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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明清以来《珍珠塔》中“方卿羞姑”的传播

◎干骏芸
摘要：《珍珠塔》全称《孝义真迹珍珠塔全传》，作者姓名已不可考，该曲目最初起源于苏州弹词，在明清时期获得

了广泛传播。在时代发展与变化中，《珍珠塔》也受到人们思想文化与艺术审美变革的影响，发展出更多的传播方式。像

扬州弹词、扬剧、越剧中，都对该曲目进行了改变演绎，其中又以锡剧传播最为广泛。“方卿羞姑”是《珍珠塔》的重要

情节，研究人员从《珍珠塔》自苏州弹词形式出现后的发展历史进行探究，对其不同传播与表现形式进行分析，以期完善

相关参考资料，为该领域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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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改编形式多种多样，但《珍珠塔》

的主体情节在不断传播发展历程中得以保

留。该故事主要讲述主人公方卿从贫苦到

发达的曲折经历。方卿本是忠臣良将的后

裔，但因家境贫寒，不得不投奔于襄阳亲

眷，可姑母方朵花不仅拒绝资助方卿，反

对他做出羞辱。表姐陈翠娥不满母亲所为，

私下赠送方卿一座珍珠塔，供其苦读科考，

姑丈陈培德更是于九松亭定下女儿与方卿

的婚约。方卿苦读三年，终于高中，又扮

成江湖艺人，到襄阳陈府借唱道情讽刺方

朵花嫌贫爱富的作风。“方卿羞姑”一直

是该曲目的经典唱段，无论是最初的弹词

与宝卷还是后续各类曲目的改编，都对该

唱段给予了重点关注。

一、《珍珠塔》选段“方卿羞姑”在锡剧

中的传播

锡剧起源于“东乡调”，是无锡、常

州一带的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受到

“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与该区域内的

曲艺表现形式“滩簧”进行了融合，最终

形成集特色化唱腔、说白且结合了舞台表

演的综合性艺术表现形式，在不断发展与

碰撞的文化历程中成为我国戏剧表演中的

瑰宝。《珍珠塔》在锡剧中的传唱十分广

泛，自明清后更是成为了锡剧的代表性曲

目，锡剧唱腔充分表现了江南水乡的音乐

文化特色，曲调唱腔也更加轻柔温婉，将

《珍珠塔》的生活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

传统锡剧的表达主体围绕反抗封建婚姻与

旧礼教，部分曲目还会表达对地主阶级的

不满或进行讽刺，多采用诙谐幽默、生动

风趣的场次，增强剧目的表演效果。“方

卿羞姑”选段主要讲述功成名就的方卿讽

刺姑母的场景，这与锡剧表演中的部分主

题不谋而合，也正因如此，锡剧《珍珠塔》

“方卿羞姑”这一段情感表达更为真挚，

讽刺效果也明显加强。

迄今为其，锡剧《珍珠塔》距初次表

演已有近百年历史，演绎历程中，诸多表

演名家与剧团也对其内容进行了改变与创

新。调查《珍珠塔》研究资料发现，弹词、

宝卷等相关文化对其完整唱本仍有详细记

录，延至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交流

与发展趋势越发明显，素有“常锡文戏”“苏

锡文戏”之称的滩簧小戏逐渐被上海文化

所接受，在苏州、常州与无锡周边地区获

得了广泛传播，而《珍珠塔》也以幕表戏

形式成为锡剧表演中的一部分。上海与西

方文化联系较为紧密，随着时代的变化与

精神文化的冲击，西方文化也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我国锡剧文化，表演艺术家借鉴

西方戏剧舞台布景与表演方式，完成表演

技术等方面的更新，将包括《珍珠塔》在

内的大量锡剧改编成机关布景，辅以灯光

彩头的连台本戏剧表演形式。

不仅如此，艺术家们还将“翠娥赠

塔”“陈王道嫁女”等经典选段与时代审

美需求相融合，创造出新的弹唱形式。尤

其是“方卿羞姑”选段，作为《珍珠塔》

整篇曲目的重要部分，受到了艺术家们的

重点关注。艺人们在传统唱法基础上，对

“方卿羞姑”唱腔与唱词做出调整，使其

更贴近观赏者的审美，提高观众对其认可

程度，促使其成为《珍珠塔》锡剧表现形

式的精华部分。这就不得不提到“方卿羞

姑”选段改编，在锡剧文化表演形式的不

断变革中“方卿羞姑”这一明段实现了道

情与弹词的完美融合，《珍珠塔》作为弹

词曲目，其名段“方卿羞姑”却选用了唱

道情的表演方式，这也为《珍珠塔》的文

化传播创造了新的形式。道情说唱可追溯

至南宋时期，主要表达戏剧情景中远离世

俗的情感，后至明清时期，道情说唱以苏

州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扩散，再加上工商业

发展的辅助作用，说唱艺术逐渐在乡民中

取得了广泛认可。受此影响，表演者将道

情与锡剧表演相融合，既拓宽了道情说唱

发展方向，也丰富了“方卿羞姑”的情感

表达形式。

在文化理念不断变化过程中，《珍珠

塔》在锡剧表演中始终没有出现过明显断

层，自锡剧将其纳入表演范围以来，各时

期观众都对这一曲目做出一致好评。至 20

世纪 60 年代，钱惠荣与方树勋两位锡剧

艺术家对该曲目进行综合整理，并与香港

华文影片公司合作，拍摄了《珍珠塔》锡

剧艺术片，剧本出版工作则由上海文化出

版社进行整理出版。以我国江苏锡剧团《珍

珠塔》曲目表演为例，其所使用的排演剧

本为谢鸣所整理与改编的版本，该版本于

1958 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发行。

随着新时代到来与发展，锡剧《珍珠

塔》不仅没有在文化发展中呈衰颓趋势，

反而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是现代

社会思想价值观念的另一种体现形式。基

于此，江苏锡剧团就谢鸣版本的排演剧本

进行改变，并参考新时期背景下成进森对

《珍珠塔》的观点与分析重新整理并改

编。锡剧艺术的创新型传播不仅表现在剧

本改编的单一层面，戏剧配音与舞台美术

等直接影响到戏剧表演效果的部分也做出

了改变。2001 年举办的第七届中国戏剧节

中，锡剧《珍珠塔》可谓大放异彩，艺术

工作者在保留原有主体、故事情节与人物

性格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并对唱词、唱腔、

舞台美术等方面做出合理化调整，使其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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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新的文化魅力。

二、《珍珠塔》选段“方卿羞姑”在弦词

与扬剧中的传播

清朝时期，苏州弹词与扬州戏剧文

化产生融合，出现的了新的表演形式——

扬州弦词。研究资料显示，19 世纪 40 年

代末期，维扬三槐堂还存有扬州弹词《珍

珠塔》的刊本。其中，扬州张家弦词对《珍

珠塔》的表演最为出名。张家弦词第一

代人张敬轩卒于 1860 年，至此，《珍珠塔》

已成为张家弦词的主要书目。也由此可

推断，19 世纪 60 年代前，《珍珠塔》就

以扬州弦词的形式获得了广泛传播。扬

州弦词中《珍珠塔》总分十幕，其在苏

州弹词基础上减少了对故事前情的赘述，

在第一回“太医看病”中就将情节推动

到翠娥因思念方卿与舅母以至于积劳成

疾，这样删减前置交代情节的举措，更

能突出《珍珠塔》的立意，迅速将观众

带入“道曲羞姑”部分，引领全曲进入

高潮。考虑到艺术个性的差别，弦词弹

唱者的艺术风格与说唱弹词并没有固定

的文本模式，表演者在不破坏弦词整体

弹唱效果的基础上，可对弦词内容进行

自由调整，仅张家弦词的第四代传人张

慧侬的“道情羞姑”弦词作品，就有不

同的唱词表达形式。

“方卿唱道情羞姑”也是扬州弦词

《珍珠塔》的重要关目，弦词弹唱不仅

在弹词改编方面充分发挥了创新意识，

文艺表达形式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化。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扬剧剧团“维

扬大班”与“维扬文戏”正式合并，形

成了新的维扬戏剧团。维扬戏也被称为

扬州戏，顾名思义，该艺术形式在江苏

扬州地区较为流行，但其周边区域如镇

江地区、安徽省也是扬州戏的盛行区域，

交流与融合中，扬剧也在逐渐向外围地

区扩散，南京、上海等地区内也纷纷出

现扬剧剧团。

同样是“方卿羞姑”情节的表演，不

同剧团的表现形式也存在差异。就如扬州

市剧团进行扬剧《珍珠塔》表演时，方卿

以“黄花遍地，小道下山”为引，将观众

引入唱词，接着以韩湘子自比，借婶母欺

凌韩湘子，暗讽姑母当初侮辱自己。又将

姑母的势利与强盗做对比，指出姑母心狠

于强盗，连“娘家骨肉”都“全不认”。

再以“雪中送炭人”赞扬翠娥资助之情，

姑父许婚之恩，将方卿苦读三年，终于扬

眉吐气的畅快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镇江

市所沿用的《珍珠塔》演出剧本中的，“道

情”书头部分相对更长，先是对观众称“老

寿翁”，又说自己声音不响亮，求观众宽

恕，之后才缓缓引入正书部分。正书部分

也有别于扬州市剧团，首段不提“羞姑”，

只劝诫世人莫欺少年穷，接着以薛平贵、

姜子牙举例，论证穷人只要有志气，就不

会穷一辈子。第二段才以秦琼自比，以秦

琼认亲被拒，讽刺姑母嫌贫爱富，在通过

秦琼助力瓦岗，诛灭暴君，最终得封护国

公，来表示自己扬眉吐气，也间接笑话姑

母有眼无珠。

三、《珍珠塔》选段“方卿羞姑”在淮剧

与越剧中的传播

淮剧与越剧也是我国戏剧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珍珠塔》的故事在淮剧与越

剧中也有着不同表现形式。淮剧就是江淮

戏，根据其发源地也被称之为盐城戏或江

北小戏。淮剧起源于江苏，其发源地与苏

州弹词发源地较为接近，在文化融合下，

淮剧表演艺术家也对《珍珠塔》进行了改

编与演出。但受到地域局限性，直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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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期，淮剧表演艺术步入上海滩，淮

剧《珍珠塔》才逐渐得到了传播。受上海

精神风貌的影响，淮剧在进入上海之后对

自身艺术形式也做出了改变，现阶段所看

到的淮剧“方卿羞姑”选段是历代表演者

在不断汲取其他艺术丰富营养后，总结改

编出的优秀作品。越剧在我国的表演历史

较为悠久，被评为中国第二大剧种，越剧

起源于与苏州临近的浙江，上海、福建等

地也常会见到越剧团的身影。其久远的发

展历史与丰富多样的特色曲目，不仅让它

在国内获得了大批忠实听众，在其他国家

也受到了广泛好评。越剧《珍珠塔》融合

的越剧表演的独有特点，抒情效果得到了

明显提升。越剧“方卿羞姑”的唱腔跌宕

婉转，富有极强的表现力，能迅速调动起

观众的情感，加大情节感染力。

淮剧与越剧《珍珠塔》出现都比较

早，“方卿羞姑”的唱词文本也更接近

与最初的道情文本，但就细微角度分析，

其唱词方面还是存在一些差别。淮剧“羞

姑”选段中，方卿唱词为“这渔鼓一敲

啊 ...... 这简板一响啊”，而越剧“羞姑”

却将语气词做出了调整，变成“这渔鼓

一敲吓 ...... 这简板一响吓”，其变化与

各地方言发音有着直接关系。淮剧与越

剧的道情部分皆由“批判势利小人”“以

苏秦自比”两段组成，但剧情中的表演

顺序却并不相同。越剧“羞姑”将苏秦

的故事放在道情首段，暗示姑母目光短

浅，接着再对姑母的势利行为做出批判，

达到“羞姑”效果。而淮剧则是直接提

出人的势利心重，指责姑母拿“亲骨肉，

当浮萍”嘲弄她是“嫌贫爱富”的“滥

小人”，之后才将苏秦被轻视的剧情道

出，佐证首段的批判。值得一提的是，

淮剧与越剧的道情部分都没有采用“方

卿羞姑”常用的《耍孩儿》，这也是表

演艺术家在传统艺术传承与传播中做出

的改变。

四、《珍珠塔》选段“方卿羞姑”在新剧

中的传播

民国初期，社会制度的变革推动了

戏剧文化的改革，为迎合新时期人们的

审美，各剧种也对自身传统戏剧进行了

改良。而与外来文化联系较为紧密的上

海，也逐渐出现一支融合西方戏剧与中

国传统戏剧形式的新剧，当时也被称为

文明戏。新剧在民国初期风靡一时，某

种意义上也能看做中国话剧的源头。文

明戏《珍珠塔》源自苏州弹词的说部，

由维扬评话弹词艺术家蒋四编写。后值

文明戏版社进化团在扬州举行戏剧表演，

并从蒋四手中买到了《珍珠塔》新剧剧本。

新剧剧情依旧将“方卿羞姑”作为高潮

点，并将道情词做出较大改动。在蒋四

改编的“方卿唱道情”选段中，方卿以“好

亲眷，莫骄财，骄了财，两不来”指责

姑母当初的侮辱，又以“亲侄儿来见姑母”

却被“逐出门外”控诉人情淡薄，词句

间与扬州弦词相似度较高，也由此可见，

蒋四在编写新剧《珍珠塔》参考了扬州

弦词。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戏剧界成

立了各式各样的新型戏剧社团，《珍珠

塔》上演频率也明显增加，并逐渐成为

文明戏的主要剧目。事实上，《珍珠塔》

在民国时期的流行与其内容主题有很大

关系，该戏剧以“方卿羞姑”为例，批

判了嫌贫爱富的行径，对古典式纯真爱

情进行宣扬与歌颂，正符合当时背景下

人们的思想观念。

五、结语

《珍珠塔》才子佳人的故事情节符合

中国传统的戏剧审美，但其主题不仅体现

了爱情的纯真与美好，也借“方卿羞姑”

表达对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等现象的批判

与嘲讽。“方卿羞姑”在一定程度上表达

了人们对封建社会风气的不满，是个人情

感的宣泄点。另一方面来讲，各剧种在时

代背景的变化下对自身进行了多方面的完

善，使传统型剧目也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

力，使观众进一步体会到传统剧目的语言

魅力，进而引发情感层面的共鸣，增强了

受众的喜爱程度，加速戏剧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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