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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沒的才子佳人 

──崑劇《西廂記》折子戲之場上嬗變 

 

洪逸柔* 

（收稿日期：107年 3月 30日；接受刊登日期：107年 06月 27日） 

提要 

元雜劇《西廂記》塑造了戲曲作品中典型的才子佳人形象，然而在其改編為《南西廂》

而流行於崑劇舞臺以來，張君瑞與崔鶯鶯的舞臺形象卻愈趨單薄。表演一再被刪減之外，

原著的愛情線索也逐漸失落於場上。究其原因，首先是《南西廂》的改編在關目增刪、行

當表演與審美品味方面加強了表演的通俗性與娛樂性，而削弱了《北西廂》濃厚的抒情色

彩。同時曲文、曲律不夠精緻嚴謹，也使《南西廂》在場上難以發展為生旦抒情唱工戲。

乾嘉時期《西廂記》折子戲又隨六旦、付丑、大面等家門藝術發展成熟，突出其本工或科

諢表演，作為該折立足戲場的藝術特色。才子佳人的愛情主題便在家門或科諢表演中逐漸

模糊，使該劇轉變成以貼丑插科打諢為主的戲為主的戲謔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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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素為明清傳奇題材之大宗，明末至乾嘉時期風靡一時的崑劇，

也在此一創作趨勢下發展出閨門旦與巾生家門精緻的表演藝術，而出現多部崑劇史上的鉅

著。若論才子佳人題材在戲曲中的使用，應可上溯自元代王實甫的雜劇《西廂記》1（以

下簡稱「《北西廂》」）。其中張君瑞與崔鶯鶯對於愛情的自主追求，為後人熱烈傳頌，

而啟發了《牡丹亭》、《紅樓夢》等傳奇、小說經典作品。除了案頭的流傳，《西廂記》

也在歷代氍毹上久演不衰，並為崔時佩、李日華移植為傳奇《南西廂記》2（以下簡稱「《南

西廂》」），至今尚有《遊殿》、《惠明》、《寄柬》、《跳牆著棋》、《佳期》、《拷

紅》等折子戲盛演於崑劇舞臺。 

但自《西廂記》演於場上，鶯鶯與張生這一對原本作為故事主角的才子佳人，表演份

量卻一再被削弱，而逐漸隱沒於紅娘、法聰、惠明，甚至是琴童的表演之中，成為原本次

要人物的配角，《西廂記》折子戲的表演內涵也逐步偏離了文學原著的精神主旨。明清文

人對此多有批評，如明嘉靖間張羽便指出為了「改翻新聲」而作的《南西廂》「鄙俚特甚，

而作者之意微矣」3，認為在《西廂》諸改本中堪稱較忠於原著的全本《南西廂》猶不能

繼承王實甫創作的旨趣；及至南北《西廂》各折開始摘錦演出，文人更直斥伶人「添出無

數科諢」4、「雖唱文本而舉動乖張」5，使場上的《西廂記》充斥著鄙俚滑稽的插科打諢，

元雜劇「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敘事主題卻反而隱沒不彰。為此清代程端表示《西廂記》「嗣

有演本，便失本來面目」6，金聖嘆甚至大罵：「舊時見人教忤奴於紅氍毹上扮演之，此

                                                        
1  本文所引元‧王實甫《北西廂》據明弘治 11年戊午金臺岳家刻本。元‧王實甫著：《奇妙全相注釋

西廂記》（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明弘治 11年戊午金臺岳家刻本）。 
2  本文所引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據汲古閣本《繡刻南西廂記定本》，收於明・毛晉輯：

《六十種曲》第二套（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3  吳毓華編著：《中國古典戲曲序跋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頁 58。 
4  明・馮夢龍：「今之演《西廂》者，添出無數科諢，殊覺傷雅，而實則原本未嘗有也。」，見清‧

毛聲山：《第七才子書琵琶記‧前賢評語》引馮夢龍，清雍正間映秀堂刊本《繪風亭第七才子書琵

琶記》卷首，轉引自伏滌修、伏蒙蒙輯校：《西廂記資料彙編》下冊（合肥：黃山書社，2012年），

頁 456。 
5  清‧李書雲：「至逢場插科打諢，俗惡不堪，又李本之所不載。……弋陽腔雖唱本文而舉動乖張，

傷風敗俗。」，清‧李書雲著：《西廂記演劇‧序》，轉引自周錫山編著：《《西廂記》注釋彙評》

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 340。 
6  清‧程端：「《西廂》，有生來第一神物也。嗣有演本，便失本來面目。嘗縱覽排場、關節、科諢，

種種陋惡。』」，轉引自清‧程端：「西廂印」，卷 25，收錄於清‧董康：《曲海總目提要》（北

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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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過也」7，咸認為《西廂記》高度的文學價值無法呈現於舞臺之上，搬演只徒然玷辱名

作。 

然而《西廂記》的文學成就無法體現於場上，真的只是「梨園家優人不通文義」8、

「優人、俗子妄加竄易」9所致嗎？本文嘗試從場上表演的角度，耙梳南北《西廂》從全

本到折子戲的嬗變脈絡，檢視《西廂記》劇目在舞臺表演的實踐與行當藝術的成熟下，表

演傳統逐漸游離原著愛情線索的另一種可能，同時探索造成《西廂記》此一發展趨向的原

因。 

《南西廂》是《北西廂》為適應南曲興起的演劇環境而產生的場上蛻變，也是後世《西

廂記》崑劇折子戲的主要來源，其改編的方向與手法直接影響到其後散齣與折子戲的演變

趨向。而當全本中的單齣開始摘錦演出，又在崑劇家門成熟下發展出獨立的藝術價值，折

子戲關目便隨行當表演而有所變動，敘事主題與全本戲也必然會有所落差。故本文擬將《北

西廂》愛情主題在場上隱沒不彰的演變趨向略分為「改調歌之下抒情色彩的淡化」、「行

當藝術的發展對關目的轉化與影響」與「全本敘事線索在折子戲中的轉向與失落」三個面

向論之，首節觀察《南西廂》改編手法對於場上《西廂記》演出的整體影響，二、三節則

以至今仍流行於場上的劇目為例，探討其自全本至折子戲的嬗變脈絡中，表演傳統逐漸偏

離文學主題的關鍵因素。 

二、改調歌之下抒情色彩的淡化 

《北西廂》突破元雜劇一本四折的格局，連綴鋪排成五本（卷）二十一折10的長篇鉅

                                                        
7  清‧金聖嘆：「七十九、《西廂記》乃是如此神理，舊時見人教忤奴於紅氍毹上扮演之，此大

過也。」見清‧金聖嘆：〈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卷 2，元‧王實甫著，清‧金聖嘆批注：《第

六才子書西廂記》（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 14。 
8  明‧槃薖碩人：「此中詞調原極清麗，且多含有神趣。特近來刻本，錯以陶陰豕亥，大失其初。而

梨園家優人不通文義，其登台演習，妄於曲中插入諢語，且諸醜態雜出。」，見明‧徐奮鵬：《槃

薖碩人增改訂本西廂記‧凡例》（台北：廣文書局，1982年），頁 3-4。 
9  明‧王驥德：「《西廂》、《琵琶》二記，一為優人、俗子妄加竄易，又一為村學究謬施注解，

遂成千古煩冤。」，見明‧王驥德：《曲律‧卷四‧雜論下‧一一八》，明・王驥德著，陳多、

葉長海注釋：《王驥德曲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271。 
10  關於《北西廂》之作者，歷來有王實甫作、關漢卿作、王作關續、關作王續等說法，部分學者主張

第五本乃關漢卿續成。本文研究重點在於《西廂記》的場上演出，不討論作者相關爭議；但因明清

時期第五本關目仍被視為《西廂記》之一部分而流行於全本與散齣舞台，故本文於此論《北西廂》

的全本關目，仍據弘治本採五本二十一折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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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在每本一人獨唱的體製下，得以大幅抒發張生、鶯鶯在愛情中的幽微心事，又透過紅

娘之口引出兩人相思情狀，遂使該劇帶有濃厚的抒情色彩。同時開參唱之例，11加強人物

的互動交流，並使排場變化較為豐富。《南西廂》以南曲移植《北西廂》，雖盡可能地尊

重原著形式與主旨，但在劇作家不同的創作動機，以及聲腔劇種與體製劇種的雙重移植下，

情節關目、曲牌曲文、行當表現與主題思想方面仍有所改易，也影響了其後南北《西廂》

散齣的發展。以下分為四點論之： 

（一）情節改編增添場上娛樂效果 

《北西廂》五本大抵按崔張戀情之起始、發展、轉折到圓滿的歷程一線到底、層層推

進；每本之下，各折皆有獨立的敘事重點與表演份量，而又構成一本之中事件之醞釀、高

潮與收煞的敘事線索。一折之中，通常以套曲作為核心關目的「大場」或「正場」；套曲

之前，有交代背景或其他行當參唱的「短場」；套曲之後則有僅具賓白、銜接下折情節的

「過場」12，以此調劑場上冷熱與演員勞逸，並使敘事線索更為完備。 

《南西廂》打破五本框架，將雜劇二十一折改作傳奇三十六齣。除了第一齣為副末開

場之〈家門正傳〉，全劇大部分關目皆承襲自《北西廂》，齣目與折目大致可相對應，但

各齣之間不再具有一本之中起承轉合的內在結構，而據排場的變化重新分齣，多有將《北

西廂》一折之中「短場」、「過場」各自成齣，使最精采的「大場」或「正場」在演出時，

腳色、關目與表演重點皆能更加集中。較之《北西廂》以聯套分折的敘事結構，《南西廂》

以排場分齣的手法更符合場上演出的需求。影響所及，明末清初《北西廂》徽調散齣也常

以《南西廂》的排場為依據。 

此外，《南西廂》在《北西廂》既有關目的基礎上，對情節另作了如下改編：其一是

增加科諢。《北西廂》的喜劇效果多來自於機巧幽默的對話，或人物性格的癡狂與矛盾，

《南西廂》則加入更多淨丑滑稽俚俗的調笑打諢，如〈佛殿奇逢〉中增加法聰上場科諢、

                                                        
11  明‧王驥德：「古劇四折，必一人唱。記中第一折，四套皆生唱；第三折，四套皆紅唱，典型俱在。

惟第二、四、五折，生旦紅間唱，稍屬變例。」，見明・王驥德著：〈例〉，《新校注古本西廂記》，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7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 41年

香雪居刻本影印），頁 23。 
12  張敬以故事關目為據點，將傳奇分為大場、正場、短場、過場、文場、武場、文武全場、同場、群

戲等場面類型。見張敬：〈傳奇分場的研究〉，《明清傳奇導論》（臺北：臺灣東方書店，1961年），

頁 101。曾永義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歸納：「就關目情節的高低潮以及對其主題表現所關涉的程度而

分，有大場、正場、短場、過場四種類型；就表現形式的類型而言，有文場、武場、文武全場、同

場、群戲之別；就所顯現的戲劇氣氛而言則有歡樂、遊覽、悲哀、幽怨、行動、訴情等六種情調；

後二者其實是一存於前者之中」。見曾永義：《戲曲學（一）》（臺北：三民書局，2016年），頁

581-582。 



隱沒的才子佳人──崑劇《西廂記》折子戲之場上嬗變 

 

- 63 - 

〈病客得方〉增琴童調侃張生之語等；其二是將《北西廂》中的暗場化為熱鬧的過場，如

新增了〈警傳閨寓〉法本通報孫飛虎圍寺的過場、〈曲江得意〉張生「扮考試隨意照常做」

的過場等，皆是以一二段賓白或曲文帶過原本暗場處理的情節；其三是將《北西廂》部分

重要關目之前的過場刪去，如〈情傳錦字〉將鶯鶯命紅娘去探張生的對白改由紅娘口述、

〈回春柬藥〉刪去紅娘送藥方前老夫人探望張生的賓白，皆使劇情直接切入重點；其四是

刪去大段的抒情曲唱，如〈北堂負約〉刪去鶯鶯赴宴前對張生感懷在心的曲牌，使其聞崔

母喚便出見張生；〈琴心寫恨〉亦刪去鶯鶯暗中懷想張生的關目，直接進入聽琴排場。整

體而言，《南西廂》削弱了《北西廂》中濃厚的抒情性，而以緊湊的情節、俚趣的科諢與

熱鬧的過場，增添場上演出的娛樂效果，也使該劇更貼近民間的審美趣味。 

（二）曲文剪裁難以顧及抒情層次與曲牌格律 

《北西廂》素以曲文藻麗、音律嚴謹著稱，故王驥德稱其為「法與詞兩擅其極」的「神

品」，13李漁亦盛讚「其文字之佳、音律之妙，未有過於《北西廂》者」。14《南西廂》

將《北西廂》之曲文以南曲聯套重填，力求在符合南曲格律的情況下，維持北曲的文意與

詞采。移植後的南曲有時藉由改動單字、單詞，或以增句、重句的方式轉錄整支北曲，有

時擷取北曲部分詞句，或將多支北曲併為一支南曲，有時則另創集曲轉錄北曲曲文。南曲

曲文看似與《北西廂》曲文相似，然卻未必能完整保留北曲的抒情層次。如〈佛殿奇逢〉

中張生見到鶯鶯的【江兒水】，便自《北西廂》第一本第一折中【上馬嬌】、【勝葫蘆】、

【么】三支北曲而來，試將南北曲文對照如下： 

 

 

北西廂 

【上馬嬌】（末）這的是兜率宮，休猜做了離恨天。呀，誰想這寺裏遇神仙！

我見他宜嗔宜喜春風面，偏宜貼翠花鈿。【勝葫蘆】（生唱）則見他宮樣眉兒

新月偃，侵入鬢雲邊。(旦云)紅娘，你覷：寂寂僧房人不到，滿階苔襯落花紅。

(末云)我死也！未語人前先靦腆，櫻桃紅綻，玉粳白露，半響恰方言。【么】

恰便似嚦嚦鶯聲花外囀，行一步可人憐。解舞腰肢嬌又軟，千般嫋娜，萬般旖

旎，似垂柳晚風前。15
 

 【江兒水】（生）這裏是兜率院，休猜做離恨天。你看他宜嗔宜喜春風面，弓

                                                        
13  明‧王驥德：「夫曰神品，必法與詞兩擅其極，惟實甫《西廂》可當之耳。」，見明‧王驥德：《曲

律‧雜論第三十九下‧九三》，明・王驥德著，陳多、葉長海注釋：《王驥德曲律》，頁 247。 
14  清‧李漁：「音律第三」，〈詞曲部〉，《閒情偶寄》（臺北：明文書局，2002年），頁 23。 
15  元‧王實甫：《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第一卷第一折》，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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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西廂 樣眉兒新月偃，未語人前先靦腆，卻便似嚦嚦鶯聲花外囀，解舞腰肢，似垂柳

風前嬌軟。16
 

可看出《南西廂》【江兒水】曲文多從《北西廂》三支曲牌擷取而來，雖同樣帶出了張生

初見鶯鶯的驚豔之情，並保留大部分北曲的文詞，但《北西廂》中原本運用三支曲牌的音

樂變化，層次豐富而細膩地帶出張生從乍見「神仙」的第一印象，到對鶯鶯眉眼鬢髮的仔

細端詳，再到聞其聲、觀其態的幾番轉折，但至南曲【江兒水】則簡化為對鶯鶯概略的描

述。再如〈秋暮離懷〉一齣，用五支【催拍】唱出崔母、鶯鶯、法本、紅娘為張生送行的

場面，其曲文內容與《北西廂》第四卷第三折的曲牌對應如下表： 

北西廂 南西廂 

（旦）【五煞】17
 （老旦）【催拍】18

 

（旦）【二煞】19
 （旦）【前腔】20

 

（旦）【三煞】21
 （生）【前腔】22

 

（旦）【脫布衫】23、（生）【四

邊靜】24、（旦）【二煞】25
 

（末）【前腔】26
 

                                                        
16  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佛殿奇逢》，頁 11-12。 
17  元‧王實甫：「【五煞】（旦囑生）到京師服水土，趁程途節飲食，順時自保揣身體。荒村雨露宜

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里，最難調護，最要扶持。」，見元‧王實甫：《奇妙全相注釋

西廂記‧第四卷第三折》，頁 129。 
18  明・李日華：「【催拍】（老旦）到京師水土自宜，趁程途當節飮食。愼時保體，愼時保體，野店

風霜，早起眠遲。鞍馬秋風，最要扶持。（合）功名遂身掛荷衣，攀月桂，步雲梯。（旦遞酒介）」，

見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秋暮離愁》，頁 86。 
19  元‧王實甫：「【二煞】（旦唱）你休憂文齊福不齊，我則怕你停妻再娶妻。你休要一春魚雁無消

息，我這里青鸞有信頻須寄，金榜無名誓不歸。此一節君須記，若見了那異鄉花草，再休似此處棲

遲。」，見元・王實甫：《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第四卷第三折》，頁 129。 
20  明‧李日華：「【前腔】（旦）我但願你文齊福齊，只怕你停妻娶妻。愁恨自知，愁恨自知，此去

迢遙。黃犬靑鸞有書頻寄，花草他鄕，休似此處棲遲。」，見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

秋暮離愁》，頁 86。 
21  元‧王實甫：「【三煞】（旦唱）笑吟吟一處來，哭啼啼獨自歸。歸家若到羅幃裏，昨日箇繡衾香

暖留春住，今夜箇翠被生寒有夢知。留戀你別無意，見據鞍上馬，閣不定淚眼愁眉。」，見元‧王

實甫：《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第四卷第三折》，頁 129。 
22  明‧李日華：「【前腔】（生）笑吟吟一同到此，哭啼啼獨自散歸。你歸到羅幃，歸到羅幃，翠被

生寒，此恨誰知？無計留連，閣不住淚眼愁眉。」，見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秋暮離

愁》，頁 86。 
23  元‧王實甫：「【脫布衫】（旦唱）下西風黃葉紛飛，染寒煙衰草淒迷。酒席上斜簽著坐地，促愁

眉死臨侵地。」，見元・王實甫：《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第四卷第三折》，頁 125。 
24  元‧王實甫：「【四邊靜】（生唱）霎時間杯盤狼籍，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意徘徊，落日山橫

翠。知他今宵宿在那里？有夢也難尋覓。」，見元‧王實甫：《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第四卷第三

折》，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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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四煞】27
 （貼）【前腔】28

 

由上表與注腳中以粗體字標明的曲文異同可知，《南西廂》不僅將原本均為旦唱的曲

文均分給生、貼、末、老旦各腳，並置換北曲原本的聯套順序，29將【二煞】、【三煞】

曲文移至【四煞】之前，又擷取【脫布衫】、【四邊靜】、【二煞】各曲數句，湊成法本

唱的第四支【催拍】。如此一來，《北西廂》中原本場景分明的客途描寫，與由淺入深的

抒情層次，便在《南西廂》的任意裁剪下拼湊成一場單一而浮泛的送別之情，更將生旦渲

染離愁別緒的場面，變成眾人輪番送行的喧鬧關目。 

《南西廂》中自北曲改寫而來的曲文格律多不嚴謹，招致許多文人批評。如祁彪佳批

評這種改編方式是「割裂北詞」30，凌濛初亦道其「亂其腔以就字句」31，李漁更嚴厲直

斥：「詞曲中音律之壞，壞於《南西廂》」32，皆可看出《南西廂》在填詞方面乃以北曲

的援引為首要考量，再變化南曲曲調來演唱，不只在文詞上難以達到王實甫的文學成就，

音律方面亦遠遠不及《北西廂》嚴謹、精緻。在此一改編策略下，遂使《南西廂》殊乏佳

曲，抒情場面較之《北西廂》更不足觀。在其後散齣到折子戲的演變過程中，生旦曲唱被

大幅刪減，也就成了必然的結果。 

（三）行當表演由一人獨唱到眾腳均分 

                                                                                                                                                           
25  元‧王實甫：「【二煞】（旦唱）你休憂文齊福不齊，我則怕你停妻再娶妻。你休要一春魚雁無消

息，我這里青鸞有信頻須寄，金榜無名誓不歸。此一節君須記，若見了那異鄉花草，再休似此處棲

遲。」，見元・王實甫：《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第四卷第三折》，頁 129。 
26  明‧李日華：「【前腔】（末）下西風黃葉亂飛，染寒烟衰草自迷。看杯盤狼籍，杯盤狼籍，車兒

投東，馬兒向西。先生，金榜無名，誓不轉歸。」，見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秋暮離

愁》，頁 86-87。 
27  元‧王實甫：「【四煞】（旦唱）這憂愁訴與誰？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淚添九曲黃河溢，

恨壓三峰華岳低。到晚來悶把西樓倚，見了些夕陽古道，衰草長堤。」，見元‧王實甫：《奇妙全

相注釋西廂記‧第四卷第三折》，頁 129。 
28  明‧李日華：「【前腔】（貼）這憂愁欲訴與誰，這相思惟我自知。你前程萬里，前程萬里，一躍

龍門，奪錦榮歸。休戀紅妝，使故人憔悴。（合前）」，見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秋

暮離愁》，頁 87。 
29  《北西廂》該折聯套順序為：【端正好】、【滾繡球】、【叨叨令】、【脫布衫】、【小梁州】、

【么】、【上小樓】、【么】、【滿庭芳】、【么】、【快活三】、【朝天子】、【四邊靜】、【耍

孩兒】、【五煞】、【四煞】、【三煞】、【二煞】、【收尾】。見元・王實甫：《奇妙全相注釋

西廂記‧第四卷第三折》，頁 124-130。為《南西廂》五支催拍節錄曲文的曲牌以粗體底線標明。 
30  明‧祁彪佳：「西廂」，〈能品〉，《遠山堂曲品》，見黃裳校錄：《遠山堂曲品劇品校錄》（上

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 67。 
31  明‧凌濛初：《譚曲雜札》，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 4 冊（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 年），頁 257。 
32  清‧李漁：《閒情偶寄‧詞曲部‧音律第三》，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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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西廂》雖有參唱之例，但全劇的表演仍以個別行當的曲唱為重心。二十一折中，

由張生主唱九折，貫穿全劇情節發展之重要關目；紅娘主唱八折，多強調其促成崔張戀情

及化解老夫人阻攔的功勞；鶯鶯主唱五折，以抒情性關目為主，且多有張生參唱。可以看

出全劇以張生作為敘事主軸，紅娘的奔走撮合亦是表演重心，而鶯鶯的表演則以曲唱為主，

發揮空間較之張生與紅娘稍弱，這也是後來鶯鶯在場上形象漸趨單薄的先天因素。此外，

《北西廂》儘管作為才子佳人的經典愛情劇目，然或許受限於故事題材著墨在張生對鶯鶯

的追求，以及各場由單一行當為主的表演形式，全劇幾乎沒有張生與鶯鶯同場互動且份量

並重的關目，更多的是張生與鶯鶯兩下相思，就算彼此交流也多是透過紅娘穿針引線。至

於崔母、杜確、法聰、法本、孫飛虎、惠明、琴童與歡郎等次要腳色，受限於一人獨唱體

製，皆未能發展出獨特的表演特色，連人物形象亦略顯扁平，只能成為陪襯主角的「忽然

應用之傢伙」33。 

《南西廂》因應傳奇行當的不同，將紅娘歸於六旦、崔母歸於老旦、法聰歸於淨行，

惠明與琴童歸於丑行，並賦予了這些配角獨立的性格與表演空間。如法聰一腳在《北西廂》

中僅為一拘謹和氣的知客僧，與張生簡單寒暄後便幾無曲白；至《南西廂》中，法聰則被

賦予了「每日吃葷腥、常醉倒」34的諧謔形象，〈佛殿奇逢〉一齣中不僅作為張生的陪襯，

其滑稽諧趣的念白科諢亦成看點。在《北西廂》中以「雜色」扮演的琴童，至《南西廂》

則成了頻頻打趣張生、作弄紅娘的甘草人物，表現出調皮逗趣的性格特色，並為其增添多

處科諢。不但增加了人物的表演空間，也為其後丑腳在《西廂記》折子戲中大放異彩提供

了可能性。 

除了配角個別戲份的增加，在各齣之中，《南西廂》也更重視每個行當表演空間的平

均開展。有別於元雜劇以末行或旦行的「演唱」為表演重點，傳奇則更講究在戲劇情境下

各行當唱念做打的綜合呈現，遂將許多場次中單一行當主唱的曲文，改由不同腳色演唱，

使各場之中的人物有更多互動，且在表演上皆能有所發揮。如〈堂前巧辯〉一齣在《北西

廂》中為紅娘主唱，《南西廂》將紅娘揣測老夫人責難之語改由老夫人親自演唱，又在劇

末讓張生與鶯鶯合唱四曲、當場成親。則該齣中生、旦、老旦都提高了表演份量，紅娘的

表演也從原本大量的敘事與抒情曲唱，轉為與其他腳色的衝突爭辯，加強了表演上的戲劇

                                                        
33  清‧金聖嘆：「《西廂記》只寫得三個人，一個是雙文，一個是張生，一個是紅娘。……若更仔細

算時，《西廂記》只為寫得一個人──一個人者，雙文是也。其餘如夫人、如法本、如白馬將軍、

如歡郎、如孫飛虎、如琴童、如店小二，他俱不曾著一筆半筆寫，俱是寫三個人時所忽然應用之傢

伙耳。」，見清‧金聖嘆：〈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第六才子書西廂記》，頁 12。 
34  《南西廂》中法聰上場的【光光乍】曲文：「假持齋做長老，經卷那曾曉。每日喫葷腥常醉倒，眞

個快活無煩惱。」見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佛殿奇逢》，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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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力。 

整體來說，全本《南西廂》仍以張生與鶯鶯作為敘事的中心線索，各齣之中也還是以

生旦表演為重心。但承繼了《北西廂》中崔張缺乏互動場面的敘事結構，較之擅長生旦談

情的其他傳奇作品，愛情關目便不免略顯失色。又在劇中增加了其他腳色的表演份量，一

折之中的曲白亦由場上眾腳均分，遂使原本的陪襯人物更添光彩，甚至在其後散齣與折子

戲的發展中逐漸喧賓奪主，取代了張生與鶯鶯的主角位置。 

（四）主題思想與審美趣味的轉向 

《北西廂》透過優美如詩的語言、浪漫繾綣的情境，細膩描繪出男女主角對於婚姻自

主的渴望與爭取。而以象徵著傳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觀的老夫人作為男女主角

的對立面，造成全劇中最主要的衝突。而《南西廂》雖大抵繼承了《北西廂》追求戀愛自

由的精神，但在〈家門正傳〉中，一開場的【順水調歌】35卻歌頌起大明帝國四海昇平，

並點出作劇動機乃在於「一腔風月事，傳與世間聞」，則《北西廂》中刻骨銘心的崔張情

事，到了《南西廂》遂成為妝點太平盛世的一段佳話。而劇中也較《北西廂》更多地強調

明代皇權下儒家價值的體現，如突出杜確將軍的兄弟之義與忠君之思；36令老夫人在張生

赴考前即允成婚以淡化其反覆賴婚之權詐；將鄭恆搶親不成觸樹而死，改作鄭恆因姑舅之

親不合夫妻禮法而情願退親等。一方面削弱了崔張戀愛對於傳統禮法的衝擊，另一方面也

使該劇的中心思想，從發揚崔張愛情之純粹、執著，轉為歌詠此段風流韻事的圓滿收場。 

因應主題思想的轉變，以及場上演出的需求，《南西廂》的敘事筆調較之《北西廂》

濃厚的抒情性，則更追求情節關目的流暢明快。是以在不影響事件發展的前提下，刪去了

幾場純粹抒情的關目，同時將原本屬於個人內心獨白的曲文，改為多腳對唱或合唱，以增

加場上的戲劇張力。曲文亦經大幅濃縮，由原本的 329 支曲牌刪減到 278 支曲牌，37使關

目更為緊湊。此外，男女主角的表演無可避免地被戲份增多的配角瓜分，淡化了原著中對

於「情」的彰顯；又為了增加演出的娛樂效果，增加了許多調笑的賓白科諢、熱鬧的過場，

                                                        
35  明‧李日華：「【順水調歌】（末上）大明一統國，皇帝萬年春。五星聚奎，偃武又修文。托賴一

人有慶，坐見八方無事，四海盡歸仁。如此太平世，正是賞花辰。遇高人，論心事，搜古今，移宮

換調，萬象一囘新。惟願賢才進用，禮樂詩文。一腔風月事，傳與世間聞。」，見明・崔時佩、李

日華：《南西廂記‧家門正傳》，頁 1。 
36  如〈金蘭判袂〉齣中，增杜確為張生送行一段情節，強調杜確「恥學時人居要第，回頭不念布衣交」

的情義；〈白馬起兵〉齣中，封為征西大將軍的杜確上場則唱「一片丹心圖報主，鎭邊陲竹帛生輝。

治國齊家，兵行仁義，不比那殺妻吳起」等，對全劇情節皆無必要性，但處處凸顯儒家精神。見明‧

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頁 3、38。 
37  見林宗毅：〈重評李日華《南西廂記》〉，《文學新鑰》第 2期（2004年 7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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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張生與紅娘略帶曖昧的調情之語，遂使《北西廂》中透過人物性格特徵與機鋒對話

營造的雅趣，轉為迎合民間審美趣味的俚俗笑料，某種程度上也改變了原本的人物形象。

使該劇的整體情調從細緻優雅、講究文學性的文人品味，轉變為更符合大眾喜好、講究娛

樂性的通俗趣味。 

三、行當藝術的發展對關目的轉化與影響 

行當藝術是崑劇表演傳統的核心要素，家門的分化與演進會對折子戲關目產生直接的

影響。《南西廂》在崑劇舞臺上並未如其他以才子佳人為題材的愛情傳奇一般發展出巾生

與閨門旦的精緻表演，反而突出了淨丑與貼行的插科打諢。以下便就「淨付折子中愛情線

索的弱化」與「六旦關目取代生旦凸出為表演主體」兩節，探討行當藝術發展對個別關目

中愛情主題的影響。 

（一）淨付折子中愛情線索的弱化 

元雜劇尚無淨丑之分，38折子戲中作為付丑與大面代表的法聰與惠明，在《北西廂》

中都只是形象扁平的配角人物。《遊殿》一折在雜劇中是張生與鶯鶯初次邂逅的關目，淨

行扮飾的知客僧法聰僅為一沉默而拘謹的陪襯腳色；《惠明》的情節重點則是張生因在「孫

飛虎圍寺」的事件中立功，得與鶯鶯奠定婚姻關係，「惠明下書」的關目中雖有惠明主唱

的一套曲牌，但僅占該折約三分之一的表演篇幅，情節上屬於旁枝。以下分別就此二折的

嬗變脈絡，觀察法聰與惠明二腳如何經歷一番淨丑（付）行當的轉換，建立自身表演特色，

並逐漸反客為主，造成該折愛情線索的弱化。 

《遊殿》在《北西廂》中為第一本第一折，39全折以張生遊寺與見鶯的抒情曲唱為主，

可分為「張生客途」、「張生遊寺」與「張生見鶯」三個排場，著力鋪寫張生見鶯後神魂

顛倒的癡迷樣態。《南西廂》40將「張生客途」另立為第四齣〈上國發軔〉，第五齣〈佛

                                                        
38  元雜劇中無丑行，淨腳擔負了插科打諢的任務。見宋‧耐得翁：「雜劇中末泥為長，⋯⋯副凈色發

喬，副末色打諢。」，見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

年），頁 96。但在《北西廂》中，以淨行扮演的法聰、孫飛虎、太醫與鄭恆「色發喬」的特色皆不

明顯。 
39  見元‧王實甫：《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第一卷第一折》，頁 31-39。  
40  見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佛殿奇逢》，頁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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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奇逢〉則由法聰開場，首先扭轉了以張生為主體的敘事角度，並透過法聰所唱的【光光

乍】41，賦予此一人物「假持齋」、「吃葷腥」、不守佛門清規的鮮明形象。在「張生遊

寺」時，又增添了許多法聰的科諢，或拿師父法本取笑，或假正經地勸阻張生對鶯鶯的愛

慕，或與張生評論起鶯鶯、紅娘的腳兒大小。《南西廂》為法聰開展的表演空間，較《北

西廂》更能發揮淨腳的滑稽特色。42而在「張生見鶯」關目中，又將原本由張生所唱的【園

林好】與兩支【皂羅袍】改為鶯鶯與紅娘演唱，增加了旦與貼的表演份量。以此觀之，《南

西廂》該折表演雖仍以生旦曲唱為主，情節重心亦為張生對鶯鶯的一見鍾情，但法聰的念

白與科諢始成重要的表演特色。 

而當《南西廂•佛殿奇逢》獨立為散齣演出，該折的排場結構開始發生重大改變。收

錄於明末崑腔選本《醉怡情》43中的《奇逢》一折，將「張生遊寺」時法聰的賓白擴增數

倍，加入大量葷笑話，處處顯露法聰淫慾。鶯鶯主婢上場後，又令法聰不時流露出狎褻之

意，與張生搶占太湖石偷窺鶯鶯，甚至尾隨鶯紅趨近廂房，被紅娘噴水逐出。相較於《南

西廂》仍以張生為表演主體，《醉怡情》前半遊寺全以法聰主導，張生配合；後半則藉由

法聰與張生見到鶯鶯後一風雅一惡俗的反應引發笑料，從中可以看到淨行的科諢形象較

《南西廂》更進一步豐富鮮活。儘管這些淫褻鄙俗的科諢大大降低了該折的格調，以致乾

嘉之後並未保留於舞臺之上，但影響所及，卻使此折原本以張生為主的浪漫邂逅戲，由此

轉向以淨腳插科打諢為表演重點的笑謔喜劇。 

發展至清中葉的崑劇折子戲，在「江湖十二腳色」44臻於成熟後，《遊殿》中的法聰

一腳遂由淨行改為付丑45扮演，並成為該行當的家門戲。《綴白裘》46於《醉怡情》的表

                                                        
41  法聰上場所唱【光光乍】曲文：「假持齋做長老，經卷那曾曉。每日喫葷腥常醉倒，眞個快活無煩

惱。」，見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佛殿奇逢》，頁 9-10。 
42  明傳奇承南戲出現了丑腳，行當特性上卻與淨腳尚未完全分化，亦即淨腳仍帶有滑稽詼諧的表演特

徵。如王驥德：「大略曲冷不鬧場處，得淨、丑間插一科，可博人哄堂，亦是戲劇眼目。」見明‧
王驥德：《曲律‧三卷‧論插科第三十五》，陳多、葉長海注釋：《王驥德曲律》，頁 165。 

43  明‧青溪菰蘆釣叟輯：《醉怡情》，收入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 4 輯影印本（臺北：臺
灣學生書局，1987年）。 

44  清‧李斗：「梨園以副末開場，為領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謂
之男腳色；老旦、正旦、小旦、貼旦四人，謂之女腳色；打諢一人，謂之雜。此江湖十二腳色，元
院本舊制也。」，見清‧李斗撰，周春東注：〈新城北錄下〉，《揚州畫舫錄》（揚州：江蘇廣陵
古籍刻印社，1984年），卷 5，頁 117。 

45  「付丑」乃乾嘉時期由淨、丑之間分化出來的行當，又稱「二面」、「副丑」，或簡稱為「副」或
「付」。《揚州畫舫錄》說明該行當特徵為：「氣局亞於大面，溫暾近於小面，忠義處如正生，卑
小處如副末，至乎其極」，見清‧李斗撰：〈新城北錄下〉，《揚州畫舫錄》，卷 5，頁 118。可見
其人物形象必須博採淨行、丑行、正生與付末性格中的部分特性，塑造出心理複雜、面帶詼諧的腳
色形象。而法聰一腳由淫褻轉為世故、油滑與花言巧語的世俗性格，正與付丑的行當特色相符合。 

46  清‧錢德蒼輯：《綴白裘‧卷七・遊殿》，收入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 5輯影印本（臺
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頁 3075-3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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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基礎上大幅增添法聰引張生遊寺的科諢，但一改原本的滿口淫詞為對張生的奉承之語，

更強調人物世故、油滑與花言巧語的世俗性格。曲唱中法聰的夾白更多，幾乎是一句唱便

夾一段賓白，用語更具戲劇張力與性格特色，可以說付丑的科白表現掌握了整齣戲的節奏。

鶯鶯出場後，張生與法聰的反應也略有調整，將急色、不解風情的特質集中到法聰身上，

幾乎由他領著張生尾隨鶯鶯遊寺，遂引來紅娘的不滿，而增添了一段法聰與紅娘的打鬧科

諢。如此一來，張生一改《醉怡情》中登徒子似的形象，顯得較為儒雅與紳士；然付丑的

家門藝術卻成為整場戲的表演主體，穿梭在生旦貼之間戲謔嬉笑，造成主配角完全易位，

也淡化了生旦邂逅的愛情主題。 

乾嘉之後該折表演大致定型，唯法聰的形象仍持續發展，使人物在不守清規、生活糜

爛的形象之外，又帶上幾分附庸風雅的假斯文，以及卑躬屈膝、市儈而自溺的嘴臉，此正

為付行臻於成熟後發展出的典型形象。如《審音鑑古錄》中法聰命道人拿緣簿向張生化緣

的一句賓白，至近現代的表演中擴增為一大段念做並重的科諢。47而該折中張生對鶯鶯的

情意展現與生旦微妙的互動，則都成了法聰據以發揮科諢的背景，在付丑精彩的家門表演

之中，模糊了崔張初次邂逅的浪漫色彩。 

《惠明》在《北西廂》中包含第二卷第一折後半與第二折前半，48第一折後半敘鶯鶯

思慕張生，心緒懨懨，忽聞孫飛虎圍寺搶婚，鶯鶯、法本與崔母急商對策，鶯鶯遂提出將

自己獻與賊人或許配英雄的計策，乃鶯鶯主唱之旦本；第二折前半則敘張生作書，激惠明

和尚送信至白馬將軍處，令其發兵解圍。十一支曲牌由行當不明49的惠明主唱，凸顯惠明

的萬夫莫敵、勢在必得。李漁謂此折為《西廂記》全劇之「主腦」，因「夫人之許婚，張

生之望配，紅娘之勇於作合，鶯鶯之敢於失身，與鄭恆之力爭原配而不得」，50皆因該折

孫飛虎圍寺所致。而鶯鶯對於「許配英雄」的爭取及張生作書解圍的智謀正是奠定二人婚

姻關係的關鍵，亦是此折致力經營之處。《南西廂•許婚借援》51首將二折併為一齣，大

抵襲用《北西廂》排場結構，但將鶯鶯思慕張生與商議計策的十三支曲文刪併為六支，其

中一支並改由崔母主唱。張生獻計的大段賓白後，以丑扮演的惠明則保留了九支曲牌，並

                                                        
47  《審音鑒古錄》中，法聰在請張生入座後吩咐道人端茶，並命「隨手拿個緣簿放拉大殿子上」，見

清‧王繼善補讎刊：《審音鑒古錄‧西廂記‧遊殿》，收入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1987 年）頁 619；及至民初，則演變為幾番吩咐道人：「泡茶出來」、「要梅片

來雪水个」，每當張生婉拒，便答以「便个」，最後道「隨手帶子个本緣簿出來」、「也是便个」，

帶出喜劇效果，直至當代都保留此段表演。見怡庵主人編：《崑曲大全》（上海：世界書局，1925

年），頁 116-117。 
48  元‧王實甫：《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第二卷第一折、第二折》，頁 57-65。 
49  弘治本、汲古閣本與王驥德校注本《北西廂》皆未注明行當，僅標為「惠」。 
50  清‧李漁：《閒情偶寄・詞曲部‧結構第一‧立主腦》，頁 7。 
51  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許婚借援》，頁 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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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入張生夾白，使惠明獨唱變成與張生的對話，增加了表演的可看性。於是就結構比例上

來看，惠明便從最後三分之一折方出場的配角，變成後半齣的表演重點，在該折的表演份

量上已足與生旦比肩。 

然散齣興盛之時，該折或因表演特色尚未形成，或因其情節過於瑣碎冗長，明末清初

鮮見《惠明》演於場上，今存選本僅見南北曲清唱本收錄。《群音類選•官腔類》52收錄

了《南調西廂記》53十一支南曲，《萬壑清音》54收錄十六支北曲帶賓白，皆刪去了鶯鶯

思慕張生的曲文，由夫人上場報訊始，而惠明上場之後的曲文則幾乎完全保留，55在結構

上可看出南北曲清唱皆以惠明的大段套曲為主，一方面精簡了該折排場，二方面則使惠明

的演唱得到集中發展。 

及至清中葉，大面行當發展成熟，56惠明一腳由丑扮改為淨行扮演，而該折方以淨行

家門戲之姿躍上崑劇舞臺。然乾嘉時的《惠明》折子戲卻未直承《北西廂》或《南西廂》

之曲牌結構，而是將南北曲融合而為一，並對曲白作了大幅調整。如《綴白裘》57中惠明

上場前皆唱南曲，但鶯鶯思慕張生的曲子刪減到僅剩一支【淘金令】，又刪去鶯鶯表達願

意許配英雄的【香羅帶】，使許婚之計成為崔母單方面提出的條件，削減了鶯鶯對於愛情

的積極性。此外，當法本傳達崔母之令，而張生表示有計退兵時，《南西廂》中鶯鶯對紅

娘言：「只願得這秀才退得賊兵便好！」58，明確表現出鶯鶯選擇婚姻對象的意向；《綴

白裘》卻使鶯鶯不置一詞，反增添了紅娘竊問法本：「你可曾聽見提起我紅娘麼？」之詞，

                                                        
52  明‧胡文煥輯：《群音類選‧官腔類‧南西廂記‧書遣惠明》，收入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

第 4輯影印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頁 1353-1355。 
53  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目前所見有六種刊本，《南調西廂記》為明萬曆富春堂刻本，全

名《新刻出像音注花欄南調西廂記》，收入鄭振鐸主編：《古本戲曲叢刊初集》第四函（上海：商

務印書館，1954年，明萬曆富春堂刻本），據傅惜華藏本影印。富春堂本與汲古閣本多有不同，孫

重濤考證汲古閣本為「崑腔本」，富春堂本則為「雜調本」。見孫崇濤：〈南戲《西廂記》考〉，

收入《南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頁 223-225。《群音類選・官腔類》所收《南西

廂》曲牌皆出自此本，該折所選惠明上場前之曲牌僅三支【沉醉東風】，與汲古閣本該折曲牌與曲

文完全不同。 
54  明‧止雲居士：《萬壑清音・惠明帶書》，收入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 4 輯影印本（臺

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頁 169-180。 
55  《萬壑清音》所收惠明曲牌皆同於《北西廂》，共收十一支；《群音類選》所收惠明曲牌則僅刪去

一支【粉蝶兒】，共收八支。 
56  黃克保：「就在南戲和雜劇時期，淨的表演已經開始顯露出分化的跡象。南戲和雜劇的淨，包含著

兩類不同表演風格的人物形象：一類是喜劇性的，……另一類是正劇性的，……排除了滑稽調笑的

成分，並且開創了運用特殊造型手段來塑造形象的先例。……到清代中葉，終於脫穎而出，形成了

大面。」，見黃克保：《戲曲表演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2年），頁 121-122。 
57  清‧錢德蒼輯：《綴白裘‧卷二‧惠明》，頁 875-890。 
58  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許婚借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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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法本道出「不曾」之後，慶幸地暗謝天地。59顯然作為解圍的交換條件，連紅娘都是

不願意的，遑論鶯鶯。如此一來，便完全扭轉了此一關目對於生旦愛情的意義。 

張生獻計的關目中，《綴白裘》增添了大量張生與法本的對話，並加了一支張生作書

的南曲【一封書】；《審音鑑古錄》60更進一步在張生的曲文中加了許多急於成親的夾白，

顯得張生作書心不在焉，對比法本的著急催促，發展成一段精彩的生外表演。於是原本僅

用以交代張生解圍的賓白，發展為一大段頗具喜劇性的唱做，亦使法本得以發揮老外的表

演特色，如乾隆時張班老外張國相即以扮演《惠明寄書》之法本聞名。61
 

惠明上場後，該齣曲牌則全改為北曲聯套。或因明末清初時在清唱中此套北曲崑唱發

展得較《南西廂》曲牌成熟，遂滲入崑劇折子戲中，大面連唱帶做的表演也成為這折戲的

主要看點。近代演出《惠明》，則不上鶯鶯與紅娘，崔母的許婚情節也以簡單賓白帶過，

讓表演更集中在小生、老外與淨行的對答與激將之上。《惠明》一折發展至此，隨著行當

藝術愈趨成熟，表演重心逐漸轉移到作書與送書的關目，藉以擴增老外與淨行的表演空間。

張生的表演則強化其娛樂效果，凸顯其急於成親的熱切，卻難免顯得趁人之危，損害了原

本有勇有謀的人物形象。而原作中鶯鶯嚮往愛情、爭取婚姻的幽微心思，則在折子戲表演

傳統的演進下逐漸弱化，終至蕩然無存。 

綜上所述，《遊殿》與《惠明》二折在《北西廂》中對崔張愛情線索的發展都有關鍵

性意義，原本僅屬配角的法聰與惠明，在《南西廂》的改編下始被賦予自己的性格或凸出

其關目，經明末清初散齣或清曲的獨立演唱，進一步擴增其表演份量，終於在行當藝術臻

於成熟的乾嘉時期反客為主，發展為付丑與大面的家門戲。而該折中張生與鶯鶯的愛情關

目，則未發展出相應的表演特色，以致關目逐漸簡化，或成為淨丑的陪襯，使崔張戀情的

敘事線索在淨丑為主的折子戲中隱沒不彰。 

（二）六旦取代生旦突出為情節焦點 

在《北西廂》中，儘管紅娘主唱的場次僅次於張生，但多是透過紅娘的曲唱，旁述或

影響崔張戀情的發展。紅娘的行當標示皆作「紅」，六旦（貼旦）的表演特色尚未形成。

《南西廂》的敘事主角雖平均分配到生、旦、貼三人身上，但敘事重心仍以生旦愛情為中

心。然當代《西廂記》中的六旦戲，卻是以紅娘為表演主體，著重表現其頑皮機靈的性格

特徵，張生與鶯鶯的人物形象與表演特色則相對單薄。本節以《佳期》與《拷紅》二折為

                                                        
59  清‧錢德蒼輯：《綴白裘‧卷四‧惠明》，頁 878。 
60  清‧王繼善補讎刊：《審音鑒古錄‧西廂記‧慧明》，頁 641-653。 
61  見李斗：「張班老外張國相，工於小戲，如……《西廂記‧惠明寄書》之法本稱最。」，見清‧李

斗撰：〈新城北錄下〉，《揚州畫舫錄》，卷 5，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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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觀察紅娘一腳如何一步步跳脫崔張愛情旁觀者與見證者的定位，發展出六旦獨特的藝

術魅力，並以此轉移了生旦愛情關目的重心，成為該折的情節焦點。 

《佳期》在《北西廂》中為第四卷第一折，62演鶯鶯與張生書房幽會的景況。全折由

張生主唱，可分為「等待佳人」、「見鶯到來」、「與鶯歡會」與「送鶯離去」四個排場，

著重鋪陳張生盼望小姐的一片癡心，以及兩相繾綣時的纏綿歡快。紅娘則僅在護送小姐前

來與離開時，與張生對答一二句，並未發揮太大的作用。《南西廂•月下佳期》63整體排

場結構與《北西廂》相近，但將張生等待鶯鶯的七支曲牌刪併為三支，在崔張相見與歡會

而出後都增加了鶯鶯的曲牌，使生旦幽會的曲唱不致偏重於張生一方。而最大的改動是將

崔張歡會的八支曲牌改為紅娘主唱的集曲【十二紅】，使張生的主觀經歷變成紅娘的從旁

觀察，一方面避免了直接搬演男女歡情的尷尬，64一方面也使六旦有發揮表演特色的機會。

此外，紅娘領鶯鶯上場時，《南西廂》加入了紅娘誆張生「小姐不曾來」，張生便要紅娘

「替一替小姐」的科諢；65歡會之後，張生【尾聲】唱畢，又添出一段要紅娘「一發醫了

小生」的對話。66張生對紅娘的再三挑逗損害了人物專情的形象，卻也同時增加了趣味性

與紅娘在該折之中的表演份量。與【十二紅】的表演合觀，遂使六旦在該折中的表演份量

堪與生、旦相提並論。 

明末清初該折的南、北《西廂》散齣大抵承襲自雜劇與傳奇原作，各本略有增刪，對

表演則影響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徽池雅調》67中的《南西廂•月下佳期》僅收錄【十

二紅】以下四支曲牌，皆以紅娘的表演為核心，可看出該折的六旦表演在散齣流行中日漸

豐富，至明末已可從《佳期》中摘出作獨立演出。 

隨著六旦表演藝術臻於成熟，《佳期》一折發展至清中葉又經歷一番大變動。乾嘉時

的崑劇折子戲68以《南西廂》散齣為基底，卻刪減了「等待佳人」與「送鶯離去」兩場中

生旦的三支曲牌，崔張的抒情曲唱至此已被大幅削弱，紅娘所唱的【十二紅】遂成為全折

                                                        
62  元‧王實甫：《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第四卷第一折》，頁 113-118。 
63  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月下佳期》，頁 76-79。 
64  此即王季烈所云：「元人於劇情，某事宜虛寫，某節宜實演，亦每欠斟酌。即如《北西廂》之《酬

簡》折，若依其曲文搬演之，幾與一幅橫陳圖無異。李日華《南西廂》之《佳期》折，即用其曲文，

而張、崔先下，紅娘在門外窺伺，將此等詞句，出諸紅娘之口，便不覺淫褻矣。」，見王季烈：《螾

廬曲談‧論作曲‧論劇情與排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頁 33。 
65  見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月下佳期》，頁 76。 
66  見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月下佳期》，頁 79。 
67  明‧熊稔寰：《徽池雅調‧卷二‧月下佳期》，收入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 1 輯影印本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頁 77-80。 
68  見清‧錢德蒼輯：《綴白裘‧卷二‧佳期》，頁 891-895、清‧王繼善補讎刊：《審音鑒古錄‧西

廂記‧佳期》，頁 61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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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表現力的段落。此外，又在紅娘領鶯鶯上場時增加一支旦、貼合唱的【不是路】，並

擴增了紅娘與張生的對話。將原本張生向紅娘求歡之語刪去，透過對白帶出張生的多情且

懦弱，與鶯鶯的嬌羞欲歸，使紅娘在生旦間拉攏促成，最後卻反被張生哄出書房，關在門

外。此一改動不僅淨化了生、貼之間的關係，也凸顯了紅娘在生旦戀情中的主導性，並加

強其演唱【十二紅】時又喜又怨的情緒表現。【十二紅】的曲文自明末以來亦頗多變異，

直至乾嘉之後方固定下來，從《審音鑑古錄》中細膩的身段指示可以看出該曲已發展為一

套精彩的歌舞表演。69刪減生旦曲唱與擴增六旦關目的情況下，該折的表演重心遂集中到

紅娘身上；至近代【十二紅】的身段更在藝人的創發下愈趨繁複，使該折成為六旦的家門

戲。於是原著中生旦幽會的旖旎情態與浪漫情懷，便逐漸被六旦俏皮科諢與載歌載舞的表

演傳統所取代。 

《拷紅》在《北西廂》為第四本第二折，70全折為紅娘主唱，可分為「歡郎洩密」、

「歡郎喚紅」、「崔母拷紅」、「紅娘喚鶯」、「紅娘喚生」與「崔母許婚」六個排場，

將崔母責問的嘴臉、崔張私情的始末、送官究責的後果，以及崔張得知私情洩露的反應，

都透過紅娘的曲唱表現出來。《南西廂》71對此折進行了較他折更大幅度的改編：將「歡

郎喚紅」一場刪去，又精簡了「紅娘喚生」、「紅娘喚鶯」兩場，僅以一段賓白交代。並

增添崔張成婚關目，將紅娘的曲唱平均分散給生、旦、老旦各腳。在此一改動下，該齣的

排場變得較為凝鍊緊湊，敘事主體亦由紅娘視角轉為全知觀點，更能展現崔母、張生與鶯

鶯在此事件中的自我表達與互動，較之《北西廂》更全面地觀照這場崔張戀情的危機與轉

機。然改編後紅娘的曲唱僅剩「崔母拷紅」中的三支曲牌，至「崔母許婚」後便無發揮的

餘地，相對也被限縮了表演空間。 

明末《拷紅》獨立搬演以來，《北西廂》散齣大抵穩定承襲雜劇結構，《南西廂》散

齣則在六旦藝術的發展下，持續精簡排場，並透過賓白的增添，賦予紅娘更鮮活的形象。

如明末《醉怡情》72中收錄的《南西廂•拷婢》刪去歡郎一腳與其告密的【風入松】，逕

由崔母疑心紅娘而喚其上場。拷紅一場紅娘的三支曲牌也僅留一支，卻讓紅娘在崔母斥責

時頻頻回嘴：「紅娘也要到官去」、「紅娘是不去喚他」、「又道是紅娘引誘他」73，處

處顯露紅娘對崔母的不滿，較之《南西廂》中委婉表達「紅娘不敢多言，望夫人恕其小過，

                                                        
69  如「花心摘，扭腰擺」句旁注「此三句身段宜在細長音放妥」；「今宵勾卻相思債」句旁注「側頭

斜視內雙指勾答式」；「看看月上粉牆來」句旁注「對右角上看，扭身轉視左上角，已交五更天」

等。見清‧王繼善補讎刊：《審音鑒古錄‧西廂記‧佳期》，頁 661。 
70  元‧王實甫：《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第四卷第二折》，頁 118-123。 
71  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堂前巧辯》，頁 79-84。 
72  明‧青溪菰蘆釣叟輯：《醉怡情・卷八‧西廂記‧拷婢》，頁 701-705。 
73  明‧青溪菰蘆釣叟輯：《醉怡情‧西廂記‧拷婢》，頁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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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大事」74的紅娘，顯得直率敢言得多。而當崔母斥責鶯鶯，與逼迫張生成婚後立即赴

考時，紅娘也不時插嘴：「小姐初犯」、「也待滿了月去」、「這等，喚一個儐相讚禮」
75，試圖要為崔張爭取婚後的相處時間，或是更體面的婚禮形式，比起《南西廂》中的聽

命行事，表現出更強烈的正義感與主動性。相較紅娘的勇於抗爭，張生與鶯鶯面對崔母則

是唯唯諾諾的應承，最後又刪去二支成婚的曲牌，人物形象與表演特色便相形失色了。 

及至清中葉的崑劇折子戲，則在明末散齣的基礎上，大幅擴增了紅娘的賓白與表演。

以崔母拷紅的關目為例，《醉怡情》中崔母命紅娘跪下，質問其燒香之事，紅娘否認「不

曾做什麼事」後崔母唱【桂枝香】打罵紅娘，紅娘便和盤托出。《綴白裘》則增添了幾層

轉折：先讓紅娘無辜地表示：「好端端地為何要跪起來？」，當崔母問出燒香情事時，她

又故作輕鬆道：「啐，我只道有什麼要緊事！」，說著就要起身，卻被崔母嚴厲斥喝，這

才辯解道是與小姐去燒香，並巧言補充：「小姐說『若要萱堂增高壽，全憑早晚一爐香』，

是保佑老夫人的吓！」76。其後崔母所唱【桂枝香】，亦添入紅娘不時辯駁的夾白：「什

麼渥雨攜雲吓」、「怎敢花言巧語介」、「好端端有什麼出乖露醜介」，77活靈活現地塑

造出紅娘機伶圓融又不失天真的模樣，充分展現六旦俏皮伶俐的行當特性，亦較《醉怡情》

中直率叛逆的性格更符合其婢女的身分。崔母面對紅娘的避重就輕，則不時抬出夫人的權

威怒斥或威嚇，亦顯得較為精明苛刻。全齣透過兩人一來一往的詰辯帶出極具張力的戲劇

節奏，劇末又將成婚的【尾聲】刪去，改令紅娘插科打諢、模仿崔母後被崔母斥喝下場。

在此改動之下，遂使全折的表演主體又回到紅娘身上，但相較於《北西廂》藉由紅娘曲唱

道出崔張的婚姻危機，反映崔母的震怒與為難、崔張的羞慚與懦弱，乾嘉折子戲則更著重

在紅娘本身面對此事的感受、態度與立場。而當崔母與紅娘的衝突成為該折戲的敘事重點，

張生與鶯鶯軟弱無力的反應則更顯得無足輕重，終於淪為該折戲中聊為點綴的配角。 

由以上分析可知，《北西廂》中無論是張生或紅娘主唱的折子，情節重點皆圍繞在崔

張戀情的發展與變化。但隨著六旦藝術的演進，紅娘的形象逐步轉變：從《南西廂》中略

添科諢，到明末清初散齣中發展出強烈的自我意識，再到乾嘉折子戲裡轉為天真俏皮又機

伶的性格特色，並使其逗趣的行為反應成為該折戲的表演焦點。反之，張生與鶯鶯在曲文

遭刪、敘事中心也轉移到紅娘身上的情況下，形象顯得愈來愈被動懦弱，表演亦幾無特色。

在當代的演出中，甚至常以較為資淺或年輕的演員來配戲，而失去了文學原著中的主角份

量。 

                                                        
74  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堂前巧辯》，頁 81。 
75  明‧青溪菰蘆釣叟輯：《醉怡情‧西廂記・拷婢》，頁 704。 
76  清‧錢德蒼輯：《綴白裘‧卷四‧拷紅》，頁 1458。 
77  清‧錢德蒼輯：《綴白裘‧卷四‧拷紅》，頁 1459-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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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本敘事線索在折子戲中的轉向與失落 

《西廂記》中崔張戀愛的關鍵情節，有些在折子戲表演傳統的建立下，逐漸偏離了原

本的敘事線索；有些則未能受到觀眾青睞而逐漸失傳，遂導致今日若欲以折子戲串成《西

廂記》小全本，實難完整呈現崔張戀愛的情節始末。以下即就「科諢表演凌駕於文學主題」

與「愛情線索與抒情折子的失落」兩方面，探討全本敘事線索在折子戲中的轉向與失落。 

（一）科諢表演凌駕於文學主題 

今日場上流行的《西廂記》折子戲中，具有豐富的科諢表演，有些折子甚至以插科打

諢作為表演重點，如《寄柬》、《跳牆著棋》等，幾乎全折皆是生、貼、丑或生、旦、貼

的玩笑互動。然回溯其原著，《北西廂》具有濃厚的抒情性，加上丑行尚未發展成形，因

此劇中雖有饒富趣味的喜劇折子，但整體而言並無純粹插科打諢的關目；《南西廂》的改

編始有意識添入科諢，但《跳牆著棋》、《寄柬》等折在傳奇中仍為抒情關目，甚至並無

丑腳演出。本節即以此二折為例，略探其演變過程中，科諢表演如何無中生有，並且逐步

擴增，終至凌駕於原本的情節線索，成為該折的表演重心。 

《寄柬》在《北西廂》中為第三卷第一折，78全折以紅娘主唱，敘鶯鶯在聽琴之後命

紅娘去探望張生，紅娘先在窗外偷覷張生相思情狀，進門之後張生託其傳遞柬帖表達情意，

紅娘一度恐被責罵而拒絕，最後不忍見張生隻身孤獨，方才答應。張生隨即揮筆作書，託

付紅娘，紅娘則勉勵張生莫荒廢學業後離去。《北西廂》卷三第一折以鶯鶯思念張生、倩

紅問病寫起，《南西廂•情傳錦字》79則從張生苦盼紅娘來回覆消息寫起。在紅娘往赴書

齋之後的南北曲文多相對應，曲白結構與情節差異不大。由曲文觀之，無論雜劇或傳奇中

的「寄柬」關目，皆旨在凸出紅娘對於崔母拆散姻緣的不平與仗義，以及張生對鶯鶯的一

片癡心與援筆立就的滿腹才氣。但富春堂本《南調西廂記》80卻在張生作書前增添了一段

紅娘要求張生下跪喊娘方願送信的科諢，並在張生勉為其難地照做之後，讓琴童「上諢呌

大婆介」，成為該折在場上逐漸往戲謔喜劇發展的契機。 

該折至明末清初，以《北西廂》散齣較為盛行，然崑腔選本81與徽調選本82卻呈現不

                                                        
78  元‧王實甫：《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第三卷第一折》，頁 90-95。 
79  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西廂記‧情傳錦字》，頁 55-59。 
80  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調西廂記・第十八折》，頁 3。 
81  明末清初收錄《北西廂‧寄柬》的崑腔選本有《樂府紅珊》與《歌林拾翠》；見明‧秦淮墨客：《樂

府紅珊‧崔鶯鶯錦字傳情》，收入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 2 輯影印本（臺北：臺灣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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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發展趨勢。崑腔選本的曲白結構多近《北西廂》，且大抵維持穩定；徽調選本則在曲

中多添夾白，賓白亦逐漸擴增，後來甚至刪去鶯鶯遣紅與張生念信的關目，而吸收富春堂

本「下跪喊娘」的關目加以渲染，擴增為大段張生調戲紅娘、紅娘戲弄張生的科諢。劇末

同樣讓琴童上場，在萬曆後期的《玉谷新簧》83中卻讓琴童嚴厲地譴責紅娘、檢討張生，

後逐漸受南戲丑行形象的影響，至崇禎時的《怡春錦》84中，則改為張生欲支開琴童再跪

紅娘，遣其買豬肉卻反被調侃，奠定了琴童在這場戲中趁機逗弄張生與紅娘的腳色定位，

也使原本風流雅致的送信關目，滲入了俚俗的民間趣味。 

清中葉盛行的崑劇折子戲《寄柬》85則上承自《南調西廂記》，但刪去生、貼上場的

兩支抒情曲牌，又受《北西廂》徽調散齣科諢影響，在張生欲作書前大幅增添生、貼、丑

的賓白，將原本琴童的一句調侃化為一大段假借說書引紅娘「出洞」的表演；張生作書後，

又將原本紅娘要求張生下跪喊娘的科諢與前述琴童的鬧場結合，使琴童成為該折戲的喜劇

高潮，在劇中的表演份量幾乎與生、貼並重，科諢關目也擴增為該折後半的表演主體。清

末民初仍可見到南北《寄柬》折子戲86彼此吸收、相互借鑑，使琴童與紅娘的科諢愈趨豐

富，「張生作書」的主題反而被簡略帶過，而成為小生（巾生）、小旦（六旦）、小丑（小

面）嬉鬧逗樂為主的「三小戲」。然至近代，一方面因其篇幅較短，一方面是表演特色上

略顯單薄，舞臺上演出漸少，表演終至失傳。87但該折自乾嘉以來奠定表演風格，與在民

初科諢發展益趨完備的表演文本，仍是珍貴的藝術結晶。因此當代各院團或為串折成本，

或為教學所需，或為挖掘傳統劇目，便紛紛取該折復排，使之乾嘉以降的文本表演內涵猶

                                                                                                                                                           

書局，1984 年），頁 646-655；清‧無名氏輯：《歌林拾翠・紅娘寄柬》，收入王秋桂主編：《善

本戲曲叢刊》第 2輯影印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頁 1439-1447。 
82  明末清初收錄《北西廂‧寄柬》的徽調選本有《大明春》、《玉谷新簧》與《怡春錦》。見明‧程

萬里輯：《大明春‧張生託紅寄柬》，收入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 1 輯影印本（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頁 126-136；明‧吉州景居士輯：《玉谷新簧‧紅娘遞柬傳情》，收入

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 1 輯影印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頁 79-89；明‧

沖和居士輯：《怡春錦‧弋陽雅調數集‧傳情》，收入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 2 輯影印

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頁 795-811。 
83  明‧吉州景居士輯：《玉谷新簧・紅娘遞柬傳情》，頁 87。 
84  明‧沖和居士輯：《怡春錦・弋陽雅調數集・傳情》，頁 807。 
85  清‧錢德蒼輯：《綴白裘・卷七・寄柬》，頁 3099-3108。 
86  清末《北西廂・寄柬》折子戲見首都圖書館編：《清車王府藏曲本・13・崑曲・寄柬全貫串》（北

京：學苑出版社，2001 年），頁 91-93；民初《南西廂・寄柬》折子戲見王季烈、劉富樑主編：《集

成曲譜・聲集・卷七》（臺北：進學書局，1969 年），頁 887-896。 
87  梁谷音表示：「（《寄柬》）這個戲我在小時候跟張傳芳老師學過，但是演得不多，基本上到 1961

年畢業以後我就沒有再演過這個戲。因為它好像也比較單薄，舞台上也就二十幾分鐘而已，單獨成

立這一齣《寄柬》呢，好像也不是很出彩。所以就沒有怎麼演。」，見葉肇鑫製作，梁谷音主講：

《崑曲百種大師說戲・西廂記・跳牆著棋》（上海：浦睿文化出版社，2013 年，DVD，109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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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重現場上。 

《跳牆》一折在南、北《西廂記》中都是生、旦、貼並重的戲，《北西廂》在第三卷

第三折，88演鶯鶯、紅娘花園燒香，張生依約來赴會，紅娘卻令其翻牆而入。鶯鶯聞聲怒

斥張生，直呼有賊，紅娘只得順著小姐的意思，命張生下跪受審，最後將之逐出花園。全

折雖由紅娘主唱，但三人皆有發揮表演的機會；《南西廂》刪減曲牌並將部分曲子分予生、

旦主唱，曲文與《北西廂》多不相似，但關目尚可對應。值得注意的是，《北西廂》與汲

古閣本《南西廂》都未見的「著棋」關目，最早可上溯至元末的北曲南呂聯套《圍棋》89

一折，敘鶯鶯與紅娘花園奕棋。該折獨立流行於《北西廂》之外，論者謂為元末詹時雨或

王實甫所作。90該折前注明「接頭卷第三折越調聯套（即「隔牆聯吟」情節）後，與觀覽

者以為指式」91，可知作者乃為補充《北西廂》關目而作。但後來該折並未被《北西廂•

隔牆聯吟》散齣吸收，反被改編進富春堂本《南西廂》92中，而置於「跳牆」關目之後。

富春堂本《南西廂》較汲古閣本增出【北點絳唇】等八支曲子，形成南北複套結構。雖未

直承北曲《圍棋》的曲牌與曲文，但卻吸收其「奕棋」關目，以紅娘與鶯鶯輪唱的【梁州

序】、【玉芙蓉】等六曲，借棋局攻防暗示鶯鶯愛情心事。張生跳牆後也隱身在棋局之中，

直到棋局終了，紅娘持棋盤下，方才現身花園。 

至明末清初，流行的《北西廂•跳牆》散齣演出情形與《寄柬》相似，亦分為崑腔散

齣93與徽調散齣94兩大系統。崑腔散齣與《北西廂》一脈相承，徽調散齣則大幅擴增張生

跳牆前與紅娘調笑的賓白，格調較《寄柬》徽調散齣更加卑俗，也使張生的形象顯得較為

                                                        
88  元‧王實甫：《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第三卷第三折》，頁 103-107。 
89  北曲《圍棋》見於見於明弘治刻本《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卷首附錄十，頁 29。 
90  作者為元末詹時雨之說，據元・鍾嗣承、賈仲明：「詹時雨，隨父宦游福建，因而家焉。為人沉靜

寡言，才思敏捷。樂府極多，有《補西廂弈棊》並『銀杏花凋殘鴨腳黃』諸【南呂】行於世。」，

見元・鍾嗣承、賈仲明著，馬廉校注：《錄鬼簿新校注・錄鬼簿續編》（北京：文化古籍刊行社，

1957 年），頁 162；作者為王實甫之說，則據明・凌濛初引元人《詠西廂》詞《煞尾》：「董解元

古詞章，關漢卿新腔韻。參訂《西廂》的本，晚進王生多議論，把《圍棋》增。」見明・凌濛初：

〈凡例十則〉，元・王實甫著，明・凌濛初校注：《西廂記》，收入魏同賢、安平秋主編：《凌濛

初全集》第 10冊（蘇州：鳳凰出版社，2010年）頁 1。 
91  北曲《圍棋》見於見於明弘治刻本《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卷首附錄十，頁 29。 
92  明・崔時佩、李日華：《南調西廂記・下卷・第二十二折》，頁 8-11。 
93  明末清初收錄《北西廂・跳牆》散齣的崑腔選本有《賽徵歌集》、《歌林拾翠》，見明・無名氏：

《賽徵歌集・乘夜踰墻》，收入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 4 輯影印本（臺北：臺灣學生書

局，1987年），頁 126-136；清・無名氏：《歌林拾翠・乘夜踰墻》，頁 1459-1467。 
94  明末清初收錄《北西廂・跳牆》散齣的徽調選本有《摘錦奇音》、《時調青崑》，見明・龔正我：

《摘錦奇音・張生失約跳牆》，收入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 1 輯影印本（臺北：臺灣學

生書局，1984 年），頁 80-88；明・黃儒卿：《時調青崑・乘夜踰牆》，收入王秋桂主編：《善本

戲曲叢刊》第 1輯影印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頁 16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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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蕩、風流。而盛於清中葉的《南西廂》折子戲95則上承《南調西廂記》的系統，發展出

「跳牆著棋」的關目，並可就張生跳牆前後拆為二折演出。前半《跳牆》擴增了紅娘調侃

張生與試探鶯鶯的賓白，後半《著棋》則在【梁州序】套曲中加入大量夾白，帶出紅娘語

帶雙關、鶯鶯偷棋賴子、張生插手棋局等逗趣情節。並受徽調選本影響，援用張生跳牆前

祈求土地保佑的賓白，並在張生遭鶯鶯逐出後，增加一段張生轉向紅娘索愛的關目。此外，

又使琴童四度上場，打趣張生，並在最後驚散張生與紅娘的好事。整體而言，乾嘉折子戲

雖未如徽調散齣發展出狹昵露骨的生貼科諢，但亦未回歸文本的抒情曲唱，而是在行當藝

術的成熟下，於跳牆與奕棋關目中著力營造生、旦、貼的喜劇互動，甚至在鶯鶯、紅娘下

棋與鶯鶯斥責張生的曲唱中，觀眾所關注的都是紅娘與張生暗地拉扯、彼此嘲笑的科諢表

演。《跳牆著棋》發展至此，科諢關目已完全凌駕於「張生跳牆、鶯鶯斥逐」的文學主題，

成為該折戲的表演重點。 

當代以演紅娘著稱的崑劇演員梁谷音曾提及《寄柬》與《跳牆著棋》二折戲「並沒有

非常著名的曲子，也沒有非常規範的動作和舞蹈」，因此在舞臺上的定位「是『喜劇』，

而不是『情劇』」96。此說與前述分析合而觀之，或許便能解釋此二折戲發展為科諢喜劇

的主因：《南西廂》中〈情傳錦字〉與〈乘夜逾垣〉二折編寫的曲牌與曲文不足以使其發

展成曲唱為主的抒情折子，故而明末清初的散齣便擴增大量科諢以增加表演的精采度。南

北散齣或相互交融，或各自發展，至清中葉遂使科諢關目中各行當的逗趣互動成為該折戲

的表演重點與喜劇高潮，而原著中張生與鶯鶯的戀情發展，反而不是觀眾最關心的事了。 

（二）愛情線索與抒情折子的失落 

以上三節分別耙梳了《西廂記》崑劇折子戲從原著到場上的表演嬗變，觀察其表演傳

統逐步建構，且逐漸偏離各折文學主題的過程。而從上述劇目也可看出，今存折子戲主要

偏重於六旦、大面、副淨、小丑等家門的主戲，即使有生旦同場，如《跳牆著棋》、《佳

期》等折，表演重點也非張生與鶯鶯的愛情關目。崔張的愛情線索與生旦抒情折子是如何

消失在舞臺之上？本節擬從明中葉散齣形成以來，到當代崑劇折子戲的流行劇目之嬗變一

探究竟，並從中觀察各時期場上《西廂記》敘事結構的變化。 

《西廂記》之關目首先以選折的方式演於場上，今見最早臺本為明嘉靖年間《風月錦

                                                        
95  清中葉收錄崑劇折子戲《南西廂‧跳牆著棋》的選本有《綴白裘・跳牆著棋》、《崑曲身段譜・跳

牆著棋》嘉慶十三年手抄本、《崑曲身段譜・跳牆》嘉慶十八年□壽堂隴西郡手抄本。見清・錢德

蒼輯：《綴白裘・卷九・跳牆著棋》，頁 3827-3848；周明泰藏：《崑曲身段譜》影印本，正本現

藏於上海圖書館。 
96  見葉肇鑫製作，梁谷音主講：《崑曲百種大師說戲・西廂記・跳牆著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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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所收《新刊摘匯奇妙戲式全家錦囊北西廂》97（以下簡稱「錦囊本」）。其中收錄了

《北西廂》十折半98的曲牌與簡單賓白，每折各有增刪，屬於串本演出的形式，99可初窺

明中葉《北西廂》演於場上的樣貌。至明末清初，南北《西廂》各有散齣盛行，從全本中

摘出獨立搬演的關目，與錦囊本擇取關目的考量又不完全相同。以下將《北西廂》、《南

西廂》、錦囊本與明末清初散齣劇目對應如下： 

汲古閣本100
 

《北西廂》 

汲古閣本 

《南西廂》 

錦囊本 

《北西廂》 

明末清初散齣 

 家門正傳   

佛殿奇逢 

金蘭判袂   

蕭寺停喪   

上國發軔 生至蒲東、生遊普救、鶯

遊寺見生 

 

佛殿奇緣 

 

《佛殿奇逢》（北）101
 

《佛殿奇逢》（南）102
 

僧房假遇 
禪關假館 法本見生、生求僧舍、生

見鶯鶯 

《假借僧房》（北）103
 

 對謔琴紅   

牆角聯吟 燒香月夜 悶想鶯窗、鶯鶯祝夜香 《牆角聯吟》（北）104
 

                                                        
97  明‧徐文昭：《新刊摘匯奇妙戲式全家錦囊北西廂》，《風月（全家）錦囊》，收入王秋桂主編：

《善本戲曲叢刊》第 4輯影印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頁 225-228。 
98  錦囊本體製上雖不分折，各場曲白連書而下，但可從人物的上下場看出表演時仍有分場的形式。且

各頁附圖可與曲文情節相配合，圖旁另有數行標目，可視為該場之關目。見明‧徐文昭：《風月（全

家）錦囊》，頁 225-228。 
99  孫崇濤對《風月錦囊》中所收《新刊摘匯奇妙戲式全家錦囊北西廂》之劇名釋義：「它標明這是個

『戲式』的本子，即當時的舞臺演出本。」、「刊刻的並非是戲文全本，而是戲文『摘匯』。……

是指選取、匯集全本中之最好部分的意思。」、「錦本的摘選，是以『奇妙』（精彩場次）和『戲

式』（演出臺本）作為準則的。」見孫崇濤：《風月錦囊考釋》（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

71、198。 
100  本文《北西廂》雖以弘治本為據，但弘治本各折無折目，故下表以明代較通行之汲古閣本《北西廂》

齣目為代表，使其各折關目得以與《南西廂》、錦囊本與明末清初散齣臺本相對應。見元・王實甫：

《西廂記》，汲古閣刻本：《繡刻北西廂記定本》，收入明・毛晉輯：《六十種曲》第二套（北京：

中華書局，2007年）。 
101  今見收錄《北西廂・佛殿奇逢》（亦名《崔鶯鶯佛殿奇逢》、《張君瑞佛殿奇逢》）之明末清初散

齣選本有《樂府紅珊》、《賽徵歌集》、《歌林拾翠》、《綴白裘合選》等。 
102  今見收錄《南西廂・佛殿奇逢》（亦名《奇逢》）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醉怡情》、《綴白裘合

選》等。 
103  今見收錄《北西廂‧假借僧房》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摘錦奇音》。 
104  今見收錄《北西廂‧牆角聯吟》（亦名《鶯生隔牆酹和》）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大明春》、《 

歌林拾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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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和東牆 鶯和生詩、獨坐思鶯 《隔牆酹和》（南）105
 

齋壇鬧會 目成清醮 夫人設齋、生求附薦 《齋堂鬧會》（北）106
 

白馬解圍 

亂倡綠林   

警傳閨寓   

許婚借援   

潰圍請救   

飛虎授首 

 

  

紅娘請宴 東閣邀賓 
生喜解圍、紅娘請生、  生

赴宴喜 

《紅娘請宴》（北）107
 

《請宴》（南）108
 

夫人停婚 北堂負約 
紅娘回話、華堂飲宴、   

夫人背盟、鶯怨忘盟 

 

鶯鶯聽琴 琴心寫恨  《月下聽琴》（北）109
 

錦字傳情 情傳錦字 
生回悶坐、紅娘看生、 生

托紅遞書 

《遞柬傳情》（北）110
 

妝臺窺簡 
窺簡玉臺 紅替生遞簡、鶯責紅娘 《粧臺窺柬》（北）111

 

猜詩雪案   

乘夜踰牆 乘夜踰垣 
 《乘夜逾墻》（北）112

 

《臨期反約》（南）113
 

倩紅問病 回春柬藥   

                                                        
105  今見收錄《南西廂‧隔牆酹和》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綴白裘合選》。 
106  今見收錄《北西廂‧齋堂鬧會》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歌林拾翠》。 
107  今見收錄《北西廂‧紅娘請宴》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歌林拾翠》。 
108  今見收錄《南西廂‧請宴》（亦名《請婢請生》）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醉怡情》、《綴白裘合

選》。 
109  今見收錄《北西廂‧月下聽琴》（亦名《月夜聽琴》、《鶯鶯月夜聽琴》、《鶯鶯聽琴》、《鶯鶯

聽琴》、《琴心挑引》）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樂府玉樹英》、《樂府菁華》、《玉谷新簧》、

《樂府萬象新》、《樂府歌舞臺》、《歌林拾翠》、《時調青崑》、《綴白裘合選》等。 
110  今見收錄《北西廂‧遞柬傳情》（亦名《君瑞托紅寄柬》、《崔鶯鶯錦字傳情》、《錦字傳情》、

《傳情》、《紅娘寄柬》）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大明春》、《樂府玉樹英》、《樂府紅珊》、

《玉谷新簧》、《怡春錦》、《歌林拾翠》、《綴白裘合選》等。 
111  今見收錄《北西廂・粧臺窺柬》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歌林拾翠》。 
112  今見收錄《北西廂‧乘夜逾墻》（亦名《跳牆失約》、《跳牆》等）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摘錦

奇音》、《賽徵歌集》、《樂府歌舞臺》、《歌林拾翠》、《時調青崑》等。 
113  今見收錄《南西廂・臨期反約》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綴白裘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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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客得方  《倩紅問病》（北）114
 

月下佳期 

巫姬赴約   

月下佳期 
生得鶯書、生得鶯至、鶯

至生舍、閑居潔會 

《月下佳期》（北）115
 

《月下佳期》（南）116
 

堂前巧辯 堂前巧辯 
 《堂前巧辯》（北）117

 

《拷婢》（南）118
 

長亭送別 秋暮離懷 
生告別鶯、兩情難捨、 雁

囑咐生、送別分袂 

《長亭送別》（北）119
 

草橋驚夢 草橋驚夢 
 《草橋驚夢》（北）120

 

《草橋驚夢》（南）121
 

 曲江得意   

泥金報捷 

泥金報捷   

尺素緘愁 
鶯憶張生、鶯得生書 《泥金報捷》（北）122

 

《報捷》（南）123
 

尺素緘愁 
回音喜慰 

 

 《尺素緘愁》（北）124
 

鄭恆求配 詭媒求配   

衣錦還鄉 衣錦還鄉   

由上表看來，錦囊本雖刪去幾個《北西廂》中的重要關目，如「白馬解圍」、「鶯鶯

                                                        
114  今見收錄《北西廂‧倩紅問病》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歌林拾翠》。 
115  今見收錄《北西廂‧月下佳期》（亦名《月下赴約》、《書齋赴約》、《夜赴佳期》、《鶯生月夜 

佳期》）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八能奏錦》、《樂府玉樹英》、《玉谷新簧》、《樂府萬象新》、

《歌林拾翠》、《綴白裘合選》等。 
116  今見收錄《南西廂‧月下佳期》（亦名《踐約》）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徽池雅調》、《怡春錦》

等。 
117  今見收錄《北西廂・堂前巧辯》（亦名《俏紅娘堂前巧辯》、《巧辯》）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詞

林一枝》、《賽徵歌集》、《樂府歌舞臺》、《歌林拾翠》。 
118  今見收錄《南西廂・拷婢》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醉怡情》。 
119  今見收錄《北西廂・長亭送別》（亦名《崔鶯鶯長亭送別》、《秋江送別》、《鶯鶯送別》）之明

末清初散齣選本有《樂府紅珊》、《賽徵歌集》、《堯天樂》、《歌林拾翠》、《時調青崑》等。 
120  今見收錄《北西廂・草橋驚夢》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歌林拾翠》。 
121  今見收錄《南西廂・草橋驚夢》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醉怡情》。 
122  今見收錄《北西廂・泥金報捷》（亦名《崔鶯鶯喜聞捷報》、《張君瑞泥金報捷》）之明末清初散

齣選本有《堯天樂》、《樂府紅珊》。 
123  今見收錄《南西廂・報捷》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怡春錦》。 
124  今見收錄《北西廂・尺素緘愁》之明末清初散齣選本有《歌林拾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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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琴」、「乘夜逾牆」、「堂前巧辯」等，但所錄情節線索尚能前後連貫，完整交代了張

生在寺中邂逅鶯鶯後，借宿僧寺、搭訕紅娘，與鶯鶯隔牆聯吟、崔母允婚賴婚，以及紅娘

在崔張之間傳書遞柬，終於成其好事，卻被崔母逼迫赴考而分離的過程。第五本僅錄〈泥

金報捷〉一套曲文，敘張生中舉，託琴童寄語鶯鶯，也暗示了最後團圓的結局。可以看出

錦囊本串折的考量是以張生與鶯鶯的情感發展線索為主軸，所錄關目曲文多能直接表現出

崔張二人對於彼此的心意與態度，全劇更以生旦擔綱主要劇情表演與曲文演唱的繁重任務，

125更能集中展演《北西廂》中崔張愛情的文學主題。 

明中葉《北西廂》受到場上歡迎的關目，至明末清初，除了「夫人停婚」一折未見搬

演，其他折皆有散齣演出。在錦囊本的關目之外，另有《北西廂》的《月下聽琴》、《乘

夜逾牆》、《倩紅問病》、《堂前拷婢》、《草橋驚夢》、《泥金報捷》與《尺素緘愁》

等流行於舞臺，幾乎囊括了元雜劇中各本的主要情節與抒情套曲。而《南西廂》亦有《佛

殿奇逢》、《隔牆酹和》、《請宴》、《臨期反約》、《月下佳期》、《拷婢》、《草橋

驚夢》與《報捷》等散齣搬演，雖不似《北西廂》劇目完整，但可以看出多為生、旦、貼

同場的齣目，與上述個別散齣中各腳色平均表演份量的發展傾向一致；同時亦有以生行與

旦行曲唱為主的抒情散齣如《草橋驚夢》與《報捷》，整體情節猶能貫串崔張戀情與婚姻

進展的始末。 

及至清中葉，隨著崑劇表演體系臻於成熟，乾嘉折子戲繼承了《南西廂》散齣的曲白

結構，並吸收部分《北西廂》散齣的曲白關目，形成十餘折表演內涵相對穩定的「定式折

子」126。將乾嘉折子戲上承的散齣關目與各折流行時期表列如下： 

明清散齣 乾嘉崑劇 

折子戲 

流行時期127
 

《北西廂》 《南西廂》 

《佛殿奇逢》 《佛殿奇逢》 《遊殿》128
 明末~當代 

                                                        
125  孫崇濤指出，錦囊本除生旦之外，其餘腳色因次要關目的大量刪除而居更次要的地位，此乃因當時

雜劇班社組織較簡，演員相對短缺，演出型態較為粗疏，排場只能在保證基本劇情與主要人物關係

不變的情況下，力求從簡。見孫崇濤：《風月錦囊考釋》，頁 211-212。 
126  陳芳：「清乾、嘉年間，崑劇折子開始擁有『固定的劇名』，也擁有『劇場演出的基型』，包含人

物的穿戴扮相、腳色登場的排序、曲文與賓白的固定化、表演身段的角度、幅度和動線等。而最重

要的是，對於搬演劇目的『傳神』要求，亦可以概括為『儒雅感』、『書卷氣』的『崑味兒』。具

有固定劇名與內涵的『定式折子』，自此成為崑劇的演出主體。」在此「定式折子」並非指固定不

動，而是一種相對的穩定性。見陳芳：〈試論崑劇的「乾嘉傳統」〉，收錄於陳芳：《崑劇的表演

與傳承》（臺北：國家出版社，2010年），頁 25。 
127  此欄主要根據該劇目被收錄於選本與劇目單中的時代，以及當代舞臺上演出情形判別。未見收錄於

今存之演出選本的劇目，並不等於沒有演出，但相對而言或許不那麼活躍，故本文以此為參考，但

不以收錄次數論斷其受歡迎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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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僧房》    

《牆角聯吟》 《隔牆酹和》   

《齋堂鬧會》    

  《惠明》129
 清中葉~當代 

《紅娘請宴》 《請宴》 《請宴》130
 明末~清末民初 

《月下聽琴》    

《遞柬傳情》  《寄柬》131
 清中葉~清末民初 

《粧臺窺柬》    

《乘夜逾墻》 《臨期反約》 《跳牆著棋》132
 明末~當代 

《倩紅問病》    

《月下佳期》 《月下佳期》 《佳期》133
 明末~當代 

《堂前巧辯》 《拷婢》 《拷紅》134
 明末~當代 

《長亭送別》  《長亭》135
 清中葉~清末民初 

《草橋驚夢》 《草橋驚夢》 《草橋驚夢》136
 明末~清末民初 

《泥金報捷》 《報捷》   

《尺素緘愁》    

由上表可知，明末清初的《南西廂》散齣中，《隔牆酹和》與《報捷》二齣表現崔張

                                                                                                                                                           
128  今見收錄《遊殿》的崑劇折子戲選本有錢編《綴白裘》、《審音鑑古錄》、《崑曲大全》等，該劇

目亦載於〈清末上海崑劇演出劇目志〉、〈崑劇傳字輩演出劇目志〉。 
129  今見收錄《惠明》（亦名《惠明下書》）的崑劇折子戲選本有錢編《綴白裘》、《審音鑑古錄》等，

劇目亦載於故宮博物院編：《穿戴提綱》，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市：海南出版社，2001年）、

〈清末上海崑劇演出劇目志〉、〈崑劇傳字輩演出劇目志〉。 
130  今見收錄《請宴》的崑劇折子戲選本有《錢編綴白裘》、《集成曲譜》，劇目亦載於《穿戴提綱》。 
131  今見收錄《寄柬》的崑劇折子戲選本有錢編《綴白裘》、《車王府曲本》、《集成曲譜》，劇目亦

載於《穿戴提綱》、〈清末上海崑劇演出劇目志〉、〈崑劇傳字輩演出劇目志〉。 
132  今見收錄《跳牆著棋》的崑劇折子戲選本有錢編《綴白裘》、《崑曲身段譜》、《集成曲譜》，劇

目亦載於〈清末上海崑劇演出劇目志〉、〈崑劇傳字輩演出劇目志〉。 
133  今見收錄《佳期》的崑劇折子戲選本有錢編《綴白裘》、《審音鑑古錄》、《車王府曲本》、《崑

曲大全》、《集成曲譜》等，劇目亦載於《穿戴提綱》、〈清末上海崑劇演出劇目志〉、〈崑劇傳

字輩演出劇目志〉。 
134  今見收錄《拷紅》的崑劇折子戲選本有錢編《綴白裘》、《審音鑑古錄》、《車王府曲本》、《崑

曲大全》、《集成曲譜》等，劇目亦載於《穿戴提綱》、〈清末上海崑劇演出劇目志〉、〈崑劇傳

字輩演出劇目志〉。 
135  今見收錄《長亭》（亦名《傷離》、《女亭》）的崑劇折子戲選本有《錢編綴白裘》、《審音鑑古

錄》、《集成曲譜》等，劇目亦載於〈清末上海崑劇演出劇目志〉、〈崑劇傳字輩演出劇目志〉。 
136  今見收錄《草橋驚夢》（亦名《入夢》）的崑劇折子戲選本有《崑曲身段譜》、《審音鑑古錄》、

《集成曲譜》等，劇目亦載於《穿戴提綱》、〈清末上海崑劇演出劇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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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慕、相思的抒情折子，至清中葉或許並未建立起生旦曲唱的藝術特色而形成折子戲，遂

不復活躍於乾嘉時期的崑劇舞臺。與之相反的是《惠明》、《寄柬》與《長亭》：明末清

初此三折皆未見於《南西廂》散齣選本，《惠明》因應乾嘉時淨腳行當藝術的成熟，以及

《北西廂•惠明》套曲清唱的發展，遂結合了南北曲聯套而成為大面家門戲；《寄柬》融

合了《北西廂》散齣的科諢，並發展出大段的貼丑表演，為該折戲建立了表演特色，成為

充滿喜劇性的「三小戲」代表；《長亭》在明末清初以《北西廂》散齣為盛，鶯鶯大套的

曲唱是其主要表演特色。《南西廂・長亭》則至清中葉始流行於場上，卻不循抒情唱工戲

的路子。如《綴白裘》刪去《南西廂》大半曲牌與多數賓白，而用「全旦行」扮演張生、

鶯鶯、紅娘、琴童與車夫，137以「反串」作為表演噱頭。儘管《審音鑑古錄》編者特別呼

籲「不可艷裝，以重離情關目，時扮雖娛人目，與文義不合」138，強調表演仍需回歸「離

別」的文學主題，然直至清末上海的演出，或民初傳字輩藝人，都仍遵循《綴白裘》的演

法，139可見該折在舞臺上已失去其作為生旦抒情折子的本質。 

在乾嘉折子戲的一番取捨之下，留在崑劇舞臺上的《西廂記》劇目便傾向生旦以外各

行當的本工家門戲，或是充滿趣味性的喜劇折子。到了近代，《請宴》、《寄柬》、《長

亭》與《草橋驚夢》等折也逐漸失落；《寄柬》的失傳因素前文已述及，《長亭》「全旦

行」的表演傳統則可能較不符合現代觀眾的審美興趣，故此二折如今的演出皆是當代藝人

的創造，已不同於傳統的表演路數。《請宴》與《草橋驚夢》都是以抒情曲唱為主的折子，

至清末民初都仍有選本收錄，但在傳字輩藝人手中便已不傳。筆者曾訪問上海崑劇團巾生

演員岳美緹，其轉述傳字輩藝人沈傳芷的說法，認為《草橋驚夢》在近現代的審美習慣中

形象特點不夠明確，以致演來失之平淡，較之同樣以生旦夢境為題材的《牡丹亭•驚夢》，

曲唱與表演上也不夠精緻，於是便逐漸被舞臺淘汰。140此或許同樣可用以理解《西廂記》

其他抒情折子的失傳因素。 

                                                        
137  《綴白裘‧長亭》齣前標注：「此齣時下新典俱用旦腳裝，不用生丑，名曰『女長亭』。正旦扮張

生，小旦扮鶯鶯，六旦扮紅娘，作旦扮琴童，老旦扮車夫，如班中旦腳少者，仍照舊小生丑腳等做

也。」，見清・錢德蒼輯：《綴白裘・卷九・長亭》，頁 3849。 
138  見清・王繼善補讎刊：《審音鑒古錄・西廂記・長亭》，頁 803。 
139  陸萼庭在〈清末上海崑劇演出劇目志〉中《長亭》的劇目後注：「崑班自清乾隆以來，演出《長亭》，

全部人物例由旦色扮演，故相沿稱為《女亭》。」，見陸萼庭：《崑劇演出史稿・附錄》（臺北：

國家出版社，2002 年），頁 528；桑毓喜亦在〈崑劇傳字輩演出劇目志〉中《南西廂》劇目後注：

「《長亭》按傳統崑班演法，劇中人物均由旦腳扮演。……故又名《女亭》。『傳』字輩演出亦然。」，

見桑毓喜：《幽蘭雅韻賴傳承：崑劇傳字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231。 
140  見洪逸柔：〈「失傳」的折子──《草橋驚夢》表演嬗變〉，《戲劇學刊》第 22期（2015年 7月），

頁 131。 



中國學術年刊第四十期（秋季號） 

 

- 86 - 

五、結語 

元雜劇《西廂記》作為「情詞之宗」141，王實甫筆下所塑造的張君瑞與崔鶯鶯，無疑

給了其後許多才子佳人愛情故事重要的啟發。然而李日華在崔時佩的基礎上將《北西廂》

改編為傳奇《南西廂》，卻未能發揮「十部傳奇九相思」的體製優勢，不但削弱了《北西

廂》濃厚的抒情色彩，還使得張生與鶯鶯之外的次要腳色得到了凸顯。及至崑劇家門藝術

漸趨成熟，《南西廂》也未在閨門旦與巾生的表演上留下具有代表性的折子戲，而是發展

出六旦、大面、付丑等行當的家門戲，或是以插科打諢為表演重心的諧趣喜劇。《北西廂》

中張生與鶯鶯的愛情線索與抒情關目遂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逐漸弱化，終至隱沒於趣味性

與娛樂性十足的科諢與歌舞表演中，使才子佳人刻骨銘心的愛情主題難再重現於當代的崑

劇舞臺。究其原因，或許可歸納出以下四點： 

其一是《南西廂》在剪裁原著文詞以就南曲的創作模式下，曲文與曲律皆不夠精緻、

嚴謹，是以曲牌聯套在折子戲發展過程中多被率意刪減；而單純以曲唱作為表演重點的抒

情關目，則因沒有足夠的美文佳曲為基礎，逐漸被戲場淘汰，原著中生旦的愛情關目也隨

之失落不彰。 

其二是生旦行當未能發展出相應的表演藝術，這首先肇因於元雜劇中張生與鶯鶯兩下

相思、極少同場的敘事結構，使擅長生旦訴情的傳奇改編起來也無從著力；同時沒有好的

曲子使生旦發揮唱工、編排身段，在曲牌屢被刪減的情況下，使折子戲中的張生與鶯鶯無

論是人物形象或表演特色上都益顯單薄，終於成為劇中配角。 

其三是生旦以外的其他行當突出為表演重點，《南西廂》首先平均了每個腳色的表演

份量，在生旦抒情曲唱未能建立獨特的表演特色下，一折戲要在場上生存，則必然須從其

他腳色的表演著手。於是在崔張之中穿針引線的紅娘，以及在《南西廂》中奠定其甘草人

物形象的法聰、琴童等，便隨著六旦、付丑與小面行當的臻於成熟，逐步發展出繁重的家

門表演，進而取代生旦成為折子戲中的主角。 

其四是南北《西廂》流傳過程中審美品味的轉移；《北西廂》中文學底蘊濃厚的曲詞

關目，在《南西廂》的翻改下成為節奏明快、充滿俚趣，適於場上表演的通俗戲碼；南北

《西廂》又各自在明末清初的崑腔、徽調散齣，以及清中葉的雅部與花部折子戲中幾經嬗

變並互相影響。及至乾嘉時期，《南西廂》折子戲中趨於清雅的折子戲無法與《牡丹亭》

                                                        
141  明‧凌濛初：《譚曲雜札》，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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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傳奇名作相抗衡，但較具俗趣的折子則吸收了徽調與花部劇目的養分，更貼近民間的審

美品味，而成為《西廂記》一劇留存舞臺的藝術特色。 

於是在全本先天的條件、藝術成熟的去取，與市場機制的淘汰下，張生與鶯鶯的戲分

便在折子戲中不斷弱化，失去了舞臺表演的主角地位。生旦之外其他行當的家門戲，與插

科打諢的喜劇折子，則在歷代藝人的千錘百鍊下，建立起深厚的表演傳統，成為該劇歷久

不衰的藝術特色。至今舞臺上流行的《西廂記》折子戲，雖再難以串折的方式體現原著中

「有情人終成眷屬」的主題思想，但卻已發展出獨立於文學作品之外的藝術價值，絕不能

僅以「梨園家優人不通文義」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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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Drama Fragment of Yuan Zaju, Stor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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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aims at studying the reason why 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 a classic of 

Yuan Zaju, changed from a classic scholar-beauty romance drama to the Comedy of Tie and 

Chou. Popular on stage of Kunqu Opera, the lyrical Guanmu, romantic plots and the image of 

Zhang Sheng and Cui Ying Ying faded away in the southern version of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 Such a shift was driven from the adaption of 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 in the 

southern version. The modification of Guanmu, performances of each type of character and the 

sense of aesthetics improved the popularity and entertainment, while the strong lyrical affection 

decreased. At the same time, the texts and the rules of Qu of the southern version wasn’t refined 

and strict enough for it to develop into a typical opera performing the singing of Sheng and Dan. 

In Qianjia Era, with the maturity of the art of Jiamen in each fragment, expertizing performance 

or buffoonery of Tie Dan, Fu Chou, Da Mian and Xiao Chou stood out and became an artistic 

feature that based the drama fragment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 in the theater. Eventually, the 

theme of scholar-beauty romance blurs in the performance of Jiamen and buffoonery, and turns 

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 into an ironic comedy featuring the buffoonery of Tie and C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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