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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扇"与栖霞山
!

何安平

!桃花扇" 是孔尚任历时十余
年#三易其稿完成的作品#甫一面
世#就洛阳纸贵#受到上至帝王下
至百姓的欢迎$ 全剧借侯方域%李
香君离合之情# 写家国兴亡之感#

而其归结处被安排在栖霞山这一
特殊的地理景观#饶富意味$

栖霞山又名摄山# 位于今南
京市栖霞区的中北部# 距南京城
东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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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是茅山延伸到南
京的北支#位置较为偏僻#六朝唐
宋元之时# 游览者少见# 到明嘉
靖%隆庆时开始逐渐为士人关注#

旅游活动兴盛#明末清初#有大量
的遗民逃入山中$ 孔尚任游历南
京时#曾到过栖霞山#并拜访了道
士张瑶星#他在!白云庵访张瑶星
道士"一诗中写道&!著书充屋梁"

欲读从何展#数语发精微"所得已

不浅# 先生忧世肠"意不在经典#

埋名深山巅"穷饿极淹蹇#每夜哭

风雷"鬼出神为显# 说向有心人"

涕泪胡能免# $!"孔尚任诗文集#

卷二$从中可见张瑶星虽为道士#

但忧世之心犹在# 因此当向人说
起往事时#不免涕泪横流$张道士
和栖霞山给孔尚任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所以在创作!桃花扇"时#他
选择以此人和此山收结# 可算事
出有因#但又不仅仅因为此#还有
着别样的寄托$

山岳在中国自古即有特殊内
涵#最早如!山海经"所记#山中多
有精怪# 随着道教% 佛教逐渐发
展#宗教进入山林#名士也游览%

隐逸山中# 形成了山岳独特的文
化内涵# 它既在尘俗世界又与之
保持距离#具有相对独立的空间$

栖霞山当然也是如此$ 剧中人物
汇聚栖霞山是在第四十出 !入
道"#时间为南明弘光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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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此时弘光朝廷已灭#金陵之

地已为清兵占领# 两个月前弘光
皇帝半夜弃城而逃# 众多大臣也
逃之夭夭#城中百姓更不用说#李
香君随苏昆生% 蓝瑛到城东栖霞
山避祸# 侯方域与老赞礼也来到
山中#并且都寄居在道观$ 侯%李
最终相见是在一个特殊的日
子)))七月十五中元节# 这是道
教的叫法#佛教称为盂兰盆节#俗
称鬼节#是祭奠祖先%普度亡魂的
民俗节日$作为明遗民#他们在此
为明代皇帝和大臣举行 *黄箓科
仪+#即*救世祖宗+的黄箓斋#他
们视明代君臣为*祖宗+#自然是
与新的清王朝对抗# 但也只能是
一种仪式性表达# 多少显得有些

悲凉$

栖霞山本为佛教圣地#*古来
与荆州玉泉% 济南灵岩% 天台国
清#共称天下四绝名山+$ !%摄山

志&$孔尚任自然知道#他!游栖霞
寺"诗就说&!有树皆松桂"无人不

佛仙#$!%孔尚任诗文集&卷二$在
佛教名山之中# 他却选择了道观
道士#而非佛寺僧侣#来使侯%李
醒悟入道#除与张瑶星相识外#或
许也有叙事策略上的原因$ 因为
佛教认为人生皆苦# 故以死为解
脱#而道教希求长生不老#对于普
通遗民来说# 并不需要以死来殉
国# 可能更希望在新朝能继续生
存下去$而且最后忠臣成仙#奸佞

为神鬼所苦# 也更适合运用道教
的神仙观念来展现$

这场修斋活动能够举行 #主
要是由于栖霞山*人迹罕至%地方
幽僻+的特殊地理位置#清军尽管
攻入金陵#却还来不及进山搜查#

栖霞山得以暂时保持平静# 与外
界隔离开来$ 孔尚任在此将栖霞
山作为明王朝的象征# 即明代的
政治地理空间已无# 所剩者唯有
一座孤山# 也可以看做是文化空
间的微小残余#留给侯%李等人在
这里聚集#哀悼先朝$然而栖霞山
非世外桃源# 不可能长久独立于
新政权#由此不得不再有!余韵"

一出$

!余韵"设定的时间已经是三
年后的顺治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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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原
先山中的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
时务的俊杰# 从三年前俱已出山
了+$三年前的文人名士当然都是
明遗民#他们离开栖霞山#投入清
朝的王庭中#预示金陵彻底陷落$

这不仅是明朝军事的溃败# 也是
明文化的断裂# 短暂存留的山中
明文化空间就此被新的政治所笼
罩$文士都已离去#剩下的是樵夫
苏昆生%渔翁柳敬亭等#他们逍遥
山水间#把南朝的兴亡旧事#付之
闲谈#柳敬亭编一首!秣陵秋"弹
词诉说史事丝毫不差# 苏昆生编
一套!哀江南"北曲放声悲歌$ 和
所谓的文人名士相比# 他们对于
先朝似乎更有感情$!余韵"中#老
赞礼还在世俗红尘忙着祭祀财
神#但对于世间一切早就看透#正
如他的!神弦歌"说的&!地难填"

天难补"造化如斯# 释尽了"胸中

愁"欣欣微笑#江自流"云自卷"我

又何疑% $三人喝酒畅谈时#一皂
吏出场#他本是明朝贵公子#今是
清廷一小吏$他入山而来#不是游
山玩水#是奉清廷之命#搜寻隐藏
山林不主动归顺的明遗民$苏%柳
等不以山林隐逸自居# 奈何皂吏
正要访拿他们#只好各自逃走$

!余韵"一出被认为是*曲终
人杳#江上峰青#留有余不尽之意
于烟波缥缈间+!梁廷枏%曲话&$$

这种言尽意不尽的表达效果与象
征手法的使用密切相关# 栖霞山
象征还残留的明代文化空间#苏%

柳等遗老可以在里面生活, 皂吏
象征清朝势力#它在政治稳定后#

已开始清理前朝文化# 即使隐藏
在深山里#也要*访拿+殆尽$明亡
清兴的历史就这样被孔尚任反映
在栖霞山文化空间的变换中了$

小时了了#大亦佳
'''南朝著名文学家刘孝标的著述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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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峻字孝标#以字行#在中国文学史%学
术史上是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于南
朝宋孝武帝刘骏大明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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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秣陵
县# 父亲刘琁之在他满一岁时就去世了#母
亲许氏带着他和兄长刘孝庆回到家乡北海
都昌县#在这里#刘孝标一直生活到八岁$

宋明帝泰始五年% 魏献文帝皇兴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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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剋青州$这年五月#刘孝标母子随
青州民被掠入魏#分配到中山为奴$ 他在
!自序"中说自己*桑梓颠覆#身充仆圉+#就
是此事$ 中山富人刘实'或刘宝(同情并欣
赏他#以束帛赎之#教以书学$ 其后不久#刘
孝标母子被北徙至代都平城$ 因生活贫困#

母子三人一度出家为尼僧#不久还俗$

宋明帝泰豫元年%魏孝文帝延兴二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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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冈石窟寺沙门吉迦夜为昭玄统
沙门昙曜译经五部一十九卷 # 刘孝标笔
受#年仅

::

岁$ *笔受+即用笔记述别人口
授的话# 一般包括对内容的整理连缀#往
往还有对文字的加工润色$ 这是古代著述
及佛典翻译中时常采用的方式#即所谓译
经润文者也$ 刘孝标年十一#但已读书有
年#颇具文字功底#具有了记录%整理乃至
润色加工的能力$ 陈垣说&!自吉迦夜译本

&'付法藏因缘传()行"而昙曜译本&'付法藏

传() 遂废# 以今存昙曜译大吉义神咒经推

之"昙曜所译"较为朴僿"不如吉迦夜译之文

采"亦未可知#此与笔受人极有关"吉迦夜译

笔受人为刘孝标" 孝标固南朝著名文学家

也# +!"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

魏孝文帝广延人才# 江南人士有才华
者都被提拔任用# 而刘孝标兄弟不蒙选拔$

齐武帝永明四年%魏孝文帝太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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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孝标兄弟自魏地逃还京师$ 这一年他
!;

岁#在魏共
:$

年$ 南归后#刘孝标又广求异
书#发奋苦读#他本极聪明#于是博极群书#

文藻秀出#清河崔慰祖谓之*书淫+$

此后#刘孝标一直在京师苦读$ 永明
十一年到齐明帝建武四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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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孝标
先后做过豫州刺史崔慧景%萧遥昌的刑狱
参军#其后*久之不调+!"梁书&本传$$ 直
到梁武帝天监四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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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孝标
%%

岁 #

被召入西省#为文德殿学士省学士$ 刘孝
标校进文德殿藏书#编成!梁文德殿四部
目录"四卷$

就在这一年#刘孝标请假省兄青州刺
史刘孝庆#私载禁物#为有司所奏免官$ 但
*私载禁物+只是一个官方的借口#这一年
发生的*策锦被事+才是刘孝标被免官的真
正原因$据!南史"本传&!初"梁武帝招文学

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 峻率

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 武帝每集文士策

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

乃悦"加其赏赉# 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

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

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 自是恶

之"不复引见# $也就是说#刘孝标被免官#

深层原因是由于梁武帝的妒忌之心$

天监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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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刘孝标作!广绝交
论"#这是其名篇之一$ 任昉好交游#多所

引荐提拔#故当时衣冠贵游#莫不争与交
好#座客盈门$ 然其死后#诸子皆幼#流离
不能自振#生平旧交莫有收恤$ 刘孝标见
之#乃广朱公叔!绝交论"#著此论以讥其
旧交$ !广绝交论"所讥#具有普遍意义#但
实际上又有明确的指向#即颇受其提携的
到溉%到洽兄弟$ 据说到溉见其论#抵几于
地#终身恨之$

最早在本年冬#刘孝标做了安成王萧
秀的户曹参军#萧秀看重他的才学#供给
书籍#使抄录事类#编撰!类苑"$ 天监十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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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萧秀调离荆州刺史任#梁
武帝诏刘孝标还京掌秘阁图书#刘因病未
能赴任$ 次年#刘孝标离开荆州赴东阳郡#

于金华山首之紫岩山筑室隐居#作!始居
山营室"诗#并继续编撰!类苑"$ 这一年或
稍后#作!山栖志"#其文甚美$

天监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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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可能是刘孝标
生命中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他

;;

岁#!类苑"编成#凡
:!9

卷#费时近
$

年$

!答刘之遴借-类苑.书"!辩命论"作于本
年或稍后# 并就后者开始与刘沼相辩难$

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即!世说注"的
编撰工作#也应该自本年或稍早开始$

!类苑"共
:!9

卷#是一部*括综百家%

搜撮群言%义以类聚#事以群分+!刘之遴

"与刘孝标书&$的大型类书$ 书未及毕时#

已行于世 !"梁书(安成康王萧秀传&$)时
人评价甚高$ !类苑"的成书#很可能又触
动了梁武帝敏感的神经#再度遭到他的妒
忌# 从此他再也不征召刘孝标出来为官#

同时命诸学士何思澄 %顾协 %刘杳 %王子
云%钟屿等撰!华林徧略"以高之$ 堂堂一
代帝王#气度如此$ 刘孝标感慨自伤#乃著
!辩命论" 以寄其怀$ 中山刘沼致书以难
之#两度往返#第二次的时间应该是天监
十六年#值刘孝标*有天伦之戚+#即其兄
刘孝庆卒# 故其书未能及时送达刘孝标$

不久刘沼辞世#有人自其家得此书以示刘
孝标# 刘孝标伤痛感慨# 复作书答之#即
!重答刘秣陵沼书"$ 然今可见此书之内
容#除交代作书的背景#表达对刘沼辞世
的伤悼之情外#并未对刘沼的辩难予以解
答#实应为!重答刘秣陵沼书"之序$

梁武帝普通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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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孝标卒#享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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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门人谥曰玄靖先生$ !世说注"完
成于本年或之前$ 刘孝标的著作#除前文
已涉及者外#还有!汉书注"

:%9

卷与!陆机
-演连珠.注"#后者为李善!文选注"所采$

刘孝标!世说注"征引浩博#采用四部
文献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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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颇为后世所推$ 其价值也
早已超越了自身的注释范畴#成为我们审
视魏晋六朝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典籍$

宋高似孙!纬略"评之*有不言之妙+%*实
为注书之法+#!四库全书总目" 将其列为
四大名注之一$

刘孝标家本将门 #其兄刘孝庆 %堂兄
刘怀珍%刘休宾皆为名将#而他本人学识
渊博#实为一代高才$ 虽生前抑郁不得志#

然其著述与人格#已光照于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