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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产生于小说 《西游记 》

之前 ， 如 《陈光蕊江流和

尚》 《西游记杂剧》 等， 更

多的则在小说之后， 如 《婴

儿幻传奇》 《钓鱼船》 《升

平宝筏》 等， 呈现了戏曲形

态西游故事的整体景观。

面对如此丰富的西游戏，

笔者想到了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 我们不妨从一个

假设开始， 那就是， 假如中

国文学史上没有 《西游记 》

这部小说， 那么， 西游题材

的戏曲作品该会是怎样的生

存状态？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这

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 在

《西游记 》 小说面世之前 ，

西游故事已经以传说 、 故

事、 小说、 戏曲、 雕塑、 绘

画等多种文艺形式流传， 影

响范围遍及国内。 依照中国

通俗小说的创造规律， 有着

如此深厚群众基础的故事被

写成小说是必然的， 即便没

有现在看到的这部 《西游

记 》， 也会出现其他作者创

作的同类小说。 当然， 其他

作者创作的同类小说能否成

为名著， 那可就难说了， 有

些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故事

比如八仙、 孟姜女、 白蛇传

等也都有相应的小说作品 ，

但都没有成为名著。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明确

的， 那就是如果西游题材的

小说未能成为名著， 西游戏

的生存状态肯定会和现在有

所不同。 所以这个问题可以

改为， 如果西游题材的小说

没有成为名著， 西游戏会是

怎样的生存状态？

对这个问题， 可以分成

两个方面来回答 ： 一是对

《西游记 》 成书之前的那几

部西游戏来说， 没有任何影

响 。 二是真正受到影响的 ，

是 《西游记》 小说成书之后

的戏曲。 可以肯定的是， 如

果没有小说， 那些根据小说

改编的作品是不复存在的。

但问题在于 ， 《西游

记》 小说面世之后产生流传

的那些西游戏都是根据小说

改编的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 ， 尽管确实有不少戏曲

从 《西游记 》 小说改编而

来， 但也有不少作品另有来

源。 退一步来说， 即便是这

些戏曲参考了小说， 但也不

是简单的照搬， 剧作者几乎

无一例外都根据自己的理解

及具体情况进行了很多创新，

它们是独立的创作， 而非照

搬和模仿。

强调这些， 一方面是为

了探寻和还原西游故事整体

发展演进的脉络，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说明， 西游戏并非

《西游记 》 小说的衍生品或

附属品， 它有独立存在的价

值 。 事实上 ， 以往对西游

戏的研究是将其作为附属

品 、 衍 生 品 的 思 路 进 行

的 ， 常 常 是 谈 完 《 西 游

记》 的各个方面， 说到其影

响时 ， 不过是顺带提及戏

曲、 说唱的改编。

总的来看 ， 西游戏虽

然与同题材的小说彼此交

叉 、 相互影响 ， 但各自有

着自己发展演进的轨迹 ，

如同两条线一样 ， 虽然交

织在一起 ， 但还是不同质

地、 色彩的线条。 阐明这一

点 ， 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

说， 西游戏有着独立的存在

和研究价值 。 不仅是戏曲 ，

其他西游题材的文艺作品比

如传说 、 故事 、 说唱 、 雕

塑、 绘画等也是如此， 它们

都是西游故事群落的重要组

成部分， 彼此相互影响， 但

各自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 。

明乎这一点 ， 也就可以探

讨下一个问题 。

第二， 西游戏在整个庞

大的西游故事群落中占有何

等位置， 与其他形态的西游

故事相比， 其特点何在？

上文已经强调， 西游戏

并非 《西游记》 小说的衍生

品和附属品， 有其独立的存

在和研究价值， 对西游故事

的普及和传播起着无可替代

的作用。 对这一问题， 可以

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从内容上来看， 《西游

记 》 小说面世之后的西游

戏 ， 有些改编自小说作品 ，

有些则另有依据 。 众所周

知， 在 《西游记》 小说面世

之前， 西游故事已经形成一

个庞大的故事群落， 作者写

进小说的只是其中的一部

分， 还有很多在民间流传的

西游故事没有被写进小说 。

这些故事并没有随着小说的

畅销而消失， 而是继续以戏

曲等形态传播。 即便这些西

游戏参考了小说 ， 在人物 、

情节等方面也做了较大的改

动 ， 都是独立的文艺作品 ，

与小说有着较大的差别， 值

得深入探讨。

从传播形式来看， 西游

戏的流传范围和受众面要大

于小说， 这个范围既是指地

域层面的 ， 也是指受众而

言 。 道理很简单 ， 《西游

记》 小说虽然是经典， 但是

用文字写的， 阅读小说有个

门槛 ，那就是必须识字 。 而

在明清时期 ， 文盲数量庞

大 ，人数超过识字者 。 也就

是说 ，很多人了解西游故事

并非通过阅读小说 ， 而是

听戏 、 听说书 、 听故事 。

小说的影响往往要借助戏

曲、 说唱等形式的助力才可

以更为广泛深远 ， 《西游

记》 如此， 四大名著的其他

几部也是如此。

戏曲以舞台表演的形式

呈现， 较之小说， 更为生动

可感 ， 没有文字门槛的限

制 ， 可以传播到各个地区 、

各类人群， 在整个西游故事

群落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对

西游故事的传播起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

第三， 面对逐渐成型的

西游学， 我们应怎样研究西

游戏？

目前西游学还处在探讨

阶段， 至于学科内部的格局

与构成 、 研究的对象与方

法， 研究者尽可以提出自己

的意见。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

的， 那就是西游学也与其他

学科一样， 都要从最基础的

文献工作开始， 在这一领域

还有较大的学术空间。

《西游记》 小说的研究

历经百年， 学术积累已经相

当丰厚， 相关文献问题的探

讨比如作者、 成书、 版本等

也比较深入， 目前已有三种

《西游记 》 的资料集面世 。

但也不可讳言， 文献资料的

搜集和研究多是围绕 《西游

记》 小说而展开， 虽然也收

录了一些戏曲、 说唱等方面

的资料 ， 但还称不上系统

完备 ， 在这方面还没有专

门的资料集出版 。 因此 ，

西游学的展开首先要围绕

着文献工作进行 ， 而整理

编印 《西游戏曲集 》 就是

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游戏曲集》 既是一

部有关西游故事的戏曲作品

总集， 也是一部有关西游故

事的资料集 ， 该书收录完

备 ， 校注谨严 ， 体例完善 ，

为研究者提供了一部可信实

用的西游戏曲文本， 其出版

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

是笔者在前面所说的， 这是

建立西游学的一个重要文献

基础工作， 二是该书的出版

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

考平台， 由此可以重新审视

西游戏的价值和意义。

当然 ， 《西游戏曲集 》

的校注出版只是西游学研究

的开始 ， 还有大量工作要

做。 就戏曲方面而言， 该书

收录的只是雅部的传奇、 杂

剧作品， 而花部戏曲也同样

重要， 同样可以编成一部作

品集 ， 而且数量更为庞大 。

此外， 说唱、 传说、 故事等

等都需要进行整理汇编， 这

是构建西游学的一个重要学

术工程。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

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