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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戲曲理論與表演之研究發表平台
戲曲藝術的發展首要以創作者所創發的戲曲作品為本，而後

由理論家對於該類形的作品進行分析與研究，進而形成該領域的

理論體系。透過戲曲理論的建構，使創作者有所依據，進而創發

更新更具深度的作品，就在這樣創作與理論的互相配搭中，使戲

曲走向精緻，走向當代。可見深厚紮實的學術理論，是戲曲藝術

創作發展的重要因素。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師生多年來致力於戲曲

表演與理論之發展，並積極建置戲曲展演與學術發表的平台，因

此在學術方面，學校非常重視《戲曲學報》學術性的論文期刊，

在上一任主編與編輯委員共同積極推動之下，共有十四篇論文投

稿。

本期《戲曲學報》共收錄了四篇論文，其中第一篇論文是大

陸學者簡貴燈的〈戲曲史「戲考」條補正〉；第二篇論文是國立

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馬薇茜的〈試探劇曲創作納入多元

教學與實務，對在地永續發展之影響—以曾永義教授《鄭成功與

臺灣》為例〉；第三篇論文是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戲曲音樂學系陳

茗芳老師的〈《牡丹亭‧遊園》套曲探析〉；第四篇論文是瀋陽

音樂學院碩士生周蓉蓉的〈沈鵬飛的「雙重身份」京劇音樂創

作—以新編歷史劇《將軍道》為例〉。

以上這些經過嚴格審查而刊登的論文，分別是大陸和臺灣的

學者專家或碩博士生分別從戲曲文獻、劇本、曲譜和創作面相進

行研究的論文，期望能為相關領域的研究者與創作者提供更多觀

點與見解，以激發更多創新的戲曲作品。本期學報能順利出刊，

要感謝本期撰寫論文的專家學者、審查委員、編輯委員之辛勞，

並期盼藝術文化界人士能持續給予本學報支持與建議。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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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史《戲考》條補正

簡貴燈*

摘   要

作為民國時期最暢銷的京劇選本，《戲考》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然

而，目前所見戲曲史關於《戲考》的介紹，在其出版作者、版本、編制體例

等方面存在疏漏。本文根據新發現的新文獻，增補了《戲考》的新版本《戲

考新編》，考證了《戲考》考述者健兒和大錯的真實姓名，並指出各類京劇

《戲考》編撰體例仿製的是《健兒》編撰的申報館《戲考》及時中書局《戲

考新編》，而非中華圖書館版《戲考》。

關鍵詞：《戲考》、《戲考新編》、版本、作者、編撰體制

* 福建師範大學閩臺區域研究中心副教授。

DOI:10.7020/JTCT.20226_(26).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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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 the Mistakes about "Xi Kao"
in the History books of Beijing Opera

Jian, Gui-Deng*1

Abstract

As the best-selling Peking Opera antholog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Xi Kao "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However, there are omissions in the 

publication of authors, editions, and compilation styles  of "Xi Kao " in the 

historical books of Peking opera. Based on newly discovered new documents, 

this article adds a new version of "Xi Kao" , verifies the authors of "Xi Kao"’s 

real names of "Jian'er" and "Da Cuo", and points out the compilation style of the 

various types of Peking Opera "Xi Kao " imitated the Shen Bao’s "Xi Kao " and the 

Shi Zhong Shu Ju’s "Xi Kao Xin Bian".

Keywords： "Xi Kao", "Xi Kao Xin Bian", Version, author, Compilation style

* Associate Professor,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jian-Taiwan Regional Researc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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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史《戲考》條補正

簡貴燈

前言

作為民國時期最受大眾歡迎的京劇選本，《戲考》很早就納入研究者的

視野之中。目前可知最早關注《戲考》學術價值的為鄭振鐸先生。1927年，鄭

氏在《中國戲曲的選本》特別指出：「《戲考》，王大錯等編選，中華圖書

館出版所……流布的『京戲』劇本，凡五百餘出，實同類著作中最完備最巨大

者。」1繼鄭振鐸之後，補白大王鄭逸梅、臺灣地區學者牛川海教授、著名戲

劇家焦菊隱、美籍學者陸大偉、日籍學者松浦恒雄等先後對《戲考》價值進行

評判。2不過，上述諸家對《戲考》的認知，大多不脫《中國京劇史》、《中

國戲曲志•上海卷》、《中國京劇百科全書》等京劇史著《戲考》條窠臼。

《中國京劇史》雲：

王大錯《戲考》民國四年（1915）初版到1925年才出齊，前後四十冊，共收京

劇（包括部分梆子戲和昆曲本）劇本近六百出，以傳統戲為主，兼收當時上海

新編的一部分京劇劇碼（大部分為二十年代以後產生），如《狸貓換太子》、

《宏碧緣》、《山海關》等。“實同類著作中最完備、最巨大者”（鄭振鐸

《中國戲曲的選本》，載1927年6月《小說月報》十七卷號外）。所收劇碼，

每出都附有故事提要、考證和評論。3

1996年，《中國戲曲志•上海卷》《戲考》條在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

行修訂：

1. 鄭振鐸：〈中國戲曲的選本〉，《中國文學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頁4-5。
2.  簡貴燈：〈《申報》劇評家“吳下健兒”考—兼論其在戲曲批評史上的意義〉，《廈大中文學

報》第5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8年）。

3.  北京市藝術研究所，上海藝術研究所：《中國京劇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上

冊，頁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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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考，京劇劇本集，王大錯編，上海中華圖書館民國四年(1915)開始陸續出

版，民國十四年出齊，共四十冊。另附目錄一冊。收錄京劇(包括部分昆劇、

梆子)劇本單出五百多出，大多為傳統劇碼。也收錄一部分當時上海京劇界新

編的《宏碧緣》、《狸貓換太子》、《戲迷傳》等劇碼。各劇前附有故事提

要、考證和評論，每冊書前則附名伶便裝照或劇照，配以文字說明。編者原意

使看戲觀眾得以事先瞭解劇情及有關內容，幫助欣賞，故每一冊扉頁上均題：

「顧曲指南戲考某冊」，其所錄須生、花衫、大面、老旦、小生、丑角等，各

種細節無不俱備。單出收錄標準也以能在舞臺上演者為准。如《鐵公雞》僅收

頭、二、三本，《三門街》收頭本至十本，《風波亭》收全本等。因其內容詳

備，故編成後甚受京劇界人士及觀眾歡迎。其後所編各種京劇戲考，名目繁

多，大多仿此書體例或汲取此書資料。4

《中國戲曲志•上海卷》補充了出版社的名字「中華圖書館」；修正了所

收劇本數為「五百多出」，冊數「另附目錄一冊」；增加了收錄標準「舞臺上

演出」特別指出：「後所編各種京劇戲考，名目繁多，大多仿此書體例或汲取

此書資料。」這段評價文字可以說是當前戲曲界對《戲考》的定評。

不過，2011年出版，被傅謹先生譽為「代表了百年來京劇研究的最高水

準」5的《中國京劇百科全書》對《中國京劇史》、〈中國戲曲志•上海卷》

《戲考》條出版時間及作者進行了糾正：

《戲考》，戲曲作品集，偶又題《顧曲指南》。吳下健兒、大錯述考，鈍根編

輯。1912年8月由申報館出版，不久改由中華圖書館印，至1925年陸續出至40

冊。1933年上海大公書局再版。1990年上海書店影印再版，合訂精裝5冊，改

名《戲考大全》。書中收有京劇及部分梆子、昆曲劇本近600出，保留了一大

批京劇舞臺常演劇目的腳本和演員劇照。每個劇本前附有介紹劇情的文字及有

關考證、評述，其中經驗涉及演員特長、演技特色等內容……6 

4. 中國戲曲志編輯委員會：《中國戲曲志•上海卷》（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6年），頁774。
5. 傅謹：〈《京劇研究的里程碑》〉，《光明日報》，2011年11月28日。

6.  中國京劇百科全書編委會：《中國京劇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

頁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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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京劇百科全書》關於戲考出版的時間和作者介紹符合歷史事實。但

需要補充的是，中華圖書館1913年即接手《戲考》的發行。民國時期《戲考》

的版本還有當時中書局版的新版本《戲考新編》。遺憾的是，對於《戲考》的

兩位考述者吳下健兒、大錯的真實姓名，《中國京劇百科全書》並沒有進行相

關的考證；對於民國時期各類京劇「戲考」所仿照的編撰體制，《中國京劇百

科全書》也沒有進行深究。筆者根據上海圖書館新發現的文獻《戲考新編》及

報刊「戲考」廣告，對戲曲史著《戲考》條有關作者、版本、編撰體制等方面

的論述一一補正。

一、 《戲考》的出版、《戲考新編》的發現及《戲考》作者
考證

清末以降，隨著京劇演出的繁盛，民間尤其是上海一地出現了出版京劇

劇本集的熱潮。1936年，京劇批評家「老福末」張乙廬在《戲報》刊登有關

「戲考」的考證文章《「戲考」考》說道：

“戲考”之印行，說者皆謂始於中華圖書館之“老戲考”，然以予所知，四十

年前書攤中，已有麻沙版之印行，每一折為一本，僅售制錢三文，其戲目如

《牧羊卷》《二進宮》《五雷陣》等數十種，嗣有某書賈匯而付諸石印，托名

三慶班或四喜班，書小盈寸，字細過於蠅頭，亦曾風雲一時。7

按出版時間、印刷方式及刊刻內容來看，張氏所言之「托名三慶班或四

喜班」的「老戲考」，很可能是《真正京調四十二種》（清刊本）、《繪圖京

調十七集》（光緒中期北京響遏行雲樓石印本）、《繪圖京都三慶班真正京調

全集》（1906年上海鑄記書局石印本）之類的京劇折子戲劇本集。這些石印版

的線裝書，封面帶有題簽，繪圖較為粗陋，以四、五出劇本合為一冊，且只載

劇本，沒有劇本的任何相關資訊。不過因它們僅有巴掌大小，容易攜帶，而受

到戲迷的歡迎。進入民國之後，類似的折子戲劇本集如《繪圖京都三慶班京調

7. 老副末：〈「戲考」考〉，《戲報》第二期，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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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集》（民國元年石印本）仍有出版。這些所謂的《戲考》實為京劇折子戲

選本，皆為有「劇」本無「考」之印刷物。

據筆者目力所及，宣統三年（1911）4月，上海振聵社出版的鉛印本《海

上梨園雜誌》是目前所見最早定名《戲考》的書籍。《海上梨園雜誌》的編撰

者「慕優生」生平不詳，不過根據該書之序，言其「寓滬多暇」來推斷，他很

可能是寓居上海的寓公。「慕優生」廣摭博采，將晚清散見於上海報章所載梨

園消息、劇評文章彙編成書，計論說、名伶列傳、古今名伶佚事、新劇閑評、

淫伶與蕩婦交涉、改良戲曲譚、歌舞志、遊戲文章、戲考、叢談、小說、詞

苑十二卷。其中，卷九〈戲考〉累計考證包括《打鼓罵曹》、《龍虎關》、

《禦果園》、《賈家樓》、《花園贈珠》、《烏龍院》、《巴洛和》、《十八

扯》、《八百年》、《黑風帕》等在內的劇碼本事59出。8可惜《海上梨園雜

誌》的〈戲考〉只滿足於考證劇碼本事，而沒有進一步地評點劇碼。

同年9月，「健兒」在王鈍根主編的《申報•自由談》上發表總名為〈戲

考〉的系列文章。據筆者粗略統計，《申報•自由談》〈戲考〉文章累計204

篇，考述劇碼200出。9 因「《自由談》登載〈戲考〉頗蒙閱者歡迎」，1912年

8月「吳下健兒」從中挑選部分〈戲考〉文章，添加名伶肖像及演出秘本後交

給申報館結集出版，此為申報館版《戲考》。

申報館版《戲考》由「吳下健兒撰述、鈍根編輯、頌斌校勘」，現藏於廣

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書號：001870457）。該書一改以往的線裝本而採用洋

裝本體裁，其封面僅《戲考》兩個大字和冊數，設計十分簡單；版權頁分上下

欄，上欄左邊內框大字題「翻印必究」，右邊標注出版時間「中華民國元年八

月初版」。下欄從右到左依次標注《戲考第一冊》「定價大洋二角半」、「編

輯、印刷、發行：申報館」等字樣；《戲考》有序言三篇，作序者分別為鏡裏

吹笙客、頌斌、鈍根。序言之後為例言、目錄，其後收錄汪桂芬、譚鑫培、

8. 慕優生：《海上梨園雜誌》（下）（上海：振聵社，1911年），頁85-113。
9.  簡貴燈：〈《申報》劇評家“吳下健兒”考—兼論其在戲曲批評史上的意義〉，《廈大中文學

報》第5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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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曉峰等名伶肖像24幅，正文考述、評點劇碼19出，這些劇碼如《空城計》、

《打鼓罵曹》、《黃鶴樓 》、《柴桑口》、《取成都》、《戰北原》、《黃

金臺》、《文昭關》、《天水關》、《三娘教子》、《七星燈》、《桑園寄

子》、《洪羊洞》、《雙獅圖》、《烏盆記》、《牧羊卷》、《烏龍院》、

《清官冊》、《朱砂痣》等均為須生戲。它所收劇碼均為當下最流行之劇碼，

每出戲有極詳明之考述、點評。10 

申報館版《戲考》頗受讀者歡迎，曾「一月之間銷行萬二千部。11」在

《戲考》第一冊市場大熱之下，申報館頻頻刊布《徵求名伶小影》12的廣告，

準備發行第二冊，並於1913年5月發佈「《戲考》第二冊出版」的廣告，宣稱

「內容豐富、定價僅二角五分」13。但是由於「吳下健兒」突然出走申報，轉

投時中書局，導致了申報館繼續出版《戲考》的計畫受挫。

1913年7月12日《申報》刊登的廣告《看戲一百出，只費兩角》提到「吳

下健兒」時用了「前申報館記者」的字樣，說明在1912年至1913年之間，「吳

下健兒」已經離開了《申報》。這則廣告還透露了其他資訊：前申報館記者吳

下健兒手著《戲考》三百出，久已膾炙人口。茲特匯刊以饗社會，名曰《戲考

新編》，分上中下三冊。上冊已出版，內載戲凡一百出，定價只兩角，購者可

作戲看，亦可作小說看。14

「吳下健兒」離開《申報》後，將其所著散篇〈戲考〉以《戲考新編》

之名匯刊，並計畫分上、中、下三冊出版。「吳下健兒」離開申報館的原因待

考，不過，健兒離開申報館後將《戲考新編》交給了時中書局出版。筆者在上

海圖書館新發現了這本《戲考新編》，它的數據是：健兒編輯《戲考新編》，

時中書局，民國二年（1913）五月。這個版本的《戲考》一直以來為學界所忽

視，未見與之有關的介紹文字。

10. 健兒：《戲考》（上海：申報館，1912年），第1冊，封面。

11. 申報館：《每冊一百出之〈戲考新編〉》，《申報》，1913年6月4日。

12. 申報館：《徵求名伶小影》，《申報》，1912年8月23日。

13. 申報館：《〈戲考〉第二冊出版》，《申報》，1913年5月1日。

14. 申報館：《看戲一百出，只費兩角》，《申報》，1913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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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急於與申報館競爭，這本健兒編輯的時中書局版《戲考新編》出

版的十分匆忙。首先它的封面設計十分簡單，其卷首不分內外框，正中楷體大

字題《戲考新編上冊》，左右因磨損而字跡不清，僅可辨「出戲考字樣，正

中蓋「上海圖書館藏書」篆文朱印；版權頁分上下欄，上欄內框大字題「翻印

必究」，下欄從右到左分別印有「民國二年五月出版」（定價大洋二角），編

輯者「健兒」，印刷者時中書局，發行所「時中書局」字樣；封底正中同樣

蓋「上海圖書館藏書」篆文朱印，左上有「吳江柳氏捐贈圖書」楷體小字。

其次，《戲考新編》沒有邀請名人作序，而是直接進入考述部分，且其並非

如廣告所言收錄考述劇碼百出， 實際考述的劇碼只有98出，分別為須生戲45

出、紅面生戲6出、須生黑頭戲12出、須生青衫戲17出、須生老旦戲3出、須生

花旦戲9出、老旦戲9出。最後，它刪掉了「曲本」、「照片」，只留下了考述

部分。其原因很可能是健兒沒有這些申報館徵集來的「曲本」和「照片」的版

權。

在「吳下健兒」離開之後，申報館將《戲考》的版權轉讓了出去，給了申

報館故友，彼時正在經營中華圖書館的葉九如。等到1913年10月《戲考》第二

冊出版時，版權頁雖然依然是「健兒撰述、鈍根編輯」，但其發行者已經變為

中華圖書館。《戲考》的封面也發生了變化：由《戲考》兩個大字和冊數的簡

單設計變為茶色封底、內框大字題磚紅色的《戲考》，外框圍繞一圈綠色的藤

蔓植物並點綴花朵的精美設計。

續第二冊之後發行的第三冊，版權頁已經缺失，其出版的時間不詳。不過

根據1913年12月10日《申報》廣告「本館經售第一二三冊《戲考》」15可知，

《戲考》第三冊的出版時間應該不晚於此。

由上可見，《中國京劇史》、《中國戲曲志•上海卷》《戲考》條認為中

華圖書館《戲考》「民國四年（1915）出版」、陸大偉「1914年—1925年上海

中華圖書館出版的《戲考》共40冊」16，顯然是不准確的，《中國京劇百科全

15. 申報館：《本館經售第一二三冊戲考》，《申報》，1913年12月10日。

16. 陸大偉：《〈戲考〉中的現代意識》，《戲曲研究》第74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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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1912年8月由申報館出版，不久改由中華圖書館印」在時間上也較為含

糊，事實是，不遲於1913年10月，中華圖書館已經接手《戲考》的出版。松浦

恒雄在《〈戲考〉在民國初年的文化地位》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暫且可以說

中華圖書館版，始於1913年10月。」17 

有關民國時期《戲考》的版本，《中國京劇百科全書》、松浦恒雄《〈戲

考〉在民國初年的文化地位》、陸大偉《〈戲考〉中的梅蘭芳影子》均認為民

國時期《戲考》的版本為申報館版、中華圖書館版、大東書局版；根據上文可

知，筆者新發現的上海圖書館館藏，署名吳下健兒，由時中書局出版的《戲考

新編》是《戲考》的「新編」版，下文將會詳細談及它的「新編」之處，在此

不再贅述。

因申報館將《戲考》的版權轉讓給中華圖書館，也因中華圖書館為尊重

「健兒」的著作權，依然在《戲考》第一、二冊上標注考述者為「吳下健兒」

（或「健兒」），導致不少學者想當然地認為「健兒」為王大錯的別署。18事

實上，「健兒」非「大錯」，而是江蘇昆山人氏顧乾元，別號「玄郎」。有關

「吳下健兒」的考證部分詳見《〈申報〉劇評家「吳下健兒」考——兼論其在

戲曲批評史上的意義》，在此不再贅述。19 

那麼，「大錯」又是何人？有關大錯的資料較為零散。「補白大王」鄭

逸梅在介紹「集〈自由談〉之大成的《自由雜誌》時僅提到『遊戲文章作者，

以童愛樓、何立三、劉鐵冷、鮒溪漁隱、王大錯、侍仙外史為代表』。談及

繼《自由雜誌》而刊行的《遊戲雜誌》時，鄭氏也提到了「王大錯」的名字：

17.  松浦恒雄：《〈戲考〉在民國初年的文化地位》載驅，杜長勝編《京劇與現代中國社會，第三屆

京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下冊，頁769。
18.  陸大偉《〈戲考〉中的現代意識》認為：“《戲考》每劇前都附有｀大錯＇（王大錯，生卒不

詳，也有自稱健兒、昊下健兒、櫪老等）的｀述考＇”。（《戲曲研究》2007年第74輯）；張

芳《民國初期戲劇理論研究1912-1919》附錄二“劇評家之別署、筆名、室名、齋名索引”簡略

地提及“王大錯，吳下健兒”。（《民國初期戲劇理論研究1912-1919》（長春：吉林大學出版

社，2013年），頁169。牛川海認為：“《戲考》，王大錯（又署健兒或吳下健兒，自號櫪老）

述考。”（《中華百科全書·戲劇卷》（臺北：中華文化大學出版部，1983年），第316頁。）

19. 簡貴燈：《〈申報〉劇評家“吳下健兒”考——兼論其在戲曲批評史上的意義》，頁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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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冠銅版圖，如該雜誌編輯部同人瘦鵑、丁悚、常覺、劍秋、大錯、振之、

梅郎、天虛我生、小蝶、鈍根及社會主人複初合影，以及投稿者小影、新劇家

化裝照、名勝風景，書畫美術是兼收並蓄的。」20 事實上，翻閱《自由雜誌》

及《遊戲雜誌》可以發現，這兩個雜誌並沒有署名「王大錯」的文章，「大

錯」只是在一些欄目上題詞。如《自由雜誌》〈心直口快〉欄下署名者為「大

錯署」外，〈遊戲文章〉署「吳縣王非王題」、〈古今聞見錄〉、〈自由室雜

著〉、〈尊文閣詞選〉署名「飛王」，〈海外奇談〉及〈自由談話會〉署名

「飛黃」、〈千金一笑錄〉、〈自由室雜著〉署名「非王」；《遊戲雜誌》也

是如此，除〈雜爼〉、〈小說〉欄署名者為「大錯署」外，其他欄目如〈遊戲

文章〉同樣是「吳縣王非王題」，欄目的署名遊戲色彩十分濃厚。而《禮拜

六》第三十八期上倒是有「大錯」發表的應時小說《人日》。

值得注意的是，同期《禮拜六》雜誌上曾刊登的一副「本社編輯部同人

合影」的銅板圖。在銅板圖上出現十一人之肖像畫，肖像畫下分別標注小蝶陳

蘧、慕琴丁悚、瘦娟周國賢、常覺李家駟、複初席德明、振之張兆琳、劍秋孫

炯、梅郎朱是龍、天虛我生陳蝶生、大錯王鼎、鈍根王晦十一人，無不例外地

均以筆名加原名的方式標注。王鈍根喜歡徵集作者小影，他多次在《申報》公

開徵集海內文家的玉照 21，還曾將「〈自由談〉投稿者及編輯者之肖像製成銅

版登之報章。」22鈍根的這一喜好也帶到了他創辦的雜誌上。《自由雜誌》之

「諸文家肖像」、《社會之花》之「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禮拜六》

之「本社編輯部同人合影」便是其中的代表。且鈍根與「大錯」的關係密切，

如上文所言，在鈍根編輯的《自由雜誌》、《遊戲雜誌》上曾多次邀請大錯題

詞外，鈍根還是大錯考證的中華圖書館出版的《戲考》的「編輯者」，因此

「大錯王鼎」應該不會出錯。另外，上海碧梧山莊1920年出版的《男女百孝圖

全傳》，其序言下署「吳下大錯王鼎謹識」的字樣也可以證明「大錯」即「王

鼎」。

20. 鄭逸梅：《鄭逸梅選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六卷，頁403-404。
21. 申報館：《投稿者小影》，《申報》，1913年3月23日。

22. 無我：《自由談話會》，《申報》，191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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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可能「吳縣王非王題」是「吳縣王非王（大錯）題」，「非」字也

是「大錯」的遊戲之筆呢？依據1922年6月東方圖書館出版的，「鈍根」為之

題詞的《考證三國志演義》版權頁標注的考證者「吳縣王非王大錯氏」的字樣

可以推斷該書的考證者「吳縣王非王大錯氏」與中華圖書館《戲考》的考證者

為同一人。以上，可以判斷「大錯」、「王非」、「王鼎」為同一人。王鼎之

名出現在柳亞子《南社社友姓氏錄》上，柳亞子雲：「王鼎，字桂秋，一字桂

佛，號筱村，別號且安，江蘇淮安人。」23

二、「戲考」的編撰體例問題

《中國戲曲志•上海卷》認為「其後所編各種京劇戲考，名目繁多，大多

仿此書（中華圖書館《戲考》）體例或汲取此書資料」的說法並不準確。準確

地說，各類京劇「戲考」仿製的是「健兒」編撰的《戲考》及《戲考新編》的

體例。

（一）申報館《戲考》的編制體制

申報館《戲考》的出版是清末民初「戲考熱」背景下文化資本商業運作的

產物。在申報館《戲考》出版前，申報館已經在報章上發佈了售賣廣告《你愛

看戲麼，先買一本《戲考》去瞧瞧》：

本報《自由談》登載《戲考》，頗蒙閱者歡迎，計自去年七月至今己積三百餘

篇，所有時下演唱之戲搜羅殆盡。茲為便利閱者起見，重行編輯，匯印成書，

內容甚富。每出戲有極詳明之記事，有最流行之唱本，有擅長本劇之男女名伶

肖像，並有色藝雙絕之歌妓，雪膚花貌掩映其間。當世顧曲，宜購備一帙，以

為悅目賞心之助，洵可樂也。書己付印，約月杪出版，先行佈告，版權所有，

他家不得抄襲翻印。申報館啟。24

23. 柳亞子：〈南社社友姓氏錄〉，《柳亞子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83。
24. 申報館：《你愛看戲麼，先買一本〈戲考〉去瞧瞧》，《申報》，191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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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廣告詞「頗蒙閱者歡迎」、「為便利閱者起見」等等不難看出，申報館

《戲考》出版的目的主要出於商業牟利之目的，這也是它將「時下演唱之戲搜

羅殆盡」，並進行詳盡之考述、點評的原因。由廣告所言「每出戲有極詳明之

記事，有最流行之唱本，有擅長本劇之男女名伶肖像」可見申報館《戲考》商

業賣點依次是「記事」（即考述）、「曲本」及「肖像」。校勘者頌斌在序言

中提到「是書羅列諸劇二百餘出，溯其源流，考其事蹟，且附以曲本」25，可

見申報館已經做好長期出版《戲考》的計畫，且該將重心放在「溯其源流，考

其事蹟」的考述部分，曲本已經不是以往《戲考》的唯一關注點。另一個為申

報館寫序的人「鏡裏吹笙客」所稱讚的也是《戲考》部分的文章，「曲本」的

校訂及名伶的肖像，他說道：「茲考也，以良史傳記之文，寫世態炎涼之表，

匯為篇目，訂其文詞，至於名伶肖像，各有專長。批紫雲26之妙容，助騷人之

詠歎。」27按日本學者松浦恒雄的說法：「（戲考）之所以把劇本稱為《戲

考》來出版，並不是把劇本當做劇本來出版，而是含有把其作為新的文化裝置

的意圖。」28  

申報館《戲考》與廣告所言的編制體例並無二致，它基本確定了之後以

《戲考》統攝照片、考述、曲本三合一的編制體制。中華圖書館發行的《戲

考》雖然最廣為人知、具影響力，但是它的編制體制同樣仿製申報館《戲

考》。中華圖書館《編輯「新戲考」披露》一文可以證明：

自新劇發達，頗蒙社會歡迎，本館因略照“戲考”例，特倩新劇著名钜子編纂

“新戲考”一書，以饗世之愛研究新劇者。29 

事實是，中華圖書館冠之為《新戲考》的出版物，並非只是簡單的「略

25. 頌斌：〈戲考·序二〉，《戲考》(上海：申報館，1912年)，第1冊，頁1。
26.  此處所言“紫雲”即為徐紫雲。清初著名文人陳維崧為其鍾愛優伶徐紫雲繪製《九青圖詠》（又

名《紫雲出浴圖》）並徵集當時文壇七十四人題詠。陳、徐二人之故事也為百年來文人津津樂

道。參見張次溪：《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續編）》（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年），頁

983。
27. 鏡裏吹笙客：《戲考·序一》(上海：申報館，1912年)，第1冊，頁1。
28. 松浦恒雄：《〈戲考〉在民國初年的文化地位》，頁769。
29. 申報館：《編輯「新戲考」披露》，《申報》，1914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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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申報館《戲考》體例，而是幾乎完全照搬。中華圖書館《戲考》在每冊的

卷首刊登名伶照片，《戲考》成為獨立的部分，及在《戲考》之後附劇本；每

冊考述的劇碼也是二十出左右等等無不指出了這一點。另外，此後的各類《戲

考》也學申報館《戲考》採用洋裝本體裁。

綜上種種，《中國戲曲志•上海卷》認為各種京劇「戲考」仿製中華圖書

館《戲考》體例的說法並不準確。後來的各種京劇「戲考」，包括中華圖書館

《戲考》，大多仿製的是申報館《戲考》的這一編制體制。

（二）“別定體裁”的《戲考新編》

申報館《戲考》頗受讀者歡迎，曾「一月之間銷行萬二千部」30。為保護

《戲考》的版權，申報館曾特意強調「版權所有，他家不得抄襲翻印」31。可

是，中華圖書館為什麼還能「略照《戲考》例」呢？前述已言，在《戲考》第

二冊發行之前，申報館《戲考》的發行權已經轉移到中華圖書館手上了。這也

就是中華圖書館可以「略照《戲考》例」的原因所在。

《戲考新編》沿襲「吳下健兒」在《申報•自由談》及《戲考》中按行

當考述傳統老戲的傳統。不過，《戲考新編》與《戲考》競爭的意圖十分明

顯。這在《戲考新編》的廣告《每冊一百出之〈戲考新編〉》的廣告詞中表

露無遺：

《戲考》實為便利觀劇者矣。唯每冊只載二十出,分期續出，頗勞閱者懸盼，

“健兒”於是別定體裁,另著《戲考新編》相饗。每冊刊載戲一百出，解釋詳

細,雖粗識文字者，攜此“戲考”（按：《戲考新編》）觀劇，亦無不明白之

戲情。32

《戲考》與《戲考新編》均為「健兒」所著，廣告自然不方便在內容上做

30. 申報館：《每冊一百出之〈戲考新編〉》，《申報》，1913年6月4日。

31. 申報館：《你愛看戲麼，先買一本〈戲考〉去瞧瞧》，《申報》，1912年6月30日。

32. 申報館：《每冊一百出之〈戲考新編〉》，《申報》，1913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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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強調「別定體裁」無疑是十分聰明的辦法。從上述所列劇碼可以看出，

《戲考新編》考述劇碼不僅將申報館《戲考》第一冊之《空城計》、《取成

都》、《黃金臺》、《文昭關》、《天水關》、《三娘教子》、《七星燈》、

《桑園寄子》、《洪羊洞》、《雙獅圖》、《烏盆記》、《牧羊卷》、《烏龍

院》、《清官冊》、《朱砂痣》等劇碼納入其中，尚未出版的《戲考》第二冊

劇碼如《李陵碑》、《四郎探母》、《打金枝》、《八義圖》、《魚腸劍》、

《梅龍鎮》、《取帥印》、《慶頂珠》、《目連救母》等也赫然在列。其考述

劇碼如下： 

1.須生戲，計45出。    
《空城計》、《瓊林宴》、《烏盆記》、《天堂州》、《八義圖 》、

《清官冊》、《罵楊廣》、《取北原》、《審刺客》、《群臣宴》、

《打嚴嵩》、《李陵碑》、《雙獅圖》、《洪羊洞》、《盜宗卷》、

《胭脂褶》、《戰樊城》、《長亭會》、《文昭關》、《蘆中人》、

《魚腸劍》、《罵閻羅》、《馬鞍山》、《取成都》、《七星燈》、

《白虎堂》、《除三害》、《一捧雪》、《審頭刺湯》、《狀元譜》、

《雪杯圖》、《九更天》、《慶頂珠》、《戰太平》、《取帥印》、

《馬嵬坡》、《黨人碑》、《五雷陣》、《徐策跑城》、《清河橋》、

《宮門帶》、《禦林郡》、《柴桑口》、《定軍山》、《伐東吳》。

2.紅面生戲，計6出。
《高平關》、《下河東》、《龍虎關》、《古城會》、《白馬坡》、

《水淹七軍》。

3.須生黑頭戲，計12出。
《草橋關》、《鍘美案》、《雅觀樓》、《雙帶箭》、《取滎陽》、

《大保國》、《二進宮》、《渭水河》、《捉放曹》、《天水關》、

《黃金臺》、《金鱉島》。

4.須生青衫戲，計17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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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擊掌》、《五（武）家坡》、《回龍閣》、《三娘教子》、《牧羊

卷》、《南天門》、《桑園會》、《戰蒲關》、《武昭關》、《金水

橋》、《寶蓮燈》、《朱砂痣》、《禦碑亭》、《汾河灣》、《蘆花

河》、《桑園寄子》、《法門寺》、《打金枝》。

5.須生老旦戲，計3出。
《焚綿山》、《四郎探母》、《天雷報》。

6.須生花旦戲，計9出。
《陰陽河》、《海潮珠》、《翠屏山》、《汴梁圖》、《烏龍院》、

《坐樓殺惜》、《梅龍鎮》、《浣花溪》、《胭脂虎》。

7.老旦戲，計9出。
《趙州橋》、《吊金龜》、《行路哭靈》、《目連救母》、《徐母罵

曹》、《太君辭朝》。

《戲考新編》「別定體裁」最直接地表現在它刪去了精美的名伶肖像及私

藏曲本這兩部分，只保留了考述部分。因此，時中書局這版《戲考新編》比申

報館的《戲考》更接近「健兒」在《申報•自由談》刊載〈戲考〉的形態。而

省下印刷成本精美的名伶肖像及收集私藏曲本的花費，《戲考新編》考述劇碼

雖然是《戲考》的五倍，價格卻可以定的比《戲考》更低。33

「每冊刊載戲一百出」的《戲考新編》的出版，顯然打亂了申報館計畫

「羅列諸劇二百餘出」34的計畫，導致後面申報館將《戲考》的版權轉讓給中

華圖書館及《戲考》第二冊的推遲發行。35另外，「健兒」考述經典劇碼98

出，某種程度上迫使中華圖書館購買《戲考》版權後，擴大考述的範圍，將時

33.  根據《戲考》及《戲考新編》的版權頁可知，《戲考》定價「“大洋二角半”」，《戲考新編》定

價「“大洋二角”」。

34. 頌斌：〈戲考·序二〉，頁1。
35.  1913年5月申報館已經發佈《〈戲考〉第二冊出版》的廣告，然而直到同年10月《戲考》第2冊才

出版。（參見《〈戲考〉第二冊出版》，《申報》，1913年5月1日及中華圖書館《戲考》（第二

冊）版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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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京劇、連臺本戲、梆子戲等受觀眾喜愛的劇碼納入其中。

結語

可能是《戲考新編》太急於與《戲考》競爭，在海派京劇初興、上海觀

眾不甚熟悉劇情的情況下，貿然舍去「曲本」、「照片」，這很難說是明智之

舉。最終《戲考新編》並沒有按計畫出版三冊，僅出版了上冊便不了了之。不

過，《戲考新編》這種純由考證本事、評點劇碼的編制體制也影響了另外一些

「戲考」。如許幕義編、王景文評曲的《觀劇指南》除了在考證內容上與《戲

考新編》些許不同，可以說幾乎完全模仿《戲考新編》的編制體制。劉豁公的

《京劇考證百出》、劉雁聲、沈正元編《名伶新劇考略》等的編制體制也受

《戲考新編》的影響。

綜上，民國時期各種京劇「戲考」編制體例是仿製申報館《戲考》及時中

書局《戲考新編》。而中華圖書館《戲考》則是將這一編制體制發揚光大。

近年來，（美）陸大偉、（日）松浦恒雄、丁淑梅等學者在《中國京劇

史》《中國戲曲志•上海卷》的基礎上，圍繞《戲考》的名伶小影、文化價

值、收錄劇碼、刊登廣告等展開了富有成就的深入探索。《戲考》作為民國時

期最受大眾歡迎的京劇選本，還有很多尚待挖掘的研究空間，後續的「戲考」

研究成果值得期待。但是，在進一步研究之前，對「戲考」基本史實的釐清，

是十分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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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探劇曲創作納入多元教學與實務，對
在地永續發展之影響—以曾永義教授
《鄭成功與臺灣》為例

馬薇茜*

摘   要

本文藉由中央研究院院士曾永義教授之戲曲《鄭成功與臺灣》劇作，在

「教學實務」課程中藉助不同多元的學術研究，以自主學習及在地連結，進

行歷史面向，結合歷史、文本創作、表演藝術及展覽創作等，對鄭成功的形

象，依循多元曲徑再現歷史文化足跡，從歷史脈絡與臺南在地連結，以新舊

世代的詮釋方式，從藝術化與在地化的尋跡，重新演繹、蛻變，進行多元角

度詮釋與審視鄭氏歷史定位的全新方式呈現「鄭成功」。

在教學實務創作過程中以研究對話、教學與踏查，進行在想像與虛擬之

間新思維的創作，並以文本、戲劇、戲曲、音樂、美術並結合現代場域創作

元素，進行展演呈現，進而體驗歷史、參與歷史，並以重新理解的角度，對

此關注這段過往與延續，讓參與者看見對於這段歷史的多元觀點與永續發展

的新契機，亦從中也善盡大學社會責任之使命。

關鍵詞：鄭成功、教學實務、永續發展、多元觀點

*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DOI:10.7020/JTCT.20226_(26).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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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Repertoire Creation of Professor 
Zeng Yongyi's "Zheng Chenggong and Taiwan" The In
fluence View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eac
hing and Practice

Ma, Wei-Qian*1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drama of "Zheng Chenggong and Taiwan" by 
Professor Zeng Yongyi, an academician of the Academia Sinica. In the course of 
"Teaching Practice", we use different and diverse academic research,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local connection to carry out historical aspects, combining history, 
text creation, performing arts and exhibition creation, etc.. For the image of Zheng 
Chenggong, it reproduce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ootprints through multiple 
winding paths, connecting with Tainan historical context, and interpreting the 
old and new generations from the artistic and localized search. A new way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formation, it examines Zheng's historical positioning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o present "Zheng Chenggong".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practice creation, we use research dialogue, 
teaching and investigation to create new thinking between imagination and 
virtuality, and use text, drama, opera, music, art and modern field creation elements 
to perform exhibitions and presentations. Then, it experiences history, participates 
in history, and pays attention to this past and continuatio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so that participants can see the diverse views of this period of history and new 
opportuni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lso fulfill the mission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ywords： Zheng Chenggong, Teaching practi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ultiple viewpoints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Art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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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探劇曲創作納入多元教學與實務，對
在地永續發展之影響—以曾永義教授
《鄭成功與臺灣》為例

馬薇茜

一、以價值定位構思的教學課程規劃

本文藉由高教深耕計畫以「戲劇表演藝術專題研究」、「臺灣新編戲曲

專題研究」及「劇場實務」、「傳統戲曲與表演藝術」等四門課程進行規劃，

結合中研院院士曾永義教授之戲曲《鄭成功與臺灣》劇作為主要教材，以其中

重要的主題及歷史意義，搭配成大教學場域身處臺南的在地性及歷史面向，引

導學生觀察、編創及實務展演的課程規劃。1該計畫基於價值定位2的構思以歷

史知識內容，透過許多故事及在地性的議題進行設計，提供學生臺南在地、文

化、歷史的情境脈絡，引領學生進行探討及知識解析應用，並在不同時空背景

場域中對應與比較，進而釐清知識意義，讓學習者在教師的課程設計下，從思

維、知識、分工、創作讓其理解歷史與文本編創的多元面向。進行學習與再創

作，藉歷史人文面向與藝術在地化結合方式，提升學習行動力，並以STP 3個步

驟構思，經營教學課程規劃的教學場域。

整體課程運作從學生目前所就學的「臺南」在地性歷史故事、「鄭成功」

人物為出發，剖析文本創作形式與場域進行開展，從「臺南」場域、歷史、人

文等概念性理論與知識，搭配藝術性的想像與表現，結合中研院院士曾永義教

授之戲曲《鄭成功與臺灣》劇作中進行文本讀劇與分析，讓學生學習、思考與

熟悉相關議題。教學課程規劃步驟是先從STP3論點進行分析，與學生分享本次

1.  王雅玄：〈建構主義理論與教學實證研究〉，《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第 9 卷第 1期，頁 
151-170。

2.  Value Proposition 價值定位，是指提供給目標顧客產品與服務，使顧客從提供物及供應關係中得到

豐富經驗與超值利益，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v/valueproposition.asp 。
3.  STP 聚焦特定族群，以區隔、聚焦、定位為理論基礎，是美國行銷學家溫德爾·史密斯(Wended 

Smith) 在1956年最早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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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目標價值訴求，最終期許學生從課程中實踐創作與展演之延伸，進而達

到大學社會責任績效。

運用行銷中的 STP論點進行教學課程規劃，以論點議題、主題為出發，並

分別以區隔 S (Segmentation)、目標 T (Targeting)、定位 P (Positioning)4等方向

進行，也就是從廣大議題中進行區隔與鎖定教學，再從中找到目標，並在眾多

目標中尋找到整體議題論證方向為主要定位。以「戲劇表演藝術專題研究」、

「臺灣新編戲曲專題研究」及「劇場實務」、「傳統戲曲與表演藝術」等四門

課程之教學與教育為導向，搭配其行銷STP論點策略規劃，分別如下：

(一)  S (Segmentation) 區隔：在教育現場以校園學子、在地人文出發，

課程以專題研究課程導向，配合本校高教深耕計畫推展「在地人

文」及「鄭成功」等議題進行規劃，我們先從三門課程中「戲劇表

演藝術專題研究」、「臺灣新編戲曲專題研究」及「劇場實務」，

關鍵字及內容進行了解，並將各個不同課程規劃進行分析，從中找

出計畫與教學課程規劃之可合作整體面向，故將課程中關鍵字，

「戲劇、表演、藝術、專題、臺灣、新編、戲曲、劇場、實務」進

行可行與未行之區隔並探究主要發展之議題，從發覺、討論、應用

到實際創作之中，我們選擇臺灣新編戲曲與劇場實務進行課程規

劃，並以傳統戲曲與在地人文出發，有別於一般戲劇表演，因以現

階段對於實際接觸傳統戲曲機會有限，故以此區隔呈現特殊性。

(二)  T (Targeting) 目標：在此是以找到適合需求並能傳達課程教學目標

為方向，評估整體教學課程共計十八週，需完成學術理論、劇本創

作、讀劇排練、演出成果，於是將現有的部分進行分析，我們希望學

生創作傳統戲曲文本之範例、又有演出成果，在現有的文本，有曾永

義教授精選京劇劇作《鄭成功與臺灣》、《福爾摩沙圍城悲劇》劇本

書籍，於是我們以國內第一位以戲曲研究成就當選中研院院士的曾永

義教授精選劇作《鄭成功與臺灣》京劇創作為目標，這是戲曲文本最

好的學術典範，且該劇也與國光劇團合作演出「臺灣三部曲」之一劇

4.  STP應用解釋，參考Smart Insights網站https://www.smartinsights.com/digital-marketing-strategy/
customer-segmentation-targeting/segmentation-targeting-and-pos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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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這是有實際文本又有影像展演的創作，不僅能展現出臺灣的當代

學術精神與多元觀點視角，也引發教育現場對歷史文化之傳統戲曲中

的創意思維，除了將此題材透過戲劇、劇場、藝文之理論體系，也建

構學生創作與展演之目標。 

(三)  P (Positioning) 定位：以尋求目標中之穩定為定位，有鑑於此我們

以學術理論與實務創作為課程規劃，一方面推動學生展演創作為引

領，另一方面也透過邀請相關專家、業界教師之實務演講與技術授

課，讓學生學習不同藝文面向在劇場、展場、戲劇、表演及劇場等

相關領域為教學規劃目標進行推展定位，讓同學在人與人、關係與

環境、業界與學界、場域與劇場的接觸，不但能自我實踐創作、體

驗新事物、感受在地文化、學術與實務理念上的有別，我們以在地

的歷史人文出發進行讓同學們能兼顧理論與實務表演藝術之技能為

定位，讓學生瞭解戲劇、表演、戲曲、學術、在地、展演創作等實

務層面，更重要的定位是讓其學習如何面對在進行藝術創作與實際

展演中與歷史人文及人際關係的相互應對與態度，有助學生順利進

入學習與建立團隊合作。

二、多元觀點與在地性結合之課程教案操作

本文之課程教案操作方式，為配合成大文學院「FORMOSA偎海e所在」

高教深耕總計畫，分別以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戲劇表演藝術專題研究」馬薇

茜老師授課、「臺灣新編戲曲專題研究」施德玉、朱芳慧老師合授及「劇場實

務」馬薇茜老師授課等三門課進行規劃，總體規劃中，從在地、歷史與人文、

表演等，設計出多樣化的教學方案，分別以多元教學理論、多元體驗實務教學

方式進行，在多元教學理論中，以實作與學習教學方式，規劃安排每堂課邀

請藝文與業界、學界等相關專家與導演，透過業界專家的量與質的形式進行探

究，讓學生理解劇場、表演、藝術、技術除了專業的文化領域，共同創作與結

合進行實務之展演創作。

歷史是具有影響思辨性的一門學科，在傳統的教學方式下，歷史多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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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社會過去的事件與行動，並將這些事件與行為進行有系統的記錄與詮釋，在

教學中較少有探究性與分析性的思維過程，教師多半是將現成的結論直接提

供給學生，學生也從這樣知識的記憶結論，並將其成為有參考價值的結論和觀

點，本文期盼從歷史與在地的多元教學觀點方式，打破以教師為中心的單向講

解溝通模式，並將原本對教科書為主體的教學方式5，拓展從在地出發，邀請

學者進行不同面向的知識傳授與實際訪查及情境表演教學模式，有效地改變以

往歷史教學中的單一思考面向，重灌輸輸不同思維，讓學生思考、判斷及結合

創新與科技的展演及學習方式，並以歷史、國際、在地、人文等不同的角度，

配合教學面向的新理論，以表演、創作實驗的新方法，並嘗試新媒體的結合，

讓教學與時俱進，符合時代與多元創新進步的需求，讓歷史、人文知識於課堂

上6，並吸取各領域新知，豐富教學內容，賦予歷史與在地，新的思維模式增

進學習的動力與知識的新見解。

整體以根據多元歷史及在地觀，讓學生先以十七世紀的在地的歷史人物

「鄭成功」為主題進行創作，課程中先提供曾永義教授精選劇作《鄭成功與臺

灣》京劇創作與影片觀賞為引導，讓學生以靜態–文本創作、訪查資料收集。

並從分組合作、研討之學習教學法，進行引導思考，開發創作與安排角色扮演

之體驗的教學模式，也讓學習者透過參與學習而獲得知性與感性的知識學習。

再藉多元體驗實務教學方式，以動態–戲劇表演、實際參與及實務展演學習等

導引讓其呈現，並將其進行劇本創作，結合戲曲、音樂、舞臺藝術，以舞臺表

演形式重新詮釋「鄭成功與府城」的歷史導入劇場中的表演、技術、文學中的

歷史、故事，再以實務的參與展演活動，讓同學以文化、概念進行相互認知

後，運用自己的思考、肢體、特色、表現，結合實務與創作的相互教學模式，

將真實的教學中進行實際使用、操作，讓參與者徹底理解課堂中的教學理念與

功能，再進行整體的教學演藝的成果演出，故在教育教學現場去理解歷史面

向、劇場表演、實務創作，從中所得知識解析後，再進行自我見解的分析，讓

學生發覺、討論、解決，應用到實際創作之中。

5.  姚幸君（民 91），《歷史教學的突破與嘗試—合作學習在歷史科的運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4-35。  
6. 呂貴香（1997），〈整體化的歷史教學設計〉，《歷史教育》創刊號，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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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案整體多元規劃面向，以臺南歷史文化、基本理論建構、以劇本

創作、演出實務經驗分享、以在地文化認識、歷史結構與環境深化、以訓練五

感、模仿想像表演創造等進行規劃，分別如下述：

(一)  以臺南歷史文化建構為基礎：先以歷史故事情節的課程設計

及所學知識的架構密切關聯，一則以曾永義教授精選劇作《鄭

成功與臺灣》為主、二則進行安排專題演講，讓學生理解在地

文化與歷史人文之脈絡，講題有〈國姓爺的雙城記〉邀請成大

考古所劉益昌所長、歷史系陳文松主任、成大博物館推廣組楊

中平教授等以〈從臺南的大歷史談起〉及〈熱蘭遮城:世界體

系與影響〉、〈國姓爺雙城記〉等進行專題講演，讓學生以臺

南在地的社會、歷史、國際等學習觀點進行分析與探究，將歷

史人文特色學習與教學結合，再從文化環境角度進行對知識、

歷史、文化的透視與理解，讓學生透過自己的邏輯、認知、觀

察，再進行創作。

(二)  以劇本創作實務為鍛鍊：藉由曾永義教授精選劇作《鄭成

功與臺灣》京劇創作與影片導入對於「鄭成功」人物的多元

觀點，再安排業界師資進行專題講座「劇本編創概述」邀請

奇巧劇團劉建幗導演、「探討劇本編創」邀請自由劇團郭孟寬

團長，提供業界劇本創作分別在故事情節、角色人物、劇本創

作、戲劇流派藝術、表演方法、表演理論、導演編排之技巧進

行論述與分享，並進行同學分組，與其他人共同探究人文歷

史、文本構思、情節鋪陳，分享彼此的心得及觀點與體悟，提

供了多元的探索創作面向。

(三)  以深入歷史事件場域為學習：這部分由馬薇茜老師帶領學

生移地進行實境教學，參訪臺南赤崁樓、天后宮及熱蘭遮城導

覽，從建築、歷史、地理、故事等脈絡進行說明，與在地結合

以歷史故事情節的課程設計及觀其所處參訪處及所學之知識脈

絡，進行密切關聯與分析探究，並從中立獲得不同創作架構之

觀點，這樣的學習過程，不單只從教學者單一管道進行，也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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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地藝術化、在地化行銷推廣面為主要導向。

(四)  以訓練五感想像表演創造：這部分先從肢體開展，亦以五

感表演學習方式出發，分別有引導戲曲音樂理論與實際表演藝

術，除了由課程師資帶領，其中施德玉老師也安排臺南在地

南管南聲社演藝團隊的陳嬿朱老師、林麗馨老師、王春生老師

等表演藝術家帶領學生實作演奏與演唱，馬薇茜老師除自身課

程安排外也邀請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京崑劇團孫顯博、王璽傑等

表演藝術家帶領學生表演模仿與藝術想像，更結合知識學習相

互應用在整體學習情境體驗活動中，從表演面向，讓學生從學

習中獲得親身經歷般的臨場感，在《詩學》中，亞里斯多德認

為，藝術的本質是模仿。並曾說「形式」其實就是事物本身的

特徵。以引領學生想法、觀念進入感官意識，再以人模仿本

能，讓其獲得滿足、愉悅與求知欲，將其肢體、想像及寫意的

學習方式，激勵學生自己在表演學習演出任務的目標。

三、教學實務整體策略

本文以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之計畫結合「臺灣新編戲曲專題研究」為朱芳

慧、施德玉老師合授課程、「戲劇表演藝術專題研究」、「劇場實務」、「傳

統戲曲與表演藝術」授課為馬薇茜老師共同推動，以教學實務之教學方式，將

文學、歷史、藝術等，進行強化學生的實作能力與關懷在地發展為主要表現特

色，藉由臺南文化古都之歷史建築、文物，以及歷史事蹟、鄉野故事，以「偎

海の所在-鄭成功與府城演藝劇坊」成果展與實作方式進行論述，引用藝術在

地化為主要導向，並運用策略、分組專題討論與合作學習模式，讓學生進行實

際身處就讀的場域「臺南」，探究在地人文、歷史人物、環境建築等面向，藉

由課程之表演藝術與自我創意開展進行探究。

教學中將各個不同與戲劇、劇場、體驗、實作、策展、行政等規劃與發

展，其中包括引領學生重新構思、創作、企劃、形式與空間及社會意義等，進

行更清楚地在闡述劇場、藝術、策展、行政與社會、人群的互動關係。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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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先打破傳統學習以單面向或書本學習模式，不僅建構學生對於教學課程

規劃經驗與知識之基礎，亦也開展多元文化的教育方式。

（一）價值訴求執行面向

本次執行方式，安排成大學生進行不同表演藝術創作，以創作和實務相互

結合，創作部分以文本開展、實務部分以劇場空間演出及展場策展進行，並讓

學生收集資料（臺南在地文化：鄭成功、赤崁樓、安平古堡）進行創作。

綜觀總體分為兩面向：一則以表演創作：有肢體開發、劇本創作，以曾永

義教授精選劇作《鄭成功與臺灣》單幕劇本進行「鄭成功」題材開創，讓學生以

文本先進行單幕獨創作。再由奇巧劇團劉建幗導演整合學生劇本為四幕，之後由

施德玉老師將學生劇本進行整體導排創作，該課程計有11位同學，每位皆由此開

展創作，另108年下學期「戲劇表演藝術專題」9位同學進行劇本以「鄭成功」為

題材編創，從中挑選藝術研究所三年級張淑涵同學《鄭成功X3》劇本，與該生

進行協議，提供本次計畫109年上學期「傳統戲曲與表演藝術」課程的學生進行

閱讀及二次編創與導讀《鄭成功X3》，馬薇茜老師進行肢體開發及提供目前科

技、電玩等相關元素教案，由參與本課程台文系一年級的卓佳臻同學進行編創

《鄭成功X3》劇本創作；二則以參與展演，其中藝術研究所109年上學期「臺灣

新編戲曲專題研究」分為兩階段，由朱芳慧老師先帶領每位學生創作，演出呈現

以學生實際創作、讀劇展演呈現，劇中施德玉老師亦安排學生配合劇情進行南管

演唱及戲曲音樂演奏，讓學生學以致用，舞台演出技術部分再進行搭配馬薇茜老

師「劇場實務」課程同學，於成大鳳凰樹劇場進行對外公開展演《創新劇鄭成

功》，其中《鄭成功X3》劇本展演，整體部分由馬薇茜老師編排、郭孟寬導演

協助《鄭成功X3》共同創作呈現演出，之後規劃學生於成大鳳凰樹劇場進行對

外公開實際舞台裝扮演出；在虛擬攝影棚部分，以台文系一年級的卓佳臻同學自

行編創的劇本《潛苑》，進行結合虛擬攝影棚的方式運用虛實情境展演過程，整

體讓學生經歷表演藝術中的幕前與幕後規劃參與及實務讀劇演出呈現。

本課程同學們進入演繹展場空間，同學們對臺南在地人文歷史與鄭成功等相

關之訪查報告，分別以戲劇與展覽、導覽等三項進行成果展，二則課程教案皆從



第二十六期    2022年6月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28

10

曾永義教授精選劇作《鄭成功與臺灣》為主，不僅引伸學生創作成果及成就感，

也因創作進而延伸與臺南在地人文歷史故事的連接性，讓其價值更具有代表性與

意義性。

該計畫之展覽與演出分別有「戲劇成果展」、「展覽演繹場」，整體呈現

有「戲劇表演藝術專題研究」、「傳統戲曲與表演藝術」課程，從曾永義教授精

選劇作《鄭成功與臺灣》文本與影片觀賞，實質以「鄭成功」為題材，進行創出

文本演出《創新劇鄭成功》、《鄭成功X3》等兩齣戲；另挑選藝術研究所三年

級張淑涵同學以曾永義教授劇本再自我創作出《鄭成功X3》文本及台文系一年

級的卓佳臻同學自行編創的劇本《潛苑》，並將《鄭成功X3》劇本進行整體演

出與策展，其中又因此延伸藝研所一年級塗忠憑同學將文本中的鄭成功三個面向

「真我、善我、惡我」的一體三面的鄭成功人物，發揮自我創作繪製結合臺南在

地、成功大學警衛室上方圖騰等意象進行「鄭成功」圖像設計，後將「鄭成功」

人物設計為人型立牌，於展場陳列讓參與民眾合影留念，創造出多元與多廣的價

值。

該計畫以學生為主題出發，結合在地進行發想與創作，一來讓學生發揮所

長、二來理解身處臺南歷史人物與地景結合，三來更讓學生從中獲得成就感與找

到自我價值之認同感。最後成果呈現分別有：

1.戲劇成果展： 辦理FORMOSA偎海e所在航向東亞《鄭成功府城演

繹》，於12月2-3日下午二點二十分至三點半，假鳳凰樹

劇場進行《創新劇鄭成功》及《鄭成功×3》成果展演，

成功的將學術創作進行以鄭成功出發的實務演出，創造

學生學用合一的價值。

2.展覽演繹場： 讓創作所學不限於課堂，帶領同學們轉換場域，於12月3
日至5日成大光復校區歷史文物館成果開展，展場中以曾

永義教授原創劇本之學生創作延伸的《鄭成功×3》進行

主要策展規劃，展場中有學生從中創造的「鄭成功」人

形立牌為形象、臺南在地導覽解說、虛擬攝影《潛苑》

敘述鄭成功之子鄭經在臺故事，創造學生與社會在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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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接軌之價值平台等效益。

（二）推動大學社會責任

我國自107年起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簡稱USR計畫7），強調

以「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為核心出發，引導大學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

出發，本課程以執行國家高教深耕之重點並結合與USR為策略，先以藝術在地

化的認知及理論規劃，強調知識無法與現實情境脫離，學習與他者進行社會、

文化交流，並緊密與實際的學習環境脈絡，進行開展，再以教學實務方式，讓

課程中營造出多元與豐富的學習情境，吸引學生學習參與，使學生直接學到並

應用到實際的方式。

有鑑於此，本計畫以「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於課程中實際推動，不

僅創造學生從在地人文歷史出發，也以藝術在地化為主要導向，安排演出與策

展，提供民眾參訪與觀賞，讓藝術在地化行銷推廣面， 進而達到大學社會責

任之方向。

觀其上述整體兩面向演出與策展中，我們察覺同學們一方面從曾永義教

授精選劇作《鄭成功與臺灣》為主要延伸創作進行構思與發想，在舞台上進行

呈現，實際學習到表演藝術幕前、幕後的整體規劃與運作，不僅學用合一也利

於日後進入職場接軌熟悉面向；另一面展場中再藉由自身對於臺南在地訪查紀

錄於展場中進行說故事與解析，此時學生以講者身分，讓學生人物隨著活動進

行人物情境的轉換，也從中體會師者的傳道授業之過程；展場中亦將《鄭成功

×3》的人物，由藝研所一年級塗忠憑同學將文本中的鄭成功三個面向(真我、

善我、惡我)的一體三面的鄭成功，以明朝錦衣衛人物造型、臺南樹屋糾結交

錯、成大光復校區警衛室建築物上等相關圖案，親自以繪圖方式創作出來，筆

者觀察學生特質進行個人發揮創作亦也為子計畫主持人，故也建議學生設計將

其人物製作成人形立牌，成為展示品的一環，並讓其以科技、媒體等平台讓其

融入，如：

7.  教育部推動USR計畫，引導大學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透過人文關懷與協助解決區域

問題，善盡社會責任https://www.ey.gov.tw/Page/448DE008087A1971/c1cd8b0e-c129-4fa8-a887-
7ee3d68c5e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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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數位平台： 邀請學生於課堂中參與創作、學習，進行數位平台心得分

享，如（臉書、IG），並從中整理其點閱率次數。

2. 虛擬攝影： 帶領學生展演與文本創作，進行媒體科技後置，以故事報

導行銷本校，並於網路平台及展場放映，達到其曝光率。

該計畫在大學社會責任部分，建立一個學生的能力和自我價值，我們運

用藝術在表演與交流體驗互動計畫進行，這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元素，透過 課
堂學習，使學生理解「劇場實務」與「表演藝術」及「在地人文」與「社會發

展」之密不可分關係，也創造學生與社會連結與積極參與之成就感，也於參與

成果展演時結合傳統與現今運用行政企劃、文案設計，行銷數 位（媒體、網

路、手機等）進行分享，讓社會與大眾共同參與，相信這也是推動大學社會責

任重要之使命其中關鍵，並實質達到我國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之目

標，讓其接受到傳統藝術的薰染，體會心靈之美的實際經歷。

四、從曾永義教授戲曲創作到鄭成功之永續發展

臺灣，對於鄭成功這位歷史人物，觀其從南到北，「成功」、「延平」

與「國姓」三個與鄭成功相關的名字，我們可發覺到在臺灣的學校、街道、村

里，甚至是各行各業與各類產品之名稱上進行命名，而臺灣各地與鄭成功相關

的名勝古蹟也佔不少，本計畫以此為主要方向，不僅從臺南在地出發，亦從鄭

成功與臺灣文化資產中進行評估與考量，除了既有教科書對鄭成功的史料與故

事外，此計畫讓鄭成功不再只是歷史人物，也因為創作，讓其與人文在地、文

化創新、表演藝術、演繹展覽等多面向的文化思維與層面進行結合，並以教育

現場出發激發臺灣文化教育活動的多元契機，讓每個人對於「鄭成功」的歷史

脈絡，重新思考「鄭成功」對臺灣的影響，也重新發展創作多元觀點的「鄭成

功」面向。

本計畫我們從教育與社會變遷及永續發展之關係進行歸納，共有四點思

考，一在教育現場有時能反映社會變遷的事實與思維現象、二在教育現場的教

學與呈現有時也會成為社會變遷條件之因素、三在教育教學現場的整體呈現氛

圍，有時也會成為社會變遷的動態因素、四在技術方面教育常反映出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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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實與樣貌，我們分別以建立品牌定位、劇本啟動創作、在地與社會責任之

永續發展推廣論之。

（一）建立品牌定位

曾永義教授創作《鄭成功與臺灣》是國光劇團「臺灣三部曲」計畫中的

第二部，也是最具有政治歷史意義的代表創作，這也是國光劇團在發展第三年

以臺灣三部曲進行展演定位，以順應時代及社會潮流的動向，整合產官學界重

新型塑戲曲新環境，融入京劇與臺灣本土與歷史脈絡發展定位，結合曾永義教

授在臺大任教與從事戲曲硏究與敎學工作三十多年及傳統戲劇戲曲的硏究，以

臺灣出發並邀約名家邊修與新創劇本，啟動京劇與多元化經營並與學界交流，

重新增建新一代的年輕觀眾族群，活絡傳統戲曲舞台內容，拉近與各年齡層觀

眾間的距離，以這樣的創作思考重新定位國光演出發展的傳統與本土合作之定

位，創造國光品牌定位「傳統與創新、本土與在地」的展演走向，該團迄今仍

持續創作並與社會發展之交流進行，並深獲好評，而該計畫也因為曾教授從臺

大學府、國光劇團、成大校園，因此而建立了「鄭成功」、「曾永義」、「國

光劇團」、「成大藝術」的多元品牌及定位方向。

（二）劇本啟動創作

曾永義教授創作《鄭成功與臺灣》為本文計畫課程中之劇本創作進行為主

導，再以戲曲及歷史主題為發展，曾永義教授從事戲曲硏究與敎學工作近三十

年、硏究傳統戲劇多年，《鄭》劇也是曾永義教授第一次嘗試執筆京劇劇本編

劇， 本劇展開建構一代英雄宏偉又短暫的生命樣態與人文情懷，而本文之計

畫總體推畫以「鄭成功」出發，將曾永義教授創作《鄭成功與臺灣》為課程中

主要導向，讓學生思考鄭成功與臺灣文化資產及過往教科書上的鄭成功民族英

雄的局限，讓學生以生活化、實際化、藝術化、多元化的鄭成功為創作料主要

內容，將鄭成功與臺灣發展與密切關係，藉以文本創作、實際展演以活潑的形

式呈現出來，促使學生重新思考建構以鄭成功為文化主軸，結合文化資產、人

文信仰、各種文物及傳說之文化活動，創造一種有創意又具生活文化內涵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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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與永續發展的面向。

（三）在地與社會責任

藉由生活化與教育化及活絡在地交流為主，以在地人文、歷史思惟為導

向，提升師生對真實問題的洞察及敘事與創作能力，帶動參與在地發展議題討

論與創作，以此提供在地藝術化規劃，不僅鼓勵與安排學生透過各種方式，進

行開展學生對展演創作、劇場實踐與在地演繹等面向，從中找到藝術更多的可

能與多元結合，以學生所學進行實作並使未來能將學術知識應用，亦有助於在

地與價值提升，擴展地方藝文發展格局，進而推展與社會參與之平台，也讓學

生與職場接軌邁向更近之目標，整體規劃不僅讓師生進行創新參與性，也鼓勵

引導學生以在地面向發展與真實理解問題為導向，發展以地方為在地之課程與

展演活動，不僅優質化與觀光化的鄭成功的開創、也將鄭成功以學界教育現場

讓其精緻化與深度化，達到本土化與藝術化的創造學生自主學習，成為大學實

踐社會責任的課程與知識基礎之啟動，進而永續傳承。

結論

有鑑於曾永義教授《鄭成功與臺灣》劇目創作對教學與實務永續發展之影

響觀，從本文該計畫教育教學品質及多元學習之目標，我們看出在教學上的啟

發及教學創作成果，計畫課程融合在地人文、多元藝術與實務劇場結合之相關

教學計畫，也呈現出敎育劇場實作學習效益，開創教育現場中從鄭成功出發以

研究專注議題論述，藉由曾永義教授的文本，讓學生研讀各類及評論，依據個

人專長、組別及創作內容，定期討論，進行研究報告發表，在安排新的創作議

題與延伸，創作工作坊議題，配合業界工作坊和專家進行跨領域交流學習，並

從中累積實作能量，提出成果展現和綜合報告，進行討論、回饋及心得交流，

讓學生將曾老師的劇本延伸《創新劇-鄭成功》＋《鄭成功×3》＋《潛苑》等

劇本創作並進行呈現，學生也從中理解現場表演學習、藝術團體的行政規劃、

表演製作策劃、劇場實務與管理、演出行政、演出創作等，同時熟悉表演團體

的體制與經營等演出個案與提升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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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課程教學目標學習歷程整體影響面向，這樣的模式可從中發現問題也

創造出「自主學習」或「自我調整學習」的重點，以此強調這樣的規劃創造整

體自主學習活動過程中，學生運用各種策略以擴展知識、維持學習動機，評估

並選擇最佳學習創作方式，以達成學習目標、獲得成就與進步之重要性。將自

主學習定義為一種主動的與建構的學習歷程，學習者在歷程中設自我定學習目

標，也因為創作成果並監控與調整自己學習動機與學習行為，且根據設定好的

目標和所在的環境，引導與約束自己的學習。

我們從曾永義教授《鄭成功與臺灣》劇目創作，建立品牌定位、啟動劇

本創作、實踐在地與社會責任等啟發，展開實務之運用，由教學規劃設計與目

標，在學習歷程中，可理解學習者依自我學習目標、節奏、內容、方法或是學

習操作形式，這是一動態的歷程，有別於傳統的教學模式，除教師講述、學生

聽課記筆記、教師操演示範、學生模仿體驗等形式，也創造自主學習取向的課

程，讓學習歷程由學生自主性創作規劃、執行與掌控，學習的方式、進度和內

容由學生透過成果展呈現，自己選擇和決定。教師不再是知識的演示者與傳遞

者，而是引導學生主動獲取知識的輔助者角色，學生則由傳統被動形式轉而成

為主動求知的學習者，透過文本與在地人文關懷，提升自我思考、創造力、身

體力行體驗參與等，從中獲得價值與成就感及善盡大學社會責任，這樣的影響

從教育現場中也間接帶動社會教育進步的使命感，開拓了在地創作實踐永續發

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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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遊園》套曲探析

陳茗芳*

摘   要

「套曲」為曲牌音樂發展趨向豐富與精緻的曲牌形式，以「聯曲成套」的

模式，由多支曲牌有系統與規範組合而成，延伸發展為一種篇幅較大的曲體結

構，依曲牌性質不同又可以分為「南曲套曲」、「北曲套曲」及「南北合套」

三種；本文於施德玉老師等前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擇以其中「南曲套曲」形

式為研究對象，除透過音樂結構分析，探析「南曲套曲」形式之特徵，與各曲

牌銜接之手法，筆者亦以《牡丹亭‧遊園》一折為範例，試圖將曲牌與劇情連

結，例證「南曲套曲」形式的功能性與藝術性。

本研究首先說明「套曲」的組成模式、曲體、結構與規範；其二，論述

《牡丹亭‧遊園》之背景、排場、腳色與劇情發展；其三，進行《牡丹亭‧

遊園》一折所用之「南曲套曲」曲牌音樂結構分析，包含宮調包含宮調（笛

色）、調號與調式（結音）、板式及曲調等音樂要素；其四，將音樂與劇情並

行，探析「南曲套曲」形式從音樂結構如何與劇情起伏轉折呼應。藉由曲譜與

演出實踐相互對應，探討「南曲套曲」形式的功能與藝術性。

關鍵詞：遊園、曲牌、套曲、南曲套曲

*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戲曲音樂學系教師。

DOI:10.7020/JTCT.20226_(26).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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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Ming-Fang*1

Abstract

“Tao-qu”, is a qupai style with a richer and more delicate tendency in qupai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attern which combines qu into song cycles, the style 

follows the standards and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s multiple qupai into an extensive 

structure of qu-ti. On the basis of different properties of qupai, tao-qu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nan-qu tao-qu”,“bei-qu tao-qu” and“nan-bei he-tao .”Due to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related literature, researcher Shih, Te-Yu’s previous study 

in particular, this study focused on nan-qu tao-qu. In addition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mus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regarding nan-qu tao-qu style, and connection 

methods of each qupai, I discussed“The Surprising Dream of The Peony Pavilion” 

particularly to connect the qupai with the plot, giving an example of the functionality 

and artistry with regards to the style of nan-qu tao-qu.

This study began with the formation style, chu-ti, structure, and norms of tao-

qu. Second, I discussed the background, pai-chang, characters, and development 

of plot. Third, the nan-qu tao-qu structure applied in“The Surprising Dream of The 

Peony Pavilion”, including the elements such as the gong diao, key signature, tonic, 

meter and tune were analyzed. The final section of this study addresses how music 

proceed in parallel to the plot and investigates the ways of how music structur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urning points under nan-qu tao-qu style. Finally, I investigated 

the functionality and artistry of nan-qu tao-qu style by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heet music and the practice of performance.

Keywords： The Surprising Dream of The Peony Pavilion, Qupai, Tao-qu, Nan-qu 
Tao-qu

*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teachers of Department of Xi Qu Music,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erforming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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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遊園》套曲探析

陳茗芳

前言

「曲牌」的發展為適應及滿足劇情的運用與需求，形成由單支曲牌、二支

或多支曲牌多種不同的組合，摘取自施德玉老師所歸納出的十一種曲牌形式，

組合模式由簡到繁分別為重頭、重頭變奏、子母調、帶過曲、雜綴、曲組、套

數、合腔、合套、集曲和犯調，1本研究選定上述之「套曲」曲牌形式為研究

方向，其「套曲」形式又可依組合曲牌之性質，分為「南曲套曲」、「北曲套

曲」及「南北合套」三種，於前賢的研究基礎上，筆者擇以「南曲套曲」為探

析對象，除分析音樂結構，更試圖將用牌與劇情實例連結，選以《牡丹亭‧遊

園》一折為範例，較全面性的探析「南曲套曲」的運用與功能性。

本研究音樂分析曲譜，取自王季烈及劉富梁考定編選之《集成曲譜》，成

書於1924年，全譜可分為金、聲、玉、振四集，每集八卷共三十二卷，亦刊載

王季烈《螾盧曲譜》中論「度曲」、「作曲」、「譜曲」及「餘論」四卷，編

者於《集成曲譜》「凡例」中提及創作宗旨：一為矯正傳本之訛誤，二為力求

通俗淺近，故所載之曲譜皆註有工尺譜及板眼，鑼鼓與笛色，並詳記曲詞與科

白，使曲譜更貼近舞台演出與實踐，故筆者擇此為分析之譜例；《牡丹亭》共

分上、下二卷，分列載於〈聲集〉卷四及卷五，〈遊園〉一折即取自卷四，2

為利於讀者閱讀，筆者將其《集成曲譜》所載之工尺譜譯為簡譜於文中示之。

在進行曲牌形式探析前，本研究首先說明「套曲」的組成模式、曲體、

結構與規範，其二論述《牡丹亭‧遊園》之背景、排場、腳色與劇情發展，及

《牡丹亭‧遊園》於全本中之關鍵，其三進行《牡丹亭‧遊園》一折所用之

1. 施德玉：《板腔體與曲牌體【增訂版】》（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017年），頁309-352。
2. 王季烈、劉富梁：《集成曲譜•聲集》第四卷，（臺北：學藝出版社，1981年），頁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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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曲套曲」曲牌音樂結構分析，包含宮調包含宮調（笛色）、調號與調式

（結音）、板式及旋律等音樂要素，其四進而將音樂與劇情並行，藉由探析

「南曲套曲」形式從音樂結構如何與劇情起伏轉折相互呼應，烘托情節的氣氛

與情感，探討「南曲套曲」形式的功能與藝術性。

武俊達《崑曲唱腔研究》有云：「崑曲唱腔的結構形式，從總的來看，

可以分為五個層次，即：部、套、曲、段、句，並由小到大，聯句成段、聯段

成曲、聯曲成套和聯套成部。」3為配合劇情中不同腳色、不同情節等宜用何

曲，使曲牌的運用發展出由單支曲牌「聯曲成套」的形式，且漸漸形成規範與

定式；根據「聯曲成套」的結構與條件，許子漢於《明傳奇排場三要素發展歷

程之研究》一書中認為，曲牌的聯套方式可以分為「單用一調」與「異調聯

套」二種，此文中的「調」是指曲牌，前者「單用一調」即是以一支曲牌連續

使用，或用「前腔」疊用的方式組成循環式套曲；後者「異調聯套」是以二支

以上的曲牌聯綴，聯套方式有三種：其一為不需顧慮結構的一貫性與規律任意

銜接，亦不在意場面粗細曲應用之分的「雜綴」形式，其二為需考量曲牌結構

的一貫性，並按一定的規律和次序聯用，成為慣用的聯用形式，其三是以二或

三支曲牌以循環體式形成聯套，如本研究第二章所論之「子母調」形式。4

本研究所探析的「套曲」形式，即是上述需考量曲牌結構，並按一定的

規律和次序聯用的「異調聯套」，是由多支曲牌有系統組成的一種曲體形式，

根據組合曲牌的性質有「南曲套曲」、「北曲套曲」及「南北合套」之分，

「南曲套曲」是指一完整套曲中無加入北曲聯綴，「北曲套曲」即是一完整套

曲中僅以北曲組成，「南北合套」則是南北曲牌輪用而聯曲成套；「套曲」

的曲體基本上可分為三個部分，「南曲套曲」包含引子、過曲及尾聲，套式

有「引子─過曲─尾聲」、「引子─過曲」、「過曲─尾聲」及「過曲」四

種，「北曲套曲」則為首曲、正曲及尾曲。在「套曲」形式越見成熟的發展在

體制規律上，無論組合模式大小，各曲牌在「套曲」形式中，皆須考量音樂層

面的銜接，包含宮調、笛色、板式及旋律等，皆以「連續性」與「一貫性」為

3. 武俊達：《崑曲唱腔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頁211。
4. 許子漢：《明傳奇排場三要素發展歷程之研究》（臺北：臺大文學院，1999年），頁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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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5南北套曲的結構與規範不同，「北曲之套數，前後連串之處，最為嚴

謹，較南曲之譽為密。南曲長套，其增減之處，苟在同宮，間可自行去取，北

詞則須有依據。」6「北曲套曲」在聯套規範上較「南曲套曲」嚴謹、限制較

多，「南曲套曲」相對不拘宮調約束、較顯自由多樣。

由於篇幅有限，本研究筆者以「套曲」形式中「南曲套曲」為研究對象，

為能討論「南曲套曲」中各曲牌銜接的方式、音樂結構的特徵，及與劇情所含

意義與發展之關係，筆者擇以湯顯祖《牡丹亭》第五十五折〈遊園〉為探析範

例，用牌依序為：〔商調〕【遶池遊】─〔仙呂入雙〕【步步嬌】─〔仙呂〕

【醉扶歸】─〔仙呂〕【皂羅袍】─〔仙呂入雙〕【好姐姐】─〔仙呂〕【隔

尾】共六支曲牌，曲體部分〔商調〕【遶池遊】為引子，中間〔仙呂〕【步步

嬌】、〔仙呂〕【醉扶歸】、〔仙呂〕【皂羅袍】及〔仙呂〕【好姐姐】為過

曲，套尾〔仙呂〕【隔尾】即是尾聲，套式屬「引子─過曲─尾聲」，用牌宮

調包含了〔商調〕、〔仙呂〕及〔仙呂入雙〕，全套由三種不同宮調的曲牌

組成；曲譜以《集成曲譜》所載為範例，《牡丹亭‧遊園》一折取自《集成曲

譜‧聲集》第四卷，7試圖以「聯曲成套」的概念為基礎，先進行音樂結構的

分析，進而將音樂與劇情並行，探析「南曲套曲」形式如何與劇情相互呼應，

呈現情節的氣氛與情感，例證「南曲套曲」形式的功能與藝術性。

一、《牡丹亭》劇本結構與〈遊園〉情節

《牡丹亭》為湯顯祖經典之作，又名《還魂記》，與《紫釵記》、《邯鄲

記》及《南柯記》合稱「臨川四夢」，8關於《牡丹亭》，沈德符於《故塵曲

談》形容：「湯義仍《牡丹亭》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9吳

人吳生曾道：「明之工南曲，猶元之工北曲也。元曲傳者無不工，而獨推《西

5. 施德玉：《板腔體與曲牌體【增訂版】》（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017年），頁333。
6. 吳梅：《顧塵曲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81。
7. 王季烈、劉富梁：《集成曲譜•聲集》第四卷，（臺北：學藝出版社，1981年），頁56-50。
8. 俞為民：《明清傳奇考論》（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3年），頁95。
9. 楊家駱主編；《歷代詩史長編二輯》第4冊（臺北：中國學典館復館籌備處，1974年），頁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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廂記》為第一。明曲有工有不工，《牡丹亭》自在無雙之目矣！」10《牡丹

亭》不僅廣受喜愛與推崇，創立了新的關目結構，腳色形象與內心刻劃細膩、

深入，思想、題材及文詞等亦受後起作家效仿；《牡丹亭》劇情以杜麗娘及柳

夢梅的愛情故事為主軸，藉由「夢」將劇情推展開來，王驥德於《曲律》言：

「戲劇之道，出之貴實而用之貴虛。…《還魂》、《二夢》，以虛而用實者

也。以實而用實也易，以虛而用實也難。」11陳繼儒亦於《牡丹亭題詞》道：

「臨川老人括男女之思，而托之於夢。」12「夢」的亦幻亦真，及杜麗娘因夢

而亡、又因夢而復生，虛與實的手法使劇情發展曲折離奇，又具浪漫情懷。

《牡丹亭》全本共有五十五齣，第十齣〈驚夢〉在清初至清中葉時期，已

分為「遊園」與「驚夢」兩齣，13前為杜麗娘與侍女春香於後花園遊賞時目睹

春景，引出了對愛情的渴望與響往，後為杜麗娘發睏入夢，與夢寐以求的對象

柳夢梅於夢中相遇，相互交心的情愛情節，故又有「遊園驚夢」之稱；吳梅言

道：「記中〈驚夢〉、〈尋夢〉、〈診祟〉、〈寫真〉、〈悼傷〉五折，自生

而之死；〈魂遊〉、〈幽媾〉、〈歡撓〉、〈冥誓〉、〈回生〉五折，自死而

之生。其中搜抉靈根，掀翻情窟，為從來填詞家屐齒所未及，逐能確踞詞壇，

歷千古不朽也。」14若無〈遊園〉怎能〈驚夢〉？〈驚夢〉一折可說可說是全

劇最重要的齣目，但若沒有「遊園」春景觸發的情意，怎會有擾亂杜麗娘的

「驚夢」。

本文所擇之研究對象為〈遊園〉部分，主要描述南安太守杜寶的女兒杜

麗娘，春睡初醒，感受到春光無限，春天的生機並未讓她感到歡欣，反而是擾

人心緒煩亂，心中千絲萬縷的愁緒無法排遣，決定弄妝打扮與春香遊賞自家

花園；庭院中佈滿了輕柔飄盪的游絲，如同杜麗娘內心搖漾的情思，春香服侍

杜麗娘照鏡梳妝，杜麗娘看著鏡中的自己不禁嬌羞與自憐，感嘆在這孤鎖深院

10. 蔡毅：《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第2冊，卷十（山東：齊魯書社，1989年），頁1227。
11. 楊家駱主編：《歷代詩史長編二輯》第4冊（臺北：中國學典館復館籌備處，1974年），頁206。
12. 蔡毅：《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第2冊，卷十（山東：齊魯書社，1989年），頁1227。
13.  陳凱莘：《從案頭到氍毹：《牡丹亭》明清文人之詮釋改編與舞臺藝術之遞進》（臺北：臺大出

版中心，2013年），頁146。
14. 蔡毅：《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第2冊，卷十（山東：齊魯書社，1989年），頁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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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儘管有沉魚落雁、羞花碧月的容貌，卻也無人賞識的孤單情懷。

杜麗娘走與春香走進花園，才知園中花兒爭奇鬥艷、奼指嫣紅這般的熱

鬧，但見百花於斷井頹垣旁盛開，不禁驚覺良辰與美景如果無人欣賞，也是辜

負了蒼天，如同自己的青春也只能埋沒在這深閨中，見到了百花齊放、春光無

限，卻是挑起了杜麗娘心中的情思與惆悵，面對錦秀春色更加淒楚；與春香繼

續在花園中賞遊，杜麗娘又以牡丹自比，美麗的容顏卻無法在「時宜」盛開，

待青春一過，容貌也蕭索了，心裡分外傷心，成對的鶯燕也反襯了杜麗娘的孤

單寂寞，處處觸景抒情，心中的感傷再也無法排解。遊園原只為消愁解悶，但

杜麗娘卻因園中景色無不增其煩悶，有負於大好春光，亦如自己的青春年華，

會如春日光景般凋謝、萎靡，即使看遍了所有美景也是枉然，只能黯然回房。

《牡丹亭‧遊園》一折，開啟了杜麗娘〈驚夢〉與〈尋夢〉，唱詞中藉

由美景的描述，牽引出杜麗娘的心境及對愛情的渴望，全齣用牌〔商調〕【遶

池遊】、〔仙呂入雙〕【步步嬌】、〔仙呂〕【醉扶歸】、〔仙呂〕【皂羅

袍】、〔仙呂入雙〕【好姐姐】、〔仙呂〕【隔尾】，用牌結構有引子、過曲

及尾聲，為完整的「套曲」形式，前三支曲牌刻劃杜麗娘遊園前的心情，後三

支曲牌為杜麗娘進入花園，在春色感召產生的惆悵與情懷；本研究分析譜例取

自《集成曲譜》，以「聯曲成套」的概念先進行音樂結構的分析，包含宮調

（笛色）、調號與調式（結音）、板式及旋律等音樂要素，討論「南曲套曲」

中各曲牌銜接的方式，及形式結構的特徵，進而將音樂與劇情並行，探討曲牌

形式如何與情節結合，論其曲牌形式的功能性。

二、《牡丹亭‧遊園》「套曲」音樂結構分析

「南戲的音樂結構，既要突破北曲雜劇的限制性和單純性，又要在眾多曲

牌中取得統一性和協調性。此時期聯套規則的成長，強化了音樂對劇情的適應

力。」15南曲所組成的「南曲套曲」與北曲所組成的「北曲套曲」，在音樂結

15. 林鶴宜：《晚明戲曲劇種與聲腔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1994年），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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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上的限制大不相同，因南戲已跳脫劇情四折的限制，故「南曲套曲」的曲牌

可因配合劇情及聲情，在相聯成套時不受宮調限制，只要音樂能銜接、流暢即

可，更可以對唱、合唱及同唱等模式演唱；16由多首曲牌相聯發展及延伸成的

「套曲」形式，在音樂結構上的一致性及銜接手法與特徵，即是本節所要音樂

結構分的重點，包含宮調與笛色、調號與調式、板式及旋律。

本節以《牡丹亭‧遊園》一折為例，用牌依序為〔商調〕【遶池遊】─

〔仙呂入雙〕【步步嬌】─〔仙呂〕【醉扶歸】─〔仙呂〕【皂羅袍】─〔仙

呂入雙〕【好姐姐】─〔仙呂〕【隔尾】共六支曲牌，相聯成有引子、過曲及

尾聲的「套曲」形式，為能清楚分析曲牌的音樂結構，筆者先將《集成曲譜》

中《牡丹亭‧遊園》一折曲牌之工尺譜，譯為簡譜詳列於附錄。

（一）宮調與笛色

「南曲套曲」宮調運用的限制及規定，與「北曲套曲」相較本就較為寬

鬆，一齣戲不限使用一套曲，而一套曲中又不限定為同一宮調，17本文探析對

象《牡丹亭‧遊園》一折，由上述譜例知悉，全齣用牌依序為〔商調〕【遶池

遊】─〔仙呂入雙〕【步步嬌】─〔仙呂〕【醉扶歸】─〔仙呂〕【皂羅袍】

─〔仙呂入雙〕【好姐姐】─〔仙呂〕【隔尾】共六支曲牌，曲譜詳見附錄，

宮調包含〔商調〕、〔仙呂入雙〕及〔仙呂〕三種；笛色部分，為配合劇情發

展或是腳色調門高低，同一宮調會有兩種笛色，就南曲笛色：〔商調〕包含

「小工調」及「六字調」，〔仙呂入雙〕包含「正工調」及「小工調」，〔仙

呂〕笛色則為「小工調」，18為能清楚分析《牡丹亭‧遊園》一折宮調與笛色

的部分，筆者將所用之宮調與笛色列如表1。

表1：《牡丹亭‧遊園》曲牌宮調與笛色

宮調 曲牌名 笛色

〔商調〕 【遶池遊】 小工調

16. 林鶴宜：《晚明戲曲劇種與聲腔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1994年），頁137。
17. 武俊達：《崑曲唱腔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頁252。
18. 俞為民：《曲體研究》（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5年），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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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呂入雙〕 【步步嬌】 小工調

〔仙呂〕 【醉扶歸】 小工調

〔仙呂〕 【皂羅袍】 小工調

〔仙呂入雙〕 【好姐姐】 小工調

〔仙呂〕 【隔尾】 小工調

由上表知悉，《牡丹亭‧遊園》一折所用之宮調雖包含〔商調〕、〔仙

呂入雙〕及〔仙呂〕三種宮調，各曲牌相聯成套時，笛色均統一訂為「小工

調」，形成宮調不同，笛色統一的音樂結構。

（二）調號與調式

上述《牡丹亭‧遊園》一折用牌「宮調與笛色」，知悉宮調包含〔商

調〕、〔仙呂入雙〕及〔仙呂〕三種宮調，笛色均定調為「小工調」，即為D

調；調式部分可由各曲牌尾句末字結音判斷，參閱譜例1至譜例6，筆者將各曲

牌尾句結音列表如表2。

表2：《牡丹亭‧遊園》曲牌調號與尾句末字結音

宮調 曲牌名 笛色與調號 結音

〔商調〕 【遶池遊】 小工調（1=D） 低音La
〔仙呂入雙〕 【步步嬌】 小工調（1=D） 中音Re

〔仙呂〕
【醉扶歸】 小工調（1=D） 低音Re
【皂羅袍】 小工調（1=D） 低音La

〔仙呂入雙〕 【好姐姐】 小工調（1=D） 低音La
〔仙呂〕 【隔尾】 小工調（1=D） 中音La

《牡丹亭‧遊園》一折用牌由表2得知，為六支曲牌組成的套曲，僅〔仙

呂入雙〕【步步嬌】尾句末字結音於音Do，屬中國五聲音階中「宮調式」，

〔商調〕【遶池遊】、〔仙呂〕【醉扶歸】、〔仙呂〕【皂羅袍】、〔仙呂入

雙〕【好姐姐】及〔仙呂〕【隔尾】五支曲牌，尾句末字皆結音於音La，屬

中國五聲音階中「羽調式」；《牡丹亭‧遊園》一折由各曲牌尾句末字結音判

斷，用牌雖非同一宮調曲牌相聯成套，但笛色統一即是各曲牌調號一致，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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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牌其中五支調式為中國五聲音階「羽調式」，僅一支為中國五聲音階「宮調

式」，可知調式安排大致相同，在聽覺上較和諧，無違和感。

（三）板式

《牡丹亭‧遊園》一折所用之「南曲套曲」結構可分為引子、過曲及尾

聲，以〔商調〕【遶池遊】為整套曲的導引，板式為節奏自由的散板，後進入

套曲的主體〔仙呂入雙〕【步步嬌】、〔仙呂〕【醉扶歸】、〔仙呂〕【皂

羅袍】及〔仙呂入雙〕【好姐姐】，板式為節奏穩定但緩慢的加贈板和一板三

眼，最後以〔仙呂〕【隔尾】為整套曲的收束，板式轉為速度較快的一板一

眼，並逐漸藉由「加贈板」擴張板式，形成一板一眼→快板加贈板的變化，速

度也由急促逐漸轉為稍慢。筆者將《牡丹亭‧遊園》一折各曲牌板式依序列如

表3。

表3：《牡丹亭‧遊園》曲牌板式列表

宮調 曲牌名 板式

〔商調〕 【遶池遊】 散板

〔仙呂入雙〕 【步步嬌】 加贈板

〔仙呂〕
【醉扶歸】 加贈板

【皂羅袍】 一板三眼

〔仙呂入雙〕 【好姐姐】 一板三眼

〔仙呂〕 【隔尾】
一板一眼

快板加贈板

王季烈對於南套速度的規範曾提：「慢曲必在前，急曲必在後，欲聯南曲

成套數，先當辨別何者為慢曲，何這為急曲，何者為可慢可急之曲，而後體是

可無誤也。」19由表3透過各曲牌板式可知，《牡丹亭‧遊園》一折用牌板式由

慢到快、由緩至急，速度形成散─慢─中─快的模式，即符合南套慢曲於前、

快曲於後的布局方式。

19. 王季烈：《螾盧曲談》（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卷二，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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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隻曲牌有時雖是笛色相同，但板眼彼此不一定連貫，兩曲相聯，

其末句板眼，必須和下隻曲牌首句相通串，否則歌唱時便會呈現脫節壅滯情

形。」20除上述套曲板式與速度的布局與變化方式，《牡丹亭‧遊園》一折由

六支曲牌相聯成套的「套曲」形式，前後曲牌無論是否有插入賓白，板眼的銜

接也相當注重連續性。由譜例2至6可知悉，〔仙呂入雙〕【步步嬌】板式為散

起的加贈板，尾句結束於頭板，銜接於後之第三支曲牌〔仙呂〕【醉扶歸】即

由頭眼起，板式同為加贈板；第四支曲牌〔仙呂〕【皂羅袍】板式為散起的一

板三眼，尾句結束於頭板，銜接於後之第五支曲牌〔仙呂入雙〕【好姐姐】由

頭眼起，板式同為一板一眼，各曲牌前後曲首句與末句節奏，銜接緊密、流

暢。

以《牡丹亭‧遊園》一折探析「南曲套曲」形式的音樂結構，用牌依序為

〔商調〕【遶池遊】─〔仙呂入雙〕【步步嬌】─〔仙呂〕【醉扶歸】─〔仙

呂〕【皂羅袍】─〔仙呂入雙〕【好姐姐】─〔仙呂〕【隔尾】共六支曲牌，

相連形成有引子、過曲及尾聲的「套曲」，筆者就《集成曲譜》為例，嘗試

探析各曲牌音樂結構銜接的手法，進行宮調與笛色、調號與調式及板式等音樂

結構分析，歸納出以下三個「南曲套曲」形式音樂結構的特徵：其一「宮調與

笛色」，《牡丹亭‧遊園》一折所用套曲宮調包含〔商調〕、〔仙呂入雙〕及

〔仙呂〕三種，笛色統一為「小工調」；其二「調號與調式」，《牡丹亭‧遊

園》一折用牌笛色均為「小工調」，調號即為D調，各曲牌末句尾字結音於音

La及音Do，「調式」判斷屬中國五聲音階中的「羽調式」及「宮調式」；其

三「板式」部分，從引子、過曲到尾聲依序為散板─加贈板─一板三眼─一板

一眼，形成慢曲於前、快曲於後的模式，曲牌間節奏的銜接緊密，前曲末句止

於板上，下支曲牌首句則起與眼。

三、《牡丹亭‧遊園》「套曲」中不同曲牌相似樂句

20. 張敬：〈南曲聯套數例〉，《清徽學術論文集》（臺北：華正出版社，1993年），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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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遊園》用牌依序為〔商調〕【遶池遊】─〔仙呂入雙〕【步步

嬌】─〔仙呂〕【醉扶歸】─〔仙呂〕【皂羅袍】─〔仙呂入雙〕【好姐姐】

─〔仙呂〕【隔尾】共六支曲牌，曲牌宮調包含〔商調〕、〔仙呂入雙〕及

〔仙呂〕三種，雖是由三種宮調、六支曲牌聯曲成套，若針對旋律進行分析，

將各曲牌按順序前後比對，可發現彼此旋律有相似之處，筆者逐一列表如下。

1.［商調］【遶池遊】―［仙呂入雙］【步步嬌】
表4：〔商調〕【遶池遊】─〔仙呂入雙〕【步步嬌】

〔商調〕【遶池遊】

〔仙呂入雙〕
【步步嬌】

引曲〔商調〕【遶池遊】第二句唱詞，與過曲第一支曲牌〔仙呂入雙〕【步步

嬌】第1至2小節，前者為節奏自由的散板，後者為速度緩慢、但有固定節奏的

加贈板，但仍可見其旋律音型排列與走向相同。

2.［仙呂入雙］【步步嬌】―［仙呂］【醉扶歸】
表5：〔仙呂入雙〕【步步嬌】─〔仙呂〕【醉扶歸】

1

〔仙呂入雙〕
【步步嬌】

〔仙呂〕
【醉扶歸】

2

〔仙呂入雙〕
【步步嬌】

〔仙呂〕
【醉扶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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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仙呂入雙〕
【步步嬌】

〔仙呂〕
【醉扶歸】

4

〔仙呂入雙〕
【步步嬌】

〔仙呂〕
【醉扶歸】

過曲第一支曲牌〔仙呂入雙〕【步步嬌】與第二支曲牌〔仙呂〕【醉扶歸】，

有四句旋律相似：其一，〔仙呂入雙〕【步步嬌】第3小節與〔仙呂〕【醉

扶歸】第11小節；其二，〔仙呂入雙〕【步步嬌】第8小節與〔仙呂〕【醉扶

歸】第8小節；其三，〔仙呂入雙〕【步步嬌】第10至11小節與〔仙呂〕【醉

扶歸】第9至10小節；其四，〔仙呂入雙〕【步步嬌】第12至13小節與〔仙

呂〕【醉扶歸】第7至8小節。

3.［仙呂］【醉扶歸】―［仙呂］【皂羅袍】
表6：〔仙呂〕【醉扶歸】─〔仙呂〕【皂羅袍】

〔仙呂〕
【醉扶歸】

〔仙呂〕
【皂羅袍】

過曲第二支曲牌〔仙呂〕【醉扶歸】第4至5小節，與過曲第三支曲牌〔仙呂〕

【皂羅袍】第5至6小節，節奏雖有些許差異，但旋律走向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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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仙呂］【皂羅袍】―［仙呂入雙］【好姐姐】
表7：〔仙呂〕【皂羅袍】─〔仙呂入雙〕【好姐姐】

1

〔仙呂〕
【皂羅袍】

〔仙呂入雙〕
【好姐姐】

2

〔仙呂〕
【皂羅袍】

〔仙呂入雙〕
【好姐姐】

3

〔仙呂〕
【皂羅袍】

〔仙呂入雙〕
【好姐姐】

過曲第三支曲牌〔仙呂〕【皂羅袍】與第四支曲牌〔仙呂入雙〕【好姐

姐】，有三句旋律相似：其一，〔仙呂〕【皂羅袍】第12小節與〔仙呂入雙〕

【好姐姐】第5至6小節；其二，〔仙呂〕【皂羅袍】第17至18小節與〔仙呂

入雙〕【好姐姐】第15至17小節；其三，〔仙呂〕【皂羅袍】第22至23小節與

〔仙呂入雙〕【好姐姐】第9至11小節；節奏雖不同，但從旋律音型走向與組

合，仍可見其相似點。

經由上述依序分析各曲牌樂句部分，各曲牌板式與節奏雖未必相同，但旋

律音型的排列組合與走向，前後曲牌有幾句較相似之處，可說是音樂形象上的

特徵與表現，音樂的結構也因此形成一種組織型態的關聯性，如同在「聯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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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的過程相互協調及適應，使整套曲在聽覺上產生一致與整體感。除了上述

音樂結構的特徵，劇情如何藉由「套曲」形式及音樂結構傳達或表達，音樂與

劇情及情感如何連結，即是筆者將音樂與劇情並行所要探討的內容。

四、《牡丹亭‧遊園》「套曲」詞情與曲情之配合

〈遊園〉為《牡丹亭》常搬演的折子戲之一，於湯顯祖的原作中原為〈驚

夢〉一齣，因湯顯祖在創作時，劇情發展與音樂結構皆可獨立分為前後二部

分，故於清初至清中葉已將〈驚夢〉一齣分為〈遊園〉與〈驚夢〉二折，由

旦所扮之杜麗娘，及貼所扮之春香二人所演，前折〈遊園〉可謂是後折杜麗娘

〈驚夢〉的劇情引導與鋪陳；就前一節《牡丹亭‧遊園》「南曲套曲」音樂結

構，《牡丹亭‧遊園》一折「南曲套曲」是由〔商調〕、〔仙呂入雙〕及〔仙

呂〕三種宮調的曲牌組成，板式安排則由快到慢、由緩至急。「南曲套曲」在

音樂結構中如何呈現與表達戲劇性，即是本節接續要研究的內容，筆者將以音

樂與劇情並行的模式，探討曲牌「南曲套曲」形式的功能性與運用，為利於音

樂與劇情並行討論，並將全齣用牌音樂、劇情及腳色製表於表8。

表8：《牡丹亭‧遊園》音樂與劇情安排表

宮調 板式 曲牌名稱 演唱腳色 劇情安排

〔商調〕 散板 【遶池遊】
旦─杜麗娘
貼─春香

杜麗娘春睡初醒後，到處都是
牽動人心的春光，與春香張羅
要到花園遊賞。

〔仙呂入雙〕 加贈板 【步步嬌】 旦─杜麗娘 晴朗的天空、飄忽無定的春
光，勾起心中的春思，杜麗娘
不僅嬌羞起來，也自嘆青春與
美貌無人看見，心中愁悶。〔仙呂〕 加贈板 【醉扶歸】

旦─杜麗娘
貼─春香

〔仙呂〕 一板三眼 【皂羅袍】
旦─杜麗娘
貼─春香

滿園美景，杜麗娘只見艷麗的
花朵開在斷垣之間，面對良辰
美景卻如此惆悵，感嘆自己有
負於大好春光，亦如自己青春
年華。

〔仙呂入雙〕 一板三眼 【好姐姐】 旦─杜麗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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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呂〕
一板一眼

快板加贈板
【隔尾】 旦─杜麗娘

杜麗娘遊賞未盡，只能悵然回
房，內心盡是身處深閨的幽
思。

《牡丹亭‧遊園》一折依劇情發展可分為四段，第一段引導劇情開始，以散板

〔商調〕【遶池遊】為引曲，引杜麗娘及春香上場：「夢回鶯囀，亂煞年光

遍。人立小庭深院。注盡沉煙，拋殘繡線。恁今春關情（似）去年。」曲牌以

節奏自由的散板，描述杜麗娘春睏初醒，聽見黃鶯婉轉的叫聲，及到處都是撩

亂人心的春光，牽動著杜麗娘心中的情懷；朝朝暮暮、紛亂的愁悶與情緒，幽

怨感傷的心情，如同李煜《相見歡》所言：「剪不斷，理還亂。」便接受春香

日前所提準備到花園遊賞，「雲髻罷梳還對鏡，羅衣欲換更添香。」孤鎖深

院、春光撩人，百無聊賴的情緒，雖然只是在自家花園遊賞，杜麗娘卻盛裝打

扮，顯現了對遊園珍視與期待的心情。

第二段杜麗娘與春香踏出香閨，用牌為〔仙呂入雙〕【步步嬌】 及〔仙

呂〕【醉扶歸】，板式從散板轉為速度緩慢、節奏穩定的加贈板，〔仙呂入

雙〕【步步嬌】杜麗娘唱：「（裊）晴絲吹來閒庭院，搖漾春如線。（停）半

晌、整花鈿。」絲縷飄盪恰如自己欲行又止、情思搖漾的心情，「没揣菱花，

偷人半面。迤逗（的）彩雲偏。（我步香閨）怎（便）把全身現」杜麗娘從鏡

中窺探自己的美貌，少女情懷不禁嬌羞得躲開，卻也感嘆自己的嬌美無人欣

賞，心中懷著難以名狀的煩悶；〔仙呂〕【醉扶歸】：「（你道）翠生（生）

出落（的）裙衫（兒）茜，艷晶（晶）花簪八寳瑱。（可知我）常一生（兒）

愛好是天然。」春香誇讚杜麗娘，杜麗娘顧影自憐的神態，惆悵的言道：美麗

的裙衫和光彩奪目的花簪，都只是外在短暫的美，自己響往的是天然的美，

「（恰）三春好處無人見，（不隄防）沉魚落雁鳥驚喧，（則怕的）羞花閉月

花愁顫。」春天的美景勾起愁思，不禁自嘆如春景般的美貌無人見賞，只有魚

見會自愧下沉水中，雁會因貪看而停落，花也會羞愧、月亮也會隱藏，珍惜青

春但卻無人賞識的落寞與感傷。

第三段杜麗娘與春香已來到春色如許的園林，描述著園中的景色，曲牌銜

接〔仙呂〕【皂羅袍】及〔仙呂入雙〕【好姐姐】，板式轉為速度稍快的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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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眼，〔仙呂〕【皂羅袍】：「（原来）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

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賞心樂事誰家院？」滿園豔麗得花朵，卻盛

開在廢井斷牆邊，如同自己的青春年華，面對良辰美景心中卻如此惆悵，不禁

感嘆大好的春光、美麗的春景，若無人欣賞也是有負於蒼天，而深閨中女子亦

是，在春色的感召下，抒發哀怨之情；〔仙呂入雙〕【好姐姐】：「（遍）青

山，啼紅了杜鵑，（那）荼蘼外煙絲醉軟。（那）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

（的）先。」花園中百花綻放，鳥兒啼鳴，美麗的景致令人陶醉，牡丹雖好卻

於春盡時才盛開，杜麗娘以牡丹自比，如同自己美麗的容顏，待青春一過也會

蕭索，自然分外傷心，「閒凝眄，（聽）生生燕語明如翦，（聽）嚦嚦鶯聲溜

的圓。」感嘆後，悠閒隨意的凝視美景，聽著清脆明快的燕語及婉轉流利的鶯

聲，興起思得佳偶的心情與心境，反襯杜麗娘的寂寞與孤單。

第四段杜麗娘內心惆悵，春香言道：「這園子委實觀之不足。…留些餘

興，明日再來耍子罷。」曲牌接至〔仙呂〕【隔尾】，板式轉為速度較快的一

板一眼，庭園的美景百看不厭，「觀之不足由他繾，便賞遍了十二亭臺是枉

然。」曲牌的板式轉為快板加贈板，感嘆美景不但看不盡也無法保留，只能任

春光自由來去，即使賞遍了所有亭台也是枉然，板式轉為一板三眼，杜麗娘心

裡也不禁感傷，遊園原是為消愁解悶，但杜麗娘處處借景抒情，心中盡是幽怨

纏綿，「到不如興盡回家閒過遣。」板式又於曲末轉為速度較緩慢的快板加贈

板，四種速度的變化呈現了杜麗娘遊賞不盡、悵然回房的情景，即使把所有美

景看盡了，也無法改變「三春無人見」的命運，只是徒增煩惱。

「【步步嬌】、【醉扶歸】、【皂羅袍】、【好姐姐】實係套包套，但

傳統曲譜已將〈遊園〉此套列為套數定格，現從之作為一個單套，…」21《牡

丹亭‧遊園》一折套曲形式已成與劇情搭配的使用慣例，經由曲牌與劇情並行

論述，及綜合前節音樂結構宮調與板式的分析，《牡丹亭‧遊園》一折套曲由

〔商調〕曲牌為引子，〔仙呂入雙〕及〔仙呂〕二個宮調的曲牌為過曲及尾聲

連接組成：第一支曲牌散板〔商調〕【遶池遊】，為人物上場及整套套曲的引

21. 王守泰：《崑曲曲牌及套數範例集·南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頁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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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商調〕悲傷宛轉的聲情，呈現杜麗娘感嘆青春流逝的憂傷；第二支〔仙

呂入雙〕【步步嬌】及第三支曲牌〔仙呂〕【醉扶歸】，板式轉為速度較緩慢

的加贈板，隨著杜麗娘與春香步行至庭園，呈現杜麗娘內心的嬌羞與情懷；第

四支曲牌〔仙呂〕【皂羅袍】及第五支曲牌〔仙呂入雙〕【好姐姐】，板式轉

為稍快的一板三眼，即為進入「遊園」的主題，面對春色美景心中卻仍如此惆

悵、愁悶；尾聲〔仙呂〕【隔尾】板式轉為一板一眼、快板加贈板、一板三眼

及加贈板四種由慢到快的速度變化，呈現出遊興未盡與內心的傷感，更透露出

杜麗娘身處深閨的幽思。

結語

曲牌的運用為配合劇情情節、腳色、氣氛及情感，發展出各種不同的組

合形式，其中「套曲」可謂是應用廣泛，且結構較為嚴謹、有系統的形式之

一，按曲牌南北性質「聯曲成套」可分為「南曲套曲」、「北曲套曲」及「南

北合套」三種曲體形式；筆者擇以《牡丹亭‧遊園》一折「套曲」形式為研究

對象，分析之曲譜取自詳載宮調、笛色及板眼之《集成曲譜》，全齣牌用〔商

調〕【遶池遊】、〔仙呂入雙〕【步步嬌】、〔仙呂〕【醉扶歸】、〔仙呂〕

【皂羅袍】、〔仙呂入雙〕【好姐姐】及〔仙呂〕【隔尾】共六支，由三種不

同宮調的曲牌組成，為有引子、過曲及尾聲的「套曲」形式。

筆者以「聯曲成套」的概念為基礎，先進行音樂結構分析，由南曲所組

成的「套曲」在曲牌銜接規範中，宮調的運用不受「同一宮調」的限制，但仍

注重結構的一致性，就《牡丹亭‧遊園》一折所用之「套曲」，經由音樂結構

分析三種特徵：其一，曲牌由〔商調〕、〔仙呂入雙〕及〔仙呂〕三種宮調組

成，雖非以同宮調曲牌相聯成套，但笛色統一、定調一致，且依各曲牌尾句末

字結音判斷調式也大致相；其二，板式布局由慢到快、由緩至急，各曲牌亦注

重節奏板眼銜接與連續性，使整體在廷覺上不至有脫節壅滯情形；其三，各曲

牌旋律的音型走向與組合，可見其相似片段，使音樂結構形成一種組織型態的

關聯性。綜合上述，從「南曲套曲」實際的運用上，可知南曲宮調運用雖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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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卻也有一定的制約與規範，曲牌的板式與速度，亦維持由緩至急的模式，

前後曲牌板演銜接講究，旋律部分因著相似的旋律，在套曲中形成一種聯繫與

相協的關係。

《牡丹亭‧遊園》一折描寫杜麗娘遊園因景觸情，內心卻滿是無端的愁

緒，從悠閒喜悅的踏出閨房，到賞春觸發的惆悵與枉然，本節將曲牌、腳色與

劇情並行探析，論其曲牌「南曲套曲」形式引子、過曲及尾聲的結構模式，

及宮調與板式等音樂結構與運用，〔仙呂〕本多用於男女言情的慢曲「清新綿

邈、婉轉悠揚」，22板式隨劇中人物心情的變化，節奏由紓緩漸至緊密，整體

配置隨情節進展和人物情緒轉變，「南曲套曲」的結構模式在劇情中，以所有

用牌分為四段，以第一首曲牌引曲為引導，再以過曲為整齣劇情發展之主體，

最後一首【隔尾】則有领腳色下場收束的作用，全套曲具有「起、承、轉、

結」的功能性，以景色烘托杜麗娘對愛情的渴望，透過音樂細膩的刻劃出內心

感嘆，「南曲套曲」除了是以曲牌為單位組成，音樂結構也因應腳色性格和劇

情發展，並以南曲不限一人演唱之特性呈現，曲牌的運用靈活與自由，但結構

卻也相對複雜。

「套曲」形式的形成，象徵著曲牌創作發展趨向精緻與多變，曲牌音樂的運

用亦經由「聯曲成套」的模式，使表達情感與敘事功能更寬廣，表現更為多樣，

藉由「南曲套曲」的音樂結構分析，各支曲牌在「聯曲成套」的過程中，前後彼

此的關係與音樂結構的銜接，如何相互協調一致、構成一體，可從安排音樂的手

法與過程見其嚴謹規範；透過曲牌音樂結構與劇情並行實例探析，「套曲」中曲

牌音樂的進行與轉換，及曲體引子、過曲及尾聲三個結構的區分，用牌的順序及

板式速度由緩至急的安排等等，更能了解音樂性與戲劇性間的關係如何緊密、相

互連結，使音樂與情境兩者產生了戲劇性的相互呼應。期望藉由本文「套曲」形

式的分析，將演出實踐與曲譜相互例證，能提供給相關領域的表演、創作及研究

者參考，並持續與延伸至其他曲牌形式與運用的研究。

22. 許守白：《曲律易知》（臺北：郁氏印獎會，1979年），頁6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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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譜1：《牡丹亭‧遊園》〔商調〕【遶池遊】

譜2：《牡丹亭‧遊園》〔仙呂入雙〕【步步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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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3：《牡丹亭‧遊園》〔仙呂〕【醉扶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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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4：《牡丹亭‧遊園》〔仙呂〕【皂羅袍】

譜5：《牡丹亭‧遊園》〔仙呂入雙〕【好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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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6：《牡丹亭‧遊園》〔仙呂〕【隔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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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鵬飛的「雙重身份」京劇音樂創作—
以新編歷史劇《將軍道》為例

周蓉蓉*

摘   要

新編歷史劇《將軍道》是由瀋陽京劇院於2011年編排的年度大戲，在第六

屆中國京劇藝術節上奪得金獎，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瀋陽京劇院獲得的最高

獎項。這部作品的唱腔設計為中國戲曲學院的沈鵬飛教授。

沈自幼學習京胡並在票房為票友伴戲，後專業學習戲曲作曲。在傳統京劇

的創演方式中，琴師主要負責京胡部分的處理，也會擔任創腔、改腔以及說唱

的角色。沈在創腔的過程中，不僅顯示出作曲者的獨創性，他琴師身份的主導

性使其對京胡部分的處理及演奏也有一定的要求。

本文主要圍繞沈鵬飛教授的訪談內容，其它田野考察為佐證，體現出當今

京劇音樂創演方式的改變以及作曲者獨特的創新理念。

關鍵詞：京胡、唱腔設計、說唱、言派

* 瀋陽音樂學院研究生

DOI:10.7020/JTCT.20226_(26).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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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 Pengfei's "dual identity" Peking Opera Music 
Creation—Take the new historical Peking Opera 
Jiangjun  Dao  as an example

Zhou, Rong-Rong*1

Abstract

The new historical Peking Opera Jiangjun  Dao is an annual Peking Opera 

arranged by Shenyang Peking opera academy in 2011. It won the gold medal at 

the Sixth China Peking Opera Art Festival, which is also the highest award won 

by Shenyang Peking opera academy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singing 

design of this work is Professor Shen Pengfei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traditional 

opera. 

Shen studied Jinghu from an early age and accompanied the audience at the box 

office. Later, he majored in opera composition. In the traditional way of creating and 

performing Peking Opera, the Jinghu player i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processing 

of the part of Peking Opera, and will also play the roles of creating, changing and 

rap.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the tune, Shen not only shows the originality of the 

composer, but also has certain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cessing and performance of 

the Jing Hu part due to the dominance of his identity as a Jinghu playe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view content of Professor Shen Pengfei and 

other field investigations as evidence, which reflects the change of the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mode of Peking opera music and the unique innovative ideas of the 

composer.

Keywords：Jinghu, Singing design, Explain Peking Opera, Schools of Yan

* Graduate student of Sheny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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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鵬飛的「雙重身份」京劇音樂創作—
以新編歷史劇《將軍道》為例

周蓉蓉

前言

在當今的京劇音樂創作中，通常需要由作曲家、導演、詞作家、指揮、琴

師、司鼓以及演員等主創人員共同完成一部作品，這個過程十分繁瑣，從而也

體現出這種京劇音樂的創演方式為其今後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方向。

新編歷史劇《將軍道》是由瀋陽京劇院於2011年編排的年度大戲，並在第

六屆中國京劇藝術節上奪得金獎，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瀋陽京劇院獲得的最

高獎項。這部作品的唱腔設計為中國戲曲學院的沈鵬飛教授，沈自幼同父親學

習司鼓、操琴，之後又在票房為票友伴戲，考入中國戲校（現更名為中國戲曲

學院）後專業學習京胡演奏與戲曲作曲，現為中國戲曲學院音樂學系教授，主

要研究方向為戲曲作曲。筆者對沈進行了詳細的採訪，通過訪談筆者發現沈作

為這部作品的唱腔設計，不僅體現出他作曲者的身份，而且多年的京胡經驗對

其影響更大。過去京劇音樂多為琴師和主演的共同創作，唱角通常不識譜1，

多數由資歷高的琴師進行創腔和改腔。而且老戲多數是由師傅傳戲給徒弟，琴

師也是可以對其進行教唱的。在過去的創演方式中，琴師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

位。筆者與沈進行交流後，深刻體會到沈更多的是以琴師的身份對這部作品進

行唱腔設計。但沈為了突出個人的作曲者身份，在作品中同樣運用了十分豐富

的創新性理念。

1.  因為在傳統戲曲的教學模式中，多為師傅口傳心授，不以譜面教授唱腔，所以唱角對五線譜、簡譜

等並不認識。這種教學模式一直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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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曲家的初步創作

（一）定「角」

在現代新編戲的創作中，基本上是由作曲家擔任唱腔設計。以筆者選

題的新編歷史劇《將軍道》這部作品為例，擔任唱腔設計是沈鵬飛教授2。

本劇的主演分別為言派的常東3和唐派的張宏偉4兩位老生演員，《將軍道》

是沈創作的第一部言派作品。在作曲者與演員的初次合作中，通常是先寫幾

個段子，例如【西皮原板】、【西皮流水】這類的單板式唱段。沈為常東寫

的第一個唱段是【西皮原板】「說什麼」，因為言派「什麼」發音為「shí 

mo」，當沈唱出「shí mo」後常東認為沈對言派足有研究，並同意讓沈來寫

唱腔。

沈之所以對言派十分瞭解得益於他特殊的學習經歷。沈可謂是京劇世

家，他自幼隨父親學習司鼓，後又學習京胡，常在黑龍江票房給票友伴戲。

在當時的學習中，沈沒有依譜演奏戲曲唱段，而是先學習唱腔。沈為了熟悉

言派的唱腔，花了半年的功夫一句不落的學了言派的整十部戲。當他在中國

戲曲學院進行學習時，也經常為學院的唯一一位言派演員劉勉宗5老師伴戲。

沈在學習專業作曲後，開始運用作曲的技法進行創作。作曲者首先學

習的是為某一個單板式唱段創腔。板腔體音樂的作曲手法是相通的，京胡行

弦、過門以及墊頭在同一個板式中使用的多為相同或相近的素材，也就是所

謂的「程式性」。沈告訴筆者「我父親說過一句話，琴師雖然嗓子不如演

員，但要帶氣口有感情的唱給演員。琴師要是不會唱，演員總覺得你不合

適。只有琴師給演員唱過了，演員才會信服你。6」即按照沈的說法，想要給

2.  沈鵬飛（1964–）：中國戲曲學院教授，一級作曲、中國戲曲音樂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研究生導

師；本文有關於沈鵬飛資料均來自於2021年4月28日在中國戲曲學院對其進行的訪談，並經過書面

化整理，因此不一一注釋。

3. 常東（1967–）：男，瀋陽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言派老生。

4. 張宏偉（1961–）：男，瀋陽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唐派老生。

5. 劉勉宗（1947–）：男，中國戲曲學院副教授，言派老生。

6. 筆者對沈的訪談原文為：「我父親說過一句話，你要不會唱，你雖然嗓子不如演員，你要是用氣口



沈鵬飛的「雙重身份」京劇音樂創作—以新編歷史劇《將軍道》為例

63

5

演員伴戲或者是為演員創腔一定是非常熟悉演員的風格才能實現，並且這一

說法在筆者採訪琴師劉斌7、丁宇8以及演員張宏偉都得到了證實。通常琴師

在學習唱段時並沒有通過京胡樂譜直接練習演奏，而是通過聽演員的錄音或

錄像自己記錄唱腔樂譜，先對唱腔進行學習，然後練習操琴，最後嘗試自己

加墊頭等。沈說：「拉京胡，你必須要在唱腔中。你必須要學的非常的細，

才有能力去教別人。」

所以在定「角」時，多數情況下是由「角」選擇作曲。作曲者需要對

京胡音樂以及演員的唱腔風格有足夠的瞭解才能為其創腔。在沈的創作過程

中，同時包含了作曲者和琴師的身份，並且京胡經驗佔據了主要地位。這

方面和過去的創演方式如出一轍，在過去傳統京劇的創作中，琴師多數由

「角」選定，多方共同協作一部作品，琴師必須得對演員流派及個人風格相

當熟悉才能為其操琴、改腔，且通常一位琴師搭配一位演員，琴師主要充當

了作曲者的身份。

（二）定「譜」

在對瀋陽京劇院進行的田野考察中，筆者得知現今的京劇創作通常有兩

種情況，一種是上述為「角」創作，另一種是未選定角色。這種情況下，由

唱腔設計先根據劇本進行創作，然後劇團按照行當、流派選定劇本，這個前

提是劇團裡一定有演員可以勝任。作曲者通常先寫了幾個單板式唱段之後，

與演員進行溝通。由於沈的豐富經驗，當演員試唱之後，就可以發現是演員

無法演唱，還是唱腔存在部分問題，然後進行進一步的解決。「嬴政」的角

色在創作之前設計的行當為花臉，起初選定的演員不是張宏偉9。據張告訴

這種輕重緩和，這種東西你要是不行的話，你永遠被演員罵。演員老說你不合適不合適，只有你自己

我給你唱過了，你得按照我這個來唱，我是准的，你是按照哪個派別，我這才是准的。」

7.  劉斌（1957–）：男，瀋陽師範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京胡演奏；2021年5月13日，在瀋陽

京劇院訪談。

8.  丁宇（1978–）：女，瀋陽京劇院京胡演奏員，國家一級演奏員；2021年11月至2022年2月多次進行

訪談。

9.  張宏偉（1961–）：男，瀋陽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唐派老生；口述資料來自2021年5月13日在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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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因為他的行當也是老生，在同一部作品中一般不同時出現兩個老生。當

時沈、張二人溝通的是按照老生的唱法帶出花臉的感覺，張對於「嬴政」唱

段的主旋律、音符未曾改變，只是在演唱上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即張所說的

「有行當，跨行當。這樣這個人物才豐滿，你單用老生他肯定『軟』，你用

武生也『輕』，用花臉他又『野』，所以在我的理解，他應該有武生之骨，

老生之韻，花臉之勢。」因為張的經驗也非常豐富，所以對「嬴政」的角色

塑造中包含了許多自己的見解。

沈一再強調對於京劇音樂的創作一定要先看詞的語意、語氣、語式，從

這三個方面對唱段進行音樂佈局。對劇中人物的個性要做到充分的瞭解，才

能有人物主題音樂。沈在對唱腔進行設計時，同樣會考慮到京胡、司鼓、月

琴等傳統樂隊的演奏效果、風格以及配器等系列問題。

二、作品整合

（一）作曲家為樂隊說戲

《將軍道》這部作品最初是由導演先給作曲者、樂隊、演員等主創人員

說戲。在這個過程中，作曲者對於作品的戲劇情感會有一個初步的認識，從

而會根據詞情的需要選定聲腔。京胡在選定的聲腔中表現著不一樣的功能，

而且京胡對於詞情的抒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導演說完戲之後便開始進行唱腔設計。據沈告訴筆者這部作品整個唱

腔完成僅用了一個月，並且是寫幾個唱段就給常東聽一下，沒問題就讓配器

老師進行配器，時間非常倉促。當作曲家完成初步創作後，首先是對文場三

大件（京胡、京二胡、月琴）以及司鼓進行說唱。沈通常在給京胡說戲時對

其演奏風格以及弓法、墊頭、行弦等都有一定的要求。在對沈的訪談中，

他提到在當代的京劇音樂創作中，作曲家需要對京胡、司鼓、唱以及舞美、

京劇院張宏偉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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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等都要有一定的瞭解，不然是無法給樂隊說唱的。作曲家要極具說服力

才行，當琴師說「你寫的這個我拉不了」，沈便會示範給琴師看，使琴師信

服，並表示其對京胡是十分有把握的，這時作曲家就佔據主導地位。由於沈

特殊的學習經歷，使他不單單是作為作曲者為樂隊說唱，對於京胡的指導也

是完全有能力的。沈通常不直接將京胡的譜子寫出，而是使用口述的方式指

導琴師自行添加。技術嫺熟的琴師不僅可以達到作曲家的要求，而且還能在

此基礎之上添加更多個人炫技的色彩。但是技術一般的琴師對於作曲家的要

求都十分勉強才能達到，添加的墊頭、套子等也是很簡單的素材，炫技的成

分基本上不存在，所以說琴師的能力對作品的詮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作曲者為演員說唱

作曲者完成對三大件以及司鼓的說唱之後，就開始給演員說唱。現在的

演員同過去的演員一樣不識譜。過去時，通常由師傅傳戲，師傅怎麼教徒弟

怎麼唱。資歷高的琴師也可以直接給年輕演員說唱。在筆者對我校張宇輝老

師10進行的訪談中，他告訴筆者過去琴師多為幼時學習演唱，之後在演唱上由

於嗓音、唱功等原因無法有更高的造詣時，才改操琴。肯定的說當時的琴師

對唱腔一定是十分嫺熟的。在上文中提到沈的學習經歷中，他也是先對唱腔

進行學習，之後再練習操琴，琴師劉斌亦是如此。琴師通常都是對唱腔十分

有把握的，他資歷夠高才能給演員說唱，所以京胡對於京劇音樂的傳承至關

重要。

在《將軍道》這部作品中，沈事先會為演員錄製一個演唱小樣。這個小

樣是由沈自己演唱的，基本上為低八度演唱，沈的嗓音、音域雖不及演員，

但是小樣的作用主要是幫助演員更好的體會人物情感。當演員未能很好的體

會人物個性時，通常還需要由沈再給演員單獨說一次戲。沈在之後的創作中

也會給樂隊錄製一份小樣，筆者聽到的是由沈提供的其他作品的小樣，其中

包含了除唱腔之外的民樂隊和管弦樂隊，重點突出京胡的旋律色彩。樂隊小

10. 2021年6月16日，在瀋陽音樂學院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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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主要是為了對時間有一個精確的把控，以方便在西洋管弦樂隊進入之後能

更快的融合在一起。

當演員熟悉好唱腔時，這時就需要由琴師和鼓師二位對細節進行修正。

琴師主要是糾正演員的部分音準問題，並且在這時他會對墊頭、套子進行部

分修改。

（三）最後修訂

由於這部作品是於2011年完成，距今已過去十年之久，筆者未能觀看到整

部作品的排練過程，得到的信息均來自田野考察中主創者的複述、對其它劇目

創作的觀察，以及《空中劇院》欄目《將軍道》錄像的分析。筆者現有一份由

瀋陽京劇院提供的《將軍道》手抄總譜，譜面上記載了唱腔與西洋管弦樂隊的

曲譜，基本與筆者依據錄像記錄的唱腔和京胡譜相同。

沈告訴筆者現在創作一部完整的京劇作品時長通常不超過105分鐘，最多

2個小時。《將軍道》這部作品錄像的總時長為2小時15分鐘左右，這已經是對

整部作品進行了修訂後的時長。沈在訪談中提到因為時長問題對最後一個【反

二黃原板】唱段的唱句進行了縮減，將原來的八句縮減為現在的兩句，這種情

況十分少見且筆者也未能見到修改之前的唱段樂譜。筆者現結合譜面發現最終

修改的地方多為過門、武場伴奏以及唱腔拖腔等，對唱句基本上不會做出過多

的修改。

例1：

（瀋陽京劇院提供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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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將軍道》整合過程中主創人員對總譜進行了一定的修正，用水彩筆將小

節圈畫出並使用“×”標記，如例一所示。由於譜面較為模糊，筆者將其進行

了重新制譜。在例2的前四小節中，2、4小節是1、3小節的加花變奏，此處刪

除了1、3小節，保留了2、4小節。第二處刪除了12-14小節，這三個小節是根

據它前面5個小節的素材進行了模進變化。

例3：

（瀋陽京劇院提供的手稿）

也有像例3中刪除的是一句完整的過門，這是根據演員動作表演的長短將

整個過門進行了縮減，直接進入王翦的人物主題音樂。

類似上述這樣的地方還有很多，通常在最終修訂時京胡基本上不會有過多

的變化，刪除的多為相同或相似的旋律片段。當演員表演的動作較長時，也會

適當的添加色彩樂隊的旋律片段，這時主要是二胡、琵琶等民樂隊以及管弦樂

隊，旋律素材均來自作品當中，不會出現新素材的添加。筆者在田野考察中觀

看到了瀋陽京劇院新編現代戲《逆行者》的整合過程，主創人員經常會根據演

員的表演動作進行修訂，並且在演出前的響拍中也會根據舞臺的規模等進行小

範圍的修訂，使其達到最終所呈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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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譜面標記

在過去，戲曲音樂多為共同創作的產物，自50年代起，戲曲音樂逐漸加

入個人創作，也存在著專曲專用的現象。過去京劇基本上是沒有定譜的，唱

腔、京胡、司鼓等都是由師傅傳戲，當作曲家的身份出現以後就採用了定譜。

從筆者得到的總譜上看，只記錄了唱腔、西洋管弦的樂譜。唱腔使用簡譜首調

記譜，管弦使用固定調五線譜記譜。在唱腔譜中，記錄了除唱腔旋律之外的過

門、京胡的部分墊頭以及民樂隊的部分旋律等。在排練當中，民樂隊的每一位

人員都有一份樂譜。京胡譜是在唱腔譜的基礎上添加了墊頭、套子等。

（一）重音標記

當代作曲家主要接受的為學院派的教育，深受西方音樂的影響。他們在記寫

唱腔時慣用西方記譜法來標記樂譜。沈在記譜時常使用拍號來標記傳統的板眼。

例4：

（瀋陽京劇院提供的手稿）

傳統快板類的板式特點為有板無眼，如果使用西方拍號記譜時，通常記為

1/4拍。沈在快板類板式的創作中，經常交替使用3/4、2/4拍。而且這一手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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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作品中也被頻繁使用。如例4王泓〈戰事迫寶刀出鞘劍上弦〉的【西皮快

板】旦腔唱段中，清晰可見的是沈交替運用了3/4、2/4拍。沈告訴筆者之所以

這樣使用是因為在創作的時候，需要考慮到配器的問題，這些拍號主要是標記

的指揮拍，為了告訴配器老師重音的位置，便於在排練中與西洋管弦樂隊更好

的配合。

（二）時值固定

在過去傳統京劇的樂隊配置中只有文武場，編制人員較少，多為演員與琴

師、鼓師的相互配合。在文場唱腔開始之前，琴師通常會演奏唱段板式的特定

過門音樂，這個過門的旋律片段是循環進行的，但是長度並不是固定的，主要

是為演員上場做準備。當演員準備好時，會示意琴師，這時琴師會演奏唱段板

式的典型樂匯進入到唱腔中。演員在表演唱句的拖腔時同樣十分靈活，會根據

實際情況對拍子的時值進行延長或縮減，這時同樣需要琴師根據演出的實際情

況進行調整。當採用定譜演奏且加入西洋管弦樂隊以後，對每句唱腔以及每件

樂器演奏的時長都有一定的規定，不再像之前那樣隨性。在現在的京劇音樂當

中，需要固定好音符的時值，甚至精確到以秒計數。

（三）速度標記

“板腔體唱腔，是在上、下句唱腔基礎上，運用各種手段，通過節拍、節

奏、調式、旋律等方面對其進行伴奏，『板』字代表『基本腔』做節拍，節奏

的變化，即不同的板式變化和不同的節奏變化。」11板式本身就對唱段的速度

有一定的標識。現在的京劇作品中，為了更加直觀的顯示出唱段的速度，會直

接使用單位拍速度進行標識。

例5：

11. 錢國楨：〈板腔體戲曲唱腔的形態分析〉，《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05年1月），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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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為王翦〈四十餘載沙場走〉【二黃快板】的生腔唱段，譜例中使用了

1/8來標記拍號。二黃類聲腔多為表現抒情、哀怨、傷感，在傳統京劇中二黃

的類型比較少，只有「【二黃原板】、【二黃慢板】、【二黃搖板】、【二

黃散板】等四種板腔，現代京劇中，二黃聲腔創造了一些如【二黃二六】、

【二黃剁板】、【二黃快板】等新板式。」12    

這個唱段是作品《將軍道》的中心唱腔，板式聯接為【二黃導板】——

【回龍】——【二黃慢板】——【二黃快三眼】——【二黃快原板】——【二

黃快板】，人物情緒逐漸激動，沈在使用了快三眼、快原板、快板等快板類

板式後，仍然感覺到人物情緒無法推至高潮，進一步使用1/8的拍號使音樂速

度在【二黃快板】的基礎上更快一倍。

例6：  1=G  【二黃快板】

12. 楊予野：《京劇唱腔研究》（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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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沈的記譜筆者將其進行了重新制譜，正確的拍號標記如例6所示。

沈在這個唱段中雖然使用了1/8的拍號，但記譜仍然以四分音符為單位拍。

使用1/8記譜只是起到了提示作用，表明現在的板式速度要比原【二黃快

板】的速度還要快一倍，不存在其他的作用。其中出現的3/8、2/8同上述提

到作用相同，是為配器老師所標注的重音位置。 

沈告訴筆者在樣板戲期間也使用了1/8的標記方法，並且在傳統京劇劇

目中雖然在譜面上1/8的拍號未被標記出，但與樣板戲的速度形成對比後發

現，實際的演出效果已經到達了這個速度。這種快速類拍號標記通常用於西

皮聲腔的情況比較常見，這種手法運用於二黃聲腔系統中，屬於沈獨特的創

新部分。

四、京劇中音樂元素的發展

（一）樂隊風格的改變

京劇音樂自樣板戲開始加入大量的西洋管弦樂隊用於擴充整個樂隊的音

樂色彩，在現在的戲曲創作中廣泛用於各種新編戲，不僅應用於京劇中，而

且在評劇、豫劇等劇種中也添加了多編制的西洋管弦樂隊。瀋陽京劇院在新

編歷史劇《將軍道》之前基本上使用的是外借的管弦樂編制，通常是使用低

音提琴、大提琴或是其他樂器來加深音樂的厚重感。自排演《將軍道》這部

作品，瀋陽京劇院才開始創建比較齊全的西洋管弦樂隊。西洋管弦樂隊在現

在的戲曲作品中，基本上是起到了對色彩片段的填充，以及對戲劇情境的渲

染，與傳統樂隊形成音響層次上的互補。京胡作為京劇中的主奏樂器，主要

擔任整部作品的旋律聲部，西洋管弦樂隊主要是對京胡音樂的音色以及整部

作品的情緒進行烘托。

傳統京劇的樂隊通常坐在舞臺後方正中央的位置，用於支撐整個舞臺的

場面，所以樂隊也被稱為場面。傳統樂隊的人員配置少，但是又需要有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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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音量給人以轟轟烈烈、氣宇軒昂的效果。京胡作為主奏樂器就需要將它

的音色發揮到極致。在筆者觀看瀋陽京劇院排練傳統摺子戲時，能明顯的感

覺到傳統樂隊的音量，有時樂隊演奏員也會使用耳塞來減輕一些音量。

京胡又叫「二鼓子」，音量十分大。在傳統的演奏上講究「龍音、虎

音」，但是這種「龍音、虎音」在西洋弦樂演奏中是應當避免的噪音。在過

去外場演出時，沒有話筒，樂隊需要十分大的音量才能支撐場面。當加入西

洋管弦樂隊後，民樂隊的音量過於突出時就會顯得十分的不和諧。隨著時代

的發展、藝術的創新，京胡也在不斷的改革，由過去的絲弦改為鋼弦。沈幼

時練習京胡使用的多為日本進口的絲弦，他認為絲弦聲音厚重，但是琴弦的

音準較難固定且容易斷，所以他外出演出時通常會攜帶一把備用琴。後來他

的京胡改為裡弦使用絲弦，外弦使用鋼弦，也會根據演出場地選擇不同材質

的琴弦，如在外場伴奏時用絲弦，錄音棚裡用鋼弦。他認為鋼弦的音色可以

更好地與西洋管弦樂隊配合。

在沈的京劇音樂創作中，他認為京胡作為主奏樂器要起到推動劇中人物

情感發展的作用。在外場演奏傳統戲時，京胡可以按照「龍音、虎音」的方

式演奏，但是當京劇音樂進入錄音棚並且加入西洋管弦樂隊以後，就需要對

京胡的音色進行一定的調整。他有時會要求琴師用「柔進柔出」的小提琴或

者大提琴風格去演繹。琴師在訓練上也深受小提琴的影響。琴師楊寶忠擅長

拉小提琴等樂器，創造和借鑒運用小提琴的弓指法技巧創編了諸多經典的過

門和墊頭。現在的一些琴師在記譜上也會使用小提琴的一些弓法標記。

在現在的京劇新編戲中，民樂隊採用定譜定調的模式同西洋管弦樂隊保

持一致，對音準的要求也比較高。整體樂隊的風格在傳統京劇的基礎上發生

了較大的改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傳統京劇的「戲味」。

（二）流派的發展

1.唱腔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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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京劇劇目中，由主演及琴師、鼓師等主創者參與創作，唱腔以突出

「角」的流派風格為主。當代的新編戲中流派風格的發展有些複雜，主要依

據主演和劇本題材。

新編戲的題材主要分為歷史和現代兩大類，現代題材摒棄了許多傳統

京劇的元素，創新成分較高，並且對於唱腔流派也比較模糊。歷史題材則保

留了許多傳統京劇的程式性，是在遵循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創新。荀派花旦演

員陳陽 13在訪談中提到，演員主要是以角色的人物塑造為主。例如陳陽在現

代戲《逆行者》中飾演抗疫醫生和在歷史劇《將軍道》（其他版本）中飾

演王泓，這兩部劇目並沒有過多運用傳統荀派的唱腔特點，只是使用自己的

技巧將已有的唱腔完成。但在傳統劇目《荀灌娘》中她淋漓盡致的表現出傳

統荀派花旦的「浪」。不同人物的塑造體現出不同的演唱風格。但毋庸置疑

的是在新編戲的現代題材中，流派傳承的概念比較模糊，唱腔的發展更貼合

人物塑造和劇情發展。在新編戲的歷史題材中，唱腔流派風格發展比較回歸

傳統，在《將軍道》這部作品中，作曲者依照言派老生常東的個人及流派風

格，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創新。而其他角色主要是在作曲者已經完成的基礎

唱腔上，進行風格加工，但角色的唱腔流派比較淡化。  

2.京胡流派
京胡作為京劇音樂中文場的主奏樂器，具有其代表性意義。京劇中的

京胡講究托腔保調，琴師操琴是與演員的唱緊密結合的。過去京劇領域講究

「傍角」，通常為一位演員搭配一位琴師，琴師的演奏風格是建立在演員唱

腔的基礎上，像是給梅蘭芳伴戲的徐蘭沅，就是梅派的琴師，個人流派並不

是十分突出。琴師首先體現的一定是唱腔流派獨有的特色，其次才會有個人

在操琴上添加獨有的炫技色彩。本劇的琴師馬軍 告訴筆者，張派的琴師何順

信拉琴有他自己的風格特點，他所體現出來的就是整個張派的風格，並且不

同的琴師在演奏張派的傳統戲時需要嚴格按照何先生的演奏來，一個音都不

能改動。由此可見，琴師對唱角流派風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並且對唱腔音

13.  陳陽（1980–）：女，瀋陽京劇院國家二級演員，荀派花旦；2021年7月23日，在瀋陽京劇院訪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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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有著絕對的話語權。在作曲家的身份進入之後，作曲家對京胡會有一定的

要求和指導，這也顯示出在當代京劇音樂的創作中，除了演員流派及琴師的

風格之外，作曲家的個人創作力也佔據著主要地位。

在現今定譜的京劇音樂創作中，更多的琴師採用照譜演奏，並且作曲家

在創作中起到主導作用。筆者認為這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琴師的創造

力，琴師對京胡音樂不再主動有自己的主觀想法。在今後京胡音樂的創作發

展中琴師的塑造力將不復存在。

（三）守正創新的理念

在訪談中沈著重強調要遵守「守正創新」的理念，這是在給中國戲

曲學院的回信中提到了一句話「堅定文化自信，弘揚優良傳統，堅持守

正創新」。沈堅持既要有傳統又要創新。「守正」的前提是要明白什麼是

「正」，才能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通過程式進行創新一定是在尊重程式性

的基礎上，更好的完善京劇音樂，而不是抹殺了京劇音樂本身。沈時刻提醒

筆者「京劇音樂是為劇情服務的，要有戲劇衝突」，所有聲腔、板式的選用

都是在尊重詞情的基礎上產生的。不管如何借鑒、創新發展都是對京劇音樂

的一種豐富。

通過田野考察筆者發現演員更願意排演傳統戲，並且沈在新編戲的創作

中，更願意為新編歷史劇創腔。他認為新編歷史劇中使用到的服飾、臉譜、

舞美等一系列傳統的程式化，是對京劇音樂原有面貌最基本的還原。

結語

沈作為整部作品的唱腔設計，首先肯定的是他作為作曲者為唱腔做出的

一些別出心裁的創新性設計。沈告訴筆者，作曲家的意義就是為了創新。其

次沈具有豐富的琴師經驗，對《將軍道》這部作品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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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以認為沈的琴師身份佔據主要地位。沈在設計唱腔的同時也對京胡音樂

進行了考慮，在譜面上主要標注了京胡除托腔保調以外的旋律，最終呈現的

京胡音樂也對傳統的程式性有了不同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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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那波魯堂：《學問源流》（大阪：崇高堂，寬政十一年
［1733］刊本），頁22上。

　2.原書有篇章名者，應註明篇章名及全書之版本項，例如：

　　(1) ［宋］蘇軾：〈祭張子野文〉，《蘇軾文集》（北京：中
華書局，1986年），卷63，頁1943。

　　(2) ［梁］劉勰：〈神思〉，見周振甫著：《文心雕龍今譯》
（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48。

　　(3) 王業浩：〈鴛鴦塚序〉，見孟稱舜撰，陳洪綬評點：《節
義鴛鴦塚嬌紅記》（臺北：天一出版社，《全明傳奇》本
第139冊），王序頁3a。

　3.原書有後人作注者，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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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魏］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83年），上編，頁45。

　　(2) ［唐］李白著，瞿蛻園、朱金城校注：〈贈孟浩然〉，
《李白集校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卷9，頁593。

　4.西方古籍請依西方慣例。

（四）引用報紙：

　1. 余國藩著，李奭學譯：〈先知‧君父‧纏足――狄百瑞著《儒
家的問題》商榷〉，《中國時報》第39版(人間副刊)，1993年
5       月20-21日。

　2. Michael A. Lev, “Nativity Signals Deep Roots for Christianity in 
China,” Chicago Tribune [Chicago] 18 March 2001, Sec. 1, p. 4.

　3. 藤井省三：〈ノ-べル文學賞中國系の高行健氏：言語盜んで
逃亡する極北の作家〉，《朝日新聞》第3版，2000年10月13
日。

（五）再次徵引：

　1. 再次徵引時可隨文註或用下列簡便方式處理，如：

　　註1　 王叔岷：〈論校詩之難〉，《臺大中文學報》第3期
（1979 年12月），頁1。

　　註2　 同前註。

　　註3　同前註，頁3。

　2.如果再次徵引的註不接續，可用下列方式表示：

　　註9　王叔岷：〈論校詩之難〉，頁5。

　3.若為外文，如：

　　註1　 Patrick Hanan, “The Nature of Ling Meng-Ch’u’s Fiction,” 
in Andrew H. Plaks, ed., Chinese  Narrative :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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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2　Hanan, pp. 90-110.

　　註3　 Patrick Hanan, "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0.2 
(Dec.  2000): 413-443.

　　註4　 Hanan, "The Nature of Ling Meng-ch‘u‘s Fiction," pp.91-
92.

　　註5　 那波魯堂：《學問源流》（大阪：崇高堂，寬政十一年
［1733］刊本），頁22上。

　　註6　同前註，頁28上。

（六）注釋中有引文時，請註明所引註文之出版項。

（七） 注解名詞，則標注於該名詞之後；注解整句，則標註於句
末標點符號之前；惟獨立引文時放在標點後。

七、其他體例：

（一） 年代標示：文章中若有年代，儘量使用國字，其後以括號
附注西元年代，西元年則用阿拉伯數字。

　1.司馬遷（145-86 B.C.）

　2.馬援（14B.C.-49A.D.）

　3.道光辛丑年（1841）

　4.黃宗羲（梨洲，1610-1695）

　5. 徐渭（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 5 2 1］ -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
［1593］）

（二）關鍵詞以不超過6個為原則。

（三） 若文章中多次徵引同一本書之材料，為清耳目，可不必作
註，而於引文下改用括號注明卷數、篇章名、章節或頁碼
等。

八、徵引資料來自網頁者，需加註網址。

九、 文末請附「徵引文獻」，分「古籍」和「近人論著」兩部分，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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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姓氏筆劃或英文字母排序，其格式例示如下： 

（一）古籍：

　1.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9年。

　2. ［三國．吳］韋昭注，上海師範學院古籍整理組校點：《國
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 ［宋］楊傑：《無為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9冊。

（二）近人論著：

　1. 王力：《漢語詩律學》，香港：中華書局，1976年。

　2. 陳捷、陳清泉譯，〈元朝怯薛考〉，載箭內亙著，陳捷、陳清
泉譯，《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3年。

　3. 湯廷池：〈關於漢語的詞序類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
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1986年。收錄於湯廷池（1988）
《漢語詞法句法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

　4. 鄭毓瑜：〈流亡的風景――〈遊後樂園賦〉與朱舜水的遺民書
寫〉，《漢學研究》第20卷第2期，2002年12月。

　5. Hanan, Patrick. 2000. “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0.2: 413-443.

　6. Hymes, Robert P., and Conrad Shirokauer. 1993.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 Jia, Jinhua. 1999. “The Hongzhou School of Chan Buddhism and 
the Tang Literati.”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

　8. Wang, John C.Y. 1977. “Early Chinese Narrative: The Tso-chuan 
as Example.” In Andrew H. Plaks, ed.,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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