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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共刊载了戏剧故事十三个，都是依据元、明、清戏剧文本改编的。
　　关于改编的历史情况、性质、意义、原因等，我在本书总序中都已说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中国的戏剧起源很早，学者们已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巫舞。
在中国古代史记栽中，对真人真事的模仿、拟人的史事、优伶的立言、娱神的歌舞、假面的使用等，
都是戏剧的起源因素，而且相当的早，几乎与中国民族史同时存在。
这是戏剧的萌芽期。
　　说唱艺术影响着戏剧唱腔的形式，说唱文学孕育着戏剧剧本。
汉代乐府中有配管弦歌唱故事的民歌，发展到南北朝，形成了一种以一支曲子反复演唱，来叙述一个
完整故事的艺术形式，称为“大曲”。
隋唐时期有边唱边讲的表演形式叫“俗讲”，它的唱本称为“变文”。
到宋代，变文演变成鼓子词。
北宋中叶，在鼓子词的基础上产生了“诸官调”。
但这些都不是戏剧，而是说唱艺术。
　　从表演的角度说，先秦的倡优，唐代的“参军戏”，也不是戏剧，因为它没有具备剧本、观众、
剧团、乐队、舞台布景等等戏剧必需的条件。
　　中国最早的戏剧，是“南戏”，又称“戏文”，由宋杂剧、唱赚、宋词以及里巷歌谣等综合发展
而成。
明祝允明说：“南戏出于宣和之间的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
(《猥谈》)徐谓《南词叙录》称：“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
之，距今八百多年。
　　为什么中国的戏剧孕育的时间这么长，发展这么缓慢？
为什么远较历史上文明古国如希腊，晚出多至一千年之久？
为什么同本国的其他文学形式如诗、词、歌、赋、文等相比，更要晚出得多？
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
现在虽还没有得出结论，没有一致的看法，但学者们已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我这里不想全面论述，只就其中一点谈点看法。
　　中国古代戏剧的晚出，我以为是因为中国人自己给自己出难题，设置障碍。
这是从现存古代戏剧文本反推得出的结论。
　　现存的古代剧本，不论是杂剧还是传奇，几乎都是一样的繁复琐碎、诗韵兼全、文词优美、含蓄
委婉、官调严密。
加上极困难的舞台表演艺术、象征的配合等，制作是相当困难的。
这种形式的戏剧，作为戏之一个品种，并无不可，问题是中国古代戏剧清一色的如此，几无例外，恐
怕就成问题了。
　　首先，从戏剧创作的角度看，在韵律平仄尚不统一，说唱艺术尚不流行，叙事文学尚不发达的汉
唐以前，如何去制作戏剧？
何况那时还有严格的禁律：“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礼记·王制》)《管子》、《商君书》、《荀子》、《墨子》都有类似的意见，有文化的封建士
大夫们有谁愿意去冒这个险？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几乎包含了戏剧的方方面面。
要避开这些苛刻到杀头的禁律，还有什么戏剧可言？
这就是戏剧晚出的原因之一了。
　　第二，从演出的角度看，现在流传下来的古代剧本，不用说现今无法演出，硬要搬上舞台，观众
也无法欣赏，即使在剧本出现的当代，恐怕也是演不出、看不懂的，因为古代剧本官调严格，文辞艰
深，特别是文人的剧本，还加上典雅的曲词、深奥的典故，似乎是不难倒观众不罢休。
其实，完全合律的剧本少见，因为要达到韵律上的要求，即算在元明清时期亦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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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琵琶记》的高明，深感格律之难，故在剧本的开头就说“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官数调”。
这里只举围绕汤显祖《牡丹亭》的改编来谈谈。
　　汤显祖的《牡丹亭》，从来就认为是戏剧中的杰作，问世后“几令《西厢》减色”。
但这个剧却很难演唱，表演上的难度且不说，从唱的角度来说就很难。
如真要搬上舞台，就得改编。
当时就有沈璟、吕玉绳、臧晋叔、冯梦龙等对此剧进行改编，主要改动了一些不合音律、难以听懂的
地方。
沈璟认为：《牡丹亭》文辞优美，但难唱难懂，故要改动，“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
这使汤显祖很恼火，他在给吕玉绳的信中说：“彼(指沈璟)恶知曲意哉！
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
”在给罗章二的信中又说：“《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
虽是增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
”谁是谁非，这里不作评说，我只想借此说明：古代剧本(包括名作)即在创作的当代，也难直接搬上
舞台，更不用说隔代了。
到清代，李渔批评说：“《惊梦》(《牡丹亭》第十出)首句云‘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
以游丝一缕，逗起情思。
发端一语，即费如许深心，可谓惨淡经营矣。
然听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
⋯⋯字字俱费经营，字字皆欠明爽。
此等妙语，止可作文字观，不得作传奇观。
”(《闲情偶寄·词曲部·词采》)　　其实，“止可作文字观(可供阅读的案头之曲)，不得作传奇观(
可供演出的戏剧脚本)”，又何止一部《牡丹亭》？
今天看来，所有的古代戏剧部部如此：只能用来阅读，不能用来演出。
　　第三，从流传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戏剧的这种过分文学化、繁复而高度困难的艺术品，自然影响
流传。
一个戏剧文本问世，在其当代就很难演出，要在舞台上传播就更加难，而隔代流传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古代，戏剧文本作为案头之曲，其流传是可能的(除非统治者强行查禁)；作为场上之曲在舞台上传
播，则是很难的，除非加以改编。
所以古代改编本特多，一个优秀剧目，其后来的改编本可能有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如《西厢记
》、《牡丹亭》、水浒戏等。
　　正因为古代戏剧如此难读，所以我们也来一个改编。
当然，我们的改编不是为演出，而是为阅读。
　　中国古代戏剧尽管有不足，但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它是一座光耀古今中外的艺术殿堂。
它以独具的形式、精湛的内容、璀璨的异彩彪炳千秋。
我们不能奢望今天能再现昔日戏剧的辉煌，也不能希求搬演杂剧、传奇，但至少也该让青少年一代了
解、熟悉、继承乃至发扬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对中国青少年朋友而言，我们只是早一步在中国古代戏剧这座艺术殿堂畅游了一番。
如今，我们愿意为青少年朋友当向导，在艺术殿堂中摄取十几个代表之作，加以介绍，以引发青少年
朋友的兴趣。
但真正要感受昔日的辉煌，还靠青少年朋友们亲身到艺术殿堂中去体验一番。
　　还要说明一句，《汉官秋》、《牡丹亭》、《长生殿》三剧是由我的硕士生刘竞(现为浙江大学文
学院博士生)改编的；《西厢记》、《绿牡丹》、《娇红记》三剧是由我的女儿王婧之(现为华东师大
中文系硕士生)改编的。
他二人根据我的要求写成初稿，我略作加工而成。
　　在改编过程中，我们遵循忠实于原作的原则，尽可能地保留原作的风貌。
但也考虑到时代、篇幅的因素，多有删削，亦偶有增添。
不当之处，还请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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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选新编戏剧故事》是“中国古代文学名作白话精读”系列丛书之一，共收戏剧故事十三个。
这些戏剧均系元、明、清最具代表性的戏剧文学，有元朝关汉卿的《录窦娥冤》、高明的《赵氏孤儿
》、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宫秋》，明朝康海的《中山狼》、冯梦龙的《精忠旗》、汤
显祖的《牡丹亭》，清朝李渔的《风筝误》、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

《精选新编戏剧故事》由王毅、王婧之、刘竟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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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阴差阳错  偶贪酣睡皆因酒
  意切思浓  忽起沉疴只为情
5.甜事真甜  二情圣偷吃禁果
  密情不密  两丫环暗捉贼赃
6.正中下怀  申庆遣媒提好事
  偏遭白眼  文瑞执意拆良缘
7.买巫弄鬼  假病申生避远地
  偷履招灾  真心婢女动痴情
8.误拾鸾笺  多心情侣生间隙
  跪盟毒誓  专意情郎表衷肠
9.申家有幸  真才兄弟双双中
  女鬼无形  假冒娇娘夜夜来
10.恶霸明逼  生前无计结连理
  神灵暗助  死后有情化鸳鸯
风筝误(清·李渔)
1.佳节又逢圣旨来  喜上加喜
  家乱未止蛮兵反  忧中有忧
2.据地称雄意未足  洞蛮作乱
  临时点将兵犹缺  招讨请兵
3.琦仲应邀题律句  借题寄意
  淑娟依命和回文  对景抒情
4.韩生有意嘱纸鸢  代传爱意
  纸鸢无心戏韩生  误落痴人
5.爱娟妄想冒佳人  出乖露丑
  琦仲诚心会美女  失魄惊魂
6.状元看尽长安花  惟留遗憾
  淫贼闹翻花烛夜  只审奸情
7.神将天兵同拒敌  出神入化
  痴蛮蠢贼齐攻城  弃甲丢盔
8.奉圣旨初平贼众  运筹帷幄
  出奇谋智破象群  立功蜀城
9.同胞丑姐害靓妹  心同禽兽
  异姓老爷帮干儿  义似君亲
10.空费千般巧算计  人谋易误
  无需百样胡支吾  天意难违
长生殿(清·洪升)
1.天子玉环初相遇  禄山国忠始弄权
2.天宝醉酒惹佳丽  玉环剪发劝君王
3.玉环梦魂得仙乐  李幕月夜偷妙音
4.旧妇偶承君王露  贵妃顿起妒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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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长生殿欢歌正畅  安禄山战火已燃
6.避叛逆明皇幸蜀  激乱军红粉飘零
7.听秋雨明皇思妃  祭玉环生像流泪
8.杨玉环魂荡大内  太真妃灵归仙班
9.回旧地明皇移葬  想佳人奇士招魂
10.感天神仙女指路  成正果李杨归仙
桃花扇(清·孔尚任)
1.落第才子结复社  削职寺卿组戏班
2.龙友热心成美事  侯生得意配佳人
3.修书抚兵诚好意  却奁惹祸存灾星
4.北地旧都忽失守  南明新主急登场
5.青楼伴侣情期永  风月夫妻爱偏长
6.移花接木成妙品  将李代桃扮新娘
7.香君客宴骂奸佞  贞丽他乡遇故知
8.复社文人落监狱  魏家小子害忠良
9.救友未成身刎剑  防边乏力自沉江
10.世事沉浮勤入眼  人生变幻懒关心
附：古典戏剧阅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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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窦天章卖女还贷　　话说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楚州地方有一户蔡姓人家，家主已经过世，
留下妻子(人称蔡婆婆)和一个八岁的儿子。
好在家财颇富，寡妇幼子娘儿俩过日子，除日常开支外，还有余钱放高利贷。
窦天章就是蔡家的债户之一。
　　窦天章本是长安京都人，从小勤学苦读，满腹经纶，怎奈时运不济，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是名
落孙山。
他妻子又一病不起，撇下一个名叫瑞云的女儿，告别了人间。
窦天章又当爹又当妈，带着瑞云艰难度日。
连遭不测，家里已是一贫如洗，已无生计，只好带着女儿流落到楚州，向蔡婆婆借了二十两银子，一
年后，本利合起来应还四十两，蔡婆婆几次上门催讨。
窦天章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还债？
蔡婆婆看他家境确实贫寒，无力偿还债务，于是托人上门来说，只要瑞云做她的儿媳妇，就可抵消债
务。
　　窦天章想：这哪里是做什么媳妇？
分明是卖女还贷啊！
女儿是自己的命根子，是自己欢乐的惟一源泉，何能出卖？
但他又不好一口回绝。
一个读书人，难道欠债还钱的道理也不懂？
可又拿什么去还？
加上科举考试又要开始了，进京的盘缠何处筹措？
不去应考，何年何月得以翻身？
真是“读尽万卷书，穷坏马相如”。
万般无奈，只好带着女儿来到蔡婆婆家，看情形再说。
　　蔡婆婆正在家等候回信，看窦天章带女儿来到，连忙让座。
　　窦天章说：“我今天把女儿送来给婆婆，哪里敢说做媳妇，只是给婆婆早晚使唤。
我眼下就要进京赶考求取功名，留下女儿在这里，只希望能多加关照。
”　　“这么说，我们是亲家了，就不必客气。
这里是你借钱的文书，还给你；再送你十两银子做路费，亲家翁你别嫌少。
”　　窦天章接过借钱文书及银子，觉得蔡婆婆这个人还算善良，多少得到了点安慰。
他给蔡婆婆作了几个揖，说：“多谢婆婆周全。
原先借的银子都没还，现在还送我银子做赴考盘缠，这种恩情将来一定重重报答。
婆婆，小女不机灵，若有不周到处惹婆婆生气，万望看在我的面子上，该打的时候骂几句，该骂的时
候说几句。
”回过头又对女儿说：“女儿，你从今以后比不得在我跟前，我是你亲爹，凡事迁就着你，如今在蔡
婆婆这里，早晚要是顽皮，那只是讨打讨骂。
孩子，我也是无可奈何啊！
”说着，竟呜呜地哭了起来。
　　瑞云听了父亲的一番话，知道父亲要离她而去，冲上前，一把抱住父亲，大声哭喊道：“爹爹，
你怎能忍心撇下孩儿去了？
你不要丢下我。
”　　窦天章已是泣不成声；“我⋯⋯也是因为无法谋生而家徒四壁，所以⋯⋯才割舍骨肉使我们父
女分离⋯⋯”父女俩哭成一堆。
　　蔡婆婆见此生死离别的情形，不免也有些伤感。
连忙安慰道：“亲家，你女儿在我家，我会像亲女儿一样看待，你只管放心去吧。
”又拉瑞云对她说：“媳妇儿，你在我这里，我是你婆婆，你是我亲媳妇，就像亲骨肉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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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哭了，跟我进去吧。
”　　窦天章满眼含泪，离开了蔡家，离开了相依为命的三岁丧母、如今才七岁的女儿，他甚至不敢
回头望一眼，就往京城赶考去了。
　　从此，瑞云跟着蔡婆婆过日子。
蔡婆婆把她改名窦娥。
到窦娥十七岁那年，蔡婆婆为十八岁的儿子和窦娥完了婚。
成亲以后，小两口倒也恩恩爱爱，生活美满。
不想结婚刚一年，窦娥的丈夫因心脏病卧床不起，虽百般医治，可无力回天，不久便因心力衰竭而死
。
蔡家就只留下两个寡妇相依为命。
　　2赛卢医杀人赖债冬去春来，窦娥的丈夫死去一晃就是三年了。
这三年来，窦娥小心地侍奉婆婆，操持家务，等到夜深人静之时，思念死去的丈夫，不免伤心落泪，
哀叹自己命苦：三岁丧母，七岁以身抵债离开父亲，二十岁又死去丈夫。
不知前世造了什么孽，今生要遭受如此大的报应？
她常常这样自问这永无答案的问题。
　　蔡婆婆仍然靠放债维持生活。
媳妇年轻，不便出头露面，所以，要媳妇主持家庭内务，她自己处理放债收债方面的事务。
　　这天早饭后，蔡婆婆对窦娥说：“南门口赛卢医借我家的银子，期限已过，至今没给我送来，我
今天亲自上门去讨。
你一个人在家要小心。
”“婆婆出门也要小心。
”窦娥一边收拾碗筷，一边答道。
“知道了。
”蔡婆婆说完，便朝城南走去。
　　南门口的赛卢医，本是个庸医，属于那种“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的江湖骗子，所以没有人
敢找他看病。
他没有办法，只好向蔡婆婆借了十两银子，在南门口开了一家小小的生药店。
因名声太坏，药店的生意不好，入不敷出。
　　这天，赛卢医刚开店门，发现有入朝自己药店走来，他喜之不尽，连忙整理内务，抹去柜台上的
灰尘，准备接待顾客。
　　“赛卢医，你好啊！
”　　赛卢医抬头一看，发现是蔡婆婆，知道债主来了，满心的欢喜顿时变成了忧愁，但他仍是满脸
堆笑，给蔡婆婆让座。
　　“你借我的银子已经很长时间了，你还我吧。
”　　赛卢医无钱还债，也无心还债。
今见蔡婆婆亲自上门来讨取，又无理由推托，便心生歹念，骗蔡婆婆说：“婆婆，我家里没有这么多
银子，你跟我到钱庄上去取银子吧。
”　　蔡婆婆没有觉察到赛卢医的阴谋，跟随赛卢医向城外走去。
　　两人沿着一条小路一前一后地走着。
经过一块菜地，小路伸向一个长满灌木丛的山丘，把一大片茂密的灌木丛平分作两半，好像满头黑发
中的一道缝儿，越远越细。
赛卢医走在前面，快步登上山顶，向四周一看，这里悄无人烟，正是下手的好地方。
于是他坐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等着蔡婆婆的到来。
　　蔡婆婆气喘吁吁来到山顶，赛卢医假意关心地说：“走不动了吧，在这石头上休息一会儿再走吧
。
”说着，起身让座。
　　蔡婆婆确实走累了，二话没说，一屁股就坐在石头上，用手捶着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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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卢医站在蔡婆婆身后，又向四周看了看，心想：还不动手，更待何时？
于是，摸出随身携带的绳子，猛地一下从背后套住蔡婆婆的脖子，想把蔡婆婆勒死在这荒郊野外。
蔡婆婆万万没有想到赛卢医会下此毒手，毫无心理准备，当要命的绳子套住脖子的时候，她双手抓住
绳子，在地上死命地挣扎。
她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同时精神上也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恐怖。
她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这样地受到过生命的威胁，她心里想：这下完了⋯⋯我就要死了⋯
⋯　　正在这生死垂危之时，有一老一少两个人从对面走了过来，走在前面的年轻人见状，大喊：“
大胆强盗，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杀人！
”赛卢医被这一喊，吓得屁滚尿流，连忙放下蔡婆婆，向刚才来的方向逃命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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