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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 

开场诗和退场诗之比较 

陈志萍 

(郑州轻工业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3) 

[摘 要]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汤显祖的《牡丹亭》这两大著名爱情悲剧都以开场诗制 

造悬念、吊起观众胃1：7，以退场诗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可谓异曲同工。莎士比亚在《罗》剧中的创 

新在于不用剧中人物念开场诗，而是专门设计了一个致辞者，并在主要场次即第二幕前加开场诗； 

汤显祖在《牡》剧中的创新在于开场诗不再使用传统曲牌，也不再使用套语，而是直接概括剧情。 

两剧在开场诗和退场诗的运用上大同小异，这种“巧合”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是内容决定形式的 

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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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诗是戏曲作家在戏剧开始时所采用的诗 

句，旨在向观众交代人物、背景、全剧内容和本幕内 

容。开场诗在传递大量信息的同时让观众在主人 

公露面之前产生强烈的想要了解主人公的欲望，起 

到制造悬念的作用。退场诗是戏曲作家在戏剧结 

束时所采用的诗句，旨在通过剧中非主要人物之口 

的朗诵或演唱，起到总结剧情或表达作者思想感情 

的作用。在 16世纪的世界文学作品中，开场诗和退 

场诗的运用几成定式。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和 

中国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是 16世纪东西方剧坛上两 

颗璀璨的巨星。他们在同期分别取得辉煌文学成 

就且于同年去世，这被后人认为是中西方文学史上 

的巧合。日本戏剧史家青木正儿在其所著《中国近 

代戏曲史》中第一次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相提并 

论，称汤显祖为“东方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罗 

密欧与朱丽叶》(以下简称《罗》剧)和汤显祖的《牡 

丹亭》(以下简称《牡》剧)是世界戏剧史上的两大著 

名爱情悲剧，二者在艺术形式上都有开场诗和退场 

诗，且都突破了当时剧本创作的传统定式从而有所 

创新。自19世纪以来，有为数不多的中外戏曲研究 

者分别注意到了其中的开场诗和退场诗现象，但鲜 

有比较研究。笔者试通过对两剧开场诗和退场诗 

的比较，分析其形式和内容的异同，对两位戏剧大 

师运用这种艺术形式的意图进行探讨。 

一

、中西方戏剧开场诗和退场诗形 

式的形成 

西方戏剧的开场诗和退场诗都源于古希腊的 

合唱表演。西方戏剧的开场诗源于古希腊合唱队 

抒情诗，它是一种从公元前 7世纪起在古希腊各宗 

教节13里为赞美酒神狄奥尼索斯而谱写的赞美诗 

或合唱抒情诗。合唱在古希腊戏曲里通常是一队 

歌舞者出现在两剧之间，起到颂扬上帝、渲染舞台 

气氛、活跃戏剧场面、充当戏剧角色的作用，同时也 

是戏曲作者的代言人，代替作者交代剧情或对剧中 

人物、事件加以评论。随着戏剧的发展，合唱演变 

为只有一人独白的形式。西方戏剧最早的退场诗 

也是以合唱的形式出现，用于戏剧结尾处，用来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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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宽恕或赢得掌声。后来随着戏剧的发展，合唱演 

变为退场诗的形式，通过剧中某一人物或最后一个 

下场演员对观众独自或演唱，起到前后照应、平衡 

全剧内容、总结剧情、抒发作者感情之作用。有时 

为了提出某个问题引起观众思索或勾起观众的好 

奇心，退场诗也会出现在某一幕的结尾。 

中国戏剧与西方各国戏剧一样，也是源于诗歌 

和舞蹈。中国戏曲是从古代的抒情诗发展演变而来 

的，从先秦古诗到汉唐以来的歌舞再到宋金时期的 

戏曲艺术，有着明显的发展轨迹。中国戏曲发展至 

宋元时期已有相对固定的模式。宋元戏剧本开卷 

必有4句押韵的话语用来总括戏剧大纲，被称为题 

目，实际就是开场诗。一个剧本题 目的最后一句包 

含剧名，用来向观众报出此剧的名称。明代中期的 

传奇戏曲剧本不再首标题 目，而是在剧末念完开场 

白之后多了4句下场诗，这 4句下场诗由题 目变化 

而来。这种说明性独白似乎在每一部元杂剧的第 1 

折(或开场的楔子)里都有出现。一个人上场，报出 

自己的姓名，叙述很多故事剧情 ，似是观众理解发 

展的必需。[ ]‘眦 郭英德⋯‘嘲’指出，传奇戏剧作品 

的开场承袭戏文传统，都“成为套格”。如清代李渔 

所论，第 1出总是“家门”由副末上来先唱一段小 

曲。在戏文中，“此曲向来不切本题，止是劝人对酒 

忘忧、逢场作戏诸套语”，明中后期，更多的是“将本 

传中立言大意，包括成文”。这种惯例来自于诸宫 

调等叙事作品，在传奇戏曲中相沿成习。中国戏剧 

退场诗的形成与开场诗一样，都是经历了先秦古 

诗一汉代五言诗一唐代律诗一宋词一元曲的发展 

历程，到明代形成基本定式，每出戏剧 中人物退场 

前都要念退场诗，总结本出戏的内容，暗示下出戏 

的内容或叙述人物的心情。 

二、《罗密欧与朱丽叶》《牡丹亭》两 

剧开场诗之异同 

1．两剧开场诗之相同 

《罗》剧的开场诗和《牡》剧的开场诗均置于全 

剧之首，有着明显的相同之处。 

《罗》剧的总开场诗是由一个致辞者朗诵一段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韵诗 J( ： 

(致辞者)： 

故事发生在维洛那名城，有两家门第相当的 

巨族 ． 

累世的宿怨激起 了新争，鲜血把市民的白手 

污渎。 

是命运注定这两家仇敌，生下了一双不幸的 

恋人 。 

他们的悲惨凄凉的陨灭，和解 了他们 交恶的 

尊亲。 

这一段 生生死死的恋爱，还有那两家父母的 

嫌隙， 

把一对多情的儿女杀害，演成 了今天这一本 

戏剧。 

交代过这几句挚领提纲，请诸位耐着心细听 

端详。 

几句简单明了的开场诗使观众对全剧的故事 

内容、故事发生的地点、涉及的人物以及人物的命 

运有了大概了解。开场诗中“是命运注定这两家仇 

敌，生下了一双不幸的恋人”预示着主人公在劫难 

逃的不幸命运，为男女主人公刻上了挥之不去的死 

亡标记，“把一对多情的儿女杀害，演成了今天这一 

本戏剧”说明他们是父母争斗的牺牲品。这一开场 

诗抓住了观众的心理，制造了一系列悬念，让观众 

急于想知道累世的宿怨激起怎样的新争、发生了怎 

样的流血事件，一对恋人是如何相爱又如何死去、 

他们的死又如何使世仇的双亲和解。 

《牡》剧的开场诗就是第1出戏《标目》，从标目 

的字面意思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是“标明目的”，让 

观众了解剧情梗概。明代戏文传承了宋元时期开 

场方式，“戏 文剧 本 的开 场，一 般 念诵 两 阙小 

曲” ] 。汤显祖在此突破了传统定式，以开场诗 

的形式介绍剧情。虽然也是按照定式以副末登场 

念白，但已不是传统曲牌，也不是“不切本题，只是 

劝人对酒忘忧、逢场作戏诸套语”。《牡》剧的开 

场诗 I(P1)： 

杜宝黄堂，生丽娘小姐，爱踏春阳。感梦书生 

折柳，竞为情伤。写真留记，葬梅花道院凄凉。三 

年上，有梦梅柳子，于此赴 高唐。果 尔回生定配。 

赴临安取试 ，寇起 淮阳。正把杜公 围困，小姐 惊惶。 

教柳郎行探，反遭疑激恼平章。风流况，施行正苦， 

报中状元郎。 

几句开场诗不仅介绍了《牡》剧的故事情节，也 

使观众顿生悬念——丽娘如何与柳生梦中相会? 

为何要留下自画像?如何忧郁而亡?柳梦梅如何 

能与丽娘人鬼情长?丽娘如何能起死回生?柳梦 

梅如何把杜宝惹恼?中状元后又出现何种结果? 
一 个个悬念使得观众迫切希望知道全剧的详情。 

2．两剧开场诗之不同 

《罗》剧的开场诗与《牡》剧的开场诗也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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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前者以朗诵十四行诗的形式出现，后者则用 

曲调演唱的形式。这两种形式的不同是由中西方 

戏剧艺术的形式差别造成的。莎士比亚所创作的 

戏剧类似于话剧，分 5幕，每幕中再分若干场次，演 

员只有道白而无演唱，道白的形式有韵文、无韵诗 

和散文；而汤显祖所创作的戏剧是中国传统戏剧尤 

其是宋元杂剧发展到明代的艺术形式，集唱、念一 

体，不分幕，以内容层次分为若干“出”。所以，由于 

文化的差异，莎士比亚不可能把《罗》剧中的致辞者 

换成演唱者；人们也不可能期待两剧都同样分幕， 

每幕都同样有开场诗出现。 

此外，两剧的开场诗在细节上还有一些差异。 

《罗》剧的开场诗由专门的致辞者朗诵，而这个致辞 

者并非剧中的人物；而《牡》剧开场诗的念白或吟唱 

者，其身份都是剧中人物。在《牡》剧中，除第 1出 

《标目》为主开场诗总括全剧内容外，第2— 9出戏 

的开场诗均是“生旦家门”的形式，出场者自我介绍 

人物身份、职业并引出该出戏的基本 内容，第十出 

戏以后各出的开场诗总结前出戏结果并介绍本出 

戏内容。如第九出《肃苑》中的开场诗《一江风》： 

小春香，一种在人奴上，画阁里从娇养。侍娘 

行，弄粉调朱，贴翠拈花，惯向妆台旁。陪她理绣 

床，陪她烧夜香。小苗条吃的是夫人杖。 

这一曲开场诗把此出戏的主要人物丫鬟春香 

的身份交代得非常清楚，将其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罗》剧中还有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莎士比亚 

在总开场诗之外，只在第二幕前加了开场诗 ， 

而其他各幕没有，这种创作手法又是一种例外。其 

第二幕前的开场诗为： 

(致辞者)： 

旧目的温情已尽付 东流，新生的爱恋正如 日 

初 上 ： 

为了朱丽叶的绝世温柔，忘却 了曾为谁魂思 

梦想。 

罗密欧爱着她媚人容貌，把一片痴心呈献给 

仇雠 ； 

朱丽叶恋着他风流才调，甘愿被香饵钓上了 

金钩。 

只十艮解不开的世仇宿怨，这段山海深情向谁 

申诉? 

幽闺中锁住 了桃花人面，要相见除非是梦魂 

来去。 

可是热情总会战胜辛艰，苦味中间才有无限 

甘 甜 

通过这一幕的开场诗可以看出此诗的形式仍 

属十四行诗，仅为本幕的剧情简介。从全剧的剧情 

要求来看，在第一幕前加上开场诗让观众及早了解 

剧情和制造悬念非常必要，但只在第二幕前加开场 

诗却不在后3幕使用开场诗的做法似乎令人费解， 

在整个剧本的格式上也不统一，我们只能从剧情分 

析中寻找答案。虽然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人家族间 

的宿怨给两个年轻人纯洁的爱情蒙上阴影，使二人 

深陷矛盾痛苦之中，但他们最终战胜世仇的阻力， 

在牧师的帮助下毅然秘密到教堂举行婚礼。此幕 

虽然不是全剧的高潮，却是全剧的精华所在。因 

此，作者在此幕前运用开场诗无疑是想使观众加深 

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的理解，展示角色的内在情 

感和复杂心理，吁求观众沉迷剧中并申明剧作家鲜 

明的艺术宗旨。从全剧的结尾就可看出，莎士比亚 

对凯普莱特和蒙太古两个家族和解的描写惜墨如 

金，两位封建家长面对在他们仇恨下惨遭牺牲的子 

女的尸体时悔恨和解的思想转变得过于突然，似有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嫌。这正表明莎士比亚创 

作此剧的重心并不是唤起双方家族和解，而是讴歌 

罗密欧与朱丽叶纯洁爱情本身。 

三、《罗密欧与朱丽叶》《牡丹亭》两 

剧退场诗之异同 

1．两剧退场诗之相同 

莎士比亚在《罗》剧全剧结束时运用退场诗充 

分抒发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本剧退场诗由最后退 

场的人物(亲王)朗诵 ] “ ： 

清晨带来了凄凉的和解，太阳也惨得在云中躲 

闪。大家先回去发几声感慨，该恕的、该罚的再听 

宣判，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谁曾见这样的哀怨 

辛酸。 

18世纪的英国，十四行诗每行都按一定方式押 

韵，诗人尤其善于在最末两行概括诗意，点明主旨， 

使之成为全诗精华。在莎士比亚所处时代，戏剧的 

收场也有定制。“收场白可以由合唱班剧中人吟 

诵。它可以总结全剧，指点道德意义或向观众道 

歉。”_4 莎士比亚的这段退场诗并没有总结全剧的 

内容，只是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但在某种程度上 

起到了评论的作用，使剧情的意义明朗，并左右了 

观众对剧情的反应。 

汤显祖在《牡》剧全剧结束时也运用退场诗充 

分抒发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全剧最后一出《圆驾》， 

杜丽娘最后念白退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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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陵寒食草青青，羯鼓声高众乐停。更恨香魂 

不相遇，春肠遥断牡丹亭。千愁万恨过花时，人去 

人来酒一卮。唱尽新词欢不见，数声啼鸟上花枝。 

汤显祖借助唐诗(以上分别为韦应物、李商隐、 

郑环罗、白居易、僧无则、元稹、刘禹锡、韦庄的诗 

句)，以清明时节杜陵青草入笔，使人触景生情，感 

慨万千。回想起 3年前杜丽娘此时节踏青的情景， 

而此时此刻杜丽娘的陵墓绿草青青，牡丹亭前人来 

人往，杜丽娘香魂何在?令人痛断肝肠。诗中既有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凄凉，又有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的自殇，作者 

创作《牡》剧所感发的爱恨情仇交织进发出来，令人 

不胜感慨，这与《罗》剧中退场诗的作用大致相同。 

2．两剧退场诗之不同 

莎士比亚在《罗》剧全剧结束时运用了退场诗， 

而在每一幕或每一场后均未运用退场诗，这很可能 

是为了加重全剧结尾的分量，突出其主旨内容，渲 

染作者最终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以引起观众的共鸣。 

汤显祖不但在《牡》剧全剧结尾运用了退场诗， 

还在每出戏中都运用了退场诗，并且都为后面的剧 

情提供了暗示。在《牡丹亭》55出剧中，除第 1出的 

退场诗“杜丽娘梦写丹青记。陈教授说下梨花枪。 

柳秀才偷载回生女。杜平章刁打状元郎” 儿n 4句 

为全剧的内容简介外，其余54出的退场诗皆为唐诗 

集句，作为本出戏的小结。退场诗由最后下场的人 

物念白，如第26出《玩真》，退场诗由最后退场的柳 

梦梅念白：“不须一向恨丹青，堪把长悬在户庭。惆 

怅提诗柳中隐，添成春醉转难醒” J( ’(分别为白 

居易、伍乔、司空图、张碣的诗句)。第 24出《拾 

画》，最后退场的是柳梦梅与道姑二人，退场诗由其 

二人合作念白：“(柳梦梅)：僻居虽爱近林泉，(道 

姑)：早是伤春梦雨天。(柳梦梅)：何处邈将归画 

府?(合)：三峰花半碧堂悬。”l3I(n (分别为伍乔、 

韦庄、谭用之、钱起的诗句)虽然从明代中期开始， 

就有剧作家用唐人诗句拼凑下场诗，名之为“集唐” 

的现象，但真正全本使用“集唐”的传奇作品是汤显 

祖的《牡丹亭》，它对后世的戏剧作品影响很深。用 

唐诗集句作为退场诗充分突出了一个“雅”字，除了 

求新逐奇以外，也反映出当时的一种文学现象：文 

人喜欢把唐诗中的诗句抽出重新组合成新诗。 

两剧的退场诗在具体运用上有所不同，这是由 

中西方戏剧在细节安排上的差异造成的。 

四、结语 

《罗》剧和《牡》剧两剧开场诗的相同之处是都 

在制造悬念，吊起观众胃口；不同之处是《罗》剧由 

致辞者朗诵，而《牡》剧由剧中人物演唱。两剧退场 

诗的相同之处是都不再总结全剧内容，而是表达作 

者的思想感情；不同之处是《罗》剧只在全剧剧终时 

运用了退场诗，而《牡》剧不仅在全剧剧终时运用了 

退场诗，在每一出的结尾都运用了退场诗并为后面 

的剧情提供暗示。《罗》剧的创新在于非剧中人物 

念开场诗，专门设计了一个致辞者，并在主要场次 

即第二幕前加开场诗。《牡》剧的创新在于开场诗 

不再运用传统曲牌，也不再使用套语，直接概括剧 

情。陈瘦竹先生认为：《牡丹亭》的《标目》与《罗密 

欧与朱丽叶》的《开场诗》是巧合。 

笔者认为这绝非巧合，而是为时代背景所决 

定，是运用不同的艺术手法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从 

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对戏剧形式创新性的运用中可 

以看出：一方面，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最终使 

命就是尽可能地贴近生活并通过活生生的现实来 

表达人们内心的情感 ，这一点在中西戏剧里没有差 

别——它符合文学的本质，即要表达人类共通的情 

感、符合世界各民族文化逐渐融合的发展轨迹，这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莎士比亚与汤显 

祖对开场诗和退场诗运用上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中西戏剧本质上的差异。比如，从文体渊源 

来看，欧洲戏剧从其最早的文学样式史诗那里汲取 

了“事件”这一元素，同时直接模仿生活中“人物自 

我相互对话”的形式，所以《罗》剧中由致辞者朗诵； 

而中国戏剧是从有简单情节的歌舞表演发展而成 

的，所以《牡》剧中由剧中人物演唱。再者，《牡》剧 

中退场诗的多少以及内容和特点，也反映出中国戏 

剧更注重故事情节的连贯性与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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