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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一的过程。

吕天成的《曲品》就较早地用“境”的概念评论戏曲作品。他对当时曲论家讨论的“当行”、

“本色”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果具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矣。”①

这里，他以“境态”的概念作为本色和当行的扭结点。他认为杂剧与传奇的区别在于“杂剧但摭

一事颠末，其境促；传奇备述一人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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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深或浅地触及到了人物性格。

在对人物形象和性格予以批评的同时，评点者还提出不少人物塑造的方法和手法。首先，

他们从审美者的视角着眼，要求人物塑造必须真实。李卓吾的评点，就有随处批以“真”字。“李

评”《荆钗记》第十出的出批还对不“真”提出批评：“模写玉莲处亦嫌过于老练，不似个不出阁

女子。”輦輶訛其次，他们从创作论的角度出发，注意到人物个性化的问题。陈洪绶评点的《娇红记》，

有两条眉批就是对作品写出人物个性的充分肯定：“各人说话便为各人写照”；“各人还它口

气，一字不滥用。近日作文，正苦不知此法。”輦輷訛陈氏的评点批评还对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给予

关注，《娇红记》第二十六出“三谒”，写王娇娘与申纯别后重会，她唱了一支［琐寒窗·前腔］，表

现了对申纯的浓情厚意，不像当初她见申纯时的唱词含蓄委婉，陈洪绶于此处眉批道：“初时

相别，妙在生语字字捱实；此后娇身已属生，生不虑娇，而娇语步步研实，情事曲至。”輧輮訛再次，评

点者还总结出了一些人物刻画的手法，如“李评”《西厢记》中，就有对“摹索”方法的总结：“《西

厢》文字一味以摹索为工，如莺、张情事，则从红口中摹索之，老夫人与莺意中事，则从张口中

摹索之。”輧輯訛这一“摹索”手法，一方面是北杂剧一人主唱体制带来的结果，另一方面，它又是通

过一个人物写其他人物的手法。陈继儒接受了李卓吾的这一总结，评批说：“全在红娘口中描

写莺莺娇痴、张生狂兴。”輧輰訛换言之，《西厢记》不仅通过红娘之口描写莺莺和张生，而且借第三

者的视角，将莺、张二人的形象、精神巧妙地刻画出来了。

其三，对情节设置的关注。

叙事文学作品要能够吸引读者，除了注重题材、人物塑造外，还要特别注重情节的设置与

安排。对于戏曲文学而言，由于其演出时空的限制，情节设置显得更为重要。明清戏曲理论家

已经明确地使用了“情节”的概念，“李评”《荆钗记》中就ᕡ痴

，

��

”



等评论家批评的热点。其中，在风格论上更有建树的当是孟称舜。

不同于以前的风格评论，孟称舜的《古今名剧合选序》輨輮訛》輨輮訛》》





脚角”、怎样“小收煞”、“大收煞”，他都从舞台整体艺术效果提出了具体要求。其次，对于具体

的舞台演出，李渔从观众接受的角度进行了方方面面的论述，从演员的唱曲、宾白、吐字、到服

饰、声容乃至锣鼓伴奏都予以充分的注意。舞台演出一棵菜，任何环节、任何手段都耍围绕总

体演出效果而出之，互相关联，配合默契。

围绕着“登场”的核心，李渔还进一步论述了作为舞台艺术的创作过程。除了文学剧本以

外，他提出了导演和演员两方面的理论：

（一）戏剧导演论

1. 导演的一般工作：第一，是选择剧本，《闲情偶寄○演习部》中“选剧”即被列为“第一”。

第二，是挑选演员，《闲情偶寄○声容部》“歌舞”一项专论了“取材”：“取材维何？优人所谓配角

色是也。喉音清越而气长者，正生小生之料也；喉音娇婉而气足者，正旦贴旦之料也，稍次则充

老旦；喉音清亮雨质朴者，外末之料也；喉音悲壮而略近噍杀者，大净之料也。至于丑与剧净，

则不论喉音，止取性情之活泼、口齿之便捷而已……’�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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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輪輰訛只有具备了良好的文化素养，才有较强的理解能力，能够把握所演人物性格。

第二，他指出，演员不单是在舞台上机械地唱曲、念白了事，而要了解剧本，理解所演人物

的性格和思想感情。他要求导演对演员“解明曲意”，实际上也要求演员“解明曲意”：“唱曲宜

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节也。解明情节，知其意之所在，则唱出口时，俨然此⸀

理解所演人物



笺记》第五出有一则眉批：“此处已为下面争馆荐馆张本矣，针线最密。”輫輯訛这里关于“针线”的批

语，是指大小戏剧事件的周密安排。“桥道”是指戏剧事件和情节的展现中虽不是最重要却又

必不可少的内容。如《魏仲雪批评投笔记》的第十出，写班超前往西域途中的情形，这是班超英

雄事业的开始，也可集中表现他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坚强性格，它不是最重要的场次，却是不可

少的场次，故该出出批道：“桥道绝胜，决不可少。”輫輰訛

3.“结穴”与“余趣”———剧作结尾时的技法。“结穴”看起来与“结局”相似，其实是有差别

的，它是指全部戏剧事件、戏剧内容、人物关系的汇拢。明道人批点《小青娘风流院传奇》第三

十三出，写小青与舒新弹在南山老人的帮助下，还魂结为夫妻，两人泛舟来到小青当年幽居的

小孤庄旧地重游，小青居小䀀穴

”看起来与

写班超前往西域途中的情形，

写小青与舒新弹在南山老人的帮助下 还魂结为夫妻，两什က笔记，两什က笔记

，

写小青与舒新弹在南山老�Å 人的帮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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