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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戏曲创作题材非常广泛ꎬ晥籍戏曲家的创作涉及宗教题材、婚恋爱

情、历史故事和文人题材ꎮ 虽然范围广阔ꎬ涵盖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ꎬ但缺少时事题

材剧ꎬ内容多因袭少独创ꎬ文化理念上先后受程朱理学和明朝中后期人性解放的进步思

潮的影响ꎬ形成了晥籍曲家创作的具体特色ꎬ决定了安徽戏曲虽然不是一流但也不容忽

视的特殊地位ꎮ
〔关键词〕明代ꎻ晥籍ꎻ戏曲ꎻ题材

一般把作家用以体现作品主题的素材叫做题材ꎮ 对戏曲创作来说ꎬ写什么

内容ꎬ选什么素材ꎬ表达什么主题ꎬ反映出戏曲家的内心世界及对社会生活和现

实世界的感悟思考ꎮ 明代戏曲创作题材非常广泛ꎬ作为剧坛的生力军之一ꎬ晥籍

戏曲家的创作内容也同样复杂而丰富ꎬ值得引起戏剧文学研究者的关注ꎮ

一、丰富多样的题材范型

明初ꎬ戏曲理论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将元及明代的杂剧分为“神仙道

化”、“隐居乐道”、“披袍秉笏”(“君臣杂剧”)、“忠臣烈士”、“孝义廉节”、“叱奸

骂谗”、“逐臣孤子”、“钹刀赶棒”、“风花雪夜”、“悲欢离合”、“烟花粉黛”、“神
头鬼面”十二科ꎬ即十二种戏曲题材ꎮ 明代安徽涌现了众多戏曲作家ꎬ这其中既

有天皇贵胄的宁献王朱权、周宪王朱有燉ꎬ又有身居官位的汪道昆、阮大铖、汪廷

讷、王济ꎬ还包括终身布衣的梅鼎祚、佘翘和郑之珍ꎬ他们的创作涉及宗教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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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爱情、历史故事和文人题材ꎬ范围广阔ꎬ涵盖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ꎮ
１、宗教题材———由证佛悟道至因果报应

安徽的宗教题材剧可以分为两类ꎬ即明初的神仙道化剧和明中期的目连戏

所代表的因果报应剧ꎮ 明初ꎬ统治者倡导程朱理学ꎬ对戏曲演出采取高压强权政

策ꎬ实行严厉的控制ꎬ朱元璋在«大明律»中明文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ꎬ不
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ꎮ” 〔１〕 后来甚至规定军官军人如果学

唱戏就要割了舌头ꎮ〔２〕一边颁布如此严厉的禁戏法令ꎬ一边为了发挥其“教化”
的功能ꎬ又在一定范围内颇多倡导ꎬ如朱元璋将高明«琵琶记»比作珍馐佳肴ꎬ认
为“贵富家不可无”ꎬ并“日令优人进演” 〔３〕ꎮ

在这样的限制之下ꎬ明初的杂剧题材范围狭窄ꎬ神仙道化、佛道度脱剧就成

为主要的戏剧范型ꎮ 早在杂剧成熟时期的元代ꎬ宗教就已依附于戏曲这一载体

宣扬教义ꎬ最典型的就是度脱剧ꎮ 明朝初年ꎬ宗室成员、安徽凤阳人朱权和朱有

燉的创作促成了明初神仙道化剧的繁荣ꎬ朱有燉的神仙道化剧数量很多ꎬ质量也

较高ꎮ 中后期休宁人汪廷讷热衷求仙问道ꎬ信奉鬼神之说ꎬ也作有«长生记»«同
升记»二部度脱剧ꎮ 朱权的杂剧«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其实是作者度脱修道的自

传ꎬ剧中的冲漠子实是作者的化身ꎬ在出世之悟中表达自己的敛退心态ꎬ以消除

明成祖朱棣的猜忌ꎬ同时流露出对人生的感伤ꎮ 宪王朱有燉被日本学者青木正

儿称为“明代第一杂剧作家” 〔４〕ꎬ其作品直到晚明仍在中原地区广为传唱ꎬ风靡

一时ꎮ 他的 ３１ 种杂剧多是神仙道化剧ꎬ其中«慧禅师三度小桃红»、«紫阳仙三

度常椿寿»、«东华仙三度十长生»、«李妙清花里悟真如»、«小天香半夜朝元»均
为度脱剧ꎬ与传统的羽化登仙的出世主题不同ꎬ虽是模仿元度脱剧而来ꎬ但是元

代神仙道化剧所蕴含的愤世的神韵和批判精神已不复存在ꎬ取而代之的是粉饰

太平、教化补世ꎮ 像被度脱者名妓小天香虽出倡优之门ꎬ而能守寡不嫁ꎬ节义双

全ꎬ所以能悟道成仙ꎮ 剧中还安插了许多庆赏、宴会、祥瑞的场面ꎬ“借神仙题材

增加节令贺寿的欢乐祥和与雍容华贵”ꎮ〔５〕 这类剧作题材单一、内容雷同ꎬ透过

宗教的表象ꎬ能够发现作家只是借度脱形式宣扬教化、惩戒人心、歌功颂德ꎬ并借

此消除统治者的疑忌ꎮ
因果报应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ꎬ明代的因果报应剧当以安徽祁门人

郑之珍编撰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为代表ꎬ宣扬忠孝节义等纲常伦理ꎮ 目连救

母这一故事本源于佛经ꎬ在民间广泛传播ꎮ 郑之珍将久已流传的目连故事集中

起来形成一部戏曲作品ꎬ宣扬忠孝节义等纲常伦理ꎬ是目前明代以前唯一存世目

连戏完整剧本ꎬ成为后世目连戏的模式ꎬ影响了几百年ꎮ 全剧共 １０３ 出ꎬ分上、
中、下三卷ꎬ规模宏大ꎬ讲述了目连千辛万苦救母出地狱ꎬ全家得以超脱ꎬ得到玉

帝褒奖封赏的故事ꎬ以情节曲折、内容丰富、曲辞通俗而吸引观众ꎮ 它“将以往

的各种目连故事串缀其中ꎬ前后照应ꎬ汇为一部以‘救母’为主干情节的戏曲ꎮ”
剧中融合了宗教、民俗、艺术等多种成分ꎬ“不仅是明中叶以前长期流传的目连

故事的集大成者ꎬ也是明中叶以前目连文化的集大成者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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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文人题材———由理学至上至风雅情怀

什么是文人剧ꎬ“顾名思义ꎬ所谓文人剧就是以文人生活为题材并由文人创

作的戏剧ꎮ” 〔７〕这就意味着不仅作品的主人公或主要人物必须是文人ꎬ而且是历

史上真实存在并非虚构的人物ꎮ 与元杂剧的作者多为书会才人不同ꎬ明代剧作

家大都是有较高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ꎮ 他们自然把关注的目光从帝王将相或英

雄豪杰转向了与自己身份一致的文人ꎬ以前代文人为主人公ꎬ取材于他们的生平

遭际或日常生活ꎮ 现存的明代文人题材杂剧有三十余部ꎬ安徽的文人剧虽绝对

数量不多ꎬ却也占了相当的比重ꎬ同时贯穿了整个明代ꎮ 前期有朱权的«私奔相

如»、朱有燉的«庆朔堂»、«乔断鬼»和«踏雪寻梅»ꎻ中后期以歙县汪道昆«大雅

堂乐府»中的«高唐梦»、«远山戏»、«洛水悲»、«五湖游»为代表ꎮ
«卓文君私奔相如»题材因袭前人ꎬ叙述司马相如题桥言志、琴挑文君、二人

私奔、驾车遁逃、当垆卖酒、千金买赋、夫妻荣归等种种情节ꎮ 元代关汉卿等人也

写过ꎬ但是朱权本着儒家观念对故事情节加以改动ꎬ在讲述这个违背礼法的私奔

故事时ꎬ虚构了一段二人私奔时文君为相如亲自御车的情节ꎬ并说出“男尊女

卑ꎬ理之常也ꎻ夫唱妇随ꎬ人之道也ꎮ”这一细节反映出程朱理学的影响ꎬ加上忠

君报国的司马相如的形象ꎬ正能发挥戏曲教化人心的教育作用ꎮ 但同时他对主

人公的文士风流和私奔行为又是比较欣赏的ꎮ 这些反映出作家对自由爱情和儒

家礼法立场的矛盾ꎮ
朱有燉笔下的文人形象也一样渗透了儒家思想ꎮ «乔断鬼»的主人公满腹

文章的伴读徐行因为自己钟爱的古画为裱画匠所夺ꎬ便愤慨而死ꎮ 如果说徐行

是反面形象ꎬ那么就与«踏雪寻梅»中的孟浩然这一作家精心塑造的正面形象形

成对比ꎮ 徐行酷爱古画ꎬ不思进取ꎬ玩物丧志ꎬ无涵养识量ꎮ 孟浩然以梅为友ꎬ踏
雪寻梅ꎬ有道德操守ꎬ同时志怀高远ꎬ有儒家兼济天下之志ꎮ «甄月娥春风庆朔

堂»以“妓籍一小鬟”甄月娥为女主人公ꎬ讲述了她和男主人公范仲淹有情人终

成眷属的故事ꎮ 作家依然秉持“节妇孝子、劝人为善”的创作初衷ꎬ极力褒奖守

节的女主人公ꎬ自觉承担教化的职责ꎮ
中晚明时期ꎬ王学左派兴起ꎬ逐渐取代程朱理学ꎬ文人剧基本告别了宣扬正

统道德的教化主题ꎬ借古人之口抒发文人情怀ꎬ展示文人的精神生活ꎬ充分表现

文人情趣ꎮ 汪道昆«高唐梦»写宋玉为襄王梦见神女事作赋ꎬ以宋玉自喻ꎬ表达

相知之乐、分离之悲ꎮ «远山戏»取材于汉宣帝时京兆尹张敞亲笔点彩ꎬ为夫人

画眉的故事ꎬ表现士大夫的闲情逸致ꎮ «五湖游»写范蠡与西施泛舟五湖时ꎬ偶
遇渔翁夫妇ꎬ从渔歌中顿悟ꎬ遂避世逃名ꎬ表达功成身退、绝意功名利禄的文人情

怀ꎮ «洛水悲»写曹植与洛水神女甄后相遇后作«洛神赋»ꎮ 这几部杂剧所写的

都是历史上文人的风雅故事ꎬ没有什么现实意义ꎬ表现出文人悠闲自在的生活情

趣ꎬ与明代中叶文人的情趣相吻合ꎮ 汪道昆的杂剧虽然数量不多ꎬ一共只有四

部ꎬ然而却在戏曲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ꎮ 他的杂剧没有什么复杂的故事情节ꎬ抒
情性强ꎬ情境优美ꎬ令人回味ꎮ 他不仅在内容上将其作为抒怀言志的手段ꎬ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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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上加以革新ꎬ不再是一本四折ꎮ «大雅堂乐府»均为一折一本戏ꎬ短小的体

制适应了作家抒发情志、淡化情节、强化抒情的需要ꎮ 在朱有燉轮唱合唱变革的

基础上ꎬ他的杂剧“较早地采用并丰富了南杂剧的形式ꎬ是已经相当成熟的南杂

剧” 〔８〕ꎬ对南杂剧的形成做出了积极贡献ꎮ 早在 １９３２ 年ꎬ郑正铎先生就已经注

意到汪道昆在体制上的创新ꎬ并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予以高度评价ꎮ〔９〕

３、历史题材———由奖善惩恶至不平则鸣

历史剧以历史上的政治、军事、重大事件和人物命运为主要表现内容ꎬ往往

从历史故事或史传作品中选取素材ꎮ 我国古代一直以来的重史传统为戏剧提供

了肥沃的土壤ꎬ历史与戏剧有机结合起来ꎬ作家在记录时代风云变迁的同时抒情

写意ꎬ寄托自己的人生感受ꎬ曲折地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观点和评价ꎬ以史为

镜可以以古鉴今ꎬ起到垂戒世人的作用ꎮ «大明律»中规定“不许装扮帝王后妃、
忠臣烈士”ꎬ这一限制缩小了创作范围ꎬ实际限制是为了利用ꎬ后来朱权的杂剧

十二种中已经公然列入了“君臣杂剧”和“忠臣烈士”ꎬ表明统治者已经逐渐放松

限制ꎮ 明代历史题材的小说和戏曲作品都很丰富ꎮ 安徽曲家的作品包括早期属

于宫廷历史剧的朱有燉所创«豹子和尚自还俗»、«黑旋风仗义疏财»、«关云长义

勇辞金»和中后期王济传奇«连环计»、佘翘所著传奇«量江记»以及汪廷讷«天
书记»和«三祝记»ꎮ

«豹子和尚»«仗义疏财»两剧均取材于水浒故事ꎬ以梁山好汉鲁智深、李逵

为主人公ꎮ «豹子和尚»的鲁智深在僧人与落草间徘徊ꎬ终为全兄弟之义重新落

草ꎻ«仗义疏财»歌颂了李逵除暴安良、仗义疏财的侠义精神ꎬ李逵直率豪爽的性

情毕现ꎮ «义勇辞金»取材«三国»ꎬ与元无名氏«关云长千里独行»题材相同ꎬ描
写关云长挂印封金、辞别曹操寻找刘备的故事ꎬ但主题却由渲染桃园结义兄弟情

转变为忠义之诚ꎬ反映了作者立场ꎮ 这部明代关公戏的代表不吝笔墨地张扬关

羽的忠义人格ꎬ正如剧前小引所表明的“欲扬其忠义之大节”ꎬ而且把关羽的忠

君始终置于兄弟结义的感情之上ꎬ反映了儒家正统思想ꎮ
«连环计»同样取材于三国ꎬ与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一样ꎬ敷演王允

用连环计除掉奸雄董卓即“吕布戏貂蝉”的故事ꎮ 三国故事一直是戏曲的主要

题材ꎬ“连环计”故事更因为契合人们关于英雄美人故事的心理而备受青睐ꎮ 剧

中以董卓擅权谋逆因此人人得而诛之的情节来宣扬君臣道义思想ꎬ反映了明代

文人在文化专制高压和长期理学熏陶下的心态ꎮ 与杂剧相比ꎬ传奇«连环计»既
有曲折生动的情节ꎬ同时人物形象更加丰满鲜明ꎬ将貂蝉塑造为深明大义、机敏

智慧、重情守义的完美女性形象ꎮ
汪廷讷的传奇«义烈记»与«三祝记»分别取材于«后汉书»和«宋史范仲

淹传»ꎬ两部作品所选择的历史素材中均包含了忠奸斗争的内容ꎬ作品对权奸尤

为着力刻画ꎬ«义烈记»揭露了东汉党锢之祸的残酷ꎬ讴歌忠臣义士ꎮ 与«鸣凤

记»一样ꎬ寄寓了晚明时期独有的“反权奸”主题ꎬ反映了晚明时期政治中的忠奸

斗争直接影响到了文学创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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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万历年间活跃的晥籍戏曲作家ꎬ铜陵人佘翘取材于«宋史»中的«樊叔

清传»创作了«量江记»ꎬ甚至剧中其它人物的事迹也引自«宋史»ꎮ 虽然佘翘的

剧作很少ꎬ但«量江记»却是一部受到剧坛肯定的“词调俱工一胜百矣” 〔１０〕 的佳

作ꎮ 剧作写池州人樊若水学成文武后欲投效南唐一展抱负而遇奸人阻挠ꎬ落魄

之际转投宋主赵匡胤获得重用终于建功立业ꎬ表达由奸佞当权致文人怀才不遇

时命不济的主题ꎬ“指望宴琼林看杏花ꎬ又谁知垂首泥沙ꎮ”佘翘自己屡试不第ꎬ
樊若水的悲叹实是借他人酒杯ꎬ浇自己块垒ꎬ正如元曲«荐福碑»唱词:“这壁拦

住贤路ꎬ那壁又挡住仕途ꎮ 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ꎬ越痴呆越享痴呆福ꎬ越糊

突越有了糊突富ꎮ”
明前期的历史剧延续了元代后期的伦理教化剧ꎬ取材历史上的忠臣义士ꎬ反

映全忠全孝的理想人格ꎬ重奖善惩恶的教化ꎮ 晚明的历史剧“不平则鸣”ꎬ将愤

懑之情借历史人物倾泻于笔下ꎬ以史写心ꎬ借历史题材酣畅淋漓地一抒胸中抑郁

不平之气ꎮ
４、婚恋题材———由高台教化而重“情”颂“情”
婚姻爱情历来是文学作品的主题ꎬ戏曲也不例外ꎮ 朱权的分类中“风花雪

夜”、“悲欢离合”、“烟花粉黛”这三类都属爱情题材ꎮ 明朝戏曲中ꎬ婚姻爱情题

材的数目最多ꎬ最受民众喜好ꎬ艺术性也最高ꎮ 安徽戏曲家也非常热衷于创作此

类作品ꎬ明初有朱有燉«香囊怨»、«曲江池»、«烟花梦»、«辰钩月»等杂剧ꎬ明中

叶梅鼎祚作杂剧«昆仑奴»和传奇«玉合记»、«长命缕记»ꎬ汪宗姬所作今已不存

的«丹管记»ꎬ晚明包括汪廷讷«彩舟记»、«投桃记»、«狮吼记»及阮大铖的«燕子

笺»、«春灯谜»、«桃花笑»、«双金榜»、«赐恩环»等ꎮ
朱有燉的几部作品均可称为“烟花剧”ꎬ充分发挥了戏曲“高台教化”的作

用ꎬ塑造出刘盼春、李亚仙、兰红叶等一群出身娼门的贞洁烈女ꎬ徐子方先生指

出:“朱有燉凭着剧作家的敏感ꎬ将目光较多地投向了身处下贱的风尘妓女ꎬ关
注她们的痛苦ꎬ努力开掘被世俗尘垢掩盖着的真实内心ꎬ体现了一定的人道主义

和现实精神ꎮ”尽管对妓女们的不幸满怀同情ꎬ但“他又自觉不自觉的担当起统

治集团一员的道德说教的角色ꎬ教化妓女通过不同的途径脱离苦海深渊ꎬ从而最

终为伦理社会所接受ꎮ” 〔１１〕更有甚者ꎬ朱有燉创作«辰钩月»这部翻案之作ꎬ目的

就是为了保全太阴嫦娥的贞洁ꎬ生生将一部美好的爱情剧改写成为嫦娥正名的

道德剧了ꎬ教化色彩极为浓郁ꎮ
宣城人梅鼎祚是明代中晚期的文辞派戏曲大家ꎬ杂剧«昆仑奴»塑造了红绡

这个敢于追求爱情的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ꎬ表现了对自由爱情的肯定ꎮ «长命

缕记»作于梅氏晚年ꎬ讲述世家公子单英符和青梅竹马的邢春娘的爱情离合ꎮ
«玉合记»是他的首部传奇ꎬ改编自唐人小说«柳氏传»ꎬ在改编流传已久的“章台

柳”故事时强化了“情”的主题ꎬ反映了晚明的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想ꎬ开启了戏曲

由重道德教化向张扬个性的转变ꎬ也对当时传奇的创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梅鼎祚在戏曲创作中写‘情’颂‘情’ꎬ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积极意义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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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期ꎬ王学左派思潮极大地冲击了程朱理学ꎬ影响到文学创作ꎬ便是对

“情”的肯定和歌颂ꎬ爱情题材的创作兴盛一时ꎬ可谓“十部传奇九相思” 〔１３〕ꎮ 休

宁人汪廷讷的戏曲创作也充分体现了晚明的文学精神ꎮ 他的«投桃记»和«彩舟

记»的选材都是出自冯梦龙«情史»的爱情故事ꎬ在写作中都突破了封建礼教的

藩篱ꎮ «投桃记»写书生潘用中与兵部侍郎之女黄舜华因笛生情ꎬ黄舜华面对当

朝国舅的逼婚誓死不从ꎮ «彩舟记»是商人之子江情与太守之女吴小姐船阻江

上ꎬ二人凭窗对视ꎬ因目成情ꎬ两剧的主人公均是私定终身ꎬ但作品对青年男女违

反封建礼教的大逆不道行为却持赞扬和歌颂的态度ꎮ 尤为可贵的是ꎬ商人之子

竟然得到了官宦之女的爱情ꎬ看起来并不门当户对ꎬ这就“带有了市民爱情观的

色彩ꎬ具有晚明社会的时代特征”ꎮ〔１４〕

安庆怀宁人阮大铖的戏曲创作成就很高ꎬ是骈绮派后期代表之一ꎮ 阮大铖

的风情剧深受“主情”进步思潮的影响ꎮ «燕子笺»讲述了唐朝时期书生霍都梁

与名妓华行云、官宦小姐郦飞云的曲折爱情故事ꎮ «春灯谜»叙述宇文彦兄弟和

韦氏姐妹两对男女的颠倒姻缘ꎮ «燕子笺»中ꎬ世家出身的举子霍都梁对“上厅

行首”华行云毫无轻视之心不离不弃ꎬ华行云执着于爱情并敢于争取ꎬ矢志不

移ꎬ体现了追求爱情自由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ꎮ 尚书千金郦飞云只因一幅错拿

的春容画而动了春心ꎬ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一样ꎬ反映出深受封建礼教束缚

的青春少女对爱情的渴望ꎮ 阮大铖运用误会巧合等技巧发展了才子佳人风情剧

的情趣化倾向ꎬ直接影响了清初戏曲家李渔的创作ꎮ
安徽曲家的爱情题材剧由明初的重道德教化到中晚期一变而为重情ꎬ正是

社会思潮深刻影响了文学思潮的反映ꎮ 尽管没有达到«牡丹亭»的思想高度ꎬ没
有达到“至情”境界ꎬ但安徽曲家受到晚明文学和文化思潮的主“情”观念影响ꎬ
步追时代新潮是显而易见的ꎮ

二、安徽戏曲题材的特点

１、题材范围广阔ꎬ宗教色彩浓厚

如上所述ꎬ无论以朱权所作的十二科分类标准衡量ꎬ还是与当时全国的剧坛

相比较ꎬ安徽的戏曲题材种类的丰富都不遑多让ꎮ 广阔的题材范围、丰富的故事

情节使人无法忽视安徽戏曲的存在ꎬ但安徽戏曲多围绕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挖掘

素材ꎬ缺少如«鸣凤记»这样表现当代重大政治事件、针砭时弊的时事政治剧ꎬ这
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ꎮ 时事题材剧聚焦于当时的政治事件ꎬ向现实生活取材ꎬ采
撷重大新闻ꎬ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战斗精神ꎬ也是传奇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但是“明代安徽戏曲音乐主要是写男女爱情、历史故事、民间传统等内容偏多ꎬ
而反映政治题材的较少ꎮ” 〔１５〕值得注意的是ꎬ安徽戏曲的宗教色彩却十分浓厚ꎬ
朱权在«太和正音谱»甚至将同属宗教题材的“神仙道化”、“神头鬼面”分列为

不同的二科ꎬ“神仙道化”是道教度脱剧ꎬ朱权甚至将它列为十二科之首ꎬ“神头

鬼面”即为神佛剧ꎮ 这些宗教题材的剧目包含群仙贺寿、佛道度脱、神魔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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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轮回等等宗教内容ꎮ 剧作家朱权、朱有燉、汪廷讷、郑之珍都有儒释道三教

合一的思想性格ꎬ本身就倾仙慕道ꎬ有浓厚的避世归隐思想ꎬ汪廷讷痴迷于求仙

正道ꎬ甚至最终看破尘世ꎬ走上了出家之路ꎬ不知所终ꎮ 朱有燉的群仙庆寿剧风

行一时而且影响深远ꎬ晚明郑之珍的«目连救母»更直接以佛教人物为题材ꎬ儒
释道三教融合ꎬ宣扬因果报应ꎬ它受到佛教的巨大影响不言自明ꎮ 即使不是宗教

题材的作品ꎬ也有很多剧作内容包含因果报应、仙佛显灵、鬼魂托梦的宗教情节

和人生无常、宿命出世的宗教思想ꎮ
２、多因袭少独创ꎬ重历史轻现实

安徽曲家在创作中多从史传文学、传奇小说、民间传说取材ꎬ重历史轻现实ꎬ
多因袭而少独创ꎮ «私奔相如»、«远山戏»取材于«汉书»ꎬ«义烈记»来自«后汉

书»ꎬ«量江记»和«三祝记»取自«宋史»ꎬ«义勇辞金»和«连环计»是三国故事ꎬ
«豹子和尚»、«仗义疏财»来自于水浒故事ꎬ«五湖游»范蠡事迹见于«史记»和
«吴越春秋»等史书ꎬ«目连救母»更是流传久远的历史故事ꎮ 唐人传奇以其曲折

离奇的故事情节成为另一个重要的题材来源ꎬ«昆仑奴»根据裴鉶的同名小说改

写ꎬ«玉合记»源于许尧佐«柳氏传»ꎬ«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则沿袭了白行简的

«李娃传»ꎮ 其中有些题材甚至已经过一再改编和搬演ꎬ如三国戏和水浒戏ꎬ凤
求凰的传说故事ꎬ«曲江池»在元代已有石君宝的同名杂剧和高文秀的«郑元和

风雪打瓦罐»二部ꎮ 考察以上作品的取材情况就能发现安徽曲家热衷于用现成

的故事ꎬ很少为舞台演出别出机杼创作全新的故事ꎬ更不用说关注和干预社会现

实ꎬ表现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ꎮ 当然ꎬ题材的因袭也是明代戏曲整体的倾向ꎬ并
不为安徽戏曲独有ꎬ这与崇元拟古的复古主义的文学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

联系ꎮ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ꎬ虽然因循模拟之风盛行ꎬ但也还是有阮大铖发挥想象

力的主观臆构ꎮ 阮大铖反对戏曲创作一味采用历史题材ꎬ认为这是“寄人篱下”
的ꎬ主张戏曲创作要有想象力ꎮ 他也实践了自己的戏曲主张ꎬ风情趣剧«牟尼

合»、«双金榜»无所依托ꎬ完全凭空杜撰ꎬ借助巧合和误会的手段营造出强烈的

戏剧冲突ꎬ悬念丛生ꎬ情节丰富ꎬ波澜起伏ꎬ也一改当时剧坛“十部传奇九相思”
的局面ꎬ在众多的安徽曲家中独树一帜ꎬ艺术特色鲜明ꎬ在当时就为识者推崇ꎬ也
受到广大观众喜爱ꎮ 阮大铖对戏曲创作题材的创新ꎬ使他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

就ꎬ成为明代后期皖籍曲家的代表ꎮ
３、理学与言情文学思潮的双重影响

中国文学素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ꎬ文人们总是执着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

“裨补时阙”ꎬ即使是只被视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也未能免俗ꎬ更何况

明初以儒立国ꎬ实行严苛的戏曲政策ꎬ加之身处“程朱理学”的故乡ꎬ晥籍曲家自

然深受这一文化环境的影响ꎬ创作了大量歌功颂德、劝善风世、人伦教化之作ꎮ
但另一方面ꎬ王学左派思潮于中后期风行全国ꎬ随着他们与其他地区文人如李

贽、汤显祖的广泛交游ꎬ安徽曲家敏锐地感受到人性解放的进步思潮ꎬ进而在作

品中反映人的丰富感情和自我意识ꎬ大胆地怀疑和挑战传统礼教ꎬ肯定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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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和正常欲望ꎬ宣扬爱情自由个性解放ꎬ热情地写“情”颂“情”ꎬ梅鼎祚还开导

了戏曲中的“主情”之风ꎮ 他们借历史上与自己人生经历相仿的文人或抒发自

己的理想与情怀ꎬ或展现文采风流ꎬ最大限度地抒情写意、发挥个性ꎻ他们笔下的

主人公再也不是像朱有燉«香囊怨»中刘盼春这样的贞洁妓女只是作为封建道

德观念的传声筒存在ꎬ没有血肉和个性ꎬ而是«玉合记»里的柳氏、«彩舟记»中的

江情和吴小姐、«投桃记»中的潘用中和黄舜华ꎮ 在情与理的交锋中ꎬ最终都是

情战胜了理ꎮ
通过对安徽戏曲的梳理考察ꎬ可以看出明代安徽戏曲题材广阔ꎬ但多儿女英

雄、悲欢离合ꎬ缺乏直陈其事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时事题材剧ꎬ同时宗教色彩浓

厚ꎻ各类题材的故事内容多取材于前代的史传或小说加工改编ꎬ因循模拟之风盛

行ꎬ但阮大铖充满想象力的构思结撰ꎬ表现出不落俗套的独创性ꎮ 在文化理念

上ꎬ晥籍曲家无法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ꎬ不可避免地受到理学思想束缚ꎬ同时也

能敏锐感受到人性解放的进步思潮ꎬ在婚恋题材和文人题材剧中表现人的丰富

感情和自我意识ꎬ宣扬爱情自由、个性解放ꎬ带有平民化色彩ꎮ 这一切形成了晥

籍曲家创作的具体特色ꎬ成为明代剧坛的一支生力军ꎬ他们的创作也呈现出独特

的风貌ꎬ决定了安徽戏曲虽然不是一流但也不容忽视的特殊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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