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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虽然 蒙元时期战乱频仍 ，元代散 曲杂剧却诞 生并繁 荣于此 时。东平地 区有着相 对稳 定的社 

会环境和繁 荣的文化教 育事业 ，加之得 天独厚 的历 史机遇 ，东平 杂剧发展成 为元代 杂剧 的源头之 一 ，并构 

成 了元 杂剧 的繁 荣和 传 播 的 重要 组 成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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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元 杂剧 在 东平 的 孕 育 

蒙元 时期 世 侯 严 实 家 族 主 政 东 平 行 台 ，施 行 发 展 生 

产 、涵 养 民力 的政 策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恢 复 丁 东 平 境 内 的 社 

会生产 ，使东平地区 商贸活动发达 ，人 口迅速增加 ；通 过兴 

办东平府学 ，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吸引 了众多金末 文士 ，使 

东平成为当时中原 的文化 中心。南宋太后 降元后 北 上路 

过 东平 ，曾称 赞 “此地 风 俗甚 好 ，商 旅 辐 辏 ，绢 绵 价 极 贱 ，一 

路 经 过 ，为此 惟 最 ”．Ij。 

金汴京陷落后 ，太常乐师大多流寓东平 。衍圣公孔元 

措 奉 窝 阔 台汗 之 命 ，收集 散 亡 各 地 的 “亡 金 知 礼 乐 旧 人 并 

其 家 眷徙 赴 东 平 ”，并 由 严 实 父 子 安 排 在 东 平 府 学 内 加 以 

管理 ，经常排演金代宫廷乐舞登歌乐以备 贡奉汗廷 。至元 

三年东平曾奏请“太 常登歌乐器乐工已完 ，宫悬乐 、文武 二 

舞 未 备 ，凡用 人 四 百 一 十 二 ，请 以 东 平 漏 籍 户 充 之 ”，L 2】可 

见 当地 以音 乐 为 业 的 乐 户 颇 多 。汇 聚 了 当 时 中原 各 地 音 

乐 人 才 的宫 廷 礼 乐 ，长 期 驻 留 东 平 十 余 年 ，有 力 地 推 动 了 

当地 音 乐 和 戏 曲艺 术 的繁 荣 。 

《元史 ·礼乐志》记述太常乐工所奏曲有 [新水令 ]、[沽 

美酒 ]、[太平令]、[袄神急 ]、[水仙子 ]、[青 山口]、[金 字西 

番经 ]等 ，均为存世元 曲中常见曲牌 ，这 已经 透露出在东平 

的宫 廷 礼 乐 和 民 间 杂 剧 兴 起 之 间 的 消 息 。 胡 祗 通 说 道 ： 

“乐音与政通 ，而伎剧亦 随时所 尚而 变。近代教坊 院本 之 

外 ，再变而为杂 剧。”i3]《辍耕 录》也说 “金有 院本 、杂剧 、诸 

宫调 ；院 本 、杂 剧 其 实 一也 。 国朝 院 本 、杂 剧 始 厘 而 二 之 ”， 

都隐约说到 了元杂剧 的兴起与宫廷教坊音乐的渊源。 

严 氏父 子都 是 散 曲 杂 剧 的 爱 好 者 。严 忠 济 还 有 两 首 

小令传世。E4]《青楼集》记演员聂檀香 以“姿色妩媚 ，歌韵 清 

圆 ，东 平 严 侯甚 爱 之 ”。东 平 幕 府 中的 杜 善 夫 、商 挺 等 人 均 

是 散 曲名 家 。 府 学 生 中 也 多有 创 作 散 曲 杂 剧 者 。严 实 部 

将 阎珍 曾设宴款待元好 问 ，席 问就 有 “乐籍亦 京 国之 旧”， 

“谈谑 问作 ，坐客无 不满引举 白者”；而 冠 氏赵 天锡 则 以军 

旅中 自律谨 严 ，令“倡优杂戏不得 至前 ”，为元好 问赞 赏。_5 

可见东平 上层人物对散 曲杂剧的喜好是相当普遍的。 

在 民间 ，元 人燕 芝庵 的《唱 论》曾提 到 ：“凡 唱 曲 有地 

所 ：东 平 唱 [木 兰 花 慢 ]，大 名 唱 [摸 鱼 子 ]，南 京 唱 [生 查 

子 j，彰德唱 [木斛沙 ]，陕西唱 [阳关 三叠 ]、[黑漆弩 ]。”在 

严实 主政初期大名 、彰德等地都隶于东平行 台辖 区。南京 

是指汴京 ，也毗邻东平 。可见东平及其周围地 区不但戏 曲 

表演发达 ，i而且各地 区还在曲牌上形成独有 的特色 。杜善 

夫 的套 曲《庄稼不识勾栏》中描绘 了民间戏班演 出的状况 ： 

门 口挂 有 类 似 海 报 的“花 碌 碌 纸 榜 ”，吸 引 了 人群 围 观 ，“不 

似那答儿 闹穰穰人多 ”，有人在招揽观众 ，入场要 购票 ，“要 

了二百钱放过 咱 ，入得 门上个 木坡 。见层层 叠叠 团 圆坐 ， 

抬头觑是 个钟楼模样 ，往下觑 的都是人漩 窝。见几个妇女 

向台上儿坐 ，又不是还 神赛 社 ，不 住 的擂 鼓 筛锣 。”l6J从他 

对 演 出 的描 摹 看 ，几 名 演 员 在 舞 台上 串演 ，有 歌 有 舞 ，正 是 

元 杂 剧 表 演 的基 本 状 况 。 

在《永乐 大典》中保存有南戏《宦 门子 弟错立身》，写金 

河 南府 同 知完 颜 寿马 与走 江 湖 的艺 人 王 金 榜 的 爱 情 故 事 。 

据 《录鬼 簿 》记 载 ，李 直 夫 、赵 文 敬 都 写 有 同 名 杂 剧 ，南 戏 当 

是据杂剧改编而 成 的。戏 中 有完 颜寿 马抛 弃功名 富 贵跟 

随戏班 冲州撞府 的情 节，女主人公 王金 榜 的身份是 “东平 

散 乐”。所谓散乐 ，当时专指 民间剧 团和演 员 。这 些描 写 

旁证 了东 平 杂 剧 已 经 外 出 流 动 演 出 ，影 响 波 及 到 附 近 地  

区 。 

在蒙元 时期的东 平 ，浓郁 的 民间演出传统 、相对 安定 

繁 荣 的社 会 环境 、良好 的 音 乐 艺 术 氛 围 ，加 之 上 层 人 士 的 

喜赏和提倡 ，为元代杂剧的孕育提供了丰沃 的土壤 和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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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分 ，能够使得一代文学之花盛开在东平地 区。 

二 、东 平散 曲杂 剧 作 家 群 体 

早 期 从 事散 曲杂 剧 创 作 的作 家 并 不 是 因仕 途 不 畅 、生 

活窘 迫 而 操 此 业 ，而 是 一 批 追 求 自在 洒 脱 的 生 活 境 界 、以 

文 自娱的文人 。邾经 《青楼 集序》所言 “我皇 元初 并海宇 ， 

而金 元 遗 民若杜 散 人 、白兰 谷 、关 已斋 辈 ，皆 不 屑 仕 进 ，乃 

嘲风弄月 ，留连光景”，正说出了他们率真本性 的心态和浪 

漫 风 流 的处 世 态度 。作 为 擅 长 声 律词 赋 的 文 士 ，他 们 加 入  

杂剧创作 队伍 后，能够 以 当行本色 取胜 ，使 通俗 的金代 杂 

剧脱胎换 骨 ，以附庸而蔚 为大 国，升华为有元 一代之文学。 

东平 名士和府学 学生 中就有 这样一批 文人 成为 元代 

散 曲杂剧创作的先行者。元人钟嗣成在至顺年 间撰 写《录 

鬼 簿 》，将 所 著 录 的 蒙 元 时 期 杂 剧 作 家 ，分 为 “前 辈 已 死 名 

公 才人 ”、“方 今 已亡 名 公 才 人 ”、“方 今 才 人 ”三 部 分 ，共 56 

人 。列 名 “前 辈 已死 名 公 才 人 ”的 作 家 中 属 于 东 平 地 区 的 

就有 ： 

杜 善 夫 散 人 ：即 杜 仁 杰 ，金 亡 后 客 严 实 之 门 ，不 屑 仕 

进 ，其 作 品被 誉 为“凤 池 春 色 ”。 

商政叔学 士：曹南 人 ，商挺 之叔 ，名衙 ，“字正 叔 ，滑 稽 

豪侠 ，有古人风”[ ，有小令 四首 、套数八首存世 。 

徐子方宪使 ，即徐琰 ，东平府学学生 ，散曲今存小 令 12 

首 、蟾宫 曲 1O首 ，套曲有《南宫一枝花》一首 。 

胡 紫 山 宣 慰 ，即 胡 祗 通 ，居 大 名 ，曾 任 教 于 东 平 府 学 ， 

存 世 11首 小 令 。 

张梦 符 宪 使 ，即 张孔 孙 ，从 元 好 问 学 ，以 文 学 知 名 ，通 

晓音 律 ，曾任 奉 礼 郎 ，管 理 东平 宫 廷礼 乐 。 

王继学 中丞 ：即王士熙 ，曾与虞集 、袁桷 等唱和 ，“论者 

比之唐岑贾 、宋 杨刘 ，为 有元 盛世 之 音 。”l8 J其 散 曲《塞鸿 

秋 》四 阙 ，一 时传 唱 。 

曹 子 贞 学 士 ：即 曹 元 用 ，汶 上 人 。 游 京 师 ，得 阎 复 奇 

赏 ，同清河元明善 、济南张养浩 ，号为“三俊”。 

王 和 卿 ，大 名 人 ，与 关 汉 卿 友 善 ，为 人 滑 稽 佻 达 ，工 散 

曲 。现 存 小 令 2l首 ，套 数 一 曲 。 

梁进 之 ，《录鬼簿 》称 他“与关 汉卿 世交 ”。作 杂剧《东 

海 郡 于 公 高 门》、《赵 光 普 进 梅 谏 》。据 《中 州 启 札 》载 杜 善 

夫 《与 杨 善 卿 书 》，知 梁 为 杜 的 妹 夫 ，也 是 与 东 平 有 关 的 杂 

剧 作 家 。 

入 元后 科 举 长期 停 废 和 仕 途 的不 畅 ，使 得 更 多 文 士 将 

精力转 向杂剧创作。“士失 其业”虽不是 最初 产生元 杂剧 

的原 因，却促成了更多文 人与 杂剧创作 的结 合 ，成 为元杂 

剧 迅 速 繁 盛 的催 化 剂 。在 东平 后来 的杂 剧 作 家 中 ，就 有 多 

位 是 府 学 学 生 和 低 级 官 吏 出 身 的 ： 

高文秀 ，东平府 学生员 ，被 称 为“小汉卿 ”。他创 作 了 

大量 的杂 剧 作 品 ，存 目有 三 十 四种 。现 存 杂 剧 五 种 ：《黑 旋 

风双献功》、《保成公径赴渑池会》、《须贾 大夫谇范叔》、《刘 

玄德独赴襄 阳会》、《好酒 赵元 遇上皇》，还存有 《周瑜 谒鲁 

肃》第二折 曲文和 散 曲《惜 花 春起 早》一 套。贾 仲 明写 的 

《吊词 》称 赞 他 “除 汉 卿 一 个 ，将 前 贤 疏 驳 ，比 诸 公 么 末 极 

多 。” 

张 时起 字 才 英 ，东 平 府 学 生 员 ，后 居 长 芦 。 他 与 高 文 

。 

秀年 辈相近 ，有 同窗之谊 ，曾创作 杂剧《昭君出塞》，轰 动一 

时。有存 目三种《霸王垓下别虞姬》、《赛 花月秋千 记》、《沉 

香 太 子 劈 华 山 》。 

顾仲清 ，东平人 。据《吊词》“唐虞之时庆 元贞 ，高士东 

平顾仲清 ，泉坊掌印 为司令 ”，可知他活动 于元贞年 间。作 

杂剧《荥阳城火烧纪信》、《知汉兴陵母伏剑》，皆佚 。 

张寿卿 ，东平人 ，《吊词》赞道 “浙 江省掾 祖东平 ，蕴藉 

风流张 寿卿 。《红梨 花》一 段文 笔盛 ，《花三 婆》独 自胜 ，论 

才隋压倒 群英 ，敲金 句 ，击 金声 ，振 动神 京。”《红 梨花 》存 

世 ．全 称《谢 金 莲 诗 酒 红 梨 花 》，确 是 元 曲 中 的佳 作 。 

赵 良弼字君卿 ，东平 人。钟嗣成 说他“风流蕴藉 ，开怀 

待 客 ，人所 不及 ”，“经 史 问 难 、诗 文 酬 唱 及 乐 章 小 曲 、隐 语 

传奇 ，无不穷竟”。作品存 目《春夜梨花雨》。 

陈无妄字彦实 ，钟嗣成称“与余及君卿 (赵 良弼 )同舍 ， 

性资沈重 ，事不苟简”。他“乐府甚多 ，惜乎不甚传 也”。 

李显卿 ，东平 人 ，“自幼 粗 涉书 史 ，酷 嗜隐 语 ，遂通 词 

章 ”，所 作 散 曲数 量 “四百 乐 章 称 是 ”。 

康进 之 ，棣 州人 ，作 有 《黑 旋 风 负 荆 》、《黑 旋 风老 收 

心》，前者存世 。孙楷第 于《元 曲家考略 》考证 他 可能与东 

平府学教官康 晔(字显 之 )为兄弟辈 。 

王修 甫 ，不见于《录鬼簿 》，见 于《阳春 白雪 ·姓 氏》篇。 

《元曲家考略》称 他是 东平人 ，生于 金末 ，至元年 间与恽 公 

孺 同在东平 ，散 曲有《春闺梦好》、《阙盖荷枯》等。 

宫天挺 ，字大用 ，大名开 州人 ，著有 《范张鸡 粟》，是抒 

发 文人不得仕进郁 闷之气 的代表作。 

陈宁甫 ，亦作定甫 ，名不祥 ，大名人 ，作 杂剧有名。 

李 好 古 ，东 平 人 (一 说 西 平 人 )，至 正 初 官 南 台 御 史 。 

《吊词 》称 “芳 名 纸 上 百 年 图 ，锦 绣 胸 中 万 卷 书 ，标 题 尘 外 三 

生簿 ，《镇 凶宅 赵太 祖》、《劈 华 山》用功 夫 ，《煮全海 张 生》 

姑 ，撰 文李好古 ，暮景桑榆 。”今仅存《张生煮海》一本。 

白朴 ，被 誉 为元 曲 四 大 家 之一 ，七 岁 时 遭 壬 辰 之 难 (金 

汴京 失 陷 )与 父 白 贲 失 散 ，由元 好 问 携 之 北 渡 东 平 ，数 年 

后 。贲 北 归 ，白朴 与 之 相 聚 后 才 离 开 东 平 。 白朴 的 少 年 时 

代是在东平 的音 乐氛围和 文学熏 陶中度过 的 ，这段经历对 

他 以后的杂剧创作 有着 不可忽视 的影 响。 

虽 然 东 平 杂 剧 发 达 ，但 演 员 们 身 份 低 微 ，其 行 止 往 往 

疏于记载。夏庭芝《青 楼 集》谈 到院 本时说 ：“国初 教坊 色 

长魏 、武 、刘 三人 ，魏 长于念诵 ，武长于 筋斗 ，刘 长于科 泛 ， 

至尽行之 。”据《辍耕 录》记载 ，魏名字不详 ，武 即武光 头 ，刘 

即刘 耍 和 。他 们 所 擅 长 以 表 演 为 主 的 院 本 ，在 当 时影 响 很 

大 ，《错立身》的戏文 里就提 到他们 。高文 秀著 《黑旋 风敷 

衍刘耍和》，似乎就是调侃 刘 耍和之 作 ，杜 仁杰 的《庄 稼不 

识勾栏》里也有 “前截 儿 院本 调 风月 ，背后 么 末敷 衍刘 耍 

和”之句 。而作杂剧《宦 门子弟错立身》的赵 文敬 ，彰德人 ， 

也 曾任教坊色长 。《录 鬼簿》中杂剧 作家 花字李 二 和花李 

郎俱 是 刘 耍 和 的女 婿 。联 系 长 期 存 在 于 东 平 的 宫 廷 礼 乐 ， 

身为教坊色长的魏 、武 、刘 三人 、赵 文敬 、花字李 二 和花李 

郎极 可 能 曾生 活 于 东 平 一 带 。 

三 、东 平 杂 剧 的 传 播 

忽 必烈建立 元朝后 ，开始采 纳 中原 官制治 国 ，长期流 



寓东平 的文 士们 纷纷被延揽进 入政府 ，东平 的宫 廷礼乐也 

相继迁入大都。到至元 十 三年 ，由于近畿 乐 户逃亡 太 多 ， 

中书省征召全部 东平 乐工 著籍大 都 。东平 的文人 和乐工 

将东平杂剧带 到 了大 都 ，汇 同来 自其 它地 区 的杂剧 艺术 

家 ，开创 了元杂剧在大都的黄金 时代 。 

元 大都建成 后 ，由于蒙古统 治者 的奢靡 生活 ，各 国使 

臣商贾 云集 ，发展成一座带有浓厚 的商业气 息和繁荣 的艺 

术活动的城市 ，集 中了当时北方 的众 多优 秀杂剧作 家和艺 

人 ，时人 黄文 仲描摹 道 “华 区锦 市 ，聚四海 之珍异 ；歌棚 舞 

榭 ，选九州之张 芬。”_9 东平 文 士也纷 纷 来到 大都 ，促进 了 

大都杂剧 的繁荣 。如王和卿到大都后 ，“赋《醉 中天》小令 ， 

由是其名益著。汉卿与之善”_l 。梁进之 曾任大 都警巡 院 

判，“与关汉卿世交”。胡祗 通的《紫山大全集》中有多篇关 

于杂剧 的文章 ，并作 小令赠 乐妓 朱 帘秀。王恽 曾作 《乐籍 

曹氏诗 引》称大都歌 妓曹锦 秀 ，才色 靓丽 ，风 韵 闲雅 。|lIl高 

文秀被 大都人称作 “小汉卿”，表 明他必定是通过 其杂剧在 

大都的搬演而博得令誉 。 

元 灭 南 宋 ，统 一 了 整 个 中 国 ，消 除 了 长 期 阻 断 南 北 文 

化交流的政治障碍 。至元 二 十六年 ，会通 河开凿 完毕 ，使 

中断百余 年的运河运输得 到恢复 ，东平成 为沟通南北 的水 

陆 交 通 要 道 ，一 时商 贾 云集 东 平 ，舟楫 水 运 ，往 来 不 绝 。 马 

可波罗记载道“这 是一个雄 伟 壮丽 的大城 市 ，商 品 与制 造 

品十分丰盛⋯⋯大河 上千 舟竞发 ，舟楫 如织 ，数 目之 多简 

直令人难 以置信 。⋯⋯只要 观察河 上 的船舶 穿梭似 的往 

返不断 ，运载着最有价 值商 品 的船 只 的数量 和吨位 ，确实 

就会使人惊讶不 已。”H2] 

大都和东平 的杂剧 也 随着人们 的经 济和 文化 交往 向 

南流传 ，关汉卿 、白朴 、马致远 、郑光 祖等 杂剧大 家 先后活 

跃在建康 、扬州等地 。东平籍作家 的身影也频 频 出现在 江 

南 ，他们或仕宦为官 、为掾吏 ，或 出任儒学 教授 、书 院山长。 

张孔孙 曾“佥汴 省 ，分 治扬 州 ”，多与 江 南 文人 唱 和 ；徐 

琰 ，曾历官南 台中丞 、江浙 参政 、浙西廉 访使 ，在杭 州宋 太 

学故址建西湖 书院 ，因“有文学 ，东南人 士重之 ”_1 ；张时起 

后来徙居长芦 ；顾 仲清 曾在泉 坊掌 印为 司令 ；张 寿卿也 曾 

为浙江省掾吏 ；赵 良弼补嘉兴 路吏 ，后迁调杭州 ；陈无妄补 

衢 州 路 吏 ，后迁 婺 州 ，升 浙 东 宪 吏 ，调 福 建 道 ；李 显 卿 因 其 

父 亲 为 浙省 掾 而 居 于 杭 州 ；李 好 古 至 正 初 官 南 台 御 史 ；宫 

天 挺 除 钓 台 书 院 山 长 ，最后 卒 于 常州 。 这些 东 平 作 家将 散 

发着浓郁北方气 息的东平 杂剧带 到江南 ，使 杂剧与南戏 融 

合 ，开创 了元杂剧 的 又一个 高潮时期。 

另外 ，在 丰富杂剧 题材方 面 ，源 自东平 的水浒戏 在元 

杂剧 中占有重要 地位。东平 ，宋时称 郓州 ，隶京 东西路 ，宋 

江等 人 就 是 活 动 在 附 近 地 区 ，水 浒故 事 发 源 于 此 是 顺 理 成 

章的。在元杂剧存 目中描写水浒题材的剧 目有 十多种 ，有 

《黑旋风双献功》、《黑旋 风斗鸡会 》、《黑 旋风诗酒 丽春园》、 

《黑旋风穷风月》、《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黑旋 风乔教学》、 

《黑旋风敷衍刘耍和》、《黑旋风负荆 》、《黑旋风 借尸还魂》、 

《黑旋风乔断案》、《黑旋 风老 收心》、《板踏 儿黑 旋风》、《都 

孔 目风雨还牢末 》、《同乐 院燕 青搏 鱼》、《鲁智深 喜赏 黄花 

峪》、《争报恩三虎下 山》、《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可见当时 

有 不少作 家倾 注精 力写作水 浒戏 。高文 秀的《黑旋风双献 

功》和康进 之的《黑 旋风负荆》被吴梅先生誉 为元代 水浒戏 

的双璧。水 浒剧 目多以东平及 附近地 区为故事 背景 ，以戏 

曲 作 品创 作 的 规 律 来 看 ，这 一题 材 的创 作 最 先 应 是 出于 在 

东平生活过或对东平有所 了解的作家之手。 

明《太和正音谱》分杂剧 为十二 种 ，“八 日钹 刀杆棒 ”， 

《青楼集》说 “杂 剧 ⋯⋯有 驾头 、闺怨 、鸨儿 、花 旦 、披秉 、破 

衫儿 、绿林 、公 吏 、神仙道 化 、家长 里短之类 ”。所 称 的“钹 

刀杆棒”和“绿林”指的就是水浒戏。水浒戏 的搬演 当时极 

为流 行 ，颇 受 欢 迎 ，《青 楼 集 》就 专 门记 载 演 员 天锡 秀 、平 阳 

奴 善 演 “绿 林 杂 剧 ”。 

通 过 以上 论 述 ，可 以看 出东 平 杂 剧 在 元 杂 剧 的 发 展 历 

程 中起到 的几个作 用 ：1．在 金元 易代之 际 ，于 战乱 中保存 

和恢 复金代音 乐戏 曲艺术并从 中孕育 出元 代杂剧 ；2．一批 

擅 长声律诗赋 的东平 作家加 入元 曲创作 队伍提 高 了创 作 

水平 ；3．在元朝建立后积极参预 了杂剧的传播 和南 北戏 曲 

的 交 流 融 合 。4．开 创 水 浒 戏 这 一 独 特 的 杂 剧 题 材 ，并 写 出 

千古 流传 的佳作 ，为明代小 说《水 浒》的创作 奠定 了基础 。 

因此说 ，蒙元时期的东平 杂剧 既是元 杂剧 的源头之 一 ，也 

是散曲杂剧艺术在 元代 繁荣和传 播过 程 中的重要组 成部 

分 。它与大都 、真定 、平 阳等其 它地 区杂剧 艺术 比肩并立 ， 

共 同开创 了元杂剧金声玉振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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