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9

　

《翠屏山》與《忠義璇圖》

氏　岡　真　士

關鍵詞：水滸、翠屏山、潘巧雲、忠義璇圖、宮廷大戲

１﹒

　　《翠屏山》是一部水滸戲，楊林殺死姦婦潘巧雲為高潮；《忠義璇圖》也是水滸戲，敷衍

整個《水滸》故事。說不定是由於傅惜華編《水滸戲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初見

於1958年）未收《翠屏山》和《忠義璇圖》，這兩部戲的關係不太引人注目，本文關注相關問

題。

２﹒

　　《翠屏山》傳奇的作者是沈自晉（1583-1665），他的族父沈璟撰有《義俠記》，以武松為

主角，這也是一部水滸戲（參看氏岡真士〈《忠義璇圖》的足本與殘本〉，《信州大學人文科學

論集》第７號（第２冊），2020年），其實他們吳江沈家當年是很有名氣的曲學世家，詳情見於

周鞏平《江南曲家世家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

２－１﹒

　　據管見，目前談《翠屏山》談得最詳細的有王曉家《水滸戲考論》（濟南出版社1989年版），

據此：

　　“《翠屏山》一劇，以地名命名，演楊雄、石秀與潘巧雲的故事，主要根據《水滸傳》

第四十四回的“病關索長街遇石秀”一節文字到第四十六回的《病關索大鬧翠屏山，拼命

三火燒祝家店》幾回文字敷衍而成。……其主要故事梗概是――

　　楊雄的妻子潘巧雲，與和尚裴如海私通，為楊雄的義弟石秀撞見，告訴了楊雄，

潘巧雲反誣陷石秀調戲自己，楊雄遂與石秀絕交，石秀怒而夜伺裴如海自潘巧雲處

出，殺於道上，剝其衣示楊雄，楊雄醒悟，托名燒香，將潘巧雲騙至翠屏山，審明姦

情後手刃之，與石秀同投梁山。”

此外，王書還談一些相關消息，例如此戲非李玉所撰，京劇以及不少地方戲後來都受到此戲的

影響，姦婦潘巧雲跟潘金蓮、閻婆惜等女角一樣屬於所謂“刺殺旦”，另外，當年雖然有人認

為此故事實有其事，但王漁洋、蔣瑞藻等名人否定這個看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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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翠屏山》目前最早的本子是中國戲曲研究院珍藏的雍正九年（1731）鈔本，題為“翠屏

山總綱”，共有27齣，《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版，初見於1955年）據

以影印，張樹英點校《沈自晉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據此整理並排印。

　　筆者認為，可將故事情節分為ＡＢＣＤ四大部分。

Ａ

１家門：末作開場白。

２〔無小題〕：小生扮石秀、丑扮船家

　　石秀丟下妻子劉一娘，要去薊州販馬發財。

３〔無小題〕：末扮戴宗、淨扮李逵、生扮花榮、小生扮林冲、副扮王英、三旦丑扮小軍、

外扮宋江

　　宋江派戴宗往薊州找公孫勝、李逵悄悄下山要陪戴宗去。

４〔無小題〕：貼扮迎兒、正旦扮潘巧雲、丑扮張保、生扮楊雄

　　張保賭錢賭光了，向楊雄要錢，被毆打趕走。

５〔無小題〕：外扮劉太公、末扮院子、老旦扮符氏、貼扮一娘，還有副與梅香上台。

　　桃花莊的劉太公跟妻子符氏、女兒一娘一起懷念石秀，欣賞桃花。

案，我們通過這五齣戲可以看出整個《翠屏山》的基本設計。雖然第二、四齣可以說與小說

《水滸》（百二十回本）第四十四回頗有關係，因為石秀、楊雄、潘巧雲等人在小說中初見於

第四十四回，但此戲富有新的發揮，比如石秀在第二齣中說自己早已結婚，把妻子留在桃花

莊，因而第五齣裡還有石秀妻子劉一娘與父母一處賞花的情節。此外，第三齣有宋江派戴宗前

往薊州尋找公孫勝的情節，這也與小說第四十四回相關，可是戴宗的搭檔在第四十四回是楊

林，直到第五十三回戴宗才和李逵一起去找公孫勝，那麼第三齣是否基於第五十三回？恐怕不

對。為甚麼呢？因為第六齣也很可能是根據第四十四回改寫的，可見《翠屏山》有意將楊林改

成李逵。

　　又案，我們目前無法知道《翠屏山》所根據的小說《水滸》是哪一個版本，為了方便跟

《忠義璇圖》比較，暫時以通行的百二十回本當做底本，參看第三節。

Ｂ

６結義：丑扮張保、小生扮石秀、生扮楊雄、三旦外扮小軍、淨副扮潑皮、末扮戴宗、副

扮酒家、外扮潘公、正旦扮潘巧雲

　張保在街上打楊雄，石秀路見不平，打敗張保。因而戴宗認識了石秀，並給他一些銀

子。楊雄與石秀意氣相投，結拜兄弟，潘公把石秀邀到家，與潘巧雲一起款待，還讓他

在屠鋪工作。

７〔無小題〕：副扮裴如海、貼扮迎兒、丑為小僧

　　潘巧雲的侍女迎兒到報恩寺去請裴如海來作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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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戲叔：小生扮石秀、正旦扮潘巧雲、貼扮迎兒

　石秀以為自己被潘家棄而不顧，打算算帳離開。潘巧雲拿武松做話題，引誘石秀而被

拒絕。

９送禮：副扮裴如海、小生扮石秀、正旦扮潘巧雲、淨扮道人、貼扮迎兒

　潘公的乾兒子裴如海為潘巧雲已故的前夫作佛事而來，石秀懷疑潘、裴之間有曖昧關

係。

10〔無小題〕：淨扮老道人、外扮潘公、副扮裴如海、丑二生末老旦皆扮和尚、貼扮迎兒、

正旦扮潘巧雲、小生扮石秀

　報恩寺諸僧在潘家作法事，石秀看出潘巧雲與裴如海非一般親密。

11〔無小題〕：外扮潘公、生扮楊雄、小生扮石秀

　潘公要陪潘巧雲去報恩寺還願，楊雄、石秀皆表示同意。

12看佛牙：正旦扮潘巧雲、貼扮迎兒、外扮潘公、副扮裴如海、丑扮小僧

　潘巧雲、迎兒和潘公到報恩寺來燒香，潘公醉倒，裴如海以看佛牙為藉口，與潘巧雲

幽會，並商量今後如何繼續見面。

案，石秀幫楊雄打敗張保，戴宗因而跟石秀結識，這個情節應該來自小說第四十四回，但第六

齣裡沒有出現戴宗的搭檔，加之張保為甚麼對楊雄找碴兒也跟小說不同，小說根本沒有類似第

四齣的故事，小說的張保把楊雄看作新來的外地人，對楊雄很有勢力心懷不滿，因此找碴兒開

始打架。話雖這麼說，第六齣的下一半和第四十四回的下一半總的來說情節大致相似，再說第

七至十二齣的情節，也就是說裴如海如何跟潘巧雲偷情這個經過，大致與第四十五回上一半相

似，雖然添枝加葉地做了些改變。

Ｃ

13起兵：末生外老旦扮小軍、小生扮頭目、丑扮周通

　周通要把劉太公女兒作押寨夫人。

14〔無小題〕：貼扮劉一娘、外扮劉公、老旦扮符氏、二生扮差遣

　劉一娘染病，父母正擔心，周通派了兩個差遣請劉一娘作押寨夫人。

15〔無小題〕：淨扮李逵、末扮戴宗、副扮店家

　李逵找到戴宗，因拴上甲馬（用以神行法的紙馬）前犯忌吃過葷菜，被戴宗教訓一頓。

16〔無小題〕：貼扮劉一娘、外扮劉公、老旦扮符氏、淨扮李逵、末扮戴宗、三旦副扮小

軍、二生扮頭目、丑扮周通

　李逵、戴宗來桃花莊劉公家投宿，李逵替換劉一娘，在閨房痛打周通。

案，這四齣戲可以當做一段特有的笑劇，本來與楊雄、石秀在翠屏山殺死潘巧雲的故事（小說

第四十四至四十六回）無關。這四齣戲的藍本是小說第五回，即魯智深在桃花莊裝作新娘即劉

太公的小女，狠打周通的故事。魯智深在第五回離開五台山前往東京大相國寺，路上發生了類

似情節。這四齣戲一方面將魯智深換成李逵，把去東京換成去薊州，還讓李逵陪伴戴宗；另一

方面將劉太公的小女改為石秀妻子劉一娘涉及到主要情節，可見第五齣劉一娘同父母賞花的情

節是為此設下的伏筆。依我來看，這個賞花的情節與小說不太相稱，相反在戲曲裡是不可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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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段。

Ｄ

17〔無小題〕：丑為胡頭陀、貼扮迎兒、正旦扮潘巧雲

　　胡頭陀去找潘巧雲，事先商量她如何與裴如海幽會。

18〔無小題〕：末扮楊雄的下役、貼扮迎兒、正旦扮潘巧雲、丑扮胡頭陀、副扮裴如海

　　楊雄值班不回家，潘巧雲讓裴如海進屋過夜。

19知情：小生扮石秀、丑為胡頭陀、副扮裴如海、貼扮迎兒

　　石秀收到桃花莊來信，急切要他回家，正在猶豫之際，發現裴如海偷偷地出來。

20酒禮：生扮楊雄、小生扮石秀、副扮酒保

　　石秀在酒樓上告訴楊雄事情，並商量好如何在現場抓住兩人。

21反誑：末外扮差遣、生扮楊雄、正旦扮潘巧雲、貼扮迎兒、外扮潘公

　　楊雄喝醉了，向潘巧雲洩密，潘巧雲撒謊，楊雄竟以為是石秀調戲她。

22〔無小題〕：小生扮石秀、外扮潘公

　　由於楊雄的誤會，肉舖只好關張，石秀向潘公告別。

23殺頭陀：末老旦扮更夫、小生扮石秀、丑扮胡頭陀、副扮裴如海

　　石秀凌晨在楊家外面殺死胡頭陀，後見裴如海出來，又殺死裴如海。

24〔無小題〕：小生扮石秀、生扮楊雄

　　楊雄得知裴如海是姦夫，石秀建議楊雄帶潘巧雲、迎兒去翠屏山，把休書交給妻子。

25〔無小題〕：正旦扮潘巧雲、貼扮迎兒、生扮楊雄

　迎兒、潘巧雲得知胡頭陀、裴如海都被殺死，楊雄回家要跟她們一起去翠屏山嶽廟燒

香。

26殺山：小生扮石秀、生扮楊雄、貼扮迎兒、正旦扮潘巧雲

　　迎兒、潘巧雲在翠屏山惶恐不安，坦白真相，楊雄跟石秀一起殺死她們。

27〔無小題〕：外扮宋江、末扮張順、淨扮阮小五、老旦扮顧大嫂、副扮燕青、正旦扮一

丈青、貼扮孫二娘、丑扮鬼嘴二萬貫、生扮楊雄、小生扮石秀

　　楊雄、石秀投奔梁山受到歡迎。

案，第十七至二十三齣，即到殺頭陀為止，相當於小說第四十五回下半部分，與Ｂ即第六至

十二齣的情節連成一串。接著是第二十四至二十六齣，相當於小說第四十六回上半部分。最後

是第二十七齣，籠統地說小說第四十七回就有相應的情節，可是小說中的楊雄、石秀並沒有馬

上受到歡迎，因為小說中晁蓋才是當時梁山泊的首領，楊雄、石秀來時晁蓋勃然大怒，差點兒

要把他們立刻處決。為甚麼呢？因為他們在路上結識時遷，這鼓上蚤竟偷吃了一隻旅館養的公

雞，晁蓋認為這個行為玷汙梁山泊的名譽。幸有宋江和諸好漢一再勸告，才被留下來。

　　總之，《翠屏山》這部戲確實是“演楊雄、石秀與潘巧雲的故事，主要根據《水滸傳》第

四十四回的‘病關索長街遇石秀’一節文字到第四十六回的《病關索大鬧翠屏山，拼命三火燒

祝家店》幾回文字敷衍而成”，但不僅如此，還從小說中借用其他部分巧妙地創造出另一個

《水滸》的世界，也可以說是個描寫平行世界（parallel world，參看第６節）的作品。

　　至於套數、曲牌和用韻等問題，待下文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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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忠義璇圖》是清代宮廷大戲之一，簡單來說是敷衍百二十回本《水滸全傳》的作品（比

如說第九本第十三齣有句話“那田虎不過沁源一獵戶”，與《全傳》第九十一回“且說河北田

虎這廝，是威勝州沁源縣一個獵戶”相應。簡本則不同，以劉興我本第八十三回為例，云“按

田虎是河北沁州安原人，家中有漆園”。參看第２－２節）。足本共有240齣，分為十本，《古本

戲曲叢刊九集》影印本流傳較廣（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版，初見於1964年），又有《清代

宮廷大戲叢刊初編》排印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原本今藏於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

（參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編《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

關於清代宮廷大戲，詳情見於氏岡真士〈《盛世鴻圖》前部與《飛龍全傳》〉（《信州大学人文科

学論集》第５號，2018年）。

３－１﹒

　　《忠義璇圖》大概是乾隆初期出現的，愛新覺羅昭槤（1776－1830）《嘯亭續錄》卷一有

〈大戲、節戲〉條（中華書局1997年版，參看神田信夫〈嘯亭雑録と其の著者〉，《清朝史論

考》山川出版社 2005年，初見於1948年），說道：

　　乾隆初，純皇帝以海内昇平，命張文敏製諸院本進呈……其後又命莊恪親王……又譜

宋政和間梁山諸盗及宋、金交兵，徽、欽北狩諸事，謂之《忠義璇圖》。其詞皆出日華游

客之手，惟能敷衍成章，又抄襲元、明《水滸》、《義俠》、《西川圖》諸院本曲文，遠不逮

文敏多矣。嘉慶癸酉〔1813〕，上以教匪事，特命罷演諸連臺，上元日惟以《月令承應》

代之，其放除聲色至矣。

　　至於詳情，可參見謝碧霞《水滸戲曲二十種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1年版）、

孫琳《清代水滸戲三種考論》（新華出版社2020年版）以及氏岡真士〈《忠義璇圖》的足本與殘

本〉等研究。據孫氏和筆者的研究，上述的足本《忠義璇圖》是修訂本，很可能至少也是第三

個文本，而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和首都圖書館所藏的若干殘本顯示出以前文本的面貌（參看

第４－２節）。可惜這些殘本的內容與《翠屏山》傳奇沒有關係，下面分析一下足本。

３－２﹒

　　足本《忠義璇圖》共有十本240齣，其中第六本第二齣和第四至八齣的故事大體說來相當

於小說《水滸》（百二十回本）第四十四至四十六回以及《翠屏山》傳奇的主要情節。

　　案《忠義璇圖》第六本第三齣是〈三家村聯盟備盜〉，三家村即祝家莊、李家莊和扈家莊，

備盜是指防備梁山泊襲擊。小說不像這一齣描寫的那麼詳細，只是杜興在第四十七回中告訴楊

雄、石秀和時遷：“中間是祝家莊，西邊是扈家莊，東邊是李家莊……這三村結下生死誓願，

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遞相救應。惟恐梁山泊好漢過來借糧，因此三村準備下抵敵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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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存廬新編宣和譜》傳奇（《古本戯曲叢刊五集》所收，參見氏岡真士〈『水滸後伝』と

『宣和譜』〉《饕餮》第28號，2020年）第六、七、九齣雖然有祝家莊和扈家莊聯盟故事，但內

容與《忠義璇圖》不同，也沒談到李家莊。

　　下面我們不妨看一下《忠義璇圖》第六本第二和四至八齣與小說《水滸》第四十四至
四十六回的關係如何，分為ＸＹＺ（梗概與注釋據孫琳《清代水滸戲三種考論》的〈分齣內容
提要〉）。

Ｘ（第四十四回）

　　“第二齣《楊雄巧遇石三郎》：張保因不忿外來戶楊雄的耀武揚威，準備勸侮他一頓，

以滅其威風。楊雄因未有準備，險被張保等人所辱，石秀路見不平，挺力相助。二人一見

如故，結成異姓兄弟。楊雄得知石秀流落薊州謀生艱難，邀其至家以謀生計。《水滸傳》

第四十四回部分情節與此相似。小說中未有張保的相關交待，令當街搶奪一事稍顯突兀。”

Ｙ（第四十五回）

　　“第四齣《惹狂蜂巧雲認義》：楊雄之妻潘巧雲欲行勾引石秀，與其談起武松殺嫂一

事，她認為武松是個呆子不懂憐香惜玉，石秀則認為武松是位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潘巧雲

多方試探之下只得放棄勾引石秀的企圖。恰與此時和尚裴如海前來造訪，潘巧雲與其眉來

眼去，石秀心中了然，斥退裴如海，並對此多加留意。《水滸傳》第四十五回有裴如海造

訪情節與之相似，只是小說中無有潘巧雲勾引石秀之事，更無二人交談武松事跡的情節。

戲曲《翠屏山》等對此情節多有敷衍。”

　　“第五齣《敦正氣酒肆訴情》：石秀發覺潘巧雲與裴如海的姦情，多方細察之下確認

了此事。在酒樓之上石秀將此事告知楊雄。《水滸傳》第四十五回部分情節與此相似。小

說中另有潘巧雲到寺燒香一節，還有和尚們到楊雄家做法事一節，戲曲中均加以省略，情

節更為集中，但對石秀等人物性格的刻畫有所減弱。”

　　“第六齣《行反間蘭房掉舌》：楊雄大醉歸家，於醉話中透露出已知姦情，潘巧雲使

用反間計，誣陷石秀欲圖不軌、曾行調戲之事，楊雄大怒，拆掉賣肉的案板。石秀情知楊

雄洩漏消息，不發一言，逕自離去。《水滸傳》第四十五回部分情節與此相似。”

Ｚ（第四十六回）

　　“第七齣《真拿姦行兇破晚》：石秀尋機逼問事情經過，並將裴如海與報信的道人殺

死在小巷之中。楊雄回思前事，情知中了潘巧雲的反間計。石秀找到楊雄，幫其定計，要

將潘巧雲騙至翠雲山逼問情由，以明真相。《水滸傳》第四十六回部分情節與此相似。”

　　“第八齣《翠屏山對明心跡》：翠屏山上潘巧雲無法推脫，只得招認與裴如海的姦情。

楊雄怒殺潘巧雲及侍女迎兒。石秀與楊雄談起自己曾經與戴宗相識，二人商議共投梁山。

《水滸傳》第四十六回部分情節與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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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與《翠屏山》傳奇的關係又如何呢？

４﹒

　　孫氏書中載有一個圖表，名叫〈《忠義璇圖》與舊有傳奇齣名比較〉（參看康小芬〈清宮

“水滸戲”的傳播—以《忠義璇圖》為核心〉，《明清小说研究》 2011年第1期），據此《忠義璇

圖》第六本第四至八齣分別與《翠屏山》第八至九、十九至二十、二十一、二十三至二十五、

二十六齣相關。的確，如上所述，這些地方故事相似，加之套數、用韻以及曲詞亦大致相同。

４－１﹒

　　下面我們不妨比較一下這些地方的套數、曲牌和用韻。

《翠屏山》第八至九齣：

　　引、引、桂枝香、又。（魚模韻）；皂羅袍〔羅袍歌〕、又。（魚模韻）

《忠義璇圖》第六本第四齣：

　　小蓬萊後、桂枝香、又一體、羅袍歌（即皂羅袍與排歌）、又一體。（魚模韻）

案，《翠屏山》第八齣開頭，即第一個引子為兩句，唱道：仗劍遙辭江樹，向燕城秋月雲孤。

《忠義璇圖》第六本第四齣開頭，即小蓬萊後，指的是小蓬萊的後一半，也就是說小蓬萊的第

三至五句，唱道：秦淮燈火，薊門煙樹，浩歎窮途。乍看無關，其實都是魚模韻，而韻腳都有

樹字，可見兩者具有繼承關係。不過《忠義璇圖》沒有《翠屏山》第二個引子“獨坐閒庭無

續，聽三郎傳話歸宇”，卻由“白雲本是無心物 ，又被清風引出來”這兩句俗話來代替。

　　又案，《翠屏山》第九齣所謂皂羅袍，正如《沈自晉集》所云，其實是羅袍歌。加之第三

句唱道：去看驕姿，姿是支思韻，不押韻。《忠義璇圖》此處曲牌正確，而第三句唱道（去）

看飽嬌姝，姝是魚模韻，修得很好。

《翠屏山》第十九至二十齣：

　　引、水紅花、解三酲、又、水紅花、太師引。（家麻、皆來韻）；引、引、風入松、

又、急三鎗、又、風入松、急三鎗、又、風入松。（寒山韻）

《忠義璇圖》第六本第五齣：

　　引、水紅花、解三酲、〔又一體〕、水紅花、太師引、搗練子、又一體、風入松、又一

體、急三鎗、〔又一體〕、風入松、急三鎗、〔又一體〕、風入松。（家麻、皆來、寒山韻）

案，只有兩首水紅花才押皆來韻，這或與所謂麻皆通押現象有關也未可知。《翠屏山》第二十

齣的兩首引子與《忠義璇圖》此處的兩首搗練子都一樣，這四首曲都是以第三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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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屏山》第二十一齣：

　　引、引、園林好、又、江兒水、又、五供養、又、玉交枝、川撥掉、又、尾。（東鍾、

先天韻）

《忠義璇圖》第六本第六齣：

　　海棠春、園林好、又一體、江兒水、又一體、五供養、玉嬌枝、川撥掉、尾聲。（先

天韻）

案，《翠屏山》的第二個引相當於《忠義璇圖》的海棠春，都是由潘巧雲來唱，也就是說《翠

屏山》開頭由楊雄唱第一個引的情節被《忠義璇圖》刪去，因而沒有押東鍾韻的地方。此外，

《翠屏山》第一首五供養和第二首川撥掉也被《忠義璇圖》刪去。

《翠屏山》第二十三至二十五齣：

　　水底魚、又、朱奴兒、又。（庚青、先天韻）；單調風雲會、又。（支思韻）；引、紅衲

襖、引、賞宮花。（蕭豪、庚青韻）

《忠義璇圖》第六本第七齣：

　　水底魚、前腔、朱奴兒、前腔、一江風、前腔、引、紅衲襖、引、賞宮花。（庚青、

先天、支思、蕭豪、庚青韻）

案，《翠屏山》的兩首單調風雲會和《忠義璇圖》的兩首一江風比起來，曲辭基本相同。

《翠屏山》第二十四齣的兩首單調風雲會：

　　（生上）遍傳時，是一節蹊蹺事，說兩個人殺死。……我細尋思，多應是暗裡行姦，

石秀陰行刺。（小生上）嗏，此事已分拆，無勞唇齒。為有除姦，不枉稱國士。哥哥，道

路徬徨何所知。

　　（生）吓，很難支，潑賤應無二。……不怕她能插翅。（小生）哥哥，既在官司，

……又不曾獲著雙姦，便把刀輕試。（生）嗏，怎免外人嗤，道我差三錯四。（小生）有句

良言，叫你做個奇男子。……（生）好，只得委曲聽伊藥石詞。　　　　

《忠義璇圖》第六本第七齣的兩首一江風：

　　（楊雄上，唱）遍傳時，有一節蹊蹺事，說兩個人殺死。……〔無我字〕細尋思，多

應是暗裡行姦，想是石秀陰行刺。（石秀上，唱）嗏，此事已分枝，無勞唇齒。為有除殘，

不枉稱國士。哥哥，……你道路徬徨何所之。

　　（楊雄看介，唱）很難支，潑賤應無二。……也不怕她能插翅。（石秀白）哥哥有差

了，（唱）既在官司，……又不曾獲著雙姦，便把刀輕試。（楊雄唱）嗏，怎免外人嗤，道

我差三錯四。（石秀白）……（唱）我有句良言，做個奇男子。（楊雄白）兄弟，（唱）委

曲聽伊藥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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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康煕曲譜》（岳麓書社2000年版）卷八，一江風和單調風雲會都屬於〈南〔曲〕南呂宮．

過曲〉，而單調風雲會由一江風的上一半與駐雲飛的下一半來組合，駐雲飛亦屬於〈南〔曲〕

南呂宮．過曲〉。

　　又案，《忠義璇圖》此處皆用“前腔”之稱，不云“又一體”，這很可能是《忠義璇圖》第

七齣修訂《翠屏山》第二十三齣以下的時候未能改寫的結果（參看中國國圖所藏《忠義璇圖》

第一本的抄本、孫琳〈由“貼補”現象論《忠義璇圖》的編寫演化過程〉《勵耘學刊》2019年

第１輯以及孫琳《清代水滸戲三種考論》）。

《翠屏山》第二十六齣：

　　山坡〔山羊轉〕五更、又、古輪臺、又、撲燈蛾〔撲燈紅〕、又、尾。（先天、皆來

韻）

《忠義璇圖》第六本第八齣：

　　山羊轉五更（即山坡羊與五更轉）、山羊嵌五更（即山坡羊、五更轉與山坡羊）、古輪

臺、又一體、撲紅燈（即撲燈蛾、紅繡鞋與撲燈蛾）、又一體（即撲燈蛾、紅繡鞋與撲燈

蛾）、尾聲、沽美酒帶太平令（即沽美酒與太平令）。（先天、皆來、尤侯韻）

《翠屏山》少了尾聲以後的幾句話以及沽美酒帶太平令，不知是否相關部分早已失傳，我們現

在擁有的雍正九年（1731）鈔本只是題為“翠屏山總綱”（《古本戲曲叢刊二集》）。

　　總之，《忠義璇圖》第六本第四至八齣分別與《翠屏山》第八至九、十九至二十、二十一、

二十三至二十五、二十六齣相關這個看法是可以肯定的。

４－２﹒

　　那麼《忠義璇圖》根據《翠屏山》改寫的地方僅有第六本第四至八齣嗎？其實至少還有兩

個地方值得考慮。

　　一是第六本第二齣，孫氏書說：“《楊雄巧遇石三郎》：張保因不忿外來戶楊雄的耀武揚威，

準備勸侮他一頓，以滅其威風。楊雄因未有準備，險被張保等人所辱，石秀路見不平，挺力相

助。二人一見如故，結成異姓兄弟。楊雄得知石秀流落薊州謀生艱難，邀其至家以謀生計。

《水滸傳》第四十四回部分情節與此相似。小說中未有張保的相關交待，令當街搶奪一事稍微

突兀。”

　　這個“稍微突兀”的原因大概是《忠義璇圖》未能吸收《翠屏山》第四齣演張保賭錢賭光

了，向楊雄要錢，被毆打趕走這個獨特的故事，僅採用《翠屏山》第六齣而勉強適用了《水滸

傳》中張保襲擊楊雄的情節，因而令人感到“稍微突兀”。下面比一下套數、曲牌和用韻。

《翠屏山》第六齣：

　　醉扶歸；泣顏回、太平令、撲燈蛾；玉芙蓉、又；縷縷金；鎖南枝、又、又、又、

引、玉抱肚。（皆來、東鍾、家麻、江陽、尤侯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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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義璇圖》第六本第二齣：

　　光光乍；好事近、太平令、撲燈蛾；玉芙蓉、四邊靜、又一體。（家麻、東鍾、先天、

韻）

乍看幾乎兩樣，仔細看能看到太平令、撲燈蛾和玉芙蓉三個曲牌一樣，到玉芙蓉就換韻也一

樣。此外，兩部戲的太平令皆從“狹路相逢”一句來開始，那麼這些蛛絲馬跡意味著甚麼呢？

　　如上所述，足本《忠義璇圖》是修訂本，而很可能再早也是第三個文本。筆者在〈《忠義

璇圖》的足本與殘本〉中主要談首都圖書館所藏的殘本《忠義璇圖》（影印見於《明清抄本孤

本戲曲叢刊》第七冊，線裝書局1996年版），與沈璟《義俠記》、唐英《十字坡》、足本《忠義

璇圖》第四、五本以及《綴白裘》中的相關內容相比，指出足本《忠義璇圖》是殘本《忠義璇

圖》的修訂本，而殘本《忠義璇圖》的武松故事以《義俠記》、《十字坡》為基礎。

　　此外還指出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兩個殘本《忠義璇圖》，一是首圖本的亞種，另一

個包括魯智深戲的殘本相當於趙景深〈忠義璇圖與虎囊彈〉（《讀曲小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

初見於1942年）談的“《忠義璇圖》二十齣抄本”， 部分內容應該從已逸的《虎囊彈》傳奇編出

來的，加之這個國圖殘本有一些貼紙修改的地方，與其說是“初稿本”不如說是二稿本。足本

《忠義璇圖》刪去了《虎囊彈》故事的部分內容，可見再早也算是三稿本。

　　孫琳先生幾乎同時發表了〈由“貼補”現象論《忠義璇圖》的編寫演化過程〉（《勵耘學

刊》2019年第１輯）、〈清代戲曲《虎囊彈》探佚〉（《文化遺產》2019年第４期）等論文，主要

探討趙景深所見本子，後來出版了《清代水滸戲三種考論》，談得更加詳細。

　　話又回來，由此可見《忠義璇圖》第六本第二齣的蛛絲馬跡很有可能是將《翠屏山》第六

齣用到《忠義璇圖》初稿本上的痕跡，可惜後來經過修改，看不清楚兩部戲的關係了。

４－３﹒

　　《忠義璇圖》除了第六本第四至八齣以外還有兩個地方有可能根據《翠屏山》改寫，第一

是上面談的第六本第二齣，第二竟是第一本第二十一齣〈桃花莊強逼姻牒〉。此齣描寫了劉太

公跟妻子巫氏、女兒一娘一起欣賞桃花，周通偶然看到一娘就喜歡上她，李忠為盟弟託使者下

聘禮，遭劉太公拒絕的故事。

　　小說《水滸》裡面似乎沒有這個故事，只是說魯智深到桃花莊投宿，劉太公告訴他今晚桃

花山的大王來入贅而已。（百二十回本第五回）。孫氏書也注意到這一點，說道：“第二十一齣

《桃花莊強逼姻牒》……《水滸傳》無此情節，只是第五回劉太公見魯智深簡單敘述周通強行

下聘一事。《清車王府藏曲本》第六冊、《俗文學叢刊》第三一八冊收錄有《花田錯總講》，亦

敘及周通強行下聘劉太公女一事，只是裡面人物更為繁複，情節更複雜一些。”

　　《花田錯》今天成為經典京劇劇本之一，可見《忠義璇圖》第一本第二十一齣對後世影響

很大。那麼《花田錯》的演化是基於《忠義璇圖》第一本第二十一齣嗎？恐怕不是。筆者認為

這個故事並非《忠義璇圖》的首創，而很可能是參見《翠屏山》第五、十三、十四齣改寫的，

故事主要情節如下：桃花莊的劉太公跟妻子符氏、女兒一娘一起懷念石秀，欣賞桃花（第五

齣），周通要把劉太公女兒作押寨夫人（第十三齣），劉一娘染病，父母正擔心時，周通派了兩

個差遣要劉一娘作押寨夫人（第十四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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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屏山》第五、十三、十四齣：

　　引、引、惜奴嬌〔序言〕、錦衣香、漿水令、尾。；點絳唇、豹子令、又。；引、東甌

令、〔劉潑帽〕、玉抱肚〔玉肚交〕。（江陽；東鍾、蕭豪；齊微、支思、真文韻）

《忠義璇圖》第一本第二十一齣：

　　風馬兒、三台令、梧桐樹集（梧桐樹＋五更轉）、浣溪沙、劉潑帽、秋夜月、金蓮子、

紅衫兒、獅子序、東甌令、尾聲。（家麻、尤侯韻）

雖然兩者套數、曲牌、韻目和曲詞都不相同，劉潑帽這個曲牌的用處也不同，可是如上所述，

《忠義璇圖》借用《翠屏山》的地方不少，而故事情節受其影響也並不奇怪。何況賞花的情節

是小說中沒有，而《翠屏山》特意設下的伏筆（參看第２－２節）。

４－４﹒

　　此外，孫氏書就《忠義璇圖》第一本第二十二齣〈小霸王鴛幃被打〉說：“魯智深離開五

台山，沿途喝酒吃肉，至劉太公莊上投宿。聽聞周通強行下聘一事，言稱自己善講因果，可以

令小霸王回心轉意，於是在鴛帳之內坐等周通。周通摸黑入帳後笑料百出，被魯智深暴打一

頓，回山會合李忠一同去找魯智深算帳，對陣之時發現彼此熟識，三人談笑甚歡。魯智深借此

令周通收回聘禮，並隨二人同回桃花山相聚。《水滸傳》第五回部分情節與此相似，戲曲中增

添了許多笑料，更富生活氣息，顯得更為熱鬧。”

　　其實《翠屏山》第十六齣亦演李逵、戴宗來桃花莊劉公家投宿，李逵得知事情，替換劉一

娘在閨房扮作新娘，痛打周通事。竊以為《忠義璇圖》此處還受到《翠屏山》啟發，雖然兩者

套數、曲牌、韻目和曲詞都不相同。

　　總之，扮新娘打大王是一個典型的鬧劇（參看世德堂本《西遊記》第十八回），也是表演

戲曲時不可缺少的因素，因而“戲曲中增添了許多笑料，更富生活氣息，顯得更為熱鬧”。

５﹒

　　關於《忠義璇圖》的來源，孫琳先生當提出〈《忠義璇圖》與舊有傳奇齣名比較〉時說道：

“另《忠義璇圖》雖採用《水滸記》、《義俠記》、《翠屏山》的部分曲目，甚有可能來源於《綴

白裘》或類似曲選而非明清傳奇本身”。下面不妨說一下筆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５－１﹒

　　《綴白裘》這個曲選是由蘇州寶仁堂的錢德蒼編輯並出版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初編

問世，通行本經過比較複雜的過程，成立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共有十二集。筆者在〈《忠

義璇圖》的足本與殘本〉中根據根ヶ山徹、吳新雷等專家的研究已作詳細說明，於此恕不重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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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先看一下《翠屏山》、《綴白裘》和《忠義璇圖》相似的地方在哪裡：

《翠屏山》第八齣〈戲叔〉前半／《綴白裘》第三集〈交賬〉／《忠義璇圖》第六本

第四齣

第八齣〈戲叔〉後半／第三集〈戲叔〉／第六本第四齣前半

第九齣〈送禮〉／第三集〈送禮〉／第六本第四齣後半

第二十齣〈酒樓〉／第八集〈酒樓〉／第六本第五齣後半

第二十一齣〈反誑〉／第一集〈反誑〉／第六本第六齣

第二十六齣〈殺山〉／第八集〈殺山〉／第六本第八齣

（《綴白裘》據黃婉儀《彙編校註綴白裘》台灣學生書局2017年版，參見黃婉儀《錦

上再添花—〈綴白裘〉崑腔折子戲的改編研究》秀威資訊科技2010年版）

　　由比可見《綴白裘》從《翠屏山》摘選了六齣戲。這兩者與《忠義璇圖》的關係又如何

呢？其實跟《翠屏山》比起來，《忠義璇圖》有些地方確實更接近《綴白裘》，但未必都是。

　　試看《綴白裘》第一集〈反誑〉由哪些曲牌來構成：

　　引、園林好、又、江兒水、江兒水、五供養、前腔、玉交枝、川撥掉、又、尾。（先

天韻）

《綴白裘》開頭的引與《忠義璇圖》開頭的海棠春一樣，也就是說兩者都刪去了《翠屏山》頭

一個引，此處《忠義璇圖》確實接近《綴白裘》；可是，《綴白裘》和《翠屏山》都有第一個五

供養和第二個川撥掉，此兩曲卻是《忠義璇圖》沒有的。

　　再看《綴白裘》第三集〈交賬〉、〈戲叔〉和〈送禮〉：

　　引、引、桂枝香；前腔；皂羅袍〔羅袍歌〕、前腔。（魚模韻）

開頭即第一個引子為兩句“仗劍遙辭江樹，向燕城秋月雲孤”，與《翠屏山》相同，而與《忠

義璇圖》不同，加之《綴白裘》有第二個引子“獨坐閒庭無續，聽三郎傳話歸與，這也跟《翠

屏山》一樣（宇作與），卻跟《忠義璇圖》不一樣。相反，皂羅袍〔羅袍歌〕第三句為“（去）

飽看姣姝”，很像《忠義璇圖》的“（去）看飽嬌姝”， 《翠屏山》卻作“去看驕姿”，竟失韻。

話雖如此，《綴白裘》、《翠屏山》均以羅袍歌為皂羅袍，失考，只有《忠義璇圖》寫得正確。

　　此外，《綴白裘》第八集〈酒樓〉曲牌如下：

　　引、引、風入松、前腔、急三鎗、〔前腔〕、風入松、急三鎗、〔前腔〕、風入松。（寒

山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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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雖然跟《翠屏山》、《忠義璇圖》相比可以說三者三様，但畢竟是小異。

　　最後，《綴白裘》第八集〈殺山〉如下：

　　山坡〔山羊轉〕五更、前腔、古輪臺、前腔、撲燈蛾〔撲燈紅〕、又、尾。（先天、皆

來韻）

《綴白裘》尾聲以後又有幾句話，這跟《忠義璇圖》一樣，不過沒有沽美酒帶太平令，加之收

場詩亦與《忠義璇圖》不同。如上所述，筆者懷疑《翠屏山》相關部分早已失傳，因為雍正九

年（1731）鈔本只是題為“翠屏山總綱”，總之此處也只好說是三者三様而已。

　　由此來看，筆者不得不說，目前要說“《翠屏山》的部分曲目，甚有可能來源於《綴白裘》

或類似曲選而非明清傳奇本身”尚為時過早。

　　正如孫氏和筆者早已指出，足本《忠義璇圖》是修訂本，那麼原本《忠義璇圖》根據明清

傳奇本身編寫以後，修訂時又參考了《綴白裘》或類似曲選也未可知。目前資料有限，還是很

難急於下結論。

６﹒

　　話回到《翠屏山》傳奇，雖然其故事情節主要敷衍小說第四十四至四十六回，但除此另對

小說其他的部分情節，也進行了巧妙的脫胎換骨，這除了上述以外，還可見於《翠屏山》第

十五齣，即李逵找到戴宗一起去薊州，路上李逵違禁吃了葷菜拴上甲馬（用以神行法的紙馬），

結果被戴宗逗弄的一段，這裡其實還鑲嵌了小說第四十二至四十三、五十三回的部分內容。

　　明清水滸戲展現的一種平行世界（parallel world，參看第２－２節）及其背景頗有意

思，筆者認為探索這些事情也可以應用於分析小說《水滸》的演化與元明水滸戲的盛行之關

係。

（2022年10月31日受理，11月10日掲載承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