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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风后的偷窥
——闵氏《西厢记》刻本插图研究

◎邵瑞
摘要：明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众多作品都对女性呈现出了过高的关注度，在作品中对于偷窥的视觉塑造成为一种风潮，

而屏风的出现使得闵氏《西厢记》刻本的趣味性和艺术性同时存在，作者借助屏风完成了含蓄的偷窥作品表达。本文以闵氏《西

厢记》刻本中带有屏风的偷窥场景入手，分析偷窥场景塑造的表现形式与手法，以此探讨《西厢记》屏风背后的偷窥文化

以及形成偷窥文化的多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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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氏《西厢记》是众多版本中最具特

色的刻本，是明代闵齐伋在崇祯十二年所

著，以短版技术印刷，目前收藏于德国，

别称为德藏闵氏《西厢记》刻本。偷窥环

节的介入在造成事件转折或者凸显人物

性格特征上往往具有一箭双雕之功效。

在闵氏《西厢记》中偷窥的场景刻画得

淋漓尽致展现了作者的巧思。屏风在偷

窥这一行为塑造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刻本中有五处偷窥行为描绘，带有

屏风表现偷窥主题的有三处，分别为第

十折《省简》折、第十三折《就欢》折、

第十九折《拒婚》折。

一、双重空间和视角的偷窥

虽然构成一幅偷窥场景需要众多繁

复的元素，但每一个场景中必不可少的

两个元素为被窥探的对象与偷窥者。偷

窥的成功的是刻本后续情节的开展的重

要前提，作者一般借助于偷窥者之眼耳，

将自己置于主动偷窥者的视角，为读者

呈现本应私密的情节。闵氏《西厢记》

刻本呈现的场景中，被窥探的对象一方

与偷窥者一方以屏风为界限，在一幅插

图中构成两个独立空间，形成双重空间，

分析发现刻本中偷窥场景的双重空间有

以下几个特征：

（一）以屏风为载体进行的空间划分

闵氏《西厢记》刻本中展现偷窥情景

的插图基本遵循内外部空间分割的原则，

被窥探者刻本借助屏风作为分界线形成明

确的内外空间划分，读者基本上是与偷窥

者处于同一个外部空间中。《省简》折与《拒

婚》折的屏风处于居中位置，将内外两个

空间平均划分，但屏风靠近读者的一侧部

分向内部倾斜，给读者以外部空间放大的

错觉。《省简》折中，莺莺与红娘被屏风

分割于两个空间中，莺莺被屏风完全遮挡，

存在于屏风后的空间中。读者只有通过桌

上镜子的反射，或沿着正在偷窥的红娘的

目光望去，屏风使得内外空间划分更加明

确，同时偷窥这一动作和过程得到了更加

着重的强调。

（二）以他人视角进行的双重偷窥

在刻本的视角呈现方面，虽然可以

将读者与偷窥者都统一地划分到外部空间

中，但可以将读者视角划分为第三方视角，

以他人视角进行的双重偷窥，偷窥者和被

窥探对象共同成为读者的窥看对象。旁观

刻本中的整个偷窥场景，依据屏风在场景

塑造上对观者的视角进行引导，使得读者

遵循刻本作者提前设定的观看视角和顺序

进行观看。《省简》折中屏风位于画面的

中心处向右侧倾斜，倾斜趋势和红娘背部

倾斜一致，读者顺着偷窥者视角方向去探

寻屏风后内部空间，被偷窥的情景完全暴

露给了读者这一第三方视角，使观者拥有

依靠偷窥者之眼耳进而去偷窥私密场景的

多重刺激。

二、刻本作者对于屏风偷窥场景的选择与

再创作

刻本作者可以称之为文本的第二作

者，他们可以有选择地对文本进行二次创

作并加入自己的理解和判断。闵氏刻本偷

窥探情节插图给读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比

以往版本描绘性爱场景更加的含蓄化，但

并没有割舍掉对情爱场面的描写，在几千

年前的封建社会的时代，作者对于隐私

的场景进行创作并发行出版，其背后的

多层社会缘由是值得思考。刻本插图中

对于隐私场景的二次创作方法可以归类

为三大方面。

（一）隐私场景的想象式描绘

《就欢》折中文本描绘张生和莺莺经

过重重波折终于相会，红娘与欢郎在外

面偷听的场景。曾有多个版本对这个情

节做过描绘。《新刊奇妙全像注释西厢记》

插图写实性的描写了张生和莺莺亲热的

场景，而闵氏版本通过屏风围合的空间、

微露的床帐和被角以及人物的偷窥，对

屏风所围空间中所发生的情景进行暗示，

显得更为含蓄。无论是大胆写实的描写

还是含蓄暗示的描写，文本对于部分隐

私场景并没有细致的展开阐述，都是刻

本作者借助自身经验与想象对其隐私场

景的内部进行二次的创作和补充，同时

通过多个意向来暗示和补充最终展现在

了读者面前。

（二）情景再现的敞开式描绘

插图作者通过二次的创作，偷窥者

借助屏风这一载体进行物化的描绘。

《拒婚》折中，戏台中央后立一扇屏风，

表演者提着红娘和郑恒的物化戏偶，

画中人物比例形成鲜明的对比，刻本

作者摒弃了对于传统封闭空间的描绘，

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滑稽又讽刺的戏中

戏式样的拒婚场景。这些对于隐私空间

的外化描写，使得刻本以全新的视觉效

果呈现于读者眼前，寻找情感文化的共

鸣与认同，使读者在人生如戏与戏如人

生中徘徊。

（三）偷窥人物的典型刻画

偷窥场景中除了屏风特定元素之外，

对偷窥者形象也进行非常细致地刻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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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偷窥这一场景得到最大程度的渲染。在

偷窥探情节塑造中，偷窥者对于整个情节

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偷窥者

的存在，对原始单纯的情爱场景产生了一

定的道德评判，赋予了一定的道德色彩和

现实意义。《省简》折中，塑造了一个身

体倚靠屏风，正在伸头偷看的红娘形象。

《就欢》折中塑造了一个手托香腮仔细偷

听的红娘形象，对于红娘来说一方面是不

能贸然直接闯入现场，另一方面莺莺与张

生两者间的私密场景对于红娘来说更是一

种又惊又喜的特殊感官刺激，两者是相互

矛盾的。刻本中对红娘个人偷窥过程中一

系列动作及形象的细致描绘，使得红娘这

一偷窥者形象更加鲜明，屏风后的私密场

景更加耐人寻味。

三、以屏风为载体的偷窥文化动因 

（一）	屏风文化兴盛	

屏风起初是贵族专用，随着社会发展，

屏风开始流行于各个阶层。到了明代，屏

风发展为审美与实用兼具的复合型家居用

品，同时也成为阶层身份的象征，屏风文

化空前兴盛。原因概括来说可以分为以下

几个方面。

1. 屏风自身功能的契合

屏风本身的作用就是阻隔遮蔽，所以

屏风又称为屏门或是屏障。在封建社会含

蓄内敛是个人良好家风和修养的象征，日

常家居的陈设方面讲求半隐半现而非一眼

到底的家居空间格局，屏风既具有装饰功

能又恰好与含蓄内敛之观念相契合，利用

屏风进行视线的阻隔和引导，屏风成为古

代重要家居陈设。

2. 文人带动下的雅文化的社会风潮	

在明代繁荣的经济推动下，整个社会

文人群体以及下层群众的生活方式都发生

了巨大变化，文人阶层大量参与到插图刻

本的创作中。在明代刻本中出现众多以屏

风为代表的雅致装置。通过屏风进行隐喻

或暗示情感的变化，同时也是文人借屏风

进行自我人生的表达。文人追求雅致的文

化风尚影响了整个社会阶层，社会下层普

通市民的俗文化逐渐向受其影响向雅文化

靠拢，整个社会呈现出雅与俗兼容的多彩

文化发展态势。

（二）以屏风为载体完成含蓄的偷窥

表达

1. 传统道德伦理的压制	

自汉代推行独尊儒术，在漫长的封建

社会中，儒家就一直为历代正统思想，强

调伦理等级、男女尊卑有别，对于女性的

规则约束尤为严格。女性只能隐藏于深闺

之中，在外不能公开露面，而屏风的出现

既实现了女性不用抛头露面就可以与他人

交流的渠道，而且透过屏风使其自身不用

通过他人之眼耳，直接地观看对象，形成

自己的认知与判断，因而在很多古代戏曲

插图中有许多隔着屏风与外人交流或偷偷

窥看心上人的场景，屏风成为满足道德规

则与封建礼制的重要媒介载体，起到一举

两得之作用。

2. 私与欲伦理观念的打破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同时大量

文人由于政治抱负无法实现，于是将一腔

热血投入于山水游乐，追求本真自我中，

在自己营造的空间中纵情娱乐，在此是时

代背景下女伎欢宴与青楼文化盛行。传统

儒家思想中被压抑的私与欲的伦理观念得

到肯定并提倡，个性解放与主体意识等思

潮逐渐成为主流，人们追求感官体验的愉

悦和享受的同时，个性的解放也被反映在

当时的作品之中。

3. 心理层面偷窥审美意蕴的满足

情爱在封建社会乃至现在都是被羞于

提及的话题，正是因为这种刻意的避讳，

其社会群体的逆反心理就越强烈，刻本中

的偷窥者正是其生动体现。偷窥的欲望与

好奇如同洪水一般无法阻挡，这种带有一

丝窥淫癖式地窥看描写给读者带来了特别

的感官体验，为其刻本读者的好奇心带来

极大满足。但偷窥行为的出发点往往是观

者自身的好奇心，在明代这个特殊时代，

刻本大胆地从多个角度进行偷窥场景的刻

画，同时对于偷窥的目光塑造也从侧面体

现了明代社会的审美心态与流行风尚。

四、结语

闵氏《西厢记》作为一部独特的文学

作品的纯图像化表现，与以往以及同时代

所有刻本的表现形式有明显差异，从单纯

描绘文本戏曲的图像向具有独立审美意趣

的图像转变，借助屏风和多样构图手法进

行了偷窥的目光塑造。偷窥的这一文化在

后面还需要不断品位与探究，在此只是做

了小范围内的研究与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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