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嘉靖二十九年八月
十四日 （1550 年 9 月 24
日），汤显祖出生于江西临
川的一个书香世家， 其祖
上四代均有文名， 不乏满
腹经纶的学者。 不仅如此，
汤显祖的母亲也自幼熟读
诗书， 为他从小营造了良
好的家庭学习氛围。 祖辈
父辈的认真求学态度，在
汤显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
深刻的烙印， 也培养出他
正直不屈的文士品格。

汤显祖天资聪慧，勤
奋好学， 加上从小受家庭
的熏陶，5 岁时进家塾读
书，12 岁能诗，13 岁师从
诗人、 古文家、 名士徐良
傅，14 岁便补了县诸生，
21 岁中了举人。 以汤显祖
的才学， 在仕途上本来可
以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奈
何当时伴随整个明代社会
一起堕落的科举制度已经
腐败不堪，考试形同虚设，
成为上层统治集团营私舞
弊的幕后交易工具， 变成
一场保证贵族子弟世袭地
位的骗局。

饶是如此， 汤显祖本
来还是有做大官的机会。
万历年间， 权势最大的内
阁首辅张居正， 打算安排
其儿子于科举中考取进

士。 同时， 这位权臣又
想掩人耳目， 于是计划
同时招揽几位有真才实
学的人一起参加会试。
汤显祖作为当时天下最
负盛名的举人之一，自

然成了张首辅的笼络对
象。 怎知汤显祖根本不为
所动，无视首辅的权势，也
不为科举名次诱惑， 先后
两次拒绝了同张居正的合
作， 坚持以自己的真才实
学应考。 可想而知，汤显祖
那两次的考试结果都名落
孙山。

万历十年（1582 年）六
月，58 岁的张居正病逝 ，
次年汤显祖便考中了进
士，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
汤显祖两次拒绝张居正招
揽的事迹早已天下皆知 ，
于是当时继任首辅张四
维， 以及再后一位首辅申
时行，都曾拉拢汤显祖，但
都被他拒绝了。 可想而知，
汤显祖的为官生活并不顺
利， 他在南京的六七品闲
职上，一待就是七年。

在南京为官期间，汤
显祖因为与南京的文坛领
袖、 刑部侍郎王世贞在文
学上的观点不合， 且一直
保持其刚正不阿的本色 ，
尊重文学而不屈服于权
势，所以一直没什么升迁，
先后任太常寺博士、 礼部
祠祭司主事等无实权的闲
职。 但正是由于汤显祖坚
持本心，不趋炎附势，更加
坚定了其在政治上、 文学
上的反抗性和斗争性。

在汤显祖的出仕生涯
中， 虽然在官场上四处碰
壁， 但在文学上收获却很
大。 当时的南京是文人荟
萃之地，许多诗文家、戏曲
家都聚集于此。 汤显祖在
南京期间， 一方面自己做

学问、搞研究 、爱好读
书，另一方面经常与当
时的名家切磋唱和诗
文、词曲等。 他汲取古
代优秀文化思想，但并
不跟随复古派的文学
潮流，相反却接受了资

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反理
学、反传统、反专制思想。
在南京的这些经历， 为他
后来的戏曲创作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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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松芳：
罗浮之行深刻影响了
汤显祖的戏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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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的罗浮山情结
策划 / 统筹 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黄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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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万历十九年（1591 年），时任南京礼
部祠祭司主事，呈上一篇《论辅臣科臣疏》，不
仅弹劾权臣，揭露他们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
罪行，还对万历皇帝登基近二十年的政治作了
一番点评与抨击。

疏文一出， 万历皇帝明神宗自然勃然大
怒，一道圣旨就把上疏之人放逐到了广东雷州
半岛的徐闻县，贬为典史。

一般来说,官员被贬去偏远的岭南，多是心
情郁闷的。 但这位上疏的官员，反倒还挺高兴。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汤显祖，后世人称“东
方莎士比亚”！

汤显祖感到开心的是， 这次岭南之行，他
心心念念的罗浮之梦终于有机会实现了！

因《论辅臣科臣疏》被贬
官广东徐闻， 汤显祖当年九
月初从家乡江西临川出发，
至月底翻越梅岭进入广东，
再从保昌 (今南雄 )走水路，途
经曲江 (期间登岸往游南华
寺 )、乳源、英德、翁源、清远、
三水、佛山等地，十月初七小
雪前后到达广州。

在广州盘桓二十余日后，
汤显祖先赴东莞，然后前往惠
州罗浮山“朝圣”，至十一月初
七从罗浮山下来乘船赴澳门，
刚好一个月。最终才过阳江后
从海路前往徐闻就职。

古时文人被贬岭南 ，大
多是不情不愿且惧怕愁苦
的，可汤显祖截然不同。 因揭
发权臣被贬，对于文士来说，
不仅在明朝， 在历朝历代都
是一件荣耀的事， 会天下扬
名，传为佳话。 所以在上疏之
前， 汤显祖已经考虑到了后
果。 因此被贬的诏令下来，他
欣然接受。

同时， 身为江西临川人
的汤显祖， 对岭南的地理风
貌，本来就有亲近之感，甚至
还有所期待 ：“吾平生梦浮
丘、罗浮、擎雷、大蓬、葛洪丹
井、马伏波铜柱而不可得，得
假一尉,了此夙愿，何必减陆
贾使南粤哉！ ”

在汤显祖看来， 这次能
去岭南， 比西汉初年陆贾出
使南越被奉为上宾还爽快 ，
因为他把它当成了“圆梦之
旅”！

当然，这时候的岭南，条
件比韩愈、苏轼时代好多了，
他没什么好怕的。

明代的广东， 与唐宋时
期相比， 经济文化已经有了
长足发展， 即使是更为偏远
的徐闻， 在当时也已被视为

“善地”。 而且徐闻县令熊敏
还是汤显祖的江西老乡，汤
显祖的儿女亲家刘应秋早已
为他联络安排好， 可以说他
已经无后顾之忧了。

汤显祖对罗浮山的向往，
与他自身的家世和信仰有
关。 他的祖父汤懋昭信奉道
教， 对他的教育中难免有道
教因素。 并且，他的祖母也笃
信道教， 这对幼年的汤显祖
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另外，他的第一位老师徐
良傅， 曾因得罪权臣被革职
为民，一生潦倒，以授徒维持
生计，他也鼓励汤显祖信道。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
来的汤显祖，对道教熟悉、了
解，更有莫名的亲近感。

道教对汤显祖的影响，从
他留下的诗文中可见一斑 。
他年轻时写过好几首与祖父
的涉道诗。 万历三年（1575
年 ）他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红
泉逸草》75 首诗中， 有 11 首
涉及仙道。

他早年的信仰， 令他特
别向往罗浮山。

罗浮山早在秦朝
时期就已有仙道踪迹，
晋朝葛洪之后，由于葛
仙翁与道教的影响
力，使得罗浮山成为
天下名山。因此在年
少时的汤显祖心里，
罗浮山一直是“仙
山”一样的存在。 能
去游览罗浮山，是他
心心念念的事。

另外还有一个
因素。汤显祖的至交
好友祁衍曾在罗浮
山居住多年。 就
此一点， 汤显祖
也一直想去一趟
罗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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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 （1550-
1616 年），字义仍，号海
若 、若士 、清远道人 ，明
代戏剧家 、文学家 ，祖籍
江西临川 ，被誉为 “东方
的莎士比亚”。汤显祖多
方面的成就中 ， 以戏曲
创作为最 ， 其戏剧作品
《紫钗记 》 《南柯记 》 《牡
丹亭 》和 《邯郸记 》合称
“临川四梦”，其中《牡丹
亭》是他的代表作。

《牡丹亭》全称
《牡丹亭还魂记 》。 该剧
描写了官家千金杜丽娘
对梦中书生柳梦梅倾心
相爱 ， 竟伤情而死 ，化
为魂魄寻找现实中的爱
人 ， 人鬼相恋 ， 最后起
死回生 ， 终于与柳梦梅
永结同心的故事 。 该剧
是中国戏曲史上杰出的
作品之一 ，与 《西厢记 》
《窦娥冤 》 《长生殿 》 （一
说 《西厢记 》 《桃花扇 》
《长生殿 》）合称中国四
大古典戏剧 。

羊城晚报：汤显祖在罗
浮山逗留不过五日 ，罗浮之
行 给 汤 显 祖 及 其 后 来 的 戏
剧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周松芳：说《牡丹亭》
与汤显祖的罗浮山之行有
关，还有一个证据 ，就是关
于梅花的意象 。 汤显祖爱
梅花 ， 而罗浮山正以梅花
著称，入山口即有梅花村 。

“人多以艺梅为生。 牛羊之
所践踏皆梅也。 冬春之际，
以落梅醅酒 ， 于村南麻姑
酒田卖之”（屈大均 《广东
新语 》）。 宋时苏东坡被贬
惠州 ， 也曾一连写过三首
咏梅花的诗。

汤显祖当时在罗浮山
蝴蝶洞避雨 ，留有诗句云 ：

“洞中避风雨 ， 梦蝶愁飞
举。美人湿不来，暗与梅花
语。 ”《出朱明观》 一诗中
也说：“消息梅花月， 归舟
兴不忘。 ”

早年汤所作与祁衍曾有

关的诗歌 ， 也曾多次提到
“梅”这一意象，可以说，梅
花是汤显祖关于好友、 关于
罗浮山最深的印象， 梅中有
梦， 梦里有梅。 后来《牡丹
亭》 的主人公定名“柳梦
梅”，多少与此有关。

汤显祖在罗浮山上所
作《望罗浮夜发》云：“披衣
天门外，幽篁听山鬼。 ”梦中
与美人相会和人鬼之恋的
意趣，此时或许已进入汤显
祖头脑。

而早在《牡丹亭》诞生之
前， 已经有了话本小说《杜
丽娘慕色还魂》， 小说故事
就发生在广东南雄。 汤显祖
逗留大庾岭之时， 也了解到
了《夷坚志》 中关于人鬼相
恋的故事。 这些故事， 加上
此番在罗浮山的梅花美人、
幽篁山鬼带给他的印象，无
疑都为汤显祖日后创作《牡
丹亭》 及其他戏剧作品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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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达罗浮山，我们难
以想象当时汤显祖的心情 。
不过作为文人， 有感而发时
就会留下诗文， 这是他们心
境状况的自然流露。

中山大学博士周松芳曾
做过统计， 在汤显祖登上罗
浮山的短短 5 天时间里，
他写下了 17 首诗歌和一
篇长赋！

据说汤显祖到广州
时还生了一场病， 当时
他爬罗浮山时， 病还
没完全好。 但心中的
圣山近在咫尺， 他已
经迫不及待！

他在 10 月的最
后 一 天 傍 晚 时 分 到
达 了 罗 浮 山 下 的 朱
明洞 入 口 。 等 不 及
了！ 稍事休息后，他
就连夜进山了。 到了
飞云顶 ，他连夜写下
了 2200 字的 《游罗
浮山赋》， 详细记述了他前
往罗浮山之路上的所见所
闻 ，包括山色风景 、人文故
事等。

羊城晚报： 汤显祖因遭
贬而开启岭南之行， 这趟行
程他有何收获？ 给广东留下
了什么？

周松芳： 汤显祖不仅是
享有“东方莎士比亚” 之誉
的伟大戏剧家， 也是著名诗
人。 他被贬岭南的时间不
长， 居留徐闻的时间加上路
上的时间， 也不过一年多一
点 ， 但却留下了 151 首诗
歌，还有不少文章。

尤其是 《广城二首》、
《下飞云顶》及《罗浮山赋》，

堪称史上吟咏广州和罗浮的
最佳诗篇。 如咏广州的《广
城二首》 之一 ：“临江喧万
井， 立地涌千艘。 气脉雄如
此，由来是广州。 ”准确写出
了广州作为港口和商业城市
的城市特质和繁华市貌。 他
登上罗浮山时写了《下飞云
顶》 一诗：“绝岭能清啸，下
山愁欲绝。 千山一回首，云
气是罗浮。 ” 他写这首诗的
头天晚上， 夜宿飞云顶，激
动不已， 一挥而就完成了长
达 2200 字的《罗浮山赋》。

罗浮山顶写就《罗浮山赋》

羊城晚报： 汤显祖是江
西人， 但他的代表作 《牡丹
亭》 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柳
梦 梅 却 是 个 来 自 岭 南 的 才
子 ，这是为什么？

周松芳： 汤显祖虽然是
江西人， 但他对岭南人很熟
悉。 他有许多岭南故交，单
是与他同年中进士的就有六
位岭南籍人士； 诗文所见，
他在南京任上也结交了不少
岭南籍朋友， 如官至光禄寺
卿、 后来编纂了万历《广东
通志》 的郭棐 、“南园后五
子 ” 之一的著名诗人欧大
任， 以及前兵部尚书翁万达
之子等等。

在这种交往中， 汤显
祖深深感受到远离朝廷的
岭南士子， 无论科举还是
做官都很吃亏 ， 以致“瘴
岭人材多伏骥 ” ， 虽然深
怀同情 ， 也是十分无奈 。
通过与他们的交往 ，都或
多或少影响到 《牡丹亭》
人物的塑造 ，但最具原型
特征的 ，非他中进士出仕
之前相交的挚友———东莞
人祁衍曾莫属 。

羊城晚报： 说祁衍曾是
“柳梦梅 ”的人物原型 ，有怎

样的依据？
周松芳：汤显祖的好朋友

祁衍曾是个至情至性、豪放不
羁的人。他 23 岁才开始努力
读书考科举，万历四年（1576
年） 即中举， 进士却老是考
不上。 即便如此， 他还四处
游山玩水。 有一次在游福建
武夷山 、 江西庐山白鹿洞
后，困于南昌，作文乞食。 因
文采突出， 吸引了汤显祖的
注意， 而汤显祖就是喜欢至
情至性的人， 最终二人成了
一生的好友。

祁衍曾不仅对朋友至情
至性 ， 对女人尤其至情至
性 。 汤显祖有诗说他 ：“男
儿生不遇风尘 ， 酒妇人中
顿此身。 一掷蛾眉能百万，
看君似是有心人。 ”《牡丹
亭》所塑造的柳梦梅 ，就是
个至情至性的人， 他因痴
情于杜丽娘 ， 不惧杀头之
罪为其掘墓还魂之举 ，实
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惜的是， 祁衍曾在汤
显祖南贬前一年因病去世。
汤显祖为此悲伤不已， 屡屡
形于辞章。 因此， 以祁衍曾
作为柳梦梅原型之一， 是合
情合理合逻辑的。

《牡丹亭》人物原型来自岭南

绕道罗浮山就是为了“圆梦”

羊城晚报： 从汤显祖的
岭 南 之 行 线 路 看 ： 江 西 临
川-广东韶关-清远-佛山-
广州，他的被贬之地是徐闻，
原本应该继续南行 ， 而他却
从广州去了惠州罗浮山 ，然
后再南行， 这中间兜了好大
一个弯。他这样做，就是为了
圆他的罗浮山之梦吧？

周松芳：这次岭南之行，
汤显祖最希望了却的心愿，
除了游览罗浮山之外， 还有
一个， 源于前文所提的那位
至交好友———祁衍曾。

祁衍曾就曾生活在罗浮

山里， 汤显祖以前向往罗浮
山，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只
可惜，祁衍曾在世的时候，汤
显祖一直没等来前往罗浮山
探望朋友的机会。 这次汤显
祖借助徐闻之行绕道罗浮
山， 终于得偿所愿。 遗憾的
是， 祁衍曾就在汤显祖贬谪
岭南的前一年因病去世了，
二人未曾在罗浮山得见。

于是这次前往罗浮山之
前， 汤显祖先到东莞看望了
祁衍曾的遗孤， 这也是他罗
浮山之行的重要内容， 是用
行动对亡友的追怀。

“柳梦梅”之名也与罗浮山有关

嘉宾：周松芳 ，文学博士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少有才名的世家子弟
刚正不阿的闲职小吏

文
脉
故
事

汤显祖：

汤显祖借着被贬徐闻， 开启了他的岭
南之行。在这趟行程中，前往罗浮山似乎是
他“早有预谋”的重要计划。 而这趟“圆梦
之旅”，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小的
影响。 有学者认为，《牡丹亭》中“柳梦梅”
这个人物形象， 就与汤显祖的这趟岭南之
行有关，也与罗浮山有关。 对此，中山大学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周松芳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正
是岭南之行催生了《牡丹亭》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