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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元杂剧，中国元代戏曲艺术。
以宋金杂剧为基础，融合唐宋以来的音乐、说唱、舞蹈等伎艺而形成。
由于用北方曲调演唱，又称北曲或北杂剧。
中国文学史上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元曲，实际上还包括散曲，并不专指元杂剧。
宋元南戏与元杂剧的形成，是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
　　形成与兴起：元杂剧的形成与兴起，有着政治、经济和戏曲艺术本身的诸多因素，如民族矛盾和
阶级矛盾的空前激烈，使不少富于反抗性的剧目应运而生；大都、真定、平阳等北方都市工商业的发
展，为元杂剧的演出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随着都市的繁荣，特别是宋代众多的勾栏瓦舍，容
纳了各种品位的艺术在一起演出，更有利于作为综合性艺术戏曲的发展和成长。
众所周知，金院本为元杂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主要表现在：①元杂剧继承了金院本戏台的演出形
式，由上、下场门出入，确定了中国戏曲独有的上下场的连场形式。
②在金院本脚色分行基础上，扩充为旦、末、外、净、杂，而旦、末的分行更细，以正旦、正末主唱
，而净仍保存着发科打诨的特色。
③元杂剧发展了金院本的表演伎艺。
如武行的筋斗，花面脚色的打诨等等，提高了演出质量。
④元杂剧的面部化妆和服饰，与金院本几乎一致，最近几年在山西出土的金代墓葬中的戏俑，作了有
力的证明。
元杂剧是汲取了众多的伎艺，包括杂技、歌舞、北方俗谣俚曲，特别是吸收了诸宫调、唱赚的联套优
点，在继承宋杂剧、金院本戏台演出经验的基础上，兼容并蓄而形成的。
　　表演与演员：唱、云、科三者构成了元杂剧表演艺术核心。
唱即歌唱，除由一个脚色从头唱到底外，还有脚色不变，主唱人物可换，这叫做改扮或倒扮，约占1
／3。
一人主唱可集中力量刻画主要人物，使之形象鲜明。
云即宾白，由于唱为主，白为宾，故曰宾白。
可分诗对宾白、教语宾白及类似顺口溜的宾白等，语言质朴，长于叙事。
科，包括的内容较为广泛：①做工，元人称手儿 ，后世称为身段 ，如做悲科、做拔斧砍旗科。
②武功，如筋斗、抢背、刀枪剑戟之类的功夫，多为做战科、混战科。
③剧中穿插的歌舞，如《梧桐雨》剧中的做舞科、魔女作歌舞劝酒科，因有表演动作，故列入科内。
④效果，如雁叫科、内傲风科，当时没有效果一词，所以也包括在科中。
⑤检场也放在科里，想来元杂剧没有专职检场，由零碎脚色兼作，如做掇桌儿科、卒子做托砌末上科
等，但主要内容还是做工和武功两个方面。
元杂剧的科和南戏的介一样，基本上是通过多种多样的身段动作，虚拟地反映生活，而且与砌末结合
，虚实相生；同时，又具备了一定的程式性，尽管还不够完善，但为中国戏剧别具一格的表演艺术奠
定了基础。
　　元代戏曲艺人：一般称为路歧，意即冲州撞府，走南闯北，到处流浪，以演戏为生。
或叫散乐、行院、乐人，名称颇多，其实则一。
他们大都过着贫穷的生活，受尽凌侮，有的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娱乐品，召进宫廷，属于教坊，名隶乐
籍。
仅据《青楼集》一书的记载，一个戏班中女演员有100多人，男演员30余人，戏班又多，演员之盛可想
而知。
他们都有固定的演出场所，或在勾栏，或在庙台；只有农村的业余社火，不在此例。
专业艺人还有分工，有的专攻一个脚色或两种脚色，特别一些艺人既会演戏，又会写剧本，如红字李
二、花李郎等。
《黑旋风》、《武松打虎》、《薛仁贵》等剧目，就出自艺人之手。
　　作家与作品：中国戏曲史上有作者可考的剧本始于元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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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以前的杂剧和院本，《武林旧事》著录宋官本杂剧280本，《辍耕录》录有金院本689种，但没有
一部剧本流传下来 。
元杂剧则不同 ， 据现存资料不完备的统计，在不到100年的元代，有姓名可考的杂剧作家大约有200人
左右，有记载可查的杂剧剧本约有730～740种。
这些数字远远不能反映元杂剧创作的实际，因为佚名的作家和失载的剧本尚不止百、千。
然而能看到的元杂剧剧本只有208种，连残曲29种，也不过是237种。
　　衰微与影响：元杂剧衰微的直接原因是戏曲中心的南移，原在南方流行的戏曲吸收了北杂剧的长
处，而且突破了杂剧一本四折、一人主唱的局限，用南曲演唱，受到人们的欢迎，使北杂剧无法与之
抗衡；本身的原因则在于元末明初的杂剧作品缺乏反封建的战斗精神，明初的杂剧更逐步进入宫廷的
狭小天地，从内容到演出，愈来愈与人民群众疏远，元杂剧的衰微，成了历史的必然趋势。
　　元杂剧的历史作用并没有随着它的衰微而消失，其部分优秀剧目长期活跃在戏曲舞台上，表演艺
术和创作经验也为后来的演员和作家所继承，它和宋元南戏一起奠定了中国戏曲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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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苦命的窦娥三岁丧母，七岁时生活拮据的父亲窦天章，一则为了上京赶　　考，二则因借了蔡婆
婆的高利贷无法偿还，只好将窦娥送给蔡婆婆做童养媳　　，自己上朝应举。
十七岁时，窦娥结婚成亲，不料不到二年，丈夫又撒手人　　寰。
寡居的婆媳俩靠利息相依为命。
蔡婆婆在一次催讨债务的过程中，差点　　被居心叵测的赛卢医勒死。
救下蔡婆婆的是无赖张驴儿父子。
凭借这一点，　　张驴儿父子强行住进蔡婆婆家，要分别娶她们婆媳。
由于窦娥的坚决反对，　　事情暂时搁下来。
贼心不死的张驴儿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他从赛卢医处买　　来毒药，想毒死蔡婆婆，强占窦娥为妻
。
不巧的是，由于阴差阳错，张驴儿　　的父亲反被毒死。
于是，张驴儿在窦娥坚决不顺从他的情形之下，将窦娥以　　“药死公公”为由告到官衙。
审判案件的官员昏庸之至，竞将窦娥屈打成招　　。
临刑前，窦娥许下三桩誓愿：血飞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其后桩桩　　应验。
窦娥死后三年，官拜参知政事的窦天章，前来当地体察滥官污吏，窦　　娥的冤魂将真情向父亲诉说
，于是真正的凶手受到严惩。
　　剧中主要人物(人名之后括注者为剧中角色名)：　　窦娥(正旦)：三岁丧母，七岁失父，十七岁
成亲，十九岁丧偶，二十岁　　时冤死。
短暂的一生中，苦难无处不在。
她临刑前的三桩誓愿成为后世文学　　作品中常用的典故。
　　蔡婆婆(卜儿)：高利贷经营者，窦娥的婆母。
正是她的软弱招致了窦娥　　的杀身之祸。
　　张驴儿(副净)：居无定所的无赖。
因有恩于蔡婆婆，便生非分之想，妄　　想强娶窦娥为妻。
窦娥不从，他便设计陷害，致使窦娥被冤枉而死。
　　窦天章(冲末)：窦娥之父。
与女儿分别后，上京应试，一举及第，官拜　　参知政事。
由于蔡婆婆迁走他乡，再未与女儿取得联系。
窦娥屈死三年之后　　，他到当地体察民情，为女儿平冤昭雪。
　　赛卢医(净)：庸医一个，企图为谋财而勒死蔡婆婆，未果。
　　桃杌(净)：楚州太守，昏庸之至，在没有证据的情形下，仅凭张驴儿的　　一面之辞，竞将窦娥
问成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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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绾结说来，元代社会的政治斗争，城市经济的繁荣，各种民间文学艺术　　提供丰富的养料，戏
曲艺术形式进一步发展，很多剧作家和艺人共同努力，　　以及广大观众的支持，都是促成元杂剧兴
盛的因素。
　　——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　　中国真正的戏剧，始自元代的杂剧。
杂剧的产生，在中国的戏曲史上，　　成为一个新纪元。
但这种杂剧，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一两个天才作家　　所创造出来的。
它是在前代各种讲唱文学和舞曲歌词的基础上，在民间渐渐　　演化而成的。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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