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虎丘月圆时
, 奔

走完七里山塘路
,

来到虎丘山下
,

迎面

横亘寺院一座
。

山门内悬挂匾额
,

墨书
“

虎阜

禅寺
”

四个大字
,

为康熙皇帝御笔
,

气象萧疏
,

不似乾隆的字那样绵润
。

进入山门
,

正逢杜鹃花会
,

一丛丛
,

一片

片
,

杂色的
,

单色的
,

到处色彩艳丽
、

蜂闹蝶

嚷
。

一条蜿蜒石板路通往山顶
。

沿山路拾级

而上
,

旁侧颇多古迹
。

先是一眼憨憨井
,

为寺

僧的吃水井
,

传说为憨憨和尚所凿
。

憨憨是农

家子
,

被寺中收留
,

专门负责到河中担水
,

终

日苦乏劳碌
,

于是立志在这里凿出一眼井来
,

从此再不用到下面去挑水了
。

这事儿的时间

总在宋代之前
,

因为井后石上
“

憨憨泉
”

三字

为宋人 吕升卿所提
。

再往上走
,

会看到一块褐

色的试剑石
,

椭圆形的大石
,

从中直直地裂为

两半
,

似为利刃劈开
,

锋刃齐整
。

传说是吴王

闻间试用神剑莫邪时劈成
,

这自是附会
。

转过

枕头石
、

仙桃石
,

就是真娘墓了
。

真娘乃唐朝

苏州名妓
,

因贞烈而捐生
,

引来历代墨客骚人

多少怜香惜玉的感慨
,

连绵留下牵情惹意的

诗篇
。

迈过真娘墓
,

视野忽然开阔
,

一片天然

空旷的石坪躺在山够崖丛间
,

千人石到了
。

相

传晋代高僧竺道生曾在此说法
,

一时听者云

集
,

丛聚千人
,

千人石因此得名
。

而竺道生说

法所据大石
,

则称为生公石
。

再上又有鹤涧
、

剑池
、

申时行祠
,

以及著名的虎丘塔
。

斗转星移
,

说法的高僧早已冥逝
,

千人

石却成为明清时期苏人虎丘曲会的聚集地
。

虎丘热闹不在平时
,

而在中秋节
。

每年

月亮最大最圆的时候
,

郡人都要在这里举行

中秋曲会
,

蕴为每年一度的文化盛会
。

虎丘中秋曲会不知始于何时
,

只知明朝

嘉靖年间已经成为定例
。

每到八月十五夜
,

城

中居民
,

无论文人士夫
、

大家宅眷
,

还是清客

闲人
、

民家少妇
,

以至浪荡少年
、

曲娘妓女
,

倾

巢而出
,

满城皆空
,

乘船的
,

坐轿的
,

步行的
,

齐至虎丘山上
,

共聚千人石旁
,

聆听曲中仙

音
。

嘉靖是南北曲以及民间曲调极为流行

时期
,

各地间阎士民皆以唱曲为风流韵事
,

苏

州为最
,

虎丘曲会由此得名
。

然而我所知道的

虎丘唱曲盛事
,

最早却与两位陕西人连在一

起
。

这两个人
,

一个是康海
,

另一个是王九思
。

康海于弘历十五年 ��  !∀# 考中状元
、

大魁天

下
,

王九思仕至吏部郎中
,

两人都曾是官场中

得意人物
。

然而因躲避政治倾轧
,

他们一道退

而为文
,

共倡复古主义
,

皆名列
“

嘉靖前七子
”

中
。

作曲则为曲状元
,

同享天下盛名
,

其所创

曲调流行大江南北
。

或许是历史老人的刻意

安排
,

康海
、

王九思竟然一起参加了一次苏州

的虎丘曲会
。

一次
,

康海
、

王九思二人结伴南游吴中
,

正值中秋月圆时节
,

闻说虎丘山有曲会
,

欣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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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舟前往
。

时值黄昏
,

斜阳灿柳
,

白公堤上行

人成线
,

堤内则舟船相衔
,

欢歌笑语在水面

上荡漾
。

划至虎丘山下
,

弃舟登岸
,

随人流上

山
。

山道上熙熙攘攘
,

步行的
,

乘轿的
,

簇拥

似蚁
,

议论如蜂
。

两人杂在吴中子弟群中
,

拾

级而上
。

为了此行之乐
,

性格洒脱的康
、

王二人
,

先已作了一番特意装扮
。

康海身披一张老虎

皮
,

头戴大帽
,

穿戴得不伦不类
。

王九思则葛

巾野服
,

打扮得像个村田野老
。

进山门
,

过憨

憨泉
,

越试剑石
,

绕真娘墓
,

逝通行来
,

一路

古迹
,

二人 口中啧啧称羡
。

不料
,

这一对打扮

希奇古怪
、

操陕西 口音的老者
,

引起 了吴中

少年的侧目
。

有人说起怪话
) “看这两个人

,

哪儿来的乡巴佬 ∗
”

二人听见
,

只作不知
,

竟

自走上千人石去
。

千人石上已经聚集了成群

的人众
,

各自占好了地方
,

偌大的空旷地带
,

到处都坐满了人
。

说笑声
,

吟诗声
,

调丝弄弦

声
,

嘈嘈杂杂
。

两人悄悄找地方坐下
。

天逐渐暗了
,

东方的圆月升起来
,

挂在

了桐树上
。

这时
,

有吴中子弟开始弹起琵琶
,

展放歌喉
,

唱的却是王九思写的曲子
,

《绛都

春序》
。

康海会意地对着王九思一笑
。

一曲唱

罢
,

康海站起来
,

对唱歌的人说
) “刚才唱的

那支曲子
,

我也常常温习
,

诸君能否把琵琶

借我用一下
,

我也来露个丑
。 ”

那些人中
,

有

的说
) “不给不给

,

这个陕西 乡巴佬
,

会唱什

么曲 ∗
”

有的则说
) “

你让他试试
。 ”

于是把琵

琶递过来
。

康海操起琵琶
,

发声起歌
,

曼声柔

调
,

轻音爽气
,

曲折流丽
,

字若贯珠
,

竟然惊

得众人哑然无声
。 “

井梧坠叶
”

一句唱毕
,

王

九思笑笑说
) “可以停止了

。 ”

康海即把琵琶

往地上一放
,

招呼也不打
,

携起王九思的手
,

孩然下山而去
。

众人惊愕不已
,

开始是因为康海娴熟的

歌唱技巧
,

后来则是为了二人脱略形迹的行

为
。

于是有人悄悄尾随其后
,

打听身份来历
,

虎丘夜色

得知竟然是 当代赫赫有名的康状元和王文

选两位大才子
。

想再追其踪迹
,

却听说二人

游过虎丘
,

苏州兴尽
,

已经解舟而去
。

快快而

返
,

告诉大家
,

人人啧啧
,

个个惊羡
,

悔恨没能

当场认出他们来
。

�参见宋直方《琐闻录》
“

康

对山
、

王美破
”

条 #

苏州失礼了
。

明代万历年间
,

虎丘曲会的魁首是苏州

的一位著名医士
,

叫做周似虞
。

周似虞少年时曾经跟从名 曲家魏 良辅

学唱曲
,

得其真传
,

以声清韵雅名于吴中
。

年

年中秋虎丘曲会
,

他都乘舟而往
,

献艺呈技
,

五十年中
,

无论风雨阴晦
,

绝无间阻
。

每次集会
,

众人聚于千人石上
。

开始时

是杂腔竞发
,

箫管喧闻
,

彼此歌调几乎无法

辨认
。

而这时周似虞总是独 自坐于生公石

上
,

静默无声
,

一腔不发
。

待到众人兴尽
,

嘈杂

声渐行渐消
,

周似虞于是调匀呼息 ‘气发丹

田
,

裂 帛一声
,

如风啸
,

如龙吟
,

在山崖中回

荡
,

于林木间飘杳
,

余音久久不息
。

一啸既出
,

众鸟皆暗
,

人群中有人说
) “

嗓声 ∗虞山周老开

始唱了
。 ”

大家立即屏息静气
、

声不敢出
,

偌大

的广场上
,

寂寂如无一人
,

只听见周似虞一

人的清声雅韵
,

悠扬飘荡
。

�参见钱谦益《似虞



周翁八十序》#
。

周翁之唱
,

宗魏 良辅门户
,

其长处不仅

仅在于嗓音燎亮
,

字清
、

腔纯
、

板正之外
,

尤其

注重吐字
、

板眼
、

过腔
。

魏 良辅曾在《南词引

正》里论唱曲说
) “

曲有三绝
)
字清为一绝

,

腔

纯为二绝
,

板正为三绝
。

听曲尤难
,

要肃然不

可喧哗
,

听其吐字
、

板眼
、

过腔得宜
,

方妙
。

不

可因其喉音清亮
,

就可言好
。 ”

这是魏良辅总

结一生经验得来的真诀
,

为周似虞用于实践
,

所向披靡
。

人声静寂
,

洞箫也停止了
,

连蚊蛇的声音都听

不到
。

这时一位歌者出来
,

高坐于石上
,

开始

独歌
。

歌声悠扬宛转
,

初时声细如丝
,

继而音

量转宏
,

逐渐似要裂石穿云
。

周围环绕的最后

百来位听者
,

不敢击节称赏
,

只有频频点头
。

唱到此时
,

虎丘曲会才达到了簸峰境界
。

这是

物我一如的境界
,

人籁如出天籁
,

俯仰山川之

灵
,

吮吸 自然之精
,

氮氢宇宙之魄
,

吞吐大化

之气
,

聚合为风峡龙吟
,

发一声而天地震颇 ∗

这种歌唱极境里人与 自然的融会贯通
,

难道不是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 +

到了明末时候
,

虎丘曲会声势越加浩

大
,

每次聚会的人众更多
。

千人石一带已经坐

不下了
,

上自鹤涧
、

剑池
、

申时行祠
,

下到试剑

石
、

山门
,

到处都有人铺毡而坐
,

从高处望去
,

就像雁落平沙
、

霞铺江上
,

四处遍满
。

山阴贵公子张岱
,

也是虎丘曲会的常

客
,

又是明末小品文的名家
,

他有一篇《虎丘

中秋夜》的文章
,

专门记载其盛况
。

其中把虎

丘中秋唱曲区分为五重境界
。

第一重
)
乌兔初

升
,

月朗天清
。

虎丘上下
,

鼓吹奏乐的有百十

处
,

处处大吹大擂
,

弄得一片雷轰鼎沸
、

翻天

动地
,

喊谁都听不见
。

这时的歌唱完全淹没在

噪音里
。

第二重
)一更以后

,

饶鼓渐歇
,

四处一

片丝竹管乐之声
,

夹杂以歌唱
。

这时乐声嘈

杂
,

歌唱不辨节拍
。

第三重
) 更渐深

,

人们也逐

渐散去
,

一些士人女眷下到山脚登船水嬉
,

还

有许多留下来不走的
,

开始认真唱歌
,

加以管

弦伴奏
。

专门欣赏的人于是仔细品评谁谁唱

得声清韵浓
。

第四重
)
二更了

,

人声静了下来
,

管弦都停止了
,

只有洞箫在缓缓吹奏
。

幽咽箫

声中
,

有三四位歌者
,

你随几句
,

我和几声
,

暗

中较量功力
,

相持不下
。

这时已经进人纯粹的

歌唱境界
,

人心在旋律的夜色中游曳
。

第五

重 ) 三更天了
,

月亮高高悬在中天
,

风清气肃
,

虎丘曲会不知何时停止了
,

大约为明清

更代时吧 +

今天的千人石
,

静静地躺在虎丘山上
,

每日安详地打量着游客
。

每逢 中秋月圆夜
、

游人散尽时
,

它是否

也会回忆起 自己当年的繁华胜景 + 是否仍听

到天外的凤峡龙吟声 +

我在虎丘赏玩
,

默想着当年这里的盛

况
。

在我心里
,

虎丘曲会结撰成一个曲坛的祭

丰,
。

后来知道
,

进人新世纪以来
,

苏州市文

联等单位恢复了每年一次的虎丘 曲会
。

全

国数十个曲社的百千曲友汇集到虎丘浅吟

高唱
,

切磋艺术
,

显现了旧时风貌
。

尤其是

∀!! � 年 �� 月 − 日
,

为庆祝昆曲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为
“

人类 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

表作
”

及纪念苏州昆曲传习所成立 .! 周

年
,

有关部门重新在这里组织 了一次
“

虎丘

千人曲会
” 。

其盛况如何
,

我未能与会
∃

不得

而知
。

但我仿佛还是听见 了千人石上袅袅

升起 的仙音
。

哦
,

我追慕那月白风轻的虎丘之夜
。

黔
苏州

杂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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