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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视野下的元代戏曲
!

余来明

摘
!

要!自王国维提出-科举废而杂剧兴.的看法)学界对元代戏曲与科举制度间的关系

多作反向理解*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制度)元代科举与戏曲间的关系也可做正面解

读!元代-以曲取士.说可以从国家'民间两个层面的文化活动加以理解)国家科举选人虽

未将-曲.作为标准)民间文学社团确曾以-曲.等第高下)是元代前期科举废黜背景下的一

种-另类科举.)对书会才人'曲中状元等称号的历史文化内涵由此也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梳理元代戏曲中有关科举的知识与理解)可以发现)元代的南戏比杂剧中有更多涉及的科

举内容)这一情形与南北二地受科举影响的深浅有直接关系*

关键词!元代+戏曲+科举+以曲取士+书会

元代是中国古典戏曲发展的兴盛期)元杂剧被认为是元代文学的代表成就*这一在

元代开始勃兴并产生广泛影响的艺术形式)与科举制度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6 明代以降)

不少文人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卢前$八股文小史(将八股文与戏曲的结构加以比

较)钱钟书$谈艺录(也将二者相提并论!

*从代言的角度来看)戏曲与科举经义均是-代

他人说话.

"

)然而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界限*科举作为一种国家选士制度)其关注的是对

整个官僚体系的改造和补充+戏曲作为民间通俗艺术)其创作主体大多为失意文人*元代

戏曲的兴盛)虽非-以曲取士.的结果)但科举制度潜在地影响着元代曲家的组织方式和生

活经验)并被他们带入到了艺术活动和创作当中*

一'元代-以曲取士.辨

元代是否曾-以曲取士.)明末以来屡有争论*这一说法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

以下逻辑之上!唐代以诗取士而诗盛)宋代以理学取士而理学盛+若未曾-以曲取士.)元代

戏曲如何能形成繁盛的局面6

较早提出元代-以曲取士.之说的)是万历时期的曲选家臧懋循*臧懋循在$元曲选(

两篇序中)都提到元代曾-以曲取士.*$元曲选序一(云!

或谓元取士有填词科)若今括贴然)取给风檐寸晷之下)故一时名士)虽马致

远'乔梦符辈)至第四折)往往强弩之末矣*或又谓主司所定题目之外)只曲名及

韵耳)其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故多鄙俚蹈袭之语*!!此皆予所不辩*

#

从臧懋循的理解可以看出)他对元代-以曲取士.的判断)建立在以明代八股取士的逻辑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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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元代杂剧体制的基础之上*

到了$元曲选序二(中)臧懋循将对元代-以曲取士.做了进一步发挥*他指出!

元以曲取士)设十有二科*而关汉卿辈争挟长技自见)至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

活)偶倡优而不辞者)或西晋竹林诸贤托杯酒自放之意)予不敢知!!总之)曲有名家)有行家*

名家者出入乐府)文彩烂然)在淹通闳博之士皆优为之*行家随所妆演)无不模拟曲尽)宛若身

当其处)而忘其事之乌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是惟优孟衣冠)然

后可与于此*故称曲上乘首日当行*不然)元何必以十二科限天下士)而天下士亦何必各占一

科以应之6 岂非兼才之难得而行家之不易工哉6

所谓元曲-设十有二科.的说法)可能来自明人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朱权曾根据杂剧主题的不同)

将其分为-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又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笏)即君臣杂剧+四曰忠

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即脱膊杂剧+九曰风花雪月+十曰

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即花旦杂剧+十二曰神头鬼面)即神佛杂剧*.

!在臧懋循看来)是有-十二

科.设立在先)然后才有-天下士.按照十二科进行元曲创作*然而臧氏的这一说法)并不见于元代任何

文献的记载)在其之前的明人也未曾有此看法*依理而论)应当是元代的曲家创作了各种题材类型的杂

剧之后)后人根据其题材的不同而将其划分为上述十二类*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认为元代曾-以曲取士.!

元人未灭南宋时)以此取士子优劣)每出一题)任人填曲)如宋宣和画学)出唐诗一句恣其

渲染)选其能得画外趣者登高第*于是宋画元曲)千古无匹*

"

沈德符虽未明言元曲兴盛是缘于-以曲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但从其立论的逻辑来看)与臧懋循的看法

有相似之处)都认为一种艺术的发达)与统治者以某种艺术作为选取人才的依据有关*他的这一看法)

因为在正史中毫无踪迹可寻)而被$四库全书总目(斥为-委巷之鄙谈.

#

*况且元前期的杂剧作家多为

北方人)灭金'灭宋以后举行的选试)也都未提及以戏曲选取人才*

臧'沈之后)认为元代-以曲取士.的仍屡有其人*究其实质)都将元代戏曲的繁荣归因于-以曲取

士.*明人沈宠绥在$度曲须知1曲运隆衰(中说!-自元人以填词制科)而科设十二)命题惟是韵脚以及

平平仄仄谱式)又隐厥牌名)俾举子以意揣合)而敷平配仄)填满词章*折凡有四)如试牍然*合式则标

甲榜)否则外孙山矣*夫当年磨窗铁砚)斧削莹窗)不减当年帖括*.

$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序(云!-盖

美生于所尚)元设十二科取士)其所习尚在此)故百年中作者云涌)至与唐诗'宋词比类同工*.

%清人吴

伟业也将-以曲取士.说作为解释元代戏曲繁荣的根据*他在$北词广正谱序(中说!-元人传奇)又其最

善者也*盖当时固尝以此取士)士皆傅粉墨而践排场*一代之人文)皆从此描眉画颊诙谐谈笑而出之)

固宜其擅绝千古*而士之困穷不得志)无以奋发于事业功名者)往往遁于山巅水湄)亦恒借他人之酒杯)

浇自己之块垒*其驰骋千古)才情跌宕)几不减屈子离忧'子长感愤)真可与汉文唐诗宋词连镳并辔*.

&

然而其说又显得颇为矛盾!一方面将杂剧的兴盛归因于-以曲取士.+另一方面)又认为其繁荣与-士之困

穷不得志.有关*

然而)-以曲取士.若是一项重要的选举制度)却在$元史(等史书中毫无记载)其真实性不免令人怀

疑*李渔在$名词选胜序(中直截了当地说!-夫元实未尝以曲制举)是皆妄言妄听者耳*.

'梁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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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

度则更为谨慎)将其说成是-或亦传闻之误.!-元人百种)佳处恒在第一'二折)奇情壮采)如人意所出*

至第四折)则了无意味矣*世遂谓!元人以曲试士)百种杂剧)多出于场屋*第四折为强弩之末)故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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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之分*然考之$元史1选举志()故无明文*或亦传闻之误也*.

!而对其说予以最有力质疑的是近代

学者王国维*在他看来)恰恰是科举废除而不是-以曲取士.促成了元代杂剧的发达!-沈德符$万历野获

编(,卷二十五/及臧懋循$元曲选序()均谓蒙古时代)曾以词曲取士)其说固诞妄不足道*余则谓元初之

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盖自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力

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

"他的这一看法)成为近代以来关于此一问题的主流意见*

由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对元代-以曲取士.持怀疑'否定态度者)多是基于元代正史'文人别集等文献

中没有这一说法的记载*而在毛奇龄看来)元代正史之所以没有记载)是因为元代正史编纂者毁灭证据

的结果!-曲子仿于金)而盛于元)本一代文章)致足嬗世*而明初作$元史(者)竟灭没其迹)并不载及*

只以仁宗帝改造八比)为元代取士之法)以为崇经义而斥词章)可以维世)而不知记事失实)已非信

史*.

#仍试图为-以曲取士.说寻求解释*

作为国家选拔官员的一种途径)杂剧这种民间艺术形式不可能会成为取士的标准*否则)元代科举

考试的条画中也不会出现-倡优之家00不许应试.

$的规定*钟嗣成$录鬼簿(中说自己所记录的曲

家)均-门第卑微)职位不振.

%

*由此至少可以看出)从国家选士的层面来说)确不曾以曲作为标准)-以

曲取士.并未出现在国家层面的科举考试当中*各种正史材料和元人文集中均无相关记载)即是最好证

明*然而)国家层面的-以曲取士.虽未曾实行)但在元杂剧创作界)是否有过类似以科举考试方式进行

的杂剧评比活动6 元代杂剧的兴盛是否与此有关6 下节所要讨论的内容)即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二'书会才人与曲中状元

元代杂剧的兴起)除了宋'金以来杂剧形式的成熟'北方音乐的发展等因素之外)与元代前期科举制

度的长期停废也有不小关系*邾经$青楼集序(云!-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

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弄风月)流连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子心固难识也*百年未几)世

运中否)士失其业)志则郁矣)酤酒载严)诗祸叵测)何以纾其愁乎6 小轩居寂)维梦是观*.

&他的这一说

法)经过近代学者王国维的阐发)成为了解释元代杂剧兴盛的流行看法*

元代灭宋统一全国后)缘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科举制度停废长达数十年*在此背景下)自宋代以来

形成于民间并逐渐趋于成熟的民间艺人演艺圈###-书会.得到了充分发展*活跃在各地-书会.中的戏

曲创作文人)源源不断地为各类演出场所提供表演剧本)他们通常被称作-书会才人.

'

*作为一个以杂

剧创作为主的下层文人群体)其兴起与元代前期诗社的兴起情况类似)一方面是缘于科举制度废除后士

人生存境遇改变之后的选择)另一方面也与-书会.成为元代前期日趋成熟的文人组织形态有密切关系*

作为下层演艺圈的组织形式)-书会.在宋代就已具有一定规模)

*宋末周密$武林旧事(载有宋时

-书会.中部分艺人的名单及其擅长的表演项目!

书会

李霜涯,作赚绝伦/

!

李大官人,谭词/

!

叶庚
!

周竹窗
!

平江周二郎,猢狲/

!

贾廿一郎>

由以上人名后面所注的项目来看)周密所记载的这些-书会.中人)主要为表演艺人)与元代以后所称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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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作为主的-书会才人.有明显区别!

*当然)这些表演艺人也不乏创作才能*如杨蠫$山居新语(卷

四记载说!-宋嘉熙庚子岁大旱)杭之西湖为平陆)茂草生焉*李霜涯作谑词云!平湖百顷生芳草)芙蓉不

照红颠倒*东坡道)波光潋
&

晴偏好*管司捕治)遂逃避之*.

"从李霜涯的情况)可见出其时书会中人

的一般情形*

入元以后)-书会.的发展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书会才人.作为杂剧创作群体开始成为其成员构成

的主体*钟嗣成$录鬼簿(所列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方今已亡名公才人.'-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

今才人相知者.和-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等类)即是以生卒时间先后和个人交往为依据对这一群体

作家的集中著录*鉴于这一情况)孙楷第先生认为)$录鬼簿(与$录鬼簿续编(所录的曲家)-泰半为书会

中人.

#

*总体来说)这些-才人.在社会身份上都较为低微)与$录鬼簿(所列的-前辈已死名公.和-方今

名公.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

考察现存的戏曲文献)有不少关于元代-书会.和-书会才人.的记载*如元明之际士人贾仲明在$书

录鬼簿后(中)曾提到-玉京书会.'-燕赵才人.*

$ 贾仲明为李时中所撰吊词云!-2元贞书会3李时中'马

致远'花李郎'红字公)四高贤合捻黄粱梦*.

%为萧德祥所撰吊词)提到了-武林书会.*明成化刊本$新

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的末角开场白中曾提到-永嘉书会才人.*此外)在今存的$汉钟离度脱蓝采和(杂

剧曲词中)也有关于-书会才人.的记述!

8油葫芦9,正末唱/俺路歧每怎敢自专)这的是才人书会崭新编*,钟云/既是才人编的)你

说我听*,正末唱/我做一段于之金水题红怨)张忠泽玉女琵琶怨*,第一折/

8梁州第七9,唱/若逢)对棚)怎生来装点的排场盛6 倚仗着粉鼻凹五七并)依着这书会社

恩官求些好本令),云/君子务本)本立而后道生),唱/那的愁甚么前程*,第二折/

&

上述两段曲词表明)艺人们表演所用的剧本)均是来自-书会社恩官.,对-书会才人.的尊称/的创作)其

中也包括-才人书会崭新编.的$蓝采和(一剧)以及-才人编的.蓝采和续唱的其他剧作*今存$永乐大

典(收录的南戏$小孙屠('$宦门子弟错立身()分别署名是-古杭书会.编撰和-古杭才人新编.的作品*

由此不难看出)元代-书会才人.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固定的创作群体'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明初)

*

成祖永乐年间后)随着科举取士的常态化和规模化)以及统治者对戏曲'小说等的多方禁毁)-书会.作为

戏曲创作群体组织形式逐渐消亡*

与-书会才人.相联系)-曲状元.的提法也颇值得注意*-曲状元.一名)见于天一阁本$录鬼簿(中贾

仲明为马致远所补的挽词!-万花丛里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四方海内皆谈羡*战文场)曲状元)姓名

香贯满梨园*$汉宫秋('$青衫泪('$戚夫人('$孟浩然()共庾白关老齐肩*.

>此处所说-状元.)一般被

认为是指才能优等之士的代称*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当时民间艺术圈中-书会.盛行的情形来看)所

谓-曲状元.)或许可以看作是艺人之间相互开展的杂剧评比之后产生的排行榜*这一推断)可以下述几

个事实予以佐证!

其一)马致远曾与花李郎等人合作编写杂剧$黄粱梦()这在现存元代杂剧的写作中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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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认为)周密所说的书会)是-以撰作底本并表演说唱诸宫调'杂剧'小说'弹词'闹猢狲'影戏'隐语的伎艺活动.*见丁淑

梅!$书会活动'伎艺撰演与俳优之士()载$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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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淑梅认为)书会活动的性质和样态)并不是以文人创作剧本为中心的)是回归戏曲自然发展的民间状态)以下层文人认同民间

话语)提升了民间俗文学伎艺撰演的水平*,前揭文)第
%1

页/其立论的依据)是元代杂剧剧本的文本创作水平与伎艺表演水平不

在同一层次*尽管如此)我们仍应看到)元代杂剧文本的创作)其创作群体的规模和剧本的数量是十分庞大和丰富的*而作为聚

集杂剧创作文人的-书会.)在元代杂剧发展过程中扮演的主要角色)仍是以提供演出的剧本为主)虽然有不少编写剧本的文人自

己也曾参与演出*这种角色的分野)由$录鬼簿(和$青楼集(二书记录群体的不同即可见其一斑*此外)在讨论-书会.的功能和

作用时)还需注意区分宋'元两代的差异*

如朱有瞛!$桃源景(杂剧有旁白云!-这城中书会老先生们)见孩儿唱得好)生得又风流可喜)便与她一个乐名)唤做桃源景*.$刘

盼春守志香囊怨(有旁白云!-这$玉盒记(正可我心)又是新近老书会先生做的十分好关目*.

钟嗣成!$录鬼簿(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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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来明!科举视野下的元代戏曲

其二)在元代和明初的曲论中)马致远常被作为最杰出的曲家*类似情况)也反映在关汉卿身上*

贾仲明为关汉卿所撰的$凌波仙(吊词云!-风月情'忒惯熟)姓名香'四大神物)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

捻杂剧班头*.

!

-编修.为翰林院中的官员)是否意味着当时的杂剧创作界也存在一个类似-翰林院.一

样的群体组织6

其三)根据现存的元杂剧作品和文献记载)元杂剧中往往存在一题多篇的情况*如郑廷玉'白朴均

有$金凤钗()郑廷玉'郑德辉均有$后庭花()高文秀'赵子祥均有$害夫人()花李郎'杨显之均有$酷寒

亭()李直夫'赵敬夫均有$错立身()关汉卿'武汉臣均有$玉堂春(等*沈德符即曾说-元曲有一题而传至

四五本者.

"

*这一情形的存在)或许就与-书会.中元代杂剧作家相互间的竞赛有关*因为相同的情

况)在元代前期科举制度废除后诗人的创作活动中十分普遍*二者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各自分属于不

同的创作群体)从事不同的艺术创作而已*

其四)今存南戏作品$张协状元(第一出的开场白有一段关于-书会.演艺竞赛的记载!-$状元张协

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

#

$宦门子弟错立

身(第十二出的唱词,生延寿马唱$麻郎儿(/中)也有-更压着御京书会.

$之语*由此说来)其时-书会.之

间在创作和演出方面都是有相互比较和竞赛的*此外)如钟嗣成$录鬼簿(论及睢舜臣时说!-维扬诸公俱

作$高祖还乡(套数)公:哨遍;制作新奇)诸公者尽出其下*.

%所说虽是散套创作)可见类似通过某一题目

第分高下的评比)不仅存在于科举考试当中)也已植根于宋元以降文人的各种文化活动*

三'元曲的-科举想象.

元代科举制度经历前期的长期停废)在仁宗时期得到恢复)科举取士成为元代士人进入仕途的重要

方式之一*元代的曲家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之中)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融入了各自对这一制度

的不同认识和理解*

元代前期杂剧中与科举关联较多的要数王实甫的$西厢记(*$西厢记(的故事来源于元稹的$莺莺

传()其中关于张生参加科举的情形只有简单的一句!-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到了董解元的$西

厢记诸宫调()张生已是-廷试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官)即郑恒所说的-见今编修国史.*但其中也有诸

多不能照应之处)如张生在授官后私自离京返回蒲州等*王实甫的$西厢记()其情节线索虽自董解元

$西厢记诸宫调(而来)在戏曲结构上则较之更为细密)其中也包含与科举制度有关的内容*

王实甫$西厢记(写到张生参加科举考试)已由$西厢记诸宫调(的-廷试第三人及第.改为-一举及

第)得了头名状元.*讲到授官情况)则说-本是举过便除)奉圣旨着翰林院编修国史.*宋代进士授官)

即便是在一甲)也不能除授京官*一甲进士授翰林院官)始于金代)金代科举考试中)汉人第一名一般会

被授予应奉翰林文字*元代以后)一甲进士均授翰林国史院或集贤院官职)状元授翰林修撰或集贤修

撰*而即便是状元及第)其品级也是较低的)很少能得到被招为驸马或为宰相看重的机会&

*小说'戏

曲中出现的-状元驸马.)更主要是反映出科举时代文士尤其是落魄士人对自我人生价值的想象与认同*

在$西厢记(中)作者为了情节需要)写张生在任职翰林院两个月后授官河中府尹*在没有差错的情

况下)翰林院官如此短时间被放外任)这种情况在宋代以后的进士授官中几乎无案例可循*显然)作者

如此安排)目的是为后文的戏曲冲突进行铺垫*惟其如此)才能使戏曲中的主要人物都回到故事发生的

原点)最终促成-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不是$莺莺传(中-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的结局*

在元代戏曲作品中)$琵琶记(中关于科举情形的叙述颇值得关注*该戏的作者高明为至正五年进

1

!!!

1

!

"

#

$

%

&

钟嗣成!$录鬼簿(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
!413

册)第
!$$

页*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1杂剧院本()第
&$%

页*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
3

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333

年)第
1

*

&

页*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
3

册)第
!3%

页*

钟嗣成!$录鬼簿(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
!413

册)第
!13

页*

对此)今人周腊生有十分细致的统计*据其所说)只有晚唐人郑颢是状元驸马*且他被选作驸马)很大程度上是缘于郑氏在当时

为望族)祖上有取公主为妻的传统*参见周腊生!$再揭状元驸马之谜()载$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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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以进士出身而撰写戏曲作品)在以书会才人为创作主体的元代)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琵琶记(所写的蔡伯喈故事)在北宋时已流传民间*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云!-斜阳古柳

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明人徐渭$南词叙录(所列-宋元旧篇.中

有$赵贞女蔡二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录金元院本中)亦有$蔡伯喈(

!

*该剧的男主角蔡邕)虽冒

用东汉末著名文人蔡邕之名)但剧中故事却与历史上的蔡邕事迹毫无干涉)引来众多学者的纷纷猜测*

而对于其原型)明代以来就有各种不同说法"

*

$琵琶记(中说蔡邕参加科举考试)是缘于-奈朝廷黄榜)遍招贤士+高堂严命)强赴春闱.

#

*又说!

-蔡邕本欲甘守清贫)力行孝道*谁知朝廷黄榜招贤)郡中把自家保甲上司去了+一壁厢来辟召)自家力

以亲老为辞*这吏人虽则已去)只怕明日又来)我只得力辞*正是!人爵不如天爵高)功名争似孝名高*.

,第四出/这一说法)与元代科举考试的实际程式一致*显然)它是出于高明的科举经验*按照元代科举

考试的程式)士人最初参加的是乡试*乡试资格的获得)并非通过考试)而是举荐!-科场每三岁一次开

试)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路'府'州'县学及诸色户内)推选年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

明行修之士)结罪保举)以礼敦遣)贡诸路府*.

$并且规定!若存在-徇私滥举.的情况)-并应举而不举

者)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体察纠治.*其目的)是基于对参加科举考试士人德行的考察*只有乡试中选

后)才有机会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当然)戏中也曾出现-秀才.的称谓)这是元代科举考试中所没有的*

戏文中提到蔡邕的才学很高)以-论高才绝学)休夸班'马.拟之)并说他-沉酣六籍)贯串百家*自礼

乐名物以至诗赋词章)皆能穷其妙+由阴阳星历以至声音书数)靡不极精*.元代科举考试命题虽有经义'

赋'策)但以经义为主)并对答题的依据有严格规定)并不是才高者就能考中进士*戏中极称蔡邕才学之

广博)或许只是借用了历史人物蔡邕的才情*蔡伯喈状元及第后授郎官)也与宋元科举事实不符*而戏

中蔡伯喈的唱词有-春闱里纷纷大儒.,第四出/之语)则大体符合元代科举考试以经义取士的规定*

剧中写到蔡伯喈状元及第后)新进士宴杏园的场景)末角河南府中首领官与蔡伯喈的唱词云!-玳筵

开处游人拥)争看五百名英雄*喜鳌头一战有功)荷君奏捷词锋*太平时车书已同)干戈尽戢文教崇)人

间此时鱼化龙*.,第九出/这一情景)只能是出现在-专尚科目.的宋代*与宋代每科录取进士动辄三四

百名相比)元代科举取中进士最多的一科也只有一百名*与宋代进士以参加琼林宴会为荣不同)元代虽

然也规定每科结束后的四月十七日赐恩荣宴)但在各种文献中与此有关情形的记载却不多*而戏中说

蔡伯喈往长安赴试)参加琼林宴的各种准备工作却由河南府尹提调办事*唐'宋京城错混)其中缘由)或

许是因为$琵琶记(乃是在长期流传的民间故事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在编定的过程中未能一一予以照应*

这一点)也是元代许多戏曲作品与明清文人传奇在写作方式上的不同*

此外)$琵琶记(中有一段关于科举考试情境的戏拟描写)颇具趣味*剧中写考官别出心裁地举行了

一场-风流考试.!

你每众秀才听着)朝廷制度)开科取士)须有定期+立意命题)任从时好*下官是个风流试

官)不比往年的试官*往年第一场考文)第二场考论)第三场考策*我今年第一场做对)第二场

猜谜)第三场唱曲*

%

元代科举考试)第一场为明经)包括经疑和经义)第二场试古赋'诏诰'章表等)多以赋出题)第三场试策*

此处所说的-往年.之制)从内容上来说更近于宋代科举*而剧中之所以要将考试内容进行改易)显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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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记讽之*记名$琵琶()是取其四个-王.字)元人称牛为-不花.)故剧中有-牛太师.*然而此说不见于此前的任何文献*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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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来明!科举视野下的元代戏曲

非是缘于曾有过-以曲取士.的制度)而是为适应剧中叙述的需要)制造戏剧效果*另一方面)对曾经进

士及第的高明来说)其于元代科举考试的程式显然是了然于心)而对其予以吊诡式的描写)是否另有深

意)则只能由读者去揣度了*

上述以$西厢记('$琵琶记(为例对元代戏曲中写到有关科举的情况进行了简单梳理)从中可以看出

戏曲作家在处理情节时的随意*类似处理)是元代戏曲写作中的普遍情形*如$窦娥冤(中写窦天章由

进士及第而-官拜参知政事.'出任-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显然与元代前期科举废黜的事实不符*且参

知政事'肃政廉访使的官品都很高)进士一般都要积几十年之功才能达到*总体来说)科举制度对元曲

创作的影响)并不在具体故事内容情节的安排上)而在于由科举取士给士人地位带来的变化)使得各阶

层士人都有机会经由这一制度进而达成光宗耀祖'荣享富贵或是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的意愿*文人才

士的人生价值)难以成真的才子佳人故事)也能通过科举登第来予以实现*也有研究者试图从体制上寻

找元代科举经义与杂剧之间的联系!

*然而这种通过文体分析而产生的联想)因为缺乏直接'有力的证

据)又往往只能是-姑妄言之.的一家之说)难以取信于人*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杂剧的作家虽然大多是身处低微的下层文人)属于科举考试时代失意的文人群

体)但在他们作品中对科举制度的反映却并不多见*而在今存不多的元代南戏作品中)往往都有涉及科

举制度的内容*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形)部分原因可能与南戏的创作者多为南方士人有关*南宋与金虽

然都以科举取士)但科举制度对士人生活'心态的影响却差异甚大*其间因由)或许是因为金朝士人所

生活的时代)原本就由少数民族所统领)入元时间又要早于南宋四十余年*中原与南方的士人虽然同属

汉族)但在元代却一为-汉人.)一为-南人.)在日常生活和政治仕途上都有不同遭遇*由此出发探讨元

代科举制度的兴废对南'北士人的不同影响)有助于揭示元代文学文化中为人忽略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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