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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5桃花扇6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同时 � 注意艺术虚构 �虚实结合 � 戏剧与历史达到了完美统一 ∀具体到柳敬亭形 

象的塑造 � 剧作者一方面使柳的说书技艺及滑稽 !刚强 !仁义的心性与史实相符 � 另一方面则或移植史实 � 或实中写 

虚 � 或以虚写实 � 在请缨 !入狱 !归隐等情节中加入了较多的虚构成份 ∀戏剧与历史中柳敬亭形象的异同 � 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剧作者取舍材料的匠心及其超人的史识艺胆 ∀ 

关键词 � 孔尚任 �5桃花扇6 �柳敬亭 �历史人物 �戏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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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桃花扇6具有强烈的历史真实感 ∀ 孔尚任自 

云 �/ 5桃花扇6 一剧 �皆南朝新事 �父老犹有存 

者 ∀ 0 ≈��小引� 其中/ 朝政得失 � 文人聚散 � 皆确考时地 � 

全无假借 ∀ 至于儿女钟情 � 宾客解嘲 � 虽稍有点染 � 

亦非乌有子虚之比0 ≈��凡例� ∀ 作者唯恐人们不明白 

其写作意图 � 又借剧中人物老赞礼反复交代 � 5桃花 

扇6一剧/ 借离合之情 �写兴亡之感 �实事实人 �有凭 

有据 ∀老夫不但耳闻 � 皆曾眼见0 ≈��试一出 # 先声� ∀这种 

据史写实的创作方法得到后世不少批评家的肯定 � 

著名学者吴梅就认为 � 5桃花扇6一剧/ 虽科诨亦有所 

本0 � / 语语可作信史 ∀自有传奇以来 � 能细按年月确 

考时地者 � 实自东塘为始 ∀传奇之尊 � 遂得与诗文同 

其声价矣0 ≈������ ∀尽管如此 � 笔者认为在欣赏5桃花 

扇6 � 分析其思想艺术时 �仍然应该重视剧中的虚构 

与/ 点染0 � 重视考察戏曲人物与历史人物的同与异 ∀ 

剧中人物上至帝王将相 �下及复社文人 !歌妓艺人 � 

历史上虽然都实有其人 �但是他们的生活经历与思 

想性格已经经过艺术的处理 �因而二者之间不能盲 

目地划等号 ∀譬如侯方域 �剧中将其结局写成归隐 

栖霞山 � 就与历史不符 � 历史上的侯方域明亡后曾复 

出应清朝科举 ∀柳敬亭形象的塑造也存在着这种情 

况 � 实中有虚 �虚中寓实 � 虚实结合 ∀本文拟对此略 

作分析 � 借以管窥5桃花扇6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 

/ 确考时地0而又/ 稍加点染0的艺术特色 ∀ 

一 

5桃花扇6写柳敬亭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 �戏 

曲中的柳与历史上的柳具有较多的共同点 �尤其是 

其思想性格 � 这也是柳从历史人物走向戏曲人物的 

基础 ∀

其一 � 技艺超轶 ∀柳敬亭的说书技能 � 在他生活 

的时代曾经赢得普遍的赞誉 ∀ 张岱称赞柳氏说书 

/ 入情入理 �入精入骨 �摘世上说书之耳 �而使之谛 

听 � 不怕其不齚舌死也0 ≈������ ∀ 龚鼎孳曾绘声绘色 

地描述柳敬亭说书的影响力 � / 稗官抵掌恣旁唐 � 顿挫纵 

横善用长∀ 0 ≈��卷三十二5康熙庚戌秋冬存笥近稿 # 赠刘叟敬亭同诸子限韵6� 著名 

学者黄宗羲一方面认为柳氏/ 琐琐不足道0 �批评吴 

伟业所作5柳敬亭传6对柳氏评价过高 � 一方面又在 

自己改写的5柳敬亭传6中极力称赞柳氏的说书艺 

术 � 认为听柳氏说书会使人感到/ 亡国之恨顿生 �檀 

板之声无色 ∀ 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0 ≈����� ∀ 5桃 

花扇6保留了柳敬亭作为杰出说书艺人的基本特点 ∀ 

剧中指出/ 柳敬亭说书最妙0 ≈���� � 知名度很高 � 不仅 

深受下层普通民众的喜爱 � 而且/ 曾见赏于吴桥范大 

司马 !桐城何老相国0 ≈���� �诸如此类的描写与历史 

事实极为吻合 ∀黄宗羲说 �柳敬亭/ 名达于缙绅间 ∀ 

华堂旅会 � 闲亭独坐 �争延之使奏其技巧 �无不当于 

心称善也0 ≈����� ∀而据余怀 !吴伟业的记载 �柳敬亭 

在南京时 � 确曾得到兵部尚书范景文 !礼部尚书何如 

宠的赏赞 � 并被两家/ 引为上客0 ≈����� ≈������� ∀ 

其二 � 诙谐滑稽 ∀王国维曾在5古剧脚色考6中 

论及作为戏曲人物的柳敬亭的滑稽气质 ∀他说 � / 如 

孔尚任之5桃花扇6 � 于描写人物 � 尤所措意 ∀其定脚 

色也 � 不以品性之善恶 � 而以气质之阴阳刚柔 � 故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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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亭 !苏昆生之人物 � 在此剧中 � 当在复社诸贤之上 � 

而以丑 !净扮之 � 岂不以柳素滑稽 !苏颇倔强 � 自气质 

上言之当如是耶 � 0 ≈������ 柳敬亭性格诙谐滑稽 �常常 

于说笑揶揄之中打击阮大铖之流 �赢得了复社文人 

侯方域等人的连连称赞 � 所谓/ 敬老妙人 � 随口诙谐 � 

都是机锋0 ≈����� ∀剧中柳敬亭还自诩为/ 诙谐玩世东 

方老0 � 致书辕门 �劝说左良玉不要挥师东下 ∀ 左良 

玉称他为/ 滑稽曼老0 �认为他/ 胸次包罗不少 �能直 

谏 � 会旁嘲0 ≈����� ∀诙谐滑稽的性格为柳敬亭的政治 

活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剧中所写柳氏的政治活动 

未必与史实一致 �但其诙谐滑稽的性格特点却极为 

吻合 ∀据相关文献记载 �历史上的柳敬亭很早就以 

滑稽闻名于时 ∀ 冒辟疆诗云 � / 游侠髯麻柳敬亭 �诙 

谐笑骂不曾停0 ≈����� �陈维崧诗云 �/ 此翁滑稽真有 

神 � 少年超捷矜绝伦0 �王猷定写得更具体 �/ 英雄头 

肯向人低 � 长把山河当滑稽 �一曲景阳岗上事 �门前 

流水夕阳西0 ≈����� ∀ 柳氏诙谐滑稽性格的形成可能 

与他作为一名说书艺人的社会身份和生活经历密切 

相关 ∀
其三 � 有胆有识 ∀ 戏剧中的柳敬亭与历史上的 

柳敬亭都具有性格刚强 !有胆有识的特点 ∀ 譬如剧 

中写柳敬亭见左良玉 � 面对左良玉的长刀大剑 � 威严 

气势 � 柳敬亭从容唱道 � / 俺是个不出山老渔樵 � 那晓 

得王侯大宾客小 ∀ 看这长枪大剑列门旗 �只当深林 

密树穿荒草 ∀尽着狐狸纵横虎咆哮 � 这威风何须要 ∀ 

偏吓俺孤身客无门跑 �便作个长揖儿不是骄 ∀ 0 ≈����� 

显得镇定自若 ∀这件事在吴伟业的5柳敬亭传6中也 

有记载 ∀吴伟业这样写道 �/ 左以为此天下辩士 �欲 

以观其能 � 帐下用长刀遮客 �引就食 �座客咸振慑失 

次 � 生拜讫 � 索酒 �谈啁谐笑 �旁若无人者 ∀ 左大惊 � 

自以为得生晚也 ∀ 0 ≈������� 这就是大家熟悉的/ 长刀遮 

客0的故事 ∀ 对此 �龚鼎孳亦有词云 � / 片语回春 �千 

金逃赏 � 遮客长刀玩弄来 ∀ 堪怜处 �有恩门一涕 �青 

史 难 埋 ∀ 0 ≈���5沁园春赠说书柳叟65沁园春 # 和曹实庵舍人赠柳叟敬亭6前阕� 

可见 � 不论是历史还是戏曲中 � 柳敬亭都是一个有胆 

有识 !性格刚强的人 ∀ 

其四 � 至仁至义 ∀ 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柳氏 

与左良玉的交往中 ∀ 历史上 �柳敬亭对左良玉的感 

情确实很深 ∀ 钱谦益有5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 

作6 ≈������� 一诗 � 从诗中所述二人的交往来看 � 柳敬亭 

在左氏死后 � 逢人即说左氏故事 � 甚至还可能将左氏 

生平事迹编成弹词用于说书 ∀吴伟业5柳敬亭传6中 

亦云 � 柳敬亭/ 每被酒 � 尝为人说故宁南时事 � 则欷歔 

洒泣0 ≈������� ∀ 顾开雍5柳生歌6序中说 �/ 柳生还吴 

中 � 酒酣时时向人说宁南事 �闻者皆涕下 ∀ 0所谓/ 逢 

人剧说故侯事 �涕泗交颐声堕地0 �顾开雍5柳生 

歌6� ∀左 !柳二人的这种感情在5桃花扇6中亦有所 

反映 ∀续四十出5余韵6就特别写到柳敬亭掩泪感 

叹 � / 左宁南是我老柳知己 �我曾托蓝田叔画他一幅 

影像 � 又求钱牧斋题赞了几句 � 逢时遇节 � 展开祭拜 � 

也尽俺一点报答之意 ∀ 0 ≈������ 柳敬亭对左良玉的知 

恩图报之心 �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他至仁至义的人格 

个性 ∀

上述前二者突显了柳氏的技艺 �后二者突显其 

人格 �均体现了戏曲人物柳敬亭与历史人物柳敬亭 

相统一的思想性格 ∀ 正是这些相同的特点 �决定了 

柳敬亭形象的历史真实性 � 集中体现了孔尚任/ 确考 

时地 � 全无假借0的创作精神 ∀ 

二 

戏曲创作毕竟不是历史研究 ∀ 郭沫若曾经指 

出 � / 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 �史剧创作是−失事求 

似. ∀ 0 ≈������ 戏曲创作在忠于历史事实的同时 �必须 

去掉一些偶然性的东西 �虚构一些必要的情节和细 

节 � 通过/ 失事0以/ 求似0 �只有这样 �才能最大限度 

地反映历史的本质真实 ∀ 具体到柳敬亭形象的塑 

造 � 孔尚任并没有拘泥于一般的历史事实 � 而是结合 

具体的历史情境 �根据创作需要 �或虚构情节 �或移 

植史实 � 在不影响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 � 进行了一番 

艺术加工 ∀ 

其一 � 移植史实 ∀ 5桃花扇6中的柳敬亭保留了 

历史人物柳敬亭的热情性格 � 但其热心 !热情所施的 

对象却不同 ∀在5桃花扇6中 � 柳敬亭与苏昆生一道 � 

在侯方域 !李香君之间充当牵线搭桥的重要角色 �所 

谓/ 巧柳苏往来牵密线0 ≈���� ∀ 剧本第三十九出5栖 

真6还特别写到他与侯方域一起避难栖霞山 ∀ 按照 

剧中的描写 � 柳敬亭是侯方域的大恩人 � 两人的关系 

非常密切 � 从情理上讲 � 他们的这种交往在侯氏文集 

中应该有所反映 � 然而 �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读遍侯 

氏的5壮悔堂集6 �书中竟然没有一字涉及柳敬亭其 

人 ∀而历史上的柳敬亭确实是一个热心之人 �只是 

所帮的对象不是侯方域而是他人 �其中有杜浚 ∀ 杜 

浚有5今年贫口号6二十四首 ≈������ �第二十二首云 � 

/ 中秋无食户双扃 �叩户为谁柳敬亭 �亟送酒钱仍送 

酒 � 真教明夜也休醒0 �第二十三首云 � / 封题凛凛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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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详 � 醉后重看笑一场 �多少同人称厚道 �来伻未免 

詈商鞅0 ∀两首诗后面都有注 � 前诗注云 � / 中秋日一 

粥 � 闭门睡矣 ∀忽闻呼门声 � 乃柳叟敬亭走力送酒并 

青蚨一千 � 想外格外 � 感而有纪 ∀ 0后诗注云 � / 中秋明 

日 � 几上再见敬亭来札 � 封函下方有八字云 � −来人受 

赏 � 我就天诛 ∀ . 始悟昨者平头逃去之故 �不觉与客大 

笑 ∀又成一绝 ∀ 0按照杜诗及注的记述 �柳敬亭对朋 

友的帮助彻底周到 �派人送酒送钱 �还特意强调/ 来 

人受赏 � 我就天诛0 � 意思是不要给来人任何脚力钱 ∀ 

这对于一贫如洗的杜浚来说 �无疑是无微不至的关 

怀 ∀柳敬亭的这种侠骨热肠曾经赢得许多朋友的高 

度评价 ∀官至尚书的龚鼎孳曾著文赞扬他/ 生平重 

然诺 � 敦行义 � 解纷排难 � 缓急客倚伏 � 有古贤豪侠烈 

之风0 ≈������ ∀清人夏荃认为 �/ �敬亭�侠骨热肠 �求 

之士大夫中不可多得 ∀ 0 ≈������� 5桃花扇6写柳敬亭竭 

尽全力帮助侯方域 �将发生在杜浚等人身上的故事 

移植嫁接到剧中主人公侯方域身上 �这种移植以事 

实作基础 � 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 

其二 � 实中写虚 ∀ 5桃花扇6中柳敬亭的/ 两次请 

缨0包含着较多的虚构成份 ∀ 5桃花扇6中有柳敬亭 

两次请缨的情节 ∀ 第一次在第十出5修札6 �柳敬亭 

自愿去左良玉幕府下书 �阻止左良玉东下就粮南 

京 ≈����� ∀第二次见于第三十一出5草檄6 �柳敬亭为 

救侯方域自告奋勇替左良玉赴汤蹈火传檄文 ∀柳氏 

主动请缨之举赢得了剧中人物的普遍钦佩 ∀杨文骢 

夸他/ 好个本领0 �/ 是个有用之才0 �侯方域称他是 

/ 我辈中人 � 说书乃其余技耳0 � 袁继咸和黄澍视之为 

荆轲一类的人物 �必恭必敬地以白衣冠之礼送别柳 

敬亭 �就连左良玉也拜跪奉酒 �连声称赞柳敬亭为 

/ 义士0/ 壮士0 ∀为了突出柳氏的英雄气概 �作者将 

请缨送别的场景写得异常悲壮 � 极尽渲染之能事 ∀ 

其实 � 5桃花扇6对柳敬亭两次请缨之举的描写 

都夸大了柳氏在当时政治进程中的作用 �包含着较 

多的虚构成份 ∀ 就第一次请缨而言 �作者有意识地 

改写了柳敬亭与左良玉的遇合之因 ∀ 据吴伟业5柳 

敬亭传6记载/ 宁南伯良玉军噪而南 � 寻奉召守楚 � 驻 

皖城待发 ∀守皖者杜将军宏域 �于生�指柳敬亭 �引 

者注�为故人 ∀ 宁南尝奏酒 �思得一异客 �杜既已泄 

之矣 ∀会两人用军事不相中 � 念非生莫可解者 � 乃檄 

生至 � 进之 ∀ 0 ≈������� 黄宗羲所作5柳敬亭传6中亦说 � 

/ 宁南南下 �皖帅欲结欢宁南 �致敬亭于幕府 ∀ 0 ≈����� 

可见 �柳敬亭与左良玉的遇合是因为守皖将军杜宏 

域的推荐 ∀杜之所以介绍柳敬亭与左见面 �一方面 

是想满足左得/ 异客0的需要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缓 

解和左良玉的矛盾 ∀柳敬亭就这样来到了驻守武昌 

的左良玉幕府中 ∀至于剧中所写柳敬亭劝阻左良玉 

不要率兵东下 �是否实有其事不得而知 ∀ 可以肯定 

的是 �柳敬亭以一介艺人阻止左良玉如此重大的军 

事行动 � 与情理有些不合 ∀而据5明史6记载 � 左良玉 

率兵东下 � 震动朝野 �兵部尚书熊明遇请侯恂转圜 � 

移书阻止 � 北掌院李邦华路过湖口 � 责备左良玉不顾 

大局 � 并发九江库银十五万 � 为左军补足了六个月的 

粮草 � 左良玉这才退兵 ≈������� ����� ∀ 就第二次请缨而 

言 �历史本事与剧中的描写更是存在着天壤之别 ∀ 

据黄宗羲5柳敬亭传6的记载 �柳敬亭 / 尝奉命至金 

陵 � 是时朝中皆畏宁南 � 闻其使人来 � 莫不倾动加礼 � 

宰执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 � 称柳将军 � 敬亭亦无所不 

安也 ∀其市井小人昔与敬亭尔汝者 �从道旁私语 � 

−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 �今富贵若此 � . 0 ≈���� ��� 显然 � 

柳敬亭去金陵 �是奉命行事 �而不是请缨 �其目的是 

为了消除左 !阮之间的嫌隙 � 充当/ 释嫌0的差使 ∀ 而 

阮大铖出于对左良玉的畏惧 � 对柳敬亭非常客气 �柳 

敬亭最终完成了任务 ∀历史上的奉命/ 释嫌0到戏剧 

中变成传檄/ 讨伐0 � 这大概就是作者在5桃花扇 # 小 

引6中所说的/ 稍加点染0 ∀ 

其三 � 以虚写实 ∀ 为更好更深入地塑造人物形 

象 � 揭示人物性格 � 作者在剧中艺术地虚构了一系列 

场景和情节 � 达到了以虚写实的创作效果 ∀ 比如 �剧 

中虚构了柳敬亭入狱后的场景 ∀ 在5桃花扇6中 �柳 

敬亭为救侯方域替左良玉传声讨马 !阮的檄文 � 结果 

锒铛入狱 ∀ 5会狱6一节 �极力渲染柳敬亭入狱后的 

场景 �这纯属虚构 �目的在于突出柳的乐观主义精 

神 ∀再比如 � 剧中虚构了柳敬亭归隐的情节 ∀ 5桃花 

扇6续四十出5余韵6写柳敬亭归隐为渔父 � 常与隐居 

做樵夫的苏昆生煮茶闲谈 �一次忽遇衙役访拿隐逸 

之士 � 柳 !苏等人/ 登崖涉涧 �竟各逃走无踪0 ≈������ ∀ 

如此作结 �纯粹是为了全剧情节的完整和人物性格 

的统一 � 与历史事实则有较大的出入 ∀明亡之后 �柳 

敬亭不改明代衣冠 �体现了一种不做清朝顺民的民 

族气节 ∀ 其时 �满清政府厉行/ 剃发令0 �到处张贴 

/ 留头不留发 � 留发不留头0的告示 � 禁止百姓穿戴明 

代衣冠 �柳以说书艺人表演古人的需要为由一直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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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不剃 � 借以寄托故国之思 ∀至于归隐 �则纯属作者 

虚构 ∀据黄宗羲5柳敬亭传6记载 �明亡之后 � / 敬亭 

丧失其资略尽 �贫困如故时 �始复上街头理其故业 ∀ 

, ,马帅镇松时 � 敬亭亦出入其门下 � 然不过以倡优 

遇之0 ≈����� ∀可见 �柳敬亭并没归隐 �而是重操说书 

旧业 � 而且后来还加入了降清官员马逢知的幕府 � 只 

是颇不得志 ∀ 此事在吴伟业 !余怀等人笔下亦有记 

载 ∀柳敬亭明知马是叛明降清的军阀却去投靠 �这 

使他的人格大打折扣 ∀晚清经学家皮锡瑞在和金德 

瑛5观剧绝句6中讥讽柳氏说 �/ 各负夷齐爱国心 �首 

阳薇蕨竟难寻 � 柳生晚客云间帅 � 试问入山深不深蕨 

阳家三 ∀ 0更有甚者 � 清康熙元年 � 柳敬亭还曾随显宦 

蔡士英北上�王沄5漫游记略6卷二5燕游6三� �他甚 

至不顾人们的讥刺 � 与当时一些降清官僚如钱谦益 ! 

龚鼎孳等来往密切 � 种种迹象表明 � 柳氏在明代灭亡 

之后 � 忽东忽西 � 颇有趋炎附势之疑 ∀ 

三 

上述戏史差异的存在 �从表面上看似乎拉开了 

戏曲人物柳敬亭与历史人物柳敬亭之间的距离 �其 

实恰恰体现了作者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 

的努力 ∀作者既尊重史实 � / 实事求是0 �又改造 !虚 

构历史 � / 失事求似0 �颇具匠心地真正做到了/ 确考 

时地0又/ 稍加点染0 ∀他为什么这么做 �笔者认为主 

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 

一是为了塑造一个完美的柳敬亭人物形象 �寄 

托作者的政治理想和良好愿望 ∀在5桃花扇6塑造的 

众多人物形象中 � 复社文人侯方域 !手握重兵的左良 

玉 !军阀习气十足的高杰和黄得功 !哭哭啼啼的史可 

法等人 �固然各具面目 �但就其形象的完美程度而 

言 � 都不如妓女李香君和艺人柳敬亭 !苏昆生等社会 

下层人物 ∀柳敬亭既才艺卓越 !滑稽刚强 � 又至仁至 

义 !知恩图报 !侠骨热肠 !胸襟洒脱 !乐于助人 !英勇 

无私 !奋不顾身 � 富有民族气节 ∀为塑造一个完美的 

柳敬亭 �作者以历史人物柳敬亭的生平事迹与思想 

性格为基础 � 选择性地演绎史实 � 好的方面就实事求 

是 �而对于有损这一光辉形象的不好的方面则加以 

改造 !虚构 � 诸事为我所用 �使柳敬亭形象的塑造既 

源于生活 � 又超越了生活 � 从中不难看出作者的爱憎 

和价值取向 ∀ 孔尚任认为 �明清之际 �朝代更替 �民 

生苦楚 � 柳敬亭这类下层人物具有优秀的品质 � 负有 

救国救民的光荣使命 ∀南明覆亡 � 正如夏完淳所言 � 

是由于/ 朝堂与外镇不和 �朝堂与朝堂不和 �外镇与 

外镇不和 �朋党势成 �门户大起 �虏寇之事 �置之蔑 

闻0 ≈����� ∀弘光帝 !马士英 !阮大铖等人/ 私君 � 私臣 � 

私恩 !私仇0 ≈������� � 皆为一己之私利 �而柳敬亭这样 

身处下层的艺人 � 在国家灭亡的危急关头 � 反而义字 

当头 � 精忠报国 �其人品较之衮衮诸公要高尚得多 ∀ 

孔尚任虽然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 �但一生中经 

历过隐居 !出仕 !又隐居的三次波折 �官场生活使他 

目睹了上层社会的黑暗 !高贵者的堕落和腐败 ∀ 他 

因参与疏浚黄河入海口工程 � 在淮扬一带生活三年 � 

历经磨难 � 深入体会到下层生活的疾苦 � 平民意识大 

大增强 � 类似柳敬亭的/ 下层人物0在其心目中留下 

了美好的印象 ∀ 而其间结识明末遗老 �凭吊先朝遗 

迹 � 更是激起了身系汉族臣民的孔尚任对故国满怀 

拳拳眷恋之情 !故宫禾黍之悲 � 并由此对朝廷产生失 

望 !不满甚至抑郁愤激的情绪 ∀ 正如袁行霈主编5中 

国文学史6中所指出的 � / 剧中形成的贵贱颠倒的对 

比 � 不只是表明孔尚任突破了封建的等级贵贱观念 � 

其中也含有他对尊贵者并不尊贵 !卑贱者并不卑贱 

的现实的愤激情绪 � 以及对此所作出的思索0 ≈������� ∀ 

或许正是这种思索 � 使他像钱谦益一样感到/ 卿大夫 

之不足恃赖 �优人之不足鄙夷0 �从而将关注的目光 

转向柳敬亭之类的下层下物 � 并对他们寄予厚望 ∀ 

二是为了发挥柳所扮角色在剧中的作用 �更好 

地突出戏剧主题 � 集中剧情 ∀ 5桃花扇6以侯 !李爱情 

为主线 �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 柳敬亭在剧中主要 

起穿接场面 !联络主角 !推动情节的作用 ∀ 剧中柳氏 

交往的主要对象除了左良玉以外 �就是侯方域和李 

香君了 ∀出于剧情结构的需要 �作者有意识地将历 

史上柳敬亭与他人交往发生的许多故事巧妙地移植 

到剧中人物侯方域和李香君身上 � 为了减少头绪 �突 

出主题 � 又尽可能将柳敬亭写成侯方域与史可法 !左 

良玉之间联系的中间人 � 这样一来 � 柳敬亭就成了南 

明兴亡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 而要实现这一切 � 对这一 

形象的生活经历与事迹/ 稍加点染0就成为必不可少 

的了 ∀茅盾在5关于历史和历史剧6中称赞 � / 5桃花 

扇6是我国古典历史剧中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 

统一方面取得最大成功的作品0 ≈������� ∀这种统一主 

要是通过/ 确考时地 �全无假借0而又/ 稍加点染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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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题材处理方法来实现的 �柳敬亭形象的塑造是 

一个典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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