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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青楼集 》看元杂剧的演员关系与技艺传承

徐明娜
集美大学 文学院

,

福建 厦门

【摘 要 】夏庭芝的 《青楼集 》记载 了元代多位杂剧女演员的生平
,

此书有许多对以女性演员为核心 的元杂剧的演员关 系

以及女演员们 的高超技艺的记录
,

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影响到 了元杂剧的技艺传承
,

形成了家庭 内部传授的传承模式并一

直延续到后世
。

【关键词 」《青楼集 》 演员关系 技艺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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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杂剧的兴盛时期
,

大批演员之间错综复杂 擅长演出
“

院本
” , “

亦罕与比
” ,

有的与妻子同演杂

的关系
,

不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戏曲生态
,

而且是 剧
, “

杂剧亦妙
” 。

杂剧技艺传承的必然途径
。

要了解这两点
,

可以借 除了对夫妻关系的记载
,

《青楼集 》也有不少对

助不同的戏曲文献和历史资料
,

而元代夏庭芝所著 杂剧演员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的记录
,

如父母与儿

的 《青楼集 》
,

无疑是提供这方面信息的重要书籍
。

女 女婿 关系

此书以女伶为主
,

多记载她们的容貌
、

才艺
、

交往和 李真童 张奔儿之女也
。

张奔儿善花旦杂剧

婚姻家庭方面的点点滴滴
,

通过这些零散的资料
,

赵真真 其女西夏秀
,

嫁江闰甫 … …江亲文墨
,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杂剧演员之间的复杂关系
,

通史鉴
,

教坊流辈
,

咸不逮焉
。

也可以看到他们技艺传承的一些情形
。

小玉梅 其女匾匾姿格娇冶 … …后嫁末泥安太

一
、

以女性演员为核心的演员关系记录 平 … …有女宝宝亦唤小枝梅
。

《青楼集 》记载了元代优伶一百五十余人
,

其中 张奔儿为李真童之女
,

西夏秀与江闰甫为赵真

女性一百一十余人
,

她们是本书记载的核心
。

书中 真的女儿与女婿
,

匾匾与安太平为小玉梅的女儿与

以人物小传的形式
,

对女伶们的生平做了简要而相 女婿
,

宝宝则是其外孙女
。

还有如婆媳关系

对细致的描述
。

书中对于演员关系的记录也围绕 周人爱 京师旦
,

色姿艺并佳
,

其儿妇玉叶儿
,

着女性演员展开
,

以之为主体
,

对演员 的婚配
、

家庭 元文苑尝赠以 《南吕一枝花 》
。

关系等都有所记录
。

孔千金 其儿妇王心奇
,

善花旦
,

杂剧尤妙
。

在古代
,

女伶的归宿之一便是嫁与达官贵人
,

周人爱是玉叶儿的婆婆
,

孔千金是王心奇的婆

这样的情况在 《青楼集 》中不乏例子
,

如喜春景
“

张 婆
。

我们可以看到
,

这些女演员 的父母长辈
、

姐妹
、

子友平章
,

以侧室置之
” ,

金兽头
“

贯只歌平章纳之
”

子女以至儿媳
、

女婿等
,

也都是戏曲演员
,

一家几代

等
。

但总体上
,

女演员们的婚配对象还是以同行为 都是杂剧演员的现象并不少见
。

主
。

《青楼集 》提及了一些男性优伶
,

共 人
,

他们大 此外
,

《青楼集 》还涉及其他的一些演员关系
,

多是女伶的丈夫
,

这样的例子在书中很多
。

如师徒关系
,

赛帘秀为
“

朱帘秀之高第
”

如朋友关

梁园秀 其夫从小乔
,

乐艺亦超绝云
。

系
,

大都秀
“

其友张七
,

乐名黄子醋
” 。

但家庭关系

赛帘秀 朱帘秀之高弟
,

侯耍俏之妻也
。

还是全书涉及最多的
。

事事宜 其夫琅帽敛
,

其叔象牛头
,

皆副净色
,

从上述例子我们可 以看 出
,

以血缘亲情为纽

浙西驰名
。

带
,

元杂剧的演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
,

因此很 自

帘前秀 末泥任国恩之妻也
。

然的形成了以家庭戏班为主的演出组织形式
。

这

李定奴 其夫帽儿王
,

杂剧亦妙
。

种形式是商业发达的都市的产物
,

并不是元代独有

赵偏惜 樊学阑奚之妻也 … …樊院本
,

亦罕与 的现象
。

早在中晚唐时期
,

当时商业经济一定程度

比
。

上的发展以及市民阶级和市民娱乐的产生
,

使家庭

朱锦绣 侯耍俏之妻也 … …侯又善院本
。

戏班的 出现成为可能
。

我国戏曲史上较早有记载

从中可 以看出
,

这些杂剧女演员们的丈夫也是 的一个民间职业优伶团体是中唐时期的周季南
、

周

她们的同行
,

他们有的长于音乐
, “

乐艺超绝
” ,

有的 季崇及其妻子刘采春所组成的家庭戏班
,

他们以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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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春为台柱
,

配合演出参军戏
。

到了宋代
,

商业都

市兴盛
,

市民阶层壮大
,

符合其审美趣味的各种民

间表演形式也随之兴盛
,

勾栏瓦舍之中
,

各种民间

家庭表演团体又开始渐渐兴起
。

而到了元代
,

随着元杂剧的兴盛
,

民间职业戏班

更是 大量涌现
,

家庭戏班的组织形式在元代得到了最

广泛的发展
,

一直到明清时期
,

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

步繁荣和戏曲艺术自身的完善及其受到雅俗共赏的

普遍喜爱
,

这种家庭戏班的组织形式才开始渐渐突破

家庭成员为主的狭窄范围
,

规模越来越大
。

二
、

以女性演员为主体的技艺描述

戏曲演员以卖艺为生
,

外形
、

技艺和气质三者

缺一不可
。

而起首要与主导作用的
,

还是他们高超

的
“

艺
” ,

因此在技艺上必须精益求精
。

《青楼集 》所

记载的一百多位女伶
,

几乎都是有名的艺人
。

她们

在杂剧等表演行业中出类拔萃
,

是其中的佼佼者
。

书中从不同的方面对演员们的高超技艺进行

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

从扮演剧目与角色行当来看
,

她们中的一些人既能专工于某一种行当角色
,

在行

业内遥遥领先
,

又能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令人瞩目的

成就
,

全面发展各项技能
,

可谓是一专多能
,

般般皆

妙
。

如

珠帘秀 杂剧为当今独步 驾头
、

花旦
、

软末泥

等
,

悉造其妙
。

顺时秀 杂剧为闺怨最高
,

驾头诸旦本亦得体
。

天然秀 才艺尤度越流辈 闺怨杂剧
,

为当时第

一手
。

花旦
、

驾头亦臻其妙
。

有些演员虽不多能
,

但也能在某种角色行当上

独树一帜
,

她们有的专精于绿林杂剧
,

有的擅长于

花旦杂剧
,

有的以唱功见长等
,

如

天锡秀 善绿林杂剧
,

足甚小
,

而步武甚壮
。

张奔儿 姿容丰格
,

妙于一时
。

善花旦杂剧
。

时人目奔儿为
“

温柔旦
” 。

南春宴 姿容伟丽
,

长于驾头杂剧
,

亦京师之表

表者
。

李娇儿 时人号为
“

小天然
” ,

花旦杂剧特妙
。

李定奴 歌喉宛转
,

善杂剧
。

赵真真 善杂剧
,

有绕梁之声
。

这充分说明
,

在愈益精熟的杂剧表演艺术中
,

演员不仅要色色俱到
,

还要有特别突出的地方
,

才

能成就名望
,

才能影响观众
。

这种现象在中国戏曲

史上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末
。

元杂剧有
“

旦本戏
”

和
“

末本戏
”

之分
, “

旦本女

人为之
,

名妆旦色 末本男子为之
,

名末泥
。 ” 「甲 但在

实际中
,

有些女演员还可 以
“

反串
”

扮男角
,

并且她

们的表演同样精彩
,

其技艺的高超可见一斑
。

《青楼

集 》中记载了一些擅长反串的女演员
,

如大名鼎鼎

的珠帘秀
, “

驾头
、

花旦
、

软末泥等
,

悉造其妙
” 。

驾

头是元杂剧 中帝王 的俗称
,

和
“

末泥
”

一样都是男

角
。

以女子之身扮演男性君主
,

且能把握精妙
,

技

艺非同一般
。

再如
“

绿林杂剧
” ,

主角都是绿林好

汉
,

自然也是男角
,

而上文提及的便有一些女演员

长于绿林杂剧
。

《青楼集 》中有不少女演员善演男角

的记载
,

如

朱锦绣 杂剧旦末双全
。

赵偏惜 旦末双全
,

江淮间多师事之
。

燕山秀 旦末双全
,

杂剧无比
。

国玉第 长于绿林杂剧
。

演员们的高超技艺
,

还表现在许多女演员的技

艺至老不衰
。

如赛帘秀
,

她中年双 目失明
,

但表演
“

出门人户
,

步线行针
” ,

仍能做到
“

不差毫发
” ,

甚至
“

有 目莫之及焉
” ,

可见其功底之深
。

再如顾山山
,

她
“

技艺绝伦
” ,

晚年
“

老于松江
,

而花旦杂剧
,

犹少

年时体态
” 。

一个时代戏曲的兴盛
,

除了诸多的外部要素之

外
,

从戏曲本身来说
,

至少还需要两个决定性的条

件 一是优秀的戏曲文学剧本的大量产生
,

一是优

秀的戏曲演员 的大量涌现
。

如果结合 《青楼集 》的

记载与 《录鬼簿 》中关于剧作家的记录
,

我们无疑可

以看到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对元杂剧的繁荣所起到

的关键性促进作用
。

元代文人地位的下降及其仕

途的阻塞
,

促使许多文人转向戏曲创作
,

从而涌现

出一大批优秀的剧作家和剧本
,

但仅凭这一方面促

成元杂剧的兴盛显然是不够的
。

戏曲是一种综合

艺术
,

剧本仅是其中一个方面
,

舞台表演才是它赖

以生存发展的主要途径
,

因此表演环节至关重要
。

戏 曲通过演员扮演角色
,

用语言和动作来表现生

活
,

演员要将 自身化为剧中人
,

并以这个人物的身

份和面貌去思想
、

去行动
,

去创造
,

因此在某种意义

上
,

演员 的技艺决定了一部戏曲的最终呈现效果
。

一个技艺高超的表演者
,

可 以对剧本进行解读并且

从中找到适合的表演方式并发挥演技
,

最终实现剧

本与舞台表演的完美融合
。

元杂剧的兴盛
,

正是这

种融合的产物
,

《青楼集 》所记载的演员们的高超技

艺
,

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

三
、

家庭戏班与技艺传承

从上述记载中
,

我们可 以了解到元杂剧演员之

间的密切关系及其高超技艺
,

那么这种密切的关系

是否会影响到演员技艺的传承 书中对于演员技

艺的传承也有所描述
,

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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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当 其女莺童
,

能传母之技云
。

天锡秀 女天生秀
,

稍不逮焉
。

赵真真 其女西夏秀 … …亦得名淮浙间
。

小玉梅 其女匾匾 … …杂剧能迭生按之
,

号
“

小

枝梅
”

… …有女宝宝
,

亦唤
“

小枝梅
” ,

艺则不逮其母

云
。

张玉梅 刘子安之母也
,

刘之妻曰蛮婆儿
,

皆擅

美当时
,

其女关关
,

谓之小婆儿
。

七八岁
,

已得名湘

湖间
。

李真童 张奔儿之女也
,

十余岁
,

即名动江浙
。

色艺无比
,

举止温雅
,

语不伤气
,

绰有闺阁风致
。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

《青楼集 》中所提及的演员

的技艺传承
,

主要是通过家庭传授来实现的
。

其中

有作者直接说明的
,

如和当当之女莺童能传母亲的

技艺
,

母女之间的传承关系很明确
。

有些记录虽没

有直接指明
,

但可 以推出其中暗含的传承关系
,

如

天锡秀的女儿天生秀技艺比起母亲
“

稍不逮焉
” ,

赵

真真的女儿西夏秀亦闻名江淮
,

母女传承的迹象很

明显 小玉梅的女儿
、

外孙女艺名均叫小枝梅
,

张玉

梅的儿媳唤蛮婆儿而孙女唤小婆儿
,

相似的艺名也

透露出代代相传的痕迹 李真童
“

温雅
” 、 “

语不伤

气
”

的风致与其母张奔儿
“

温柔旦
”

的风格很明显也

是一脉相承
。

从上述对演员关系的记录中
,

我们可 以推出
,

《青楼集 》中记载的不少演员是可 以组成家庭戏班

的
,

而他们的技艺
,

也就通过血缘延续
,

由其子女

也有女婿等亲属 传承
。

究其原因
,

主要是由中国

古代优伶
“

内群婚配
”

的传统形成的
。

所谓
“

内群婚配
” ,

即优伶行业内部婚配
。

这种
“

内婚制
”

的形成
,

与历代对倡优严格的规定限制不

无关系
。

元代皇帝曾下旨严禁戏曲演员与其他行

业通婚
,

《通制格条 》称
“

乐人只娶乐人者
,

咱每根

底近行的人每
,

并官人每
,

其余人每
,

若娶乐人做媳

妇呵
,

要了罪过
,

听离了者
。 ” 「枷 又云

“

是承应乐人

呵
,

一般骨头成亲
,

乐人内匹配者
。 ” 口树`

如果说
,

历代

对于优伶婚配的制约是来自外部的压制和束缚
,

那

么
,

同业类聚的婚嫁趋同
,

则是来 自同行内部的亲

切感和凝聚力
。

法规的限制及社会的歧视
,

使得优

伶行业与外部社会的平等人际沟通被切断
,

从而令

优伶们滋生业 内同命相连的群体意识
,

并不断强

化
。

更何况
,

戏曲表演有它 自身的独特性
,

它不仅

要求个人技艺精湛
,

更是一种互帮互衬的团体合

作
。

相同的职业和追求
,

相似的遭遇和命运
,

使优

伶在心理上产生共同进退
、

以义结盟
、

以情联姻的

愿望
。

因此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内婚制又是优伶行

业业缘关系的强化与升华
。

由内婚制产生的元代家庭戏班
,

对于演员技艺

的传承
,

无疑有积极的一面
。

演员内部通婚
,

一定

程度上形成了
“

伶才
”

先天素质的基因遗传
,

如容

貌
、

体态
、

嗓音等身体素质和艺术天赋
,

而家庭戏班

的培养熏陶
,

又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

家庭的耳濡

目染
,

环境的熏陶熔铸
,

家族内部的指点传授
,

尤其

是绝技的传承
,

常常对一个杰出艺人的成长有关键

作用
。

潘光旦 《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 》指出
“

内群

婚配的结果
,

当然是把许多所以构成伶才的品性逐

渐集中起来
,

使不至于向团体以外消散
,

有时候因

缘凑合
,

并且可以产生出一两个极有创造能力的戏

剧
`

天才
'

来
。 ” 「枷

一

优伶独特的婚姻形态
,

在客观上

促成了家庭戏班的形成和艺术传承的天然构成
。

对家庭戏班的记录还散见于一些其他的著

作
。

如陶宗仪的 《南村辍耕录 》卷二十四提到松江

天生秀戏班
,

有一天演出时勾栏突然倒塌
,

压死了

人
, “

独歌儿天生秀全家不损一人
” 日护

,

可见此戏

班是家庭性质的
。

以家庭成员组成戏班
,

传承技

艺
,

在元代的一些戏曲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

如元杂

剧 《汉钟离度脱蓝采和 》以及南戏 《宦门子弟错立

身 》
。

《汉钟离度脱蓝采和 》一剧中
,

蓝采和是洛阳一

个杂剧戏班的名末泥
,

自己就有一个以家庭成员为

主的戏班
,

班中一共有 人 蓝采和 正末
、

蓝之妻

喜千金 正旦
、

蓝之子小采和 徕儿
、

蓝之儿媳蓝山

景 外旦
、

蓝的姑舅兄弟王把色 净
、

两姨兄弟李簿

头 净
。

而南戏 《宦门子弟错立身 》说的是官家子弟

完颜寿马与散乐女演员王金榜的恋爱故事
。

王金榜

与其父亲构成了一个小型家庭戏班
,

其中自然包含父

女的技艺传承
,

而完颜寿马不顾双方家族门第的巨大

差距
,

冲破父亲的阻挠
,

追寻王金榜的家庭戏班
,

最终

在王父的严格传授和考核下也终于蜕变为出色的戏

曲演员
。

这种家庭传承的传统在后世仍有延续
,

如潘

光旦的《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 》中收集了近代 自嘉庆

十七年起到民国二十三年约 年间共十个血缘网
,

其中就包含了一百七八十个伶人家系
,

可见家庭传承

的戏曲传统源远流长
。

总之
,

从 《青楼集 》我们可 以看出
,

戏曲行业的

内群婚配
,

促成了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戏

班的形成
,

这种家庭戏班在元代获得了极为广泛的

发展
,

而元杂剧演员高超的技艺
,

也就在家庭内部

代代相传了
。 “

元杂剧是以乐户之间的亲属姻缘关

系组成的家庭戏班演出的
。

所以
,

我们说元杂剧是

以家庭戏班为演出支柱而得以兴盛繁荣的
。 ” 「饰 先

天素质的遗传与后天耳濡 目染的学习
,

在很大程度

上保证了元杂剧的演员数量与质量
,

从而促进了元

杂剧的发展与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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