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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杂剧结构艺术论

许建中

摘!要! 关汉卿现存杂剧 $& 种! 他取材现实生活"改造传统题材"自铸题旨"表现出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体验和思考$精心
布局"创造了较为丰富的杂剧结构类型$充分调动一折二段#悬念#误会#发现#突转等多种编剧手法"极大提高了杂剧的
艺术表现力$剧情配套选择妥帖"套外加赠曲是对元杂剧(一本四折)的突破$注重排场派脚"主唱者可改扮多人"这是对
元杂剧(一人主唱)的调剂与改造"极大拓展了杂剧结构艺术张力$擅长旦本剧"塑造了生动传神的妇女群像"有效调动各
种脚色"为旦末演员表演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汉卿杂剧结构艺术特色鲜明"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诚为元人第一!
总体把握关汉卿杂剧结构艺术"可以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戏曲结构理论提供一个经典性范本!
关键词! 关汉卿$!杂剧$!结构艺术$!戏剧理论
作者简介! 许建中"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研究! 通讯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四望亭
路 $%# 号扬州大学文学院"((&##(! 电子邮箱% *,J/-9,/012/03.!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
目(戏剧综合研究与文化生态建设),项目编号% (#$Y5?DP$'-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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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伟大戏曲家"明初
朱权尊其,初为杂剧之始-$朱权 (Z&* 他的杂剧
作品与存世作品在元杂剧作家中最多* 进一步研

讨关汉卿杂剧结构艺术的方法与成就"可以更为
深入地认识关汉卿杂剧结构艺术的伟大贡献与影

响"更加深刻地认识元杂剧结构艺术的特色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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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深化民族戏剧结构理论的思考*
关汉卿杂剧现存 $& 种! !(西蜀梦) (拜月

亭)(调风月)(哭存孝)(陈母教子)(单刀会)(救
风尘)(鲁斋郎)(蝴蝶梦)(谢天香)(金线池)(玉
镜台)(窦娥冤) (望江亭) (绯衣梦)* 前 ' 种存
(元刊杂剧三十种)本"次 ( 种有脉望馆本#后 $#
种有多种版本"虽有差异"但剧情结构大同小异"
不影响本论题讨论*

一% 注重现实的题材分类

罗锦堂(元杂剧本事考)较早对关汉卿现存
杂剧进行了分类!

历史剧! 乙'以个人事迹为主而其事迹与史
事相关联者! (单刀会)(西蜀梦)(哭存孝)*

社会剧! 乙'公案! 一' 决疑平反! (绯衣梦)
(蝴蝶梦)#二' 压抑豪强! (鲁斋郎)*

家庭剧! (陈母教子)(窦娥冤)*
恋爱剧! 甲' 良家男女之恋爱! (拜月亭)#

乙' 良贱间之恋爱! (金线池)*
风情剧! (玉镜台)(望江亭)(调风月)(救风

尘)(谢天香)*"

关汉卿杂剧题材广泛"也颇具特点* 历史剧
' 种都改动史实"以寄感慨! (单刀会)盛美关羽
英豪"(西蜀梦)褒扬关'张高义"(哭存孝)悲悼存
孝枉死* 社会剧 ' 种均为公案剧"决疑抑强者"
(蝴蝶梦)(鲁斋郎)为包公"(绯衣梦)为钱可"均
为元人乐道的公正官员* (蝴蝶梦) (绯衣梦)间
杂灵异"要之为民说法"究凶惩恶#(鲁斋郎)揭露
豪强"寄寓仁义* 家庭剧 ( 种属于家庭伦理"(陈
母教子)写母教重要"(窦娥冤)写家人聚散* 恋
爱剧 ( 种"(拜月亭)属才子佳人剧"(金线池)属
青楼士子剧* 风情剧写男女风流而兼有潇洒诙谐
之趣事"因此与态度庄雅'情感热烈的恋爱剧相区
别$罗锦堂 ZZ#&* 其中"(玉镜台)(望江亭)属良
妇"(调风月)属侍婢"仍属才子佳人剧范畴#(救
风尘)(谢天香)属妓女"可归青楼士子剧* (救风
尘)在妓女类风情剧中最为出色"滑稽谐趣中暗
含身心悲苦"不可一笑略之*

关汉卿现存杂剧有 " 种本事可考* (玉镜
台)据(世说新语)演绎"表现了传统文人的艳羡
之事#(西蜀梦) (哭存孝) (单刀会)' 种"均据民
间传说##(窦娥冤)据汉魏两晋流传的东海孝妇

故事"由赞颂于公决狱无冤转写窦娥冤屈#(陈母
教子)据史而作"转写陈母教子有方* 此类作品
均缘事而发"借题发挥"其现实社会的指向性十分
鲜明* 其他剧目大都源于生活"独出机杼! (拜月
亭)或据南戏(拜月亭)改写"$

突出女子内心对

,父母之命-的反抗#(调风月)以抗争获得小夫人
结局"但侍婢人生出路的思考仍十分深沉* (救
风尘)(谢天香)(金线池)当出妓院故事"各有命
意! (救风尘)表现了妓女在士子与衙内之间选择
的矛盾"(谢天香) (金线池)都用,误会-法写出
妓女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无奈* (望江亭)用游
戏笔墨赞美妇女的抗争努力* (绯衣梦) (蝴蝶
梦)(鲁斋郎)是公案故事"(蝴蝶梦)(鲁斋郎)表
现了现实政治的黑暗和正直官员的艰难"(绯衣
梦)歌颂了贤官能吏判案过程中剔隐抉微'秉持
公正* 此类作品取材现实"着重展示当时的民众
生活"表现作家对现实社会的体察'认识与感悟*

关汉卿杂剧取材广泛"却不作仕隐剧'道释
剧'神怪剧#历史剧不作,以历史事迹为主者-"社
会剧也不作朋友剧和绿林剧$罗锦堂 Z(Z&"可见
他是有所取舍的*

关汉卿现存杂剧的题材特色"一是多取材自
现实社会问题及古史小说中的豪侠英烈故事"以
表现元初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与情感"富于现实
色彩和常人趣味"为中国古典戏曲现实主义创作
首开风气#二是才华横溢"情调丰富"悲剧慷慨"喜
剧风趣"正剧庄重"为中国古典戏曲创作的题材丰
富性与多样性作出了样板#三是由于其,驱梨园
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王钢 $'$&的特
殊经历"风情剧数量最多"质量亦高"兼顾雅俗"为
中国古典戏曲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题材类型"为此
后风情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精巧丰富的结构类型

在元杂剧,一本四折-的体制制约下"关汉卿
现存杂剧主要采用单线结构"总体呈现 ,开
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框架"重点展
示主要人物命运"促进了元杂剧形式体制的定型
成熟* 但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剧目"又各呈其妙*

戏剧高潮是戏剧冲突发展最紧张尖锐的阶

段"是决定戏剧人物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时刻* 因
此"我们可以从剧情高潮的设置分析关汉卿的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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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布局*
戏剧高潮在第三折 " 剧! (西蜀梦) (望江

亭)(玉镜台)(陈母教子)(绯衣梦)(金线池)*%

戏剧高潮在第四折 " 剧! (单刀会) (救风
尘)(谢天香)(调风月)(蝴蝶梦)(鲁斋郎)*

戏剧高潮在第二折 ' 剧! (窦娥冤) (拜月
亭)(哭存孝)*

关汉卿现存剧作的剧情结构据此可以分为 '
种类型*

$k依势而行'孤枝独上型* 这是依照生活的
事理逻辑编排剧情"戏剧高潮置于第三折"此后随
事收结* (西蜀梦)第一折使臣知关羽'张飞已
死"急返复命"第二折诸葛亮夜观天象"哀痛关'张
已死#第三折关'张两魂相遇"诉说悲情"应题,关
张双赴西蜀梦-#第四折关'张鬼魂托梦刘备*
(望江亭)第一折演白士中与谭记儿成婚#第二折
杨衙内陡生风波#第三折表现谭记儿的勇敢聪慧"
应题,望江亭中秋切鲙旦-"智取势剑金牌#第四
折明辨善恶* (绯衣梦)第一折王闰香约赠财物#
第二折裴炎杀人劫财"李庆安血手印门#第三折钱
可见苍蝇爆笔"得狱神庙庆安梦语"捉拿裴炎"应
题,智勘绯衣梦-#第四折裴炎定罪"男女团圆*
第三折均为剧情发展的关键与枢纽*

(k高潮后置'曲终奏雅型* 这是以复杂剧情
蓄积矛盾冲突"至第四折达到高潮"揭示主要人物
命运"然后以断语判词迅速收结* (单刀会)前二
折乔国老'司马徽劝阻鲁肃索荆州#第三折关羽训
子"慨然允宴#第四折过江赴会"应题,关大王单
刀会-* 前三折铺设悬念'制造紧张氛围"第四折
达到高潮* (救风尘)前二折宋引章悔嫁周舍"求
救赵盼儿* 第三折赵盼儿诱骗周舍休妻"应题
,虚脾瞒俏倬-* 第四折一场三段! 周舍休妻"赵
盼儿携引章同归#周舍追骗休书"赵盼儿已藏好真
休书#李公弼惩恶扶善* 戏剧冲突之尖锐激烈'人
物命运之最终决定"尽在第四折* (鲁斋郎)更为
复杂! 楔子演鲁斋郎夺李四妻"第一折鲁斋郎索
张珪妻"第二折张珪送妻"得赏李四妻"第三折张
珪让李四夫妻团圆"自己入道* 第四折包拯收养
两家儿女成人"智斩鲁斋郎应题#两家儿女云台观
斋荐父母"二家团圆#包拯劝张珪还俗"夫妻团圆"
两家互结亲缘* 前三折蓄势"重点表现鲁斋郎的
恶行恶果"第四折智斩鲁斋郎为高潮"二家团圆是
收结*

'k高潮前置'缘事抒情型* 戏剧情节发展迅
速"第二折达到高潮"揭示主人公命运"此后在新
的戏剧情境下着重表现主人公命运对当事人与相

关人物的影响* (窦娥冤)第二折窦娥被判死刑"
是为剧情高潮#第三折怨气冲天"是为情感高潮"
应题,感天动地窦娥冤-#第四折鬼魂诉冤"主动
态戏剧动作贯穿始终* (哭存孝)李存孝在第二
折就被枉杀"此后二折表现相关者悲痛! 第三折
莽古歹报告"刘夫人悲痛#第四折邓夫人哭吊"应
题,邓夫人苦痛哭存孝-"达到悲剧性情感高潮*
(拜月亭)较为特殊! 蒋世隆'王瑞兰第二折旅店
病中被强行拆离"为悲剧性高潮#第三折瑞兰拜
月"祈求团圆"应题,闺怨佳人拜月亭-#第四折夫
妻'兄妹团圆* 全剧戏剧高潮在第二折*

第三类的特别之处在于剧情高潮与情感高潮

不一致! 剧情高潮决定主要人物命运"当事人或
相关者的情感高潮相对延后* (窦娥冤)第三折
是当事人在第二折枉判死刑后的悲诉冤屈"(哭
存孝)第四折是存孝妻邓夫人的哭夫哀苦* (拜
月亭)的特殊性是剧情的双高潮设置! 商旅离鸾
是第一个剧情高潮",错配-团圆是第二个剧情高
潮#但前一高潮不仅规定了此后的具体戏剧情境"
戏剧冲突强度也高于后一高潮*

关汉卿精心设置杂剧结构"根据情理逻辑"突
出和强调人物情感与精神风貌* 究其目的"他不
仅表演了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重点在于揭示这
个故事的意义"表达作者对这个故事社会意义的
独特体察和认识* (救风尘)为宋引章与安秀实
的才子佳人剧"却突出了赵盼儿#(蝴蝶梦)为公
案剧"却颂扬王婆的继母大贤* (单刀会) (鲁斋
郎)(窦娥冤)等剧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王国维评
元杂剧!,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
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
$王国维 %&&以此认识关汉卿创作"也颇恰切*

结构类型划分不可僵化* 如果以主要人物的
戏剧动作划分"关汉卿杂剧结构形态则可分为以
下 Z 类*

主线推进型! (望江亭) (陈母教子) (救风
尘)(调风月)(窦娥冤)* 主要人物以主动态戏剧
动作推进剧情发展"直至收结*

辅线助推型! (西蜀梦)(单刀会)(拜月亭)*
以辅助性人物的戏剧动作介入"推动与强化主要
人物的主动态动作"直至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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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线扭转型! (玉镜台) (绯衣梦) (金线池)
(谢天香)(蝴蝶梦)(鲁斋郎)* 主要人物的戏剧
动作已入窘境"以辅助线索和次要人物介入"用发
现'突转等戏剧手段"推动剧情收结*

辅线收结型! (哭存孝)* 主要人物剧情已经
结束"以辅助性人物的戏剧动作收结剧情*

关汉卿杂剧故事性极强"引人入胜"这在元杂
剧作家中十分突出* 但主要人物戏剧动作贯穿始
终者仅有 & 种"以辅助线索和次要人物或助推主
线递进发展"或扭转戏剧冲突方向者有 $# 种"可
见关汉卿善于利用辅助线索和次要人物另辟蹊

径'巧妙引导"走向终点*
关汉卿现存杂剧结构类型的主要特色及影

响"一是以丰富多彩而又各具特色的结构方式在
元杂剧中独树一帜* 如(西蜀梦)(单刀会)(哭存
孝)(鲁斋郎)等"独出机杼"空谷绝响"极大地丰
富了元杂剧的结构类型* 二是在爱情剧和风情剧
中精心设计了不同的结构形态* (望江亭)是单
回合喜剧性冲突"(拜月亭)为悲欢离合式双重冲
突#(玉镜台)的矛盾缘于骗婚"(金线池)的冲突
出于误会"都用宴罚扭合的方式收结全剧#(救风
尘)的错嫁改正有赖于赵盼儿的智慧果敢"(诈妮
子)的痴情善终则出于主人公燕燕的坦率力争*
三是开创了此后元杂剧的许多结构类型* (蝴蝶
梦)的,继母大贤-"启发了后之(救孝子)#(谢天
香)的友人激励"影响并形成了后世(王粲登楼)
(渔樵记)(举案齐眉)等,丈人激婿-的格套#(窦
娥冤)(蝴蝶梦)(绯衣梦)的鬼魂异象"也成为后
来(硃砂担)(盆儿鬼)(神奴儿)等公案剧常见的
结构方式* 再如(拜月亭)的悲欢离合之于(墙头
马上)(梧桐叶)"(调风月)的负心团圆之于(潇
湘雨)"(谢天香)的拆离终合之于(竹坞听琴)
(红梨花)等等* (绯衣梦)的指腹为婚预设了男
女历经坎坷后的最终团圆"(东墙记)(■梅香)的
婚约终成明显承其意绪*

三% 灵动多变的结构手法

元杂剧,一本四折-"较之宋元戏文"更注重
剧情的设置编排* 关汉卿擅长将一个普通故事编
排得新颖奇特"引人入胜* 总结其基本手法"大致
有以下几种*

$k一折二段法* 元杂剧体制规范"容量丰

富"一折 ( 段或数段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如
(拜月亭)第一折"包含了(幽闺记) (相泣路歧)
(风雨间关)(违离兵火)(旷野奇逢)(虎头遇旧)
(招商谐偶)" 出剧情"(窦娥冤)第三折也有押赴
刑场'诀别婆婆'三桩誓愿 ' 段* 此遂成为元杂剧
快节奏处理复杂剧情的基本方法*(

(k悬念法* (救风尘)之,救-的关键在于如
何获得周舍休书"悬念由此设置"戏剧矛盾由此展
开* (谢天香)钱可从第二折收纳谢天香入宅"直
到第四折向柳永,说明-真相"悬念成为剧情扣人
心弦的主要手段* 这是统领全剧的大悬念* (拜
月亭)第四折瑞兰错配婚姻'(蝴蝶梦)第四折王
三终获赦免等"则是以小悬念引发小冲突'小紧
张"随即予以,说明-与,解释-* 这都是以悬念强
化剧情的曲折性和丰富性"从而保持剧情力度"避
免疲弱*

'k误会法* (金钱池)杜蕊娘从第二折起误
认为韩辅臣移情别恋"怨不能释"到第四折济南府
君石好问佯加刑罚"韩辅臣说情求免"方成就姻
缘* 这是由于主人公误识造成的误会* (救风
尘)的,虚脾瞒俏倬-' (望江亭)的 ,半夜赚金
牌-"却是主人公主动运用误会法"以造成对方的
误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误会-成为设置戏剧
主要矛盾与冲突的基本方法*

Zk延宕积蓄法* (单刀会)围绕东吴设宴'关
羽赴会"延缓节奏"铺垫渲染"到第四折方慷慨赴
会"在严峻的戏剧情境中凸显关羽的英雄形象*
(西蜀梦)也采用了近似手法* (窦娥冤)窦娥毅
然选择官休"却遭枉斩"剧情反跌"情感爆发"引发
出她对官府黑暗'司法腐败的控诉* (陈母教子)
反复表演陈母对三子陈良佐恃才狂傲的抑制和收

受民财的责打"而培埋窖银'兄长郎舅先后状元及
第"恰好构成母子冲突主线发展的不同情境*
(鲁斋郎)渲染鲁斋郎的种种罪恶及其对民众造
成的灾难"积蓄人们对其不可宽恕的惩罚心理"包
公最后用近乎游戏的篡改圣旨方式,智斩-之"实
质是社会正义的最终落实*

&k发现与突转* (窦娥冤)以官府问斩为突
转"窦娥的命运顿时陷入绝境"剧情由此推向高
潮* (玉镜台)第二折末尾"姑母发现所选女婿竟
是侄儿温峤"第三折即表演刘倩英新婚时的强烈
抗拒* (救风尘)也属此类! 宋引章遭到周舍虐待
才发现所嫁匪人"写信求救"引发出赵盼儿,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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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的戏剧动作* (调风月)有二重发现! 先由燕
燕发现小千户私藏女子手帕"美好爱情顿时转入
怨怒#燕燕在婚礼上揭示隐情"家长发现真相"遂
允婚团圆* 与后者相似"(拜月亭)第四折瑞兰发
现文状元竟是丈夫蒋世隆"纠正错配方得夫妻团
圆* ,发现-是剧情转折的重要基础",突转-是剧
情发展与收结的必要环节*

"k神启法* 此即,戏不够"神仙凑-* 在中国
戏曲史上"关汉卿最早采用了这种方法"故(窦娥
冤)能平冤雪枉"(绯衣梦)(蝴蝶梦)能察幽辨微"
避免冤狱* 这种方式后为元代公案剧普遍使用*
比较而言"早期戏文遵循生活情理逻辑"故(赵贞
女)(王魁)等都是悲剧#使用了这种方法"(小孙
屠)(陈叔文)(东窗事犯)等均果报无爽*

Yk综合法* (哭存孝)中李存信'康君利反复
陷害李存孝"存孝和邓夫人长期隐忍"这是用延宕
积蓄法#刘夫人经过调查",发现-真相"李克用却
仍处,误会-之中#二人杀死存孝'邓夫人哭吊"李
克用才,发现-真相"杀二人祭奠存孝* 由于当场
表演"观众,全知全觉-"而李克用从,误会-到,发
现-则构成了剧情发展的基本架构"近佞远忠是
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 此剧评价颇有分歧"梁沛
锦'波多野太郎认为!,曲文朴质"自是元人本色*
3445明人叶稚斐之(英雄慨)传奇"及清人有
(五代兴隆传)传奇"所写李存孝事颇有出入"未
及关剧多符合正史*- $梁沛锦 波多野太郎

&&%%&X&邵曾祺认为!,此剧本民间传说"结构散
漫"不是关汉卿的好作品*-$邵曾祺 Z&其实至少
说剧情结构精心编排"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法表现
英雄被害的悲剧* 存孝第二折被杀"剧情达到高

潮"以下全以次要人物展开抒情"这种结构在元杂
剧中绝无仅有*

%k结尾法* 关汉卿杂剧大都以扬善惩恶或
重逢团聚收结"但由于变化使用了多种手法"并没
有将,大团圆-模式化* 既有顺应剧情自然发展
而突出主旨"如(单刀会) (陈母教子)#有好人好
报的道德支配"如(望江亭)(救风尘) (调风月)#
又有现实生活的理想设置"如(窦娥冤)(拜月亭)
(绯衣梦) (蝴蝶梦) (鲁斋郎)#还有调笑滑稽的
爱情喜剧"如(玉镜台)(金线池)(谢天香)* (西
蜀梦)不能归入兄弟团圆"(哭存孝)悲剧气氛笼罩
全剧"第四折的惩恶扬善也不算喜庆收结* 关汉卿
杂剧在结局设置上兼顾剧情发展'冲突处理和社会
理想"不可与后世,大团圆-格套等量齐观*

综上而言"关汉卿不仅擅长剧情编排的曲折
离奇"而且善于运用各种结构艺术手法使得剧情
跌宕起伏"灵活变化"神气灌注"始终不懈* 至于
注意剧情细节严密"体贴物态人情"以情理逻辑贯
穿始终等等"稳妥设置"精心安排"又自不待言*

四% 规范创新的剧情配套

中国古典戏曲在元明时期采用曲牌联套体

制"因此,剧情配套-是戏曲结构的重要构成* 关
汉卿杂剧妥善处理,剧-与,套-的辩证关系"擅长
人物在规定戏剧情境中的情感抒发"呈现出抒情
诗剧的典型形态"引领了元杂剧的正确发展*

关汉卿现存杂剧的剧情配套情况"详见附
表 $*

附表 DB关汉卿现存杂剧剧套使用情况简表!

序号 剧名 楔子 第一折 第二折 第三折 第四折

$ (西蜀梦)
!仙 吕 + 点 绛

唇"X 曲
!南 吕 + 一 枝

花"Y 曲
!中 吕 + 粉 蝶

儿"$' 曲
!正宫+端正好"
$( 曲

( (拜月亭)
!仙 吕 + 赏 花

时"( 曲
!仙 吕 + 点 绛

唇"$# 曲
!南 吕 + 一 枝

花"$$ 曲
!正 宫 + 端 正

好"$& 曲
!双调+新水令"
$& 曲

' (单刀会)
!仙 吕 + 点 绛

唇"$( 曲
!正 宫 + 端 正

好"$# 曲
!中 吕 + 粉 蝶

儿"$& 曲
!双调+新水令"$#
曲l(

Z (调风月)
!仙 吕 + 点 绛

唇"$" 曲
!中 吕 + 粉 蝶

儿"$" 曲
!越 调 + 斗 鹌

鹑"$Z 曲
!双调+新水令"
$(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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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剧名 楔子 第一折 第二折 第三折 第四折

& (玉镜台)
!仙 吕 + 点 绛

唇"$Z 曲
!南 吕 + 一 枝

花"$$ 曲
!中 吕 + 粉 蝶

儿"$& 曲
!双调+新水令"
$Z 曲

" (谢天香)
!仙 吕 + 赏 花

时"( 曲
!仙 吕 + 点 绛

唇"% 曲
!南 吕 + 一 枝

花"Y 曲
!正 宫 + 端 正

好"$Z 曲
!中吕+粉蝶儿"
$# 曲

Y (救风尘)
!仙 吕 + 点 绛

唇"$Z 曲
!商 调 + 集 贤

宾"X 曲
!正 宫 + 端 正

好"$$ 曲
!双调+新水令"
X 曲

% (鲁斋郎)
!仙 吕 + 端 正

好"( 曲
!仙 吕 + 点 绛

唇"% 曲
!南 吕 + 一 枝

花"Y 曲
!中 吕 + 粉 蝶

儿"$Z 曲
!双调+新水令"
$$ 曲

X (金线池)
!仙 吕 + 端 正

好"( 曲
!仙 吕 + 点 绛

唇"X 曲
!南 吕 + 一 枝

花"X 曲
!中 吕 + 粉 蝶

儿"$' 曲
!双调+新水令"
% 曲

$# (窦娥冤)
!仙 吕 + 赏 花

时"$ 曲
!仙 吕 + 点 绛

唇"X 曲
!南 吕 + 一 枝

花"$$ 曲
!正 宫 + 端 正

好"$# 曲
!双调+新水令"
$# 曲

$$ (望江亭)
!仙 吕 + 点 绛

唇"$# 曲
!中 吕 + 粉 蝶

儿"Y 曲
!越 调 + 斗 鹌

鹑"X 曲l$
!双调+新水令"
Y 曲

$( (蝴蝶梦)
!仙 吕 + 赏 花

时"( 曲
!仙 吕 + 点 绛

唇"$' 曲
!南 吕 + 一 枝

花"$( 曲
!正 宫 + 端 正

好"$( 曲l(
!双调+新水令"
$$ 曲

$' (哭存孝)
!仙 吕 + 点 绛

唇"$$ 曲
!南 吕 + 一 枝

花"X 曲
!中 吕 + 粉 蝶

儿"$# 曲
!双调+新水令"
% 曲

$Z (陈母教子)
!仙 吕 + 赏 花

时"( 曲
!仙 吕 + 点 绛

唇"X 曲
!南 吕 + 一 枝

花"% 曲
!中 吕 + 粉 蝶

儿"" 曲
!双调+新水令"
Z 曲

$& (绯衣梦)
!仙 吕 + 点 绛

唇"Y 曲
!南 吕 + 一 枝

花"Y 曲
!越 调 + 斗 鹌

鹑"" 曲
!双调+新水令"
Z 曲

!!剧首用楔子者 Y 种* 楔子用否"不在剧情繁
简"全在谋篇布局* 楔子用!仙吕+赏花时"或
!端正好" $ 支或 ( 支"后为元杂剧通例$郑骞"
(北曲新谱) Y&%Y"&"始于关汉卿*

第一折全用!仙吕+点绛唇"套* 元杂剧首
折也用此套最多"例外者仅 ' 例$郑骞"(北曲套
式) 'X&*

第二折主要用!南吕+一枝花"套"另用!中
吕+粉蝶儿"套 ( 例"用!正宫+端正好"套和!商
调+集贤宾"套各 $ 例* 剧情高潮在第二折的 '
剧全用!一枝花"套*

第三折 Y 例用!中吕+粉蝶儿"套"& 例用!正
宫+端正好"套"' 例用!越调+斗鹌鹑"套* 郑骞
分析说!,多数元杂剧均以第二三两折为剧情发
展转变之中心#!正宫"及!中吕"两宫调"所属曲
牌既多"套式变化亦较活泼"长套短套咸宜"故第
二三两折用此两宫调者居大多数* 第二折用!南

吕"者亦多"大抵剧中气氛较为紧张"情调较为刚
劲者多用!正宫""气氛较为缓和'情调较为柔细
者多用!南吕"! 因!正宫" .惆怅雄壮/"!南吕"
.感叹伤悲/故也*-$(北曲套式) $$&此说全面'
透彻*

第四折主要用!双调+新水令"套"例外仅 (
例#且以 $# 曲以上长套居多"新奇独特* 郑骞认
为!,!双调"用于杂剧"大多数在第四折* 3445
至第四折"因一人独唱之故"唱者已感疲乏"听者
亦已倦怠"故此折不过收拾情节"结束全局"其曲
文遂多为短套"3445第四折曲套甚长"且为全
剧精彩处"反为变例* 此等多是案头之书而非场
上之曲*-$(北曲套式) $&Z%&&&此说与关汉卿
杂剧不符"但从中可以看出元杂剧第四折剧情配
套的变化",强弩之末-现象与此相关*

关汉卿现存杂剧共有 Y 个宫调 "# 剧套* 对
比杨显之(潇湘雨)'尚仲贤(气英布)用!黄钟+

+%"+



关汉卿杂剧结构艺术论

醉花阴"套"李文蔚(燕青博鱼)'马致远(黄粱梦)
有!大石+六国朝"套"则早期元杂剧已使用!黄
钟"!大石"( 个宫调#关汉卿也有!黄钟+侍香金
童",春闺院宇-'!大石调+青杏子" (离情)和
!大石调"失牌散套* 因此"关汉卿杂剧没有采用
!黄钟"!大石""是他出于对剧情与声调完美结合
的综合考量"绝非草率相配*

当然"宫调与剧情关系复杂"在歌唱上并不具
有固定的情感基调* 例如第一折都用!仙吕+点
绛唇"套"(西蜀梦)表现使臣的急切苦痛"(调风
月)燕燕则充满甜蜜憧憬#第四折都用!双调+新
水令"套"(单刀会)英雄慷慨"(调风月) (拜月
亭)由埋怨而转入喜庆"(哭存孝)则悲凉凄怨*
因此"同宫调套曲可以相配不同剧情"表达人物的
不同情感* 就此而言"关汉卿是元杂剧剧情配套
常格的开创者"影响了以后剧情配套的习惯用法*

关汉卿杂剧有 ' 例套外使用赠曲"令人关注!

'单刀会(第四折1 !双调3新水
令"套 &正末)dd!沽美酒", !太平令"
&净)*

'蝴蝶梦(第三折1 !正宫3端正
好"套 &正旦)dd!端正好", !滚绣球"
&丑)

'望江亭(第三折1 !越调3斗鹌
鹑"套&正旦)dd!马鞍儿"&丑,净)

赠曲不入套"由非主唱者插入歌唱",其作用似是
调剂剧本的一人独唱的单调-$邵曾祺 &&* 所唱
曲调"大致使用同宫调曲牌"唯(望江亭)用南戏
曲牌"+

为徐沁君,关汉卿的(望江亭)"当作于扬
州-的观点$徐沁君 $&&"可补一证*

关汉卿之后"套末用赠曲的情形"元刊本杂剧

还有 ' 例! ,

王伯成'贬夜郎(第四折1 !双调3
新水令"&正末)dd!仙吕3后庭花" !柳
叶儿"&外末)-./

孔文卿'东窗事犯(第四折1 !正宫
3端正好" &正末)dd!仙吕3后庭花"
!柳叶儿"&岳飞魂子)

范康'竹叶舟(第四折1 !仙吕3节
节高"!元和令"!上马娇"!游四门"!胜
葫芦"!幺篇"!后庭花"!柳叶儿"dd!正
宫3端正好"&正末)

此三人都是元代中后期作家* 前二例也属套
外赠曲"由非主唱者唱"但已转换宫调* (竹叶
舟)第四折是正末吕岩打愚鼓先唱!仙吕宫"道情
% 曲"再续唱!正宫"套"歌唱更加自由* 王国维认
为! 此,出于例外者"3445但以供点缀之用"不足
破元剧之例也*- $王国维 %(%%'&但在剧套前后
可加赠曲"为规范严整的北曲剧套增添了一抹自由
灵动的亮色"是对一折一套和,一人主唱-体制的
些许突破与调剂"表现出在规范之中寻求变化的艺
术探索* 这也是关汉卿的一种创新和贡献*

五% 妥帖简明的排场派脚

元杂剧 ,一人主唱-" ,本分旦末-* (鲁斋
郎)戏剧冲突由鲁斋郎引发并激化"终结者是包
公"主唱者正末张珪是受鲁斋郎欺压的一个人物*
这就涉及对元杂剧结构中 ,排场派脚-问题的
研讨*

关汉卿现存杂剧的剧本性质和主唱情况"详
见附表 (*

附表 EB关汉卿现存杂剧主唱者统计简表

序号 剧名 性质 楔子 第一折 第二折 第三折 第四折

$ (西蜀梦) 末本 蜀国使臣 诸葛亮 张飞魂 张飞魂

( (拜月亭) 旦本 王瑞兰 王瑞兰 王瑞兰 王瑞兰 王瑞兰

' (单刀会) 末本 乔国老 司马徽 关羽 关羽

Z (调风月) 旦本 燕燕 燕燕 燕燕 燕燕

& (玉镜台) 末本 温峤 温峤 温峤 温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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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剧名 性质 楔子 第一折 第二折 第三折 第四折

" (谢天香) 旦本 谢天香 谢天香 谢天香 谢天香 谢天香

Y (救风尘) 旦本 赵盼儿 赵盼儿 赵盼儿 赵盼儿

% (鲁斋郎) 末本 张珪 张珪 张珪 张珪 张珪

X (金线池) 旦本 杜蕊娘 杜蕊娘 杜蕊娘 杜蕊娘 杜蕊娘

$# (窦娥冤) 旦本 窦天章 窦娥 窦娥 窦娥 窦娥

$$ (望江亭) 旦本 谭记儿 谭记儿 谭记儿 谭记儿

$( (哭存孝) 旦本 邓夫人 邓夫人 莽古歹 邓夫人

$' (绯衣梦) 旦本 王闰香 王闰香 茶三婆 王闰香

$Z (陈母教子) 旦本 陈母 陈母 陈母 陈母 陈母

$& (蝴蝶梦) 旦本 王母 王母 王母 王母 王母

!!关汉卿有旦本 $$ 剧"表现出对旦本的偏爱与
擅长* 正旦身份不同"地位悬殊"都是正面形象*
关汉卿细腻准确地描绘特定人物的喜怒哀乐"得
益于他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偶倡优而不辞-$臧懋
循 '&的深切体验"表现了他对女性"特别是被压
迫妇女的同情与理解*

有 $$剧严守,一人主唱-规范"甚至有 " 剧连
楔子所唱都不借他人"而楔子唱者不论"可见严谨*
但主唱者,不必皆为剧中主要之人物- $王国维
%(&* (救风尘)主唱者赵盼儿至第三折才介入戏
剧冲突* (鲁斋郎)(蝴蝶梦)都是公案剧"主唱者
张珪'王母只是戏剧冲突的重要相关者"故能详述
原委"抒发情感* 由次要人物主唱四大套"这是从
排场派脚方面对,一人主唱-体制的改造与突破*

与此相关"另 Z 剧主唱者可改扮多人* 此分
三类! (西蜀梦) (单刀会)前二折均由正末扮次
要人物"为主要人物登场蓄势#(哭存孝)第三折
正末扮小厮莽古歹,报告-剧情#(绯衣梦)第三折
以次要人物参与剧情发展* 正旦或正末分别扮演
次要人物"以次要剧情介入矛盾冲突主线"使剧情

发展波澜叠起"这是关汉卿对元杂剧排场派脚艺
术的重要贡献*

关汉卿杂剧的脚色排场对此后元杂剧发展产

生了较大影响* 以(元曲选)为例"由次要人物蓄
势然后转入主要人物表演的第一类"有(合同文
字)(小尉迟)(勘头巾)(陈州粜米)等#由穿插性
人物,报告-剧情的第二类"有(儿女团圆) (渔樵
记)(酷寒亭)(薛仁贵)等#由次要人物介入推进
剧情发展的第三类"有(硃砂担) (虎头牌) (张天
师)(神奴儿)等* 如果将,一人主唱-的,人-理
解为剧中人物"一本二人唱者有(谢金吾) (魔合
罗)(后庭花) (两世姻缘)等"一本三人唱者有
(昊天塔)(薛仁贵) (神奴儿) (酷寒亭)等"一本
四人唱者有(黄粱梦) (赵氏孤儿)等* 一色改扮
多人演唱"无疑是对,本分旦末-严谨体制的有效
调节与补充"极大地拓展了元杂剧排场派脚的艺
术张力* 关汉卿杂剧创作为此奠定了基础"提供
了范本*

考察元刊本关汉卿杂剧"还有一些其他脚色
人物"详见附表 '*

附表 FB元刊本关汉卿杂剧脚色人物统计简表

性质 剧名 正末 正旦 其他脚色人物 龙套 备注

末本 (西蜀梦) 使臣"诸葛亮"张
飞魂

关羽魂"刘备 科白全无

旦本 (拜月亭) 蒋世隆 王瑞兰

孤!王镇#夫人!王镇妻#小
旦!蒋瑞莲#外末!陀满兴福#
外!祗候

哨马" 店家" 大
夫"梅香"媒人"
使命

科白不全* 第四折
孤称老孤"夫人称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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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性质 剧名 正末 正旦 其他脚色人物 龙套 备注

末本 (单刀会) 乔国老"司马徽"
关羽

驾!孙权#外末!鲁肃#净!周
仓#关舍人!关平

道童"将"卒子
科白极简* 第一折
,驾末-"则驾由末扮

旦本 (调风月) 小千户 燕燕

老孤!小千户父#卜儿!小千
户母#夫人!燕燕主人#外孤!
莺莺父#外旦!莺莺

六儿"书童"众外 科白极少

!!除去龙套杂色"(西蜀梦)只有 ' 个脚色"最
少#(调风月)有 Y 个脚色#最多* 综合考察元刊
本关汉卿杂剧"共有 X 个脚色! 正末'外末'末'小
末"正旦'小旦'外旦'老旦"净* 孤'外孤'驾'卜
儿'夫人等均承金院本"为人物身份"当由外末'老
旦等脚色扮演"则(调风月)有 ( 外末'( 老旦* 元
杂剧演员表演体制是,旦末净杂-"但,旦末净-既

是脚色名"更是脚色系列"脚色配置具有相当灵活
的弹性*

如果将高文秀至杨梓视为元杂剧前期作家"
郑光祖及以下视为元杂剧后期作家"可获得元刊
本关汉卿杂剧 Z 种与其他 (" 种在脚色使用方面
的对比"详见附表 Z*

附表 GB元刊本关汉卿 G 种与另外 EH 种脚色使用对照简表

脚色 关汉卿 Z 种 元前期 $% 种 元后期 % 种 备注

正末 % 人dZ 剧 '$ 人d$% 剧 $( 人d% 剧 使用最多"绝无空缺

外末 ( 人d( 剧 $% 人d$( 剧 Y 人d& 剧 使用渐增

末 $ 人d$ 剧 $ 人d$ 剧 d 极少使用

外 $ 人d$ 剧 & 人dZ 剧l众外d$ 剧 & 人dZ 剧 使用渐多

外孤 $ 人d$ 剧 d d 极少使用

正旦 ( 人d( 剧 X 人d% 剧 Z 人dZ 剧 旦本较少"极少改扮

小旦 $ 人d$ 剧 ( 人d( 剧 d 较少使用

外旦 $ 人d$ 剧 ( 人d( 剧 ( 人d$ 剧 较少使用

净 $ 人d$ 剧 Y 人d" 剧 " 人d' 剧 使用一直较少

老旦 d $ 人d$ 剧 d 极少使用

禾旦 d $ 人d$ 剧 d 极少使用

小末 d ' 人d' 剧 d 有 ( 人d( 剧为改扮

冲末 d $ 人d$ 剧 d 极少使用

外净 d $ 人d$ 剧 d 极少使用

!!在元刊杂剧 '# 种中"旦本只有关汉卿的(拜
月亭)(调风月)和石君宝的(紫云亭)* 这或许与
选编者审美趣味相关"也体现了元人杂剧欣赏的
一种风尚* 关汉卿旦本选取最多"从一个侧面表
现出关汉卿旦本剧的成就与影响*

正末使用最多"每剧皆有* $" 种无正旦* 这
当与元刊本科白简略相关* 如(看钱奴)周荣祖
妻张氏原作旦儿"第四折改称卜儿"当仍由旦扮*

据脉望馆本'(元曲选)本"(楚昭公)旦儿扮昭公
夫人"(赵氏孤儿)旦儿扮公主"(汗衫记)旦儿扮
张孝友妻"元刊本也当旦扮* 故旦脚数量不会这
样少"但可以肯定! 每剧必有正末而不必有正旦*

外末使用亦多* (老生儿)外末刘瑞第三折
简称,外-"则外末可简称,外-和,末-* (单刀
会)第一折,驾末云了-"末扮驾#(调风月)外孤扮
莺莺父"外扮孤#(拜月亭)第二折,孤交外扯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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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遇上皇)第三折,孤交外推转了-"外扮祗
候#(贬夜郎)第三折禄山称外末"外末可称人名"
可见外末所扮广泛* (气英布)第三折二外末分扮
张良'随何"(薛仁贵)第四折,众外做叩正末了-"
则一剧甚至一场可有多个外末* 大概元代杂剧戏
班男色较多"随剧情改扮"较女色更为方便*-.0

末脚系列还有小末'冲末* (看钱奴)周长寿
第二折称俫儿"第四折改小末"则小末可扮俫儿#
(汗衫记)张文秀孙始称俫儿"后改小末"最后称
孤"小末可扮俫儿'孤* 关汉卿杂剧 Z 种虽未标明
这些脚色"其实似未缺位! (单刀会)关舍人当由
小末扮演#(调风月)老孤小千户父当由末扮"与
正末小千户'外孤莺莺父相对应*

净脚使用较少"且系列单薄* (单刀会)之周
仓"为正面人物#(窦娥冤)赛卢医'(望江亭)杨衙
内'(哭存孝)康君立'-.1 (绯衣梦)裴炎'-.2 (蝴蝶
梦)葛彪"均为反面人物#(谢天香)扮张千'乐探
与祗候"(鲁斋郎)扮云台观主"都属龙套人物*
净扮周仓"与相貌相关"后(竹叶舟)净扮三仙"当
承此绪#其他元刊本"如扮(周公摄政)管叔'霍
叔'蔡叔和(追韩信)恶少'(看钱奴)贾弘义'(赵
氏孤儿)屠岸贾'(汗衫记)陈虎"& 剧 Y 人"则承净
扮恶人一脉* 可见净的使用频率较低"未获得与
旦'末比肩并列的脚色地位"也未像旦'末形成脚
色系列*

关汉卿杂剧的排场派脚颇有特点*
擅长旦本排场* (拜月亭) (调风月)旦末完

备"空间转换灵动"表现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场
景"次要人物特别是龙套人物众多"排场穿插"因
需而设"繁简适当* 较之后来(紫云亭)的相对封
闭自足"立判高下*

精心使用末脚* 元杂剧,一人主唱-"因此排
场派脚要兼顾戏剧情境统筹设置* (西蜀梦)(单
刀会)都以正末分扮三人! 关张托梦刘备"却从旁
侧抒情起笔#关羽单刀赴会"则从东吴计谋展开*
通过派脚排场展示阔大的戏剧场景"体现作家的
精心构思与谋篇布局"极大地拓展了元杂剧末脚
表演的艺术张力"对于,一人主唱-表演是一个很
大的改造与调剂* 后之(三夺槊)(薛仁贵)(魔合
罗)等秉承其绪"而(看钱奴) (气英布) (赵氏孤
儿)(介子推)(东窗事犯)(追韩信)(竹叶舟)等"
已明显局限于故事情节的自然转换与递进*

注意历时变化* (拜月亭)王镇出场时扮

,孤-"第四折改扮,老孤-"王镇妻也由初之,夫
人-后改扮,老夫人-* 脚色排场中这种细致体察
与改扮标注"表现了关汉卿对生活逻辑的尊重与
呈现* 后(看钱奴)周长寿'(汗衫记)赵兴孙和张
文秀孙'(介子推)重耳等"都秉承了这种对人物年
龄与身份转换的重视"有助于表现生活的真实性*

小B结

关汉卿现存杂剧 $& 种"在结构艺术上取得了
极高成就*

在结构布局方面* 一是大胆打破历史故事传
说的原有结构"自铸主题* 将(关张双赴西蜀梦)
由,如何-赴梦改造为,为何l如何-西蜀赴梦"将
(单刀会)改造为,为何l如何-单刀赴会"讲究故
事新奇"更挖掘故事的意义"突出主人公形象* 二
是更多地从社会生活中提炼故事"精心谋划* 如
(鲁斋郎)"智斩只数语交待"重点却在,为何-要
斩鲁斋郎! 不斩民不聊生"不足平民愤#(救风尘)
也兼顾,为何-与,如何-救风尘"所谓,安秀才花
柳成花烛-"只是因人成事* 三是充满理想主义
光辉* (调风月)的婚礼抗争'(窦娥冤)的鬼魂诉
冤'(望江亭)的夜赚金牌等"主人公秉持主动态
动作"以顽强努力和聪明智慧"最终获取自己应有
的权益* 这种在创作中突出'较为深刻而独到的
主题"较之此后杂剧较多讲述一个离奇故事"立意
与主旨有高下之分*

在结构类型方面* 一是正面描写悲剧(西蜀
梦)和(哭存孝)*-.3(哭存孝)最终斩佞祭灵"但悲
啼终卷* 这在古代以,中庸-为主流思潮的文化
背景下"仍极少见* 相对而言"(救风尘) (玉镜
台)(谢天香)(望江亭)等喜剧"数量更多"也多优
秀之作* (窦娥冤) (鲁斋郎)等由悲剧描写归于
正义伸张"可称悲喜剧或正剧"现实苦难与生活理
想兼备"体现了关汉卿的现实体察与人文关怀*
二是多写女性爱情剧* (调风月)(拜月亭)(谢天
香)(金线池)等"女主人公经历坎坷"终归团圆*
(绯衣梦)王闰香与李庆安历经磨难"终结良缘"
公案剧情只是这个爱情剧的剧中剧* (拜月亭)
(望江亭)重点在男女婚后的磨难"可归于家庭
剧* 此后(墙头马上) (潇湘雨) (鸳鸯被)等杂
剧"(荆钗记)(白兔记)(琵琶记)等戏文"承此一
路* 由于礼教制约"中国古代爱情故事以夫妻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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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离合居多"男女相爱结合较少* 但元杂剧较多
爱情剧"如(西厢记)(倩女离魂)(两世姻缘)(柳
毅传书)(张生煮海)等"佳作层出"关汉卿具有开
创引领之功*

在结构手法方面* 一是全面继承"对唐传奇'
宋话本'宋杂剧'鼓子词'诸宫调'金院本等各种艺
术形态的结构方法兼收并蓄"-.4

融会贯通"叙事曲
折宛转"抒情尤重情致* 二是无论简单剧情'复杂
冲突"都能将主旨融入戏剧冲突和人物动作之中"
择用简明灵活的编剧手法"匠心独运"将故事敷演
得精巧生动"引人入胜"极大提升了元杂剧叙事艺
术的层次"为元杂剧结构艺术的发展'进步作出了
杰出贡献*

在剧情配套方面* 关汉卿杂剧最早体现了
,一本四折-和,一人主唱-的体制规范"剧情之折
与歌唱之套精心选配'完美结合"音乐服从于戏剧
冲突与人物塑造"因此,实较王派更富于戏曲之
生命-$罗锦堂 Z&#&"是元杂剧剧情配套的典范*
同时又尝试创新'突破与丰富! 本分旦末"但旦'
末可改扮而歌#一折一套"但套外可添赠曲* 这是
他对元杂剧歌唱的两大贡献*

在排场派脚方面* 关汉卿高度重视正旦功
能"塑造了王瑞兰'燕燕'窦娥'赵盼儿'谭记儿'陈
母'王母等鲜明生动的女性系列形象"每个人物都
是一种生活典型或道德典范* 正末地位亦高"改
扮则极具艺术创新性* 这些都丰富了元杂剧的艺
术表现力"对建立旦末表演体制贡献极大* 关汉
卿使用净脚的好人'坏人'杂色三种类型"奠定了
净在此后杂剧舞台扮演的基本定位* 采用金院本
身份称呼的次要人物"具有辅助主要人物表演和
主要线索递进转折的重要性* 杂色龙套人物的主
要功能在于渲染和营造情境"招来挥去"力求简
明* 关汉卿杂剧体现出的这些排场派脚的基本原
则和方法"为以后杂剧创作所继承*

王国维曾批评说!,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
言*-$王国维 %&&如果从社会生活情理逻辑考察
关汉卿杂剧"(望江亭)赚取势剑金牌'(蝴蝶梦)
以赵驴儿替换王三而死'(绯衣梦)苍蝇爆管'(鲁
斋郎)改笔智斩等"形同游戏* 结构上也有一些
欠缺"如(玉镜台)的骗婚喜剧"掩藏了老夫人的
不情愿和刘倩英的被迫无奈#(金线池)造成戏曲
冲突的误会"最终也未澄清* 此两剧都实际转换
了戏剧冲突的方向"收结勉强* (陈母教子) (绯

衣梦)收结无耐唱之曲"匆忙疲弱* 这些实,由当
日未尝重视此事-*-.5

从戏曲史角度考察"这些问
题在早期高文秀'郑廷玉'马致远等人的杂剧和
(张协状元)(错立身)等戏文中大都存在"表明当
时戏曲家对于情理逻辑完整性与人物性格统一性

的认识尚未明晰"与今天有历史发展和时代鉴赏
的差异* 但王国维对(窦娥冤) (救风尘)等剧评
价极高!,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
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 剧中虽有恶人交
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
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 亦无愧色也*
3445如武汉臣之 (老生儿)'关汉卿之 (救风
尘)"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宁较后世
之传奇"有优无劣也*- $王国维 %&&可见王国维
的认识相当辩证*

王国维评曰!,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
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王国维 X#&关汉卿杂剧结构艺术"创制杰构"佳
作层出"聚焦现实题材"情节曲折委婉"场上声情
并茂"脚色分派妥帖"特色鲜明"贡献巨大"示范垂
则"影响深远"亦为元人第一*

以亚里斯多德(诗学)为代表的西方戏剧结
构理论"主要关注戏剧情节和戏剧动作"十分深
刻"但中国古代戏曲具有诗剧性质"作品结构具有
多层面'多维度的丰富内涵"呈现出汉民族戏剧的
鲜明特色* 晚近以来"王季烈'王国维'许之衡'吴
梅等前辈对此已作了深入研讨* 因此"以关汉卿
杂剧结构艺术为典范"我们不仅要关注题材'情
节'动作'编剧手法等戏剧结构的共性要素"而且
要重视剧情配套'排场派脚等民族戏剧结构的特
有要素"并深入认识共性要素在中国古代戏曲中
的特殊表达"这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结
构理论极有意义*

注释"8/#%(#

! 另(孟良盗骨)(风流孔目春衫记)(唐明皇哭香囊)三

剧存有残曲* 脉望馆钞校本(山神庙裴度还带) (刘夫人

庆赏五侯宴)(尉迟恭单鞭夺槊)均题关汉卿"学界已有考

辨"一般认为前者当属贾仲明"后二种宜入无名氏* (鲁

斋郎)'脉望馆钞(古名家杂剧)属无名氏"此从(元曲选)*

" 罗锦堂(元杂剧本事考)以(鲁斋郎)入无名氏作品*

$罗锦堂 %Z&*

# 参刘新文! (0录鬼簿1中历史剧探源)$天津! 南开大

+X$+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学出版社"$X%X 年&"第 ('%(% 页#(神怪爱情公案诸戏探
源)$北京! 学苑出版社"$XX% 年&"第 '%& 页*
$ 俞为民!,南戏(拜月亭)考论-"(文学遗产)'$(##'&!
Y#%%Z*
% (绯衣梦)现存(古杂剧)和(古名家杂剧)本"第三折都
止于钱可令人寻访罪犯"仅有科白"第四折则有两套* 邵
曾祺(考略)认为当以茶三婆所唱套曲属前"第三折止于
捉拿裴炎到案* $邵曾祺 $Y&*
( 参许建中! (明清传奇结构研究) $郑州! 中州古籍出
版社"$XXX 年&"第 'X%ZZ 页*
) 前四剧用元刊本"原均未标署宫调"近人整理本多予校
补"此据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次八剧用(元曲
选)本#再次二剧用脉望馆钞本#后一剧用(古杂剧)本*
* 此标明出处'宫调'唱者",dd-表示前后曲辞不同韵*
+ (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古杂剧)本'息机子本均作
,这厮每扮南戏那-"(元曲选)本删,南-字*
, (紫云亭)第四折末有!鹧鸪天"词与七言四句诗各一
首"与赠曲无关"不予统计*
-./ 原本未署后二曲唱者* 据!后庭花"曲辞"当为外末高
力士所唱*
-.0 王国维(古剧脚色考)!,盖宋元以后"男可装旦"女可
为末"自不容有合演之事* 或据宋六嫂事"谓元剧有男女
合演者"殆不然也*- $参见王国维! (王国维戏曲论文
集)*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X%Z 年"第 $XX 页&教坊承
应"或,各自为曹-#但民间戏班'家庭戏班"势必男女合
演* 考之元杂剧(蓝采和)'戏文(错立身)"其事甚明*
-.1 (哭存孝)李存信"第一折称冲末"第四折又称净* 此
仅有脉望馆钞本"无从检校*
-.2 裴炎注,邦老-"但净旦扮裴妻"可知当由净扮邦老裴炎*
-.3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
则有悲剧在其中* 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 (西蜀梦)
(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
终亨之事也*-$%&&郑振铎于 $X'% 年方得(脉望馆钞校古
今杂剧)(Z(种"故王国维在 $X$(年著述时未及(哭存孝)*
-.4 钟林斌(关汉卿戏剧论稿)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X%" 年&注意到关汉卿对于前代叙事艺术的传统继承"但
仅从,关汉卿的喜剧艺术与元以前的调笑技艺传统的联
系-一节着眼"略嫌简率*
-.5 参见王国维! (宋元戏曲考)"第 %& 页* 这只是技术分
析"而他在 $X#Z 年(0红楼梦1评论)中所说则简明深刻!
,善者必令其终"而恶者必罹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
特质也*-引自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 南开大
学出版社"$X%& 年&"第 %&$%&( 页*

引用作品"9/):(;"#%0#

梁沛锦"波多野太郎! (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 横滨! 横

滨市立大学"昭和四十六年$$XY$ 年&*
3B=C.8" O1=*=." C.2 SC)C.7" DC<m0 @"/"*)$-"/.3 %-"

SE(/%(3> =* 4̂ .0O4*3 F*3_(3>0\7I76CHC! \7I76CHC
]/.=3=ECGR.=F1<+=)9" $XY$05

罗锦堂! (元杂剧本事考)* 台北! 顺先出版公司"$XY"年*
3B/7" Q=.)C.8083 [3U"/%(>*%(.3 (3%.%-"Y)(>(3*#!%.)+(3

P4*3 6+3*/%+=* 4̂ 6)*C*/0DC=E1=! ?6/.J=C. O/>G=+6L
=.8;70" B)2" $XY"05

邵曾祺! (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
社"$X%& 年*

3?6C7" 51.8b=08X)("0[3U"/%(>*%(.3 (3%.%-":*%*#.>4".0%-"
5.)%-")3 =* 4̂ (3 %-" P4*3 *3& A(3> 6+3*/%("/0
561.8,67/! 567.8,67/ A.3=1.) U77I+ O/>G=+6=.8
S7/+1" $X%&05

王钢! (0录鬼簿1三种校订)*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XX$ 年*

3MC.8" VC.80,-)""S&(%(.3/.0B/8/=>/0561.8,67/!
567.8,67/ A.3=1.)U77I+O/>G=+6=.8S7/+1" $XX$05!

王国维! (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 北京! 中
国戏剧出版社"$X%Z 年* $%$$X*

3MC.8" V/7K1=08,"E%4*#!%4&+.0:-(3"/"YG")* 6)*C*/
(3 %-"!.3> *3& P4*3 6+3*/%("/?1*3> O4.7"(6)*C*/
S//*+/0U1=*=.8! ;6=.CD61C)<1O<1++" $X%Z0$ $$X05

徐沁君!,关汉卿小传-"(元曲四大家名剧选)* 济南! 齐
鲁书社"$X%Y 年* &%$%*

34/" a=.*/.0,AU<=1@U=78<CE697@V/C. SC.b=.8-09.4)
9*C.4/6)*C*/.0P4*3_40Q=.C.! a=G/ O<1++" $X%Y0
& $%05

朱权! (太和正音谱笺评)"姚品文点校笺评* 北京! 中华
书局"(#$# 年*

356/" a/C.0:.CC"3%*)("/.3 ,*(-"=-"3>+(3 R40W20\C7
O=.K1.0U1=*=.8! 567.86/CU77I ;7HEC.9" (#$#05!

臧懋循! (元曲选)* 北京! 中华书局"$X%X 年*
35C.8" ]C7J/.083 83%-.#.>+.0\/C. 5C*/0U1=*=.8!

567.86/CU77I ;7HEC.9" $X%X05
郑骞! (北曲新谱)* 台北! 艺文印书馆"$XY' 年*
3561.8" a=C.05"7 !$.)"/.0X"(_40DC=E1=! \11M1.

O/>G=+6=.8;7HEC.9" $XY'05
%%%! (北曲套式汇录详解)* 台北! 艺文印书馆"$XY'年*
3561.8" a=C.08:.CG)"-"3/(U"833.%*%(.3/%.X"(_4 !4(%""

DC=E1=! \11M1. O/>G=+6=.8;7HEC.9" $X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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