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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戏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

李剑锋

摘 要: 陶渊明被写入戏剧最早在南宋，几乎与戏剧的兴起同步。元代涉及陶渊明的戏至少有尚

仲贤、王子一等人的五种，隐士陶渊明及其所创造的桃源开始以戏剧舞台的形象亮相。明代敷衍与陶相

关的戏剧至少有十一种，其中的陶渊明形象在傲节自守外又略显高逸空幻。清人关于陶渊明的戏剧至

少有十一种，尤侗《桃花源》等戏剧凸显了陶渊明与佛教、道教的关系。陶渊明进入戏剧首先显示了传

统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不可避免的融合趋势; 戏剧中所塑造的高洁自守的陶渊明形象是传统文化理想

的一种审美投射，是知识阶层灵魂净化的形象诉求; 桃源题材的陶渊明戏既是个人渴望超脱现实束缚的

梦幻，也是民族迈向理想的心理动力; 如果加以合理的开发利用，陶渊明戏必将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积

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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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陶渊明及其作品为表现核心的戏剧，我

们通称之为陶渊明戏。陶渊明被写入戏剧最早

在南宋，几乎与戏剧的兴起同步。音乐是戏曲

的重要因素，第一个将陶渊明作品与音乐结合

起来的当属苏轼。苏轼用当时《般涉调·哨

遍》隐括《归去来兮辞》，以“入音律”①，便于歌

唱。这种做法直接影响了辛弃疾，辛氏也有一

篇《哨遍》词，但隐括的不单纯 是《归 去 来 兮

辞》，还借陶渊明生平典实自抒胸臆②。此虽词

作，但 由 于 可 以 演 唱，可 以“扣 牛 角 而 为 之

节”③，也就为陶渊明走向戏曲开启了端倪。宋

末元初，周密在《武林旧事》卷一○“官本杂剧

段数”录《五柳菊花新》④。王国维《宋元戏曲

史》第五章《宋官本杂剧段数》认为《五柳菊花

新》属于普通词调，是用当时词调连缀敷衍的

一段可以搬演的陶渊明故事。

元代涉及陶渊明的戏至少有五种，其中有

两个戏剧家值得注意: 一个是尚仲贤，一个是王

子一。尚仲贤有《陶渊明归去来辞》杂剧，题目

又作《归去来兮》《陶渊明归去来兮》等⑤。《太

和正音谱》录尚仲贤《归去来兮》第四折［正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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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朱康叔二十首》之十三，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四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788 页。
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424 页录其词。
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注》，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22 页。
( 宋) 周密:《武林旧事》，杭州: 西湖书社，1981 年，第 155 页。
( 元) 钟嗣成、( 明) 马仲明撰《录鬼簿新校注》( 马廉校注，北京: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 年) 于尚仲贤杂剧《陶渊明( 王太守

白衣送酒，陶渊明归去来兮) 》题下注解云:“案曹本作《陶渊明归去来辞》，孟本和《太和正音谱》作《归去来兮》; 《永乐大典》卷

20740《杂剧四》有目。有《太和正音谱》选第四折《正宫调》二首。《北词广正谱》选《正宫调》一首。”又可参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

汇考》卷六著录，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3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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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二首①，曲词素雅清丽，以景传情，意境超

俗，摹写渊明高士情韵，传神可感。可惜全剧已

佚，今仅存此二支残曲。王子一，据《太和正音

谱》，当是由元入明的剧作家，所作仅见《误入

桃源》杂剧一种②，见存。此剧把背景放在“天

下荒芜，干戈并起”( 第三折) 之际，当是元末明

初社会现实的反映，故看作元代戏剧; 它铺写刘

晨、阮肇误入天台桃花源洞事，总体上与陶渊明

《桃花源记》无涉，但明显受到《桃花源记》影

响。如，男主人公刘晨、阮肇已不是小说中的樵

夫，而是被隐逸化了的士人，他们一出场就自白

说:“幼攻诗书，长同志趣。因见奸佞当朝，天

下将乱，以此潜形林壑之间，无志功名之会。”③

云云，与其说是砍柴的樵夫，倒不如说是陶渊明

化了的隐士。此外，元代后期作家汪元 亨 有

《桃源洞》杂剧，题目作《二人误入武陵溪水 刘

晨阮肇桃 源 洞》，《录 鬼 簿 续 编》著 录，今 佚。
《录鬼簿续编》云: 汪元亨“有《归田录》一百篇

行于世，见重于人”④。《桃源洞》杂剧当也写及

隐逸避世之趣。又马致远《晋刘阮误入桃源》
( 一名《刘阮误入桃源洞》，今存残曲) ⑤，陈伯

将《晋刘阮误入桃源》⑥、刘晋元《小桃源》传

奇⑦等虽写天台桃源等事，当也与陶相关。又

《太和正音谱》著录无名氏《梦天台》一剧，并录

其残曲头折［六么序］、第二折［挂金锁］曲⑧，

虽写道教升仙，也与陶相关。在尚仲贤、王子

一、汪元亨等人的陶渊明戏里，陶渊明及其所创

造的桃源开始以戏剧舞台的形象亮相，成为陶

渊明接受史上一种崭新而富有生命力的文学现

象，隐逸是元代陶渊明戏的中心主题。
到明代，以陶渊明作敷衍的戏剧多了起来，

据《远山堂曲品剧品校录》⑨、《古典戏曲存目汇

考》瑏瑠、《清代杂剧全目》瑏瑡、《明清传奇综录》瑏瑢等

统计，明代敷衍与陶相关的戏剧至少有十一

种瑏瑣，它们分别是: ( 1 ) 阙名《东篱赏菊》杂剧，

存脉望馆抄明内府校本; ( 2 ) 许潮《武陵春》杂

剧，存沈泰编《盛明杂剧》本; ( 3 ) 许潮《陶处士

栗里致交游》杂剧，《群音类选》卷二三录部分

曲文; ( 4 ) 叶宪祖《桃花源》杂剧，佚; ( 5 ) 田艺

蘅《归去来辞》杂剧，佚; ( 6 ) 阙名《陶彭泽》杂

剧，佚; ( 7) 阙名《陶潜归田记》，疑为传奇，佚;

( 8) 高濂《节孝记》，即明万历间世德堂刻本上

卷“节”部《赋归记》十七出，传奇; ( 9) 阙名《四

友》瑏瑤，疑为传奇组剧之一，当佚; ( 10 ) 无名氏

《四贤记》，传奇组剧之一，《群音类选》卷二四

录《白衣送酒》《父老追随》二节; ( 11 ) 阙名《赛

四节记》，传奇组剧之一，今存明万历间尊生馆

校刻《隅春奏》本，《群音类选》卷二三录三节

《归去来辞》《葛巾漉酒》和《白衣送酒》。此

外，取材天台桃源的还有杨之炯《天台奇遇》杂

剧( 存) 、吴琪《天台梦》杂剧( 佚) 等。
明代见存完整的陶渊明戏有三种，即元明

之际阙名的《东篱赏菊》杂剧、许潮《武陵春》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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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钟嗣成《录鬼簿》，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184 页。
《录鬼簿新校注》第 36 页于《误入桃源》题下注解云:“案曹本作《刘阮误入桃花源洞》，孟本作《桃源洞》，《曲录》作《刘阮

误入天台洞》，王子一有此目。有《太和正音谱》、《北词广正谱》选第四折双调一首。”此剧当即王子一所作。臧懋循《元曲选》收

录，题作《刘晨阮肇误入桃源》，据《西谛书目》卷五，北京: 文物出版社，1963 年。
( 明) 臧晋叔编:《元曲选》第四册，北京: 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353 页。
《录鬼簿续编》，据钟嗣成等撰《录鬼簿》( 外四种) 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103 页。
王季思:《全元戏曲》，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年，第二卷收录。
《录鬼簿续编》著录，佚。可参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第 374 页; 版本下同。
( 清) 高弈《传奇品》卷下，《录鬼簿》( 外四种) 本，第 346 页。
据( 元) 钟嗣成等撰《录鬼簿》( 外四种) ，第 152 页、第 211 页、第 287 页。
( 明) 祁彪佳撰录、黄裳校录:《远山堂曲品剧品校录》，北京: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六著录。
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
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按，据“绍兴市档案信息网”，周懋宗( 生卒不详，字因仲) 有《桃花源》杂剧，佚; 刘新文编著《“录鬼簿”中历史剧探源》( 天

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年) 第 153 页云有《五柳先生》剧。二者皆未详所据。故暂不统计在内。
郑振铎《西谛曲目》卷五(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63 年) 有清抄本《四友记》二卷四册、莲勺庐抄本《四友记传奇》二卷二册，

未录撰者名氏。今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二种抄本及其刻本。《四友记》传奇，实为清永恩撰，《漪园四种曲》之一，敷衍苏东坡与风花

雪月四友事，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著录者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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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和高濂《节孝记》传奇中《赋归记》十七出。
这些戏剧在题材上的分野比较清楚，即主要写

陶渊明归隐生活或者敷衍《桃花源记》故事，两

者极少混融; 在主题取向上以突出渊明隐逸高

节为主，也寄寓着作者怀才不遇之类的现实感

慨。如阙名的《东篱赏菊》杂剧题目为《檀道济

举善荐贤》，全剧写陶渊明归隐生活，结尾竟让

檀道济奉皇帝之命下旨嘉奖荐举渊明及其家

人，作者一厢情愿地让檀道济做了个举善荐贤

的好官，太委屈了跪身接旨的隐士陶渊明。许

潮《武陵春》将隐逸与升仙，《桃花源记》之桃源

与《幽明录》所录刘晨、阮肇之桃源糅合为一

体，可作为明人桃花源剧的代表作品之一。高

濂《赋归记》叙陶潜事涉及弃州官祭酒职、辞为

州官、却檀道济所馈粱肉、任刘裕参军、出为彭

泽令、与颜延之叙旧、受王弘所送酒、至庐山与

惠远等共结莲社、弃家入莲社等事。其情节大

率依据史实，只有结尾部分说陶弃家入莲社，显

然是与史实不合的虚构。其用意在于突出陶潜

忠义高节: “清风史载高人传，素节青留归去

篇”( 第十七出《弃家入社》［尾声］) ，“焉肯屈

膝非人士节亏”①。同时高剧也多少流露了浓

郁的隐逸情趣和空幻之悲，如卷末收场诗云:

“堪笑人生共戏场，无论真假共悲伤。当筵有

酒不尽醉，碌碌风尘空自忙。”许潮和高濂的戏

剧在主题趋向上有一致性，那就是对隐逸高节

的褒扬，同时融入宗教情绪，流露出人生空幻之

感。这是当时道教和佛教深入影响的结果。由

此塑造出来的陶渊明形象在傲节自守外又显得

高逸空幻，这与唐人所理解的好酒隐逸、宋人所

赞赏的飘逸淡雅、元人所钟情的忠贞颓放都有

所不同。

二

承接前代，清代的陶渊明戏也数量可观。
据《传奇汇考标目》《清代杂剧全目》《古典戏曲

存目汇考》等著录和笔者所考察，清人关于陶

渊明的戏剧至少有十一种，它们是: ( 1 ) 叶时章

《归去来》传奇，佚; ( 2) 尤侗《桃花源》杂剧，存

清刻《西堂乐府》第三种本; ( 3 ) 方轮子《柴桑

乐》杂剧，南京图书馆藏存稿本; ( 4) 袁栋《桃花

源》杂剧，南京图书馆藏清乾隆间刻本; ( 5 ) 汪

柱《陶渊明玩菊倾樽》杂剧，国家图书馆藏清乾

隆间松月轩刻砥石斋二种曲附刻本; ( 6 ) 石韫

玉《桃源渔父》杂剧，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间花

韵庵原刻《花间九奏》第四种本、《清人杂剧初

集》本; ( 7) 刘龙恤《桃花源传奇》杂剧，国家图

书馆藏清光绪间刻本、民国八年刊本; ( 8 ) 张云

骧《桃花源》杂剧，当佚②; ( 9 ) 李崇恕《桃花源

记》杂剧，有清光绪刻本③; ( 10 ) 杨恩寿《桃花

源》杂剧，国家图书馆、辽宁图书馆等藏光绪

《坦园六种》刻本; ( 11 ) 无名氏《江州送酒》、
《东篱啸傲》两折，故宫博物院藏升平署抄本。
此外，取材天台桃源的还有袁于令《长生乐》
( 存) 、张匀《长生乐》( 存) 等。有些戏剧虽未

直接叙写陶渊明和桃花源故事，却与陶藕断丝

连，如清中期赵文楷《菊花新梦稿》写山中一老

儒，生平慕陶渊明为人，自号陶居士，菊花盛开

时节，在菊花边醉梦菊花仙事④。陈时泌《武陵

春》传奇一卷八出，有光绪二十七年( 1901 ) 抄

本，北京图书馆藏⑤。此剧只是借武陵渔人之

口演述清末庚子之变，非直接演绎桃源事。释

敬安《武陵春传奇书后》云:“世已无净土，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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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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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名《赛四节记》唱词，见胡文焕编《群音类选》第二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0 年影印明刊本，第 1241 页。
( 清) 张云骧《芙蓉碣传奇》卷首王璞《题词》“武陵春水唱桃花”注云:“南湖( 张云骧字) 十七岁时，谱《桃花源》杂剧，词甚

瑰丽”( 清光绪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今未见此《桃花源》杂剧流传之本。
此剧，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著录，在国内未能查检到。黄仕忠《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中国戏曲目录》( 《文学遗产》2011

年第 1 期) 云: 日本奈良县天理市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有李崇恕杂剧“《桃花源记词曲》一册，版高215 × 140 ，框161 × 125，李崇恕撰，

光绪五年己卯( 1879) 寓形斋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内封: 光绪己卯夏月刊 /桃花源记词曲 /板存寓形斋。首有小

序，署: 光绪丙子岁季春月中浣日颠悟主人评于寓形斋; 并镌有‘兰州李氏崇恕之印’。次录陶潜之《桃花源记》并诗、唐王维《桃源

行》，再次为《桃花源记词曲后序》，署: 颠悟主人录于寓形斋。并了因题［临江仙］一阕。正文为探源、惊渔、嘱别、访洞，凡四段”。
王汉民，刘奇玉编著《清代戏曲史编年》( 成都: 巴蜀书社，2008 年) 据《近代上海戏曲系年初编》云其作于光绪二年( 1876 年) ，有光

绪五年寓形斋刊本。
有咸丰元年抄本和油印本，参见李修生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年，第 765 ～ 766 页。
( 清) 陈时泌:《武陵春》传奇，笔者曾亲往翻阅。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 下) 第 1205 页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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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此身。长谣楚天暮，一曲武陵春。时事纷棋

局，生涯托钓纶。沧浪何处是，满目但迷津……
塞海哀精卫，蒙尘痛至尊。含凄向渔父，休更说

桃源。”①以桃源为背景和氛围来演述时事乱

局，增其凄迷沉痛之感。
清代的陶渊明戏大多数留存到今天。方轮

子的《柴桑乐》八出杂剧是清代戏剧中最富于

戏剧性且在场上演出过的作品②，其情节、动

作、语言等的设计增加了许多幽默诙谐的因素，

极富于舞台戏剧性，可以说代表了明清陶渊明

戏与世俗观众相结合的一面。但综观清代的陶

渊明戏主要还是以案头清赏为主，即使是演出

过，大多当非针对下层民众，而是满足雅士观

摩。据《玉田乐府自序》，袁栋《桃花源》单折杂

剧主要是为抒发胸怀、展示文才而作，其说略

云: 北曲难度，“非具浩瀚文江者，尤未易窥其

涯涘者哉”，他暮年度曲乃“取古人往事有触于

心者……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礧磈”，作

《桃花源》等足以“尽人世之纷纭矣。有能为

我演之氍毺者，宁不抚掌而称快乎!”③从“能为

我演之”云云推测，此剧写出之初当是案头清

赏，至于此后演出的可能性也不大。无 名 氏

《江州送酒》《东篱啸傲》本是清代掌管宫廷戏

曲演出活动的机构升平署的承应戏，宫外不见

流传。汪柱《陶渊明玩菊倾樽》、石韫玉《桃源

渔父》为单折特写戏，有明显抒怀倾向，前者借

渊明赞菊花云: “一层层捧玉毬，一朵朵蟠金

绣，一枝枝傲骨撑，一阵阵馨风透。( 待我把)

酒瓶倾 尽，即 将 此 花 插 入 数 枝，以 作 案 头 之

供。”④陶渊明戏大多像这些菊花一样，雅丽清

爽，可赏可玩，陶冶情趣，具有浓厚的文人雅化

趣味。
此外，清代陶渊明戏还有如下三大特点:

第一，在题材上，陶渊明故事与桃花源故事

融合。明代的陶渊明戏形成了两大题材: 一是

陶渊明故事题材，二是桃源故事题材。清代人

继承了这两种题材，而且进一步将它们融合起

来。如尤侗的《桃花源》四折全是围绕陶渊明

展开; 剧情在正目有简要归纳: “陶处士去官彭

泽，王刺史送酒浔阳; 白莲社参禅慧远，桃花源

问渡渔郎。”⑤可见，剧名虽是《桃花源》，主要还

是写陶渊明，结尾的楔子才写到桃花源，而写得

也是陶渊明回归桃花源。石韫玉的《桃源渔

父》一折以陶渊明赏菊饮酒见王宏始，继以渔

夫向王宏( 陶渊明在场) 报告桃源奇遇，结以请

陶为桃源作记。刘龙恤的《桃花源传奇》前三

折写桃源的历史由来，第四折写“陶隐居喜为

笔记”。陶渊明和桃花源已经水乳交融在一起

了。杨恩寿《桃花源》虽然没有让陶渊明出场，

但武陵渔人俨然陶渊明化身，且人物在每出戏

里出场亮相，每每借用“集陶”诗句。袁栋《桃

花源》中的桃源洞主人称自己: “甚是散诞逍

遥”，“冷眼常将看尔曹”，“胸腹牢骚，不受那猛

腥臊人间封号”，“是山中歌啸王侯傲”，俨然一

个心怀忠愤的隐士形象，有前代读者所解读的

陶渊明形象的特点，而非桃源“黄发”“怡然自

乐”的老人形象。
第二，在陶渊明的形象塑造上，凸显了他与

佛教、道教的关系。早在明代陶渊明戏中，这一

特点已经有所表现，其中高濂《赋归记》最为突

出，十七出中第九出是《谒见慧远》，第十四出

是《匡庐结社》，第十七出是《弃家入社》; 其他

剧作，这方面很少或者竟没有，如阙名《赛四节

记》中《葛巾漉酒》一节叙及“几番上榻参禅”，

但只是隐逸生活的点缀。而写桃源题材的作品

一般把桃源附会为仙境，却少把陶渊明设计为

桃花源戏的主角或者其中的一个人物形象。这

种情况在清代的戏剧中有继承也有新变。汪柱

《陶渊明玩菊倾樽》，石韫玉《桃源渔父》和无名

氏《江州送酒》《东篱啸傲》等剧作中的陶渊明

主要是志趣高雅之士，更多传统的一面，与佛教

基本无涉。方轮子《柴桑乐》中的陶渊明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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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 清) 释敬安:《八指头陀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 1575 册，第 433 页。
参见杨惠玲《戏曲班社研究》第 257 ～ 260 页论析，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年。
( 清) 袁栋:《桃花源》杂剧，南京图书馆藏清乾隆间刻本。
( 清) 汪柱:《陶渊明玩菊倾樽》，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间松月轩刻砥石斋二种曲附刻本。
( 清) 尤侗:《桃花源》，《清人杂剧初集》所录《西堂乐府》之三，长乐郑振铎 1931 年线状印行本。下文所引尤侗《桃花源》

原文皆据此版本，不再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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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如此，借“虎溪”“独漉”“挂冠”“归田”“谱

琴”“栗里”“送酒”和“菊寿”等八大轶事多层

皴染出陶渊明的高逸风雅，只有“虎溪”一出借

酒为题让渊明与慧远在辩论中显露禅家叹服的

话语机锋，但渊明仅仅是作为慧远朋友而非信

徒出现的。值得重视的是，尤侗《桃花源》中的

陶渊明形象有全新的突破，与高濂《赋归记》中

写陶渊明出家倾向之事相对散漫( 这一定程度

上是由传奇涵纳过多内容的体制限制的) 相

比，尤侗的《桃花源》杂剧自始至终笼罩着浓郁

的佛教旨趣，且以“白莲社参禅慧远，桃花源问

渡渔郎”二折高度集中地表现了陶渊明皈依佛

教和神仙的精神历程。
第三，优秀剧作的曲词生动活泼，雅洁传

神。如尤侗《桃花源》第二折写陶渊明赏菊无

酒云:

有此好花可无酒赏? 儿子每热酒来

者。( 内) 酒已吃完，止剩空瓶了! ( 末叹

云) 咳，吾尝谓: “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

龄。”二者缺一不可。今有菊无酒，世人邑

邑气尽。正是: 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

不须开了。
［普天乐］遮莫百年名，不如一杯酒。

最爱春醪独抚，秋树相樛。为甚的菊花绕

四围，竹叶悭三斗，巡檐倚徙欲何求? 也

罢，酒既没有，且将菊花细细嚼，以代醇醪。
( 做嚼科) 只落得餐落英，离骚满口，忽地

抬头见南山飞鸟，相对悠悠。
此段落依据陶渊明诸多诗文轶事敷衍成

文，却如水乳交融，天衣无缝，曲词雅洁，颇得渊

明无酒失意而雅趣不坠的精神风貌。第四折之

后的“楔子”结尾陶渊明唱［仙吕端正好］云:

“俺只道向孤坟埋荒草，眠长夜魂魄消遥。又

谁知顺风儿吹上蓬莱岛，辞绿柳，觅红桃; 缘溪

口，过山椒; 呼黄绮，访松乔; 友麋鹿，伴渔樵; 着

芒屦，束丝绦; 扶藤杖，挂茄瓢; 食松柏，醉葡萄;

击鱼鼓，引鸾箫; 背晋代，指秦朝; 忘岁远，谢尘

芳; 问迷路，笑儿曹，笑儿曹，休把武陵花认作天

台药。”与上段文字不离本文不同，此段文字全

凭虚构，三字句如长河赴海，而每个三字句中的

动词则如浪花跳荡活泼，一气连贯而摇曳多姿，

把渊明彻底解脱之后的行踪、欢快、慨叹刻画得

活灵活现，如在目前。又如杨恩寿《桃花源》六

出杂剧几乎“无事不韵，无语不韵”，曲词意境

之 优 美，令 人 口 齿 生 香，其 第 三 出《逢 源》
一节云:

［前腔( 风入松) ］青青一色上层霄，望

断粘天芳草。( 作泊船介) 靠垂杨，紧系乌

油棹。( 拖篷介) 料理了蓑衣鱼罩，( 行介)

剩一片荒烟夕照。缓缓行来，但觉淑气宜

人，仙风御我，这等好所在，不独搢绅冠盖

未曾来过一遭，就是那些韵士高人何尝梦

见? 终日在那笙歌丛里，酒肉堆中，扰扰纷

纷，糊涂过去。现放着好山好水，弃在荒凉

寂寞之乡，真可惜耳。也非近，也非遥，奈

尘心自嚣，只向那危幕争巢。莽渔郎不免

山灵笑，偏有这闲中趣，水云饶。( 场上立

假山两座，中有小径，生登山介)

［前腔］湾环曲折度山坳。这山好不

奇怪，越行越远。道路才可通人，想是山穷

水尽了。待俺转去吧。( 见小径介) 呀，这

里有条小径，只有一二 尺 之 宽。 ( 窥 介)

咦，里面有光呀! 放光明，透出了些儿窍。
待俺侧身而入。( 由小径入，转出山外介)

哎呀，把 乾 坤 混 沌 圈 儿 跳，别 有 个 蓬 莱

仙岛。①

评者指出:“这段曲词，是此出中的核心段

落，也是全剧中最优美的文字。它的妙处，在于

作者根据《桃花源记》中的简略描写进行发挥

的时候，把本来不存在的景物描写得活灵活现。
此曲有吴锦章所写评语云: ‘以生龙活虎之笔，

写虚无缥缈之事，读之宛如身历其境，固知作者

自有丘壑。’这里肯定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

文学才华，读曲至此，对陶渊明《桃花源记》原

作中的记述增加了鲜明而具体的印象。”②此评

指出杨恩寿《桃花源》描写胜人之处，可谓精

到。像尤侗和杨恩寿的《桃花源》杂剧，其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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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 清) 杨恩寿:《桃花源》，《坦园传奇六种》本，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库藏清刻本。
吕薇芬、金宁芬、黄克、王永宽主编:《古典剧曲鉴赏辞典》，武汉: 湖北辞书出版社，2004 年，第 1035 ～ 1036 页。按，该书所

选《逢源》一节文字删节了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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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足可与尚仲贤《归去来兮》媲美，而又留存

全璧，允为陶渊明戏的压卷之作。这些特点也

是清代陶渊明戏超越明代同类剧作的艺术价值

所在。

三

陶渊明戏的出现在陶渊明接受史和中国文

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陶渊明进入戏剧首先显示了传统高雅文化

与世俗文化不可避免的融合趋势。陶渊明素以

高雅著称，是文人雅士喜欢称引的高士，比如，

明代读者接受陶渊明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将其为

人崇高化，甚至神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陶渊明

背离了历史的具体性，走向人的对立面，变成僵

化的偶像。他们认为: “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

第一辈人”①; “夫岂惟文章，即晋宋人物，亦当

推靖节先生第一……要当目为六合人龙、九霄

威凤可耳”②;“陶公在三代而下为第一流人物，

其诗文自两汉以还为第一等作家”③;“陶公千

载一人也……自与日月争光者”④。陶渊明实

际上已经成为士人偶像之一。很难想象，在接

受史上陶渊明居然与世俗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

系。署名他撰写的《搜神后记》至少从梁代就

在社会上流传，他的《桃花源记》一直被作为小

说看待，乃至在后世形成了桃源模式的系列小

说，小说中也不断有接受陶渊明及其诗文的现

象。宋元以后，随着市民文化的兴盛，戏剧文学

的兴起，陶渊明也与世俗性较强的词、散曲和戏

剧结下了深厚的缘分。戏剧中的陶渊明形象在

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他的活人面貌，尽管这些形

象仍然以表现他的高雅脱俗为主，却把他放在

具体环境和生活中加以塑造，在很大程度上避

免了道德化的说教。尤其是方轮子《柴桑乐》
中的陶渊明更是如此，他与惠远争论酒的好处

和坏处，尴尬面对酒店女老板的调戏，有些迂腐

地回答他人对《闲情赋》的质疑，培养四个儿子

成为渔、樵、耕、牧四个行业的能手等，都体现了

在世俗中脱俗却生动鲜活的一面。更有甚者，

在那些借用与陶相关的典实的作品中，出现了

打趣陶渊明的现象:

［前腔］有才有才诚高妙，渊明见我便

折腰。( 无心子《金雀记》第七出《定婚》)

〔净〕……这个乃是刘二姐家，他是临

清搬来的，能会吟诗作赋。陶渊明尚且说

他“临清流而赋诗”，我这秀才怎么对得他

过? ( 杨 柔 胜《玉 环 记》第 六 出《韦 皋 嫖

院》) ⑤

这里把陶渊明置于世俗趣味中，新鲜而风

趣，如为了说自己才高，竟然打趣说: “渊明见

我便折腰”; 为了取得幽默效果，让附庸风雅的

人故意用字面相同和谐音( 按，“临清”为山东

地名) 来曲解渊明“临清流而赋诗”的句子，真

是让人忍俊不禁。陶渊明成为有血有肉的活

人，这与戏剧这种特殊的综合艺术表现形式以

及市民特殊的欣赏趣味是分不开的。陶渊明形

象的世俗化表明，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的生命

力总是能够摆脱僵化的命运，与富有活力的新

文化融为一体，一定可以成为新文化建设的绿

色源泉。
其次，戏剧中所塑造的高洁自守的陶渊明

形象是传统文化理想的一种审美投射，是知识

阶层灵魂净化的形象诉求。陶渊明进入戏剧是

宋元明清陶渊明接受史上的新现象，剧作家借

助陶渊明和桃花源故事所敷衍的戏剧大多不是

流行于民众中间、脍炙人口的通俗剧目，而是得

到同好赏爱的案头清赏戏，或者说，剧作家借助

陶剧所演绎的不仅是历史和故事，更重要的还

是心情和志趣; 其所达到的目的主要不是对一

般民众“劝使为善，诫使勿恶”的社会功用⑥，而

34

李剑锋: 陶渊明戏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 明) 郭良翰辑:《问奇类林》卷一三《恬退》，明万历二十七年( 1599) 黄吉士等刻增修本。
( 明) 王世用辑:《史评小品》卷一四“六朝上”，明末刻本。
( 明) 何孟春:《陶靖节集跋》，见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北京: 中华书局，1962 年，

第 146 页。
( 明) 傅占衡:《和陶饮酒诗序》，见杨讷、李晓明编《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明代卷《明文海》，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第 478 页。
( 明) 毛晋:《六十种曲》，清汲古阁刻本。
( 清) 李渔:《闲情偶记》第 7 页，见施蛰存主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上海: 扫叶山房，19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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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满足士人自身的自我反思、坚守理想、抚慰情

怀和提升灵魂的需要。正像苏轼之后的和陶诗

一样，它们本身是文学作品，但又超越了文学存

在，成为一种坚守自我志趣和理想的文化符号。
陶渊明戏剧也应当如此看待。尤侗深爱陶渊

明，有《赋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诗表现

对陶渊明情趣的景慕，他的至交蒋超在读完

《桃花源》戏后说: “公，陶公后身也，吾其为慧

远乎?”①在蒋超看来，《桃花源》是士人自身情

趣的写照。尤侗《桃花源》剧尾诗云: “北窗散

发容高卧，聊谱新词代和陶。”在尤侗看来，以

戏剧的形式铺写陶渊明逸事只是“和陶”的另

一种形式而已，其初衷主要在于借助陶渊明来

抒发自我的胸怀，借助尚友古人来表达对于人

生的解悟，对于理想的坚守。当然，“和陶剧”
比和陶诗更加形象生动、具体可感。王国维云:

“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

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 有意境而已

矣。何以谓之有意境? 曰: 写情则沁人心脾，写

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②此虽

论元剧，然亦移于概括戏剧创作情境动人的艺

术特点。因此，借助戏剧对于陶渊明的接受和

认同，与以往借助和陶、书写陶诗等形式的接受

相比，也就更具有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艺术效

果。古代戏剧对陶渊明身上高尚情怀的认同、
禅机道情的感悟，如其看作传统士人的一种现

实逃避或者孤芳自赏，不如看作不愿意同流合

污者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后者较之前者更足以

激发士人清廉自守，为文化的健康成长增添不

受污染的雨水和新鲜的空气。因为那些高尚情

怀的认同、禅机道情的感悟不是僵化、迂腐的道

德说教，而是基于现实、人生、历史和宇宙的总

体反思基础上的人性企向，这认同和感悟中所

获得的涵融着真善美的自由境界虽然高处不胜

寒，又缺少现实机制的可靠保障，但毕竟可以激

发后来人不满足于污浊的现实状态，去追求一

种高尚的人格，憧憬一个真正的桃源世界。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在历代陶渊明戏中有

近一半的题目关注了桃源题材，桃源题材的陶

渊明戏既是个人渴望超脱现实束缚的梦幻，也

是民族迈向理想的心理动力。陶渊明《桃花源

记》对桃源世界的创造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超

脱，更重要的是它以与桃源形成截然对比的现

实世界为参照系，以形象的语言展现了一幅人

类理想的生存家园图，散发着农业文明中人与

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无间的诱人光彩;

它的乌托邦色彩“表现了人的本质、人生存的

深层目的; 它显示了人本质上所具有的那种东

西。……表现了人作为深层目的所具有的一切

和作为一个人为了自己将来的实现而必须具有

的一切”③，桃源这一合目的合规律的理想性是

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吸引着后世读者以不同的

形式接受和解读，并借以反观、思考、批判和改

造现实。陶渊明戏中的桃源戏无疑是包括诗

歌、小说、绘画、动漫视频、旅游等众多桃源解读

中最富有特色的一种④。在这些桃源戏里，既

有幻想化、宗教化的个人超脱，更有基于历史和

现实的群体理想的憧憬。如果说杨恩寿的《桃

花源》杂剧分渔唱、农歌、逢源、假馆、讯古、饯

宾等六出借桃源展现了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明

生活场景，似乎还有些平铺直叙，那么刘龙恤的

《桃花源传奇》则激荡着历史的激愤，其正目概

括其情节云:“始皇帝恶焰熏天，秦才人巧缘避

地。莽渔父幸入桃源，陶隐居喜为笔记。”这个

四折杂剧形象折射出专制文化下民众对于暴政

的强烈不满和对于自由幸福乐土的无限向往。
桃源戏扩大了桃源在民众中的影响，成为传播

桃源理想的新的文学形式。根系深远的桃源理

想激励读者形成群体意志，在特定历史时势下

就会转变为抗争黑暗不平、改造现实甚至抗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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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 清) 尤侗:《悔庵年谱》卷上，《清初名儒年谱》( 六)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年，第 695 页。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上海: 东方出版社，1996 年，第 102 页。
［德］保罗·蒂里希:《政治期望》，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214 页。
继《桃花源记》之后，桃源模式的小说至少从南朝宋代刘义庆《幽明录》所记刘晨、阮肇误入天台桃源，刘敬叔《异苑》卷一

所记武陵蛮人入石穴就已经开始了，唐宋至现当代延续不绝。据统计，留存到今天的桃源画就有八十二幅( 参赵琰哲《文征明与明

代中晚期江南地区〈桃源图〉题材绘画的关系》附录《唐宋元明清历代传世〈桃源图〉题材画作列表》，中央美术学院 2009 年硕士学

位论文) 。深圳环球数码公司制作、陈明导演的《桃花源记》视频可谓当代相关视频中的代表，多次获中外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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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侵略者的精神动力①，因为单纯的政治理

论无论多么科学合理，无论把未来描绘得多么

美好，如果失去民族的根源，失去被群众情绪接

受的家园化心理依据总会缺乏历久弥新、自强

不息的文化动力。
陶渊明戏是陶渊明接受史上崭新的接受形

式和文学成果，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

遗产，如果加以合理的开发利用，必将成为当代

文化建设的积极因素。如马季创作的相声《新

桃花源记》虚构陶渊明在今天重游桃花源，具

有强烈的喜剧效果，发扬了陶渊明戏中世俗化

的幽默、生动的趣味，惜概念演绎色彩浓厚。陈

明导演的《桃花源记》动漫视频在艺术形式上

将皮影、绘画和现代动漫技术结合起来，生动形

象地凸显了桃源的唯美特点和与历史现实形成

强烈对照的理想意义。当代艺术家的这些成功

创作未必借鉴过陶渊明戏，而是直接源自陶渊

明及其作品，但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艺术家

如果进一步开发包括陶渊明戏在内的接受成

果，必将出现更为丰富多彩和更加丰满的艺术

成果。陶渊明戏对加深陶渊明及其作品的理

解，对扩大陶渊明及其桃源理想的大众传播等

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值得赘言的是，除了以陶渊明和桃源为中

心的陶渊明戏以外，其他戏剧也多有陶渊明因

素。仅据《元曲选》《六十种曲》和《盛明杂剧》
等初步统计，涉及陶渊明因素的戏剧就有二十

四种，其中元代三种②，明代二十一种③。清代

涉及陶渊明因素的戏剧数量当超越明代④，此

仅以孔尚任的《桃花扇》为例略析之。该剧“借

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⑤，多次借助桃源、渔翁

等意象，甚至在《桃花扇本末》中特意记述楚地

“古桃源”美容洞主曾经搬演《桃花扇》，全剧氤

氲在浓郁的桃源幻境之中。在此，桃源至少有

两重意蕴，一重用以借指摆脱纷扰世俗的隐逸

之境。第一出《听稗》: 柳敬亭为造访的陈贞

慧、吴应箕和侯朝宗说《论语》开场诗即李白

《山中问答》诗，诗中“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

地非人间”用桃源典故; 以此渲染氛围之后，接

着说孔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乐官们因此恍然

大悟，纷纷逃离欺君越礼的鲁国权臣，乐官逃离

前唱到:“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

地，几个渔翁。”实际上是借助历史演绎间接预

兆了即将发生的南明变局和清流人物的命运归

宿。所以，《桃花扇》第三十九出《入道》让那些

忠义君子们都走向了避世隐逸，正如徐振贵辑

注本解题中指出的:“作者创作《桃花扇》，旨在

为明清易代之际的迷津人指明出处，亦即避世

桃源，入道结社，继续抒发亡国之恨。”因为只

有“桃源洞里无征战”，而第四十出让这些隐逸

之人如柳敬亭、苏昆生等都变成了渔翁、樵夫，

他们闲话往事一如桃源人议论秦末。首先实践

这一桃源路线的是任锦衣卫仪正的张薇，由于

他不愿意替马士英、阮大铖助纣为虐，残害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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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如张恨水长篇《虎贲万岁》、沈东导演的电影《喋血孤城》等反映余程万师长率部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常德的

真实历史，就发生在桃源传说的产生地，极富有象征意味。上海风雨书屋 1938 年版鹰隼( 阿英) 著《桃花源》三幕剧( 上海图书馆

有藏; 亚新书店 1940 年、潮铎出版社 1947 年曾分别重版，南京图书馆有藏; 收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阿英全集》第九卷) 即

是抗战时代的产物。
三种为: 石君宝《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第一折、乔孟符《李太白匹配金钱记》第二折、无名氏《锦云堂暗定连环计》第二折。
二十一种为: 杨珽《龙膏记》第十三出，无名氏《赠书记》第五出，杨柔胜《玉环记》第六出，无心子《金雀记》第七出，许自昌

《水浒记》第二十九出，汤显祖《紫箫记》第十六出、第二十出，汤显祖《南柯记》第十三出、第十六出，张凤翼《红拂记》第十六出、第
二十六出、第三十四出，梁辰鱼《浣纱记》第二十三出，陈汝元《金莲记》第十出、第十一出、第十三出、第二十四出、第二十九出，无

名氏《四贤记》第五出、第九出、第十三出，徐霖《绣襦记》第十七出，孟称舜《娇红记》第二十三出、第四十出，叶宪祖《鸾记》第七

出、第十五出，高濂《玉簪记》第十四出，屠隆《彩毫记》第二十四出、第四十出，吾丘瑞《运甓记》第二十出，冯惟敏《不伏老》第三折，

徐复祚《一文钱》第六出，孟称舜《桃花人面》第五出，叶宪祖《团花凤》第一折 、第四折等。
据金宁芬《明代戏曲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 第一章第一节统计，明代戏曲今存全本 391 种，包括亡佚

曲目有 1481 种。据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网页 2012 年 1 月报道，2011 年 10 月 28 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与

文献研究》项目举行了开题报告会，据素馨斋主人《萧咏网络阅读日志》2008 年 1 月 1 日公布的《〈全清戏曲〉选目( 部分) 》一文信

息，清代留存戏曲近两千种，包括亡佚曲目当达三千种，留存戏曲是明代戏曲的五倍。目前，涉及陶渊明因素的戏曲难以估计，但

基本可以肯定在数量上要远超明代。
( 清) 孔尚任《桃花扇》试一出《先声》，见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济南: 齐鲁书社，2004 年，第 44 页。

本节所引《桃花扇》原文，皆据此版本，不再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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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所以决意归山，到城南松风阁“养病”，他把

松风阁称作“这是俺的世外桃源”，结果衙门校

尉又来禀报案件进展，他慨叹道: “衙役走入花

丛，犯人锁在松树，还成一个什么桃源哩!”于

是逃到更深的山里去，其避世心态正如结尾诗

所云:“境隔仙凡几树桃，才知容易谢尘嚣。清

晨检点白云署，行到深山日尚高。”张薇避世桃

源的心态和实践，在南明知几之士中带有典型

性，而当南明灭亡，大局已定，无力回天之时，像

侯朝宗、柳敬亭等曾经为复兴大业奔忙的忠义

之士也步张薇后尘，避世桃源了。实际上，孔尚

任是把这些真正意义上的明朝遗民当作桃源人

来对待的。除了张薇，柳敬亭也较典型，所以传

奇一开头就让他敷衍一段与桃源关联的故事，

还让他自己把自己比喻作渔郎: “重来访，但是

桃花误处，问俺渔郎。”而他最终归隐，也成了

真渔翁。如果说香君艳如桃花，命如桃花，那

么，她又出污泥而不染，仿佛是一枝从桃源飘零

而出、历经世俗风雨的桃花，她自然也是地道的

桃源人。
孔尚任《桃花扇》中的桃源还有第二重意

蕴，即借指爱情的美好和幻灭。李香君和侯朝

宗的爱情故事还隐喻着一个天台桃源的故事。
他们才子佳人成就一段风流佳话，却因乱局而

变为牛郎织女，为了相逢，他们历经身心磨难，

但最终难以找回往日情缘，双双遁入道门。他

们相守在一起的爱情时光仅仅半年有余，犹如

桃源一般美好，但分开后，却如迷津人一样再也

回不去了。第三十五出《选优》，香君得到弘光

皇帝赏赐的一柄桃花宫扇，她禁不住睹物起情，

叹道:“为甚的玉真重溯武陵源，也只为水点花

飞在眼前。”香君以玉真仙女自比，问为什么要

重新寻找桃源仙境，只因为桃花宫扇上水点花

飞的美景勾起了她昔日与情人鱼水相乐的回

忆，但这美好回忆已经成了过去，她入宫如陷囹

圄，情人又杳无音信，旧日“桃源”回不去了。
而侯方生呢，也在苦苦追寻爱情桃源的回归，南

明复兴已成泡影，爱情美梦却没有因此破灭。
第二十八出《题画》，侯朝宗重访媚香楼没有见

到香君，见到租住在这里的画家蓝瑛，蓝瑛创作

《桃源图》，侯朝宗应邀题诗其上云:“原是桃花

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 渔郎诳指空山路，留

取桃源自避秦。”他虽然见到的是没有香君的

媚香楼，是一座“空桃源”，但还是自信一定会

找到香君，因为他认为自己就是桃源人，不会像

渔郎那样迷了路; 况且，渔郎可能是为了自己住

进桃源故意诳骗他人呢。传奇结尾，一对有情

人终于相遇了，似乎又回到了爱情的桃花源，但

已经人是国非，在张薇道士的点化下，斩断情

缘，双双入道。兴亡梦破，爱梦亦破。
明的复兴已成桃源之梦，爱的重燃也成桃

源之梦，孔尚任借助桃源写兴亡之感可谓深入

骨髓，桃源之用也可谓出神入化。《桃花扇》一

剧因桃源意蕴的深层开掘和灵活运用而更富于

历史感、哲理性和美学价值，从此而言，把《桃

花扇》看作一部《桃源梦》也未尝不可! 而且也

是脱胎换骨，褪尽旧貌，补写出历史与现实本质

的一篇《桃花源记》!

责任编校: 刘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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