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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杂剧中的友谊

梁玉竹

(西南大学 文学院
,

重庆 4 0 0 7巧 )

[摘 要 ]友谊是文学中亘古不变的话题
,

在元杂剧中也多有论述
,

其中涉及到友谊的普遍性
、

友谊的真谛
、

交友的原 则等

方 面的内容
,

并体现 出一定的传统道德色彩
。

而元杂剧 中
,

朋友这一身份的设定
,

在推动情节的发展
、

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方面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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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 自远方来
,

不亦乐乎
” 「ll]

,

友谊
,

是人类文 怨引章不听规劝 ; 当初
,

劝嫁时
,

两个人曾为周舍

化中永不凋谢的主题之一
,

古今中外涌现出了大量 互相赌气
, “

(云 )妹子
,

久以后你受苦呵
,

体来告

的文学作品来歌颂友谊
。

元杂剧中
,

单纯以友谊为 我
。

(外旦云 )我便有那该死的罪
,

我也不来 央告

主题的剧本很少
,

如《死生交范张鸡黍》就赞美了范 你
。 ” 「嵘倦

9 ,

可是当好友有困难时
,

赵盼儿还是义不

巨卿和张元伯之间一诺千金
、

生死不渝的友情
。

在 容辞地出手相助
,

凭借 自己的机智勇敢
,

救回了好

元杂剧中
,

为了宣扬封建道德的某些规范
,

剧作家 姐妹引章
。

创作了一系列伦理道德剧
,

其中为了展现诚信和道 值得注意的是
,

还有一类友情
,

即官僚和普通

义的主题
,

就多对朋友之情有所刻画
。

虽然信义属 文人之间的友谊
,

这种友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

官

于伦理道德的范畴
,

但并不是所有涉及友谊的杂剧 员们在 自己富贵后
,

仍然不忘旧友
,

甚至在朋友有

都是伦理道德剧
。

有的时候
,

主人公之间的友谊仅 困难时还鼎力相助
。

如《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
,

钱

作为一条副线存在
,

在表现其他主题的同时
,

间接 可道已贵为开封府尹
,

但仍对
“

同堂故友
”

柳永念念

地对友谊进行刻画
,

以展现主人公的高贵品质
,

如 不忘
: “

暗想老夫当时有一同堂故友
,

姓柳名永
,

字

《冻苏秦衣锦还乡》主要是讲述苏秦从穷困潦倒中 首卿
。

论此人学问
,

不在老夫之下
。

相离数载
,

不

发迹的故事
,

但同时也表现了苏秦和张仪之间的友 知他得志也不曾 ? 使老夫悬悬在念
。 ” 「嵘倦

2 14

后来
,

谊
。

还用计帮助柳永上进
: “

你不肯烟月久离金殿阁
,

我

一 元杂剧 中对友谊的认识 则怕好花输与富家郎
。

因此上三年培养牡丹花
,

专

(一 ) 友谊的普遍性 待你一举首登龙虎榜
。 ”

瞬倦 233 柳永最终考取功名
,

元杂剧中
,

友谊是不分阶层
、

不分地位而广泛 与天香喜结良缘
。

存在的
。

上至达官贵人
,

下至平民百姓都存在着友 (二 ) 友谊的真谛

谊
。

《赵氏孤儿大报仇》中
,

公孙怜臼与赵盾是同处 什么是真正的友谊 ? 元杂剧对于这个问题给

一朝的好朋友
,

相交很深
。

而《关张双赴西蜀梦》就 予了很好的诊释
。

真正的友谊不是只能同甘
,

不能

以梦境的形式
,

展现了刘
、

关
、

张三人之间既是君臣 共苦
。

真正的友谊是遇难时的不离不弃
、

倾情相

又是兄弟的深厚友谊
,

如第二折中的
:

助
,

甚至是舍弃 自己的生命 ;是前进中的苦 口良药
、

“

【贺新郎」官里行行坐坐则是关
、

张
,

常则是挑 逆耳忠言
,

哪怕要遭受误解和流言
。

在舌尖
,

不 离了心上
。

每 日家作念的如心痒
,

没 日 栋堂老劝破家子弟 》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
东

不心 劳意攘
,

常则是心绪悲伤
。

白昼间频作念
,

到 堂老受朋友赵国器之托
,

照管不务正业的儿子扬州

晚后越思量
,

方信道
`

梦是心 头想
’

;但合眼早逢着 奴
。

赵国器死后
,

扬州奴肆意挥霍
,

荡尽家财
,

沦为

翼德
,

才做梦可早见云长
。 ”

畔礴 448 乞丐
。

后经东堂老多方规劝和帮助
,

扬州奴重整家

如果说朝廷官员中具有这样深厚的友谊是难 业
,

保全了赵家的名声和财富
。

东堂老身上所展现

能可贵的
,

那么下层人民中则 由于身份
、

地位
、

遭 出来的忠厚诚恳
、

对朋友之托尽职尽责的品格与扬

遇的相似性
,

没有太多的直接的利益冲突
,

更容易 州奴的两个酒 肉朋友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
。

产生真挚的友谊了
。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中
,

赵盼 当扬州奴有钱的时候
,

柳隆卿
、

胡子传是他的
“

至交

儿在接到宋引章的求救信后
,

虽然也曾有怨言
,

埋 至后
,

寸步儿不厮离的兄弟
” 「嵘瑞

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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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地 ;当扬州奴没钱的时候
,

他们立刻翻脸不认人
,

甚至还落井下石
,

借机陷害
,

把欠下的钱都算在扬

州奴的身上
。

可见
,

酒肉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
。

同时
,

作为朋友
,

在一起不应该耽于享乐
,

还应

该激励对方
,

千方百计帮助对方上进
。

例如《冻苏

秦衣锦还乡》中
,

张仪和苏秦本是好朋友
,

两人一起

赴京应举
,

但苏秦在途中生了病
,

于是张仪先行
,

并

当了承相
。

为了激励苏秦
,

张仪故意羞辱他
,

用冷

酒
、

冷馒头来招待他
。

同时
,

暗中派仆人陈用赠苏

秦
“

白银二锭
,

春衣一套
,

鞍马一副
,

责发贤士
,

权为

路费
” 「样湍

2 61 。

后来苏秦也做了元帅
,

张仪才说出真

相
,

两个人和好如初
。

(三 ) 交友的原则

朋友之间相交往
,

要讲究信义
,

答应了别人的

事情一定要努力做到
,

这是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

关于交友原则的共识
。

正如《论语
·

为政 》中所说
:

“

子曰
: `

人而无信
,

不知其可也
。 ’ , , 「,“2 ,

《死生交范张鸡黍》中的范巨卿和张元伯就为

世人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

他们归乡作别时
,

曾约

定两年后在张家再相见
,

届时张元伯一定杀鸡炊黍

相待
。

范巨卿说
: “

兄弟
,

为人岂敢轻信 ? 可不道信

近乎于义
,

言可复也 ;去食去兵
,

不可去信
。

大车无

貌
,

小车无瓤
,

其何以行之哉
。 ” 「嵘喘

3 46
两年后

,

范巨

卿如期前往
,

在途中偶遇王仲略
,

两人有一段关于

信义的对话
:

叹正末云 )前岁也有你 来约定元 伯庄上赴会

去
。

(王仲略云 )哦
,

我记得 了
。

哥哥
,

你馋嘴为那

一只鸡
,

半碗饭几钟酒
,

如今要走一千里路哩
。

(正末云 )大丈夫 岂为铺喂而 已
,

大刚来则是赴

一信字
。

(唱 )想为人怎敢言而无信
。

(王仲略云 )哥哥
,

为人不要老 实
,

还是说几 句

谎儿好
。

就失信便怎的 ?

(正末云 )大丈夫若失 了信呵
,

(唱 )枉了咱顶大

江地
,

束发冠巾
。 , ,

畔醚脱

《赵氏孤儿大报仇 》中
,

公孙怜臼
“

曾与赵盾名

为勿J颈交
” 「嵘瑞

6 , 8 ,

为了保护忠 良之后赵氏孤儿
,

他

毅然决定牺牲 自己
,

当程婴担心他年老熬不住刑罚

时
,

他说
: “

程婴
,

你放心者
。

我从来一诺似千金重
,

便将我送上刀山与剑峰
,

断不做有始无终
。

程婴
,

你则放心前去
,

抬举的这孤儿成人长大
,

与他父母

报仇雪恨
。

老夫一死
,

何足道哉
。 ” 「嵘瑞

6 , 5

交朋友可 以不在乎对方的身份
、

地位
,

但要注

重对方的品德
,

即
“

以德交友
” 。

如《好酒赵元遇上皇》中
,

赵元在酒店里
,

遇到三

人因未带酒钱
,

遭店家的拉扯
,

赵元解囊相助
,

代付

酒钱
,

三人中的赵某感其贤德
, “

有圣贤之道
”

瞬倦 687
,

“

谁想民间有此贤哉之人
” 「刀第
倦

6盯 ,

于是便认作义弟
,

后来才得知赵某即是微服出访的皇帝
。

二 友谊所体现的信义色彩
“

有元一代
,

由于特殊的历史变故
,

文人被凭空

抛人了社会底层
。

他们失去 了以往在封建社会中

的清高和优裕地位
,

甚至失去 了谋生之路
,

却被驱

赶到勾栏优场里面去刨食
。 ” 「习
元代文人的处境是十

分不幸的
,

甚至有
“

九儒十丐
”

之说
,

其地位只略微

比乞丐好一点
。

同时
,

元代长期中断了科举考试
,

使得大批汉族文人博取功名的理想破灭
。

在这种

情况下
,

有些文人就转而进行杂剧的创作
,

在作品

中抒写 自己的悲喜
,

表现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和思

考
,

这样
,

剧作家们多具有文人的身份
,

他们以文人

的学识和视野来体味人生
、

观察社会
。

而传统的中

国思想
,

一直以儒家思想作为核心
,

文人们在进行

创作时势必会受到影响
,

在其作品中自觉或不 自觉

地对儒家思想进行思考
。

因此
,

元杂剧中常常包含

了儒者的情怀与道德思考
,

表现出一定的文人色

彩
。

如描写了一些下层人物之间的友谊
,

表现他们

身上忠贞不渝
、

肝胆相照的优秀品质
。

应该指出的

是
,

前期的元杂剧中
,

有关友谊的描写更接近人性
,

符合人们的情感发展需要 ;而后期元杂剧中
,

通过

描写友谊来宣传信义的伦理道德
,

说教性更强
。

朋友之间交往贵在信义二字
,

而信义又是中华

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
。 “

与朋友交
,

言而有信
” 「ls]

, “

言

必信
,

行必果
” 「ll] 邓… …信即诚实守信

,

《说文解字》
云 : “

信
,

诚也
,

从人言
” 。

孔子把信作为做人的根

本
, “

自古皆有死
,

民无信不立
” 「1112

4 。

而
“

义字语义发

展成为一种伦理道德观念
,

融汇人儒家的伦理道德

观体系中去
” 日〕。

诚信与仁义相联
,

同为衡量个人品

质的道德标准
。

在文学作品中
,

信义这一传统可谓

是源远流长
。

如杀猪诺婴的曾子
,

千金一诺的季

布
。

而作为一个影响了千百年的文化传统
,

并不会

因为一时一朝而改变
。

因此
,

在元杂剧中出现了有

关歌颂信义的作品并不足为奇
。

信义作为一种道

德传统
,

并不是说只要涉及到友谊的元杂剧都在宣

扬信义道德
。

有的时候
,

主人公之间的友谊是配合

其他主题出现的
,

如《谢金莲诗酒红梨花》中刘公弼

与赵汝州的友谊
。

三 元杂剧中
“
朋友

”
的作用

(一 ) 推动情节的发展

这主要表现在书生和官员 的友谊中
。

不管其

官职大小
,

他们都能向男主人公提供帮助
,

例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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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资金
,

资助其上京赶考
。

更重要的是他们是
,

促

进男女主人公摆脱爱情的困境
,

最终有情人终成眷

属
。

例如《谢金莲诗酒红梨花》中的洛阳太守刘公

弼
、

《杜蕊娘智赏金线池》中的济南府尹石好问
、

《钱

大尹智宠谢天香》中的开封府尹钱可道等
。

当剧中的男女主人公遇到障碍
,

而男女主人公

自身又不具备解决这个困难的时候
,

这就需要借助

外力
。

作为官员身份出现的朋友
,

一方面他是主人

公的朋友
,

另一方面他拥有一定的权和钱基础
,

这

样从主客观方面来说
,

他都具备帮助男女主人公的

条件
。

因此当主人公遇到困难时
,

就需要这样的一

个朋友
,

帮忙解决难题
,

推动情节的发展
,

使得故事

得以继续
。

例如《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中
,

原本张生和莺莺

的爱情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

只能在暗地里进行
,

但

这一切在普救寺之围中出现了转机
。

当孙飞虎率

人围住了普救寺后
,

崔莺莺提出了所谓的五便三

计
,

崔母也只能无奈地答应
: “

此计较可
,

虽然不是

门当户对
,

也强如陷于贼中
。 ” 「刀第

端
24 ,

而张生一个文

弱书生 怎么打退敌兵呢 ? 这就需要借助外力了
。

原来张生和镇守蒲关的白马将军杜确既是同学
,

又

是旧友
,

一封书信过去
,

杜将军就领兵来救
,

擒了孙

飞虎
,

普救寺之围顿解
。

杜确虽然不是主角
,

可却

是剧中不可缺少的一名人物
。

(二 ) 宣扬封建伦理道德

元代
,

是一个蒙古族统治的朝代
。

蒙古族原是

生活在蒙古高原上 的游牧民族
,

社会发展相对落

后
,

伦理道德观念等更是淡薄
。

他们在取得天 下

后
,

仍然带着相对落后的草原文化统治中原
。

草原

文化虽然带来了新鲜的气息
,

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

上冲击着封建伦理道德
,

影响着人们的伦理道德观

念
。

王 国维曾评价元杂剧
“

又 以其 自然故
,

故能写

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
,

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

少
。 ” 「5〕
元杂剧真实地写出了作者的所见所想

,

让读

者能真切地看到时代的面貌
。

元代是一个由异族

掌权的时代
,

对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民实

行了残酷的 民族压迫
,

因此元代的民族矛盾和阶级

矛盾都十分尖锐
,

引起社会动荡不断
、

叛乱四起
。

到其统治后期更是纲常松弛
,

社会风气 日益淫废
。

贪官污吏四处横行
,

人们重利轻义
、

寡廉鲜耻
,

置信

义而不顾
。

种种丑恶 的社会现象的不断出现
,

激发了剧作

家的创作热情
,

他们试图在杂剧中复辟一个理想的

道德境界
,

重整社会秩序
,

重塑封建道德
,

因此
,

就

出现了一大批的伦理道德剧
,

其中涉及到了歌颂友

谊的杂剧
,

如 《东堂老劝破家子弟》和《死生交范张

鸡黍》
。

四 结束语

元杂剧中所表现出来的有关友谊的认识
,

有其

合理性
,

对于重塑人情淡薄
、

物欲横流的社会
,

净

化人们重利轻义 的思想道德意识 自有可借鉴之

处
。

从长远方面来说
,

对于保持和发扬汉民族有关

信义的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作用
。

但是从某些方

面来讲
,

元杂剧所宣扬的友谊带有浓厚的封建色

彩
,

也使其存在着一定 的局限性
,

如《鲤直张千替

杀妻》写的是张千与员外本是结义兄弟
,

一 日员外

出索债
,

员外妻对张千调情
,

并设宴款待张千
。

这

时员外回来
,

因为喝醉酒就睡觉了
,

员外妻起了杀

夫之心
,

而张千看重与员外的结拜情意
,

将无情无

义的妻子杀死了
。

这种片面强调朋友之间的信义
,

而置人的生命于不顾的思想是不可取的
。

但不可

否认的是
,

元杂剧写出了友谊的深层内涵
,

其中的

积极部分对于今天仍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
,

与人交

往要讲究信义
、

注重品德
,

这样我们的友谊之花才

能常开不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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