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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元杂剧《秋胡戏妻》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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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秋胡戏妻故事汉代就开始流传，经久不衰。至元代，杂剧作家石君宝根据前代故事创作 

《鲁大夫秋胡戏妻》。在近三十年中，对《秋胡戏妻》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该剧所体现的女性意识、 

秋胡戏妻故事的演变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等方面，观点老套多有雷同，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少 

涉及，有待研究者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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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秋胡戏妻》是元代杂剧作家石君宝 

的代表作，全名为《鲁大夫秋胡戏妻》。秋胡戏妻 

故事在汉代就已盛行，最早见于刘向《列女传》。 

故事大致为：秋胡与妻成婚五 日即外出做官，五年 

才归。回家途中遇一采桑女并对其调戏，采桑女 

回家后发现调戏他的竟然是多年未归的丈夫，遂 

投河自杀。随后出现大量有关秋胡戏妻的记载， 

如汉代乐府诗《秋胡行》，西晋傅玄的《秋胡行》二 

首，南朝颜延之的《秋胡诗》一首。唐代，《秋胡变 

文》的出现意味着秋胡戏妻故事已经发展成长篇 

故事。到了元代，石君宝根据秋胡戏妻故事创作 

成杂剧，这也是现存的最早关于秋胡戏妻的戏剧 

文学体式。元代以后，也有一些敷演之作，但都影 

响不大。 

综观秋胡戏妻故事的发展，杂剧《秋胡戏妻》 

无疑是最完整、最富有生命力的作品。通过对近 

三十年有关元杂剧《秋胡戏妻》研究的整理，发现 

研究点主要集中在故事流变、主题思想、人物形象 

和文本赏析等方面。 

一

、故事流变考证 

门子弟错立身》，明代有《采桑记》；近代地方戏中 

也有多篇的剧目 J。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属 

于秋胡戏妻本身的流变范畴，但从文学研究角度 

看，类比研究的切人点十分巧妙，不仅拓宽了文学 

研究的范畴，通过相似作品的比较，也有利于我们 

更好地了解作品。九十年代，骆玉明在《<陌上 

桑>与“秋胡戏妻”的故事》 J一文中，从二者所 

记的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物、情节等方面比较了 

《陌上桑》与秋胡戏妻故事的不同。进入新世纪 

后，刘玉红把汉代的《烈女传》、魏晋时期的《秋胡 

行》、唐代的《秋胡变文》和元杂剧《秋胡戏妻》中 

所记载的故事，放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分析，指 

出文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 

学者在对秋胡戏妻故事流变研究时，对《列 

女传》中的记载与后来出现的诸如诗、变文、杂剧 

之间比较并不是某一方面的比较，而是涉及到文 

学样式、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针对秋胡戏 

妻故事流变研究的文章并不是很多，观点也多有 

重复，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种文学样式并不是孤 

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杂糅的，这 

是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观察角度。 

工  薹 出 登 慧 二、主题探究 于刘向所编《列女传》⋯
。 关一农认为秋胡戏妻 一、一一 。 

故事在古乐府《秋胡行》和敦煌文学《秋胡变文》 《秋胡戏妻》的主题思想一直是学者研究的 

中均有涉及 。随后，邵曾祺详细地叙述了叙事 重点，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杂 

性文学中与秋胡戏妻故事有关的篇目：南戏《宦 剧中体现的女性主体意识，二是探讨作者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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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八九十年代对《秋胡戏妻》中女性 自省 

意识的探讨大都不深入，但都肯定了罗梅英敢于 

挣脱封建势力的压迫，主动追求 自主地位的积极 

意义。吴国钦指出《秋胡戏妻》提出了妇女解放 

的主题，将《玩偶之家》中娜拉和《秋胡戏妻》中梅 

英的遭遇相比较，梅英抗婚、“整顿妻纲”，是 自主 

意识的体现 J。但文章并没有深入探究这一主 

题，仅仅停留在封建社会对女性压迫的层面上。 

进人二十一世纪后，对这一主题的研究 日益丰富， 

大多以《秋胡戏妻》中的女性意识作为对社会思 

考的切人点。陈伟鹏在通过对比杨显之的《潇湘 

夜雨》和石君宝《秋胡戏妻》思考封建社会两性间 

的地位问题，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用平等的 

方法推翻男权，实现男女平等的地位是不可能 

的 ̈ 。张大新认为，《秋胡戏妻》抨击了金钱与权 

势所导致的人性丧失和道德败坏，为被夫权压制的 

底层妇女喊出要求人格独立的心理呼声，表明在少 

数民族道德影响下的带有超前性的新思维和新观 

念l-8 J。从创作者出发，以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土文化 

融合的角度分析《秋胡戏妻》十分有新意。同样 

从作者出发的还有李芊，通过罗梅英蔑视重利轻 

义的行为，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认为该剧体现了 

中原的儒学礼教和边塞的草原文化在作者身上的 

矛盾统一-9J。贺根民认为石君宝在文中表现出 

了普世的人文关怀，折射出当时国人对宗法伦理 

的坚守以及文人的牢落不平心志，呈现出抗争与 

妥协相互纠结的道德指归-1引。龚琼以秋胡梅英 

新婚不久便被强行分离为视角，认为该剧主要表 

达的是行役文学的主题-1̈，跳出了单从伦理道德 

和女性主义角度思考社会问题的框架。刘东从现 

实角度出发，思考封建社会女性的现实处境，认为 

罗梅英与秋胡和好是最好的结局 。这一观点 

与鲁迅先生提出的娜拉出走之后的思考雷同，八 

十年代吴国钦就提出过类似观点，因此并无新意。 

三、形象分析 

罗梅英作为封建社会有强烈的自主意识的进 

步女性，她在丈夫面前坚定地喊出“整顿妻纲”的 

心声，是学者们关注度非常高的女性。许金榜的 

《中国戏曲史》、王季思的《元杂剧选注》、罗宗强 

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章培 

恒和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都认为罗 

梅英体现了中国女性勤劳奉孝、忠贞守节的美好 

品质。房聚棉把罗梅英定位成一位“美丽，善良， 

有教养，勤劳，有智慧，忠于爱情，敢于反抗邪恶势 

力的优秀妇女”⋯。陈俊山在《元代杂剧赏析》中 

提到：“在梅英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封建道 

德观念是不多的。她十年如一日地依靠 自己的劳 

动来侍候婆婆，决不能用封建孝道来解释，不然就 

不能说明她对 自己亲身父 的反抗态度；她十年 

孤单凄凉，等待丈夫，也不能用封建贞节、三从四 

德来解释，不然也不能说明她坚决要和秋胡离婚 

的行为。”‘】 梅英身上体现了一个生活在封建社 

会里的女子的传统美德与反抗精神。刘季认为罗 

梅英形象最大的成功是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现实 

性，《列女传》中的洁妇太过理想化，梅英最后的 

妥协也是现实生活的最好选择u 。该文通过每 
一 折中梅英的行为分析其性格特点，对梅英的解 

读十分透彻。 

除了仅通过《秋胡戏妻》分析梅英形象外，还 

有一些是通过与其他形象的对比，突出梅英的性 

格特点。王桂清通过比较石君宝笔下的刘月娥、 

罗梅英和李亚仙，认为她们是“元代妇女乃至元 

代民族的精神写照” ；但论述的范围仅限于她 

们身上所体现的反抗精神。胡达菲通过对刘月娥 

和罗梅英所经历的事情及行为对比，分析了当时 

的文人宣扬女性贞节的社会原因 。郭保红从 

作者的身份出发，说明了梅英等形象特点的原因： 

石君宝的文人身份导致了他对自主平等的渴望， 

而女真族出身的他，对于封建礼教的“三从四德” 

并没有强烈的推崇欲望，因此，梅英形象在一定程 

度上是作者的内心写照 J，对王桂清的观点加以 

深层次分析，补充了王文中的不足之处。 

另外，肖明明、赵义山从很少被人关注的秋胡 

形象出发，探究了秋胡形象在故事流变中变化的 

原因 引̈。在某种程度上，秋胡形象变化的原因也 

能折射出梅英形象变化的原因。 

四、文本分析 

以文本为研究《秋胡戏妻》的视角主要有以 

下方面：一是《秋胡戏妻》的戏剧类型；二是《秋胡 

戏妻》的写作特点。《秋胡戏妻》的戏剧类型方面 

的主要争论点在于：《秋胡戏妻》到底是悲剧还是 

喜剧?《元杂剧研究概述》中明确把《秋胡戏妻》 

归为喜剧——“研究者们在探讨元杂剧以及古典 

喜剧时经常涉及的剧 目是．．．⋯·《秋胡戏妻》 
⋯ ⋯ 》”-】引。《中国喜剧文学词典》指出：“让丑类 

出洋相，展示他们丑陋不堪的灵魂，这也是喜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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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常见的手法。该剧有三丑，前有李大户，后有 

秋胡，都以为金钱万能，有钱便有颜如玉，不料在 

梅英面前丑态百出，令人发噱。”-2叫《元杂剧百科 

大辞典》也指出：“元朝是歌颂喜剧的黄金时代， 

除个别剧 目外，绝大部分都是歌颂喜剧，代表剧目 

有《西厢记》、《拜月亭》、《救风尘》、《望江亭》、 

《谢天香》、《李逵负荆》、《墙头马上》、《秋胡戏 

妻》等。” 2 范华群认为《秋胡戏妻》是属于悲喜 

剧合一的作品，并不能单纯的归之为喜剧 J。董 

上德也认为，《秋胡戏妻》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 

但并不能称之为纯粹的喜剧，因为该剧也含着浓 

重的悲剧色彩 引。应该说范华群、董上德的说法 

是比较客观的，《秋胡戏妻》中的悲剧色彩表现在 

梅英身上，被调戏已经是很难接受的事情了，但调 

戏者却是自己苦等十年的丈夫，这是何等的讽刺， 

这是封建社会造成的悲剧。 

对《秋胡戏妻》的写作特点研究涉及也较多。 

谷曙光、傅怡静从结构、体制、语言、曲目文辞等方 

面的对比，说明《秋胡戏妻》与前代的作品的不同 

之处 。古渐从比较文学的角度，通过文本之间 

的对比，说明了东、西方的写作差异 J。房聚棉 

概括了《秋胡戏妻》的写作手法：对比手法的运 

用；铺陈夸张的手法；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j̈。在 

《元曲鉴赏辞典》中，叶长海对《秋胡戏妻》的语言 

做出了更加细致的分析，“石君宝的戏曲语言生 

动、泼辣，接近关汉卿，有人称为‘本色派”’，“《秋 

胡戏妻》全剧的曲子几乎都是具有民间文学的通 

俗、明快、清新、刚健的精神。” o- 

五、其他 

《秋胡戏妻》的研究中，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 

观点，如涉及民俗的考证。翁敏华注意到《秋胡 

戏妻》中“桑”的背景，指出“桑”在中国古代文化 

中的内涵以及“桑林淫奔”古俗的由来，《秋胡戏 

妻》杂剧所蕴含的文化意象具有两重性，它是远 

古桑林淫奔与中古陌上桑拒婚的双重叠合，提出 

不仅要从人伦的观点看待文艺作品，也要用文化 

的眼光探究作品中的文化记忆[2 。钟翠红将《秋 

胡戏妻》与畲族民歌《李秋胡》相比较，说明了畲 

民歌《李秋胡》的特点 引。冯雪梅从文中嫁娶的 

规矩为出发点，探究元代的婚俗-29】。戴峰从民俗 

学的角度阐释了《秋胡戏妻》等宋元戏曲中的伦 

理内涵 。另外，还有对《秋胡戏妻》中所包涵的 

文化内涵的研究。孙国江以秋胡戏妻故事为研究 

背景，探讨了“桑女”的文化内涵L3̈。 

黄竹三在《石君宝戏曲集》l3 的前言中分析 

了《秋胡戏妻》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状况：一是秋胡 

新婚三天就被强行拉去当兵，体现了元代兵役制 

度的残酷。二是李大户对梅英的欺凌说明了当时 

高利贷遍布、地主阶级对下层人民的压迫的社会 

现实。三是秋胡衣锦荣归后对梅英的调戏折射了 

元代官吏的无耻行径 。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秋胡戏妻》在众 

多剧作中能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值得注意。但是， 

作为石君宝的代表作，这些研究显然与其历史地 

位和艺术成就是不相符的。首先，对杂剧《秋胡 

戏妻》的研究篇目还是相对较少，而且大都关注 

作品所体现的思想主题和人物形象，很多以女性 

意识为出发点，而这些研究大致的观点都十分相 

似，有些甚至雷同。其次，研究的不平衡性。戏剧 

是人物众多、关系复杂的文学作品，但是对《秋胡 

戏妻》的研究中，始终只关注梅英形象，对其他人 

物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第三，作为名篇，很少有 

人会专门研究《秋胡戏妻》在元杂剧史上的历史 

地位和对后世影响。 
、

总体来说，一方面是后世许多资料的散佚，另 
一 方面也是研究并未真正深入。相信随着研究的 

逐渐加深和人们对戏曲的 日益关注，对《秋胡戏 

妻》的研究将会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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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ummary of Yuan—zaju Qiuhu Dallies with 

His W ife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WU Chun·yan 

(College of Humanities，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Guizhou 550025，Clfina) 

Abstract：The story of Qiuhu Dallies with His Wife has been circulated in Han Dynasty．To Yuan Dynasty，a famous dramatist 

named Sift Junbao created Lu Qiuhu Dallies with His Wife basing on previous stories．In the past 30 years，most studies about 

Qiuhu Dallies with His Wife focused on women consciousness in the drama，the evolution of the story and criticism of the social 

reality and SO on．Viewpoints were old and similar．There was little research on other aspects，Qiuhu Dallies with His Wife need 

be studied further． 

Keywords：Qiuhu Dallies with His Wife；Shi Junbao；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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