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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晚明坊刻戏曲与市民文化取向的转变∗

张 文 硕

摘　 要：明代晚期，文化政策由早期的控制严格转向宽松，民间文学得到蓬勃发展。 晚明坊刻戏曲有四个特征，即：
内容以才子佳人为主、插图精致雅趣、评点增值文化内涵、图文精良体现文化遗产价值。 晚明坊刻带动了市民文化

向世俗化发展，形成了初期媒介社会。 明代坊刻，以图书形式流传下来的艺术风格和演唱技巧、表演形式对后世中

国传统戏曲的传承弘扬具有深远影响，体现出其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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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晚期①，商品经济日趋繁荣，文化戏曲行业

随之兴盛。 这一时期梨园是士大夫的逍遥场所，他
们不仅被动欣赏，还会主动创作戏曲剧本，有些出资

堂会，有些自养戏班，以供休闲取乐。 生活水平提高

的市民阶层同样要求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而欣赏

戏曲能够舒缓压力，发泄情绪，有利于生产生活的开

展；出版商的趋利冲动促使士大夫的戏曲创作走向

广大平民，生活水平与文化水平具有相互促进的作

用，进一步推动着市民文化的转向，印刷出版业的发

达就是两者交相辉映的结果，也是晚明社会文化最

引人注目的要素。
在大众传媒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尽管生活水平

提高，文化需求增加，梨园和堂会也不是平民阶层的

日常享受，坊刻戏曲成为填补平民需求的大众消费

品。 晚明的坊刻就是面向文化消费市场的商业书，
戏曲经过坊刻的社会推广，不仅呼应了晚明活跃的

社会文化，而且保留下来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成为

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些遗留下来的坊刻为我们研究

晚明时代的文化和市民生活提供了珍贵的材料，也
成为本研究的关键依据和重要资料。 本文拟利用遗

留的坊刻戏曲版本、内容，并结合历史文献，探讨晚

明时期坊刻所产生的文化导向与市民文化取向之间

的关系及其社会影响。

一、晚明时期戏曲文化的转向

明代初期，朝廷一方面通过官刻书籍恢复文化

发展，一方面又对其严格控制，明代晚期，随着商品

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管控的松弛，戏曲文学等有了显

著发展，大量文人士子进入创作队伍，明代戏曲方显

特色，表现为“从洪武建国到正德、嘉靖以前为一个

阶段，以后为一个阶段。 总的来说，前者是杂剧走向

衰落的时期，后者则是传奇戏发展的时期”②。 坊刻

戏曲此时也有了显著发展，观看戏曲和阅读坊刻戏

曲开始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明代的戏曲发展来看，元杂剧是明代杂剧的

直接源头，杂剧在元末明初的社会动荡中完全停滞，
随着明初社会经济缓慢恢复，社会文化逐渐有所发

展，杂剧这种民间艺术形式由此再现。 明初杂剧可

谓萌而不发，这与当时的文化政策高度相关，比如永

乐九年（１４１１）公布过杂剧禁令：“凡乐人搬做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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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
贤、神像。 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

罪。”③对于题材的严格限制，使明初杂剧全无元杂

剧的批判精神，社会教化、历史故事、神仙妖怪等传

统题材成为当时的主流。 直到正德、嘉靖、隆庆时

期，南京地区的民间戏曲依然“若大席，则用教坊打

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④。 明初的杂剧主要流行于

北方，史称北曲，在严格的文化政策管控下，北曲没

有新的发展。 晚明之后，文化管控松弛，文化的世俗

发展趋势带动北曲的转向，文人士大夫不满于守旧

的传统题材，开始创造更多内容的杂剧，明杂剧自此

方有自身特色。
在北曲有所创新的同时，嘉靖年间魏良辅的南

曲贡献十分关键，他促成了南曲从民间流行到文人

喜好的重大改变，昆腔演唱的南曲开始成为晚明戏

曲的主流。 南曲唱腔与北曲题材的融合，孕育出晚

明特色的传奇戏，充分满足了晚明士大夫阶层以及

江南城镇市民的文化旨趣。 万历后期，昆腔曲调的

传奇戏创作达到高峰，典型代表是汤显祖、阮大铖的

临川派以及沈璟、冯梦龙的吴江派。 此时的传奇戏

已经成熟，表现为曲本内容多样、曲牌宫调规范、表
演角色稳定、演唱方法成熟，以传奇戏为特征的晚明

戏曲独具创新，坊刻戏曲也在此时繁荣发展起来。
纸质印刷能够实现超越时空的准确记录，大量曲本

由此流传至今，坊刻戏曲对晚明文化遗产的保存做

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二、晚明坊刻戏曲的特点

明代晚期的坊刻以市场为导向，戏曲成为广大

文人与市民的共同爱好，各大书商自然不会错过如

此商机。 具体来说，戏曲坊刻自嘉靖、隆庆开始发

展，到万历时期，即发展至顶峰，共刊刻杂剧 ３１０ 多

种，传奇 １４０ 多种，天启、崇祯时又有杂剧 ６８ 种，传
奇 １０７ 种。⑤综合流传至今的晚明坊刻戏曲，其总体

风格偏重世俗，体现出读者的阅读兴趣所向，下面将

分别从内容、评点、插图、效果四个方面逐一论述。
１．内容以世俗题材为主

归纳来看，明代坊刻戏曲的内容以婚姻爱情、历
史故事、世情伦理、宗教神话等世俗题材为主，其中

爱情题材占比最大。 爱情题材是传统“才子佳人”
故事模式的延续，“据统计现存的才子佳人剧目明

代就有 ７３ 目”⑥，士大夫是这类题材的主要创作者

和消费者，其间自然沾染文人情趣。 晚明的爱情题

材仍是元杂剧的“巧遇—定情—受阻—团圆”固定

叙事模式，代表性曲本有：汤显祖的《还魂记》和《紫
钗记》、张凤翼的《红拂记》、高濂的《玉簪记》、梅鼎

祚的《玉合记》、王玉峰的《焚香记》、徐复祚的《红梨

记》、孟称舜的《娇红记》等，以上这些曲本故事新

奇，晚明坊刻对此趋之若鹜。 除爱情题材外，传统的

历史题材也别有创意，如由三国故事演绎出《桃园

记》《古城记》《草庐记》《七胜记》《连环记》等，皆为

各大书坊竞相刊刻的曲本对象。 世情戏曲最能反映

社会生活，同样广受欢迎，其中沈璟的《义侠记》和

《埋剑记》极具江湖色彩，本意颂扬忠孝节义的《琵
琶记》《香囊记》《伍伦记》等曲本，晚明士人对其进

行了更加符合市民审美的改编创作。 时事戏曲题材

也广受关注，如汲古阁刊刻的《鸣凤记》，揭示了杨

继盛与严嵩的斗争，《蕉扇记》记录了万历时期苏州

爆发的葛成领导市民反对税使太监的斗争，后来张

岱认为之前曲本皆不完整并有失实，由此另创《冰
山记》，《冰山记》曾在“城隍庙扬台，观者数万人，台
址鳞比，挤至大门外”，演出效果“汹汹崩屋”。⑦可

见时事戏曲的影响巨大。 值得一提的是，复社在南

京令阉党余孽阮大铖倒台之后，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
“秋七月，社中诸君子同集于刘鱼仲（履丁）河房看

怀宁《燕子笺》传奇”，众人“奋袖激昂”，纷纷“戟髯

大噱”。⑧《燕子笺》本是爱情题材，只因阮大铖所

作，竟引起众人“奋袖激昂”，也可见时事戏曲深入

人心。
２．插图更趋精致雅趣

晚明坊刻戏曲大多配有插图，以达到直观显现

舞台表演的目的。 晚明发达的坊刻使得曲本插图日

益精致，原本修饰文字的装点功能渐弱，补充文字的

解释功能渐强。 “从左图右文到上图下文，插图形

式有嵌入式、单面方式、双面连式和月光式，插图位

置从文中转向卷首，插图与剧本逐渐疏离。”⑨戏曲

本身就是在场观看的视听综合体验，插图对现场的

表现力是文字无法取代的，尤其是晚明开始大量使

用彩色套印技术，湖州闵齐伋刻印的《琵琶记》和

《会真六幻西厢记》就是朱墨套印本，极大地渲染出

戏曲的思想意图。
随着插图趋向精致雅趣，插图在曲本中的地位

不仅逐渐独立，而且超越文字。 以坊刻戏曲最为昌

盛的万历年间为例，初期开始出现单面插图，单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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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页面几乎没有文字，完全通过插图传达戏曲内涵，
仅在插图的适当位置加上几句联语作为注解。 中期

插图即使不是单面独立呈现，也是位于页面右上方，
以求视觉表现最好，尤以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杭州

起凤馆刊刻的《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万历二十七年

刊刻的《重校玉簪记》、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杭州容

与堂刊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为代表。 末

期插图更加精美，甚至一些知名画家专门受雇于坊

刻，比如陈洪绶多次参与《西厢记》的绘制，他在崇

祯十二年（１６３９）绘制的《张深之正本西厢记》附有

《窥简》插图，以崔莺莺暗藏屏风后刻画人物的内心

世界，已经完全脱离曲本的文字内容。 这种插图逐

步脱离具体戏曲情节的现象在万历后期屡见不鲜，
插图作者的主观意图开始融入曲本自身，图像开始

对文字具有一定程度的价值延伸。
３．评点增值文化内涵

晚明坊刻戏曲曲本不仅增饰插图，而且拓展内

容，评点成为填入戏曲的文化附加值。 比如弘治十

一年（１４９８）北京金台岳氏本的《新刊大字魁本全相

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不仅有上图下文的页面设

计，而且附有诗词、评议、注释等内容。 万历以后坊

刻戏曲增加评点成为常态，在插图的价值延伸之外，
评点内容完全是评点作者的肆意表达，既能结合戏

文，又可天马行空，进一步增加全新的文化价值，使
得曲本可以不断创新，持续获得市场青睐。 相比插

图的精致雅趣，评点则是思想独立，明末苏州书商袁

无涯假托李贽曾言：“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
开览者之心也。”⑩求新求奇的世俗文化迫切需要知

名文人参与评点，各大书坊在广阔市场的刺激下，积
极邀请社会名流参与。 评点的文化价值影响有时比

插图更大，晚明坊刻借助社会名流的市场影响力，大
肆出版评点曲本，如果邀请不到本人，则干脆“但借

名字，便尔称佳。 如假卓老、假文长、假眉公，种种诸

刻，盛行不讳”。 这种“胡圈乱点涂人目，漫假批

评玉茗堂”的“坊间伎俩”难辨真伪，只要广大士

民“翕然艳之”，书坊必将无所不能。 书坊为了迎合

市场，出版了大量坊刻戏曲，这些坊刻著作不仅令当

时的书商获利，还将晚明戏曲的文化遗产传至今日。
４．图文精良体现文化遗产价值

雕版印刷是用刀具在木板上雕刻文字或图画，
有鲜明的刻痕条纹，再用各种颜料在纸、绢、布等材

料上印刷装订，形成图籍或图板，有单色、套色等多

种制品。 雕版印刷技术自诞生以来，历经 １３００ 余

年，虽然其间又发明了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和铅

活字等，但雕版印刷技术并未被活字印刷所完全取

代，而是为此后的历代所传承并发扬光大，技术得到

进一步提高，种类更加繁多，其创造的文化成果更加

丰富多彩。 晚明坊刻戏曲制作精良，印刷精美，正是

得益于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 晚明坊刻戏曲的典型

特征可以简要总结为“图文并茂”。 图文搭配的表

现形式自古就有，所谓“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

偏废”。 曲本是舞台表演的“不在场重现”以及文

化价值的“开放性累加”，“为索观者多，借剞劂以代

笔札耳。 特不用像，聊以免俗”。既然曲本是不在

场的重现，插图则是必须而不是唯一，只不过观赏曲

本的大多是看不起现场表演的“俗”人大众，因此

“曲争尚像，聊以写场上之色笑，亦坊中射利巧术

也”。 “是本原无图像，欲从无形色处想出作者本

意，固是超乘”。若要满足舞台表演的在场性体验，
图文并茂是最基本的要求，创作者必须发挥主观想

象，以插图刺激视觉，以戏文仿拟听觉，不断累加曲

本的文化价值，以求不在现场的观众能够尽情想象，
晚明曲本可谓最早的视听语言的艺术尝试。

清代重刻天启年间清晖阁初刻的《牡丹亭》时，
批评初刊本仅有戏文而“不取绣像”，认为“左图右

书，自古有之，今为增补”，俨然将世俗的坊刻戏曲

与经典的河图洛书相提并论。 由是观之，图文并茂、
制作精美的晚明坊刻戏曲刊本流传至今，具有了独

特的文化遗产价值。

三、晚明坊刻戏曲对市民文化取向的影响

图文互动的坊刻戏曲改变了现场观剧的艺术形

式，将实景演出固化为图文并茂的视听语言，观众可

以足不出户就能欣赏戏曲故事。 晚明坊刻戏曲在

“可以计量的各个门类中当居于首位，而当时的超

级畅销书中，南曲神品的《琵琶记》有刊本七十多

种，北曲压卷的《西厢记》至少便有五十余种”。
坊刻戏曲凭借世俗化的题材以及图文互动的特征，
有力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广泛传播，参与建构了早期

的大众传媒，决定了市民文化取向的转变。
１．曲本风格转向对市民文化取向的影响

元杂剧的繁荣使得当时的坊刻已经刊印诸多曲

本，“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

之”，可见元代刊刻曲本的数量之巨。 明太祖颁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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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本的主要动机是社会教化，在严禁刊刻“淫词艳

曲”的同时，倡导“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

皆有；高明 《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

无”。 由于明初严格的文化政策，使得当时坊刻戏

曲的种类很少，这也与嘉靖之前戏曲创作呈现出的

文人化趋势有关。元末明初进士高明创作《琵琶

记》，成化年间丘浚创作《伍伦记》，嘉靖年间李开

先、汪道昆等士人开始加入戏曲创作，“鄙俚浅近”
的宋元曲风由此改为“阳春白雪”，发展到明晚期，
这类创作与世俗化社会显得格格不入，“曲以载道”
与娱乐消遣的大众需求完全背离，书坊当然不会刊

刻广大士民不能接受的戏曲类型，正如何良俊讽刺

高明，“是一篇好赋，岂词曲能尽之”，徐渭批评丘

浚《伍伦记》的续作《香囊记》为“以时文为南曲”，
极力主张“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
皆喻，乃为得体”。到了万历年间，陈腐时文的教化

取向转为雅俗共赏的世俗取向，在社会商品化的大

背景下，戏曲创作风格发生转向，偏向于世俗化的戏

曲创作和坊刻戏曲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引导大

众的文化欣赏方向发生转变。
２．世俗文化传播对市民文化取向的影响

面向市场的坊刻戏曲经过文人的世俗化改造之

后，通过图文并茂的精心编辑与精致刊印，晚明戏曲

的受众群体开始超出士人阶层，逐步走向平民阶层。
坊刻大量出版的市场图书使得曲本价格降至很多平

民都能负担的水平，比如“建阳出版的《新调万曲常

春》售价是 ０．１２ 两”，到了“明末以后，书价下跌，
书籍相当普及，成了大众化商品”。 坊刻戏曲在广

大城镇广泛传播了世俗取向的社会文化，坊刻戏曲

对市民文化的影响毋庸置疑。
晚明很多院本戏曲都是描写男女之情，这种千

篇一律的内容显然是为了迎合大众审美，大力推动

晚明社会的世俗化倾向。 一些文人将这些原本难登

大雅之堂的东西奉为圭臬，后世批判晚明社会崇尚

世俗，士大夫背离安贫乐道的颜回之乐，实有一番道

理。 只是还应该看到，以坊刻戏曲为代表的世俗文

化“尤宜俗宜真， 不可着一文字与扭捏一典故

事”。 庙堂之上的戏曲艺术原本局限于士大夫阶

层，正是坊刻戏曲将通俗写实之风的作品进行了推

广，使之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３．看戏和读戏方式对市民文化生活的影响

晚明士人群体十分追求生活享受，尤其是数量

众多的生员群体，他们暂时无法进入仕途，却又乐于

市民文化。 朱国祯统计“今天下府、州、县学，其大

者，生徒至一二千人，而小者至七八百人，至若二三

百人而下，则下县穷乡矣”，顾炎武认为“合天下

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足见晚明戏

曲的潜在消费群体之数量庞大。 广大士人与平民构

成晚明坊刻戏曲的庞大消费群体，而明代面向平民

的地方社戏大多在神庙前演出，还要受到节令限制，
为了充分满足日常需求，士大夫创作的剧本越来越

多地走向刻本。 “读剧本，与看舞台上演，其感受大

不相同”，戏曲刻本使得有能力又有兴趣的各个阶

层不仅到现场热闹地看戏，还能细细地品味读戏。
从这一角度来说，坊刻戏曲的大量出版，引导了市民

的文化兴趣和方向。

四、结语

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繁荣和社会内部结构

变化的推动下，市民阶层逐渐形成，而市民文化亦随

之兴盛起来。 随着城市文化的繁荣，一些家境殷实、
文化程度较高的市民阶层对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
积极参与到各种文化活动、文学创作之中，文风文体

与明前期迥然有别，创作出许多不同形式的文化成

果，坊刻戏曲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成果

丰富着市民文化的内涵，显示出生动活泼、不拘一格

和题材多样的特点。
晚明的市民文化，冲破传统伦理教条，充分体现

个人价值。 在当时的戏曲作品中，多以普通的市井

小民、工商业者等为写作对象，以翔实细腻的笔法描

述他们的生活情趣、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生动具

体，不拘一格。 在市民文化中，对普通百姓的生活特

点、“七情六欲”以及他们对金钱和物质生活财富的

追求，有着大量描述，突破传统儒家思想“贵义贱

利”义利观的束缚，公开宣扬人们对“情” “欲”的渴

求。 在晚明许多文学戏曲作品中，都以此为题材而

开展创作。 印刷技术的发展，坊刻戏曲的大量出版，
引导了市民文化的发展方向，对明代城市市民阶层

的文化取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晚明时期坊刻戏曲所代表的市民文化，虽然还

带有浓厚的传统儒家思想印痕，还不能摆脱这一思

想文化体系的桎梏，也没有力量形成一种新的文化

理论体系，但它却在冲击宋明理学的权威、突破唯儒

独尊的儒家圣贤地位、强调人欲和个性追求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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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宣扬人们对美好物质生活的向往等方面，起到了

先驱作用，也对明末清初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形成，奠
定了一定的文化基础，而其流传至今的大量刊本，也
成为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晚明坊刻戏曲和市民文化作品流传至今的大量

刊本，成为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其得以传播的一个

重要载体是雕版印刷技术。 雕版印刷技术的问世，
大大加速了人类传播、推广文化的速度，促进了文化

多样性，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活力，在人类社会

进步和提高文明程度上具有重要作用。 它对文化传

播，促进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及融合方面，
亦有着重要意义。 晚明时期坊刻戏曲之所以兴盛，
除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原因之外，市民文化的兴

起和取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雕版印刷技术为

之提供了传承手段。 晚明时期坊刻戏曲中的曲目，
流传到清代、民国乃至今日，仍为国家和研究者所重

视，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和喜好，不断传唱欣赏，丰富

着人们的文化生活，所以，雕版印刷这项技术，至今

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目中的一项，得到了薪火相传，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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