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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奇与元杂剧的时空设置比较唐传奇与元杂剧的时空设置比较

—以《柳毅》与《洞庭湖柳毅传书》为中心

鄒　　　琳

一：绪言绪言：时空观的研究立场时空观的研究立场

1.11.1：小说与戏曲文体的比较小说与戏曲文体的比较

小说与戏曲之间的关系，例如唐传奇与元杂剧之间的关系，历来是一个

重要的研究话题。然而学者进行研究时，大多从内容上故事渊源的视角出发，

比较其原型本事、内容影响、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改变等，而对形式上不

同文体的体性特质缺乏关注。事实上，同题材作品的重写，文本处理时手法

的不同，也受各自文体本身的规则制约。

1.21.2：时空为中心的研究观念时空为中心的研究观念

时间与空间都是小说的基本构成要素，叙事文学重要的存在形式与表现

对象。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及“故事是关于时间顺序排列的一个个

事件的叙述，而情节强调的是其间的因果关系，以致‘把时间顺序掩盖得模

糊不清’”，说明对叙事效果的目的不同，会导致对时间乃至空间的处理方式

不同。空间更是叙事得以展开的必要环境。

对时间与空间的研究，向来为西方叙事学中的重要课题，几乎在所有的

经典叙事学著作中都作为构成文本内结构的基石。而在埃德温·缪尔《小

说结构》第三章《时间与空间》，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

等著作中，则更细微地讨论了时空设置与其潜在意义和题材类型间的关系，

譬如传奇时空、现实时空、自然环境、社会文明、时感等种种该概念。浦安

迪《中国叙事学》则以西方叙事学的视角对中国小说时空展开研究。然而，

在此之后，中国学者对时空主动展开的研究却仍然较少。

最近三十年来，对叙事文学时空问题的研究开始受到东方学界重视，出

现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以日本学

者妹尾达彦、岡本不二明1，与中国学者朱玉麒等人为代表的，或对唐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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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都城地理（如长安城、汴州等）与小说叙事的关系入手进行研究，或梳理

唐宋传奇戏剧改编中的时空，以严密的历史地理资料考辨为特色；其次，以

刘勇强教授、张袁月、陈红凌等人为代表，对特殊的时空叙事，譬如地域性、

季节性叙事的文学特色进行研究；第三，以黄霖与鲁德才等人为代表，从文

学理论总论的方面对古代小说时间、空间叙事进行分析和说明。除此之外，

有大量针对戏剧舞台的时空理论研究。这些都将作为本文“时空观”的理论

基础。而去年较为瞩目的进展，即2014年3月，北京大学学报对古代小说时

空研究的专栏，包括李鹏飞《古代小说空间因素的表现形式及其功能》，潘

建国《古代小说中的时间层次及其相关问题》和刘勇强《古代小说的时空设

置及关联性叙事》三篇论文。

1.31.3：研究现状研究现状

目前，有关唐传奇《柳毅》的时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1，
“仙凡时差”。对于仙凡时间流速不同的关注；2，“时空延异”（difference），

唐传奇中，常在传奇的中心故事结束后，用较短的文字叙述其后世发生的其

他事件，这一特点被称为结尾处的“时空延异”2。针对于《柳毅》的空间研

究则相对较少。而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则少有创作理论研究，多在中

国戏剧理论中“舞台时空的流动性与想象性”中作为范例一语带过。

二：唐传奇与元杂剧介绍唐传奇与元杂剧介绍

2.12.1：唐传奇介绍唐传奇介绍

唐代传奇是唐代的汉族文言短篇小说，内容多传述奇闻异事，后人称为

唐代传奇，或称唐传奇。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于成熟，

多以文采华艳、意境婉转、人物鲜明、情节曲奇见长，并具有“文备众体”

的特征。篇幅大多较短，处以几百字到一万字之间，篇幅量较为接近现在的

短篇小说。有“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评价；“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

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宋洪迈《唐人说荟》例言引。） 

唐传奇的发展历经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初、盛唐时代为发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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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岡本不二明：《唐宋传奇戏剧考》，汲古书院，平成23（2011）年10月29日发行。
2　 蒲华军：《唐传奇中故事结尾的叙事时间的延异性探讨：以《柳毅传》为例》，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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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由六朝志怪到成熟的唐传奇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作品数量少，一时表

现上也不够成熟，这一时段作品以《游仙窟》为代表。中唐时代是传奇发展

的兴盛期，名家名作蔚起，才子文士投身于传奇的创作，借用诗歌、散文、

辞赋等其他文学体裁的表现技巧，题材丰富，大部分经典作品都产生于这个

时期，如《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

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成就最高，代表作有《柳毅传》、《离魂记》等。第三阶

段是晚唐衰退期，这一时期，以豪侠为内容的作品大量涌现，代表作有《聂

隐娘传》、《昆仑奴》、《虬髯客传》等。

2.22.2：元杂剧介绍元杂剧介绍

元杂剧又称北杂剧，是元代用北曲演唱、有舞台表演的汉族戏曲形式，

近似于今日的戏剧或歌舞剧。王国维“以歌舞演故事”的定义便主要针对宋

元时戏曲而发，这规定杂剧的主体不是文本一者，而是歌、舞、故事（文本）

三者，本身就包含文本与舞台的两个控件。

元杂剧形成于宋末，繁盛于元大德年间（13世纪后半期-14世纪）。主

要代表作家有，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白朴等。主要代表作有，《窦娥冤》、

《汉宫秋》、《倩女离魂》、《梧桐雨》等。其剧情结构为“四折一楔子”，约如

一个过程加四幕或四场戏组成，每折都由严格程序的套数构成。相比于后世

戏剧，时长较短。

作为戏剧，杂剧布景简单，通常一桌两椅，一道幕布，便可暗示代表舞

台上所有的场景变化。因此，角色多用表意性的动作程式和道具来展现场景。

戏剧有固定的曲牌套数，一曲牌对应的是同一段旋律，可在同一部剧甚至不

同剧目中反复使用，区别只有每次的歌词不同，因此杂剧是由多首已有的“小

曲”组成的“音乐剧”。杂剧角色分为旦、末、净、杂，旦为被饰演的女性

角色，末为男性角色，净为地位低下的喜剧性角色，杂为除以上三类之外的

角色，通常在剧情中属于配角，如老妇人、皇帝、小厮等。元杂剧一般由一

男主角或一女主角主唱全本到底，如由男主角主唱则为末本，如《汉宫秋》、

《洞庭湖柳毅传书》也可归于此类，以女主角主唱则为旦本，如《窦娥冤》。

元杂剧的特色通常是由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主线明确，人物鲜

明，较为重视情节处理上的戏剧性和冲突感。其舞台表演具有流动性、多变

性、想象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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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柳毅本事介绍柳毅本事介绍

《柳毅》，载于《太平广记》419卷，一说原题为《异闻集》中《洞庭灵

姻传》。作者李朝威，生平不详，约中唐时人。故事要旨为，仪凤二年，书

生柳毅科举落第，路过泾河时巧遇牧羊龙女，龙女婚后多受夫家欺辱，是以

柳毅因为正义感，替她传书给洞庭湖中龙王，龙女由此得救，几经波折后与

柳毅结为眷属。

戏曲改编文本中，能查实全文的最早作品，即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

本文所辑为臧懋循《元曲选》版本。内容与唐传奇《柳毅》大致相同，剧情

唯有三处与《柳毅》有所出入。一是钱塘逼婚、柳毅拒婚的原因，杂剧《柳

毅传书》中柳毅因嫌弃龙女憔悴而拒婚，重见龙女之美时，又为拒婚而后悔。

二是娶亲环节，《柳毅》中，柳毅三娶得龙女。《柳毅传书》中，柳毅归家，

奉命成婚，之后方知新妇就是龙女。三是娶亲之后，《柳毅》中，又多了一

段柳毅夫妇长寿得道，并用仙药帮助表弟薛嘏延寿的一段故事。

除了这三处之外，传奇本与杂剧本情节几乎相同。因此，文本叙事的不

同是由于文体体性的特殊规则。这也是用以分析时空设置的前提。

三：两种文艺范式的时空特色两种文艺范式的时空特色

3.13.1：情节时空的基础特征情节时空的基础特征

3.1.13.1.1：圆形结构情节圆形结构情节

首先，在整体时空的设置上，主体情节都呈现出人间→龙宫→人间的圆

形结构。

在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中，柳毅从人间至龙宫，又从龙宫返回人

间，收获了龙宫馈赠的财富和一位美丽妻子，但仍然回到他原先的人生轨迹

之中。整个故事呈现出“奇遇”式的特色，没有对柳毅的人生轨迹造成影响，

可以理解为一种“原点式”的故事类型。

这一类型在巴赫金的小说理论已有谈论，其奇遇经历被称为“超时间的

空白”，因为填补这些空白的事件，“介于传记时间的两点之间，是纯粹的空

白。它们在主人公们的生活里和他们的性格中，不会留下任何痕迹”3，“不

是能写进传记里去的，是脱离开正常生活的旁岔，这些旁岔实际上不能增加

传记生活中的时间”4。柳毅作为一个寻常书生，之前的人生目标是科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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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白春仁、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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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成功之后，生活步骤应是娶亲、从仕、生子、奉养双亲与老、病、死。奇

遇龙女之后，他科举的目标仍然存在，虽娶龙女为妻，之后的生活轨迹并不

会改变，奇遇龙女只是令他的人间生活变得更加容易，更加富裕。

而在唐传奇《柳毅》中，时空的圆形结构完整之后，却又上升到了一个

新的层面：人间→龙宫→人间→仙境。仙境是在圆形之外的另一个平面，一

个飘渺不实的时空，仙山的地点难以定论，柳毅也不再受空间的局限。“仙境”

时空也更像一个难以确指的意境。

因此，在《柳毅》中，柳毅的龙女奇遇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凡人变成仙人，“科举、从仕、奉养双亲与老、病、死”的人间生活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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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圆形结构图】
《洞庭湖柳毅传书》的时空轨迹呈现圆形结构

龙宫 人间【起起点与终点】 

离家 赶考  落榜  访友  

遇龙女  

洞庭传书  

拒婚  

还家  娶亲  

娶得龙女为妻  

继续原本人生 

【【人间生活】

图表 2【人生轨迹的原点式的示意图】
《洞庭湖柳毅传书》中柳毅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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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经历了。这或可称作“转折型”的故事类型。

遇仙类传奇中，主角人生轨迹多发生彻底扭转，譬如沈既济《枕中记》、

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等等。《枕中记》中，因不得志而抱怨的主角卢生，

得到道士帮助，进入黄粱一梦之中，经历人生种种功名富贵，也因此遭到妒

忌、陷害和杀身之祸。卢生清醒后陡然顿悟，这预示着他的人生将发生转折。

此传奇在后世马致远改编的元杂剧《邯郸道省悟黄粱梦》中，主角在受到点

化后顿悟成仙，同样从人间世界进入了仙境世界。《南柯太守传》中，主角

淳于棼酒醉，在梦中进入白蚁国度，经历由盛到衰的一生，梦醒后戒酒戒色，

信奉道教，人生轨迹也发生了转变。

3.1.23.1.2：时空分为神异叙事与现实叙事时空分为神异叙事与现实叙事

文本中的时空体分为两类，一类为神异叙事（龙宫故事），一种为现实

叙事（人间故事），在这两类时空中，时空书写的模式和遵循的常识有所不同。

对于这两种叙事，小说和戏曲的处理方法也有较多差异。

首先，在进入“神异时空”之前，“现实时空”是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具

体刻度的，也能使用常识的推论来补足时空。

如《柳毅》中，“（柳毅）至六七里，鸟起马惊，疾逸道左。又六七里，

乃止。（见一妇人）”，用“六七里”，将空间标刻清楚。而“鸟起马惊，疾逸

道左”，同时也能让读者根据常识（马的常速，和马惊之后狂奔的速度），对

行为时空进行推测，可以想见具体场景：柳毅在纵马狂奔时远远看见一个牧

羊少女，二人距离在短时间内被拉近。“其夕，至邑而别其友，月余到乡，

还家”等例，也将具体标刻了时间。在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中，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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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 赶考  落榜  访友  

遇龙女  

洞庭传书  

拒婚  

还家  娶亲  

娶得龙女为妻 

得到成仙机会 

原本人生消失  

度脱 

薛嘏 

长寿  

展开【仙仙 

人生活】 

图表 3【人生轨迹的转折示意图】
《柳毅》中柳毅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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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关系仍然清晰。如“此间乃是泾河岸侧，远远望见一个妇女牧羊，好

生奇怪。”

但在“神异时空”的叙事中，时空失去了具体刻度，常识也不可使用，

无法推论出清晰的时空体。

譬如《柳毅》中，“谓毅曰：“当闭目，数息可达矣。”毅如其言，遂至

其宫”，就无法通过“数息”来猜测水面到龙宫的距离，因为在去向“龙宫”

的路上，读者已经默认进入了“传奇时空”，常识不再适用，“数息”的可能

性变得多种多样：可能是水面到龙宫的距离很短，可能是柳毅在水中的行走

速度变得很快，可能是“闭目”后，发生了“时空跃迁”等。这就造成了空

间的不确定和不可想象。因此，在神异叙事的时空中，发生在读者脑中的角

色与时空的互动大大减少，使得时空更接近一个静态的布景。

3.23.2：时空叙事的共同性时空叙事的共同性

题材相同、年代相近的情况下，时空处理的共同点，能反映文学史上这

一阶段的历史特征。

在叙事的历史中，时空是逐渐丰满起来的。

“（最初的时空叙事）中空间感优于时间感，空间夸张，时空模糊，对时

空标识的信息欠明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原初形态小说在时空描写方面确

实还比较粗略……时空标识的明确与否及情节的内在关系，与时空观念的演

变分不开……小说文体在唐代的独立与成熟同步，自觉的时空关联性叙事也

可以在唐代小说中找到例证。”

时空叙事正是这样随着叙事文学的发展而成熟起来，而唐代前后正是较

为关键的“已然建立，还未成熟”的一个时段。

在唐传奇与元杂剧的阶段，时空设置已经进入“自觉”，产生“时空关

联性叙事”的阶段，但此时，时空叙事还未臻成熟，对内在情节的参与还较

低。

在《柳毅》与《洞庭湖柳毅传书》中，本阶段特征，体现在简化性、非

独立性、与初产生情节关联性三个方面。时空处理采用单线的时空线索，极

少使用复合时空，并在复合时空叙事的部分出现疏漏，这是其简化的方面。

区别于现代的“用时空顺序串联行为”的观念，时空常依附于行为而存在；
区别于现代时空叙事的独立稳定，时空时而空白，时而膨胀，留有辞赋文体

的影响，这是其不够独立的方面。利用时空设计来制造情节矛盾的现象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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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但人物与时空之间缺少互动的情况仍较为普遍，这是其情节关联性低

的方面。

3.2.13.2.1：简化的时空处理方式简化的时空处理方式

“和其他小说要素一样，将时空作有序的艺术化的安排，是小说持续发

展的结果，也是小说思维水平不断提高的表现”5，说明时空处理时展现出艺

术性的强弱，能够说明时空叙事的阶段性成就。

柳毅传书洞庭，此故事原本情节繁多，线索也不简单。从龙女受欺辱，

泾河边牧羊（《柳毅》中则是从柳毅下第落榜泾河岸边遇龙女）开始，共经

历十六个事件（《柳毅传书》中无柳毅成仙系列南海久住、返居洞庭、相遇

薛嘏事件），情节变化较多、时间持续较长，空间改变频繁，甚至在某些情节，

如“受辱牧羊”、“怒战泾河”、“龙女自白”这三个事件之中，行动主角并不

是柳毅；而在“相谈龙君”一节中，钱塘君同时得知柳毅传书，故事是同时

在两个时空之中并行发生的。

但这些复杂事件，却都以简化方式处理，在《柳毅》中，即以柳毅个人

的行动线索贯穿，若非亲见就跳过事件，另以转述或暗示表达。

譬如“相谈龙君”时，钱塘君也在偷听柳毅传书。

宫中皆恸哭。君惊，谓左右曰：“疾告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所知。”

……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

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

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青天而飞去。

在这一段时间内，钱塘君的行为更加关键，但却只叙“柳毅”的视野时

空。这种处理方式，延续了史传中个人传记的写法传统，属于简化式时空处

理。

区别于唐传奇，对此节，杂剧版本的处理使用了复合时空。

（钱塘君云）哥哥，这海藏里怎生有一阵生人气？（洞庭君云）兄弟，

俺这里有一凡间秀才，说着紧要的事。兄弟，你且回避咱。（钱塘君云）您

兄弟知道。我出的这门来，且不去，我在这里听他说甚么。

这一场景下，房内柳毅叙说，房外钱塘偷听，看似处在两个不同的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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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中。然而，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作为一份剧本，在舞台上，可

以用同一场景表演复式时空，因此也无需布局设计的艺术技巧。

而在处理少有的复合时空时，时空感容易会出现疏漏。

“文本内关联时空”观认为：“当一个故事在小说作品中被打开之后，其

文本内部就会自动开启一个隐含的时间程序，它依靠诸多人物和事件之间的

彼此关联而存在并逐步推进……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小说家无法随意左右，

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照应不周乃至错讹”，这种错讹本质上是由于时空

线的复合时彼此不相照应。同理，将“时间”拓展至“时空”，这一理论仍

然适用。

在柳毅故事中，此种 “疏漏”，即“时间长短不一致”等感觉。

譬如“相谈龙君”“怒战泾河”一段。这一段情节中，有柳毅视角、钱

塘君视角两条时空线索，柳毅线事件较少，钱塘君线事件较多，须得特殊说

明，才可解释严密，但文中并无说明。

《柳毅》“相谈龙君”情节如下：
毅恐蹶仆地……良久稍安，乃获自定。君曰：“……幸为少尽缱绻。”因命

酌互举……俄而祥风庆云，融融恰怡……（钱塘君救出龙女归来）

柳毅时空中，只有1，受惊，“良久稍安”、2，对酌，“少尽缱绻”、3，“俄

而”“钱塘归来”三个阶段，似乎柳毅的等待不久。

但在钱塘君自叙的“怒战泾河”线索中，“向者辰发灵虚，巳至泾阳，

午战于彼，未还于此。中间驰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

辰时（早上七点至九点）出发，未时（下午一至三点钟）回来，约六小时左

右，时间较长。

作者在设计复合时空时没有追求“等量”，说明其只为了情节需要而设

计时空，并没有考虑 “时空是否真实”的问题。而在后世文本中，时空是故

事世界的固有的“自然规则”，作者或迎合它，或利用它，通过正向塑造或

反向扭曲（如仙凡时差）来塑造时空体的特色。但作者不能“无视”它。作

者的无视态度，是由时空此时还“非独立”的现状决定的。这反映出对时空

的思维意识与叙事水平还处在自觉却不成熟的阶段。

3.2.23.2.2：时空的非独立性时空的非独立性

时空的非独立，在叙事中，具体体现为“以行为表现时空”和“瞬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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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化的时空”。

首先，表现在“俄”、“忽”、“有顷”、“良久”、“须臾”等较为笼统的时

间标语中，作为时空标语较为粗略，同时，依靠它所连接的具体行为来补足

时空情态。

譬如：“俄有武夫出于波间”、“语未毕，而大声忽发”、“毅良久稍安”、“须

臾，又闻怨苦，久而不已。”、“有顷，君复出，与毅饮食。”这些时间标语表

示了模糊的时间，能够大致说明两个行为动作之间的距离和速度，但不在行

为中发生就无法明确。譬如同一个“久”字，如“然而王久不至”中，显得

较为漫长。在“又闻怨苦，久而不已”中，便较前稍短，是行为代替时空标

语说明了时空状态。

其次，文中还有较多状语，本身功能只是连接行动顺序，却在行文中，

起到了时间说明的效用。如“初”、“复”、“后”、“然后”、“歌罢”、“酒酣”（之

时）、“饮讫”、“（行动A）……毕而（行动B）……”等。

在对“行为”进行主体描写时，作者常常并不注意表述其空间与时间，

然而时空却在对行为的描述之中展现开来。空间上，譬如“然后宫中之人，

咸以绡彩珠璧，投于毅侧”，虽非正面描写，然而“绡彩珠璧，投于毅侧”

之中，展现出绮罗珠翠，欢声笑语的殿堂欢聚场景。

在一方面时空说明如此简略，不得不依附行为的情况下，另一方面，柳

毅故事中又常常出现时空描写极为丰富，瞬间式场面铺陈的现象。

如在现实时空转向神异时空的节点中，出现：“……遂至其宫。始见台阁

相向，门户千万，奇草珍木，无所不有。……人间珍宝毕尽于此。柱以白璧，

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这样空

间铺张式的描写。

这种临场感的时空，特点有三，一是稍纵即逝，集中于场面描写，对情

节的推动力却不强，有“凝固的瞬间”特点。二是视角从全知视角转向主角

的感知视角，有别于之前“标记式”的地点说明，体现出“环境式”的氛围

描写，功能是令读者在脑中唤起对“某一类环境”的印象，增加读者主观的

代入感受，却不会说明该时空的代表性细节，以免限制读者想象时空。三是，

时空叙事从简略向丰富的突变，在神异叙事要较现实叙事更丰富。

这种“瞬间式”的富丽场面描写，沿袭自汉赋中“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的传统。作为辞赋、“诗笔”影响下的产物，时空叙事还未从“文备众体”

中完全独立出来，其瞬间式的场面描写呈现出对历史遗留文体的非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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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2.3：时空设置参与推动情节时空设置参与推动情节

时空设置的低参与度，表现在时空与人物的互动关系较少，时空设置对

情节走向的影响较小。具体而言，体现在“时空标识的明确与否及情节的内

在关系”6上，也就是有意识的利用时空设置推动情节，设计人物，自觉进行

“时空关联性叙事”7。这一点，通常要作者有意识的设计人物与时空的互动，

通过时空设计来组织“巧合”或“不幸”情节。

在《柳毅》与《洞庭湖柳毅传书》中，作者已意识到可利用时空设置来

完成剧情。如“相谈龙君”，“须臾，宫中皆恸哭。君惊，谓左右曰：“疾告

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所知”，正因作者意识到钱塘君和洞庭君存在同一

个空间内，哭声才需要“小”，以免为人所知。事实上，这段剧情，都是利

用“同一空间”为基础来展开的。之后，钱塘龙破殿离去，正是因为听见了

同空间内宫女的哭声。

这一段，在《洞庭湖柳毅传书》中更加明显，“（钱塘君云）您兄弟知道。

我出的这门来，且不去，我在这里听他说甚么。”特意将钱塘君设置在会客

大厅门外，表现此场面看似两个时空，其实却在同一空间领域内。

夜宴上钱塘君逼婚时，从不同方面展现了时空与情节的内在关联，即：
不同时空之中，角色行为准则也有所不同。柳毅拒绝时言道：“若遇公于洪

波之中，玄山之间，鼓以鳞须，被以云雨，将迫毅以死，毅则以禽兽视之，

亦何恨哉！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之志性，负百行怖之微旨，虽人

世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乎？”

这些两个例证都说明，从促进情节与行为规则两个角度，时空叙事已开

始参与《柳毅》与《洞庭湖柳毅传书》的情节叙事。只是，在复合时空中的

疏漏与“无效场面描写”的数量较大等情况，说明以整篇而言，时空对情节

的参与度还相对较少。

3.33.3：时空设置的区别时空设置的区别：戏剧与小说文体性的不同戏剧与小说文体性的不同

时空设置的区别，展现出戏剧与小说文体规则的不同。

将文体之间的时空设置做横向比较来看，大致有两个特征：唐传奇（《柳

毅》）的时间意识强于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而元杂剧的空间意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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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唐传奇，“强”体现在描写笔墨更多，描述更详细，在故事行进过程中被

忽略/空白/缺席情况较少。而且，杂剧本所选取故事的时间长度更短，去

掉了柳毅登仙后一百年左右的故事，将故事更为集中在展开文本中的神异叙

事的部分，即龙女受欺辱，柳毅遇龙女，柳毅龙宫奇遇这一段，而其现实叙

事的部分则多有省略、压缩和带过。将时间压缩截短，这一点是同时代神怪

类元杂剧改编的一个共同特性，譬如在元杂剧《黄粱梦》中，去掉了故事在

原作唐传奇《枕中记》中主角在梦中受难之后官复原职、亨通至死的长段故

事，而直接强化了逃难情节，并在逃难情节处戛然收尾。在元杂剧《倩女离

魂》中，相比唐传奇《离魂记》也更集中于描写倩女魂走与情郎幽会的情节。

总体而言，相对唐传奇，元杂剧更注重神异空间的展示，在剪裁上对于详略

的段落所做的处理更为彻底，尽量将矛盾集中，将时间场域缩短，更注重凸

显情节的戏剧化效果，并且大多都将唐传奇最后的延异时空删去，证明了戏

剧书写与文本书写两个传统在审美要求上的本质区别。

此外，关于时空设置的相异性，主要从下面三点进行详细说明：

3.3.13.3.1：时空的史传性（刻度性时空）只在唐传奇《柳毅》中存在时空的史传性（刻度性时空）只在唐传奇《柳毅》中存在

唐传奇《柳毅》的时空叙事中，具有将时空标刻的意识，这一点在元杂

剧《洞庭湖柳毅传书》中，是完全不存在的。这种时空的刻度性特征，可追

溯至中国叙事的传统—史传叙事中。

史传纪实叙事的发端，有相当多想象的成分。这些成分，在“真实性”

观念确立之后，从史传中独立出来成为野史、杂记，慢慢形成“小说”的虚

构叙事观念。唐传奇作为小说史中标志性的开端文体，具有相当部分的史传

遗留特色。这一刻度性时空就承自史传的线性叙事。

中国早期史传文献的叙事模式最具代表性的即编年体和纪传体，编年体

以年月时序为经、以事实为纬，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星转斗移及历史大潮的波

澜变化，作连贯的整体线性叙事；纪传体则以单个人物为中心，按时间顺序，

并选择历史中一些大事进行叙事。如《春秋》，按“年-月-日”的秩序和

十二公的顺序分年叙事，每个事件和人物被镶嵌在时间网格中，在看似无意

的状态下，清晰地呈现出其时空背景，而因果关系而隐藏在时间关系之后。

史传叙事中，这种务求在“地点”“年代”“时间顺序”上清晰的编史痕

迹，遗留在《柳毅》中，从而出现这样的文字。

“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念乡人有客于泾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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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往告别。”

“后居南海仅四十年，其邸第、舆马、珍鲜、服玩，虽侯伯之室，无以

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泽。……洎开元中，上方属意于神仙之事，精索道术。

毅不得安，遂相与归洞庭。凡十余岁，莫知其迹。至开元末，毅之表弟薛嘏

为京畿令，谪官东南。”

其行文风格，史传文字。如《史记·刺客列传》“荆轲者，卫人也。其

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事有大小，

而叙无详略。

而这种刻度式的时空说明方式，在杂剧本中就毫无踪迹。这一方面是杂

剧本来自歌舞祭祀传统，受史传影响较小。一方面是因为杂剧以舞台敷衍为

主，对时空的介绍多通过演员自述与舞台布景，就不会出现时空刻度式的说

明方法（这种刻度说明通常存在于作者为全知叙事者的情况中）。

3.3.23.3.2： 时空的两重性（心理/想象时空）在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中时空的两重性（心理/想象时空）在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中

更加明显更加明显

在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中，时空具有强烈的两重性。一方面是剧

本中所描写和口述出的那个“故事时空”，一方面是舞台上敷衍表演的“舞

台时空”，这两个时空同时进行，彼此交叠而又不尽相同，使得观众接受时

自己内心塑造的想象时空显得更为必要。

在戏剧理论中，舞台具有流动性、多变性：“舞台上的空间又是流动的、

可变的，不受舞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随着人物流动，可以展示几个顺序

相连的空间……”“空间意识上，讲究由人物的主观世界来感觉和体现客观世

界。就是说靠演员表演虚拟环境，并在虚拟环境的过程中创造生活环境……
它要求自由地改变舞台空间、时间的关系。……布景不只是代表一个环境，

而是代表一种情绪范围……”
这一特点体现在剧目中，就是无论地点变幻再遥远，时间距离相隔再长，

都在演员换场时的一上一下中解决，无形中架空了剧本中所描述的“辽阔空

间”和“长远时间”—对于观众而言，他们直接接触到的并不是故事中所

设定的那个时空流速，而是舞台换场的速度。同一场戏或是表达人物瞬间的

心情（如：龙女独白），或是表达人物一段时间的经历（如：柳毅三娶），尽

管故事不同，但时间的长度对观众的感受来说是相同的，他们无法在舞台中

体会到长时间的别离和大空间的追索，一切故事需要拆成片段、瞬间和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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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事件而连缀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有时，观众会根据剧本中文本时空的提示，而适当将两

分钟时间拉长，想象出两小时的大战。但观众很难有意识地调整“节奏”或

“比例”，譬如前一场以两分钟演两年的分别，而后一场以六分钟演两天的相

聚，在观众的感受中，倾向于认为分别时间比相聚时间更长，不会认为分别

时间是相聚时间的365倍。这种时空的两重性，以及其导致的接受中的矛盾性，

在唐传奇等一切纯文本文学中是不存在的。

这时，观众在接受杂剧时所自行形成的心理时空就变得更加重要。观众

在通过观看杂剧来构想/经历一个故事时，既不会全然依赖“舞台时空”，

也不会全然依赖“文本时空”，而是根据两者，在自己脑海中构想模型。然而，

文本不会为每一段时间与空间的间隔说明，舞台又在大部分时候是断续式、

碎片式的拼接叙事，这导致观看同一个故事时，观众脑海中会为该故事构想

出截然不同的时空模型。

以《洞庭湖柳毅传书》第一折为例，初登场时，为柳母教训柳毅上京赶

考的段落。（柳毅）“如今春榜动，选场开。您孩儿欲要进取功名去。但得一

官半职，荣耀门闾”，“今日是吉日良辰，辞别了 母亲，便索长行也。”，“春

榜”是唯一一个暗示时间范围的词语。

之后龙女登场，在泾河边牧羊、自叙思乡之苦。此时，柳毅二度登场，

唱词已变成“如今是大唐仪凤二年，上朝应举，命运不利，落第东归”。

龙女在河边思乡哭诉一回，时间再长不可能超过一天，但柳毅已经历了

出发、旅程、落榜、归程。在情景与情景之间，必然进行了时空的省略和跳

跃，从前一时间点直接跃迁到了这一时间点。但是，这中间的时间有多长？

柳毅科考下第经历了一个月、几个月还是几年？这期间的空白是完全无法考

据的，事实上舞台也并不打算说明这一点。对读者而言，是否在脑海中补入

时间观念，则全看个人。

一般而言，当观众意识到柳毅已经从上京赶考到落第而归时，会默认柳

毅的时间已经经过了至少数个月。但观众却通常不会意识到，与柳毅线同时

进行的龙女线，龙女也已经在泾河岸边牧羊数个月，并且比柳毅在路上花费

的时间更久。因为在柳毅赶考之前一折，龙女已被泾河龙王赶至河边牧羊。

或许有人意识到她已等了漫长的时间，但更可能的是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她

等了多久，仅仅知道她做了一个“等候”的动作，那之后，在观众构建故事

时所塑造的心理时空中，属于龙女的那部分时空就凝固了，这个“时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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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像一般静静等待着，直到柳毅再度上场，才打破这种“静止”，让空间重

新流动起来。

在舞台上，不被表演出来的就是不存在的，观众就不一定能够接受。由

于大部分“连接性事件”在时空的空白中“不存在”了，故事只以矛盾为接

口连接起来，元杂剧的舞台通常呈现出时间流更加集中、更有紧迫感的特征，

也就是“戏剧化”的原因，而仍留着史传式痕迹的唐传奇的时间流就显得更

为舒缓。

而这些“没被表演出来却依然作为必要的情节构成要素而存在的时空和

事件”，就既不在舞台时空中，也不在剧本的文本时空中，而仅仅成型与于

观众的心理时空之中。

3.3.33.3.3：时空的虚化（抒情/情感时空）只在元杂剧中常见时空的虚化（抒情/情感时空）只在元杂剧中常见

元杂剧剧本中的时空叙事常常存在虚化的情况，这不止因为舞台时空居

于文本时空之前，影响了读者对文本时空的直接接受，同时也因为元杂剧中

的时空叙事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个人视角，因此常被理解为出于抒情目的

的修辞手法，而轻忽其所表达的时空内容。

首先，在戏曲文辞骈俪特点的影响下，时空描写中“修饰性”的排比、

意象、同类语句很多，并多有重复，而其中真正表达的明确的时空含义却极

少。这就令观众欣赏时空描写时，将它作为“美丽的文字”来欣赏，而不会

特意作为“信息”来认识和接受。如柳毅初遇龙女，龙女自述其家时：
（龙女）妾身离乡故到外府，绕着这野塘千里红尘步，遥隔着残霞一缕

青纱雾，望不见寒波万顷白萍渡。(柳毅云)我看小娘子中注模样，想也决

不是以下人家。 莫非在鳷鹊殿中生长的么？ (正旦唱)休道是妾身鳷鹊殿

中生，多则在侬家鹦鹉洲边住。(柳毅云)呀，小娘子，据你这般说，你家

在洞庭湖水中

这一段时空描写，看似繁复，实际只表达出了两个含义：1，家乡遥远；
2、与水相近。同时隐含着家庭不凡，出身高贵的语义。

至于“洞庭湖水”，已经是柳毅凭借过人的聪慧，从有限的线索中推测

出的具体的地点。

其次，在情感因素的影响下，时空常常染上个人的情绪色彩，出现“似

虚似实”的特点。时空的地点名词是一个意象，而不是一个具体可确认的物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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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龙女假扮范阳卢氏，嫁给柳毅的洞房之夜唱词：
“高点起画烛荧煌，我则道为雨为云会洞房。细听的仙音嘹亮，我几番

的和愁和闷到华堂。离了那平湖十里芰荷香，谁想他禹门三月桃花浪。(带云)

柳毅也，我想你怎生认的我来”

这其中“禹门三月桃花浪”不只是地点指代，更是隐含着对柳毅为人不

坚贞、动辄变心，自己还在痴心守节，对方已经结下新姻缘的埋怨。

又如新婚之后归洞庭，龙女唱词：
“我向洞庭湖躲过愁风浪，才能勾绮罗从遇着呆张敞。则落的浪蘸蛟绡，

云锁霓裳。昨日呵亏你那有信行的先生，今日呵稳做了无反覆的新郎。向画

阁兰堂，描写在流苏帐。说不尽星斗文章，都裁做风流话儿讲。”

那流苏帐、阁兰堂、浪蘸蛟绡，云锁霓裳，都并非实境，譬如流苏帐、

阁兰堂，是凸显这些名词所含有的旖旎缠绵、两厢恩爱的情感意象。

第三，时空描写的出现多存在于角色的抒情或夸张唱段之中，这意味着

语言所描述的时空本身就是扭曲、夸张、不实的。观众在接受时，自然也会

将内容缩水三分去理解。如雷公电母向泾河龙王夸张地叙事二龙交战之事：
（老龙云）“这壁厢火光烂烂接天关，那壁厢风雨飕飕迷地角。端的是江

翻海沸，地震山摇。火龙怎生发怒，小龙怎的支持，电母，你慢慢的再说一

遍与我听”

（电母唱）忽的呵阴云伏地，淹的呵洪水滔天，腾的呵烈火飞空。泾河

龙逃归碧落，钱塘龙赶上苍穹。两条龙的威风，怕不唬杀了鳖大夫，龟将军，

龟相公。这其间各赌神通，早翻过那海岛十洲，只待要拔倒了华岳三峰。

实际上，战斗并没有唱词中那么激烈，钱塘君对泾河小龙的大战是一场

一面倒的战斗。从剧情而言，电母既有推卸自己没有保护好泾河小龙的动机，

也有处于身份原因向老龙极尽谄媚的动机，说话自然而然夸张了三分。从舞

台效果而言，为求好听热闹，唱词设计也从来是极近铺陈夸张之能事。因此，

观众在观看这一段时，就不会将这些大段的时空描写全盘接受。

四：结语结语

以上所述几点比较，只是以古代小说的时空设置观念为基准，试图对唐

传奇《柳毅》与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的时空设置进行比较。其中共同

性大多为文学史已默认的观点，只是在具体的文本比较中进一步做出分析，

便于将其阶段特性展现清晰。其中区别则主要是从“文本文学”和“舞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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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角度进行比较，载体的不同以及文体传统的不同决定了它的时空设置

表现。然而，对于前者，或可进一步探讨的是“共同性中的不同”，即“阶

段特性相同时，杂剧体与传奇体的表现方式是否不同”，对于后者，应不止

于表面化的特征比较，而对载体和文统进行更深刻细致的分析。这都非我现

在所能，将留待来日，抛砖引玉，期待诸贤。

本论文建立在小说与戏曲的文体论比较的基础上，如对于其他唐传奇到

元杂剧的同题材改编本，如《离魂记》与《倩女离魂》，《枕中记》到《黄粱

梦》，《长恨歌传》到《梧桐雨》，《李娃传》到《李亚仙花酒曲江池》进行比

较分析，又或者对于明清时小说与戏曲的彼此重写现象（如李渔作品）进行

研究，又或对于同一题材作品在历史不断重写中的改变，都将是值得研究的

延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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