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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馆藏的古籍善本中，除了
地方志、登科录、宗氏家谱以及清乾
隆皇帝御赠的 《平定两金川得胜图》
等书籍画卷外，还有令戏剧界人士眼
前一亮的戏曲珍籍：这是一部专门记
录元杂剧及散曲作家以及他们作品简
介的综录性古籍，分上下两卷。共收
录记述 100 余位元杂剧及散曲作家，
大略以年代先后排序，涉及各类剧目
有400余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
个元代的剧作家(包括散曲作家)，都
赖其而传世!

这部珍稀奇书，就是蓝格抄本
《录鬼簿》。

1987 年盛夏的某一天，我接到
来自省文化厅的一个电话，对方通
知说，《中国戏曲志》 省卷编辑部的
谢涌涛老师第二天上午抵甬，要去
天一阁藏书楼拍几张馆藏的蓝格抄
本 《录鬼簿》 照片。谢老师是我省
戏剧界从事舞美工作的一位大咖级
人物，才情非凡，他不但绘画功底
极好，善于舞台布景设计，还写得
一手好文章。接到这个电话后，我
马上和时任天一阁文物保管所的邱
嗣斌所长联系，落实此事。

翌日上午，是一个红日高照的
艳阳天，我陪着谢涌涛老师，带着
一只照相机踏进天一阁藏书楼大门
时，邱嗣斌所长已经在厅堂里等候
我们了。我与邱所长在同一个文化
系统里工作，虽说平日见面不多，却
听过他与骆兆平、洪可尧三位老前辈
动人的传闻：十年动乱期间，三位老
前辈眼看着大量古籍善本以及名人
字画被点火焚烧，真是心疼得不得
了。其中一部分书籍被当作废纸处
理，三位老前辈得知后，就立即去各
地废品仓库、废纸回收站一点点反复
翻寻，“淘”回来大量好东西。其中一
部《甬上屠氏家谱》就是骆兆平和洪
可尧两位老先生，在一大堆即将被送
去造纸厂回炉重造的废纸堆里“抢
救”出来的。后来，这部《甬上屠氏家
谱》成为解开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
女士家族身世之谜的重要佐证。

交谈期间，我抬头望着那幢两
层硬山屋顶的宝书楼。相信每个走
进天一阁的人都有一个梦，就是踏
上宝书楼去看一看。或许那时邱所
长 看 出 了 我 这 点 小 心 思 ， 他 笑 着
说，“你们要的那部古籍，我一大早
就叫人从库房里取出来了。”只见一
个双手戴着白手套的馆员，小心翼

翼地把一部珍稀奇书，放在我
们面前的案几上。他的动作，
犹如母亲把怀抱中的婴儿轻轻
地放在摇篮里。

这就是我们要拍照的蓝格
抄本 《录鬼簿》。

天一阁馆藏的 《录鬼簿》，
分上下两卷，附续编一卷。蓝
格、绵纸，版框高 20 厘米，宽
29 厘米，白口、单鱼尾，四周
单边。每半页 9 行，行 20 字，
共 60 页。

翻开的首页上，是 《录鬼
簿》 的开篇序言。上面写道：

“贤愚寿夭，死生祸福之理，固
兼乎气数而言，圣贤未尝不论
也。盖阴阳之屈伸，即人鬼之
生死，人而知夫生死之道，顺受其
正 ， 又 岂 有 岩 墙 桎 梏 之 厄 哉 ？ 虽
然，人之生斯世也，但以已死者为
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酒罂饭
囊，或醉或梦，块然泥土者，则其
人与已死之鬼何异⋯⋯余因暇日，
缅怀古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
高才博识，俱有可录。岁月弥久，
湮 没 无 闻 ， 遂 传 其 本 末 ， 吊 以 乐
章。复以前乎此者，叙其姓名，述
其 所 作 ， 冀 乎 初 学 之 士 ， 刻 意 词
章，使冰寒于水，青胜于蓝，则亦
幸矣。名之曰 《录鬼簿》。嗟乎！余
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
之鬼，得以传远，余又何幸焉！”

拍摄完照片，谢涌涛老师默默
地望了这部古籍许久，轻声轻气地
又诵读了一遍 《录鬼簿》 的开篇序
言，最后一迭声地说：“写得好!写
得真好! 读懂了它，也就掌握了解
开 《录鬼簿》 这部书的钥匙。”站在
一旁的邱嗣斌所长也连连点头，表
示赞同。

机缘巧合 初识奇书

《录鬼簿》 的撰稿人名叫钟嗣
成，生于 1279 年前后，字继先，号
丑斋。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后
在 杭 州 官 学 进 学 ， 多 年 寄 居 于 杭
州 ， 是 当 时 著 名 文 人 邓 文 原 、 曹
鉴、刘濩的受业弟子，又与散曲作
家赵良弼、屈恭之、刘宣子等人是
同窗学友。他也曾多次参加官场会
考，不中，后在江浙行省任掾史，
但是不得升擢。于是钟嗣成不再追
求官禄，而是闭门写书。除 《录鬼
簿》 外，他还著有元杂剧七部，即

《寄情韩翊章台柳》《讥货赂鲁褒钱
神论》《宴瑶池王母蟠桃会》《孝谏
郑庄公》《韩信泜水斩陈余》《汉高
祖诈游云梦》 和 《冯谖烧券》。可惜
这些剧作，别说当时未获各路戏班
喜爱，搬演的很少，如今更是连曲
本都很难寻觅了。

钟嗣成长居杭州期间，住在西
湖边上的寓所。西湖四周便有数座
专 供 优 伶 们 唱 戏 的 瓦 舍 勾 栏 ， 当
时，北方大都城里的元曲名家关汉
卿 、 白 朴 、 马 致 远 等 人 也 来 过 杭
州，各地戏班争相竞演他们撰写的
剧目，盛况空前，十分热闹。

元代是中国戏曲的辉煌时期，
当时汉族知识分子遭受排斥，政治
地位低。汉人想出仕，施抱负于天
下 ， 只 有 通 过 科 举 才 能 寻 找 到 出
路。可从 1271 年元朝建立到 1368 年
灭亡，从未举行过一场京殿式的科
举考试。对于读书人来说，书中不
再有黄金屋了。这群胸中苦闷而对
前途无望的书生们，转而投身戏曲
创作。而元朝的统治者，把人分成
五类十等，读书人只比讨饭的高了
一级，位置排在娼妓之后，即“八
娼、九儒、十丐”。可这些人中，又

确实有不少文化精英，甚至可以成
为社会栋梁。这些人身怀技艺，自
成一家，一旦故去，许多技艺也就
失传了。因此，同病相怜的钟嗣成
萌发了一个心愿，用手中的笔来记
录下这一切，为他们立传。

“钱塘人物尽飘零，赖的斯人尚
老 成 ， 为 朝 元 恐 负 虚 皇 命 。 凤 箫
寒，鹤梦惊，驾天风直上蓬瀛。芝
堂静，蕙帐清，照虚梁落月空明。”
钟嗣成笔下的这首 《凌波仙》，惟妙
惟肖地刻画了他当时的心境。

据考证，《录鬼簿》 成书于元至
顺元年(1330 年)。不久，钟嗣成又
至少作了两次修改和增补，全书为
上下两卷。上卷又分作“前辈已死
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方今名
公”“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
奇行于世者”三类。据作者自注，
这三类元杂剧才人的情况，是朋友
陆 仲 良 从 “ 克 斋 吴 公 ” 那 里 得 来
的，并非钟嗣成的第一手材料，因
而“未尽其详”。下卷分作“方今已
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为之作传”

“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相
知者，纪其姓名行实并所编”“方今
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四类，是
钟嗣成亲自寻访或搜集来的，因此
记录比较详尽。同时，他又在一些
零星记载中，揭示了元代杂剧作家
的活动和一些组织情况，比如前期
有“玉京书会”“元贞书会”，后期
有“武林书会”。另外，还透露了元
代戏曲发展的部分线索，如院本的
创作、杂剧作家的南迁、杂剧作家
写南戏的情况、后期杂剧的音乐采
用南北合套等。这些为研究元代戏
曲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
的文献史料。

录鬼存曲 泽被后世

天一阁馆藏珍籍蓝格抄本天一阁馆藏珍籍蓝格抄本《《录鬼簿录鬼簿》》

《录鬼簿》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
为 元 杂 剧 作 家 立 传 的 书 籍 ， 名 为

“鬼”者，实为戏曲大家。
《录鬼簿》 开篇“第一鬼”，记

录的是董解元。钟嗣成在“前辈已
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中，将
他列居第一，又特意备注，曰：“大
金 章 宗 时 人 ， 以 其 创 始 ， 故 列 诸
首。”

董解元是一位具有元杂剧“创
始”地位的先驱人物，他的代表作
品就是拥有盛名的 《玉茗堂抄本董
西 厢》。《董 西 厢》 卷 首 几 支 自 叙
曲，透露了一些作者讯息。他生在

“太平多暇，干戈倒载闲兵甲”的静
好岁月，为人狂放不羁，视礼教如
粪土，却又熟悉唐代传奇、宋代词
曲和民间诸宫调，后来落魄江湖。
可叹的是董解元生平事迹，不但除
此已无可考，就连他的名字都无人
知晓(“解元”只是当时对读书人的
敬称，不是他的实名)，这并非钟嗣

成有意漏略，当是“文献不足之故”也。
董解元的时代离 《录鬼簿》 成书不足 200
年，开创元杂剧“第一鬼”的名字却已化
作尘埃，悲哉哀哉!

《董西厢》 是今存宋金时期唯一完整的
全本，也是中国文学中最长的韵文作品之
一，堪称一部爱情史诗。它的题材来源于
唐朝文人元稹的传奇小说 《会真记》，原作
写张生与莺莺一度相爱，他对莺莺始乱终
弃。张生是一个玩弄女性而毫无羞愧之心
的封建渣男，是封建制度下醉心功名富贵
者的真实写照。而董解元的 《董西厢》 却
彻底改变了人物与故事走向，张生已不再
是对女性“始乱终弃”的轻薄儿。莺莺仍
然温柔美丽，但已不再屈从于命运，形象
较之传奇更为丰满。红娘和白马将军以及
法聪和尚，同情支持这一对真诚爱恋的年
轻人。作者特别是把红娘这位居于奴婢地
位的少女形象，写得富有光彩，尤为难
得。流传至今仍在舞台上演出的王实甫

《西厢记》，实是在董解元的文本上再度创
作的结果。

钟嗣成在 《录鬼簿》 里，又把元杂剧

“四大家”之首关汉卿列入“前辈已死名公
才 人 ， 有 所 编 传 奇 行 于 世 者 ” 一 类 中 ，
曰：“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
叟”。

《感天动地窦娥冤》 无疑是关汉卿最有
名的剧本，也是最为人知的元杂剧。窦娥
指责天地不分好歹，善无善报，死前发下
三个毒誓以证清白。剧中窦娥唱于行刑前
的一支 《滚绣球》，字字催人泪下：“有日
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
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
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
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
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
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除了 《窦娥冤》，关汉卿创作的元杂剧
还有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关大王独赴单
刀 会》《王 瑞 兰 闺 怨 拜 月 亭》 与 《鲁 斋
郎》，每一出戏出笼后，京城内外戏班艺人
竞相搬演，脍炙人口。其中 《赵盼儿风月
救风尘》 一戏，近年又由当代文艺工作者
改编为电视连续剧 《梦华录》，播出后深受
观众的喜爱，成为一部爆款。

白朴的 《梧桐雨》 演绎了唐玄宗和杨
贵妃的故事，笔墨侧重点却放在了君王的
无奈和群臣的无用上。剧中一支 《满庭
芳》 骂得十分痛快：“你文武两班，空更些
乌靴象简，金紫罗襕。内中没个英雄汉，
扫荡尘寰。”马致远的 《汉宫秋》，与白朴
的 《梧桐雨》 颇有相类之处。《汉宫秋》 是
汉元帝不能保护王昭君，《梧桐雨》 则是唐
玄宗不能守护杨玉环。郑光祖早年习儒为
生，后来补授杭州路为吏，他的代表作品
是元杂剧 《倩女离魂》，与 《西厢记》《拜
月亭》《墙头马上》 并称为我国古典戏曲的
四大爱情剧目。

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之文学精华。汉
赋、唐诗、宋词，元代有什么？就是元杂
剧，它是后世一切戏曲剧本的祖师爷，明
清以来直至今天的剧作家，或多或少受其
影响。

幸亏有了钟嗣成的 《录鬼簿》，否则，
这元杂剧“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白
朴与郑光祖也会因“文献不足之故”，在历
史的长河中湮没无闻，同化朽壤了。

名为“鬼”者 实为大家

追忆当年，自从我被抽调到宁波市文
化局从事戏曲志的宁波部分资料征集与撰
写工作，又与邱嗣斌所长有了几次接触。
一天，我赞道，范钦老先生真有远见，把

《录鬼簿》 这样的戏曲奇书都收藏入阁。
谁知邱所长却长叹一声，说是蓝格抄本

《录鬼簿》 曾经从天一阁流散出去，几经
周折，最后幸亏失而复得。于是，我又听
到了 《录鬼簿》 与三位文物收藏大家结缘
的动人故事。

1931 年 8 月，国立北平图书馆赵万里
先生与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事的郑振
铎先生一起抵达宁波，走访了天一阁并会
见友人。

赵万里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
献学家、图书馆学家与版本目录学家。他
在“孙氏蜗寄庐”藏书楼主人孙翔熊先生
的藏书里，意外发现了 《录鬼簿》 和 《录
鬼簿续编》。赵万里先生始是一愣，接着
便惊喜地跳了起来，“明抄蓝格，一望而
知为 范 氏 天 一 阁 故 物 ”。 赵 万 里 先 生
立 刻 借 了 出 来 ， 在 他 与 郑 振 铎 先 生
共 同 寄 寓 的 马 廉 先 生 的 月 湖 老 宅
里 ， 与 清 代 康 熙 年 间 的 《 录 鬼 簿 》
曹 楝 亭 刻 本 进 行 校 验 ， 竟 然 获 得 诸
多 发 现 ， 并 确 认 蓝 格 抄 本 《录 鬼 簿》
为 明 代 文 人 贾 仲 明 抄 录 ，《录 鬼 簿 续
编》 为 孤 本 。 这 天 晚 上 ， 马 廉 先 生 特
地在楼下房间里换上一只 100W 的大灯
泡 ， 三 人 动 手 影 抄 ， 赵 万 里 先 生 抄 的
是 《录 鬼 簿》 上 卷 ，郑振铎先生抄下
卷，马廉先生抄 《录鬼簿续编》。三人花
费了一个夜晚和一个上午的时间，全书终
于抄写完成。赵万里先生说，这是他首次

来宁波的最大收获。
钟嗣成的 《录鬼簿》 原本已佚，至

今流传的均是明清两代文人多次传抄与
刻印的，由此形成了多种版本。重要版
本有三种：其一是明抄 《说集》 本与孟
称舜校刻本，不分卷。其二是清初尤贞
起抄本、暖红室汇刻传奇本与曹楝亭刻
本，分上下卷。其三就是明代文人贾仲
明增补过的天一阁馆藏的蓝格抄本。它
早年曾归于“沈氏抱经楼”“孙氏蜗寄
庐”等私人藏书楼收藏，故书页上盖有

“亚东沈氏抱经楼鉴赏图书印”“鄞蜗寄
庐孙氏藏书”以及“浙东沈德寿家藏”
等诸印章。

此外，《录鬼簿续编》 一卷也由贾仲
明 编 纂 。 贾 仲 明 是 钟 嗣 成 的 “ 超 级 粉
丝”，他在续编中补记道：“余因雨窗逸
兴，观其前代故元夷门高士醮斋继先钟
君所编 《录鬼簿》 ⋯⋯凡宫大用等已吊
之余者皆无文焉。余今暮年衰耄，首先
公卿大夫四十四人末敢相挽。自关先生
至高安道八十二人，各各勉强次前曲以
缀之。呜呼！未敢于前辈中驰骋，未免
拾其遗而补其缺。”此书成稿在明代洪
熙、宣德年间(1425 年-1435 年)，是研究
元末明初杂剧发展的重要史料。更为珍
贵的是，《录鬼簿续编》 一卷，唯独附于
天一阁蓝格抄本 《录鬼簿》 之后，未见
有其他版本流传。

1946 年前后，“孙氏蜗寄庐”藏书四
散，恰逢郑振铎先生相识此书，他举债
以重金购入，加盖“长乐郑振铎西缔藏
书”之印章与题词。最后 《录鬼簿》 物归
原主，捐赠给天一阁藏书楼。

访书结缘 失而复得

赵万里 郑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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