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春妙介绍，实地收集史料

后，一边忙着繁重的教学工作，一

边挑灯夜战写作，紧张和劳累让

她不堪重负。教学之余，白天晚

上想的全是书中的人物，早晨一

起床就开始苦哈哈地写，一直写

到半夜时分。颈椎痛，头痛，不知

道哪里痛，反正就两个字，难受。

黄昏时分，人分外脆弱，金

春妙经常会站在窗前发一会儿

呆。这个时候会被无边无际的

孤独击倒，她已经活在高明的世

界里，与世隔绝。

写作的短短十几天居然瘦

了 2 公斤，额头出现了白发。多

少次，恨不得高明早点在书中

“死”去，他“死”了，作者也就结

束这炼狱般的生活了。然而，当

笔下一点点靠近真实的高明，对

他的感情越来越深。

“他中举，我欢欣；他沉抑下

僚，我愁眉不展；他受冤屈，我比

谁都难过；他有爱不敢爱，我一

声叹息……”

然而，真正写到尾声“死”去

时，金春妙崩溃了，坐在电脑前

号啕大哭。伴着汹涌的泪水，在

键盘上敲出高明死在荒凉古道

上的情景，悲到极致。与此同时

的场景是，高明创作的《琵琶记》

正热闹上演，欢到顶端。

难怪金春妙说，“琵琶”虐我

千百遍，我待“琵琶”如初恋！

被公认是中国“南戏鼻

祖”的高明和他的伟大作品

《琵琶记》，距今虽然只有六百

多年的时间，但是由于历史的

动乱和人物行踪的飘忽，对于

高明及其《琵琶记》写作的历

史记录却非常的少。金三益

的这部《琵琶情——高明传》，

可以说是对这一遗憾的很好

弥补与纠正。相信因为这部

传记作品的出版，其作用价值

会对高明和《琵琶记》的研究

推广得到进一步丰富与促进。

《琵琶情——高明传》，不

像以往的研究那样，更多地拘

泥在对人物历史行事的细密

资料考证和追踪上，从资料到

资料，而是不惜长期费力地追

随高明和他写作《琵琶记》相

关的线索，进行实际踏勘和探

访，认真地感受历史和人物曾

经的经历环境与命运遭际，然

后在总体上把握体会和表现

出更加接近事实本原的对象

内容来。这样的表达，或许不

像此前的学术性研究考证富

有严峻的学理特征，但它却更

多地具备社会生活环境和人

物生活命运及其创造情形的

鲜活情景与气息，更加的具有

吸引人感受和理解的诱惑力

量。

大约 1305 年 10 月，高明

“衔光而诞”，出生于一个南宋

消亡，元朝衰落时期瑞安封建

士大夫家庭。高明自小聪慧，

在集善院受到良好的启蒙教

育，又不断受祖父高天赐和父

亲高功甫激励厚望，再有像黄

缙这样的名师指教，年少时就

在德行和才艺诸方面表现不

俗。他对于国家的情怀，对南

戏的痴迷，（年仅20岁时，在义

乌稠城书院求学时，即有《闵

子骞单衣记》剧本创作出来。）

后虽不愿违背长辈厚望，投身

科举，并获进士科名，继而籍

身官场十年，时常体恤百姓，

维护国家利益。虽然他渴望

为国建功，但终因为人刚正，

不入流俗而在官场屡屡郁闷

不快，时生离意。在立德坚

定、意识立功艰险之后，他顺

应命运的安排，最后选择了立

言，终有伟大不朽戏剧作品

《琵琶记》流布于世。高明亦

随之不朽！

金三益的《琵琶情——高

明传》，尽可能接近真实地为

高明的人生作出了生动深情

的文学描述，内容丰富，情景

情节生动逼真，情感浓郁鲜

活，是难得的名人传记作品之

一。作品伴随高明的人生轨

迹逐步延伸，又像戏剧那样的

一幕幕逐一展开，叙写他欢乐

勤学的童年少年、被动但却有

不俗斩获的科考之路、行踪不

定可一直努力作为，但却郁闷

的为官经历、和刘基、宋濂、苏

天爵、顾仲瑛等著名人物在事

业和情感间的重要交往联系、

与沈小瓯从偶遇到靠近时难

以决断的感情郁结情形、身居

宁波鄞州栎社沈氏小楼，在沈

小瓯激励并悉心照护帮助下

全身心创作《琵琶记》的情形，

直到最后因不忍伤害爱妻陈

素，痛别沈小瓯病亡在归家的

半路上，为历史留下永远的不

幸叹息。高明30多年科考、为

官奔波，无数的阅人观世经

历，3年呕心沥血创作，最后以

《琵琶记》独特创造作结，长久

灿烂于历史文坛。如此的文

化作为贡献，非常值得记忆和

书写。作者不是呆板、拘谨地

简单叙史述事，把传记写成了

资料汇集，写成了年谱，而是

用心谋篇布局，诗意般的情景

再现，将传主置放在特定的历

史社会环境背景下，依据获取

的真实资料，对传主的人生命

运经历、品行性格和精神情感

内容作出了有序精准和灵动

立体的感受演绎，内容丰富而

不死板凌乱、对象严峻深沉而

不凝固虚浮，节奏起伏流畅，

结构紧密完整，很有真实、浑

厚、严谨、动情、蕴涵美妙的特

点。

必须指出的是，这部《琵

琶情——高明传》，在文学表

达方面具有突出分明的个性

特色，这是其堪称优秀的重要

构成因素。作者在追踪高明

人生经历足迹的过程中，见事

见人，更见性格和心界，将传

主的经历用很细致绵密的心

灵情感动作生动地表达出来，

通过很多切实的故事情节与

精神情感内容展开叙述，使读

者看见活生生的人和纷繁社

会关系的交错呈现，很个性形

象，情真意切，也很深入和蕴

涵。尤其是作者伴随高明郁

结的官场人生存在情形，在不

少地方表达的有关人生、社

会、官场、价值、目标等哲理性

感悟文字，相当的富有识人断

世的见地，充溢着感悟的深刻

与灵性表达特点。作者对传

主体悟的深入（如对高明护国

有心但却厌恶官场的矛盾苦

恼情形）和明丽优美的文学语

言（如对很多历史现实诗歌名

句的灵活化用），将历史人物

生存困惑及痴心追求与现实

感受的巧妙沟通融化，使得这

部传记具有戏剧的精彩与历

史现实交融，浑然一体的曼妙

表现。《琵琶记》是高明的戏剧

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高明

人 生 观 察 感 悟 的 体 会 和 表

达。剧中赵五娘的隐忍坚韧，

令人钦佩垂怜；蔡伯喈身不由

己，无奈命运的懦弱等情形，

是很有高明自己的人生感受

成分因素的。高明在温厚娴

静妻子陈素与美丽灵性好友

沈小瓯两个出色女性间的感

情投入、矛盾、纠结、抉择等情

形，就与赵五娘与蔡伯喈的艺

术形象有着密切的联系。高

明的人生感受成就了《琵琶

记》，《琵琶记》也同时表达着

高 明 的 人 生 侧 面 。“ 人 生 如

戏”，“戏剧人生”，或许就是如

此吧！

“琵琶”虐我千百遍，我待“琵琶”如初恋

《琵琶情—高明传》创作背后的故事
■记者 林 晓

10月 29日，由我市作家金春

妙、张益、胡少山联手打造的《琵琶

情—高明传》正式首发。该作品是

第一本全面描写高明一生的传记

书籍，是国家重大文学创作出版工

程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

之一。据悉，高明是温州市唯一上

榜的传主，省内仅3位。

《琵琶情—高明传》全书共30

余万字，完整地展现了“南戏鼻祖”

高明跌宕起伏、传奇光辉的一生。

创作组3人在3年时间里，搜集了

百余种相关研究书刊，从中梳理细

节求证。此外，他们还沿着高明求

学及为官的足迹，亲赴台州、丽水、

南京、内蒙古等地实地探访，寻找

与高明有关的线索。

《琵琶情—高明传》创作背后

有什么故事？这一期“玉海楼”版

面，我们就来关注作者在该书的写

作中，曾有过怎样的辛苦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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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铺垫成三人行

说起创作《高明传》的初衷，

年已古稀的张益说，他小时候看

过“阿柳班”“忠兴班”上演乱弹、

越剧及瓯剧《琵琶记》、《蔡伯喈

忠孝大团圆》，60多年念念不忘。

1992年，张益调任市电大副

校长，教授《中国古典文学》课程，

备课中特别注意温州本籍的文学

家史料，如叶适、陈亮、高明、刘基

等。当时，市越剧团有编《高则

诚》的动议，市政府已接到修建高

明纪念馆的提案。文友们也动员

张益发起成立高明文化研究会。

于是，张益开始积累有关高明的

笔记小考，也发表了几篇文章。

2005年，张益应邀出席了中

国艺术研究院和温州市人民政

府联合召开的“纪念南戏鼻祖高

明（则诚）诞辰 700 周年暨《琵琶

记》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此深刻

体悟到高明在中国、乃至世界具

有崇高文化地位的原因：《琵琶

记》除了其独创戏曲的明暗双线

结构让人欲罢不能，还抓住人性

向善拒恶之根本，具有不可替代

的社会教化功能。

2011年，恰逢市委市政府按

浙江省政府要求决定建设文化

强市，要求推行精品工程，而中

国作家协会又推出了“国家重点

出版工程——中国历史文化名

人传”的创作任务，其中就有高

明，温州仅此一人。因此，张益

在北京参加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理事会时，就提出了创作《高明

传》的意向。

考虑到自己年事高，必须抓

紧时间为家乡培养一批年轻报

告文学作家，身为瑞安报告文学

学会会长的张益花了两个月时

间仔细斟酌，最终选出30岁出头

的女教师金春妙、50岁中年作家

胡少山组成老中青搭配的《高明

传》创作组，并命名为“金三益”

组合。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金春妙在飞云江南岸水乡林

垟长大，和高明生活的阁巷仅一

桥之隔，从小听多了高明的传奇

故事，胸腹装满了外乡人根本听

不懂的瑞安方言童谣与农村谚

语，对文学创作有着痴迷般的爱

好，早就有撰写乡贤高明的情感

冲动；胡少山，当过多年高中语文

教师，采写了多位当地政界名人、

商界精英、艺界名流，是浙江省作

家协会会员。他们三人一拍即

合，踏上了写作先贤的道路。

2013年夏天，张益、金春妙、

胡少山三人前往宁波寻找栎社，这

是高明隐居创作《琵琶记》的圣地。

当时受台风影响，正值大风暴雨。

当地人善意劝阻：“栎社没有什么

瑞光楼，破破烂烂一条街，古建筑

尽毁。”但他们坚持前往看个究竟，

发现栎社已经没有史书中记载的

瑞光楼，导航将他们带到栎社小

学。正如当地人所言，栎社只是一

个普通的小镇。一阵失落之后他

们又感到莫名的惆怅。彼时正是

下午菜市交易时间，熙来攘往的人

撑着雨伞将本来并不宽敞的街道

挤得更加拥堵。驾车者胡少山将

车开至河边宽敞处停下，刚迈出车

门，便惊喜地发现一块石碑，上书：

瑞光楼故址。三人围着石碑又跳

又叫，激动不已。原来他们无意中

把车停在芙蓉江畔，正是南明文人

沈光文古宅所在地。步入清幽的

沈氏祠堂内的沈光文纪念馆，他们

看到沈家历代祖先牌位，根据时间

推测，得出高明活动时间约在元末

明初。当时，作为遗民逃难至此的

高明恰遇沈家布衣才人沈明臣的

欣赏，留在沈家三年著成《琵琶

记》。更令人惊喜的是，介绍沈氏

祠堂的墙框上，赫然写着：“瑞安高

则诚寓居沈氏楼，写成《琵琶记》，千

古留名……”

接下来的时间里，丽水南明

山、义乌博物馆、杭州河坊街、天

台国清寺……三位搭档沿着高

明求学为官的足迹一路寻访，还

冒着高温去北京国子监找到元

代进士名录碑、元大都与内蒙古

正蓝旗的元上都古城。

“悲欢”亦随剧中人

千古高明琵琶情
评《琵琶情-高明传》

■ 李炳银

《琵琶情—高明传》作者之一金春妙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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