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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缘由

缘于导师对笔者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习中的思维培养、研究方法指导及导师对于学

术的严谨性，笔者对宋杂剧产生了浓厚兴趣，经老师的多次指导与师生之间的多次讨论

下最终作出选择。

杂剧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因各个时期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性，杂剧的称谓、内容、

体裁、表演形式等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其滑稽戏的性质未发生改变。北宋时期是杂

剧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仅为杂剧向综合性艺术形式发展提供了固定的场地，统治者的推

崇以及民间的良好文化氛围也使得杂剧在这一时期飞速发展。但在搜集整理相关资料的

过程中，笔者发现北宋时期的杂剧应用场合较多，受众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帝，下

至平民，都对此艺术形式非常喜爱。但由于环境与观众由于观众群体的差异性，杂剧演

员在演出时对内容的选择会加以甄别，在以达到其不同的目的。

现有关于北宋杂剧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杂剧本体进行分析探讨，而忽视了北宋杂

剧具体在哪里用？对谁用？怎么用？等应用问题，因此对笔者书写本文提供了角度与思

路。《北宋杂剧的应用空间、阶层及功能分析》主要对北宋时期杂剧的应用场所、应用

阶层及应用的功能进行分析，论证观众对杂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审美取向与杂剧发展走

向变化的关系。同时对北宋杂剧研究进行深化，具有理论意义。

二、文献综述

笔者以“北宋杂剧”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读秀学术搜索进行了资料

搜集。通过整理可发现，目前关于北宋杂剧的研究按照其内容可大致分为三类：北宋杂

剧本体研究；北宋杂剧发展的社会环境研究；已出土的北宋杂剧文物分析。

（一）有关北宋杂剧的本体研究

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史》的问世对研究我国戏剧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凡是研究戏

剧史的学者都受到了其莫大的影响。其中涉及讨论宋杂剧脚色、结构和官本杂剧段数的

部分确立了“宋杂剧的主体是滑稽戏”的观点。现如今研究杂剧的著作有《杂剧形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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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论集》、《宋金杂剧概论》、《宋金杂剧考》等。《杂剧形成史》通过分析

有关唐宋时期杂剧和金元院本新的材料，全面梳理了北宋杂剧的发生与发展历程，有关

“杂剧”语义的演化进程、杂剧中脚色的来由和意义、宋代杂剧演化机理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考察。《宋金杂剧考》在王国维先生搜集的史料基础之上加入了《晋公谈录》、

《杂纂续》、《曲洧旧闻》、《王直方诗话》、《古今谈概》等宋杂剧文献。在此书中，

胡忌先生对南戏的发展渊源、宋杂剧的历史地位、杂剧角色分类等作出系统的解释，并

对宋杂剧的名称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辩。《宋金杂剧概论》一书从宋金杂剧的艺术体制、

杂剧角色、演绎场所、演员妆饰、社会观念及文化动力等多个方面进行论述，综合多种

学科及研究方法立体地勾画了宋金杂剧的面貌。《中国戏曲论集》除了对北宋杂剧与舞

蹈、杂技、舞台及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分析，在第二部分中还对与北宋杂剧《目莲救母》

相关的目连戏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除了一些宋杂剧的著作之外，近年来也有相关论文

对北宋杂剧进行讨论。例如《两宋宫廷杂剧与民间杂剧的对立与互动》、《北宋杂剧与

南宋杂剧是不同的杂剧形式》等文将南北两宋杂剧的脚色、内容、结构、形式和艺术地

位等多方面作以对比，划分了北宋杂剧与南宋杂剧两种不同时期，又将这两个时期的杂

剧区别出宫廷与民间两种环境进行分析。《宋代宫廷燕乐盏制研究》、《宋杂剧在两宋

宫廷宴飨中的演进》及《两宋宫廷宴乐杂剧仪制对比研究》这三篇文章都考察了杂剧在

宋代宫廷宴乐中的活动情况，其中涉及到许多宋代文人的词作，为本文研究杂剧的应用

形式提供了考证方向。这些论著或旁征博引考察宋杂剧的发展渊源，或通过详解文献来

发掘宋杂剧的属性意义，其研究在整体的上具有史论性质。但是在其研究撰写的过程中，

大多关注于北宋杂剧的本体形态，较少提及到北宋杂剧的应用形式，这使得我们在梳理

杂剧的发展及流辩时具有局限性。

（二）有关北宋杂剧发展的社会环境研究

任何一项事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催化与推动。杂剧这种戏剧

艺术为什么会在北宋时期发展起来，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必定息息相关，因此不少学者也

就这一方面展开研究。张大新《中国戏剧演进史》梳理了中国戏剧的演变历程，其中第

三部分分析了宋金都市文化的高涨的原因，为本文北宋时期的都市发展状况研究提供了

依据，但其论述的是宋金时期城市戏剧发展的一个整体环境，并未详细到到杂剧这一具

体内容，也忽略了城市之外的杂剧发展。也有部分学者针对于北宋时期杂剧发展相关的

某一环境因素进行专门分析，例如《科技的部分领域对北宋音乐的影响研究》、《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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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剧发展繁荣的经济基础研究》、王扬扬《简论宋代民间音乐对宋代杂剧的推动作用》

等文章，从科技、经济等各个方面分析了社会环境对北宋音乐发展的影响。除了社会大

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戏剧演绎环境也较为复杂。黎国韬《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及

康瑞军《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对宋代的乐户制度进行了分析，为北宋时期杂剧艺人

的来源提供了研究方向，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大多关注于宫廷教坊中的杂剧艺人构成，

较少关注到民间“路岐杂剧”、“勾栏杂剧”中的艺人来源。吴晟《简析宋元民间戏剧

观众的主要构成》通过引用相关文献资料，探讨了宋元民间戏剧观众的主要来源及其审

美情趣。但北宋杂剧在宫廷与民间都得到了应用与发展，与前面所提及的文章一样，只

关注到北宋其中一个环境中的杂剧观众并不全面，应该将宫廷、民间等各个环境都加以

分析。

（三）有关北宋杂剧的文物分析

文物是文明的见证，是文化的缩影。近年来发掘的北宋杂剧相关文物，有助于我们

更好的了解那一时期杂剧的真实面貌及应用情况。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被喻为

一部“立体的宋元戏曲史”，此书较为系统的梳理了宋元戏曲文物的产生、地理分布、

实物形态、表现内容等方面，并阐述了戏曲文物与民间习俗之间的关系。廖奔先生在书

中梳理了杂剧文物的出土情况，在第二编第一章中专门对北宋时期的杂剧文物进行了详

述讲解，并在第三编第一张中分析了宋元杂剧活动的遗迹。《从河南杂剧砖雕略谈北宋

杂剧》、《北宋的杂剧雕砖》、《从河南出土文物看北宋杂剧的发展》、《北宋杂剧艺

人肖像雕砖的发现》等文章都聚焦于对北宋杂剧文物的分析，它们从历史文物遗迹的角

度探索了北宋杂剧的兴起与传播、北宋杂剧的表演形态以及北宋时期杂剧的艺术特征，

对了解与研究北宋杂剧兴盛和传播的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北宋杂剧应用情况的研究整体较为贫乏。音乐史学家们多是从杂剧这一

艺术形式的本体切入进行讨论，而较少考虑到杂剧在北宋时期的应用情况，使研究成果

有局限性。在讨论北宋时期杂剧发展的环境因素时，大多讨论北宋时期音乐发展的一个

大的社会环境，所阐述的内容较为笼统，较少从各个方面分析杂剧发展与环境变化之间

的关系。在以上的研究成果中，突出北宋杂剧应用研究的较少，因此给笔者带来切入点。

在这篇文章中，本文将从北宋杂剧的应用角度入手，联合北宋时期社会环境变化及北宋

杂剧相关文物考略来分析北宋杂剧的应用场合、应用群体、应用方式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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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北宋杂剧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研究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当时的社会环境、

人文背景及其他各类艺术形式，因此在研究的时候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本文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文献分析和文物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戏曲文物的出土既可

以与文献中的记载相佐证，又能补充文献的不足与缺失。本文以《宋史》作为研究的正

史依据，史籍作为参照，宋代文人笔记的活动纪实来进行论述，除此之外，近代一些前

辈大家的研究成果也是笔者主要参照材料来源之一。笔者在研究北宋杂剧的应用场合时，

会侧重于对文献的考证，通过对文献的整合提出观点；在研究北宋杂剧的应用目的及意

义时，会注重于对于文物及数据的分析考证。借助考古学的成果，将已发掘的雕砖、石

刻、壁画等文物来佐证本文的观点，力求论据的充分性。必要之时，还将运用社会学和

传播学的成果，研究北宋杂剧传播功能及北宋时期大众的审美心理；参照宗教民俗学的

相关研究，考证北宋杂剧与宗庙祭祀及墓葬习俗之间的关系。

四、研究价值

宋代是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历经时间较久，发展变化较为迅速，对于宋杂剧的研究

现状来看，历史学界和音乐史学界多是对整个宋代的杂剧艺术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将宋

杂剧本体作为研究为重点内容或是将南北两宋的杂剧作以对比，论述其相同及不同点，

具有针对性，但是缺乏整合观念。

笔者认为北宋和南宋这两个阶段的社会人文环境有所区别，因此在进行研究分析时，

将本文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北宋时期。对杂剧本体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杂剧这一戏剧的

具体形态，北宋杂剧的应用问题实际上反应的是北宋人民的审美取向，体现的是人们对

当时社会生活方式的提炼与总结，笔者关注到学者对于杂剧的应用问题的忽视，因此对

北宋杂剧的应用空间、阶层进行研究，探讨其功能及意义，并分析北宋杂剧的应用发展

与后世的戏剧之间的关联性，致力于我们对北宋杂剧的发展认知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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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宋杂剧概述

一、北宋杂剧的语义界定

不同于元明清时期完备的戏曲理论体系，北宋时期并没有出现专门的戏曲理论著作，

只见一些零散的名词、片段出现在宋代的史料文献和文人杂记中。由于这一时期不完备

的艺术体制和模糊不清的戏剧面貌，人们对戏剧无法统一观念，对杂剧的称谓因此也名

目繁多。

“杂剧”这一词汇最初见于佛教律仪书《量处轻重仪本》中，“杂剧戏具：谓蒲博、

棋奕、投壶、牵道、六甲行成，并所须骰子、马局之属。”
①
显而易见的是这里阐述的

“杂剧”，是指一些具有角逐意味的博戏，它们实际上并不属于戏剧范畴。因上则材料

阐述的是唐高宗乾封二年之事，因此有学者将“杂剧”上溯至初唐时期，但此时的“杂

剧”还属于竞技游戏类的范畴，并非表演类目。《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中

《教坊记》“杂剧”条载，其下列有歌舞戏、杂技、博戏、谐戏，可见这种“杂剧”无

疑己属于表演艺术的行列，特点是“形式多样，杂七杂八。”
②

戏剧相关的“杂剧”一词见于晚唐的《全唐文·李文饶文集》中。《论故循州司马

杜元颖追赠》中载：“驱掠五万余人，音乐伎巧，无不荡尽……其中一人是子女锦锦，

杂剧丈夫两人。”
③
这则材料陈述的是蜀中之事，此处提及的“杂剧丈夫”一词应属于

“音乐伎巧”的范畴，指的是戏剧演员，而这时的“杂剧”一词，应泛指当时的戏剧。

北宋时期的蜀中地区被群山所包围，险要的地势使此地的交通极不方便，人们与外界联

系困难，长此以往形成了特色的蜀中文化。在蜀中地区的戏剧发展以“撼雷杂剧”最为

出名。《鸡肋编》中“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

暮，唯杂戏一色。”
④
这里的“杂戏”一词即是杂剧。

北宋时期，“杂剧”这一名词成为北宋杂剧最准确的称谓。这一艺术形式流行于宫

廷和民间，受到官方和平民的认可。《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先生将“北宋杂剧”与“南

宋杂剧”并称为“宋之滑稽戏”。我认为这一作法是不妥当的，北宋与南宋虽然都属于

①
道宣《量处轻重仪本》，《大正新修大正藏》,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第 84页。

②
宫文华《宴飨礼乐与古代戏剧》，山西师范大学，2019年。

③
刘晓明《杂剧起源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 3期。

④
（宋）庄绰《鸡肋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 3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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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但是这两个时期杂剧的发展并不相同，其仪制、功能、剧目、内容、演出形式等

都有各自的特色，因此在进行界定时应加以区分。另外，杂剧虽由唐时的参军戏发展而

来，有“科诨”、“滑稽”的效果，但是随着在宋代的发展及不同阶层需求的扩大，其

自身的内容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因此仅仅简单地将其概括为“宋之滑稽戏”，我认

为：一、忽视了南北两宋杂剧的差异性；二、简化了宋杂剧的演出效果及功能。因此，

将“北宋杂剧”与“南宋杂剧”统称之“宋之滑稽戏”是不妥当的。

北宋词臣王祁、王珪、元绛、苏轼等都参与了“勾杂剧”词和“教坊致语”的编撰。

《集英殿秋宴》“勾杂剧”条载：“朱弦玉琯，屡进清音；华翟文竿，少停逸缀。宜进

诙谐之技，少姿色笑之欢。上悦天颜，杂剧来欤。”
①
这里的“朱弦玉琯”指的是女童

歌队，而“华翟文竿”则指小儿舞队，“诙谐之技”实际上说的是教坊中的杂剧，其目

的是为了“上悦天颜”，取悦逗乐天子。又如《曲洧旧闻·卷六》中“只是拥炉命歌舞

间以杂剧”可知“杂剧”多是和“歌舞”交替上场。由此可见，此时的杂剧艺术从表演

形式上来说，或是附带于歌舞之间上场，或是夹杂在其他艺术形式之中，虽有杂剧演出，

但并不占据主体地位。直至南宋时期，杂剧才完全脱离歌舞而独立表演，最终确立了“唯

以杂剧为正色”的主体地位。

综上，北宋时期的杂剧是一种综合性的戏剧伎艺，它承袭了唐五代时期参军戏的传

统，并综合了乐舞、百戏等其他艺术形式，发展成为一种注重故事情节发展的艺术。杂

剧之“杂”是因其在整个宋代中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形态一直在发生变化。

“杂”是唐人的戏剧应用重心，至宋一代，人们开始注重“剧”的意义，杂剧中“剧”

的意义得以凸显，北宋的杂剧历经了一个从“杂”到“剧”的过程。

二、北宋杂剧的发展流变

杂剧是北宋戏剧的主要内容，在当时占据重要地位。杂剧最早始于唐五代时期的优

戏。唐代就有“杂剧丈夫”
②
这类艺人。此时的杂剧，属于娱乐性质的俗乐而非雅乐，

其基本形态包括：歌舞戏、杂伎、博戏、谐戏，由唐代教坊伶人所演绎。

《晋公谈录》中记述了最早的宋杂剧活动，“忽因大宴，大雨骤至，上不悦。少顷，

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叱怒左右。赵近前奏……上于是大喜，宣乐人就雨中奏乐入杂

①
（宋）苏轼《集英殿秋宴教坊词》“勾杂剧条”。

②
（唐）李德裕《李文饶文集》卷十二,《第二状奉宣令更商量奏来者》，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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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
①
宋太祖因忽如其来的大雨影响了大宴的进程而大发雷霆，于是韩王提议让伶人

在雨中演出杂剧，这才逗乐天子，缓解了大宴中的紧张局面，维护了天子天威。目前学

界将“宋太祖令乐人雨中作杂剧”视为是北宋杂剧的开端。

北宋承袭了唐、五代的教坊制度，在宫中也设立了教坊。《宋史·乐志》卷十七中

载有唐、五代的宴乐、清乐、散乐都隶属于太常寺管理。至宋一代，都归属教坊统一进

行管理。教坊的主要职责是承接宫廷宴会中的演艺活动，达到娱乐观众的目的。由于宫

中对杂剧演绎的需求多，且杂剧在宫廷百艺中的地位较高，因此北宋在宫廷乐部机构中

培养了专业搬演杂剧的演员。陈旸《乐书》载：“圣朝戏乐，鼓吹部杂剧员四十二，云

韶部杂剧员二十四，钧容部杂剧员四十，亦一时之制也。”
②
培养专业的杂剧演员，规

定人员数额，命杂剧演员在各类节日庆典上演出杂剧，使杂剧成为宋朝的定制是前代从

未出现过的。

“杂剧”之“杂”，是指这一阶段当中的杂剧兼具其他各类表演形式，又或是所包

含的事物极为繁杂之故。北宋初期的杂剧发展吸收了百戏当中的各个技艺，这时的杂剧

艺术无论是从形式、内容还是表演方式上看都有民间百戏的“影子”。《东京梦华录》

就常把杂剧与其他杂技百艺相提并论，如“杨望京，小儿相扑、杂剧、掉刀、蛮牌。”

又如“近殿水中，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槕刀、蛮牌，神鬼、杂

剧之类。”
③
这条记载也将杂剧与百戏列在一起，没有特意区分开来。我们从文献记载

中可推断得出，北宋初期发展的杂剧艺术还属于百戏，是其一个分支，以歌舞表演故事

的能力还无法使之独立。但是由上文献记载我们也可得知这时的杂剧艺术已经在宫中和

民间都被接受和喜爱，在宫廷宴飨、节庆活动等场合都能见到杂剧的身影，已经初具规

模。

北宋时期的杂剧因其自囿于“参军戏”的范畴，所以只能通过“讽喻”或是“议评”

的方式来拟设故事。就现在所能收集到那一时代的杂剧资料来看，这种方法只限于官方

性质的杂剧表演。如《渑水燕谈录》中记载元佑年上元节时，皇帝在迎祥池宴饮群臣，

这时教坊伶人“以先圣为戏”的举动遭到了士大夫文人的反对，曰“唐文宗时，当有为

此戏，诏斥去之。今圣上宴犒群臣，岂宜尚容有此？”
④
可见宋代文人对于优人所演绎

的辱圣之戏感到厌恶，因此规劝君王远离优伶之戏和享乐之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杂剧

①
（宋）曾慥《类说》第二册，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

②
（宋）陈旸《乐书》卷一八六“乐图论·俗部·杂乐·剧戏”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

③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条，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

④
胡明伟《中国早期戏剧观念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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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人在这一时期的演出是谨言慎行的，演绎环境较为严峻。但是随着杂剧的讽谏作用加

强，文人对杂剧的看法和感官也有所改变。《渑水燕谈录》中载：“一日御宴，教坊杂

剧为小商，自称姓赵。以瓦瓿卖沙塘，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误踏瓿倒，糖流于地。

小商叹息曰：‘甜采，你即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
①
俗语中的“甜采”指的是

“王姓”，在此处隐喻的是王安石，“即溜”说的是其为人伶俐，善于阿谀奉承。在当

时的宫中，杂剧通过“诙谐之技”而达到其“隐于谏诤”的目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其“插

科打诨”的表演形式，是对唐代参军戏的发展与继承。“打诨”是北宋时期杂剧重要的

表演因素，“作杂剧者，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这是继承唐代“参军戏”传统的重

要表现，是中国戏剧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在当时的民间，杂剧的内容形式却截然不同。随着汴京中固定演艺场所的出现

和市民经济的发展，在宋仁宗以后，杂剧从宫廷走向民间，逐渐商业化和平民化。这一

时期的杂剧不但结合了“踏谣娘”以表演故事为主的这一戏剧范畴，同时还结合了其他

艺术形式从而使本身的表演更加丰富。“抅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

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
②
《东京梦华录》中这条记述了北宋民间杂剧表演的内容

和时间，这则杂剧已经不局限于唐代参军戏的基本形式，而是简单直接地以故事情节为

主，通过剧中人物的装扮和对白把整个事情经过表达出来，搬演时间也较长，可至七到

八天。

汴京杂剧在宋徽宗时期达到大盛，常以千计的观众汇聚于瓦子勾栏中去观看杂剧演

出，“不以风雨寒暑，日日如是”
③
。除了在平日里演出杂剧以外，在其他盛大的节庆

活动中，例如正月十五元宵节、三月初三上巳节、七月十五中元节、神祗生日和历代皇

帝诞辰等也会搬演杂剧，露台弟子与宫廷的杂剧演员共同在人烟辐辏的交通要道处或是

神庙的露台上共同演出杂剧百戏，这常常吸引大量的观众集聚于此观看，造成万人空巷

的场面。《鸡肋编》中记载了一则杂剧演出的盛况：“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

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坐于阅武场，环庭皆府官宅看棚，棚

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诨一笑，需筵中閧堂，众庶皆噱者，始

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

①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②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元节”条，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

③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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