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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鬧劇及其它 

在本文的界定中，什麼是鬧劇呢，按照車爾尼雪夫斯基的說法:“當滑

稽只限於外在行為和表面醜態時，這就叫做｀鬧劇＇。＂1　鬧劇是喜劇的

初級形式，古希臘“羊人劇＂，就是一種鬧劇性質的輕鬆喜劇，它著意在

人物外在形態的模仿、歪曲和誇張，而鬧劇理所當然的存在科諢的場子，

關於這點，和中國傳統悲劇、喜劇、正劇穿插的作用有很大的不同。 

中國夢戲隨時與宗教有所關聯，由掌夢人物類型可見佛道二教人物眾

多，其間也有些民間俗神或鬼魂的掌夢。戲曲的招魂攝魂，道士作法以溝

通陰陽兩界，是取材民間宗教習俗的證明。而中國戲曲關目情節，有部分

內容又與宗教息息相關，這類劇作被稱為度脫劇，而度脫劇也常常以夢作

為故事情節的開展因素。 

「度脫劇」依照趙幼民的解釋為：當然是以「度脫」為主題的劇本。

度者超度，脫者解脫，謂超度解脫生與死的苦厄。2有別於羅錦堂將元雜劇

分為八類，其中佛道異能之事，成仙成佛成道，以及佛法無邊的概念，均

歸於道釋劇中。而是專指仙佛度人成仙成佛，以解脫人世間苦難的雜劇。

3 

所以本文所稱的鬧劇，內容既非悲劇，也不是喜劇，係指神仙道化、

隱居樂道、神佛雜劇等。 

                                                 
1 (俄)車爾尼雪夫斯基  《論滑稽與崇高》 
2趙幼民  〈元雜劇中的度脫劇〉上    《文學評論》第五集，書評書目出版 
3
羅錦堂  《錦堂論曲》  台北市  聯經出版社  1979 年 11 月第二次印行  頁 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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魯迅說：「中國根柢全在道教。」4道教對中國文化、中國人影響之大。

同樣，道教及其思想淵源道家對戲曲的影響頗大，它不僅僅影響到戲曲的

藝術形式，而且鑄造了戲曲的精神。“道教以《老子》、《莊子》為根本經

典，也融匯《呂氏春秋》、《淮南子》，提煉民間巫術，吸收《山海經》、《楚

辭》等神話傳說，構築了中國式的宗教。＂5　因此，道教及道家思想對戲

曲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如果說儒家讓人們關注社會，實現現實人生的價

值，那麼道家就是讓人脫離凡塵，以審美的態度對待人生，道教是讓人們

陶醉在修道升仙的虛幻美中，從而使人能夠達到對生命的超越。道家文化

更體現了人與自然的關係，它是一種自然主義的文化。 

    正如魯迅先生說:“中國本信巫，秦漢以來，神仙之說盛行，漢末又大

暢巫風，而鬼道愈熾，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見流傳。凡此皆張皇鬼神，

稱道靈異，故自晉迄唐，特多鬼神志怪之書。＂6 

明‧寧獻王朱權的《太和正音譜》將雜劇分為十二科，其中，神仙道

化劇受到朱權的推崇，將之排列在第一位。並且，朱權又將善寫神仙道化

劇的馬致遠列為群英之上，由此可看出神仙道化劇在元明之際受重視的程

度。 

    這類型劇本之所以能在雜劇中占著一席之地，乃是因為道教－尤其是

全真教，在元朝受到皇室的禮遇，百姓的信仰，因此得到廣泛的流播。同

時，異族統治的現實狀況，使知識分子紛紛投入戲曲的創作上，憂愁憤慨

的情感很容易結合道教出世解脫的思想，於是便有所謂「神仙道化」劇的

產生。 

                                                 
4魯迅  〈致許壽裳〉  《魯迅全集》卷九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年版  頁 285 
5張立文、劉大椿  《道教與中國文化》 人民出版社  1996 年版  頁 167 
6魯迅 《中國小說史略》  《魯迅全集》(九)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3 年版  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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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錄鬼簿》、《錄鬼簿續編》，《太和正音譜》等書著錄，元前期、

中期和由元入明的作家共有神仙道化劇三十四種，其中肯定和全真

教有關的有二十六種。7 

神仙道化劇不外表現神仙道士點化凡人，使之解脫，證道成仙，同返

紫府的劇情。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稱此「神仙道化」劇為「度脫劇」8，而

羅錦堂《現存元人雜劇本事考》的分析，又將此劇劃分為「道教劇」及「釋

教劇」二類。其中，道教劇共有十四本，釋教劇則佔了八本之多9，而馬致

遠則是創作道教劇的好手。 

仕隱劇仿佛是在為無論得意還是失意的文人們指出了一條通向遙不

可及的未來的大道，試圖在根本上為文人們解決因仕途多艱而產生的生存

危機，在以神仙道化為題材的戲曲作品中，作者都標舉一種如閒雲野鶴般

輕鬆瀟灑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的價值並不在於它自身，而在於它與

一般人所奉行的、為社會所公認的生活方式的強烈反差中。 

1、《陳摶高臥》 

如《陳摶高臥》第二折中主人公唱道： 

【梁州第七】從逢著那買卦的潛龍帝王，饒了個算命的開國功臣，

便即時拂袖歸山隱。全不管人間甲子，單則守洞裏庚申。降伏盡

嬰兒姹女，將煉成丹汞黃銀。思飄飄出世離群，樂陶陶禮聖參真。

想他那亂擾擾紅塵內爭利的愚人，更和那鬧攘攘黃閣上為官的貴

人，爭如這閑搖搖華山中得道的仙人。一身駕云，九垓八表神遊

                                                 
7侯光復〈談元代神仙道化劇與全真教聯繫的問題〉  《中華戲曲》第一輯，1986 年出版，頁 109 
8青木正兒  《元人雜劇序說》  台北  長安出版社  1981 年二版  頁 32 
9羅錦堂  《現存元人雜劇本事考》  1961 年台灣師大博士論文  頁 44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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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覷浮世暗中哂。坐看蟠桃幾度春，歲月常新。 

又第三折中寫道： 

【三煞】身安靜宇蟬初蛻，夢繞南華蝶正飛。臥一榻清風，看一

輪明月，蓋一片白雲，枕一塊頑石。直睡的陵遷谷變，石爛松枯，

鬥轉星移。長則是抱元守一，窮妙理造玄機。 

【二煞】雞蟲得失何須計，鵬鷃逍遙各自知。看蟻陣蜂衙，龍爭

虎鬥，燕去鴻來，兔走烏飛。浮生似爭穴聚蟻，光陰似過隙白駒，

世人似舞甕醯雞。便搏得一階半職，何足算，不堪提。 

作者之所以要借陳搏之口誇耀隱居之樂，無非是為了用以反襯世間爭名奪

利者之累，也就是說，戲曲中這大量的描寫神仙道化的作品，無非是為了

借標舉這種避世的生活方式，以表現作者對於現實生活的不滿。 

馬致遠仕隱神仙劇整篇瀰漫濃厚的道家思想主人翁陳摶自謂來到世

間「結善緣」，不貪名利，和元代士子追求名利不成退隱山林有關，此乃

學仙修道屬自由意志，取代求仕進的身不由己。 

如《陳摶高臥》第一折： 

術有神功道已仙，閑來賣卦竹橋邊。吾徒不是貪財客，欲與人間

結福緣。 

【仙呂】【點絳唇】定知死生，指迷歸正，皆神應。蓍插方瓶，

香繻雷文鼎。 

【混江龍】開壇講命，六爻搜盡鬼神驚。傳聖人清高道業，指君

子暗昧前程。袍袖拂開八卦圖，掌中躔度一天星。也不論冠婚宅



元雜劇四大家作品之美感研究 

 

 280

葬，也不論出入經營，但有那辨榮枯問吉凶，買卦的心尊敬，我

也則全憑聖典，不順人情。 

【油葫蘆】古聖傳留周易經，有幾人能窮究的精？誦讀如坐井，

不能明。(帶云)這易呵，(唱)伏羲以上無人定，仲尼之下無人省。

俺下的數又真，傳的課又靈。待要避凶趨吉知天命，試來簾下問

君平。(趙云)兄弟，好個先生也！(鄭恩云)哥哥怎見的？(趙云)

中消數言之間，包羅古今上下，參透陰陽表裏。(鄭恩云)是好先

生也！咱再聽他說一會者。(正末唱) 

【天下樂】憑著八字從頭斷一生，叮嚀、不教差半星。論旺氣，

相死囚，憑五行。似這般暗奪鬼神機，豫知天地情，堪教高士聽 

【後庭花】這命幹是丙丁戊己庚，乾元亨利貞。正是一字連珠格，

三重坐祿星。你休道俺不著情，不應後我敢罰銀十錠，未酬勞先

早陪了幾瓶。(趙云)先生向後推一推，看我流年大運如何？(正末

唱) 

【金盞兒】到這戌字上呵，水形成火長生，避垂龍大小運今年並：

後交的丙辰一運大崢嶸。日犯空亡為將相，時逢祿馬作公卿。你

是南方赤帝子，上應北極紫微星。 

《陳摶高臥》第二折： 

【菩薩梁州】特遣天臣，把賢良訪問；當今至尊，重酬勞賣卦山

人。雖然是前言不忘是君恩，爭奈我煙霞不憶風雷信，琴鶴自有

林泉分。想名利有時盡，乞的田園自在身，我怎肯再入紅塵。 

【隔尾】俺只待下棋白日閑消困，高枕清風睡殺人。世事無由惱

方寸，則除你個繼恩使臣，方便向君王行奏得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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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關】則你這一身拜將懸金印，萬里封侯守玉門；現如今際

明良千載風云，怎學的河上仙翁、關門令尹？可不道朝中隨聖主，

卻甚的林下訪閒人。既受了雨露九天恩，怎還想云霞三市隱？ 

《陳摶高臥》第三折： 

【二煞】雞蟲得失何須計，鵬鷃逍遙各自知。看蟻陣蜂衙，龍爭

虎鬥，燕去鴻來，兔走烏飛。浮生似爭穴聚蟻，光陰似過隙白駒，

世人似舞甕醯雞。便搏得一階半職，何足算，不堪提。 

【煞尾】俺那裏云間太華煙霞細，鼎內還丹日月遲；山上高眠夢

寐稀，殿下朝元劍佩齊；玉闕仙階我曾履，王母蟠桃我曾吃，欲

醉不醉酒數杯，上天下天鶴一隻；有客相逢問浮世，無事登臨歎

落輝；危坐談玄講《道德》，靜室焚香誦《秋水》；滴露研朱點

《周易》，散誕逍遙不拘系。赴召離山到朝裏，央及陳摶受宣敕。

送上都堂入八位，掌管台衡總百揆。禦史台綱索省會，六部當該

各詳細；攘攘垓垓不伶俐，是是非非無盡期。好教我戰戰兢兢睡

不美。(下) 

《陳摶高臥》第四折： 

【雙調】【新水令】半生不識曉來霜，把五更寒打在老夫頭上。

笑他滿朝朱紫貴，怎知我一枕黑甜鄉。揭起那翠巍巍太華山光，

這一幅繡幃帳。(色旦上，待直，云)妾等官裏送來，與先生作傳

奉，願奉枕席之歡。(正末唱) 

【水仙子】我恰才神遊八表放金光，禮拜三清朝玉皇。不爭你拽

雙環呀的門關上，纏殺我也瞎大王，驚的那下三山鶴夢翱翔。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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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待丹鼎內降龍虎，誰教咱錦巢邊宿鳳凰，枉羞殺金殿鴛鴦。 

【太平令】現如今山鬼只打顯象，野猿搶筆題牆。怕腐爛了芒鞋

竹杖，塵沒了蒲團紙帳。縱有那女娘、豔妝、洞房，早盹睡了都

堂裏宰相。 

【離亭宴帶歇指煞】把投林高鳥西風裏放，也強如銜茶野兔深宮

裏養。你待要加官賜賞，教俺頭頂紫金冠，手執碧玉簡，身著白

鶴氅。昔年舊草庵，今日新方丈。貧道呵，除睡外別無伎倆。本

不是貪名利世間人，則一個樂琴書林下客，絕寵辱山中相。推開

名利關，摘脫英雄網，高打起南山吊窗。常則是煙雨外種蓮花，

云臺上看仙掌。(並下) 

在《陳摶高臥》一劇中要世人揚棄紅塵，因為佛、道皆認為人生苦短，名

利如過眼雲煙，轉眼成空，是虛幻不實的東西。如：【牧羊關】「則你這

一身拜將懸金印，萬里封侯守玉門；現如今際明良千載風云，怎學的河上

仙翁、關門令尹。」、【二煞】「雞蟲得失何須計，鵬鷃逍遙各自知。看

蟻陣蜂衙，龍爭虎鬥，燕去鴻來，兔走烏飛。浮生似爭穴聚蟻，光陰似過

隙白駒，世人似舞甕醯雞。便搏得一階半職，何足算，不堪提。」 

要世人追求永生的快樂，勝過凡間種種，如：【煞尾】「俺那裏云間

太華煙霞細，鼎內還丹日月遲；山上高眠夢寐稀，殿下朝元劍佩齊；玉闕

仙階我曾履，王母蟠桃我曾吃，欲醉不醉酒數杯，上天下天鶴一隻；有客

相逢問浮世，無事登臨歎落輝；危坐談玄講《道德》，靜室焚香誦《秋水》；

滴露研朱點《周易》」、【雙調】【新水令】「笑他滿朝朱紫貴，怎知我

一枕黑甜鄉。揭起那翠巍巍太華山光，這一幅繡幃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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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風子》 

《任風子》第二折： 

【倘秀才】遮莫你攝伏下北極真武，便請下東華帝主，我道你敢

是個南方左道術。便有甚縮地法，混天書，我與你個快取。 

【叨叨令】師父道"神仙則許神仙做，凡夫則尋你凡夫去。"爺娘

枉說爺娘苦。(云)則是我那魔合羅孩兒，嗨，父母恩養尚且報不

的，量他打甚麼不緊。(唱)常言道"兒孫自有兒孫福。"(云)兒女

是金枷玉鎖，歡喜冤家。師父，稽首。(唱)任屠卻省省得也麼哥，

卻省省得也麼哥，告師父指與我一條長生路。(丹陽云)任屠，你

堅心要出家麼？(正末云)情願與師父做個徒弟。(丹陽云)任屠，

你既要出家，拋棄了你那妻子，方可出家。(正末云)你徒弟既要

出家，量他打甚麼不緊，徒弟都舍了也。(丹陽云)你真個要出家，

我與你十戒：一戒酒色財氣，二戒人我是非，三戒因緣好惡，四

戒憂愁思慮，五戒口慈心毒，六戒吞腥啖肉，七戒常懷不足，八

戒徇己害人，九戒馬劣猿顛，十戒怕死貪生。此十戒是萬罪之緣，

萬惡之種。既要學道，必當戒之，將你俗衣都盡去了，身穿著道

袍，腰系著雜彩絛，每日在菜園中修行辦道。早晨打五百桶水，

日中打五百桶水，天晚打五百桶水。繳轆轤，偎隴兒，撥畦兒，

打勤勞，受辛苦。口誦《道德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詩云)你那氣無強弱志為先，努力須當莫換肩。離得這

番凡境界，著你生身別上一重天。(正末云)師父著我早晨打五百

桶水，午間打五百桶水，晚夕打五百桶水，一日一千五百桶水。

量這眼小井，卻不打的幹了那。(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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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風子》第三折： 

【中呂】【粉蝶兒】每日在園內修持，裁排下久長活計。若不是我

參透玄機，則這利名場、風波海，虛耽了一世。吃的是淡飯黃虀，

淡則淡淡中有味。 

【醉春風】石鼎內烹茶芽，瓦瓶中添淨水。聽得一聲雞叫五更初，

我又索起、起。識破這眨眼流光，迅指急景，轉頭浮世。 

【紅繡鞋】我自撇下酒色財氣，誰曾離茶藥琴棋。(旦云)你住這

裏做甚麼營生？(正末唱)聽杜鵑一聲聲叫道不如歸。（旦云）你莫

不云閬苑瑤池來？（正末唱）又不曾赴瑤池。(旦云)你可在那裏？

(正末唱)止不過在終南山色裏。 

《任風子》第三折： 

【耍孩兒】想咱人生在六合乾坤內，活到七十歲有幾？人身幻化

比芳菲，人愁老花怕春歸。人貧人富無多限，花落花開有幾日？

則是這三寸元陽氣，貫串著凡胎濁骨，使作著肉眼愚眉。 

【二煞】一來我女色再不貪，二來香醪再不吃，堆金積玉成何濟！

人生一世心都愛，誰為三般事不迷？世跳出紅塵內，我則尋泛遊

槎天浪，下爛斧柯仙棋。 

【三煞】我則要仙鶴出入隨，誰戀你香腮左右偎，你那繡衾不如

我這粗綢被。我閑彈夜月琴三弄，誰待細看春風玉一圍。咱兩個

發連理，你愛的是百年姻眷，我怕的是六道輪回。 

《任風子》第四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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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兒落】我只道人不知鬼不覺，卻原來你空叫咱空鬧。(帶云)

金珠財寶都將的去，師父來問，我說些甚麼？哥哥，你姓甚名誰？

(六賊云)我名可名，無姓名。(正末唱)你道是名可名無姓名。(帶

云)俺出家的東西你將的去。(唱)可正是道可道非常道。(六賊云)

任屠，你怎生罵我？(做揪住科)(正末唱) 

【收江南】呀，我則索咬著牙，又吃你這殺人刀。(俫殺正末

科)(下)(正末云)有殺人賊也！(丹陽上，云)任屠，你省也嗎？(正

末唱)原來是馬丹陽使的這圈套，險把個潑殘生傾在小兒曹。師父

又撞著，我則索終朝每日打勤勞。 

(丹陽云)任屠，你見了麼？那六個人是你身邊六賊，那小孩兒是

你菜園中摔死的小的。今日見了酒、色、財、氣，人、我、是、

非，你今日功成行滿。你聽著。(詩云)為你有終始，救你無生死。

貧道馬丹陽，三度任風子。(眾仙各執樂器迎科)(正末唱) 

【尾】眾神仙都來到，把任屠攝赴蓬萊島。今日個得道成仙，到

大來無是無非快活到老。(並下) 

以上《任風子》這些曲詞，全是敘述全真教修煉方法和平日生活。如持戒

生活：「十戒：一戒酒色財氣，二戒人我是非，三戒因緣好惡，四戒憂愁

思慮，五戒口慈心毒，六戒吞腥啖肉，七戒常懷不足，八戒徇己害人，九

戒馬劣猿顛，十戒怕死貪生。此十戒是萬罪之緣，萬惡之種。既要學道，

必當戒之，將你俗衣都盡去了，身穿著道袍，腰系著雜彩絛，每日在菜園

中修行辦道。早晨打五百桶水，日中打五百桶水，天晚打五百桶水。繳轆

轤，偎隴兒，撥畦兒，打勤勞，受辛苦。」   

要世人揚棄凡塵名利，亦即佛教所謂人生三毒：貪、瞋、痴，去除酒、

色、財、氣，如：「若不是我參透玄機，則這利名場、風波海，虛耽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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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酒色財氣」、「一來我女色再不貪，二來香醪再不吃，堆金積

玉成何濟！人生一世心都愛，誰為三般事不迷？世跳出紅塵內，我則尋泛

遊槎天浪，下爛斧柯仙棋。」、「那六個人是你身邊六賊，那小孩兒是你

菜園中摔死的小的。今日見了酒、色、財、氣，人、我、是、非，你今日

功成行滿。」  

要世人追求平淡生活，平淡中才有真味，如：「識破這眨眼流光，迅

指急景，轉頭浮世。」、「吃的是淡飯黃虀，淡則淡淡中有味。」、「我

則要仙鶴出入隨，誰戀你香腮左右偎，你那繡衾不如我這粗綢被。我閒彈

夜月琴三弄，誰待細看春風玉一圍。咱兩個發連理，你愛的是百年姻眷，

我怕的是六道輪迴。」 

另外就度脫劇情節研究，如《任風子》第三折： 

【四煞】我則見匆匆月出東，厭厭日落西，秋鴻春燕相催逼。(小

叔云)哥哥，你看這花朵兒渾家，怎生割捨的出了家？(正末唱)玉

天仙妻兒你是你。(旦云)任屠，你看這孩兒。(正末唱)將來魔合

羅孩兒，(做摔科)知他誰是誰。(旦哭云)任屠，你怎麼把孩兒摔

殺了！(正末唱)我見他揾不住腮邊淚，休想他水泡般性命，顧不

的你花朵似容儀。 

【五煞】由你待叫吖吖叫到明，哭啼啼哭到黑，打悲歌休想我有

還俗意。(旦云)任屠，咱家去罷。(正末唱)哎，你個綠豆皮兒姐

姐疾忙退。(小叔云)哥哥，跟俺嫂嫂家去罷。(正末唱)哎，你個

無梁桶的哥哥枉了提。休則管閑淘氣，絮的你口困，休想我心回。 

【煞尾】由你死共死活共活，我二則二一則一。我休了嬌妻，摔

殺幼子，你便是我親兄弟，跳出俺那七代仙靈將我來勸不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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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折中三段曲詞，曾永義以為任屠摔子休妻，完全是一種罔顧倫常的行

為，尤其是摔子之舉，可謂荒唐至極，完全不符全真教的立教宗旨。按全

真教乃金道士王重陽所立，以儒教之忠孝，佛教之戒律，道教之丹鼎，三

者冶於一爐而成。而劇中如此罔顧倫常，未知何故。10從另一角度著眼，

此劇如此安排，不過是凸顯任屠修道之堅定，毫無動搖，甚至勘破了世俗

人間的情愛。就修行而言，世間種種，無非是夢幻泡影，如露如電。這樣

的虛幻人生，是不值得留戀的。11 

      從唐人傳奇《杜子春》的故事本源中敘述杜子春歷經種種修行的考

驗與磨練，始終遵守道士吩咐，不言一語;但是，因其愛子之心甚

殷，不忍丈夫摔子，失聲一叫。此際，道士出現在其面前，對杜子

春說道：吾子之心，喜怒哀懼惡慾，皆忘矣。所未臻者，愛而已。

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12 

杜子春因心中仍有愛的覺受，無法堅持如如不動的道念，才功虧一簣。 

又《太平廣記》引《河東紀‧蕭洞玄》一條13，其故事與《杜子春》

雷同。蕭洞玄雖經虎狼、猛獸、夜叉等考驗，終不言說;但是，最後仍是不

捨其妻摔子，驚駭失聲而使法事、煉丹無法功成。馬致遠撰寫《任風子》

中任屠摔子之舉，乃是運用前述典故，來表明任風子已經能夠斷除世間情

感的束縛，以堅定的修行意志。 

任風子在次折既已悟道，下文不得不別有生發，故能超脫一般三度

                                                 
10曾永義  〈馬致遠雜劇的四種類型〉 《幼獅學誌》第十九卷第一期  1986 年 5 月，頁 70 
11按：筆者以為度脫劇中仙人對凡人的考驗，主要是考驗其道心是否堅固，而未必真有其事，這

點和謝裕琳有其共通之處。 
參：謝裕琳  〈馬致遠《任風子》雜劇中的人物與思想研究〉  《台灣戲專學刊》第 3 期  民國

90 年 5 月  頁 38 
12 《唐人傳奇‧杜子春》  台北  世一出版社  1975 年元月初版  頁 177-179 
13 《唐人傳奇‧杜子春》  台北  世一出版社  1975 年元月初版  頁 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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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之蹊徑，使四折各具境界，能入人觀聽，就關目來說，堪稱度脫

劇之佳作。14 

謝武雄以為： 

仙道劇中大概以《任風子》的結構最好，全劇結構非常緊湊，很能

吸引觀眾情緒，如任屠要殺馬真人，以及摔兒子，馬真人幻化任屠

身邊的六盜，前來搶掠，幻化其子，前來索命，層層起伏，頗得曲

折之妙。15 

陳芳英指出：這種「見境方悟，臨危纔醒」的度脫方式，是度脫劇的

重要特色。 

3、《黃粱夢》 

《黃粱夢》第四折： 

【煞尾】你正果正是修行果，你災咎皆因我度脫。早則絕憂愁、

沒惱聒，行處行，坐處坐，閒處閒，陀處陀。屈著指，自數過，

真神仙，是七座，添伊家，總八個。道與哥哥，非是風魔，這個

愛吃酒的鐘離便是我。 

(東華帝君領群仙上云)呂岩，你省悟了麼？(洞賓云)弟子省了

也。(東華云)你既省悟了，一夢中十八年，見了酒色財氣，人我

是非，貪嗔癡愛，風霜雨雪。前世面見分明，今日同歸大道。位

列仙班，賜號純陽子。(詩云)你不是凡胎濁骨，迷本性人間受苦。

正陽子點化超凡，又差下驪山老母。一夢中盡見榮枯，覺來時忽

                                                 
14曾永義  〈馬致遠雜劇的四種類型〉 《幼獅學誌》第十九卷第一期  1986 年 5 月，頁 71 
15謝武雄  〈馬致遠雜劇述評〉  《健行學報》第 7 期  1987 年 3 月  頁 174 



第五章、元雜劇類型之美感特質 

 289

然省悟。則今日證果朝元，拜三清同歸紫府。 

由本劇結尾唱詞，正可說明神仙度化劇的屬性，既非喜劇，亦非悲劇，若

按照西方的分類方法，要歸屬於鬧劇之中。 

    上千年的中國戲曲史，為我們留下了無數優秀作品。而那些優秀作品

之所以優秀，主要是因為它們留下了許多優美的唱段，以及留下了許多直

至今日還可以在舞臺上吸引觀眾的劇目，中國戲曲不像西方戲劇那樣，把

人物的塑造放在戲劇第一位，著重於表現內心世界，表現自己對某人與某

事的感受，表現自己的人生志向和情趣。因而中國文人在創作時，很少想

到如何使他筆下的人物更加形象鮮明，更加栩栩如生。 

戲曲在人格上的追求，既受到中國文人的價值觀念的支配，同時，

也受到下層民眾的道德倫理觀念的左右。因為戲曲既是文人的又是

大眾的。說它是文人的，因為戲曲劇本主要是由一批文人寫作的；

說它是民眾的，因為戲曲的觀眾主要是下層人。而在漫長的戲曲發

展史中，戲曲之所以有那麼強的藝術魅力和生命力，就是因為戲曲

在人物塑造上與文人---劇本的主要創作者和民眾---舞臺劇的主要欣

賞者的審美情趣以及人生理想有許多相契合之處。因為戲曲中寄托

了他們的心理期待和內心深處或隱秘或直接的需求16 

    中國文化以及中國文化的主要載體知識份子，對於儒家思想比起對於

其它思想體系來，傾注了更多的感情色彩。儒家高度功利主義的、人世的

精神追求，對知識份子的影響很大。但是我們必須同時也看到，儒家思想

並不是構成知識份子的精神世界唯一的重要成份，道家思想所倡導的那種

獨特的、與儒家思想截然相反的人格追求，在中國文人們的思想深處，影

                                                 
16傅謹  《戲曲美學》  台北市  文津出版社  民國 84 年 7 月  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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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未必就比儒家思想小多少。比如我們從戲曲的人物塑造中，就可以看到

強烈的反儒家的思想傾向。 

     

4、《岳陽樓》 

東籬在此劇中顯然又一廂情願的構築了另一個空中樓閣，他在科舉進

身無望之餘，內心裏多希望能像希夷先生(即陳摶)那樣得遇宋太祖，或者

像馬周那樣為唐太宗所賞識，然後他也要像左太沖那樣高唱「功成不受

賞，長揖歸田廬。」然而在滿目腥羶的世界裏，那來宋太祖？那來唐太宗？

如此在日月無光的天地間，又有何功而可成？又如何不受賞而長揖？我們

知道這樣的「樓閣」築得越高，其希望的破滅越大，內心的悽苦也是越深

的。 

《岳陽樓》第一折： 

【後庭花】這墨瘦身軀無四兩，你可便消磨他有幾場。萬事皆如

此，(帶云)酒保也，(唱)則你那浮生空自忙。他一片黑心腸，在

這功名之上。(酒保云)我不要這墨，你則與我錢。(正末云)墨換

酒，你也不要？(唱)敢糊塗了紙半張。 

【金盞兒】我這裏據胡床，望三湘，有黃鶴對舞仙童唱。主人家

寬洪海量，醉何妨。直吃的捲簾邀皓月，再誰想開宴出紅妝。但

得一尊留墨客，(帶云)我困了也，(唱)我可是兩處夢黃粱。 

《岳陽樓》第二折： 

【南呂】【一枝花】猶兀自騎著個大肚驢，吃幾頓黃粱飯。則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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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緣游閬苑，可正是無夢到邯鄲。(云)有人說道，你這等醉生夢

死的，那神仙大道卻怎生得來？(唱)休笑我行步艱難，無症候裝

些殘患。如今便岳陽樓來了兩番，空聽的駭浪驚濤，(帶云)呆漢

子，(唱)洗不淨愚眉肉眼。 

【三煞】想人能克己身無患，事不欺心睡自安，便百年能得幾時

閑？去向那石火光中，急措手如何迭辦？你何不早回看，直到落

日桑榆暮景殘，方才道倦鳥知還。 

【二煞】爭如我蓋間茅屋臨幽澗，披片麻衣坐法壇。倒也躲是非

忘寵辱無牽絆，不強似你在人我場中，把個茶博士終朝淘渲。(做

笑科，云)郭馬兒，你及早省悟，也是遲了。(唱)我笑你忒愚頑，

枉了我度你親身三兩番，還不省也天上人間。 

【黃鐘尾】我著你看藍采和舞春風六扇云陽板。(郭云)那一個呢？

(正末唱)我著你看韓湘子開冬雪雙莖錦牡丹。疾回頭莫怠慢。(郭

云)師父，我送你下樓去。(正末唱)下江樓近水灣。(云)呀，徐神

翁等不的我，先去了也。(郭云)在那裏？(正末唱)你與我撐開船，

掛起帆。(云)郭馬兒，上船來。(郭云)你先上船。(正末云)我先

上船。(郭推正末科，云)推他娘在這水裏。(正末云)呀，這廝險

些兒不閃我在水裏！(唱)行至蓬萊宮方丈山，俺那夥送行人世不

曾西出陽關，早則不凝望渭城和淚眼。 

《岳陽樓》第三折： 

【正宮】【端正好】我勸你世間人，休爭氣，及早的歸去來兮。可

乾坤做一床黃綢被，單搦著陳摶睡。 

【滾繡球】我穿著領布懶衣，不吃煙火食。淡則淡淡中有味，又

不是坐崖頭打當牙椎。人問我姓甚的，住那裏，要尋我煞是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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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排沙緊對著鐘離。怕你虎狼叢吃閃呆獐般看，是非海淹著死馬

兒醫。樹倒風吹。 

【煞尾】再休想一枝逗漏春消息，則要你三島追隨路不迷。拜辭

了瀟湘洞庭水，同去蟠桃赴仙會。酒泛天漿滋味美，樂奏云璈音

調奇。絳樹青琴左右立，都是玉骨冰肌世無比。我勸你這片凡心

早收拾，莫為嬌妻苦縈系。 

《岳陽樓》第四折： 

(正末打愚鼓簡子上，云)羅浮道士誰同流，草衣木食輕王侯。世

間甲子管不得，壺裏乾坤只自由。數著殘棋江月曉，一聲長嘯海

門秋。飲余回首話歸路，笑指白云天際頭。(郭馬兒沖上拿科，

云)拿住！我如今再不等你溜了，和你見官去來。(正末唱) 

【水仙子】這一個是漢鐘離現掌著群仙籙。(郭云)這位拿著拐兒

的不是皂隸？(正末唱)這一個是鐵拐李發亂梳，(郭云)兀那位著

綠襴袍的不是令史哩？(正末唱)這一個是藍采和板撒云陽木。(郭

云)這老兒是誰？(正末唱)這一個是張果老趙州橋倒騎驢，(郭云)

這位背葫蘆的是誰？(正末唱)這一個是徐神翁身背著葫蘆。(郭云)

這位攜花藍的是誰？(正末唱)這一個是韓湘子韓愈的親侄。(郭云)

這位穿紅的是誰？(正末唱)這一個是曹國舅宋朝的眷屬。(郭云)

敢問師父你可是誰？(正末云)貧道姓呂名岩字洞賓，道號純陽

子。(唱)則我是呂純陽愛打的簡子愚鼓。(郭云)是了！三十年前

我是岳陽樓下老柳樹，俺渾家賀臘梅就是杜康廟前白梅樹。後來

托生下方，配為夫婦，直待師父三度點化，才歸正道。稽首，我

弟子早省悟了也。(鐘離云)你二人既得省悟，聽吾指示。(詞云)



第五章、元雜劇類型之美感特質 

 293

你本是人間土木之物，差洞賓將你引度。今日個行滿功成，跨蒼

鸞同登仙路。(郭、旦拜謝科)(正末唱) 

【收尾】則我向岳陽樓來往經三度，指引你雙歸紫府。方才識仙

家的日月長，再不受人間的斧斤苦。 

在《岳陽樓》這幾折曲子中，告訴世人要揚棄功名利祿，到頭來一切是空，

如：【後庭花】「這墨瘦身軀無四兩，你可便消磨他有幾場。萬事皆如此，

則你那浮生空自忙。他一片黑心腸，在這功名之上。」 

要世人領悟人生痛苦，再不為凡俗事煩心，追求隱居樂道，過著神仙

的生活，如：【金盞兒】「我這裏據胡床，望三湘，有黃鶴對舞仙童唱。主

人家寬洪海量，醉何妨。直吃的捲簾邀皓月，再誰想開宴出紅妝。但得一

尊留墨客。」、【三煞】「想人能克己身無患，事不欺心睡自安，便百年能

得幾時閑？去向那石火光中，急措手如何迭辦？你何不早回看，直到落日

桑榆暮景殘，方才道倦鳥知還。」、【滾繡球】「我穿著領布懶衣，不吃煙

火食。淡則淡淡中有味，又不是坐崖頭打當牙椎。人問我姓甚的，住那裏，

要尋我煞是容易：酒排沙緊對著鐘離。怕你虎狼叢吃閃呆獐般看，是非海

淹著死馬兒醫。樹倒風吹。」、【煞尾】再休想一枝逗漏春消息，則要你三

島追隨路不迷。拜辭了瀟湘洞庭水，同去蟠桃赴仙會。酒泛天漿滋味美，

樂奏云璈音調奇。絳樹青琴左右立，都是玉骨冰肌世無比。我勸你這片凡

心早收拾，莫為嬌妻苦縈繫。」結尾主角終於解脫人世間的痛苦，這是度

脫劇的一貫結束方式。 

5、《荐福碑》 

全劇濃厚的神仙遁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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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荐福碑》第三折： 

【么篇】振乾坤雷鼓鳴，走金蛇電影開。他那裏撼嶺巴山，攪海

翻江，倒樹摧崖。這孽畜，更做你這般神通廣大，也不合佛頂上

大驚小怪。 

【耍孩兒】更怕我東南倦上紅塵陌，空惹的行人賽色。可不騎鶴

人枉沉埋，把著個顏回瓢也叫化的回來。未曾結廬山長老白蓮

社，正遇著東海龍王大會垓。他共我冤仇大，將這座藥師佛海會，

都變作趙太祖凶宅。 

在這類鬧劇中，也有插科打諢的場面：如《荐福碑》第二折： 

【叨叨令】往常我青燈黃卷學王道，剗地來紅塵紫陌尋東道。如

今十個九個人都道，都道是七月八月長安道。兀的不困殺人也麼

哥！看書生何日得朝聞道？ 

「學王道、尋東道、都道、長安道、朝聞道」都是胡說八道。 

蒙元一朝可以說是我國歷史上最黑暗的時代，生活在這黑暗時代裹的

人們，由於對現實感到極端的失望，深覺形神不能相親的痛苦；於是便轉

而從超現實的世界中，希企獲得指望和慰藉。恰好這時全真道教為當局所

崇奉，解脫塵寰、逍遙物外的冥想便充滿人們空虛的心目之中。也因此，

元人的散曲便充滿隱居樂道、恬退自適的情味，元人的雜劇便大量敷演度

脫凡人、成佛成仙的內容。而這樣的情味和內容，東籬的散曲和雜劇都流

露無遺，可以說是個中最典型的代表。17 

  翻開“神仙道化＂劇，令人感受很強烈的是劇中充滿神奇瑰麗的浪

                                                 
17曾永義  《詩歌與戲曲》  臺北市  聯經出版社  民國 77 年 4 月  頁 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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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色彩，具有濃烈的感人的藝術魅力，劇中的神仙往往可以幻化人

生中的種種超現實的情景，給觀眾、讀者一個神奇瑰麗的藝術世界。

“神仙道化＂劇裏的神仙不管是凡夫俗子的度脫者，還是妖魔邪惡

的驅逐者，都有超人的神奇法術，如《岳陽樓》裏的呂洞賓可以使

人死，也可以使人復生；《黃粱夢》中的鍾離權可以變化為多種角色

對呂洞賓進行悟道的啟迪。如此神奇的人物，大大增強了神仙道化

劇的想像藝術特質，也非常符合我國戲曲的虛擬性藝術特徵。18 

曾永義在《詩歌與戲曲》一書中評馬致遠的創作心理：「東籬事實上

對於人生幻化若夢，挾著無限的惆悵，他看穿了功名利祿的爭逐與蜂紛蠅

攘何殊，因而肯定了及時行樂的意義。他幽棲田園，事實上也只是為了避

世行樂，他要在「天長地闊多網羅」的蒙元統治下，為自己開闢一片「桃

源」淨土。然而東籬在現實世界裹，儘管為自己開闢一片「桃源」淨土，

但是在他的內心深處，卻是希冀不帶青天一片雲那樣的「化鶴沖霄」而去；

唯有如此，才能把有限的生命延伸列無窮，把人世間的羈絆徹底的擺脫，

而達到不生不滅、懸解自如的境地。為此他將心中的這分冥想體現在《岳

陽樓》、《任風子》、《黃粱夢》、《馬丹陽》等四本有關全真道教的度脫雜劇

裏。」19 

全真教滲透元朝戲曲創作之情況。侯光復〈元前期曲壇與全真教〉以

為全真教與元朝戲曲之聯繫，可從三點看出： 

1、戲中所出現的神仙形象，無論是貫穿全劇的主角，還是偶一登場

的配角，幾乎全部與全真教存在一定的關係，或者是全真教的祖師和真

人，如東華帝君、鍾離權、呂洞賓、王重陽、馬丹陽等人，或者雖未入全

                                                 
18高益榮  《元雜劇的文化精神闡釋》  北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 年 7 月  頁 206-207 
19曾永義  《詩歌與戲曲》  臺北市  聯經出版社  民國 77 年 4 月  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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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教譜系，卻深受全真教崇奉，如莊子、陳搏，以及八仙中除鍾、呂以外

的其餘諸仙。 

2、作品的情節大多係根據全真教的一個傳說，或者拼湊幾個傳說構

置而成，像《黃粱夢》、《岳陽樓》、《任風子》諸劇，就是直接淵源於《純

陽帝君神化妙通記》和《金蓮正宗記》等著名全真教典的記載。 

3、這些作品還大量表現了全真教的某些思想觀念和教規教律，如瀰

漫於幾乎每一劇作的「百年隨手過，萬事轉頭空」(史樟《莊周夢》)的宇

宙觀；「躲人間是非」，忍無端恥辱，喜「惰懶偎傭」(同上)的人生觀;以及

戒除酒色財氣等清規戒律，就都與全真教經典中的表述毫無二致。20 

    除了馬致遠的作品外，鄭光祖《王粲登樓》通篇不得志而鳴，是元士

子內心代表作，這類沒有什麼悲喜場面的劇作，整文瀰漫道家出世思想，

而以士子飛黃騰達傳統結尾作終。 

  6、《王粲登樓》 

《王粲登樓》楔子： 

【中呂】【賞花時】母親道豚犬東行百步憂，（卜兒云）孩兒，你

趁著這鵬鶚西風萬里秋。（正末唱）趁著這鵬鶚西風萬里秋。非拙

計豈狂遊，憑著我高才和這大手。（卜兒云）孩兒疾去早來。（正

末云）母親，恁孩兒常存今日志，必有稱心時。（唱）穩情取談笑

覓封侯。（下） 

《王粲登樓》第三折： 

                                                 
20侯光復〈元前期曲壇與全真教〉 《文學遺產》  1988 年第 5 期  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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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鵪鶉】又不在麋鹿群中，又不入麒麟畫裏。自死了吐哺周公，

枉餓殺采薇伯夷。自洛下飄零到這裏，劃的無所歸棲。(帶云)小

生初投奔劉表的意呵，(唱)指望待末尾三稍，越閃的我前程萬里。

（許達云）仲宣，想昔日孔子投于齊景公，景公不能用，複投魯

哀公，封孔子為魯司寇。三日而誅少正卯。齊景公故將美女數十

人，習成女樂，獻與哀公，哀公受了女樂，三日不朝。孔子棄職

而歸，投于衛靈公，與之言治國之道。衛靈公仰視飛雁，孔子知

其不能用，投于陳國。其時陳國被吳國征伐，孔子遂困于陳蔡之

間，糧食都絕，從者皆病不能起，聖人尚然如此，何況今日乎！

老兄，(詩云)詩酒當前且盡情，功名休問幾時成。天公自有安排

處，莫為憂愁白髮生。（正末詩云）三尺龍泉七心身，可堪低首困

風塵。王侯將相元無種，半屬天公半屬人。(唱) 

戲曲中塑造了許多文人形象。有趣的是，在戲曲中所塑造的文人形象

中，我們很少能夠看到真正是完全符合儒家所信奉的那套倫理道德體系的

典型人格，在道德上的修養反而很少被提及，即使偶爾被提及也只是一筆

帶過，只有他們卓絕非凡的文才、他們細膩纏綿的情感，他們清秀姣好的

容顏，以及他們善解人意的風情，才是戲曲作品要濃墨重彩地著意渲染的

重點。戲曲作品在描寫文人時，經常帶有某種程度上的出世傾向。這種出

世傾向首先表現在那些受到道教神仙度化了的文人或者受到道教思想影

響比較明顯的文人身上。 

綜觀上述，在這類度脫道化劇中的全真教思想內容如下 

1、三教合一，以道為主；安恬沖澹，合於自然。 

2、出家住庵，節欲持戒；頭陀苦行，忍辱含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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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識心見性，求返其真；參透玄機，還我面目。 

4、積功累行，遇考不退；內結金丹，長生不死。21 

由於平民的平等觀念的產生，使許多不同身分的人、物，都有了被

度的機會，而也都能如願以償獲得解脫，這給當時平民帶來了一線

希望。雖然這只是幻想，不可能實現，但卻讓人體會到「來於何處，

歸於何處」，使被度脫者脫離人世間的困惑，而讓一切歸諸夙緣。正

如任風子第二折，馬丹陽所說：「神仙則許神仙做，凡人則覓凡人去。」

如此人們對於人世間所遭遇到的一切，都能心安理得的接受，任何

事都順其自然。對於元代的現實社會橫施於人的困厄，自然有其心

理的補償作用，他們所希望的神仙世界，成為他們精神上的避風港，

更濃濃的渲染了平民階層的沈沈痛苦。22 

    道教源出於老莊，又學習了佛教輪迴地獄的鬼話，製造了最為龐大的

鬼神體系。尤其是金元時期，道教又與儒學、佛教的融合而形成“全真

教＂，對當時文人的戲曲創作影響極大，神仙道化劇的大量出現就是它影

響的直接結果。 

對於人生現實的苦惱，因此，佛教認為“色即是空＂、“人生如夢＂。

作家們在對現實黑暗不滿，但又無能為力，對自己的懷才不遇感到無奈

時，往往借助佛教的這些思想進行自我安慰。所以在戲曲名篇中大多都可

看到佛教的影子。 

      中國文化史上元代宗教是頗有特色的，其最大特色是多元性和開放

                                                 
21謝裕琳  〈馬致遠《任風子》雜劇中的人物與思想研究〉  《台灣戲專學刊》第 3 期  民國 90
年 5 月  頁 56-59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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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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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與蒙古統治的遼闊版圖及其迫切需要文明滋養是分不開的。

蒙古諸部原本信奉原始的薩滿教，但其在權力擴張的過程中很快學

會了接容與納取。在其兼容並蓄的宗教政策下，佛教、道教、伊斯

蘭教、基督教等都在中國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這種多元與開放

有時令人想到唐代，但與唐代不同的是其鐵騎與商業的色彩更濃。

這是由很大的歷史跨越造成的，當蒙古由蒙昧的部落逐漸形成強大

的帝國時，其原始的血性與發達的文化結合勢必構成一道奇觀，而

宗教便在其中成為一個獨具魅力的角色。23 

曾永義在〈雜劇中鬼神世界的意識形態〉一文指出：「表現在度脫劇

中的逆轉，度脫劇有一個不成文的規律，那就是凡度必為三而始成。某仙

或某佛發現某人有慧根宿緣，於是前往度化，先說以富貴不足恃，再喻以

功名不足戀;可是被度脫的人還是執迷不悟，此時此際，乃假藉其仙佛之超

越力量，幻設出各種可驚可愕的事跡，於是乎被度化的人也頓然開悟，隨

其出家修道，位列仙班。」24 

  宣揚道教對人的度脫，實際上是作者借此表現自己胸中對人生的依

戀，告別的艱難，他們的活動所顯示的主導思想也不是宗教的棄世

傾向，而是交織著戀世與憤世因素的現實精神。其次，現實的黑暗

齷齪，仕途的坎坷，使他們對官場的和危險認識更深刻，從而產生

一種叛逆的思想，以圖消解胸中苦悶。25 

雖然神佛度脫劇別有其時代的意義，但其假藉神佛的超越力量以警悟

執迷的世人，則為其特色之一。 

                                                 
23 張維青、高毅清  《中國文化史》  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2 年  頁 376-377 
24曾永義  〈雜劇中鬼神世界的意識形態〉  《論說戲曲》  臺北市  聯經出版社，民國 86 年  頁

32 
25高益榮  《元雜劇的文化精神闡釋》  北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 年 7 月  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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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文化與神仙道化劇的藝術特色： 

1、 道教富有的幻想精神給神仙道化劇插上了想像的翅膀。 

2、 人生如夢教義使神仙道化劇充滿濃郁的夢幻色彩。 

3、 仙-凡-化-仙戲劇結構模式正是道學尚圓思想的具體體現。 

4、遠離紅塵，怡情山水的隱逸情趣，使神仙道化劇的曲詞具有意境

美。26 

元明兩代的這類鬧劇，有很大的不同之處：「到了明代，雖然仍有不

少這類度脫劇，但其思想意趣，已經大大的起了變化。也就是它們不過是

帝王貴族長生不老的企慕和文人失意後的冥求和寄託，那其間再也沒有庶

民色彩。雜劇的貴族文士化，使得雜劇的內容也隨著脫離現實和群眾。」

27 

曾永義也指出：「戲劇一落入文士的手中，便逐漸遠離舞台，趨向案

頭，成為辭賦的別體;講求詞藻，罔顧排場與音律，或發抒個人的悲憤和感

慨，或寄寓深遠的諷世之奉。其中也行假藉鬼神來達到這兩層目的的，而

以見於明清的雜劇為多，馬致遠《薦福碑》劇中張鎬其實就是作者本身的

寫照。」28 

在元代，由於文人的社會地位很低，經濟上的極度貧窮擊碎了他們

美麗的人生夢，長達 81 年的停止科舉，又使他們的仕途之路被堵

                                                 
26高益榮  《元雜劇的文化精神闡釋》  北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 年 7 月  頁 205-219 
27曾永義  〈雜劇中鬼神世界的意識形態〉  《論說戲曲》  臺北市  聯經出版社，民國 86 年  頁

35 
28曾永義  〈雜劇中鬼神世界的意識形態〉  《論說戲曲》  臺北市  聯經出版社，民國 86 年  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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塞，從而使他們對封建政權的依賴比以往任何朝代都鬆散，於是促

使他們用不同於傳統的目光重新審視社會，調整自己的人生理想，

蔑視傳統觀念，進發出異樣的火花。這些“神仙道化劇＂中的所謂

的“神仙＂，實際上都是穿著道服的文人。29 

“道學與民間巫術的結合產生了道教。＂30道教崇尚老莊，吸取了老

莊的“清靜無為＂、喜好自然的思想，又增添了民間巫術的修煉成仙的神

話觀念，追求修道成仙，充滿虛幻的想像。而使“神仙道化＂劇既具有恬

靜優美的曲詞，引發人綿綿遐思的意境，又充滿了夢幻的神奇和能夠引起

人豐富的想像的真人仙翁，豐富了我國浪漫主義文學的畫廊。 

7、《單刀會》 

本劇為千古著名魯肅索荊州的段子，劇中描寫關雲長英勇形象深刻的

有： 

《單刀會》第一折： 

【鵲踏枝】他誅文醜逞粗躁，刺顏良顯英豪。他去那百萬軍中，

他將那首級輕梟。（魯云）想赤壁之戰，我與劉備有恩來。（末唱）

那時間相看的是好，他可便喜孜孜笑裏藏刀。 

【金盞兒】他上陣處赤力力三綹美髯飄，雄赳赳一丈虎軀搖，恰

便似六了神簇捧定一個活神道。那敵軍若是見了，唬的他七魄散、

五魂消。（云）你若和他廝殺呵。（唱）你則索多披上幾副甲，剩

穿上幾層袍。便有百萬軍，擋不住他不刺刺千里追風騎；你便有

                                                 
29高益榮  《元雜劇的文化精神闡釋》  北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 年 7 月  頁 79 
30張立文等 《道教與中國文化》  人民出版社  1996 年版  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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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員將，閃不過明明偃月三停刀。 

【尾聲】曹丞相將送路酒手中擎，餞行禮盤中托，沒亂煞侄兒和

嫂嫂。曹孟德心多能做小，關云長善與人交。早來到灞陵橋，險

唬殺許褚、張遼；他勒著追風騎，輕輪動偃月刀。曹操有千般計

較，則落的一場談笑。（云）關云長道："丞相勿罪！某不下馬了

也。"（唱）他把那刀尖兒斜挑錦征袍。（下）（魯云）黃文，你見

喬公說關公如此威風，未可深信。俺這江下，有一賢士，複姓司

馬，名徽，字德操。此人與關公有一面之交，就請司馬先生為伴

客，就問關公平昔智勇謀略，酒中德性如何。黃文，就跟著我去

司馬庵中相訪一遭去。（下） 

《單刀會》第二折： 

【滾繡球】他尊前有一句言，筵前帶二分酒，他酒性躁不中撩鬥，

你則綻口兒休提著索取荊州。（魯云）我便索荊州有何妨？（末云）

他聽的你索取荊州，（唱）他圓睜開丹鳳眸，輕舒出捉將手；他將

那臥蠶眉緊皺，五蘊山烈火難收。他若是玉山低趄，你安排著走；

他若是寶劍離匣，你則準備著頭。枉送了你那八十一座軍州！ 

【尾聲】我則怕刀尖兒觸抹著輕犛了你手，樹葉兒提防打破我頭。

關云長千里獨行覓二友，匹馬單刀鎮九州；人似巴山越嶺彪。馬

跨翻江混海獸。輕舉龍泉殺車胄，怒扯昆吾壞文醜；麾蓋下顏良

劍標了首，蔡陽英雄立取頭。這一個躲是非的先生決應了口，那

一個殺人的云長，（云）稽首。（唱）我更怕他下不的手！（末下） 

以上曲詞，描寫關羽有千軍萬馬不可當之氣勢，形象鮮明而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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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漢卿在劇中強調了關羽的“漢朝節＂，作品通過對歷史人物的歌

頌，一定程度上反映出作者的民族情緒。這在當時特定的歷史條件

下，是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的。這個劇是一部頌劇，是在過去祭神劇

的基礎上創作的，所以關羽的英雄形象非常突出。31 

在《單刀會》第三折描寫關羽和關平父子情深，明知東吳赴宴，宴似

鴻門宴，凶多吉少，亦絲毫沒有退縮膽怯之意： 

    【快活三】小可如我攜親侄訪冀王，引阿嫂覓劉皇，灞陵橋上氣

昂昂，側坐在雕鞍上。 

【鮑老兒】俺也曾撾鼓三冬斬蔡陽，血濺在沙場上。刀挑征袍出

許昌，險唬殺曹丞相。向單刀會上，對兩班文武，小可如三月襄

陽。 

【剔銀燈】遮莫他雄赳赳排著戰場，威凜凜兵屯虎帳，大將軍智

在孫、吳上。馬如龍，人似金剛；不是我十分強，硬主張，但提

起廝殺呵磨拳擦掌。 

【蔓菁菜】他便有快對付能征將，排戈戟，列旗槍，對仗，我是

三國英雄漢云長，端的是豪氣有三千丈。 

【尾聲】須無那臨潼會秦穆公，又無那鴻門會楚霸王，遮莫他滿

筵人列著先鋒將，小可如百萬軍刺顏良時那一場嚷。（下） 

（周倉云）關公赴單刀會，我也走一遭去。志氣淩云貫九霄，周

倉今日逞英豪。個個開弓並蹬駑，人人貫甲與披袍。旌旗閃閃龍

蛇動，惡戰英雄膽氣高。假饒魯肅千條計，怎勝關公這口刀！赴

單刀會走一遭去也。（下）（關興云）哥哥，父親赴單刀會去了，

我和你接應一遭去。大小三軍，跟著我接應父親去。到那裏古剌

                                                 
31李修生 《元雜劇史》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2 年 4 月  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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剌彩磨征旗，撲冬冬畫鼓凱征鼙，齊臻臻槍刀如流水，密匝匝人

似朔風疾。直殺的苦淹淹屍骸遍郊野，哭啼啼父子兩分離。恁時

節喜孜孜鞭敲金鐙響，笑吟吟齊和凱歌回。（下）（關平云）父親

兄弟都去也，我隨後接應走一遭去。大小三軍，聽吾將令；甲馬

不許馳驟，金鼓不許亂鳴，不許交頭接耳，不許語笑喧嘩；弓駑

上弦，刀劍出鞘，人人敢勇，個個威風。我到那裏：一刃刀，兩

刃劍，齊排雁翅；三股叉，四楞鐧，耀日爭光；五方旗，六沉槍，

遮天映日；七稍弓，八楞棒，打碎天靈；九股索，紅綿套，漫頭

便起；十分戰，十分殺，顯耀高強。俺這裏雄兵浩浩渡長江，漢

陽兩岸列刀槍。水軍不怕江心浪，旱軍豈懼鐵衣郎！關公殺入單

刀會，顯耀英雄戰一場。匹馬橫槍誅魯肅，勝如親父刺顏良。大

小三軍，跟著我接應父親走一遭去。（下） 

在《單刀會》第四折，描寫關羽和魯肅二人對索討荊州一事唇槍舌劍，

你來我往，好不精彩： 

【胡十八】想古今立勳業，那裏也舜五人、漢三傑？兩朝相隔數

年別，不付能見者，卻又早老也。開懷的飲數杯，（云）將酒來。

（唱）盡心兒待醉一夜。（把盞科）（正末云）你知"以德報德，

以直報怨"麼？（魯云）既然將軍言"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借

物不還者謂之怨。想君侯文武全材，通練兵書，習《春秋》、《左

傳》，濟拔顛危，匡扶社稷，可不謂之仁乎？待玄德如骨肉，覷

曹操若仇雦，可不謂之義乎？辭曹歸漢，棄印封金，可不謂之禮

乎？坐服于禁，水淹七軍，可不謂之智乎？且將軍仁義禮智俱

足，惜乎止少個"信"字，欠缺未完。再若得全個"信"字，無出君

侯之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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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東原】你把我真心兒待，將筵宴設，你這般攀今覽古，分甚枝葉？

我根前使不著你"之乎者也"、"詩云子曰"，早該豁口截舌！有意說孫、

劉，你休目下番成吳、越！ 

《單刀會》一劇著重在對關羽的描寫，戲劇屬性既不是喜劇，也不是

悲劇，更不是善惡有報的悲喜劇，故將本劇歸於鬧劇一類。 

結論 

宋、金、元時期形成的戲曲，廣泛吸收了前代留傳下來的各種藝術和

技藝。除詩歌、音樂、舞蹈、說唱外，還直接繼承了從古優開始的，綿延

一千多年的包括歌舞戲、參軍戲、滑稽戲在內的古代戲劇表演的优秀傳

統。另外，又吸收了武術、雜技等營養，以充實自己。因此，金元雜劇和

宋元南戲包容了各種藝術和技藝的手段、手法、方法、技巧和套路，可以

說是中國藝術文化的一次匯總和交融。 

    金元雜劇和宋元南戲中的优秀劇目，它們的形式都不是停留在情節

的低層次，而以命運的高層次，讓我們看到嚴酷的社會現實和巨大

的社會變遷所造成的人生道路的坎坷不平，以及面對不公正的待遇

和沉重迫害時人們的掙扎和抗爭。無論是《竇娥冤》、《趙氏孤兒》、

《琵琶記》這樣的悲劇，或者是《西廂記》、《救風塵》、《望江亭》、

《李逵負荊》這樣的喜劇，還是《拜月亭》、《倩女離魂》、《荊釵記》、

《白兔記》這樣的悲喜劇，其中那些社會地位不同、生活遭遇不同

的戲劇主人公，他們的所做所為都因此使我們感到息息相關，他們

的所做所為也因此閃射著性格的光彩，這與角抵戲、歌舞戲、參軍

戲、滑稽戲擁有的簡單的故事情節和滑稽調笑式的嘲諷，的確有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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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的區別。32 

    中國戲曲從孕育、形成到繁榮、昌盛，在藝術形態上始終堅持詩歌、

音樂、舞蹈三位一體的綜合觀念，並且對唱、念、做、打等手段的綜合越

來越趨向於完善，近代的王國維進一步論証了戲曲藝術形態的特徵：“戲

曲者，謂以歌舞演故事也＂。33　 

古希臘理論家亞里斯多德在《詩學》第三章總結戲劇的特徵時指出:

“悲劇  是對於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度的行動的摹仿＂，“摹仿方

式是借人物的動作來表達，而不是採用敘述法＂。 

王季思在《中國十大古典悲劇集》前言，說明古代沒有完整的悲劇理

論，但是悲劇是存在的。由於向來文人對戲劇的鄙視，我們沒有像歐洲的

學者，總結出一套相當完整的悲劇理論。 

前言又說： 

      中國古典悲劇，是我們文明古國百花園裡的一樹奇葩。它容匯著中

華民族勤勞、勇敢的精神，散發著濃郁的泥土芳香，又具有我們自

己的民族形式和獨特的藝術風貌。34 

陸潤棠在《中外文學》發表的〈悲劇文類分法與中國古典戲曲〉提出： 

      中國『悲劇』若能為一文類看待，應要有一套適合其本身文化、美

感經驗和哲學思維背景的標準。而不應光依靠借用各種含有特殊西

                                                 
32沈達人  《戲曲的美學品格》  北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  1996 年 3 月  頁 43-44 
33王國維  《戲曲考原》，引自《王國維戲曲論文集》  北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  1984 年版  頁

163 
34王季思主編  《中國十大古典悲劇集》  上海藝文出版社  1982 年舊版   新版齊魯書社出版  
1989 年 



第五章、元雜劇類型之美感特質 

 307

方文類意義的標準或術語。因為，這樣會招致觀念和詞意上之含

糊，而不能將研究中國式悲劇作為一文類的界限，劃得清澈。35 

最後，他以文化為基，傳統自覺為本，提出建立中國式悲劇的適當文

類名稱的三個步驟： 

      (1)從中國的哲學和宗教根源找出一對悲劇觀念的心態。(2)從中國

文學作品求證這種悲劇心態的表達程度。(3)從中國戲劇中求證這

種心態的表現程度，找出一種合理的代表模式。 

    此外王季思在〈悲喜相乘一中國古典悲，喜劇的藝術特徵和審美意蘊〉

一文，從觀念與作品上出發，也表現與此相當的認知： 

      中國戲曲中的悲劇，不同於西方以劇中主要人物的死亡終場的悲

劇，中國的喜劇，也不同於西方以滑稽、諷刺為主的喜劇。正如將

唱、做、念、打融為一體而成為高度綜合性的京劇一樣，中國戲曲

總是把喜怒哀樂的各種感情熔於一爐，而不是把它們截然分開，因

而也給人以與西方悲、喜劇不同的審美感受。我們需要西方的悲，

喜劇理論作為參照，但不能用西方的觀念硬套中國戲曲，更要避免

只在理論上兜圈子，而應當從具體作品出發，通過深入的理解、闡

釋，再提高到理論上來概括，來評價，這才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

是的態度。
36 

謝柏梁及其它學者作了一些悲劇範疇的有益清點和理智反思，提出 

「其實怨譜、苦戲、苦調、哀弦、愁曲等等提法，都是中國悲劇的不同名

                                                 
35陸潤棠在〈悲劇文類分法與中國古典戲曲〉《中外文學》第 11 卷第 7 期  1982 年 12 月 
36王季思在〈悲喜相乘一中國古典悲，喜劇的藝術特徵和審美意蘊〉《戲劇藝術》第一期  199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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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37 

    關於元雜劇悲劇或喜劇歸類，學者眾說紛紜，謝柏梁在《中國悲劇史

綱》提出有元悲劇 25 本，楊建文在《中國古典悲劇史》則歸納有 17 本，

除了舉世公認馬致遠《漢宮秋》、關漢卿《竇娥冤》、《西蜀夢》、白仁甫《梧

桐雨》。其它筆者認為都有商榷的餘地。38 

鄭傳寅在《中國戲曲文化概論》第 4 章提出： 

判定一部劇作的屬性，不能單看結局，而應看「全劇的基調和風格」，

如果結局損害了悲劇衝突的嚴肅性、完整性、和貫串性，那就改變

了劇作的屬性，否則就仍應視為悲劇。39 

因此，往昔在面對劇目分類時對傳統戲曲中『始困終亨、苦樂交錯，先悲

後喜』這類結構所抱持的否定與無所適從，至此已易之為全盤的肯定與認

同一如鄭傳寅所說：「悲喜混雜」正是我國古典戲曲審美型態之優長，這

層認識現在應已成為所有戲曲研究者的共識。 

若以西方戲劇的分類方法，則本研究所得的結果如下： 

1、悲劇為關漢卿《竇娥冤》、《西蜀夢》；白仁甫《梧桐雨》；馬致遠《漢

宮秋》、《青衫淚》共五本。 

2、喜劇有鄭光祖《倩女離魂》、《亻芻  梅香》；關漢卿《救風塵》、《拜

                                                 
37

張滿萍  《古典悲劇中的「悲劇科諢」研究》  八十八年六月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

論文  頁 8-9 
38

張滿萍  《古典悲劇中的「悲劇科諢」研究》  八十八年六月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

論文  頁 22-23 
39鄭傳寅  《中國戲曲文化概論》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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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亭》、《金線池》、《玉鏡臺》、《望江亭》、《謝天香》；白仁甫《牆頭

馬上》共九本。 

3、悲喜劇(正劇)有關漢卿《蝴蝶夢》一本。 

4、鬧劇及其它則多數為馬致遠所創作的隱士神仙度化劇，如馬致遠《陳

搏高臥》、《任風子》、《岳陽樓》、《薦福碑》、《黃粱夢》；鄭光祖《王

粲登樓》、關漢卿《單刀會》等共七本。以上四類共二十二本，其它

作者有爭議的劇作在此不列入研究範圍。 

      元雜劇的出現，把抒情文學一統天下的局面打破，標志著以敘事為

主的俗文學開始占據我國傳統文學的主導地位。這具有劃時代的意

義，正如胡適先生所說:“文學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極。其時，

詞也，曲也，劇本也，小說也，皆第一流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為之。

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現。倘此革命潮流不遭明代八

股之劫，不受明初七子諸文人復古之劫，則吾國之文學必已為俚語

的文學，而吾國之語言早成為文言一致之語言，可無疑也。＂40 

    作為元代文學主體的元曲，在其表現時代精神、張揚個性、揭露黑暗、

讚美人性等諸方面，在在表現出與傳統文學精神背離的文化特質，顯現出

新興文學的生命力。 

 

 

 

                                                 
40姜義華 《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  中華書局  1993 年版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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