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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剧之名最早见于唐代，李德裕《李文饶文集·第

二状奉宣令更商量奏来者》曾提及唐太和三年( 公元
229 年) 南诏攻掠成都，“音乐伎巧，无不荡尽”［1］，其中
就有“杂剧丈夫两人”被掳走。此处的杂剧当指百戏、参
军戏之类的伎艺。至宋，对杂剧及驳杂的定义仍然不严

格。本文试图探讨宋词与宋杂剧的互动关系。

一、宋词对宋杂剧的影响

( 一) 宋杂剧充分吸收宋词的词调
宋代对杂剧的定义并不严格。从广义上讲，杂剧

就是对各种歌舞、杂戏的统称。宋末，周密《武林旧

事》曾记载了“官本杂剧段数”280 种。这里的杂剧即

指歌舞戏。而文人笔记谈录里记载的滑稽片段，都是

滑稽戏的一部分。如《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
条记载:“杖头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
晚看不及矣。”［2］其中的杂剧即是傀儡戏。明祝允明
在《猥谈》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
州杂剧。”［3］徐渭在《南词叙录》说: “南戏始于宋光宗
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

云宣 和 间 已 滥 觞，其 盛 行 则 自 南 渡，号 曰 永 嘉 杂

剧。”［4］温州杂剧、永嘉杂剧所指均是南戏。这些包含
驳杂的宋杂剧在演唱歌舞时就吸收了当时流行的宋词

词调。王国维考证《武林旧事》记载的 280 个官本杂

剧，指出:“其用大曲者一百有三，用法曲者四，用诸宫
调者二，用普通词调者三十有五。”［5］47 可见，吸收了词

调的杂剧占了官本杂剧的一半以上。这充分显示出了

当时流行的文学样式宋词在音乐曲调上对杂剧的支撑

作用。有温州杂剧之称的南戏在词调上也来源于宋

词。如徐渭《南词叙录》说南戏实乃“宋人词而益以里
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大夫罕有留意者”［4］。其音乐
也与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词俗曲有解不开的渊源关系。
因为文献缺乏的缘故，这些词调如何镶嵌在杂剧中现

在仍难以考证的，但就像说话艺术吸收的词大多为俗

词一样，进入杂剧的中的词调多半也是民间流行的通

俗词调。
( 二) 宋词的题材为后世杂剧的发展提供了可资

借鉴的元素
俳谐词中有以才疏学浅的举子应试时的困窘落魄

取乐的《青玉案》( 咏举子赴省) : “钉鞋踏破祥符路。
似白鹭、纷纷去。试盝袱头谁与度。八厢儿事，两员值

殿，怀挟无藏处。时辰报尽天将暮。把笔胡填备员句。
试问 闲 愁 知 几 许。两 条 脂 烛，半 盂 馊 饭，一 阵 黄 昏
雨。”［6］4638该词以漫画般的笔法对汲汲功名的士人打
趣取笑，并予以有力地嘲讽，滑稽万分又有余味。其中

有“八厢儿事，两员值殿，怀挟无藏处”。描写进考考

生想挟带小抄度过难关，无奈进入考场时有兵士严格

审查、武官监督，无法将小抄带入考场的着急窘迫。
“时辰报尽天将暮，把笔胡填备员句。”叙说考生作弊

无望又腹中空空，在场屋中只能文思枯竭，一筹莫展，

胡写几句敷衍了事的愁苦无奈。“半盂馊饭”则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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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考生的困窘落魄、苦不堪言。这一幅幅画面连接起

来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效果。此词为明代冯惟敏《不伏

老》杂剧所吸收，成为戏曲史上首部以科举考试为题

材的作品。《不伏老》以科举为表现内容，描绘了北宋

初年文士梁颢一生白首功名，屡试不第，虽双鬓皤然，

仍壮志长存，气概不灭，终在 82 岁时高中状元的故事。
《宋史》列传第五十五有传，记载梁颢活了 92 岁。冯

惟敏即据此虚构，创作《不伏老》并融入了作者自身科

举失意的感慨以及对科举考试的反省。因为故事背景

发生在宋代，又是以科举为主要表现内容，所以宋代俳

谐词中对科举考试以及赶考士子的揶揄理所当然地被

吸收进这部杂剧，成为其插科打诨、吸引观众的重要手

段。如《不伏老》第一折写科场里应试举子进考场先

要忍受搜身之辱，“进了门，耳边厢，喝一声‘仔细搜’!

则被 他 捏 捏 挪 挪，搜 检 那 袖 儿 里 排 筵 ( 夹 带、小

抄) 。”［7］479从而使夹带的小抄无处可藏。考生在答题

时一个个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一个家丧气消魂，不

是病，不是痛，可又早皮里抽肉; 一个家搜肠刮肚，不知

饥，不知渴，只觉得口内生烟。”［7］480 痛苦之状不可名

状，让人哑然失笑; 快到交卷时间了，又有人不断地催

他们抓紧时间，快点答题，“过了晌，头直上喊几阵‘上

紧写’! 则被他击击聒聒，比并得眼儿中灼火。”［7］479

考生考试时的饭菜伙食更是猪狗不如。“半生不熟干

饭团，这的是太仓多年老米; 连泥带土托腮骨，元来是

天津道地干鱼。放下的你一双，我一双，隔年陈，那讨

一个儿可口馒头; 端着的东半碗，西半碗，腥泔水，却有

几点儿连毛汤料。”［7］479 － 480 这些以被功名折腾得鸡犬

不如的举子为嘲笑对象的长篇诨白，完全是以他们考

试时的绞尽脑汁、困窘难受来制造笑料的，并与俳谐词

有异曲同工之妙。很显然，《不伏老》是吸收了宋代俳

谐词的营养，或者说宋代俳谐词为其提供了虚构、构思

的灵感与源泉。

二、宋杂剧对宋词的影响

( 一) 宋杂剧的流行使宋词的内容得到充实和
扩展

1． 宋词中出现了表现宋杂剧以及杂剧艺人的内

容。黄庭坚有《鼓笛令》四首，其第四首下片云:“副靖

传语木大。鼓儿里、且打一和。更有些儿得处啰。烧

沙糖、香药添和。”［6］526 副靖( 副净) 、木大( 木头疙瘩、
木头木脑的人，即副末) 就是宋杂剧的两个角色，如
《梦梁录》卷二十云:“且谓杂剧中以末泥为长，每一场

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 次做正杂

剧，通名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 副净色发乔，

副末色打诨; 或添一人名曰装孤”［8］177，末泥、引戏、副

净、副末、装孤五个角色中副净、副末是两个非常重要

的角色。接下来“鼓儿里、且打一和”即“打和鼓”以

及“更有些儿得处啰。烧沙糖、香药添和”的“叫果子”
吆喝卖沙糖，这显然是“属于嘌唱、散耍之类的宋杂扮

演出”［9］，即宋杂剧的散段。宋杂剧往往前有艳段，中

间是正杂剧，末尾有散段。如《都城纪胜》云:“杂扮或

名杂旺，又名纽元子，又名技和，乃杂剧之散段。在京

城时，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

村人，以 资 笑。今 之 打 和 鼓、捻 梢 子、散 耍 皆 是

也。”［10］10即是说像“打和鼓、捻梢子、散耍”等皆在杂

扮即杂剧散段表演的伎艺之列。
南宋张炎《蝶恋花》( 题末色褚仲良写真) 写到的

则是宋杂剧中的末色。即末泥这一角色的表演情况。
“济楚衣裳眉目秀。活脱梨园，子弟家声旧。诨砌随

机开笑口。筵前戏谏从来有。戛玉敲金裁锦绣。引得

传情，恼得娇娥瘦。离合悲欢成正偶。明珠一颗盘中

走。”［6］4426这首词表现的就是杂剧中末色上场时的妆

扮及其表演时要念白、打诨、歌唱，等等，堪称研究宋杂

剧的重要资料。还有无名氏《贺圣朝》( 预赏元宵) :

“太平无事，四边宁静狼烟眇。国泰民安，谩说尧舜禹

汤好。万民翘望彩都门，龙灯凤烛相照。只听得教坊

杂剧欢笑，美人巧。”［6］4653 这是宋词经常表现的对国泰

民安的太平盛世的讴歌。一方面，宋杂剧包含谐趣的表

演效果，深受当时人们的喜欢; 另一方面，宋词在表现太

平盛世景象时也对当时杂剧的演出作了反映。这是杂

剧对宋词题材的开拓，使宋词的表现内容更加广泛。由

此，宋词不再仅仅是男女私情的吟唱，也不再仅仅是文

人士大夫襟怀抱负的抒写，而是成为还可以反映广阔的

现实生活，反映社会底层的杂剧艺人及其表演。
2． 宋杂剧艺人的角色扮演。宋杂剧这种舞台上的

戏剧人生也使当时的词人生出了人生如戏之感。同时

这也是继宋词人生如寄、人生如梦等感慨之外的又一

种对人生的不同感受。人生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仕宦上的起伏荣辱，乃至国事上的无奈悲愤，皆可以用

人生如戏加以消解。南渡词人朱敦儒有一首《念奴

娇》:“老来可喜，是历遍人间，谙知物外。看透虚空，

将恨海愁山，一时挼碎。免被花迷，不为酒困，到处惺

惺地。饱来觅睡，睡起逢场作戏。休说古往今来，乃翁

心里，没许多般事。也不蕲仙不佞佛，不学栖栖孔子。
懒共贤争，从教他笑，如此只如此。杂剧打了，戏衫脱

与呆底。”［6］1082 在经历了国破家亡，到了年纪老大之

时，他说自己看透了人间的名利愁苦: “饱来觅睡，睡

起逢场作戏。”逢场作戏就是杂剧中非常流行的即兴

表演。他叙说自己的人生就是在演出一场杂剧，演完

了，戏衫就脱下还给班主，所谓的国事、社稷等都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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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无关了。很显然，宋杂剧的流行既丰富了词人的人

生感受，也丰富了宋词表现的内容。还有“年少疏狂

今已老。宴席散、杂剧打了。生向空来，死从空去，有

何喜、有何烦恼。”( 倪君奭《夜行船》) ［6］4201“自在狂

歌，□□□□，一场杂剧”( 沈瀛《柳梢青》) ［6］2139，“脱

了戏衫还”( 刘克庄《水调歌头》) ［6］3309，“七月政成如

戏剧”( 毛滂《玉楼春》) ［6］867，“逢场戏剧”( 吴泳《摸鱼

儿》) ［6］3209，等等。这些都显示出在文人生活中有重要

娱乐作用的宋杂剧对宋词的影响，使宋词在感慨人生

时也可以借助宋杂剧的特点来表现其主题。
( 二) 宋杂剧插科打诨的表现手法被俳谐词所

吸收
宋杂剧的主要特征是滑稽逗乐。王国维《宋元戏

曲史》云: “( 副净) 发乔者，盖乔作愚谬之态，以供嘲

讽; 而( 副末) 打诨，则益发挥之以成一笑柄也。”［5］62宋

杂剧中的副净是假扮愚谬滑稽之状，副末是以伶牙俐

齿、机智幽默对副净予以嘲弄取笑，使其滑稽之状愈发

显而易见，惹人开怀。可见滑稽逗乐是宋杂剧的一个

重要特征。吴自牧在《梦梁录》中云，杂剧“大抵全以

故事，务在滑稽。”［8］177 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亦言，宋

杂剧“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10］9 他们均指出宋

杂剧具有滑稽幽默的特性以及娱乐消遣的作用。
宋代瓦舍勾栏的演艺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常常是

互相影响和借鉴。《都城纪胜》载: “凡傀儡敷演烟粉

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

大抵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是也。影戏
……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

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盖亦寓褒贬于市俗之眼戏

也。”［10］11傀儡戏吸收了小说、讲史、戏剧等其他演艺形

式的优点，影戏也吸收了讲史的优点。同样，在共同的

文化土壤和表演环境里，小词也有可能吸收宋杂剧打

诨的手法。今人赵万里在《校辑宋金元人词》“箕颖

词”附录按语中云:“谑词见于小说、平话者居多，当时

与雅词 相 对 称。”宋 世 诸 帝 如 徽 宗、高 宗 均 喜 其 体。
《宣和遗事》、《岁时广记》载云。此外尚有俳词，亦两

宋词体之一，与当时戏剧，实互相为用，此谈艺者所当

知也。”［11］赵万里先生明确地指出了俳谐词与当时戏

剧相互为用的关系。
1． 宋代俳谐词以滑稽幽默的笔触叙述一件事时，

在字里行间又透出嘲笑取乐的口吻，极像杂剧中副末

的“发乔”与副净的“打诨”。俳谐词中的主人公大概

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别人的穷困窘迫、愚蠢荒谬为

表现对象。如《青玉案》“钉鞋踏破祥符路”、无名氏
《滴滴金》“当初亲下求言诏”［6］4638 以及太学生《南乡

子》［6］1933等词即是此类。另一类则是以自己的滑稽可

笑、不合时俗为表现对象。如无名氏《结带巾》“头巾

带”［6］4639等词，即是自我解嘲型的。第一类中的主人

公极似副净这种扮丑搞笑的角色，而唱词的人除了要

表现出其滑稽之状外，还要在字里行间通过伶牙俐齿

对副净予以尽情揭露嘲讽，使其滑稽之状赤裸裸地呈

现在人们面前，从而产生幽默搞笑、令人捧腹的效果。
第二类则是词作者将自我分身为二。一半表现自我的

困境，一半则自我嘲弄，以此慰藉心灵，平复失衡的心

理，同样可谓副净、副末的角色集于一身。无论是宋代

俳谐词、宋杂剧，还是其他艺术形式，它们要制造谐趣，

首先必须要有滑稽可笑之人或事，其次还要能把这种

丑拙滑稽当作“美”予以“欣赏”。因而，只有把这两方

面相结合才能表现出嘲笑打趣的思想感情，才会产生

滑稽之意趣。宋杂剧的两个角色副净和副末可谓分别

担当了这两方面的功能，而俳谐词要制造谐趣、娱乐听

众也必须要具备这两点才能插科打诨。因此，俳谐词

类似副末“发乔”、副净“打诨”的写法，从某种程度上

可以看作是词体发展中的自成，也可以看作是俳谐词

与宋杂剧在发展的过程中自动地互相靠拢。
宋俳谐词中还有一类对话体词，是直接以二人对

话表现谐趣的，更能凸显戏剧功能。一方面，我们从中

则能活生生地感受到杂剧中副净和副末的调侃取乐;

另一方面，这也是俳谐词在发展过程中从宋杂剧吸取

了营养的证明。辛弃疾的《沁园春》( 将止酒，戒酒杯

使勿近) ［6］2471、《沁园春》( 城中诸公载酒入山，余不得

以止酒为解，遂破戒一醉，再用韵) ［6］2471 都是采用主客

问答的对话方式，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制造幽默戏谑的

意趣。辛弃疾这种写法既有前代俳谐诗文赋的滋养。
如汉代东方朔《答客难》、扬雄的《逐贫赋》、班固《答宾

戏》等都是采用主客论辩的方式; 还有唐代韩愈《毛颖

传》等则采用拟人化的寓言，为毛笔立传封爵。这些

都被辛弃疾创作时所吸收，从而首次创作出对话体词，

采用大量的散文化句式大发议论，令人解颐。同时，则

是当时兴盛的宋杂剧滑稽诙谐的表演方式给了他创作

灵感与营养。如辛弃疾《沁园春》( 将止酒，戒酒杯使

勿近) 词不怪自己贪杯，反倒怪罪酒杯跟随自己。词

中有作者对酒杯严厉的谴责，其中也夹杂着对酒杯申

辩的复述。其中最后三句“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亦

须来。”，呈现是酒杯唯唯诺诺、俯首听命，说麾之则

去，招亦须来，表示愿随叫随到，这番“我”与杯的对

答，活脱脱是杂剧中副净与副末通过语言、动作等娱

人，而且其对话还有潜台词，富有余味。因此，这首词

在宋词中堪称别树一帜之作。辛弃疾《鹊桥仙·赠鹭

鸶》:“溪边白鹭。来吾告汝。溪里鱼儿堪数。主人怜

汝汝怜鱼，要物我、欣然一处。白沙远浦。青泥别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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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有 虾 跳 鳅 舞。任 君 飞 去 饱 时 来，看 头 上、风 吹 一

缕。”［6］2508《西江月·遣兴》“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

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6］2509 等俳

谐词中也吸收了对话体的手法。他在词中煞有介事地

与鹭鸶、松树对话，这样既出人意料，也刻画了富有戏

剧性的情节。
2． 宋词吸收了杂剧“打猛诨入”、“打猛诨出”的写

法，喜欢以出人意料的转折语境以制造谐趣。如康与之
《望江南》:“重阳日，四面雨垂垂。戏马台前泥拍肚，龙

山路上水平脐。淹浸倒东篱。茱萸胖，黄菊湿齑齑。落

帽孟嘉寻蒻笠，漉巾陶令买蓑衣。都道不如归。”［6］1687

这首词是写重阳遇雨后狼狈不堪的景象，泥土溅到了肚

皮，积水没到了肚脐，头上插的茱萸被雨水泡胖了，待赏

的菊花被淋湿了; 就连古代名士孟嘉、陶潜也是一副狼

狈模样，一个急着找箬笠挡雨，另一个则急着买蓑衣披

上，还都声声喊着“不如归”。“都道不如归”，这是对陶

渊明千古流传的归隐之辞的引用，但置之重阳遇雨的语

境中，便成了不如回家避雨之意。这就是采用了“打猛

诨出”的写法，谐趣顿生，富有余味。
辛弃疾作为俳谐词写作的大家，他的很多词都灵

活运用了“打猛诨出”的手法制造谐趣。辛弃疾的《菩

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 “青山欲共高人语，

联翩万马来无数。烟雨却低回，望来终不来。人言头

上发，总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6］2428

虽然结句“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是从白居易《白

鹭诗》中化出来的，但如此收尾毫不拖泥带水，且浓挚

深切。这也是采用了“打猛诨出”的写法。如其《添字

浣溪沙》( 三山戏作) 上片末句“蓦地捉将来断送，老头

皮。”［6］2539《洞 仙 歌》结 句“争 知 道，他 家 有 个 西

子。”［6］2498均是用“打猛诨出”的写法，突然收尾，从而

产生了既滑稽戏谑又意犹未尽的效果。
宋词作为抒情性文体与宋杂剧等民间叙事文学交

流互动，不仅吸收了宋杂剧的插科打诨，而且学习了宋

杂剧的打猛诨出———以出人意料的转折结束全篇。因

此，我们可以说，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宋词的俗化，而这

些俳谐词作为俗化了的宋词也为杂剧提供了构思的灵

感和源泉。同时，宋词中那些通俗的曲调也为杂剧吸

收，为杂剧的发展提供了支撑。我们厘清雅词是以文

为词、以诗为词，与抒情文学诗文互相学习; 而俗词则

是与杂剧等叙事文学交流互动。由此，我们即可看出:

宋词发展具有雅化和俗化两条线索，雅化是为学界所

公认的，而俗化则是为人所忽视的。俗化虽然是词坛

潜流，但如果忽略宋词的俗化，那么从愈益雅化的宋词

一下子到金元时代俗文学铺天盖地的繁荣，这其间的

骤然转变是难以解释的。文学的发展毕竟有自身的规

律，这不是朝代更替、时代变化等外因就能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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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udy of Interflow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Song Ci － poems and Song － zaju
QU Xiang-hong

(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Department，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nan 250014，China)

Abstract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interflow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Song － zaju and Song Ci － poems that ，as a lyricist
style，not only took in making impromptu comic gestures and remarks of Song － zaju but also learned their skill to finish
the entire zaju with unexpected turn，thus forming vulgarization of Song Ci － poems． The vulgarized Song Ci － poems not
only provided conceptual inspiration and sources for Song － zaju，but the popular tune was also absorbed by Song － zaju，

offering a support for its development． There are two clu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finement and vulgarization of Song Ci
－ poems． The refinement is well － known whereas the vulgarization is ignored． Based on the study，and from the law of
literature development are interpreted the implicit potential undercurrent of vulgariz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refined
Song Ci － poems 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prosperity of vulgar literature during the Jin and Yuan periods．
Key words Song － zaju; Song Ci － poems; comic Ci －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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