》有可能是今存那本 《西游记杂剧 》,那么,同样道理,其他如夏均

正或无名氏的 《西游记 》也都可能是今存的那本 《西游记杂剧 》。 《传奇汇考 》(抄本 )著

录 《北西游 》,说因其
“
全本皆北曲,故谓之 《北西游 》

”
。杂剧相对于

“
南曲

”
而言,亦

称为
“
北曲

”
, 《北西游 》的内容与今存 《西游记 》完全相同 (仅微有小异 )C,两本当同

是一剧。著录者不知道 《北西游 》的作者,就老老实实地写上
“
元 ·无名氏

”
撰,这无疑是

一种比较客观的处理办法。第三,说杨景贤作 《西游记 》,除 《录鬼簿续编 》外,还没有见

诸其他记载,只凭一条孤证就下论断,这似有
“
轻率

”
之嫌。

据说,断定 《西游记杂剧 》的作者是杨景贤丿并非只有 《录鬼簿续编 》这一孤证,还有

一条证据,就是清初徐乾学传是楼旧藏的抄本 《词谑 》:

传是楼旧藏的一部抄本《词谑 》,其第二篇引杨景贤的《玄奘取经 》第 四 出,文 与今本 《西游

记 》第四出同。所称杨景夏当然就是《录鬼簿续编》的杨景贤。《太和正音谱 》作杨景言,《 词谑 》

景夏当是景言之误,《 词谑 》是李中麓作的,说见下,中麓《闲居集·诗禅后序 》作杨景言,可 证抄

本《词谑 》作景夏之误。
” (孙楷第《沧州集》·《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 》)。

李中麓就是李开先,明代著名的文学家,能诗文,更精于词曲,是
“
嘉靖八才子”之一,

家中藏书丰富,所藏戏曲更多,有 “
词山曲海

”之称。这样有资格的人来作证,说今名 《}西

游记》中的《玄奘取经》出于杨景言,这的的确确是一条
“
钢鞭

”
!

根据上面引文,笔者查阅了一下《词谑 》的有关情况。 《闲居集 》是李开先的诗文集 ,

其中收录了不少他的其他著作的序文,但都不曾提到 《词谑》。《闲居集序》写于嘉 靖丙

辰 (1556),大约 《词谑 》的成书,应当在 《闲居集 》之后,即李开先的晚年了。现国内传

世的《词谑 》版本有三种:一是明嘉靖刻本,板式、行款、字体,与 《闲居集》全同,只是

板心略小 (今中国戏剧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重印的《词谑》,即以嘉靖刻

本为底本,并参照陆贻典抄本 《一笑散 》和中华书局排印本进行了校勘 );二是请 ·康熙间

陆贻典褶也是园藏本传抄本,题名 《一笑散 》(文学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五年有影印本 ):三 是 中

华书局一九三六年排印本,以共读楼藏本为底本,卢冀野校订。 《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 》一

文中提到的传是楼抄本 《词谑 》,今却未见。上述三种版本 《词谑 》中,都没有抄本 《词谑 》

的那条
“
杨景夏作

” “
《玄奘取经 》第四出

”
。 (笔者后面引用的抄本 《词谑 》的资料,都

根据 《̀吴 昌龄与杂剧西游记 》一文,特此预为说明。 )将上述三种版本的 《词 谑 》及 抄 本

《词谑 》略作对勘,就可发现:中 华书局据以为底本的共读楼本和嘉靖刻本仅有个别字句稍

异,条 目全同,体例相同 (都有
“
词谑

”
、 “

词套
”

、 “
词乐

”
、 “

词尾
”四个部分,排列

顺序亦同 ),可见两本是出自同一底本 (谁先淮后,姑置不论 )。 陆贻典抄本 《一笑散 》,

较嘉靖刻本除少部分字句有异外, “
词谑

”
部分少了七条,多 出一条, “

词套
”

部分少了五

条⑤:抄本 《词谑 》较嘉靖刻本, 
“
词谑

”
部分少了七条, “

词套
”

部分 多 出两 条, “
词

尾
”

部分多出两条 0。 陆本 《一笑散 》和抄本 《词谑 》都无嘉靖刻本、共读楼本所有的
“
词

乐
”

部分 (只有
“
词谑

”
、 “

词套
”

、 “
词尾

”三部分,顺序皆同),也当是出 自 同 一 底

本。这两种不同 的 底 本 (有 “
词 乐

”
的 和 没 有

“
词 乐

”
的 ),两 个 书 名 (《 词 谑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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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散 》),谁先谁后呢?《 闲居集 》中有一篇 《一笑散序 》,说 《一笑散 》是作者自己

写的六种院本。现存的这本 《一笑散 》,可能是附在它后面的曲话之类,钱 曾《也 是 园 书

目》把它著录在 《阳春白雪 》和 《词林摘艳 》之问,就是根据其内容来确定的:而 《词谑 》

之名,不见于 《闲居集 》。由此可知, 《一笑散 》本早于嘉靖刻本:抄本虽与 《一·笑散 》本

出于同一底本,但它以后出的
“
词谑

”
为书名,而且其中有后人增补的痕迹 (详 见 后 文 论

述 ),也当晚于 《一笑散 》本。

李开先丰富的藏书,绝大部分于清初时归徐乾学所有 (见朱彝尊 《静志 居 诗 话 》卷 二
“
李开先

”
条、王士祯 《带经堂全集 》卷九十二 《跋山谷精华录 》)。 徐乾学的《传是楼书

日》
“
乐类

”
著录 《词谑 》一卷,题 “

李开先作
”,但没有注明版本,可能是指抄本,更有

可能是指李开先生前就已刊行而尽人皆知的嘉靖刻本。如果说这部抄本是 《词谑 》的初稿,又

出自李氏的藏书,何以卷首竟没有李氏的印记或署名,这实在是
“
殊不可解

” (见 《吴昌龄与

杂剧西游记》)。 还有—种可能:李开先确实见到了∵本名叫 《西游记 》的杂剧,于是在 《词

谑 》中录下了其中第四折 《玄奘取经 》,但他显然不知作者是谁,因此嘉靖刻本时又把它删去

了。这有两条可作为旁证:其一是同样与李开先为嘉靖间人的晁王栗,也见到 (或知道 )了 这

本 《西游记 》杂剧而不知其作者,所以他在 《宝文堂书目》中仅录存了 《西游记 》的剧名而

不题撰人;其二是距李开先写 《词谑 》五十多年后的勾吴蕴空居士也得到了这部 《西游记杂

剧 》的
“
抄本

”,却题为吴昌龄撰。

说抄本 《词谑 》有后人增补的痕迹,还有一条最重要的证据,就是
“
《玄奖取经 》第四

出
”

下的
“
杨景夏

”三字。 《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 》一文说
“
杨景夏

”
系

“
杨景言

”
之误 ,

有李开先 《闲居集 ·诗禅后序 》可证。据 《录鬼簿续编 》载: “
杨暴贤名暹,后改名讷,号

汝斋,故元蒙古氏,因从姐夫杨镇抚,人以杨姓称之”
。 《太和正音谱 》作

“
杨景言

”
。可

知杨景贤曾多次改换名字 (他是蒙古人,原先也不姓杨 ),而且
“
贤

”
与

“
言

”
啬近,说杨

景贤就是杨景言,事理可通。可是,“夏
”

与
“
言

”
字形、字音相去很远,说二字相混夕实不可

解。 《诗禅 》是李开先编的一本杂著,他在 《诗禅序 》中说: “
诗禅何所于始乎?其当中古

之时乎?人 心稍变,直道难行,有托兴、有傀诗、有讽谏、有寓言、有隐语、有瘦词,俗谓

之谜,而士夫谓之诗禅
”

。又说: “
《诗禅 》亦非予之独能,总括古今,续 以拙作,更 以鄙

意
”

。由此可知, “
诗禅

”
就是

“
诗谜

”
, 《诗禅 》中许多内容并不出自李开先之手,所 以

他没有把 《诗禅 》收在自己的诗文集 《闲居集 》之中。 《诗禅 》的 序 言,有 《诗 禅 序 》、

《诗禅后序 》、 《再序 》、 《诗禅又序 》四篇, 《诗禅后序 》作于嘉 靖 乙卯 (1555),比

《闲居集 》成书还早一年。四篇序言中只有 《诗禅后序 》提到了杨景言:

是
“
诗禅

”
也,顿悟于杨修夕而修非造端:间发于伍举,而举遂引蔓;取容于东方朔,而朔实 滥

觞。鲍照、张可久,及我朝杨景言、陈大声,皆干枝一本、千流一源也。 (见 《李开先 集 》,路 工辑

校,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 )

李开先在 《再序 》中又说 :

除已见前序者不书,如汉之蔡中郎,继而简、孝二文帝,宋之王荆公、苏 东坡、黄 山 谷、秦 淮

海,元之王日华、乔梦符、钟继先、徐景祥,我朝丁仲名、江朝元、谷子敬、杨廉夫、唐以初、王 惟

善,是皆诗禅之人也。 (出处同上 )

从上面两段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开先在《诗禅后序 》中是把杨景言视为写谜语诗的



“
诗祥之人

”
提及的:r11氵 ;廴 Ⅱ、说仂多i∴ 讠∷《西氵|∶ 讠ii》 ,王设有沈其屮有 《玄 奘 取 经 》△ Vu

眭l,也未指 i∷
“
杨景言

”
与

“
托il夏

″
有讧河关芽。口此,不 i莛 拿 《诗禅后序 》末钅:F为

“
析

景夏
”

是
〃
杨j:1吉 ”之谩门证据;佰况 《诗禅 》成 =l∶ }前 , 《词溏 》成书后,先写的文章能

预见‘到后写

"文
章中均

“
笔误”,于理实狂不逻。雨且,枥工夏实右其人 :

明未有杨景夏,名弘,肯氵H亍 人,扌 《认毡笠》、《后i订忠》传i礻 ,IL《 南词斯诂》卷汀《作 宕名

氏》篇、《参问姓氏》篇及沈永隆《南词祈谐后序》、《宝敦桉传苻汇考标目》。其人于沈自晋为后

辈,清初犹存,与李开先时代不相及。
”(见 《吴昌艹与杂剧西游记》)

沈 自晋主持纬定的 《离词新涪 》刊刘于肛治丁亥 (】 6姓7),榜黑夏是叁与者之一,他别号脉

望子,与沈自晋之子沈永盱相友苦 (见 《市词新诂 》 )。 《南词浙诺 》还谶录了桷艹夏的散曲

五奋 △′。

抄本 《讯谑 》误
“
杨景言

”
为

“
桷△夏

”,也真聂
“
浞

”
件太寺太巧丁:喁代卉堵闸书

稿痃t笔误,居然
〃
误”

出了近百午之后
“
泊扛犹存

”
臼:戏曲 ;∶:护只夏:1茹万豇前酉已摇及的

抄本 《词谑 》的传藏经过9就可以潢走j岜 君出抄丰 《诃谁 》被后

^。

坩补沟丿r迹 ,其中
“
《玄

奘取经 》笫闼出
”

下的
“
妫景夏怍”

嚣宇,足浦初人添加上女廿。i实土, 《词谁 》的心种

本子都没有仂母言作
“
玄奘取经

”
笫四 :iΙ

(卩Γ《西游记杂属J》 竿西驻j)均证据9说 《西礻订}

杂剧》就是杨畀贤 (言 )的 《西浒记 》门论断,仔焦不熊戚 Jf。

杨景贤 (言 )舟元末明韧活跃在钱扌一帝颇衤:· 名气的戏麴家, 《录鬼榨续缄》说他
“
苦

琵琶,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锦花眸宫,悠 j恣乐志
”,永乐间

“
遇宠

”,入值官中,属于

周宪王 (朱有暾 )的崩作家群。周宪置 《煜花梦弓:》 记载: 
“
击闯蒋兰英若,家都乐籍伎女

也,志行贞黎t9捐弓E于感激谈笑之顷。饿塘话讷为拧传奇而深许之
”,足见沩景贤与演员艺

丿、交往密切。 《录鬼侨续编 》著录其杂剧十宀.神 ,今仅存 《马丹阝J度脱刘行苗》一种,此剧

关目紧凑,曲文典了j,宾 白流岍,表现出比较高沟氵术创 `Ⅱ三水平。 《大和正音谱》以
“
雨中之

花
”

赞其杂蒯风格,并非过苦。若将 《刘行苗 》与 《西游记杂Ⅰ∶刂》对勰9则 两用风格各异 ,

虽然革出自一丿、之手 0。

六本二十四出泅 《西游记杂剧 》冫结柯松散而不勹称。写猪八戒用了一本闼出,写孙行

者两出,写流抄河收沙相尚唰一笔带过。笫八瑚
“
华光署保

”
,王帝羞派的十大保官中,弗子

(木叉行者 )与师父 (观音菩萨 )并列,座骑 (火龙;i∶子 )111天神混押,不伦不类。有的铄

官 (如九曜星辰、华光夭王 )徒具
“
傈护唐三藏

”
∴名,古后面的演出中从未露面。郏个

“
佛

中上善,天下王神
”

的铄官华光天王,还又说又唱、自吹自描'几乎占了墼整一出戏。 “
玉

皇⒒金砖再每t藏 ,后土祠琼花是截尝,吵河起夭宫这一场。枪拄翻四揭帝,砖打倒八金刚,

众神祗萦纳降
” ((倘秀才))、  “上天官阀玉里9下丿、间倮帝工

” ((滚绣球)),华光天工

俨然戚了大河天宫的英雄,孙行者淘偷皤挑、窃仙河、盗樾l衣 ,也就栩形见,拙 了。笫 七 出
“
本叉售马

”
中交代得淆清楚楚: “

火龙三太于,为行雨芏迟9法当斩罪
”

,是观古菩萨朝赉

玉帝救了它, 仃
着他 'I乜 为白马一匹9沱唐偕西天驮经

”,连徒克曲贫格都设有,后来取经成

功,正果戍佛的也只是
“
孙猪沙三弟子

”,火 t太于并不干其ylJ。 可是9在第八出中,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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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偕的座呀
“
火龙人丁

Ⅱ
尼然戍∵

〃
fI九

/}Ⅱ

保官
”,与现古去萨平起平坐,过j店 偕在取经途

中,也左一个
“
宄君

″,右一声
“
i钅徒俊杰

”
:∶⒒称呼白已f呻座琦。全剧中这种粗朴琉漏、关

目缺乏照应灼l肖 形,尚冶多处,表露出拼凑拖长坷农迹。至于曲白,州粗俗与高难并存9具
有元杂剧

“
不工两工”

、 “
雅俗兼收

”
灼特征 (攵丿臧晋叔《元曲选序》)。 作为

“
乐府出

^、

头

地
”

、 “
词曲女Ⅱ雨中之花

”
雨又曾入笛宫中淘删作家枥景贤,距元杂剧鼎盛时期一百多年,

谨守明初杂剧创作规范①,是不可能、也不会写出j吝祥具有典1Ι元架剧风格的作晶的。

《西游记杂剧 》第一本、笫四本情节安排集 r扣 ,曲 白涵畅,很可能出自
“
当行

”
文少、之

手;中 间三本,结构粗疏,语言朴质,有较浓抬民问文学色彩。元代前尧i,一师三徒西行取

经故孚的戏曲,已经在舞台上流行,这有文扔古迹为证:元代前期磁州窑炔制的瓷枕上就有
“
唐僧取经图

” (瓷枕现藏广东省博物馆,笨 -玄绱 《西泔记资 淞:· 汇 编 》卷 首 有 黑 自 图

片 ),上面画孙行者手宅ji铁 檫在前,猪八戒肩扛钉铯继后,店仁骈白马,马后面是沙和尚举

护法伞益紧跟,近有古松9远绘群山。师徒四众一律脚穿鸟讹,与 山西锣城明应王殿中元泰

定元年 (1s扭 )函 的北杂Ⅱ演战壁函上演员所著乌靴一柠@。 玩存 《西浒记毒剧 》很有可能

就是这种元代前期 《西游汜》击剧白
′
Ⅱ演出底本 (至少其中有一都分是 )。 《西游记杂剧 》笫

六出
“
胖姑演说

”
,由一个乡下姑娘

“
胖姑儿

”,对欢迭唐借取经出发时虍1热闸场面进行了

绘声绘色的描述。 “
胩姑儿

”
唱的-奋 《双调 ·豆叶黄 》曲子,与睢景臣散套 《般涉调 ·哨

遍 ·高祖还乡》笔意相似,插科打诨,调侃讽剌,侥有趣味。这出戏虽然与
“
西天取经

”
的

主线关系不大,好象是
“
可有可无

”
的情节,但它白j烘托了全剧气氖,加强了戏剧效果。这

种表现手法在其他元代杂剧中也可见到。

当然, 《西游记杂剧 》也经过了元明文人的加工 (其中有可能就有吴昌龄和枥景贤 )。

万历剡本 《西游记杂剧 》的
“
批评者

”
杨东来,与勾吴蕴空居士、弥伽弟子可能都是一个人

的托名1但亦无可稽考。明及清初时曲小说戏曲批评者往往随意改动原作,使之面目全非 ,

小说如 《三阍 》、 《水浒 》,戏曲如 《西厢 》,皆可作为明证。杨东来
“
批评

”
此剧,是否即

是他杂取元人所作捏合而成,亦未可知。勾吴蕴空居士的 《鞠、论 》、弥锎j弟子sI《 小引》倒

是毫不浒讳: “
尝见俗伶所演 《西游记 》,与此大不相同,殊鄙亵可笑

”, “
忽一日复待之

于歃家敝篾中,捧玩之下,喜可知也。然帙既i汶乱,字多湮灭,苦心雠 校,积 有 岁 时
”

。

(见 日本斯文会排印本《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卷首,此书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初集。 )苦 心雠 校

了一年多,其中润饰坩补之处,定会不少。又 《西游记杂H》 每本之前者阝有一苗七言四句的
“
天子圣明

”
、 “

世道昌盛
”

的颂墨诗,剧尾又有
“
愿祝吾皇万万年

”
、 “

祝皇图永固
”

之

类的唱词,这显然是皇家
“
内府承应本

”
的格式。流行于舞台上的民问戏曲,变成丁皇家内

府的
“
眦本

”,这中问又多了一层△饰,其情形当可想而知。

今存 《西游记杂剧 》,是经过 j褡
饰的元代无名氏作晶,这既符合 《西游记杂剧 》的实际

情况,也并不妨碍杨景贤怍为写过 《西游记 》的元末明初有戚就的剧作家的垧位,只不过他

写的不必就是这个 《西游记杂剧 》罢了。澄清了 《西游记杂刷 》作若及时代的迷雾,将有助

于我们更深入研究唐偕取蛏故事戏曲在小说 《西游记 》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洼 释 :

Q对杨景贤(言 )作今存《西游记杂剧》的说法、也有持不同志见者。如属守元老师: “(西游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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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杂》(六本 ),旧 题吴昌龄作,《 柳枝集》载其第四本《二郎神收猪八戒》,亦题吴昌龄,或以为杨景

贤作
”
。 (见其《中国文学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其他如严敦易、李时人等也有不同看

法 (严敦易《(西游记 )和古典戏曲的关系》,见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西游记研究论文集》、李时

人《略论吴承恩〈西游记 )中 的唐僧出世故事 》,见 《文学遗产》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

②见清 ·姚燮《今乐考证》
“
著录一 ·元杂剧

″
吴昌龄条,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中 国古典

戏曲论著集成 》(十 )第 98页。

③《西游记》平话今佚,仅 《永乐大典》中残存《梦斩经河龙》片断,朝鲜 ·边暹编的学习汉语教科

书《朴通事谚解》中有部分内容介绍,详参赵景深《谈 〈西游记平话 )残文》一文,见 《文汇报 》1961

年7月 8日 。

④参况《曲海总目提要补编》(北婴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⑤《一笑散 》本较嘉靖刻本,“词谑
”
部分少的七条是: “

《西厢记 》谓之《春秋 》
”

条、 “
掉侃——

《醉太平 》带《莲花落 》
”
条、 〃

冬夜,李脉泉方伯过访东野
”
条、 “

京都刘西坡好棋与词
”

条、 “
白敏

中得官,小蛮讥笑之
”
条、 “

嘲妓者好睡《沉醉东风 》
’
条,多出一条是: 《咏梅 》大石调一套 (朱庭玉

作 )。 ″
词套

”
部分少的五条是: “

《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
条、 “

般涉调短套内,有
“
东篱,二 字

”

条、 “
《郑月莲秋夜云窗梦 》第一出

”
条、 “

大石调,不知名,似不可遗者
”

条、 “
王伯成 《李太伯 贬夜

郎 》第一套
”

条。

⑥据 《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 》一文,抄本 《词谑 》较嘉靖刻本: “
词谑

”
部分少的七条是: “

张打油

语
”

条、 “
刺题诗邮亭壁

”
条、 “

咏疟疾
”

条、 “
咏薄酒

”
条、 “

嘲狂儒
”

条、 “
掉讯

”
条、 “

咏暑夜
”

条。 “
词套

”
部分多出的是: “

《玄奘取经 》第四出
”

条、 “
关 汉 卿 《闺 怨 》

”
条、 “

王 实 甫 《泛 茶

船 》
”

条。 
“
词尾

”
部分多出的二条是: “

王翰林风月
”

条、 “
王伯成 《般涉调 》尾

”
条 :

⑦ 《南词新谱 》共选录杨景夏的散曲五套: 《金钗十二行 ·华堂歌舞 》一套、《吞满绣窗 ·咏杨卯君

墨绣 》一套、 《山下天桃 ·认毡笠 》三套。

⑧此处和后文论及《西游记杂剧 》时代,部分参考了李时人的看法,见 《略论吴承恩 〈西游记 〉中的

唐僧出世故事》(出处见注释①冫等文。

⑨明初周宪王 (朱有癌㈠ 等入的杂剧,虽注重词曲流畅、音律和谐,便于演出,但在元人 f本 色 当

行
”
的作风中往往杂入典雅而扭捏的句子。

⑩严敦易《元剧斟疑 》一书,即用此壁画作封面,图中舞台上横标作
“
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

”
。

中华书局1960年版。

书讯 ·

《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出版

皮朝纲与李天道合著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 》一书已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思想的基本特征,主要范畴的内涵和历史演变,并论述了形成

这些特征和范畴的文化、哲学等原因。全书除长篇导言和结束语外,分为五编,共 2I章 ,30万字,从审美心

理结构、审美心理需要、审美创作心理过程、审美作品心理分析和审美鉴赏心理效应等方面进行了畅其宏

旨的描述和论证。作者发掘和引用了许多古代文艺家、文艺理论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有关审

美心理活动的论述,并有对文艺佳作的生动剖析,对骚人墨客创作逸事的形象特征,对诸子百家独特思想

的有趣品评,广泛涉及儒家、道家、释家等各学派的思想观点,涉及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学、绘画、

书法、戏剧等方面的内容,对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作了全方位的剖析和评论。

《贵州日报 》1990年 J弘 4日 载文评介和推荐此书。

(弋叶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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