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江月三江月

A16A162025年3月6日 星期四2025年3月6日 星期四 责编/徐杰 审读/刘云祥 美编/周斌责编/徐杰 审读/刘云祥 美编/周斌

社址/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广告部电话/87348429 发行咨询电话/87685669 87682340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每份1元 邮发代号/31—84
印刷/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999弄研发园B区1幢8楼 电话/8729870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87654321
社址/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广告部电话/87348429 发行咨询电话/87685669 87682340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每份1元 邮发代号/31—84
印刷/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999弄研发园B区1幢8楼 电话/8729870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87654321

十年前，我在张萍老师赠予的《宁波
历代文选（戏曲卷）》中初识传奇《云石
会》。作为一本节选宁波历代戏曲家作
品的辑录，该书收录了《云石会》第二出
《别石》和第十六出《魂啼》。《别石》一出
道明了奇石与主人公的深厚情缘，《魂
啼》则是《云石会传奇》故事情节转折的
重要关目。作为辑录，受限于篇幅，《宁
波历代文选（曲卷）》无法展示整本《云石
会传奇》的故事，但这两出戏足以让读者
领略这部传奇的风采。

如今，由天一阁·月湖景区管理办公
室组织编撰了《云石会传奇校注》（以下简
称“校注本”），不仅是对这部宁波城市文
化传奇的再现，更是以“校注本”这一易于
大众接受的形式，推广和传播独属于宁波
的这一人文故事。传统戏曲在当代越来
越小众，宁波昆亦较早失传，因此将这部
由宁波当地文人写作的传奇剧本整理挖
掘出来，对研究昆腔在宁波也具有重要意
义。“校注本”的出版填补了宁波戏曲发展
史和古代文学史的空白，为明末清初的戏
曲、文学及名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堪称宁波文学界和戏剧界的一大盛事！
亦体现出天一阁·月湖景区管理办公室对
于月湖文化、戏曲文化，乃至宁波文化传
承的敬畏之心和责任担当！

首先，“校注本”的出版是对《云石会
传奇》这部遗民时期戏曲作品的有力宣
传和推广。《云石会传奇》作为明清之际
文人创作的戏曲作品，仅以清康熙刻本
流传至今，并被收录于涵盖元代至清末
六百多年间一千一百九十三种传奇、杂
剧、宫廷大戏的《古本戏曲丛刊》中。该
剧虽在创作完成后便由伶人排练、演出，
但并未在舞台上广泛流传。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云石会传奇》戏剧性相对较
弱。再看《云石会传奇》的故事本身，其
情节突破了“十部传奇九相思”的传统模
式，全本三十六出，情节曲折离奇，于“相
思”始，转为“公案”，最终以“度脱”收
场。在选材上，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不
太容易被普通观众所接受。即便按照今
天评判一部好戏的标准来看，《云石会》
在结构安排上也缺乏目标同一性。从高
潮看统一，主要人物的行动目标、具体行
为与戏剧结果之间缺乏必然联系。但在
剧情推进过程中，一方面作者为了表达
情怀和主题，展开了奇思妙想，赋予了全
剧浓郁的神话色彩；另一方面包燮本工
诗词，文学功底深厚，行文中引经据典，
旁征博引，词采典丽，格律严谨。因此，
《云石会》虽不适合上演，却是一部可供
案头欣赏的昆曲佳作。“校注本”的出版
发行，也将这部作品从历史中挖掘出来，
列于学者文人的阅读书目中，为热爱宁

波的文化人、热爱戏曲
的宁波人提供了了解
宁波文化、宁波戏曲的
珍贵资料。

其次，“校注本”挖
掘了清初难得的文史
资料。众所周知，中国
历史上许多文人的生
平史料往往因战乱、社

会动荡等原因被淹没或遗失。明清易代
之际诗人的生平资料，尤其是那些未有
科名与仕宦经历的诗人群体的史料，通
常是在大量的地方志、诗文集和序跋等
间接资料中寻找而得。包燮作为清初的
遗民作家，其生平资料和相关文献资料
极为稀少，学界研究也相对较少。1997
年出版的《中国戏曲志》（浙江卷）戏曲人
物小传中并未收录包燮其人。同时期的
戏曲文献如《明清传奇综录》《古本戏曲
剧目提要》，提及包燮的内容也仅有其
名、字号、籍贯及《云石会》的简要介绍，
其生卒年亦不详。在《宁波历代文选·戏
曲卷》中，也只有《云石会》传奇的两折。

“校注本”不仅整理了全本，更是将与《云
石会传奇》、云石相关传说和诗文，以及
包燮的生平资料和诗词汇编在一起，为
后人研究易代文人、研究包燮和《云石会
传奇》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再次，此版“校注”是建立在戏曲普
及推广的理念之上的。与其他古代戏曲
作品的校注本相比，“校注本”中有很多
关于戏曲专有名词的解释，比如对戏曲
脚色名、戏曲音乐名词、戏曲术语等都
有详细的注释。这体现了月湖区管委
会和张萍老师对于传统戏曲传播推广
的深刻实践，他们不仅希望通过“校注
本”让更多人读到、读懂《云石会传奇》，
更希望通过读者在阅读《云石会传奇》
的过程中，加深对中国传统戏曲的了
解。这也是《<云石会传奇>校注》的独
特之处和匠心所在。

最后，我想谈一点关于《云石会传
奇》衍生推广的想法。《云石会传奇》是一
部展现宁波清初文化状态和文人心态的
传奇，虽是昆曲剧本，但舞台性不强。若
要将其搬上舞台，按照原本用昆曲演绎，
一方面可能会走上当前大部分新编剧目
创作的模式，演完即压箱底，传承性不
高；另一方面，宁波没有昆曲剧团，演出
势必会面临诸多阻碍。鉴于这个剧本相
对来说抒情性略弱而叙事性强的特点，
若要保留原本的故事情节，建议用曲艺
的形式进行编演；若要用戏曲来演绎，则
需要在考虑现代观众接受心理的基础上
进行修改，有必要在情节上作调整、细化
和延展。

●《云石会传奇》故事简介

《云石会传奇》是清初围绕宁波月湖
边的奇石“云石”创作的一部戏曲。这块
石头因其独特的地理特征和传说而闻
名，每当阴雨天，石上会有云气缭绕，故
得名“云石”。

其主要讲述了宋代佛化哑女传说和明
代公案题材的故事。故事中，落魄才子杜
言与才女影云因续诗被疑偷情而成冤案，
最终在维卫佛的点拨下情归空幻，升华了
明州的文化底蕴。这部作品融入了大量的
宁波人文典故、景观风物和社会百态。

《云石会传奇》的创作还与300多年
前的一件文化盛事密切相关。清初官员
乔钵亲自访寻云石，并召集文人雅集赋
诗，为云石洗石筑亭，这一事件成为宁波
文化史上的一桩盛事。

《
云
石
会
传
奇
》
校
注
本
：

宁
波
文
化
瑰
宝
的

与

□
友
燕
玲

□
林
静

在
诗
词
里
感
受

春日迟迟春日迟迟，，卉木萋萋卉木萋萋。。仓庚喈喈仓庚喈喈，，采蘩祁采蘩祁
祁祁。。春天春天，，是一首轻柔的诗是一首轻柔的诗，，一幅绚丽的画一幅绚丽的画，，
更是一曲悠扬的歌更是一曲悠扬的歌。。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
里里，，我们不妨在诗词的海洋中我们不妨在诗词的海洋中，，探寻春天的足探寻春天的足
迹迹，，感受岁月的温柔感受岁月的温柔。。

春日诗意：从《锦瑟》到《汉江临泛》
新春午后，阳光温柔地洒在单位阅读室

里。翻开《中华诗词大会》，闲闲翻到便是李商
隐的一首《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
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
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
是当时已惘然。”春天，万物复苏，生机勃勃，而
李商隐却在锦瑟的弦音中，回忆起往昔的岁
月。他用庄周梦蝶的典故，表达了对人生虚幻
的感慨，而望帝化鹃的传说，则寄托了他对美
好时光的眷恋与不舍。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
水，都已成为记忆中的珍宝。而我们能做的，
就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让生命在春天里绽放
出最美的光彩。

从李商隐的迷离梦境，我们再来看王维的
空灵山水世界。王维的《汉江临泛》，如同一幅
壮美的山水画卷，让我们在春天感受大自然的
辽阔与宁静。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春天的汉江，
波澜壮阔，水天一色。王维以寥寥数笔勾勒出
汉江的浩瀚与通达，仿佛江水连接着天地万
物。“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诗人站在江边，
远眺江水流向天际，山色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这不仅是一幅春日的山水图，更是一种人生的
哲思……“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王维在诗
的结尾，表达了对襄阳美景的留恋之情。春天
的汉江，就像一幅流动的画卷，让人沉醉其中。

春日生机：从《咏柳》到《惠崇春江晚景》
本人工作所在的柳汀街，名字本身就充满了

诗意。“汀”字，是水边的平地，一片宁静而美好的
景象。月湖畔最适合诵读甬籍大诗人贺知章的
《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
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就像一位
巧手的裁缝，用无形的剪刀裁出了这满街的绿意。

我们再来看苏轼眼中的春天。通过他写
的这首《惠崇春江晚景》，便可捕捉到春天的盎
然生机。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春
天，总是带着一种不经意的惊喜。竹林外的
桃花悄然绽放，江水在暖阳下变得温柔，鸭子
们欢快地嬉戏，最先感知到了春天的温度。
这不正是春天的魅力吗？它不声张，却在细
微处透露出生命的活力。

春日哲思：从《定风波》生发内心的力量
生活不仅仅有诗意，也会有失意。大文豪

苏轼也算是屡屡失意的诗人。我们来读他的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
生。”苏轼在风雨中泰然自若，吟啸徐行。春天
虽有风雨，但也有新生的力量。就像苏轼在诗
中所表达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从
容不迫的心态。春天的风雨，是大自然的洗
礼，也是生命的磨砺。它让我们明白，人生就
像这春天的旅程，有阳光也有风雨，但只要心
怀豁达，就能在风雨中找到前行的方向，找到
内心的宁静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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