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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戏曲选集中的 (单刀会·鲁肃求谋》辨析

一一兼论(仨国演义》对三国戏曲的影响

胡莲玉

自由要〕 通过《单刀会》第一4斤"鲁肃求谋"在不同戏曲选本中曲词说白的增删变化

可以看出 关汉卿原作曲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 说白的变化则较大 →右面随着演唱者对曲

词的不同理解而有变化，另一方面 也随着演出的需要而不断调整 使得曲坷的衔接更为符

合逻辑罔史通情理。由此更加证实 明刊本的说白不能用来作为分析元曲的依据。同时罔戏

曲的演唱还随着《三国演义》小说的厂为流传，而相应地增添了一垫情节内容 。

毛主键词〕 单刀会罔 说白罔三国演义

〔中国分类号 l !23 11 ~立献标iR码 1 A (文章编号 1 11削- 11139 (卫11口) 114- 111剧- 1治

《单刀会》罔囚折罔元关汉卿作罔现存主要版本有((元fiJ杂剧三十种)) [, J (下简称"元fiJ本" )和
《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éJ (下简称"脉望馆抄本" )。其中第 、三、囚折又作为单出散见子明清

各种戏曲选本中。①(锹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且为明赵琦美抄校在有些剧本后署有抄校年月 起子

万历囚十二年甲寅( 1614) 十二月(息机子 fiJ本((切俭旦)) ((看财奴》跋 L 迄于四十五年了巳

( 1617) 十二月(抄本((黄鹤楼》跋)，但子此《单刀会》则无任何题识，不知其抄子何本何处何
时。元fiJ本和脉望馆抄本之间存在一些差异罔明清戏曲选本所j茬又另有差异罔而诸j主本所录曲文差别

不大罔可视为一系(下简称"选本" ) 。 从元fiJ本、脉望馆抄本和j在本所载录曲文变化中可以考见一

些颇有意味的现象。限子篇幅 本文主要就其第 折在各本间的文字变化略作比勘。第 折主要描写

鲁肃设计欲要回荆州罔向乔公(乔国老)议策 。 其在明代戏曲选本中的入选情况如下

1 (1。王府菁华)) [, J 卷六上层，目录题为"鲁肃求谋" 正文则题为" 鲁肃求计"未题出子何

剧 。 《乐府菁华》全称《新钗梨园摘锦乐府菁华及明刘君锡辑，明万历庚子( 16f的)书林三槐堂
王会云刻本罔采j在明人传奇。

2 ((大明天下春))[飞卷六录《鲁肃求谋》 出署 《三国志)) 0 ((大明天下春夜全题为
(情选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天下春在阙名罔明万历问刻本。②收录传奇、俗曲、"江湖方言\"通

方俏语"等。

3 ((大明春沪〕卷五下层录《鲁肃请计国公》 出，署 《三国记 ))0 ((大明春夜全题为

《鼎银徽池雅 i周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晌大明春丑别题"新i周万曲长春"程万里边。万历问福建书林
金魁刻本。收录传奇散出、小曲、杂诗、方语等。

① 黄仕忠(( (三国 志)戏丈考)) (((中山大学学报 )) 19叨生在第 5期 ) 丈对于共i'lJ即 《单刀会》 曲丈入选于明人戏曲选本的情

况作有详尽介绍 . 但该文仅限于对明代戏曲选*的介绍 且来就曲白的变化作详尽分析 ， 此第一折"鲁肃求谋"仅见于明代戏曲选

本中号 清代所刊行的戏曲选本来见收录，

②参见李平 4流落欧州的三种晚明戏剧散出选集的发现)) (见 4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版)

认为"可以视为万历前期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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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保府红珊》 ω罔卷之九访询类罔录((鲁子敬t甸乔国公》一出罔署 (制k园记 ))0 ~保府红珊》罔

全题为(销flj分类出像陶真选粹乐府红珊且明秦淮墨客(纪振伦)选辑。万历圭寅( 16f口)唐振

吾刻。收录传奇散出。

这四个本子中 ((大明天下春》与《大明春》基本全同 《乐府菁华》本中则有多字法灭不清

特别是说白罔但由其能辨识清楚的文字来看罔与他本差别不大。囚本均为外扮乔公罔日昌南(也查子》

引罔后接北<<1LlJ吕·点络唇》套。这一折的曲文罔脉望馆抄本与元flj本已略有差别罔脉望馆抄本少
《醉扶归)) ((后庭花》二支曲子。选本的内容则基本同子脉望馆抄本，但曲牌略有不同。 此折大致可

分成三段罔第一段为乔公抒怀罔即《点络唇)) ~馄江龙》二曲罔第二段叙荆州之不可取罔即《泊葫

芦)) ((天下乐)) ((那同令》三曲，在选本中则并为《泊葫芦》 曲 第三段重点叙关云长之威 再申

单刀会之不可行罔即《鹊踏枝)) ((寄生草)) ((金盏儿)) ((煞尾且在选本中分为两曲 《上马娇》和

《后庭花》。后二段对关剧词句作了重新组合罔前后次序错综不一。
从元flj本到脉望馆抄本再到戏曲选本中的单出，曲词虽变化不大 但戏曲所表现的内容却有了很

大的变化罔试论述如下。

一、戏曲预设情境的变化

元flj本为孙权、 鲁肃、乔国老同上开场 仅保留了少量说白 故而不能知其详。但从这简略的说

白中仍可以推知大概内容 鲁肃奏请到叶又收回荆州，乔国老力辩荆州之不可取。整套曲词为乔国老在
孙权面前所唱。脉望馆抄本第一折由冲末扮鲁肃开场罔言明三分天下罔借荆州之由及欲设计索取荆州

之事，然后由正末扮乔公上罔作自我介绍及抒怀。其后乔、鲁相见 由乔、 鲁间的对话推动由文的展

开。 j主本则直接由外扮乔公开场

【生查于1 当朝一老臣，解却黄金印 四处灭烟尘，因泰民安静。(白)老夫乔晋走也 幸

生二女长事吴侯，次回己周瑜，时人呼我为国公。昨日鲁都督请我 须常走→量。①

脉望馆抄本中乔公的说自由这一曲(巳主查子》所代替。 虽然开场的人物不同罔但其开场的情境
设计是 样的 依然由鲁、乔二人的对话推动情节的进展罔只是少了鲁肃的自我介绍而已。

如此一来罔曲词的内容虽大致相同罔却因戏曲预设情境的不同而带来理解上的不同罔也因这种理

解的不同 而带来对曲词的更改。前已言之脉望馆抄本较元flj本少了两支曲子。其中 《醉扶归》

曲的flj 落正是由子戏曲情境的不同。 (也辛扶归》曲言当初鲁肃曾为刘备作保借荆州罔现在却又暗中设

计索荆州罔后接的曲词是"你道三条计决难逃"。在元flj本中罔由子鲁、乔二人在驾前对话团想、必鲁

肃已先言明索取荆州的三条计策。而脉望馆抄本中，对话是在鲁 、乔二人之间进行， 鲁肃开场时所言

取荆州之计是独自罔乔国老并不知悉罔所以在"你道三条计决难逃"前再加入一段由鲁肃向乔国老

说明自己所设下的计策。但加入这段话后 《醉扶归》曲即难安置。

限子篇幅罔本文不拟将所有不同详细列出罔仅就可能有不同理解的地方略作说明。

元flj本《点络唇》曲罔"咱本是汉国臣僚"的"口自"字在脉望馆抄本和选本中皆改为"俺'\元
flj本预设的情境是驾前辩论"口自"可理解为"咱们(即吴国)" 而脉望馆抄本和选本预设的情境

均是乔国老抒怀罔"俺"则只能是指乔国老。 在这二支曲子中罔选本中的曲文和脉望馆抄本相较罔添

加了 些衬字使得曲意更为通民戏曲情境更为突出，如
【点给唇】俺本是汉国臣僚罔汉皇软弱罔兴兵 l司罔惹起那五旦在兵刀罔并董卓诛袁绍 。

选本子"汉皇软弱"前加"只为'\"并董卓"前加"因此上"。

【混江龙】止留下孙刘曹操，平分斗丑作三就不千才能海清河晏雨顺风调 兵器改为农器

用罔旋旗不动酒旗摇罔军芸战马添朦罔杀气散罔阵云消罔为将帅作臣僚罔脱全甲着罗不包。 ....人

强马壮将老兵骄。

j在本改"不付自色"为"不能够

① 此录自 4乐府红珊且 此段诸选本内容大致相同 字词略有不同 . 历史上的弃公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 事靖本

4三国情义》始将史书中的"桥尘"与东汉太尉桥玄( "弃"*作 "桥" )视为一人 一些地方戏曲中 直接把他称作"弃宫妻

沈伯俊师(( "桥国者"和桥玄且载沈著 《三国理话且 囚川人民出版社 2制)0年版 . 此扯云其姓弃名晋弓不如何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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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加"往常间'\ "将老兵骄"前加"到如今"。这样一来罔这一曲的意思就非常容易理解了罔乔国

老感慨天下大乱，兵戈扰攘，期盼太平景象。有论者云 " ((愧江龙》中‘海清河晏雨顺风调。兵器

改为农器用罔征旗不动酒旗摇'的一派太平景象罔却无论如何与‘汉家天下'‘谁想、变乱到此'对不

上号，可见说白和曲词并非原配 。"的此处，论者的理解当有误，如将"不付能"理解为"不能够"
后面"海清河晏....脱金甲着罗丰包"均)1顶"不能够"意而下罔所描写并非太平景象罔而是乔国老感

慨当今时世不能如此罔至j选主本中罔索性添上了"咱只愿

骄"句?在加了衬字"往常间" "到如今"后，意思也同样极为显豁。
元flj本((泊葫芦》曲中"他兄弟每虽多兵将少罔赤紧的把夏阳城先困了'\在后来的曲文中均作

"赤紧的将夏侯↑享先困了"这也是由子对自变化造成戏曲预设情境的不同而造成的 。 在乔国老抒怀
的二曲之后罔元flj本转入另一情境罔白云 " (驾云)咱合与他这汉上九州罔想当日曹操本来取俺东
吴 生被那弟兄每挡住"后面三曲皆承此情境而来 (怕葫芦)) ((天下乐》可理解为刘备集团在三分

天下中曾起到J重要作用，所以 他们占有荆州是理所当然的 不应去索讨，现在三分天下的局面也比
较平稳固不应去破坏 。 (娜口毛令》则是赞颂西蜀的军事力量罔如果东吴要想索讨荆州必定会惹起西蜀
的反抗 。 而在其他各本中此处均是乔、 鲁二人榈见的场面及对自 没有了孙权关子刘备方挡住曹操进

攻的说白罔却加入了博望烧屯的叙述罔这样罔曲词中的"夏阳城"就变成了"夏侯悖

容也主要成了对刘备方力量强大的夸耀。

二、说自与由文的增改

除元flj本少对自之外，其他各本都在曲文间夹杂有对自 并由这些对自来引领曲文 。 曲文和说白
的关系罔基本上是鲁肃说一句罔乔国老唱一句罔曲文是对说白的引领以及解释和说明罔试以脉望馆抄

本中的支曲词为例
[由葫芦】你道他兄弟虽多兵将少罔 (云)大夫罔你知博望烧屯那一事么"寄云)小官不知罔

老相公试说则。赤紧的将夏侯悖先圆了 。 (云)这隔江斗智你知么"鲁云)隔江斗智罔小官知便

知道 不得详细，老相公试说则。则他那周瑜蒋干是布衣交那一何主月在臣诸葛施韬咯。亏杀那苦

肉计黄盖添粮草罔 (云)赤壁恳兵团那场好厮杀也鲁云)小官知道罔老中目公再说→是者。(末

云) .....那军多半向火内烧，三停在水上漂。若不是天教有道伐元道，这期间吴国尽属曹 。

但是罔各本中引领曲文的这些对自却稍有差异罔有理由认为这些说白是为了配合曲文、使曲文的

意义显豁而配上去的。在戏曲的实际演出中 不同时期根据对曲文的不同理解而加进了不同的说自

由子说白的不同又可带来对曲词的不同理解。

如((鹊踏校》一曲中罔元flj本作 "那赤壁时才目看的是好罔今日不比往常罔他每怕不口和口自好说
话 他每都喜孜孜的笑里藏刀" 脉望馆抄本作 " (鲁云)想想、赤壁之战?我与刘备有恩来。(末口唱昌)

那时问相看的是好罔他可便喜孜孜笑里藏刀

笑里藏刀。 " (((乐府红珊》本他本文字略有差异 大意同。叶)脉望馆抄本和元T刊川本的意思是 脉榈
承的罔将"赤壁时才目看的好"理解为孙、刘两方的关系罔只不过将"才目看的好"具体化成鲁肃曾对

刘备有恩罔而远本则把"赤壁时相看的是好"理解成了关羽华容释曹之事。

相较而言 脉望馆抄本的说白显得较为简单 引领下文的手段也显得稚嫩，常显现出仅仅是为了

串起下文仓促而编的特色 。 如鲁肃说自己不知博望烧屯之事(小官不知罔老相公试说则)、不知收西

)11 之事(我不得知，你试说遍).不认识关公(小官不曾与此人相会，老相公你细说关公威猛如
何L 对隔江斗智之事也知之不详(小官知便知道罔不得详细罔老才回公试说则)等。而在戏曲选本的

说白则分别作"不记得博望烧屯之时口可" (博望烧屯)罔"你道他兄弟有勇无谋口可" (隔江斗智); "大

夫 我将云长英雄说与你知道" (收西) 11 )，后所接曲词则是 样的。这样，从乔国老主体的角度叙
说关羽之英勇给鲁肃听，即不显鲁肃这 人物之不合逻辑和常情。

选本中也有很多地方的说白较脉望馆抄本更合子逻辑。如脉望馆抄本子主叙赤壁之战的 ((1由葫

芦》曲后有鲁肃之白 "曹操英雄智略高罔肖Ij平傍窃篡刘朝 。 永安宫里擒刘备罔铜雀春深锁二乔"罔

目 的是接" ((天下乐》你道是‘铜雀春深锁二乔"句。但由鲁肃之口来赞颂曹操"铜雀春深

锁二乔"的"英雄智略"似乎有点不合情理。元flj本子 ((1由葫芦》与((天下乐》二曲间无白 "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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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春深锁二乔"句接 ((1由 葫芦》的尾句"这其间吴国尽属曹"曲意也通。脉望馆抄本加入此囚句道

自反而破坏了曲词的完整性罔并使鲁肃形象不合子常情。而选本子"吴国尽属曹"前插入乔国老所

言 "曹操当初起铜雀台，令第七子子建作赋，单道他扫平天下，尽收天下美色擎尊奉酒 或有

诗曰 ‘闻道曹公志量高罔夜来横梨岂相饶罔东风不与周郎便罔铜雀春深锁二乔。 门， ( ~你府红珊》
本 ((大明春》本文句略有差异，大意同。)再接"险些儿吴国尽属曹，只为铜雀春深锁二乔" 如此

来 "铜雀春深"句方有着落。

j主本中有些地方曲文和说白的增改则使曲意更为容易理解 。 如前引有关"隔江斗智"的说法后罔

曲词为"则他那周瑜蒋干是布衣交那个股股臣诸葛施韬略" 这两句有点费思量 周瑜蒋干与诸

葛亮似乎是不相干的两件事罔而选本则在"则他那周瑜蒋干是布衣交"后有白罔"你道我东吴豪杰如

云就是车载斗量 不能济事" 曲词则作"怎当他股肢臣诸葛亮施谋略

理解。再如元fiJ本和脉望馆抄本第二支《金盏儿》曲罔元fiJ本作"虽然你岸边头藏了战船罔却索与

他水面上搭起浮桥'\脉望馆抄本则作"你道是岸边厢拘了战船罔你则索水面上搭座浮桥'气一是说

自己准备了战船， 是说将对方的战船扣下 但"水面上搭起浮桥"的意思都不是很明朗。选本中
作 " (白)大夫口可罔你说向岸边摆着战自I多罔我劝你(口昌)水面上多搭着几所小浮桥罔杀输了好奔

逃。"这就使观众极易理解曲词的含义。

三、 (t三国演义》对戏曲的影晌

选本中说白的增加还大大丰富了戏曲的情节含量，这 方面的意义尤为重要。因为 从这些改动

中可以切知(仨国演义》小说对场上演出之戏曲的影响。
曲抒情 白叙事，是中国戏曲的特色 对情节含量的丰富主要由说白完成 。 因元fiJ本几乎没有说

白罔故此处的比勘在脉望馆抄本及j在本中进行。

鲁 、乔相见后，脉望馆抄本中 鲁肃云"商量索取荆州之事"乔云"这荆州断然不可取!想关云长好

生勇猛你索荆州 口可他弟兄怎肯和你甘罢‘尸选本则为"下官今设 宴名曰单刀会，特请关云长赴会

便索荆州罔他若不与罔就席间擒之。 特i青太史公商议若何'ì"乔则回答"那刘备关张桃园结义罔不愿同日

生只愿同日死他怎么肯干休? " ( ((乐府红珊》本)增加了关子桃园结义的描述。 而((大明春》本又多出

一句罔"左右置个火罔待我回去'\更增添了一些诙谐色彩罔乔公一听说准备在宴问擒关羽罔转身就要回

去 。 这样的诙谐色彩，同样体现在剧末乔公唱完整支曲子后还是要回去，不肯停留"老夫今年六十

九罔实不敢向单刀会劝酒" (~你府红珊》本机关子乔公年龄的描述罔各选本都不同罔尚有八十九( ~低府

菁华》本)、九十九( ((大明春》本)等说法罔这很有可能是演出时演员随口加上的。
有关赤壁墨兵元fiJ本和脉望馆的叙述均简单地笔带过 "苦肉计黄盖添粮草" 而在选本中

内容则更为丰富 " (外)当初破曹之际罔阙泽献诈降书罔黄盖苦肉计罔凤雏连环策罔诸葛亮祭东

风 。"这儿提到了赤壁破曹的系列情节。 值得注意的是 此处"阙泽献诈降书"、"凤雏连环策"的情
节既不见子(仨国志平话且也不见子元杂剧 。 关子献降书罔 《平话》只是简单地写黄盖交降书给蒋

干 由蒋干带回给曹操，关子连环策 《平话》也只有简单的 旬"却说曹操百三十万军，船上如

登平地"未详言是否将战船锁在 起，更未言及庞统献连环策事。 很显然"阙泽献诈降书
雏连环策"这两处情节是在(仨国演义》小说中才得到描写。上文所言铜雀台情节的增加亦当是受
《演义》影响所致此在((平话》中虽有描写但较简单 孔明激周瑜云 "尔须知曹操长安建铜

雀宫罔拘刷天下美色妇人罔今曹相取江吴罔肤桥公二女罔岂不辱元帅清名'?" [Hl (<痪义》中方有曹操
建铜雀台 令其子曹植赋((铜雀台赋》的描写。

今人看到的元人杂剧本，除((元fiJ杂剧三十种》和李开先嘉靖年间( 155'"一 1567)编刻的《改定元贤
传奇〉沙札大都抄、刻子明万历年间罔包括《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罔明新安徐氏万历十七年( 1589)覆刻
本《古名家杂剧》、明息机子万历二十六年( 1598)编刻的((杂剧选》罔明黄正位万历三十七年( 16(9)编刻

的你日春奏》罔明万历、天启年间顾曲斋fiJ本《古杂剧》罔明万历、天启年间陈氏继志斋fiJ本《元明杂剧》罔
孟称舜子崇祯六年( 1633)编刻的《古今名剧合选》及减楼循( 155f卜 1620) ((元曲选》。对此，孙楷第先

生曾有所考证"以余所考罔除减楼循((元曲选》不依原文罔改定太多罔孟称舜《柳枝)) ((1的江》二集团出入子

原文及减楼循本之间罔此二书应别论外罔其余五书(按罔上述诸书中除《改定元贤传奇》之外的五书 L 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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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皆大同小异罔知同出一源。 "ω1 ((改定元贤传奇》实亦同为一系。孙楷第将今存元杂剧版本可分三

类 是元fiJ本二是"JIIliJ润本"三是((元曲选》本 。 邓绍基认为可再加类 "内府按行本" (即内府
演出本)罔"如果参照《曲律》中的说法罔今见内府演出本当是明初流传下来的罔而其祖本当在元末即已流
行" [10) 。 脉望馆抄本多抄白内府本它的这种演出本的特色曾有学者论及吴庆禧通过对元fiJ本、脉望

馆本、元曲选本相同戏曲宾白的比较罔认为"脉本在唱词或宾白的运用上更考虑的是舞台演出的效果罔

而不是整个文学结构。因此出现不少‘重言'、‘附言'或强调喜剧效果的戏剧语言也可以发现它比((元

曲选》在语言运用上有更大的灵活性，更适合演出 。 " [11)因此脉望馆抄本虽抄子万历年间却很可能是

元末明初时的演出本罔较之明代戏曲选本罔其宾白更形简陋、幼稚、不合逻辑罔其尚未受到(锁义》的影
响也就不是难理解的事了。

上述几种戏曲选本虽也均为明代万历年间的刻本罔但却是时人所选当时流行的舞台演出剧本。今

人能看到的(仨国志通俗演义》的最早刻本是嘉靖元年本，至万历年间 (仨国演义》小说已极为盛

行罔 目 前仍留存子世的万历年间的《三国演义》就有十多种之多 。 因此罔艺人在演出该曲时罔受

《三国演义》小说的影响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事了 。 其余"桃园结义"、"黄盖苦肉计"、"诸葛亮祭东
风"等情节描写虽然早在(仨国演义》小说成书之前即已存在，不能作为戏曲受《三国演义》小说

影响的例证罔但联系到其他情节的增入团这些应该是在(仨国演义》小说广为流传罔并为世人所熟知

后 戏曲演员才能在演唱时随口增出这些说白。
((痪义》对戏曲的这一影响在第四折中更为明显。 鲁肃责关羽不还荆州乃为失信罔 《乐府红珊》

所收((关云长赴单刀会》中有这样番对话

(生)不然，吾主累索剂川'iL明亲许图了益川之后 1t'J 川I!Ir i毛江东，玄德、亲立文书 鲁
肃亲为代保罔今已取西川罔只欲得f并荆州罔是为贪而背义罔赖君侯明以处之。(外)此皆吾兄左

将军之事 非关某所能预也。(生)肃闻昔日桃团结义，誓同生元左将军即君侯也，何故推托

乎"外不语介) (丑高声)土地者罔惟有德者居之罔岂但东吴可得之耶"

嘉靖本(憔义》的描写是

肃曰
乎1 肃闯贪而背义?必必、为祸阶 1愿毒君侯明处之。"云长曰 "此皆吾兄左将军之事 非某所宜预

也。"肃曰 "某闻昔日桃园结义?誓同生 F死L 左J将守军即君侯也?何得推托乎'ì" 云长不之答。周

仓厉声而言曰 "夭上地下 惟有役德、者居之 岂但 y足是毛J汝女东吴之有耳耶F! " 
两相对照罔特别是周仓"惟有德者居之"这一句插语罔很显然罔戏曲此处的说白乃出自小说。

限子篇幅罔本文不再一一列举。关囚平在分析三国戏和((痪义》小说的关系时曾有云 "从剧种样式
的角度说 明清传奇对《三国》文本的汲取与改编要大大多子明杂剧... .明代现细的二十四种传奇

中罔十八种的情节皆主要来自(仨国志演义立所占比例高达 7510 0" [ 12)那么罔不仅是新创作的传奇

剧本从(馈义》小说中汲取素材，在将原有的北曲杂剧移入南曲演唱时 同样受到(憔义》的影响。

囚、简单的结论

自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汉卿原作曲词具有 定的稳定性罔在历代舞台的演出上罔变化不大。说

白的变化则非常大罔随着演唱的人对曲词的不同理解而有变化。并且罔由子说白的不同罔也会带来对

曲词理解的差别。白说白的变化还会带来对个别曲词的增删改变。 脉望馆抄本的说白尚显简陋、幼

稚罔仅简单地为串连起曲词而设。而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罔随着戏曲整体艺术的愈趋成熟罔随着演出的

需要，艺人对曲词和说白不断作出调整使得曲词的连接更为符合逻辑、更通情理。同时，随着
《三国演义》小说的广为流传罔在戏曲的演唱中也被榈应地增添了一些情节内容。 关子明fiJ本的说白
是否为元杂剧所原有，孙楷第先生早就有论"今所见赵琦美录明内府本，系当时按行之本，已不必

尽依原本" [川，今时学者复多有申论 宾白多为艺人在演唱时所加 戏曲剧本在流传过程中常会遭到
艺人改动。①由上述简略的分析罔也可证实这一点罔尤其是说白罔绝对不是固定不变的罔因此罔在分

①参看杨晴帆 、解玉峰 4论元lIJ宾白之作者)) (件丁C汉大学学报 )) 20阳 生在第 3期 )那绍基 4关于元帝剧版本探究))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6年第 1期 )钱伟 《从说 自看明本元杂剧的可靠性问题 以〈单刀会)为中心))( ((复旦学报 ))2006年第 1 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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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元曲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时要注意将曲、白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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