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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第一節、研究動機 

在中國文學史上，“元曲＂寫下了極為燦爛的一頁，堪與“唐詩＂、“宋

詞＂“明清傳奇＂並稱。元代在雜劇與散曲上都有非凡的成就，明代何良俊

在《曲論》中稱馬致遠、鄭光祖、關漢卿、白仁甫為元曲“四大家＂。明代

王世貞在《曲藻》序中稱白仁甫與同時代的王實甫、關漢卿一樣，“富有才

情，兼善聲律，以故遂擅一代之長。近代的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中也說

白仁甫“高華雄渾，情深文明＂，“不失為第一流＂。他還說如以唐詩加以

比喻，關漢卿似白樂天，仁甫似劉夢得，東籬似李義山，德輝似溫飛卿；評

價相當高。本文研究範圍則以四人經典劇作作探討，如馬致遠《陳摶高臥》、

《漢宮秋》、《任風子》、《岳陽樓》、《薦福碑》、《黃粱夢》、《青衫淚》；鄭光

祖《倩女離魂》、《王粲登樓》、《亻芻梅香》；關漢卿《竇娥冤》、《救風塵》、《拜

月亭》、《金線池》、《單刀會》、《西蜀夢》、《玉鏡臺》、《望江亭》、《蝴蝶夢》、

《謝天香》；白仁甫《梧桐雨》、《牆頭馬上》等。 

元曲包含雜劇和散曲，成為元代文學的代表，具備美的形式和內涵。朱

光潛《談文學》中提到「美是文學與其他藝術所必具的特質」，那怎樣的作

品才算美呢？即「作者對於人生世相都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的觀感，而這種

觀感都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的表現；這觀感與表現即內容與形式，必須打成

一片，融合無間，成為一種有生命的和諧的整體，能使觀者由玩索而生欣喜。

達到這種境界，作品才算是﹃美﹄。」1 

                                                 
1朱光潛  《談文學》  錄自《朱光潛全集》第四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 年 8 月一版  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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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歷史悠久，自元曲之後，更在戲曲發展上蓬勃興盛，因此，實

有加以深入研究的必要，大凡文學藝術之作，均有其創作「動機」，所謂「動

機」、或「驅力」，乃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該種活動，並導使該種活動朝

向某一目標進行的一種內在的歷程。2如法國學者泰納(TAINE)在他的《英國

文學史》中標出種族、時代、環境三大要素來解釋一切文藝作品。而朱光潛

則主張三大要素之外，作者的「個性」也不可一概抹煞。3英人培根曾說：「我

們欣賞﹃美﹄的作品，要領悟作者的心境而和他的心聲發生共鳴，轉變自己

的思想、性格、情緒為理想的人生而奮鬥，這樣就能有完美的創造了。」4品

味鑑賞元代雜劇作品，體驗其中美的特質，從而感受這個時期的劇作家心靈

和掌握時代意義與價值，統綰成系統的審美詮解是為研究目的之所在。 

第二節、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以元雜劇四大家為範疇 

元代是中國戲曲發展的黃金時期。雜劇文學劇本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戲

曲進入成熟期。它反映了戲曲這一種綜合性藝術特徵。曲詞繼承了詩詞的傳

統，又吸收了活的語言，形成具有獨特民族風格的劇詩。 

戲曲淵源其來有自： 

如果把戲曲之雛型定義為「合歌舞以代言演故事」，那麼東漢張衡<西

京賦>所描述之漢武帝時長安樂舞雜技，其中「東海黃公」，實已具「小

                                                 
2張春興、楊國樞  《心理學》  台北  三民書局  民國 59 年 9 月再版  頁 120 
3朱光潛  《文藝心理學》  錄自《朱光潛全集》第 1 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 年 8 月一

版  頁 405 
4管梅芬主編  《培根金言集》  台南  文國書局  未註出版年月  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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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之性質。5 

中國地方戲曲劇種的滋生，與地方語言關係至為密切，中國幅員廣大，

語言紛歧，因此劇種非常繁多。中國大陸曾於一九六二年統計全國劇種共四

百六十多個(含偶戲近百)，一九八 O 年至八一年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

重新調查有三百十七種(不含偶戲，如含偶戲則為四百十餘種)。一九八二年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著錄戲文三百二十餘

種、雜劇一千八百三十餘種、傳奇四千五百九十餘種，計六千七百四十餘種，

此就已知可考者而言，其劇目散佚者則不知凡幾。 

元文宗至順元年(1330)鍾嗣成所編《錄鬼簿》記載，元人雜劇已有四百

五十八本，明初，朱權作《太和正音譜》，卷首錄元人雜劇五百五十五本，

有作者姓氏者四百四十五，無作者姓氏者一百一十，合計五百五十五，自云

誤總數為五百三十五。近數十年來，相繼發現元人雜劇數目大量增加，作品

高達七百三十三本，現有作品流傳的作家有四十餘人，現存作品一百四十種

左右：明代臧晉叔的《元曲選》，收入一百種。近人隋樹森匯編的《元曲選

外編》，收入《元曲選》以外的北雜劇六十二種，其它還有《全元雜劇》初

編、二編、三編、外編，鄭因百《校定元刊雜劇三十種》，徐沁君《校訂元

刊雜劇三十種》，寧希元《元刊雜劇三十種新校》6以上諸書，此即為本論文

所選元代四大家雜劇研究輯錄的版本。 

吳梅在《中國戲曲概論》一書中提到： 

戲曲至元代，可為最盛時期，據朱權《太和正音譜》所錄雜劇，共五

                                                 
5
曾永義  <中國古典戲劇的形成>  《詩歌與戲曲》  台北市  聯經出版社  民國 77 年 4 月 

6 參：鄭騫  《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  世界書局  1962 年 

徐沁君  《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全二冊  中華書局  1980 
寧希元  《元刊雜劇三十種新校》上下  蘭州大學出版社  198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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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六十六本，鍾嗣成《錄鬼簿》所載，共四百五十八本，洋洋乎一代

鉅觀也。今人所見者，如臧晉叔《元曲選》百種外，日本西京大學副

刊雜劇三十種，內有十七種為臧選本所未及，而臧選本中亦有六種為

明初人作，再加西廂五劇，羅貫中《風雲會》、費唐臣《赤壁賦》、楊

梓《豫讓吞炭》，實得一百十有九種，吾人研究元曲盡此矣。7 

 

二、以「美感」為依準 

論題以元雜劇四大家美感特質為研究目標，首先必須界定「美感」這個

名詞。先就字面上解釋「美感」一詞，辭海解釋為「美之感覺也。其要素有

三：一、材料。二、形式，即材料的配置方法。三、內容，即二者所表現的

意味。」8  

將「美」定義為事物或藝文作品中所呈現的特別引人注意，令人發生

感覺，甚至產生感動的素質。尤其在藝文作品中，這類素質，往往正

是作者在創作之際所意圖捕捉的美感經驗的焦點與特質，也同時更是

他企圖在此作品中呈現或凸顯的意旨或意義之所在。因此在藝文作品

中，「美」正是作者的主觀思感透過對於客觀事物的性質，所作的種

種安排、運用，因而達成的效果。9 

由上述可知：在藝文作品中所呈現的引人注意，令人發生感覺，甚至產生感

動的素質稱為「美感」，這是對於藝文作品中呈現的「美感」初步的認識。      

                                                 
7吳梅著  陳乃乾校 《中國戲曲概論》  台北學海出版社  民國六十八年十月出版  頁 29-30 
8 舒新城等主編  《辭海》  北京  中華書局  1994 年 7 月一版五刷  頁 2311 
9柯慶明  《中國文學的美感》  台北市  麥田出版社  2006 年 1 月 1 日二版一刷  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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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美感」這個名詞進一步去了解可知： 

「美感」：審美主體接觸審美客體時所引起的感動。它是對美的認識、

欣賞和評價，是一種賞心悅目的心理狀態。又稱審美鑒賞、審美判斷

或趣味判斷。在美感這種認識形式中，始終不脫離感性的形象，又隱

含著理性的認識，還具有明顯的感情體驗的特徵。並於欣賞中能夠達

到怡然自得的境界。10 

所以「美感」除了是在藝文作品中所呈現的引人注意，令人發生感覺，甚至

產生感動的素質，同時也可說是審美主體接觸審美客體時所引起的感動，是

對美的認識、欣賞和評價，是一種賞心悅目的心理狀態。 

具體的審美活動範疇分為三類： 

1、美、崇高、悲劇、喜劇---客觀範疇。 

2、審美理想、審美趣味、美感---主客觀範疇。 

3、藝術、藝術形象、創作---主觀範疇。11 

文藝創作中審美價值的生產，無論就生產過程還是生產結果來說，其形

態是無限多樣的。不同時代、不同民族、不同階級、不同藝術流派的藝術家，

他們所生產的審美價值，具有明顯不同的形態和風貌；即使同一時代、同一

民族、同一階級、同一藝術流派的不同藝術家，他們所生產的審美價值，其

形態和風貌也有不同。 

                                                 
10 吳世常  陳  偉  《新編美學辭典》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年 8 月  頁 46 
11杜書瀛、黎湘萍、應雄  《文藝美學原理》  北京市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8 年 11 月 2 版  
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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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文藝創作中審美價值的生產，大體上歸為四大類型，即:崇高(壯

美)型，優美型，悲劇型，喜劇型。12  

本文研究「美感」，「美感」所展現出的作用是「美感功能」，在於藝術

作品能夠給人以情緒的激動和感覺上的快適，給人以精神上的滿足和愉悅。

所以欣賞者在感受這些藝術形象時產生的往往不是單一的美感，而是綜合多

樣的美感，「美感」包含優美、崇高、悲劇感、喜劇感等等，在本論文中有

詳細的分析。 

另外朱光潛以為： 

美感經驗是我們在欣賞自然美或藝術美時的心理活動。……美感的和

直覺的意義相近，美感的經驗就是直覺的經驗，又可說是形象的直

覺。13 

以上這段話，把美感和直覺畫上等號，解釋不夠充分，所以再進一步從欣賞

的距離這個角度去說明： 

在美感經驗中，我們一方面要從實際生活中跳出來，一方面又不能脫

盡實際生活；一方面要忘我，一方面又要拿我的經驗來印證作品，這

不顯然是一種矛盾麼？事實上確有這種矛盾，這就是布洛所說的“距

離的矛盾＂(the antinomy of distance)。創造和欣賞的成功與否，

就看能否把“距離的矛盾＂安排妥當，距離太遠了，結果是不可了

解；距離太近了，結果又不免讓實用的動機壓倒美感，“不即不離＂

                                                 
12 杜書瀛、黎湘萍、應雄  《文藝美學原理》  北京市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8 年 11 月 2
版  頁 48 
按：悲劇、喜劇之外，尚有悲喜劇和鬧劇兩大類。 
13朱光潛  《文藝心理學》  錄自《朱光潛全集》第 1 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 年 8 月一

版  頁 20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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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藝術的一個最好的理想。14 

以上談到一個欣賞者的心理狀況，指出我們一方面要從實際生活中跳出來，

一方面又不能脫盡實際生活，這“不即不離＂是欣賞藝術的一個最好的狀

態。 

理想主義和寫實主義對於“距離"一個是太過，一個是不及。凡是藝

術都要有幾分近情理，卻也都要有幾分不近情理。它要有幾分近情

理，“距離＂才不至於過遠，才能使人了解欣賞，要有幾分不近情理，

“距離＂才不至於過近，才不至使人由美感世界回到實用世界去。凡

是藝術都要帶有若干理想性，都是反寫實主義的。15 

這裡說到一個重點，凡是藝術都要帶有若干理想性，這是作者內心的企求，

關於這點，可由元雜劇作品中深刻的感受到，如公案劇的善惡有報，愛情劇

的有情人終成眷屬，神仙道化劇的得道成仙等等。 

元雜劇藝術的距離和其它藝術不同： 

各種藝術的性質不同，“距離＂也生來就有遠近。距離最近的是戲

劇，因為它用極具體的方法把人情事故表現在眼前，這最容易使人離

開美感世界而回想到實用世界。16 

戲劇直接呈現在觀眾的眼前，用極具體的方法把人情事故表現在眼前，如

唱、作、念、打等，表演者和觀賞者僅有幾尺，故其距離也最近。 

                                                 
14朱光潛  《文藝心理學》  錄自《朱光潛全集》第 1 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 年 8 月一

版  頁 221 
15朱光潛  《文藝心理學》  錄自《朱光潛全集》第 1 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 年 8 月一

版  頁 227 
16朱光潛  《文藝心理學》  錄自《朱光潛全集》第 1 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 年 8 月一

版  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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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雜劇是一門偉大的文學藝術： 

「藝術是一種服務於特定的審美目的下之符號系統或符號的構成

物。」……所謂文學也者，不過是服務於特定的「審美目的」下之文

字系統或文字的構成物而已。以文學所具之藝術特質言，重要的即在

這審美目的。17 

文學採用一種「物質」作為表達手段，表現作家心中的「文思」，創造

出人們感受得到的文學形象，才成為文學作品。文學與其他藝術的區別，關

鍵是媒介材料－語言(詞)，尤其，文學所用的語言(詞)較之其他藝術媒介更

為複雜，如李澤厚指出： 

文學用詞作為藝術手段，詞在現實世界的廣闊聯繫，能使世上一切情

景、事件、色彩、聲音、氣味、感覺、心理狀態……，都能通過它的

信號刺激間接地使人感知。18 

由於文學所用的媒材能夠營造特殊的藝術形象與美感，因此，專家學者

多認為文學是「語言藝術」，甚而將它與整個藝術並列。比如，李澤厚將文

學單獨立為「語言藝術」之類，他說：「語言藝術與所有其他藝術性質上的

重大區別，使文學常與整個藝術並列稱呼。」19朱光潛《談文學》說：「文

學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藝術。」20 

西方柏拉圖派的文學觀念，反對浮誇虛誕，主張詩人之辭必須「麗以

則」。……文學的崇高有五:一是堅執理想，二是鼓舞情緒，三是構成

                                                 
17

王夢鷗  《文藝美學》  台北市  遠行出版社  民國 65 年 5 月再版  頁 131 
18李澤厚  《美學論集》  台北  三民書局  民國 85 年 9 月  頁 436-437 
19李澤厚  《美學論集》  台北  三民書局  民國 85 年 9 月  頁 435 
20朱光潛  《談文學》 台北  萬卷樓出版社  民國 83 年 6 月初版 2 刷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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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四是辭令警闢，五是適當與統一的安排。21 

「崇高」表現在戲劇中，可以看出主角是一個理想堅執者，戲劇的張力也鼓

舞著觀眾的情緒，形象的塑造可說是一劇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在本文美感

特質的呈現有作分析，而辭令警闢則在本文美感風格有詳細的研究，最後則

是全劇要讓觀眾看來感動人心，就有賴於劇情、人物作適當統一的安排，以

上五點，是本文研究元曲的重點。 

    而中國的文學觀念則可從近人朱自清在其〈文學的標準和尺度〉一文中

看到，對中國文學有扼要的陳述：「中國傳統的文學以詩文為正宗，大多數

出於士大夫之手。士大夫配合著君主掌握政權，做了官的是大夫，沒有做官

的是士;士是候補的大夫。君主士大夫合為一個封建集團，他們利害是共同

的。這個集團的傳統文學標準，大概可用『儒雅風流』一語來代表。載道或

言志的文學以儒雅為標準，緣情與隱逸的文學以風流為標準。22以上正可說

明元曲的內容是以第二類為主，第一類為副，作者大約都是那些無緣仕進的

知識分子。 

概括地說，藝術作品的內容包含這兩個方面：一是對現實生活在其本

質的統一性與現象的豐富性相結合的形態上的把握與反映，二是這種

反映既然要經過藝術家的選擇、概括、加工和評價，所以作品必然蘊

含著藝術家的思想情感和理想。而在藝術家的思想情感和理想中，又

可能相應地反映和集中著一定時代、一定階級的人的思想情感和審美

理想。23 

中國戲劇源遠流長，至元明清三代完全成熟。體現了後期中國文學的發

                                                 
21王夢鷗  《文藝美學》  台北市  遠行出版社  民國 65 年 5 月再版  頁 12 
22王夢鷗  《文藝美學》  台北市  遠行出版社  民國 65 年 5 月再版  頁 122 
23王朝聞  《美學概論》  台北市  谷風出版社  民國 78 年 10 月  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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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趨向。 

中國戲劇是綜合性審美藝術，它具有戲劇藝術的一般特性:舞台性和

文學性，又有自身的特點，用通常的戲劇術語來說，叫做“唱、做、

念、打＂。其中“唱＂的比重較大，接近於歌劇；“做＂、“打＂不

完全是對生活動作的直接摹擬，而是程式化的動作規範、舞蹈化的抽

象規範。其舞台性又沒有舞台背景的具體實在性，而是一個假定世

界、虛擬背景。……它是通過唱、念喚起觀眾的情景想像，進而去附

會和體認經過抽象的舞台動作的具體內容。一旦這種動作程式化以

後，便不再需要媒介環節就能進入觀眾的近似聯想領域和經驗世界。

這種抽象特徵和詩、畫、書法等，體現了中國文藝美學的總體特徵。

24 

中國戲劇的文學性和舞台性的結合機制受到整個中國文化的制約、規

範，多方面顧及到文學、舞台(包括演員)、觀眾因素。三重因素構成中國戲

劇審美的生成框架基礎。 

王夢鷗在《文藝美學》一書提到：綜括古今中外對文學含義的解釋如下:

第一，文學是一種文字工作，這是不成問題的。第二，文學是一種為人們所

愛好的文字工作。這裡所謂「人們」，是包括讀者作者，所謂「愛好」，其意

義為娛樂，為遊戲，為抒情，為排悶……任何一說，均無不可，總之它是美

的研究對象，故文學之必有美的含義，亦是不成問題的。第三，文學是表現

美的文字工作。25 

柯慶明在《中國文學的美感》一書中提到所謂「文學的美感」： 

                                                 
24吳功正  《中國文學美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1 年 9 月  頁 709-710 
25王夢鷗  《文藝美學》  台北市  遠行出版社  民國 65 年 5 月再版  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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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所渭「文學」專屬領域，恐怕還當數其文本型態上的美感特質；

因此對文學作品的「美感」或「美學特質」的探討，是文學研究的第

一序列的工作。26
  

而元雜劇作為文學和戲劇的綜合體，自然離不開文學研究的範疇，這是

本文以美感作為依準，之所以要深入研究的原因，期能完整表現出元雜劇之

美。 

 

 

 

 

 

 

 

 

 

 

                                                 
26柯慶明  《中國文學的美感》  台北市  麥田出版社  2006 年 1 月 1 日二版一刷  頁 12 



元雜劇四大家作品之美感研究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