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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源远流长、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中，有两个要项值得关注：一是体裁，一是题材。
体裁关乎形式，题材关乎内容。
诗、词、文、赋、小说、戏曲等，属于体裁的范围；而送别思归、边塞征旅、山水田园、咏史怀古、
才子佳人、负心婚变、神仙道化、英雄传奇、神魔志怪、世态人情、公案侠义等，都属于题材的范围
。
体裁与题材又是紧密相关、相互为用的。
一方面，独特的题材往往会导致旧体裁的变易，甚至新体裁的产生；另一方面，特定的体裁也必然会
对其所表现的题材形成制约，并影响其风格特点无论是体裁，还是题材，受不同时代文化精神、美学
追求的影响，都有一个发展流变的过程，并在某一历史时段达到顶点，成为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和主题
。
先秦时期，四言诗、骚体赋和散文独步文坛；两汉以还，散文、乐府、五七言诗与各体赋代有变化；
发展到唐宋，诗与词成为最受人瞩目的文体样式。
降及元明清，戏曲与小说勃兴，双峰并峙，平分秋色。
近人王国维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
，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宋元戏曲考·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在中国文学演进的历史过程中，伴随着体裁的变化，各类题材也日渐成熟、丰富，几乎涉及社会、政
治、人生、自然的各个方面。
而每类题材，不仅各有其鲜明的特点，还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
以诗、词而论，边塞征旅诗在盛唐时期最为昌盛，咏史怀古诗则在中晚唐大行其道，北宋时期的词作
多吟唱情爱相思，到了南宋，抒发悲愤壮烈的爱国情怀便成了词作的一大特点就总体来看，“诗庄词
媚”则可视作诗词两种文体风格的基本分野。
而如果变换视角，调整思维，就可以发现：题材与体裁、风格、时代不仅紧密关联，而且各类体裁、
题材都是可以作为专题展开论述，构成若干部文学小史的。
而从文学的体裁和题材人手，也不失为一种了解各体各类文学特点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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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中国古代文学分类选讲”系列教材之一，是一部以全面介绍和解析中国古代（元、明、
清）戏剧为主旨的专门教材。
本书将元明清戏剧分为人情世态、历史风云、才子佳人、公案传奇、负心婚变、豪侠英雄、时事政治
、神仙道化八大类，各列一章，每章都有对本类题材作品的综论，同时对代表性作品有深入解析。
另外，本书在正文的右侧添加批注，或补充正文内容，或提示本段文字的主旨，既起到了提纲挈领、
画龙点睛的作用，也使全书的整个版面更加灵活。
书稿中安排的插图也使版面更显优美灵动。
　　本书既适用于高校中文系和校级通识课程的教学，也可作为文史爱好者了解中国古代戏剧作品的
鉴赏性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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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情世态剧　　在元明清戏剧中，有不少着力于以家庭生活为背景，通过日常生活的细
致描绘，表现个人与家庭（族）、与社会制度，乃至与社会伦理之间种种矛盾冲突的作品，这就是人
情世态剧，或简作世情剧。
　　关于人情世态剧，大体说来，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情况：一种是世情描写间杂于剧中，但全剧
却非通体写世情或以世情为旨归，姑且称其为广义世情剧；一种则纯然以描写家庭日常生活取胜，以
世态人情来揭示某种现实关怀的作品，是为典型的（亦即狭义的）人情世态剧。
以元杂剧为例，《赠绨袍》（高文秀）、《贬黄州》（无名氏）、《冻苏秦》（无名氏）等属于前者
；而《看钱奴》（郑廷玉）、《老生儿》（武汉臣）、《东堂老》（秦简夫）等，则属于后者。
　　第一节　人情世态剧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演进流变　　我们知道，元代科举时行时止，始终未
成为士人仕进的主要渠道，元代士人断绝了科举晋身之阶，“士失其业，志则郁矣”，他们中的许多
人不得不绝意仕进，流连于市井间，与民间艺人相结合，从事于杂剧创作与演出活动。
他们熟悉市井生活，了解市民的审美趣味与好尚，因而在创作中能按摸到民间脉搏，展示活生生的人
情世态以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众生相。
“这种世俗文学的审美效果显然与传统的诗词歌赋，有了性质上重大差异，艺术形式的美感逊色于生
活内容的欣赏，高雅的趣味让路于世俗的真实”——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对于宋明话本的这个评
价，同样适于元杂剧艺术。
宋元之际中国文学思潮的这一转捩，或称文学思潮的这样一种变革，既为人情世态剧的创作开辟了广
阔的视野，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精神气候和文化土壤。
　　始于宋代的理学，到了元代被奉为官学，其对文学的影响，情况相当复杂：一方面，它对不同文
体类型的影响程度明显不同，一般说来，对散文影响较大，词章次之，俗文学更次之；另一方面，理
学的纲常论中又有一些适于表达民族情绪的东西，元初儒士在草原文化的猛烈冲击之下，以维护汉民
族的宗法观念与伦理思想为己任，意欲接续中原传统文化，对所谓“纲常松弛”、“世风日下”的局
面进行匡正。
应该说，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它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特定的心理趋势。
就杂剧创作而言，则表现为通过对家庭（家族）日常生活的描写，宣扬汉民族的传统伦常观，并在其
中曲折而又隐晦地寄寓着民族意识。
这在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郑廷玉的《疏者下船》以及佚名作品《抱妆盒》等世情剧，乃至在马致
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等历史剧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反映，这也因为家、国在古代一
直是互为表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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