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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悲喜劇(正劇) 

正劇是戲劇的一種類型。在歐洲慣於把戲劇加以分類的歷史上，它是

較晚出現的概念，它的出現反映了戲劇觀念的變化和進步。它的首創者是

18 世紀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和文藝家狄德羅，他對後來把戲劇分為“悲劇＂

和“喜劇＂的分法提出了不同意見。 

狄德羅突破了古典主義給悲劇所限定的許多規範，當然也不是過份

誇張的諷刺性喜劇，但也不是悲劇和喜劇的調和，而是遵循著「真

實」和「自然」這兩大現實主義原則。之後，法國的博馬舍又進一

步對這種戲劇的內容和形式作了理論的闡述，並定名為「嚴肅戲

劇」，這就是後來稱之為“正劇＂的由來。19 世紀以後正劇成為戲

劇創作最普遍的一種戲劇體裁，為各國戲劇家廣泛採用，在創作和

演出的數量上也最多。1 

正劇常兼有悲劇和喜劇兩種因素，是二者的相互補充和滲透。黑格爾

認為：正劇「力求達到悲劇和喜劇的和解，或至少是不讓這兩方完

全對立起來，各自孤立，而是讓它們同時出現，形成一個具體的整

體」。作為一種新的戲劇樣式，正劇也是現實生活中人際關係的一種

反映。2 

關於這點，在中國傳統戲劇中，多是以這種形式出現，喜劇中有悲情，悲

劇中有幽默，而沒有像西方那樣嚴格規定的喜劇和悲劇。 

西方布羅凱特對正劇下一個明確的定義： 

                                                 
1李澤厚  汝信等主編  《美學百科全書》  北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0 年 12 月  頁 669 
2李澤厚  汝信等主編  《美學百科全書》  北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0 年 12 月  頁 515 



第五章、元雜劇類型之美感特質 

 263

通俗劇或稱為「悲喜劇」(Tragicomedy)，多半是由於一個反派人物

的惡意詭計而來，因此，這個邪惡力量的化解或摧毀，就造成了圓

滿的結局。通俗劇的角色通常是截然劃分為善惡兩類的……通常錯

綜是由惡徒挑起，而好人則千方百計想逃出羅網，這樣一來，人物

就無甚成長與變化可言了，這是通俗劇與悲劇不同之點，原因則在

於人物的道德天性在劇本一開頭就已確定，而且貫徹全劇，始終不

變。通俗劇中‧無辜的主角，終於在最後一秒逃出死亡或毀滅的危

險。……觀眾希望見到冤屈的無辜得以伸雪，而無惡不作的邪行受

到懲罰，這種感情從為主角感覺的恐懼與憂慮到對他的邪惡敵手的

憎恨都包括在內。結尾是雙重的，好人得救而受到報償，惡人現形

而得到懲罰，因此，它在嚴肅的戲劇行動上與悲劇相似，而在歡樂

的結尾上則與喜劇相近，它給予觀眾以嘉善懲惡的保證。
3 

元朝蒙古帝國入主中國，使中國傳統社會風氣發生劇烈變化，在這股

新興氣象的背面隱藏著漢民族心靈呼聲所匯聚的一股強大無比的暗流，在

異族的統治下，精神與物質都受到壓迫，在貪官暴吏和權豪勢要等多重迫

害下人民簡直透不過氣來，面對著一片黑暗無助的世界，渴望援手，企求

公理，而雜劇正是給久被壓抑的漢民族的一個發洩的機會，不僅忠實地反

映著當時的各種社會的情態，也明白地揭示了內心的共同企盼的願望與理

想，所以劇作家塑造了一些角色來維持法理公義，彰顯善惡報應。 

在元代黑暗政治下，像包拯、錢可等清官都披上了歷史的外衣，在人

民殷切的盼望下，紛紛登場，為民伸冤雪恨。在元雜劇裡，包拯完全成為

傳奇人物，彷彿是民間的正直之神。 

                                                 
3 胡耀恆譯  布羅凱特著  《通俗劇》或稱為「悲喜劇」(Tragicomedy)  台北市  志文出版社  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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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堅毅剛正的人格和執法如山的精神，正是獲得民間信仰與崇拜

的重要原因，在異族統治下的黑白顛倒，是非不分的社會裡，老百

姓遭遇到空前的苦難，含冤受屈，唯有借助包公的形象，表達了自

己的願望，對未來也有了展望。這種信心和理想，有助於人們從那

樣多難的年代堅持過來。4 

王鞏甲申雜記載： 

      西羌于龍呵既歸朝，至闕下引見，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

廷忠臣，某既歸漢，乞賜姓包。 

宋周密癸辛雜識別集則載： 

     舊開封府有府尹題名，起建隆元年居潤，繼而晉王、荊王而下皆在

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為人所指，指痕甚深。 

從這些記載可以知道包公在宋代不僅家喻戶曉，甚至名聞西羌。 

在民間傳說，包公廣被老百姓崇拜、信仰，只因他是個知仁勇兼具

的人，不僅明鏡高懸，也握有權力，能使老百姓免被貪官污吏欺壓

的痛苦，使人民精神上得以解脫，因此在元劇作家的筆下，就把他

塑造成為權豪勢要與貪官污吏的剋星。包公雖是奉了「勢劍金牌，

先斬後奏」但是遇到《蝴蝶夢》中的葛彪，以及《陳州耀米》的劉

衙內，這些元代異族統治中國之下的產物，仍難免捉襟見肘，包公

雖立意和權豪勢要作對，囿於元代不合理的政治情形下，也無法按

照常理執行獎善懲惡，唯有運用計謀，以智除暴。5 

                                                 
4耿湘沅 《元雜劇所反映之時代精神》  台北市  文史哲出版社印行  民國 76 年 7 月  頁 85 
5耿湘沅 《元雜劇所反映之時代精神》  台北市  文史哲出版社印行  民國 76 年 7 月  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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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可以說是元代受苦受難的老百姓唯一的希望和精神的寄託。 

中國戲曲的成功之作，往往是展示農民烏托邦式的理想樂園，農民

在黑暗的苦難的現實生活中幻想著“官清民自安＂的清明政治，大

批“清官戲＂在這思想氛圍中應運而生，皇親國戚、權豪勢要、貪

官污吏，在包拯、海瑞的朱筆下一命嗚呼。這些“清官＂的威懾力

駁，是農民對理想政治的憧憬，自身力量的寄託。6 

在本文四大家作品研究中，僅一本《蝴蝶夢》是悲喜劇，在這一類悲

喜劇中，當時社會大環境是悲劇的遠因，惡人是悲劇的近因，造成好人受

苦是悲劇的結果，所幸最後惡人受報，好人出頭。試看以下的分析： 

悲劇的遠因是元代的嚴刑峻法： 

《蝴蝶夢》第二折： 

（張千領祗候排衙科，喝云）在衙人馬平安！喏！（外扮包待制

上，詩云）咚咚衙鼓響，公吏兩邊排。閻王生死殿，東岳攝魂台。

老夫姓包名拯字希文，廬州金鬥那四望鄉老兒村人也。官拜龍圖

閣待制學士，正授開封府尹。今日升廳，坐起早衙。張千、分付

司房，有合簽押的文書，將來老夫簽押。（張千云）六房吏典，有

甚麼合簽押的文書？（內應科）（張千云）可不早說！早是酸棗縣

解到一起偷馬賊趙頑驢。（包待制云）與我拿過來！(祗候押犯人

跪科)(包待制云)開了那行枷者！兀那小廝，你是趙頑驢，是你偷

馬來？（犯人云）是小的偷馬來。（包待制云）張千，上了長枷，

下在死囚牢裏去。（押下）（包待制云）老夫這一會兒困倦。張千，

                                                 
6李澤厚  汝信等主編  《美學百科全書》  北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0 年 12 月  頁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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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與六房吏典，休要大驚小怪的，老夫暫時歇息咱。（張千云）大

小屬官，兩廊吏典，休要大驚小怪的，大人歇息哩！（包做伏案

睡做夢科，云）老夫公事操心，那裏睡的到眼裏？待老夫閒步遊

玩咱。來到這開封府廳後一個小角門，我推開這門。我試看者，

是一個好花園也。你看那百花爛漫，春景融和。兀那花叢裏一個

撮角亭子，亭子上結下個蜘蛛羅網，花間飛將一個蝴蝶兒來，正

打在網中。（詩云）包拯暗暗傷懷，蝴蝶曾打飛來。休道人無生死，

草蟲也有非災。呀，蠢動含靈，皆有佛性。飛將一個大蝴蝶來，

救出這蝴蝶去了。呀，又飛了一個小蝴蝶打在網中，那大蝴蝶必

定來救他。……好奇怪也！那大蝴蝶兩次三番只在花叢上飛，不

救那小蝴蝶，揚長飛去了。聖人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你

不救，等我救。（做放科）（張千云）喏，午時了也。（包待制做醒

科，詩云）草蟲之蝴蝶，一命在參差。撇然夢驚覺，張千報午時。

張千，有甚麼應審的罪囚，將來我問。（張千云）兩房吏典，有甚

麼合審的罪囚，押上勘問。（內應科）（張千云）喏，中牟縣解到

一起犯人，弟兄三人，打死平人葛彪。（包待制云）小縣百姓，怎

敢打死平人？解到也未？（張千云）解到了也。（包待制云）與我

一步一棍，打上廳來。（解子押王大兄弟上，正旦隨上，唱） 

一起偷馬的判決竟是死刑，突顯出元代的嚴刑峻法，連包待制這一類的清

官也莫可奈何。 

惡人葛彪是悲劇的近因： 

《蝴蝶夢》第一折： 

（孛老上，云）老漢來到這長街市上，替三個孩兒買些紙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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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乏了，且坐一坐歇息咱。（淨扮葛彪上，詩云）有權有勢盡著使，

見官見府沒廉恥。若與小民共一般，何不隨他帶帽子？自家葛彪

是也。我是個權豪勢要之家，打死人不償命，時常的則是坐牢。

今日無甚事，長街市上閑耍去咱。（做撞孛老科，云）這老子是甚

麼人，敢沖著我馬頭？好打這老驢！（做打孛老死科，下）（葛彪

云）這老子詐死賴我，我也不怕；只當房檐上揭片瓦相似，隨你

那裏告來。（下）（副末扮地方上，云）王大、王二、王三在家麼？

（王大兄弟上，云）叫怎的？（地方云）我是地方，不知甚麼人

打死你父親在長街上哩！（王大兄弟云）是真實？母親，禍事了

也！（哭科，王三云）我那兒也，打死俺老子！母親快來！（正

旦上，云）孩兒，為甚麼大驚小怪的？（王三云）不知是誰打死

了俺父親也！（正旦云）呀，可是怎地來？（唱） 

 

產生的善惡衝突： 

《蝴蝶夢》第一折： 

【金盞兒】苦孜孜，淚絲絲，這場災禍從天至，把俺橫拖倒拽怎

推辭！一壁廂磣可哥停著老子，一壁廂眼睜睜送了孩兒。可知道"

福無重受日，禍有並來時"。 

【後庭花】再休想跳龍門、折桂枝，少不得為親爺遭橫死。從來

個人命當還報，料應他天公不受私。（帶云）兒也，（唱）不由我

不嗟咨，幾回家看視，現如今拿住爾，到公庭責口詞，下腦箍使

拶子，這其間痛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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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受苦是悲喜劇必然出現的過程： 

如《蝴蝶夢》第一折： 

【混江龍】俺男兒負天何事？拿住那殺人賊，我乞個罪名兒。他

又不曾身耽疾病，又無甚過犯公私。若是俺軟弱的男兒有些死活，

索共那倚勢的喬才打會官司！我這裏急忙忙過六街、穿三市，行

行裏撓腮撧耳、抹淚揉眵。 

【油葫蘆】你覷那著傷處一堝青間紫，可早停著死屍。你可便從

來憂念沒家私，昨朝怎曉今朝死，今日不知來日事。血模糊汙了

一身，軟答剌冷了四肢，黃甘甘面色如金紙，幹叫了一炊時。 

《蝴蝶夢》第一折王母丈夫孛老兒被惡徒葛彪打死，描寫王母驚慌失措，

遭受痛苦煎熬的情形。 

《蝴蝶夢》第二折： 

【南呂】【一枝花】解到這無人情御史台，元來是有官法開封府。

把三個未發跡小秀士，生扭做吃勘問死囚徒。空教我意下躊躇，

把不定心驚懼，赤緊的賊兒膽底虛。教我把罪犯私下招承，不比

那小去處官司孔目。 

【梁州第七】這開封府王條清正，不比那中牟縣官吏糊塗。撲咚

咚階下升衙鼓，唬的我手忙腳亂，使不得膽大心粗；驚的我魂飛

魄喪，走的我力盡筋舒。這公事不比尋俗，就中間擔負公徒。嗨、

嗨、嗨，一壁廂老夫主在地停屍；更、更、更，赤緊地子母每坐

牢系獄；呀、呀、呀，眼見的弟兄每受刃遭誅。早是怕怖，我向

這屏牆邊側耳偷睛覷：誰曾見這官府？則今日當廳定禍福，誰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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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虛？ 

【賀新郎】孩兒每萬千死罪犯公徒。那廝每情理難容，俺孩兒殺

人可恕。俺窮滴滴寒賤為黎庶，告爺爺與孩兒每做主。這三個自

小來便學文書，他則會依經典、習禮義，那裏會定計策、廝虧圖？

百般的拷打難分訴。豈不聞"三人誤大事，六耳不通謀"？（包待

制云）不打不招。張千，與我加力打者！（正旦悲科，唱） 

【隔尾】俺孩兒犯著徒流絞斬蕭何律，枉讀了恭儉溫良孔聖書。

拷打的渾身上怎生覷！打的來傷筋動骨，更疼似懸頭刺股。他每

爺飯娘羹，何曾受這般苦！ 

【水仙子】則見他前推後擁廝揪捽，我與你扳住枷梢高叫屈。眼

睜睜有去路無回路，好教我百般的沒是處。這窩兒便死待如何？

好和弱隨將去，死共活攔當住，我只得緊指住在服。 

《蝴蝶夢》第三折： 

【正宮】【端正好】遙望著死囚牢，恰離了悲田院，誰敢道半步俄

延！排門兒叫化都尋遍，討了些潑剩飯和雜面。 

【滾繡球】俺孩兒本思量做狀元，坐琴堂、請俸錢。誰曾遭這般

刑憲，又不曾犯"五刑之屬三千"。我不肯吃、不肯穿，燒地臥、

炙地眠，誰曾受這般貧賤！正按著陳婆婆古語常言，他須"不求金

玉重重貴，卻甚兒孫個個賢"，受煞熬煎。 

【脫布衫】爭奈一家一計，腸肚縈牽；一上一下，語話熬煎；一

左一右，把孩兒顧戀；一捋一把，雨淚漣漣。 

【醉太平】數說起罪愆，委實的銜冤，我這裏煩煩惱惱怨青大，

告哥哥可憐。他三個足丟沒亂眼腦剔抽禿刷轉，依柔乞煞手腳滴

羞篤速戰；迷留沒亂救他叫破俺喉咽，氣的來前合後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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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和尚】我、我、我兩三步走向前，將、將、將把飯食從頭勸，

我、我、我一匙匙都抄遍；你、你、你胡噎饑，你、你、你潤喉

咽。（王三云）娘也，我也吃些兒。（正旦唱）石和尚好共歹一口

口剛剛咽。（旦做傾飯料，云）大哥，這裏有個燒餅，你吃，休教

石和看見。二哥，這裏有個燒餅，你吃，休教石和看見。（唱） 

《蝴蝶夢》第四折： 

【夜行船】慌急列教咱觀了面色，血模糊汙盡屍骸。我與你慌解

下麻繩，急松開衣帶，您疾忙向前來扶策。 

【掛玉鉤】你與我揪住頭心掐下頦，我與你高阜處招魂魄。石和

哎，貪慌處將孩兒落了鞋，你便叫煞他、怎得他瞅睬？空教我悶

轉加、愁無奈，只落得哭哭啼啼、怨怨哀哀。 

【沽美酒】我將這老精神強打拍，小名兒叫的明白，你個孝順的

石和安在哉？則被他拋殺您奶奶，教我空沒亂把地皮摑。 

【太平令】空教我哭啼啼自敦自摔，百般的喚不回來。也是我多

災多害，急煎煎不寧不耐。（云）石和孩兒呵！（王三上，應云）

我在這裏！（正旦唱）教我左猜、右猜，不知是那裏應來？呀，

莫不是山精水怪！ 

在《蝴蝶夢》二、三、四折中，可以看到一個護子心切，悲傷萬分的

王母形象：如「爭奈一家一計，腸肚縈牽；一上一下，語話熬煎；一左一

右，把孩兒顧戀；一捋一把，雨淚漣漣。「我、我、我兩三步走向前，將、

將、將把飯食從頭勸，我、我、我一匙匙都抄遍；你、你、你胡噎饑，你、

你、你潤喉咽。」、「你與我揪住頭心掐下頦，我與你高阜處招魂魄。」 

另外也可看到王母悽慘的向天呼喊：如【梁州第七】「嗨、嗨、嗨，

一壁廂老夫主在地停屍；更、更、更，赤緊地子母每坐牢系獄；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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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眼見的弟兄每受刃遭誅。」、【賀新郎】「這三個自小來便學文書，他

則會依經典、習禮義，那裏會定計策、廝虧圖？百般的拷打難分訴。豈不

聞"三人誤大事，六耳不通謀"？」、【隔尾】「俺孩兒犯著徒流絞斬蕭何律，

枉讀了恭儉溫良孔聖書。拷打的渾身上怎生覷！打的來傷筋動骨，更疼似

懸頭刺股。他每爺飯娘羹，何曾受這般苦！」【水仙子】「則見他前推後擁

廝揪捽，我與你扳住枷梢高叫屈。眼睜睜有去路無回路，好教我百般的沒

是處。這窩兒便死待如何？好和弱隨將去，死共活攔當住，我只得緊指住

在服。」、【掛玉鉤】「你與我揪住頭心掐下頦，我與你高阜處招魂魄。石

和哎，貪慌處將孩兒落了鞋，你便叫煞他、怎得他瞅睬？空教我悶轉加、

愁無奈，只落得哭哭啼啼、怨怨哀哀。」、【太平令】「空教我哭啼啼自敦

自摔，百般的喚不回來。也是我多災多害，急煎煎不寧不耐。」這些曲詞

是極真摯生動的。 

除了以上悲劇衝突的場合外，在中國傳統戲劇中，免不了有插科打諢

的段子，悲喜劇當然也不例外。如： 

《蝴蝶夢》第二折： 

（包待制云）我試看這來文咱。（做看科，云）中牟縣官好生糊塗！

如何這文書上寫著"王大、王二、王三打死平人葛彪？"這縣裏就

無個排房吏典？這三個小廝必有名諱；便不呵，也有個小名兒。

兀那婆子，你大小廝叫做甚麼？（正旦云）叫做金和。（包待制云）

第二的小廝叫做甚麼？（正旦云）叫做鐵和。（包待制云）這第三

個呢？（正旦云）叫做石和。（王三云）尚！(包待制云)甚麼尚？

（王三云）石和尚。（包待制云）嗨，可知打死人哩！庶民人家，

取這等剛硬名字！敢是金和打死人來？（正旦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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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姓王，名字叫金和、鐵和、石和，卻故意加上個「尚」字，「和

尚」一詞較為人所知，在悲劇的場子中引人發噱。 

【牧羊關】這個是金呵，有甚麼難熔鑄？（包待制云）敢是石和

打死人來？（正旦唱）這個石呵，怎做的虛？（包待制云）敢是

鐵和打死人來？（正旦唱）這個便是鐵呵，怎當那官法如爐？（包

待制云）打這賴肉頑皮。（正旦唱）非幹是孩兒每賴肉頑皮，委

的銜冤負屈。（包待制云）張千，便好道"殺人的償命，欠債的還

錢"。把那大的小廝，拿出去與他償命。（正旦唱）眼睜睜難搭救，

簇擁著下階除。教我兩下裏難顧瞻，百般的沒是處。 

不管是金、鐵、石，都抵不住那官法如爐，一遇高溫都消解融化了。比喻

人是血肉之驅，那當得了酷刑伺候。 

（云）包待制爺爺，好葫蘆提也！（包待制云）我著那大的兒子償

命，兀那婆子說甚麼？（張千云）那婆子手扳定枷梢說：包待制

爺爺葫蘆提。（包待制云）那婆子他道我葫蘆提？與我拿過來！（正

旦跪料）（包待制云）著你大兒子償命，你怎生說我葫蘆提？（正

旦云）老婆子怎敢說大人葫蘆提，則是我孩兒孝順，不爭殺壞了

他，教誰人養活老身？（包待制云）既是他母親說大小廝孝順，

又多鄰家保舉，這是老夫差了。留著大的養活他。張千，著第二

的償命。（正旦唱） 

把清官包待制說成是昏官「葫蘆提」，是一種揶揄他人的說法。 

《蝴蝶夢》第三折： 

（云）大哥，我去也，你有甚麼說話？（王大云）母親，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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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論語》，賣了替父親買些紙燒。(正旦云)二哥，你有甚麼話

說？（王二云）母親，我有一本《孟子》，賣了替父親做些經懺。

（王三哭云）我也沒的吩咐你，你把你的頭來，我抱一抱。（正旦

出科）（張千云）兀那婆子，你要歡喜麼？（正旦云）我可知要歡

喜哩！（張千入牢科，云）那個是大的？（王大云）小人是大的。

（張千云）放水火！（王大做出科）（張千云）兀那婆子，你這大

的孝順，保領出去養活你，你見了這大的兒子，你歡喜麼？（正

旦云）我可知歡喜哩！（張千云）我著你大歡喜！（做入牢科，

云）那個是第二的？（王二云）小人便是。（張千云）起來，放水

火！（做放出科）（張千云）兀那婆子，再與你這第二的，能營運

養活你。（正旦云）哥哥，那第三個孩兒呢？（張千云）把他盆吊

死，替葛彪償命去。明日早牆底下來認屍。（正旦悲科，唱） 

【尾煞】做爺的不曾燒一陌紙錢，做兒的又當了罪愆，爺和兒要

見何時見？若要再相逢一面，則除是夢兒中咱子母團圓。（王大、

王二隨下）（王三云）張千哥哥，我大哥、二哥都那裏去了？（張

千云）老爺的言語，你大哥、二哥都饒了，著養活你母親去；只

著你替葛彪償命。（王三云）饒了我兩個哥哥，著我償命去，把這

兩面枷我都帶上。只是我明日怎麼樣死？（張千云）把你盆吊死，

三十板高牆丟過去。（王三云）哥哥，你丟我時放仔細些，我肚子

上有個癤子哩！（張千云）你性命也不保，還管你甚麼癤子！（王

三唱） 

在這折中，什麼論語、孟子聖賢之書，在人命關天的當頭全都不管用，抵

不上銀子管用，是對時局一個強烈的諷刺。另外王三要求死狀，人都要死

了，那還管得了什麼其它的毛病。都是極具笑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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惡人受報，好人得雪，是一般悲喜劇慣有的結局，也是觀眾所樂見，

劇作家迎合觀眾，必須要寫的方式。 

《蝴蝶夢》第四折： 

（包待制沖上，云）你怎生又打死人？（正旦慌科）（包待制云）

你休慌莫怕。他是偷馬的趙頑驢，替你償葛彪之命。你一家兒都

望闕跪者，聽我下斷：（詞云）你本是龍袖嬌民，堪可為報國賢臣。

大兒去隨朝勾當，第二的冠帶榮身。石和做中牟縣令，母親封賢

德夫人。國家重義夫節婦，更愛那孝子順孫。今日的加官賜賞，

一家門望闕沾恩。（正旦同三兒拜謝科，云）萬歲，萬歲，萬萬歲！

（唱） 

【水仙子】九重天飛下紙赦書來，您三下裏休將招狀責，一齊的

望闕疾參拜。願的聖明君千萬載，更勝如枯樹花開。捱了些膿血

債，受徹了牢獄災，今日個苦盡甘來。 

【鴛鴦煞】不甫能黑漫漫填滿這沉冤海，昏騰騰打出了迷魂寨；

願待制位列三公，日轉千階。暢道娘加做賢德夫人，兒加做中牟

縣宰，赦得俺一家兒今後都安泰。且休提這恩德無涯，單則是子

母團圓，大古裏彩！ 

在這類悲喜劇中，結局仍不免皆大歡喜的場子---惡人受報、好人得雪： 

1、 偷馬的趙頑驢，償葛彪之命。 

2、 大兒去隨朝勾當，第二的冠帶榮身。石和做中牟縣令。 

3、 母親封賢德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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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重義夫節婦，更愛那孝子順孫。今日的加官賜賞，一家門望闕沾

恩。 

悲喜劇---也就是正劇常兼有悲劇和喜劇兩種因素，是二者的相互補充

和滲透，力求達到悲劇和喜劇的和解，或至少是不讓這兩方完全對立起

來，各自孤立，而是讓它們同時出現，形成一個具體的整體。關於這點，

在中國傳統戲劇中，多是以這種形式出現，喜劇中有悲情，悲劇中有幽默，

而沒有像西方那樣嚴格規定的喜劇和悲劇。 

在這一類戲劇的結尾是雙重的，好人得救而受到報償，惡人現形而得

到懲罰，因此，它在嚴肅的戲劇行動上與悲劇相似，而在歡樂的結尾上則

與喜劇相近，它給予觀眾以嘉善懲惡的保證。元朝蒙古帝國入主中國，在

異族的統治下，漢人精神與物質都受到壓迫，在貪官暴吏和權豪勢要等多

重迫害下人民簡直透不過氣來，面對著一片黑暗無助的世界，渴望援手，

企求公理，而雜劇正是給久被壓抑的漢民族的一個發洩的機會，不僅忠實

地反映著當時的各種社會的情態，也明白地揭示了內心的共同企盼的願望

與理想，所以劇作家塑造了一些角色來維持法理公義，彰顯善惡報應。 

本劇《蝴蝶夢》是一本悲喜劇，在這一類悲喜劇中，當時社會大環境

是悲劇的遠因，惡人是悲劇的近因，造成好人受苦是悲劇的結果，所幸最

後惡人受報，好人出頭，這是一般悲喜劇慣有的結局，也是觀眾所樂見的

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