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論文分四題研究，首二論是關於古代《西廂記》的研究，選擇弘治本、徐士範本、陳眉

公本、王驥德本、淩濛初本、閔遇五本、毛西河本等七本代表作，貫串成史，看出：（1）古代

《西廂記》研究史的啟蒙與發展，包括對戲曲文獻的校訂、戲曲研究領域的拓展與問題的論爭；

（2）校注者中不乏本身即是戲曲作家、曲論家，校注必然成為其創作之觀摩及理論之實踐，以及

彼此間的理論交流與攻防。這方面的探討龐大而複雜，但明顯可以王驥德為分界，分為兩

題闡述，此為本論文之重心。

繼之而論的是今人校注《西廂記》的成績，包括：王季思、吳曉鈴、張燕瑾、祝肇年、

蔡運長、張雪靜、李小強、王小忠、賀新輝等學者之現代校注本，這部分是古代《西廂記》研

究史的延續，古今對照，亦可看出古代校注本由通俗化→文士化→學術化的發展歷程；現代校

注本則「因時制宜」，除王季思校注本外，幾乎以「通俗化」為主，反映了不同時代的閱讀需求。

第四題所談問題有三：（1）《拯西廂》之情節改編及其批語；（2）張深之本與金批本之關係

重探；（3）金批本分節之來源及金聖歎曲家地位重評。其中以金聖歎在戲曲評點上受到王驥德之

啟發的研究發現最引人矚目。

餘論力辯《西廂記》第五本之完整性，以新角度推論，試圖解決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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