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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杂剧包公戏对包公的塑造

李申曦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

陕西 西安 7 10 1 19 )

[摘 要 ]元杂剧包公戏 塑造的包公为元代所独有
,

具有永恒 的艺术魅力
,

而其背后 又有独特的成因
。

考察现存元代包公

戏
,

包公形象的成功 塑造是 因为元代剧作家对包公性格的刻 画综合史料记载
,

并且在戏剧创作 中将 包公赋予 了审鬼通神的能

力
,

居日中包公机智权变
,

善用智谋
,

在塑造包公时的戏剧安排也遵循一定的程式
。

【关键词】元杂剧 ;包公戏 ; 包公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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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
,

元杂剧的兴起与 正不阿
、

不畏权势的形象
,

并且深受百姓爱戴
,

而贵

繁荣成为这一时代文学的标志
,

包公戏是其重要组 戚宦官对他有所顾忌
。

他嫉恶如仇
、

伸张正义
,

欺

成部分
,

包拯也由历史人物发展成为元杂剧作家笔 民霸世的鲁斋郎
、

强取豪夺的庞衙内被他绳之以

下的艺术人物
。

据统计
,

元代包公戏多达 17 种
,

其 法
。

贪官污吏忌惮他
,

《包待制陈州案米》中这样描

中佚失者 6种
,

现存 11 种①
。

元杂剧对包公的塑造
,

述
: “

刘衙内做惊科
,

背云
: `

哎哟
,

若是这老子去呵
,

既与史料记载下包拯性格相符又在戏剧创作中不 那两个小的怎了也 ” ’「2〕
写出了刘衙内的担忧

。

包待

断对包拯形象进行丰富与完善
,

一些戏剧在此基础 制也曾自述
: “

如今那普天下人尽言
,

道一个包龙图

上将包公赋予了审鬼通神的能力
,

依靠梦境和冤魂 暗暗的私行
,

毓得些官吏每兢兢打战
。 ” 「2〕“

凭着我撇

来协助断案
。

元杂剧中包公精明
、

聪慧
,

断案讲求 劣村沙
,

谁敢道侥幸奸猾 ? 莫说百姓人家
,

便是官

证据
,

善用智谋
,

另外
,

元杂剧塑造包公时的戏剧安 宦贤达
,

绰见了包龙图影儿也怕
。 ” 「刀
他为民做主

,

深

排也有一定的程式
,

本文试论之
。

受百姓爱戴
: “

如今百姓每听 的包待制大人到陈州

一
、

性格与史料相符 案米去
,

那个不顶礼 ? 都说俺有做主的来了
,

这般

元杂剧包公戏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具有鲜明个 欢喜
。 ” 「2〕
史料记载他

“

京师为之语
:
关节不到

,

有阎

性的包公
,

而剧中展现的包公性格与史料记载反映 罗包老
。 ” 「习
剧中便有包公

“

阎王生死殿
,

东岳摄魂

出的包公相符
。

剧作家对包公的塑造综合了史料 台
。 ” 「2〕“

尽道南衙追命府
,

不须东岳吓魂台
。 ” 「2〕
的定

记载
,

因而剧中叙述的包公并不会让观众觉得荒诞 场诗
。

总之
,

元剧综合了史料记载基础
,

通过编排

不经
,

而剧情也更为真实
。

大量生动精彩的案件
,

使之塑造的包公形象更为真

《包拯集 》记载包拯曾在奏议《岂不用赃吏》的 实
、

深刻
。

开头表明
: “

廉者
,

民之表也 ;贪者
,

民之贼也
。 ” l[]
认为 二

、

审鬼通神

为官必须清正廉洁
,

给人民作出表率
,

这样才能净 元杂剧对包公的塑造在丰富和完善史料记载

化社会风气
。

在《包待制陈州案米》一剧中
,

包公正 包公形象的同时
,

又赋予了包公审鬼通神的能力
。

法了中饱私囊
、

欺压百姓的贪官刘得中和杨金吾
,

剧中多次出现冤鬼显灵
,

神灵示兆等情节
,

包公依

张千描述包公时说
: “

你不知道这位大人清廉正直
,

靠梦境和冤魂协助断案
,

日断阳间
,

夜断阴灵②
。

不爱民财
· · · · ·

一 日三顿
,

则吃那落解粥
。 ” 「2 ]
又如《包 元杂剧中对包公神鬼通神能力刻画得异常丰

待制智赚合同文字》
,

刘安住说包公
“

他清耿耿水一 富
。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中
,

包拯断案时梦见三只

似
,

明朗朗镜不如
。 ” 「2〕
在其他包公戏中也多有剧中 蝴蝶坠人蛛网

,

一大蝶救出二蝶
,

置一小蝶不顾
,

包

人物将包公比作明镜
。

可见
,

元杂剧塑造的包公同 拯将小蝶救出
,

从而受到启发
,

设巧计释放三子
。

样具有清廉无私的品质
。

《包待制智赚生金阁》一剧中郭成提头追打庞衙内
,

《宋史
·

包拯传 》对包公性格有较为详细 的描 向包公告状冤狱
。

而剧中包公能独见鬼魂
,

主动提

述
: “

拯立朝刚毅
,

贵戚宦官为之敛手
,

闻者皆惮 鬼讯问
,

为鬼做主
。

又如《神奴儿大闹开封府 》
,

包

之
。

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
,

童稚妇女
,

亦知其名
” 「习 ,

公路遇神奴儿鬼魂
,

平反了冤案
。

在神奴儿魂灵拦
“

拯性峭直
,

恶吏苛刻
,

务敦厚
,

虽甚嫉恶
,

而未尝不 路时
,

包公说道
: “

好大风也
,

别人不见
,

惟有老夫便

推以忠恕也
。 ” 「习
可见

,

史料记载下 的包公是一个刚 见
,

马头前一个屈死鬼魂
” 「2〕 ,

足见其能审鬼
。

另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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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待制智赚生金阁》
、

《耳耳挡挡盆儿鬼 》及《神

奴儿大闹开封府 》中
,

均写到给门神户尉烧银钱金

纸
,

请求挡住邪魔外道
,

放进屈死冤魂
,

说明包公具

有
“

通神
”

的能力
。

元杂剧塑造的审鬼通神的包公虽带有迷信的

色彩
,

但体现了剧作家们独特的艺术审识与加工
。

元杂剧塑造的包公
,

承载着元代人民的心理诉求
,

体现了对公平
、

正义的呼唤和对包公的崇敬与喜

爱
。 “

当人们在对英雄的业绩表示景仰的同时
,

常常

在传诵英雄业绩的过程中把英雄的业绩以及英雄

本人的形象有意无意地放大了
、

夸张 了
,

严重地扭

曲了
,

以此来表达对他的爱戴和景仰之情
。 ” 日〕
因而

元代包公戏中融人了梦境
、

冤魂等元素
,

包公具备

了审鬼通神的超能力
。

同时冤鬼显灵
、

神灵示兆等

情节
,

也曲折地反映了人民至死不忘
、

饮恨伸冤的感

情
。

现实冤狱太多
,

人们寄希望于虚幻的神鬼
,

聊以

自慰
,

将对公平与正义的向往与渴望融人到包公戏

中
,

赋予了包公审鬼通神的能力
,

使之塑造的包公

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

成为其他时代难以超越的存

在
。

三
、

断案讲求证据
,

善用智谋

元杂剧包公戏中塑造的包公是一个精明
、

聪慧

的形象
,

包公断案并非严刑逼供
,

屈打成招
,

而是讲

求证据
,

凭借智谋巧妙断案
。

据笔者统计
,

现存 11

种包公戏除《鲤直张千替杀妻》一剧为犯罪者投案

使得案件告破外
,

其余 10 种杂剧中包公断案均讲求

证据
,

善用智谋
,

其中《包待制智斩鲁斋郎》
、

《包龙

图智勘后庭花》
、

《包待制智赚灰阑记》
、

《包待制智

赚生金阁》
、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仅从题目上就

可反映出来
。

《包待制智赚灰阑记 》中包公精明
、

聪慧
,

在审

理案卷中敏锐地发现了破绽
,

复审此案③
。

他暗地

差人调取原告
、

证人
,

搜集证据
,

通过灰阑争子的策

略
,

断定孩子的亲生母亲
,

并审出马妻与赵令史的

罪行
,

证据确凿
,

方才定案
,

这出戏剧充分反映了包

拯的智谋
。

在《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一剧中
,

刘安

住的伯母为了独 占家财
,

不认离乡归家的亲侄安

住
,

并骗去证明刘安住身份的合同文书
。

包公施计

将刘安住下在死牢
,

后命人假报刘安住因头被刘氏

打破而得破伤风死在牢中
,

包公提出若为亲戚关系

则刘氏不必偿命
,

刘氏主动拿出合同文书证明刘安

住是 自己的亲侄子
,

就这样包公用计赚还合同文

书
,

使安住归宗
。

剧中包公在遇到刘氏藏匿合同文

书这个难题时
,

略施计谋
,

体现出了过人的智慧
。

在《神奴儿大闹开封府》一剧中
,

包公从李阿陈所述

供词与状子上不服
,

敏锐地察觉到这桩事必然暗

昧
,

于是继续审理
,

搜集证据
。

又如《包待制智勘后

庭花》中
,

包公通过在狮子店门首寻到桃符查出杀

害翠莺凶手
,

《王月英元夜留鞋记》包公通过差人寻

回证物手帕证明月英无罪
。

不难看出
,

包公断案时

能够敏锐地觉察冤案的疑点
,

讲求证据
,

适时施计
,

最终还与受害者公道
。

权豪势要是元杂剧包公戏所抨击的反面人物
,

他们
“

打死人不偿命
” 「2〕“
街市小民闻吾怕

” 「2〕“
嫌官小

不做
,

马瘦不骑
,

打死人不偿命
,

若打死一个人
,

如

同捏杀个苍蝇相似
” 「刀。

他们的横暴有皇帝撑腰
,

罪

恶有王法庇护
。

包公在面对权豪势要时
,

机智权

变
,

将其绳之以法
。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权豪势

要鲁斋郎抢了李四和张硅的妻子
,

迫使两家儿女失

散
。

鲁斋郎受到皇权的庇护
,

而包公运用智谋设计

斩鲁
,

在向皇上的奏疏中将鲁斋郎的名字写成
“

鱼

齐即
” ,

皇帝批了斩字
,

而次日包公在这三字上添加

几笔
,

即为鲁斋郎
,

包公巧妙地借皇帝之手斩杀了

霸道横行的鲁斋郎
。

《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叙述了权

豪势要庞衙内杀死秀才郭成
,

霸占其妻并夺取宝物
“

生金阁
”

的故事
。

包公运用智慧
,

讲求策略
,

宴请

了庞衙内
,

声称
“

和庞衙内一家一计
” 「2

似去掉他的

戒心
,

称 自己得了一件宝物从而赚出庞抢去的生金

阁
,

而庞毫无戒备地招认了自己的罪行
。

剧中的权

豪势要为所欲为
,

甚至滥杀无辜
,

实际是元代社会

现实的反映
。

正如高益荣所说
: “

元杂剧可谓人民

之文学
,

它反映的是民众的生活
,

再现了那个
`

覆盆

不照太阳晖
’

的黑暗时代人民所遭受的苦难
。 ” 协〕
据

《元典章》刑部
“

禁豪霸
” 、 “

禁治行凶泼皮
”

所载
: “

要

有罪过
,

它的门首泥写红粉壁 ;第二遍第三遍泼皮

呵
,

要了罪过
,

交拽车配役
” 「6] ,

可见处罚之轻
。 “

通制

条格
”

杂令
“

豪霸迁徙
”

一条记载
: “

其豪霸茶食安保

人等
,

初犯本罪 比常人加贰等
,

红泥粉壁
,

标示过

恶 ;再犯痛刑断罪移徙 ;三犯断罪
,

移徙边远
。 ” 「司
身

处这样的现实社会
,

惩治这些权豪势要就不得不用

智谋解决这种隐立对峙的矛盾
,

将其绳之以法
。

正

如范嘉晨所说
: “

清官形象的塑造者们
,

面对社会现

实
,

能够看出其中的某些矛盾
,

但不可能提出真正

解决这些矛盾的可行方案
,

因而他们便赋予清官形

象聪明多智的特点
。 ” 「6]
因而元杂剧包公戏塑造的包

公反映了元代的特定现实
,

包公断案讲求证据
,

善

用智谋
,

镂刻着鲜明的时代色彩
,

为元代所独有
。

四
、

戏剧安排的程式化

元杂剧包公戏在剧中对包公的安排具有一定

的规律性
,

遵循一定的程式
,

现存的元代 11 种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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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中
,

除《鲤直张千替杀妻》外
,

其余戏剧情节布置

及对包公的安排与塑造都有着相似的逻辑
。

剧中

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篇幅来叙写案件发生的过程
,

随后包公出场进行勘案与断案
,

最终惩处奸邪
,

伸

张正义
,

包公下断词
,

众人感谢
。

这样程式化的戏

剧安排体现了元杂剧作家在进行戏剧编排时遵循

着一定的规律
,

遵从观众的认知习惯
。

元杂剧包公

戏中塑造包公时的程式化安排并非巧合
,

足见元代

观众普遍的审美心理
。

另外在一些杂剧中
,

从包公

出现的场次可以看到
,

包公并不是主角
,

而是作为

断案的总结
。

据笔者统计
,

在现存的元杂剧包公戏

中
,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

《包待制陈州案米》包公

在第二折中出现并主要描述
,

而其余 8种包公在第

三折或第四折才出现进行审案
。

可见
,

在元杂剧包

公戏中并非包公就是主角
,

有时包公出现
,

是剧中

矛盾冲突到了激烈而不可调和的程度时
,

起到一个

终结矛盾的作用
。

元杂剧在包公出场时多有定场诗
,

而这些定场

诗在多种剧作中出现并有程式化倾向
。

在《包待制

三勘蝴蝶梦》
、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
、

《王月英月夜

留鞋记》
、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中定场诗均为
“

咚

咚衙鼓响
,

公吏两边排
,

阎王生死殿
,

东岳摄魂台④
。 ”

而《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中包公出场云
: “

当年亲奉

帝王差
,

手揽金牌势剑来
,

尽道南衙追命府
,

不须东

岳吓魂台
。 ”

《耳耳挡挡盆儿鬼》为
: “

法正天心顺
,

伦

清世俗纯
,

笔题忠孝子
,

剑斩不平人
。 ” 「2〕
可 以看到

,

后两剧定场诗虽不同但与前者有相似之处
,

都直观

地表明了包公的不畏权豪
、

清正廉明之心
。

除定场

诗外
,

剧中也有多处通过包公 自述表明其心志
,

如

《包待制智勘后庭花》中包公说
: “

这言语表出人凶

吉
,

这桃符泄露春消息
,

怎瞒那掌东速报司
,

和这判

南衙包待制
” 「2

与执掌人间生死的东岳大帝相比
,

表

明自己无私无畏和严惩凶顽的凛然正气
。

《包待制

智赚生金阁》中包公说
“

我也不辞年纪老
,

岂惮路途

遥 ? 想着宰相官僚
,

请受了这千钟禄难虚耗
,

怎不

的秉忠心佐朝廷
” 「刀 ,

通过包公 自述
,

直接体现出他

赤心报国
,

尽职尽责
。

又如《包待制陈州案米 》包公

说自己
“

从来不劣方头
,

恰便似火上浇油
,

我偏和那

有势力的官人每卯酉
” 「2〕 ,

直言 自己为人耿直
,

不畏

权豪
。

程式化的定场诗和包公 自述直观表明了包

公鲜明的个性
,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

同时这种程

式化也表明当时百姓对剧作家塑造的包公的普遍

接受程度
。

元杂剧作家在塑造包公形象时除借助包公自

述突显 自身性格外
,

还借剧中他人之 口从侧面映衬

包公形象
。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借张硅之 口称赞

包公智谋出众
: “

再不言宋天子英明甚
,

只说他包龙

图智慧多
。 ” 「2 ]
在《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一剧中

,

张林劝

妹妹说出冤屈时说
: “

这包待制是一轮明镜
,

悬在上

面
,

问的事就如亲见一般
。

你只大着胆自辩去
。 ” 「2 ]

从

侧面反映出包公心如明镜
,

秉公执法
。

又如《包待

制智赚生金阁》中郭成向包公告状伸冤时说
: “

也是

千难万难得见南衙包待制
,

你本上天一座杀人星
,

除了 日间剖断阳间事
,

到得晚间还要断阴灵
,

只愿

老爷怀中高揣轩辕镜 … …
” 「2〕
同样通过他人陈述反

映出包公为民请命
、

大公无私的形象
。

这类例子十

分常见
,

在此不一一赘述
。

另外
,

一些杂剧在包公

出场前剧中人物有所提及
,

《包龙图智勘后庭花》中

包公出场前
,

赵廉访云
: “

老夫待亲自问来
,

有些难

问
,

则除是开封府尹包待制
,

此人清廉正直
,

可 问这

桩事
” 「刀 ,

后差人请包府尹
。

《包待制智赚生金阁》中

婚婚临死前说
“

有一日包待制到朝堂
,

哥哥也我则

怕泄露了天机白破你那谎
” 「2〕 ,

表明对包公的期待
,

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包公断案如神
,

能勘破疑案
,

惩处恶人
。

《包待制陈州案米》中小撇古问父亲向哪

位衙内告状
,

其父云
: “

若要与我陈州百姓除了这害

呵
,

则除是个包龙图那个铁面没人情
。 ” 「2 ]
体现了百

姓对包公的信任与期待
,

下折包龙图出现并审理此

案
。

这样程式化的戏剧安排
,

多角度地塑造与完善

了包公的形象
,

并且包公出场前多借剧中人物之 口

提及
,

吸引观众对包公出场的期待
。

这样就使得元

代包公戏塑造的包公更加立体化
,

在观众心中留下

的戏剧影响力也更为深刻
。

综上所述
,

元代包公戏中塑造的包公取得了极

高的艺术成就
,

是其他时代各类作品难以超越的存

在
。

而包公形象的成功塑造与元代剧作家的加工

创作是分不开的
,

其塑造的包公延续了史料记载基

础
,

又增添了智慧的光彩
,

具备审鬼通神的能力
,

程

式化的安排使得包公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
、

鲜明

的印象
。

这样的包公形象不仅反映了元代的特定

现实
,

又承载着观众的审美心理与个体诉求
。

千百

年后依然可以看到
,

元杂剧塑造的包公是一个新的

创造
,

同其后的文学形象中的包公区别开来
,

具有

永恒的艺术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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