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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明
江
南
商
品
經
濟
發
達
，
戲
曲

故
事
發
展
興
盛
，
其
題
材
內
容
也
日
益
增

廣
。
當
時
的
文
人
參
與
了
戲
曲
小
說
和
通

俗
文
學
的
創
作
，
如
馮
夢
龍
、
湯
顯
祖
等

人
。
並
在
刻
書
業
蓬
勃
發
展
下
，
幾
乎
所

有
書
籍
都
會
附
上
大
量
的
插
畫
搭
配
內

容
。
崇
禎
時
人
朱
一
是
在
小
說
︽
蔬
果
爭

奇
︾
序
文
中
提
到
：

　

 

今
之
雕
版
，
佳
本
如
雲
，
不
勝
其
觀
。
誠

為
書
齋
添
香
，
茶
肆
添
閒
。
佳
人
出
遊
，

到
了
天
啟
、
崇
禎
年
間
時
，
民
窯
越

加
繁
盛
，
瑩
潔
的
瓷
器
上
經
常
見
到
描
繪

精
細
戲
曲
小
說
內
容
。
這
一
類
的
作
品
特

別
集
中
在
崇
禎
時
期
，
故
事
內
容
豐
富
，

有
的
甚
至
將
簡
單
的
戲
文
或
是
句
子
書
寫

其
上
，
搭
配
圖
畫
。
因
此
，
本
文
欲
透
過

天
啟
、
崇
禎
時
期
民
窯
瓷
器
上
豐
富
的
戲

演
義
︾
、
︽
西
遊
記
︾
、
︽
古
今
小
說
︾
、

︽
三
言
︾
、
︽
二
拍
︾
、
︽
瑞
世
良
音
︾

等
。
屬
於
戲
曲
故
事
，
有
馬
致
遠
的
︽
漢

宮
秋
︾
、
︽
破
窯
記
︾
，
陳
與
郊
的
︽
文

姬
歸
漢
︾
，
梁
承
恩
的
︽
浣
紗
記
︾
、
施

惠
的
︽
幽
潤
記
︾
、
湯
顯
祖
的
︽
還
魂

記
︾
、
王
實
輔
的
︽
西
廂
記
︾
、
張
鳳
翼

手
捧
繡
像
，
于
車
舟
中
如
拱
壁
。
醫
人
有

術
，
檢
閱
篇
章
，
索
圖
已
示
病
家
。

當
時
的
戲
曲
不
單
流
行
在
文
人
生
活
中
，

也
相
當
深
入
民
間
。
特
別
在
明
末
清
初
之

際
，
許
多
士
大
夫
和
文
人
經
常
以
時
事
或

政
治
人
物
作
為
題
材
，
創
作
出
來
的
劇
本

被
稱
為
﹁
時
事
劇
﹂
，
深
受
當
時
百
姓
所

喜
愛
，
直
到
康
熙
時
仍
有
演
出
。

在
瓷
器
紋
飾
方
面
，
從
元
代
以
來
，

以
人
物
和
歷
史
故
事
為
瓷
器
紋
飾
題
材
已

相
當
盛
行
︵
註
一
︶

，
到
了
明
初
卻
逐
漸

縮
減
。
嘉
靖
以
來
，
民
窯
產
品
以
祈
福
意

味
濃
厚
的
人
物
紋
為
主
，
也
常
見
到
民
窯

瓷
畫
與
版
畫
中
描
繪
的
圖
案
相
當
類
似
。

諸
如
乘
雲
而
下
的
仙
人
形
象
︵
圖
一
、

二
︶
，
洗
象
圖
︵
圖
三
、
四
︶
，
以
及
柳

葉
飄
動
的
模
樣
︵
圖
五
、
六
︶
，
瓷
畫
與

版
畫
中
的
圖
像
表
現
絲
毫
不
差
。
而
瓷
畫

中
的
戲
曲
小
說
紋
除
摹
仿
版
畫
外
，
也
多

有
巧
思
。

曲
故
事
紋
，
來
討
論
當
時
瓷
畫
與
版
畫
中

戲
曲
故
事
的
相
互
關
連
性
。

晚
明
瓷
器
戲
曲
故
事
紋
的
表
現

天
啟
、
崇
禎
年
間
瓷
器
上
的
戲
曲

小
說
故
事
紋
題
材
豐
富
，
有
學
者
將
之
分

成
通
俗
小
說
和
戲
曲
故
事
兩
類
。
屬
於
小

說
類
的
包
括
了
︽
三
國
演
義
︾
、
︽
隋
唐

圖六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廂記　萬曆三十八年武林容
與堂六種曲版　《中國古代戲曲版畫集》

圖五　 崇禎　青花伯夷叔齊故事圖筆筒　上海博物館藏 
《十七世紀景德鎮瓷器》

圖一　萬曆　折桂圖殘片　《明清青花瓷畫鑑賞》圖二　 陳眉公先生批評丹桂記　萬曆寶珠堂刊本　 
《中國古代戲曲版畫集》

圖三　 崇禎　青花沐象圖筆筒　北京藝術博物館藏　 
《中國陶瓷全集》十二　明

圖四　 洗象圖　圖繪宗彝　萬曆三十六年楊氏
夷白堂版　《徽派武林蘇州版畫集》

初
探
明
末
民
窯
瓷
器
紋
飾
中
的
戲
曲
故
事
紋

黃
浩
庭

晚
明
戲
曲
小
說
風
行
，
刻
書
版
畫
蓬
勃
發
展
，
市
井
茶
肆
也
都
追
逐
翻
閱
書
中
插
畫
，

見
圖
而
傳
播
戲
曲
故
事
，
成
為
社
會
文
化
的
通
俗
現
象
。
此
時
的
民
用
瓷
器
，
也
大
量

出
現
人
物
圖
像
，
或
題
寫
章
節
戲
文
，
使
賞
瓷
者
一
如
欣
賞
整
篇
戲
曲
小
說
。
而
瓷
繪

的
人
物
畫
常
與
版
畫
人
物
有
密
切
關
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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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崇禎　青花紅拂記筒瓶　一人手持燭台
探視來客　上有題詩「夜深誰箇扣柴扉，只得
顛倒衣裳視覷渠」《辨識明代民窯青花瓶》

圖十　重校紅拂記　萬曆二十九年金陵繼志齋刊本　《古本戲曲十大名著版畫全編》

︽
弁
而
釵
︾
中
︿
情
俠
記
﹀
第
三
回
﹁
鐘

子
智
排
迷
魂
陣
，
張
生
誤
入
阿
斗
城
﹂
，

男
主
角
張
生
在
房
中
與
眾
女
調
情
時
，
寫

到
﹁
贈
金
金
蓮
配
荷
花
，
﹃
紅
裙
爭
看
綠

衣
郎
﹄
﹂
一
詞
相
同
。
不
過
瓷
繪
匠
人
在

瓶
身
上
描
繪
的
畫
面
，
卻
不
是
表
現
張
生

與
眾
女
調
笑
的
場
景
，
而
是
描
繪
了
兩
三

個
坐
在
屋
內
的
女
子
，
似
乎
正
望
著
窗
外

一
隊
人
馬
之
中
騎
馬
並
身
著
官
員
服
飾
的

男
子
，
而
兩
名
騎
馬
男
子
也
同
時
回
眸
觀

望
。
同
樣
的
場
景
，
卻
在
晚
明
小
說
︽
蔬

果
爭
奇
︾
︿
擲
果
盈
車
﹀
︵
圖
八
︶
的
故

事
版
畫
中
找
到
。
︿
擲
果
盈
車
﹀
一
圖
描

寫
一
位
貌
美
男
子
乘
車
經
過
樓
坊
之
下
，

樓
坊
中
的
女
子
將
手
中
物
品
扔
擲
到
車
中

的
場
景
。
其
畫
面
也
符
合
﹁
紅
裙
爭
看
綠

衣
郎
﹂
的
含
義
。
兩
幅
畫
的
差
別
在
於
一

人
乘
馬
，
一
人
乘
車
，
樓
坊
上
的
女
子
前

者
僅
在
觀
看
，
而
無
擲
果
，
但
雙
方
畫
面

場
景
卻
異
常
相
像
。
我
們
可
以
推
論
，
瓷

繪
匠
人
在
進
行
描
繪
的
時
候
，
應
該
是
選

擇
以
﹁
紅
裙
爭
看
綠
衣
郎
﹂
這
句
戲
文
來

重
新
創
作
，
並
挑
選
了
︿
擲
果
盈
車
﹀
的

畫
面
。在

︽
辨
識
明
代
民
窯
青
花
瓶
︾
一
書

中
，
崇
禎
︿
青
花
人
物
故
事
筒
瓶
﹀
︵
圖

九
︶
，
瓶
身
描
繪
兩
人
在
夜
下
相
會
的
情

形
，
男
子
高
舉
燈
台
且
衣
衫
不
整
，
而
前

來
訪
客
則
是
衣
衫
整
齊
。
顯
示
出
男
子
於

深
夜
休
息
時
，
倉
促
迎
接
突
然
拜
訪
的
訪

客
。
若
只
單
從
圖
像
來
看
，
很
難
猜
出
畫

中
的
故
事
，
瓷
畫
匠
人
則
適
時
的
在
兩
人

之
中
旁
註
簡
短
的
戲
文
，
﹁
夜
深
誰
箇
扣

柴
扉
，
只
得
顛
倒
衣
裳
試
覷
渠
﹂
。
據
此

清
楚
了
解
，
原
來
畫
面
下
方
身
著
深
色
衣

服
的
年
輕
人
是
在
深
夜
前
來
拜
訪
主
人
，

而
主
人
聽
到
了
敲
門
聲
，
倉
亂
間
，
連
衣

服
都
來
不
及
穿
好
，
便
從
床
上
爬
下
來
開

門
，
舉
燈
迎
接
。

此
戲
文
出
自
張
鳳
翼
︽
紅
拂
記
︾

的
第
十
齣
︿
俠
女
夜
奔
﹀
，
內
容
描
寫
隋

代
奇
女
子
紅
拂
女
在
楊
素
府
邸
遇
見
年
輕

的
李
靖
，
對
於
負
有
大
志
的
李
靖
產
生
了

愛
慕
之
情
，
故
在
夜
深
人
靜
之
時
，
夜
奔

李
靖
。
而
李
靖
並
不
知
悉
夜
訪
來
客
的
身

分
，
故
說
到
：
﹁
夜
深
誰
箇
扣
柴
扉
，
只

得
顛
倒
衣
裳
試
覷
渠
，
元
來
是
紫
衣
少
年

俊
龐
兒
，
戴
星
何
事
匆
匆
至
，
莫
不
是
月

下
初
回
擲
果
車
﹂
。
︵
註
三
︶

李
靖
一
開
始

並
未
認
出
紫
衣
少
年
就
是
紅
拂
女
，
還
以

為
自
己
是
貌
美
如
潘
安
的
俊
男
。
當
李
靖

認
出
是
紅
拂
女
之
時
，
一
開
始
還
相
當
驚

訝
。
紅
拂
女
對
此
的
解
釋
為
：
﹁
憐
君
狀

貌
多
奇
異
，
願
托
終
身
效
唱
隨
﹂
。
李
靖

驚
喜
之
餘
，
但
又
害
怕
楊
素
派
人
追
殺
。

相
形
之
下
，
紅
拂
女
顯
得
從
容
許
多
。
第

十
齣
的
劇
情
至
此
告
一
段
落
，
可
知
紅
拂

女
前
來
私
奔
李
靖
是
經
過
冷
靜
思
考
後
，

的
︽
紅
拂
記
︾
，
以
及
明
雜
劇
中
相
當
常

見
的
八
仙
故
事
。
︵
註
二
︶

這
些
戲
曲
故

事
都
能
在
當
時
的
瓷
繪
或
是
版
畫
之
中
見

到
，
有
的
畫
風
相
同
，
有
的
則
有
差
異
。

瓷
器
上
的
戲
曲
故
事
紋
和
版
畫
內

容
相
比
較
之
下
，
似
乎
可
以
發
現
瓷
繪
匠

人
不
一
定
完
全
按
照
版
畫
風
格
來
進
行
描

繪
，
有
時
會
調
整
畫
面
以
利
於
內
容
的
流

暢
。
下
列
便
依
照
瓷
繪
與
版
畫
的
差
異
關

係
，
依
序
討
論
。

藉
由
戲
文
重
新
創
作
，
抑
或
與
版
畫
相
同

天
啟
、
崇
禎
年
間
，
經
常
出
現
詩
畫

合
一
的
瓷
器
紋
飾
，
而
戲
曲
故
事
紋
也
有

相
同
的
模
式
，
藉
由
戲
文
來
標
示
故
事
內

容
。
下
面
就
︽
弁
而
釵
︾
和
︽
紅
拂
記
︾

的
故
事
題
材
分
別
討
論
之
。

︽
弁
而
釵
︾
為
晚
明
相
當
出
名
的
一

部
描
寫
男
色
的
小
說
，
其
中
的
戲
詞
也
被

描
繪
在
瓷
器
上
。
在
史
蒂
芬
︵S

tep
h

en 

L
ittle

︶
著
的
︽
中
國
瓷
器
的
轉
變
期
︾

︵C
hinese C

eram
ics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16
2

0
-16

8
3

︶
一
書
中
，
崇
禎
︿
青
花
人

物
故
事
象
腿
瓶
﹀
︵
圖
七
︶
瓶
身
所
寫
的

戲
詞
﹁
紅
裙
爭
看
綠
衣
郎
﹂
，
恰
好
與

圖七　 崇禎　青花弁而釵象腿瓶　《中國瓷器的轉變期》　 
上有題詞「紅裙爭看綠衣郎」

圖八　擲果盈車　蔬果爭奇　天啟建安余氏萃慶堂刊本　《中國古代戲曲版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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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前
來
相
會
。
相
較
之
下
，
李
靖
則
因
紅

拂
女
夜
半
會
面
，
驚
喜
之
餘
反
失
去
冷

靜
，
此
橋
段
凸
顯
紅
拂
女
個
性
上
的
冷
靜

和
俠
氣
。

瓶
上
的
故
事
，
匠
人
只
截
取
整
齣

戲
中
高
潮
之
處—

紅
拂
女
夜
奔
李
靖
的
橋

段
。
版
畫
作
品
中
同
樣
可
以
看
到
以
﹁
紅

拂
女
夜
奔
李
靖
﹂
為
題
材
的
內
容
。
李
贄

評
的
︽
重
校
紅
拂
記
︾
版
畫
中
也
描
繪
第

十
齣
︿
俠
女
夜
奔
﹀
︵
圖
十
︶
。
與
瓷
繪

所
不
同
的
是
，
版
畫
匠
人
按
照
劇
中
的
內

容
，
描
繪
紅
拂
女
夜
半
來
到
李
靖
住
所
，

隔
著
房
門
來
喚
醒
李
靖
，
恰
好
緊
扣
戲
文

﹁
夜
深
誰
箇
扣
柴
扉
，
只
得
顛
倒
衣
裳

試
覷
渠
﹂
的
場
景
。
瓷
繪
中
則
省
略
了
柴

門
，
而
直
接
讓
李
靖
和
紅
拂
女
相
見
。
版

畫
帶
有
連
環
故
事
的
樂
趣
，
藉
由
翻
頁
手

法
讓
觀
者
融
入
劇
情
。
而
瓷
繪
中
減
去
區

隔
兩
人
的
柴
門
，
反
而
突
顯
劇
情
的
緊
湊

感
。

選
此
橋
段
，
可
能
跟
晚
明
文
人
喜

愛
奇
文
有
關
，
如
佚
名
於
︽
鸚
鵡
州
序
︾

中
云
：
﹁
傳
奇
，
傳
奇
也
，
不
過
演
奇

事
，
暢
奇
情
﹂
。
倪
倬
在
︽
二
奇
緣
傳
奇

小
引
︾
說
：
﹁
傳
奇
，
記
異
之
書
也
，

無
奇
不
傳
，
無
傳
不
奇
﹂
。
李
漁
在
︽
閒

情
偶
記
．
詞
曲
部
︾
也
提
到
：
﹁
古
人
呼

劇
本
為
﹃
傳
奇
﹄
者
，
因
其
事
甚
奇
特
，

未
經
人
見
而
傳
，
是
以
得
名
。
可
見
非
奇

不
傳
﹂
。
紅
拂
記
中
以
女
擇
夫
，
在
明
代

社
會
的
確
相
當
具
有
戲
劇
效
果
，
遂
受
到

喜
愛
奇
文
的
文
人
歡
迎
。
陳
繼
儒
︿
紅
拂

序
﹀
云
：
﹁
余
讀
紅
拂
記
，
未
嘗
不
嘖
嘖

嘆
其
事
之
奇
也
。
紅
拂
一
女
流
耳
，
能
度

楊
公
之
必
死
，
能
燭
李
生
之
必
興
，
從
萬

眾
中
蟬
蛻
鷹
揚
以
濟
大
事
，
奇
哉
，
奇

哉
。
何
物
女
流
有
此
物
色
哉
。
﹂
陳
繼
儒

認
為
紅
拂
以
一
女
流
，
卻
能
洞
察
入
微
，

看
出
楊
公
必
死
，
李
靖
必
興
，
真
是
奇
文

也
。
同
時
讚
歎
紅
拂
女
真
是
女
中
翹
楚
。

李
贄
在
︽
焚
書
︾
︿
紅
拂
﹀
條
中
讚
賞

到
：
﹁
此
記
關
目
好
，
曲
好
，
白
好
，
事

好
。
樂
昌
破
鏡
重
合
。
﹂
可
見
︽
紅
拂

記
︾
在
當
時
文
人
心
中
的
地
位
。
因
此
，

本
件
瓷
瓶
亦
遂
描
繪
︽
紅
拂
記
︾
故
事
中

廣
受
喜
愛
的
︿
俠
女
夜
奔
﹀
情
節
。

藉
由
戲
曲
內
容
再
現
故
事
題
材
，
瓷
繪

內
容
多
有
改
變

元
代
以
來
︽
三
國
演
義
︾
風
行
，
明

晚
期
則
有
改
編
成
短
篇
小
說
︽
劉
玄
德
三

顧
草
廬
記
︾
，
其
中
孔
明
借
東
風
一
段
，

便
被
描
繪
在
瓷
畫
和
版
畫
之
中
。
在
耿
寶

昌
主
編
的
︽
中
國
古
代
陶
瓷
藝
術—

元
明

青
釉
下
彩
︾
一
書
中
所
見
的
崇
禎
︿
青
花

孔
明
借
東
風
花
觚
﹀
︵
圖
十
一
︶
，
便
與

萬
曆
刻
本
︽
新
刻
出
像
音
注
劉
玄
德
三
顧

草
廬
記
︾
︿
七
星
臺
諸
葛
祭
風
﹀
︵
圖

十
二
︶
的
橋
段
不
盡
相
同
。
︿
青
花
孔
明

借
東
風
花
觚
﹀
為
一
完
整
的
故
事
圖
，
在

戰
場
上
，
孔
明
站
立
在
木
頭
搭
建
而
成
的

高
臺
上
做
法
，
其
臺
上
的
牌
坊
寫
著
﹁
孔

明
﹂
二
字
。
孔
明
的
扮
相
為
披
髮
，
身

著
寬
大
的
儒
服
，
面
朝
右
方
，
左
手
高
舉

寶
劍
，
右
手
平
舉
，
手
心
上
平
握
水
果
。

其
身
後
有
一
大
張
乾
淨
的
桌
子
。
高
臺
之

下
，
兵
將
環
繞
兩
旁
。
瓷
繪
匠
人
為
了
表

現
出
孔
明
借
東
風
之
景
，
高
臺
上
所
插
的

四
面
旗
幟
和
眾
兵
將
所
持
的
軍
旗
旗
風
颯

颯
。
整
個
場
景
表
現
出
戰
場
上
的
肅
殺
之

氣
。
在
版
畫
中
，
場
景
較
簡
單
。
孔
明
站

立
在
磚
塊
所
築
成
的
七
星
臺
上
，
便
佔
了

整
個
場
景
的
三
分
之
二
。
孔
明
的
扮
相
同

樣
為
披
髮
，
與
瓷
畫
相
近
，
但
身
著
形
似

道
士
的
法
袍
，
站
立
在
供
桌
之
後
，
右
手

持
劍
，
左
手
捏
拳
橫
握
於
胸
前
。
供
桌
上

擺
放
兩
座
燭
臺
和
一
件
三
足
香
爐
。
整
體

畫
面
並
沒
有
任
何
兵
將
，
僅
能
見
到
圍
繞

著
七
星
臺
的
旌
旗
和
兵
器
。
為
了
表
現
出

我
們
再
看
看
從
史
蒂
芬
所
著
的
書

中
，
崇
禎
︿
青
花
張
生
煮
海
筆
筒
﹀
︵
圖

十
三
︶
的
紋
飾
圖
像
，
透
過
筆
筒
的
造

型
，
呈
現
出
連
續
性
的
故
事
內
容
。
筒
身

右
側
的
畫
面
為
一
群
站
立
在
水
上
的
蝦
兵

蟹
將
，
並
背
著
一
人
魚
造
型
的
女
子
，
其

後
還
站
立
著
兩
名
穿
著
官
服
的
人
。
而
左

側
畫
面
則
是
一
名
男
子
和
女
子
分
別
站
立

在
房
門
的
兩
側
，
站
立
在
下
方
的
女
子
手

上
還
拿
著
一
瓶
葫
蘆
，
並
冒
出
濃
濃
的
雲

霧
。
單
從
畫
面
來
看
，
其
實
並
不
太
容
易

看
出
此
一
故
事
內
容
，
在
筆
者
研
讀
元
雜

劇
︽
張
生
煮
海
︾
的
故
事
內
容
後
，
發
現

筒
身
圖
像
與
故
事
內
容
極
為
相
似
。

元
雜
劇
︽
張
生
煮
海
︾
為
元
人
李
好

古
所
撰
，
劇
中
描
寫
潮
州
儒
生
張
羽
寓
居

石
佛
寺
，
清
夜
撫
琴
，
招
來
東
海
龍
王
三

女
瓊
蓮
，
兩
人
心
生
愛
慕
之
情
，
約
定
中

秋
之
夜
相
會
。
至
期
，
因
龍
王
阻
撓
，
瓊

蓮
無
法
赴
約
。
張
羽
便
用
東
華
仙
姑
所
贈

寶
物
銀
鍋
煮
海
水
，
大
海
翻
騰
，
龍
王
不

得
已
將
張
羽
召
至
龍
宮
，
與
瓊
蓮
婚
配
。

故
事
內
容
簡
潔
，
但
也
表
達
出
佳
人
愛
才

子
的
典
型
故
事
。
不
同
於
︿
青
花
紅
拂
記

筒
瓶
﹀
以
戲
文
貫
穿
整
個
畫
面
。
瓷
繪
匠

人
用
了
幾
個
明
顯
的
畫
面
凸
顯
整
齣
︽
張

生
煮
海
︾
的
故
事
內
容
，
以
半
人
半
魚
形

式
的
龍
女
和
陪
嫁
的
蝦
兵
蟹
將
，
身
後
還

站
立
兩
名
手
持
笏
板
並
身
著
官
服
的
人
員

以
凸
顯
龍
女
的
身
份
。
且
張
生
在
瓷
畫
中

並
非
拿
著
寶
物
銀
鍋
煮
海
水
，
而
是
東
華

仙
姑
手
持
葫
蘆
瓶
，
透
過
葫
蘆
瓶
中
的
煙

霧
，
逼
使
龍
王
嫁
女
。
瓷
畫
匠
人
抓
出
整

個
故
事
的
重
點
人
物
，
即
張
生
、
龍
女
、

仙
姑
。
雖
少
了
龍
王
這
個
角
色
，
但
透
過

這
三
個
人
物
的
出
現
，
很
容
易
使
人
判
別

出
整
個
故
事
內
容
。
而
版
畫
則
隨
著
故
事

內
容
的
進
行
，
圖
樣
設
計
較
為
簡
略
，

如
︽
元
曲
選
︾
中
︿
張
生
煮
海
﹀
︵
圖

十
四
︶
的
版
畫
內
容
，
僅
描
繪
東
華
仙
姑

與
張
生
站
立
在
海
岸
邊
，
寶
物
銀
鍋
則
放

置
在
一
旁
，
而
非
瓷
畫
將
整
個
故
事
內
容

都
描
繪
其
上
。

瓷
畫
與
版
畫
內
容
相
似
或
雷
同

瓷
繪
內
容
與
版
畫
內
容
相
符
或
是

雷
同
的
作
品
，
也
相
當
常
見
。
在
英
國

巴
特
勒
家
族
所
藏
的
崇
禎
︿
青
花
西
廂
記

筆
筒
﹀
︵
圖
十
五
︶
中
，
所
呈
現
的
是

在
林
野
之
中
，
張
珙
拱
手
作
揖
與
崔
鶯

鶯
道
別
，
而
紅
娘
站
立
在
崔
鶯
鶯
的
左
側

圖十二　 七星臺諸葛祭風　萬曆金陵書肆富春堂刊本　
《中國古代戲曲版畫集》

圖十一　 崇禎　青花孔明借東風花觚 　《中國古代陶瓷藝術》

祭
風
的
場
景
，
背
景
刻
劃
出
大
量
的
雲
氣

紋
和
兩
把
迎
風
漂
蕩
的
旗
幟
。
同
樣
的
故

事
，
但
瓷
繪
與
版
畫
卻
是
兩
種
截
然
不
同

的
詮
釋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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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種
則
兼
有
圖
像
與
戲
詞
。
只
繪
圖
像

不
寫
戲
詞
，
很
可
能
是
因
為
此
故
事
相
當

受
歡
迎
，
以
至
於
不
用
書
寫
戲
詞
，
只
抓

住
人
物
特
徵
或
是
故
事
細
節
，
像
︿
青
花

孔
明
借
東
風
花
觚
﹀
中
高
臺
上
寫
著
﹁
孔

明
﹂
二
字
，
加
上
一
身
打
扮
，
很
容
易
讓

人
聯
想
到
版
畫
中
孔
明
借
東
風
的
形
象
。

也
就
是
說
，
瓷
繪
匠
人
在
創
作
之
時
，
因

為
描
繪
的
物
件
不
同
，
使
得
情
節
安
排
勢

必
得
重
新
設
計
，
如
同
︿
青
花
張
生
煮
海

筆
筒
﹀
瓷
畫
匠
人
必
須
在
一
個
畫
面
中

完
整
的
表
現
整
個
故
事
內
容
，
為
了
表
現

出
仙
姑
法
力
無
邊
的
形
象
，
而
讓
仙
姑
手

持
寶
物
葫
蘆
瓶
，
張
生
則
是
面
帶
微
笑
的

觀
看
著
仙
姑
，
等
著
龍
女
被
龍
王
送
來
，

好
長
相
思
守
。
而
︿
張
生
煮
海
﹀
的
版
畫

中
，
版
畫
匠
人
則
是
隨
著
故
事
情
節
的
進

行
，
將
之
用
連
環
故
事
的
手
法
來
呈
現
。

因
此
，
瓷
繪
作
品
不
一
定
會
完
全
模
倣
版

畫
，
即
使
畫
面
相
當
雷
同
，
在
細
節
的
安

排
上
也
有
所
更
動
。
如
同
在
不
同
︽
西
廂

記
︾
版
本
中
相
同
故
事
的
版
畫
作
品
，
就

連
版
畫
內
容
也
會
因
為
創
作
者
的
不
同
，

描
繪
形
式
也
隨
之
不
同
。
而
瓷
畫
中
相
同

的
故
事
題
材
，
卻
有
不
同
的
畫
法
，
似
乎

也
有
了
相
通
之
處
。

瓷
畫
兼
有
圖
像
與
戲
詞
，
雖
然
書

寫
了
戲
詞
，
但
畫
面
卻
不
一
定
與
版
畫
故

事
中
相
同
。
很
可
能
是
瓷
繪
匠
人
知
道
有

這
樣
的
故
事
，
且
也
知
悉
故
事
內
容
，

但
卻
對
細
節
不
甚
理
解
，
才
對
某
些
特
定

的
情
節
進
行
更
動
，
如
︿
青
花
紅
拂
記

筒
瓶
﹀
。
也
有
可
能
是
瓷
畫
匠
人
在
描
繪

這
類
故
事
紋
飾
時
，
透
過
戲
文
來
想
像
畫

面
，
而
不
單
只
是
單
純
的
摹
仿
，
也
加
入

個
人
自
身
的
想
像
，
如
︿
青
花
弁
而
釵
象

腿
瓶
﹀
。
也
就
是
說
，
即
使
以
戲
文
來
詮

釋
故
事
內
容
，
但
瓷
繪
內
容
不
一
定
與
版

畫
相
同
，
反
而
會
有
所
變
化
，
或
者
是
重

新
創
作
。

影
響
瓷
畫
的
時
代
背
景

明
初
以
來
文
人
普
遍
融
入
通
俗
文
化

中
，
同
時
也
創
造
俗
世
文
化
。
︵
註
四
︶

明

初
士
人
葉
盛
︵
一
四
二
五—

一
四
七
四
︶

提
到
當
時
小
說
戲
文
不
但
有
書
坊
大
量
刊

行
，
也
擁
有
廣
大
的
﹁
農
工
商
販
﹂
為

讀
者
群
。
而
官
府
和
士
大
夫
認
為
戲
曲

有
﹁
警
世
之
為
﹂
，
因
此
﹁
忍
為
推
波

助
瀾
﹂
，
而
不
予
禁
止
。
晚
明
人
李
贄

︵
一
五
二
七—

一
六○

二
︶
也
對
這
類

小
說
戲
曲
的
通
俗
文
學
給
予
了
極
高
的
評

價
，
認
為
戲
曲
不
只
有
﹁
警
世
之
為
﹂
，

且
有
﹁
童
心
之
真
﹂
。
李
贄
認
為
﹁
若
失

卻
童
心
，
便
失
卻
真
心
；
失
卻
真
心
，
便

失
卻
真
人
。
人
而
非
真
，
全
不
復
有
初

矣
。
﹂
從
﹁
真
﹂
的
角
度
給
了
︽
西
廂

記
︾
和
︽
水
滸
傳
︾
等
戲
曲
小
說
高
度
的

評
價
。
晚
明
時
期
一
些
學
者
在
推
崇
俗
文

學
上
也
保
持
了
堅
定
的
立
場
，
如
袁
宏
道

︵
一
五
六
八—

一
六
一○

︶
和
馮
夢
龍

︵
一
五
七
四—

一
六
四
六
︶
等
。
馮
夢
龍

編
輯
、
刊
刻
以
︽
三
言
︾
為
代
表
的
白
話

小
說
，
其
背
景
也
同
樣
是
對
於
﹁
俗
﹂
的

重
視
。
日
本
學
者
大
木
康
認
為
晚
明
讀

書
人
在
文
學
上
不
斷
追
求
﹁
真
實
的
感

動
﹂
，
這
些
讀
書
人
在
人
民
群
眾
生
活
中

找
到
他
們
心
中
的
理
想
境
界
，
使
得
文
人

在
創
作
文
學
或
是
戲
曲
時
不
斷
的
從
民
間

故
事
著
手
。
因
此
，
晚
明
戲
曲
、
小
說
、

歌
謠
等
俗
文
學
深
受
晚
明
文
人
的
重
視
。

文
人
參
與
劇
本
創
作
，
除
汪
道
昆
、

圖十四　張生煮海　萬曆武林版　《金元雜劇初編》

圖十三　崇禎　青花元雜劇張生煮海圖筆筒　《中國瓷器的轉變期》

方
。
畫
面
表
現
不
出
兩
人
離
情
依
依
的
不

捨
之
情
，
反
不
如
版
畫
作
品
表
現
出
張
珙

與
崔
鶯
鶯
之
間
的
濃
情
愛
意
。
下
列
分
別

就
兩
個
不
同
版
本
的
版
畫
作
品
來
討
論
。

凌
濛
初
改
正
批
評
的
︽
西
廂
五
劇
︾
︵
圖

十
六
︶
中
同
樣
見
到
張
珙
正
與
崔
鶯
鶯
道

別
，
與
︿
青
花
西
廂
記
筆
筒
﹀
不
同
處
在

於
，
版
畫
呈
現
出
張
珙
擁
抱
著
崔
鶯
鶯
的

不
捨
之
情
，
而
紅
娘
則
是
站
立
在
張
生
左

側
的
遠
方
，
選
擇
了
讓
這
一
對
即
將
分

離
的
情
侶
單
獨
相
處
。
而
在
︽
李
卓
吾

先
生
批
評
西
廂
記
︾
書
中
一
圖
裡
︵
圖

十
七
︶
，
張
生
雖
沒
像
︽
西
廂
五
劇
︾
中

那
樣
熱
情
，
但
仍
牽
著
崔
鶯
鶯
的
手
互
道

別
離
，
而
紅
娘
一
樣
站
立
在
左
側
遠
方
。

從
這
兩
張
版
畫
故
事
中
可
以
理
解
的
是
，

雖
然
故
事
內
容
相
似
，
但
在
表
現
上
卻
有

極
大
的
差
異
。
在
這
三
張
圖
中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
同
樣
是
版
畫
作
品
，
在
進
行
創
作

的
時
候
，
會
因
為
刻
本
不
同
，
其
細
部
內

容
也
有
所
不
同
。
雖
然
三
者
的
場
景
都
相

同
，
但
張
珙
、
崔
鶯
鶯
、
紅
娘
三
者
間
的

細
微
互
動
模
式
，
卻
因
描
繪
者
不
同
而
有

所
變
化
。
可
見
瓷
繪
匠
人
在
創
作
作
品

時
，
同
樣
保
留
著
相
當
大
的
揮
灑
空
間
。

從
上
述
的
討
論
中
，
得
知
瓷
畫
匠

人
在
描
繪
人
物
故
事
時
，
通
常
會
採
取
兩

種
模
式
，
一
種
為
只
繪
圖
像
不
寫
戲
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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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石
守
謙
，
︿
寫
實
與
繪
畫
的
宋
元
時
代
紋
飾
﹀
，

收
錄
譚
旦
冏
編
纂
，
︽
中
國
歷
代
文
飾
考
︾
，

︵
臺
北
：
世
界
書
局
，
一
九
八
八
︶
，
頁
二○

三—

二○

四
。

2.  

徐
文
琴
，
︿
明
末
清
初
景
德
鎮
瓷
器
中
市
民
趣
味

的
興
起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七
卷
第
四

期
，
一
九
九○

，
頁
九
三
。

3.  

月
下
初
回
擲
果
車
，
語
出
︽
全
唐
詩
︾
司
空
圖
所

作
︿
馮
燕
歌
﹀
，
﹁
魏
中
義
士
有
馮
燕
，
遊
俠
幽

並
最
少
年
。
避
仇
偶
作
滑
台
客
，
嘶
風
躍
馬
來
翩

翩
。
此
時
恰
遇
鶯
花
月
，
堤
上
軒
車
晝
不
絕
。 

兩

面
高
樓
語
笑
聲
，
指
點
行
人
情
暗
結
。
擲
果
潘
郎

誰
不
慕
，
朱
門
別
見
紅
妝
露
。
故
故
推
門
掩
不

開
，
似
教
歐
軋
傳
言
語
。
﹂
指
出
魏
中
義
士
馮

燕
，
少
年
游
俠
，
其
翩
翩
風
采
，
比
肩
於
潘
安
，

且
深
受
女
子
的
歡
迎
。
而
此
劇
中
引
用
擲
果
潘
郎

的
典
故
來
引
出
李
靖
對
於
自
己
是
相
當
有
自
信

的
。

4.  

余
英
時
，
︿
明
清
小
說
與
民
間
文
化—

︽
和
風
堂

新
文
集
︾
序
﹀
，
︽
聯
合
文
學
︾
第
十
二
卷
第

十
一
期
，
一
九
九
六
年
九
月
，
頁
二
一
。

5.  

如
沈
德
符
說
到
：
崑
山
的
梁
伯
龍
﹁
所
做
︽
浣
紗

記
︾
，
至
傳
海
外
，
然
止
不
復
續
筆
﹂
。
︵
明
︶

沈
德
符
，
︽
萬
曆
野
獲
篇
︾
卷
二
十
五
，
︿
著

述
．
呂
焦
二
書
﹀
條
。

參
考
書
目

1.  

︵
元
︶
李
好
古
，
︽
張
生
煮
海
︾
，
收
錄
楊
家
駱

主
編
，
︽
全
元
雜
劇
初
編
︾
九
，
台
北
：
世
界
書

局
，
一
九
八
五
。

2.  

上
海
博
物
館
編
，
︽
上
海
博
物
館
與
英
國
巴
特
勒

家
族
所
藏—

十
七
世
紀
景
德
鎮
瓷
器
︾
，
上
海
：

上
海
書
畫
出
版
社
，
二○

○

五
。

3.  

王

莉

英

主

編

，

︽

中

國

陶

瓷

全

集—

明

︾

十
二
、
十
三
集
，
臺
北
：
錦
繡
出
版
公
司
，
二

○
○

一
。

4.  

吳
宇
華
，
︽
明
清
青
花
瓷
畫
鑑
賞
︾
，
北
京
：
北

京
圖
書
出
版
社
，
二○

○

五
。

5.  

周
心
慧
、
王
致
軍
編
，
︽
中
國
古
代
戲
曲
版
畫

集
︾
，
北
京
：
學
苑
出
版
社
，
二○

○
○

。

6.  

周
心
慧
、
王
致
軍
編
，
︽
徽
派
武
林
蘇
州
版
畫

集
︾
，
北
京
：
學
苑
出
版
社
，
二○

○
○

。

7.  

耿
寶
昌
主
編
，
︽
中
國
古
代
陶
瓷
藝
術—

元
明
清

釉
下
彩
︾
，
北
京
：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
二○

○

五
。

8.  

鐵
源
、
蔡
超
、 

劉
詩
中
主
編
，
︽
辨
識
明
代
民
窯

青
花
瓶
︾
， 

武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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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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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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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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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渭
、
梁
辰
魚
、
湯
顯
祖
等
人
的
個
人
創

作
外
，
也
參
與
改
編
傳
奇
小
說
為
劇
本
，

像
張
鳳
翼
根
據
唐
人
筆
記
小
說
︽
虯
髯
客

傳
︾
，
將
之
改
編
成
崑
曲
︽
紅
拂
記
︾
。

內
容
為
隋
末
李
靖
與
歌
妓
紅
拂
一
見
鍾

情
，
在
投
奔
太
原
李
世
民
途
中
偶
遇
虯
髯

客
的
傳
奇
故
事
。
︽
紅
拂
記
︾
為
張
鳳
翼

在
年
十
九
歲
時
所
創
作
，
在
晚
明
社
會
激

起
了
相
當
大
的
回
響
，
沈
德
符
曾
言
：

﹁
伯
起
︵
張
鳳
翼
︶
少
年
作
紅
拂
記
，
演

習
之
者
遍
國
中
。
﹂
︽
紅
拂
記
︾
的
影
響

也
相
當
大
，
直
接
受
影
響
而
創
作
的
明
清

傳
奇
作
品
就
有
五
種
：
即
張
太
和
的
︽
紅

拂
傳
︾
、
凌
濛
初
的
︽
北
紅
拂
︾
、
馮
夢

龍
的
︽
女
丈
夫
︾
、
曹
寅
的
︽
北
紅
拂

記
︾
及
許
善
長
的
︽
風
雲
會
︾
。
︽
紅
拂

記
︾
受
到
這
些
文
人
劇
作
家
的
改
編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是
深
受
歡
迎
，
且
吸
引
著
廣

大
的
觀
眾
群
。
因
此
，
明
初
士
大
夫
和
官

府
之
所
以
容
忍
戲
曲
小
說
在
民
間
散
佈
，

是
因
其
有
教
化
之
功
。
但
到
了
晚
明
，
戲

曲
小
說
似
乎
已
經
不
只
是
教
化
之
功
，
更

多
是
文
人
文
化
與
庶
民
文
化
的
交
相
融
。

大
量
的
文
人
投
入
戲
曲
創
作
之
中
，
諸
如

湯
顯
祖
、
梁
伯
龍
、
張
鳳
翼
等
作
品
甚
至

帶
動
了
時
代
風
潮
，
使
當
時
的
﹁
歌
兒
舞

女
﹂
無
不
推
崇
，
戲
曲
故
事
已
深
入
民

間
，
甚
至
傳
到
海
外
。
︵
註
五
︶

從
上
述
討
論
中
可
以
見
到
，
晚
明

戲
曲
故
事
流
行
於
上
下
兩
階
層
，
文
人
更

是
參
與
通
俗
文
學
的
創
作
，
使
得
俗
文
學

得
以
文
人
化
。
版
畫
到
了
天
啟
、
崇
禎
年

間
，
萬
曆
時
的
各
家
流
派
相
互
交
融
，
南

方
建
安
︵
福
建
︶
、
金
陵
︵
南
京
︶
和
徽

州
三
大
派
別
，
彼
此
都
朝
著
精
緻
細
密
的

道
路
上
走
，
即
使
是
講
兵
法
、
談
武
術
、

論
機
械
、
述
工
程
的
書
，
其
圖
像
也
都
十

分
精
美
，
與
諸
畫
譜
和
小
說
、
戲
劇
的

插
圖
無
殊
。
文
人
也
參
與
版
畫
製
作
，
如

凌
濛
初
、
陳
洪
綬
等
人
。
這
樣
的
時
代
氛

圍
，
似
乎
也
提
供
瓷
畫
匠
人
一
個
參
考
、

摹
仿
圖
樣
的
方
向
。

小
結

瓷
器
紋
飾
上
戲
曲
故
事
紋
從
元
末
興

盛
，
到
了
明
早
中
期
呈
現
衰
退
的
情
況
，

嘉
靖
時
又
逐
漸
發
展
起
來
，
並
大
盛
於
天

啟
、
崇
禎
年
間
。
此
種
明
末
民
窯
瓷
器
紋

飾
中
戲
曲
故
事
大
量
出
現
，
理
應
是
建
立

在
一
個
雅
俗
交
融
的
消
費
社
會
裡
。

明
中
晚
期
，
南
曲
逐
漸
取
代
北
曲
，

而
原
本
較
為
俚
俗
的
南
曲
在
大
量
文
人
不

斷
的
投
入
與
改
良
下
，
創
作
了
許
多
膾
炙

人
口
的
戲
曲
文
本
，
甚
或
參
與
戲
曲
的
演

出
，
更
吸
引
了
許
多
喜
愛
戲
曲
故
事
的
消

費
者
。
文
人
對
於
戲
曲
的
愛
好
，
促
使
出

版
商
大
量
出
版
這
類
的
書
籍
，
同
時
帶
動

了
版
畫
的
發
達
，
連
帶
也
影
響
到
瓷
繪
匠

人
在
描
繪
瓷
器
紋
飾
上
的
選
擇
，
並
共
同

形
成
晚
明
通
俗
文
化
的
繁
景
。

作
者
為
本
院
器
物
處
研
究
助
理

圖十七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廂記　萬曆三十八年武林容與堂六種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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