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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早被学术界认定为“俗文学”的一种，是俗文学研究的对

象。吕天成认为戏曲“描画世情”，并且“质朴而不以为俚，肤浅而不为

疏”。［1］（P.209）郑振铎也认为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

文学”的范围里去。［2］（P.1）台湾学者唐文标也视戏曲为“民间艺术”、“平

民文化”、“俗文学”，认为“中国戏曲确为民间产物，为民间所爱好，也

在民间自我成长，其精神和传统长存在民间。”［3］（P.138）

正因为中国戏曲是俗文学，带有浓厚的民俗色彩，体现了中华民

族文化的心理、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古代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对元杂剧民俗文化研究也随着学者们的认识

受到重视，但是学者们的关注往往集中在婚俗、节日习俗、游艺和宗教

习俗等方面或者重点对几个作品如 《百花亭》、《魔合罗》、《岳阳楼》等

研究，在建筑、居住、交通、行旅等方面和其他作品的研究还有欠缺，给

元杂剧民俗文化研究留下了很大空间。就行旅中的出行风俗而言，从

旅途出发到结束，有一套很完整的形式，主要包括择日、行装和盘缠的

筹集、祭祖、饯行、旅途住宿、尚早出行、接风洗尘等风俗。本文就从元

杂剧文本出发，着重从出行风俗的行装和盘缠的筹集、饯行与赠别、旅

途住宿三方面来探讨元杂剧体现的古代出行风俗。

一、行装和盘缠的筹集

在周代，就有把为了满足行旅需要的东西称为“装”，行装就是今

天的行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并

内容摘要 : 中国戏曲是俗文学的一种 , 带有浓厚的民俗色彩 , 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

的心理、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质 ,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文章从元杂剧文本出发 , 着重从出行风俗的行装和盘缠的筹集、饯行与赠别、

旅途住宿三方面来探讨元杂剧体现的古代出行风俗。

关键词 : 元杂剧 古代 出行风俗

从元杂剧看古代出行风俗
◆朱江勇 吴艳

096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323938348?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使勾践称霸中原后，决定隐退江湖，“乃装

其轻宝珠玉”和手下的人乘船渡海走了，

始终没有返回。古人的行李相对繁琐，由

于驿馆与客馆一般不提供铺盖，所以须自

备衣被等日常生活用品，其他如油、烛、

盐、醋料也要带些，有些还带上刀剑之类，

以防不时之需。若是官员出行，行李还要

示占牌，使用驿站者，要准备官府的证明

或者诸王令旨。行李一般都以便于携带、

牢固齐整为原则，范蠡“乃装其轻宝珠玉”

的一个轻字就体现了轻便的原则。［4］（P.20）元

杂剧中写到读书人的行装通常也很繁杂，

包含琴剑书箱铺陈包裹之类，因此古人出

行通常还要雇佣强壮的雇夫，官员则还要

挑选同行者、从人等。

盘缠在古代有盘费、路费、行费、裹

费、足费等叫法。盘缠的构成形式有多种，

有银两、铜钱，还有米、绢等物，和当时市

场上钱物并行的经济局面相适应。官员的

盘缠大多由政府出面，不用自己掏钱，富

贵之人，盘缠也充足。对于广大生活艰难

的老百姓来说，盘缠是一个大问题，有自

筹或者朋友资助等。对知识分子而言，元

代是一个心中神圣偶像坍塌的时代，他们

所处的社会现实把他们放逐于生活最底

层，与下层人们处于一样的境地。在物质

上，元代知识分子极端穷困潦倒，元杂剧

很多写赶考的读书人大多数为盘缠发愁，

这是当时他们处境造成的，他们对功名的

追求体现在作品中。因此，元杂剧中读书

人得到亲友赠送盘缠资助去赶考很常见，

《山神庙裴度还带》 中裴度、《谢金莲诗酒

红梨花》 中赵汝州、《冻苏秦衣锦还乡》中

苏秦、《孟德耀举案齐眉》中梁鸿、《朱太守

风雪渔樵记》中朱买臣、《曲江池》中郑元

和等等都得到社会上义士或亲友赠送的

财物做盘缠，才能顺利实现功名。在反映

了元代知识分子的窘迫处境时，也反映了

注重友谊、家庭伦理、乐善好施是中华民

族传统人际关系的一大特点，真挚的情谊

在离别时得到充分体现。

二、饯行与赠别

古代行旅生活的序幕，往往是由饯行

与赠别拉开的。古代道路崎岖，交通工具

不发达，人们长途远行，或乘车船、或骑

马、或步行。山河层层阻障、路途种种危

险，露宿风餐，跋涉艰难可想而知。亲故分

别，再见难期的饯行与赠别成了古代人民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代饯行和赠

别时，往往要设宴摆酒，因此古人临别的

记载和诗、词、曲、赋、散文等作品大多数

与酒有关。饯行是与赠别往往是相互结合

同时进行的，除了和酒有关，这种分离习

俗发展到后来有饯别、送别，赠物、赠言

（诗词文）、持金赠行、壮行等习俗，还有如

“遥装”、“折柳”不同的形式赠别等，但本

质上都是祝福远行者平安之意。

《诗经·大雅·韩奕》中饯行场面很大：

“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

壶。”是古代上层社会饯行的生动写照。

《汉书·疏广传》记载，西汉时的疏广、疏受

告老还乡时，公卿故旧数百人设酒宴为他

们饯行。后世基本上延续了这一风俗，很

多写离别的作品成为千古绝唱，这些作品

把一切内心感情的交流融入酒中，使离别

之情更深厚、悲切、动人至深。元杂剧中许

多曲子和优秀的离别作品一样，或悲壮、

或缠绵、或幽怨；绵绵的离愁、深深的情

谊、拳拳的相劝都通过酒作为通情表情之

物，把离愁别绪衬托到了极点，成为戏曲

中最富有情感、最动人的场面。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第三折是这样

写送行的：“(驾引文武内官上，云)今日灞

桥饯送明妃，却早来到也。(唱)【双调·新

水令】锦貂裘生改尽汉宫妆，我则索看昭

君图画模样。旧恩金勒短，新恨玉鞭长。本

是对金殿鸳鸯，分飞翼，怎承望！(云)您文

武百官计议，怎生退了番兵，免明妃和番

者。(唱)【驻马听】宰相每商量，大国使还

朝多赐赏。早是俺夫妻悒怏，小家儿出外

也摇装。尚兀自渭城衰柳助凄凉，共那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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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流水添惆怅。偏您不断肠。想娘娘那一

天愁都撮在琵琶上。(做下马科)(与旦打

悲科)(驾云)左右慢慢唱者，我与明妃饯

一杯酒。”［5］（P.120）

文中的“摇装”，或作遥装，是我国从

南北朝至明代一直流传的风俗。远行者在

离家前，选良辰吉日出门，亲友送至江边，

被送者上船行一会儿又折回来，另日再正

式出发，以求平安之意。“渭城衰柳”正是

王维送别诗《送元二使安西》前两句“渭城

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化用，

“灞桥”即灞陵桥，在长安城东灞水之上，

附近有汉文帝陵墓灞陵，是汉唐人折柳赠

别之地。“柳”与“留”字音相同，赠柳即表

示留客之意，“而且柳树容易生长，插柳即

可成荫，赠柳也有祝福远客平安的寓意；

更有诗意的是，袅袅柳丝，与离别时依依

不舍的情绪正相符。”［6］（P.381-383）

相爱男女之间离别还经常赠物用以

订情，我们可以发现古代戏曲作品中男女

离别时互相赠送的定情物，往往成为贯穿

全剧中心的线索，联系着主人公的命运，

在作品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鸳鸯被》中

张瑞卿赶考前与李月莲分别时，李月莲以

鸳鸯被相赠，后来张瑞卿得官后寻找李月

莲，李月莲已经认不出眼前的张瑞卿，而通

过这鸳鸯被使她们终成眷属。以赠言（诗词

文）互为赠答很多，《谢天香》中的柳永就是

以远行者的身份填词《定风波》一首赠谢天

香：“（正旦云） 妾送你到城外那小酒务儿

里，权与你饯行咱！（张千上，云）等我一等。

我张千也来送柳先生。（柳云）多有起动了！

大姐，我临行做了一首词，词寄〔定风波〕，

是商角调，留与大姐表意咱。”［7］（P.219）

三、旅途住宿

旅馆是旅行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古代

称旅馆为逆旅、客舍或宿舍。许慎《说文解

字》说：“逆，迎也。关东曰逆，关西曰迎。”

旅为“客也。羁旅之臣。”逆旅在我国出现

很早，“按照潘岳的说法，逆旅远在原始社

会末期就已出现，其依据是：‘语曰：许由

辞帝尧之命而舍于逆旅。”［8］（P.44）原始社会

末期随着物品交换频繁进行于部落之间，

出现了为行旅者提供休息的，不是专门提

供食宿的处所，为后来的民间旅馆业奠定

了基础。另外，各诸侯国出于外交的需要，

开办国宾馆与诸侯馆也出现，国宾馆可分

为朝廷经营和诸侯国经营，“它是朝聘和

会盟的产物，也是朝廷和各诸侯国为接待

外交宾客而设置的迎宾馆。”［9］（P.45）公办和

民间旅馆共同促进了我国古代旅馆业的

发展，成为人们出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古代戏曲写人们出行往往都会写行

人的住宿。住宿很有讲究，要干净、价格合

适。《西厢记》 开头写张生到蒲津城的住

宿：“话说间早到城中。这里一座店儿，琴

童接下马者！店小二哥那里？(小二上云)

自家是这状元店里小二哥。官人要下呵，

俺这里有干净店房。(末云)头房里下，先

撒和那马者！小二哥，你来，我问你：这里

有甚么闲散心处？名山胜境，福地宝坊皆

可。”［10］（P.219）文中的“状元店”还带有文化

色彩，早在北宋东京就有以赴京赶考仕子

为主要对象的“状元楼”，意思是祝仕子们

高中状元。

除了住旅店之外，古人出行还可以住

驿站和住寺庙、道观等场所。前者大多为

官员和公务人员服务，后者通常是下层人

物的去处。杨显之的《潇湘雨》临江驿同时

接待避雨的廉访大人翠鸾的父亲张天觉，

翠鸾和押送她的解差，还有寻找翠鸾的翠

鸾义父崔文远，就在这个馆驿，翠鸾和失

散已久的父亲张天觉重逢。《西厢记》中张

生后来从客店搬到普救寺住宿，为演绎千

古绝唱的爱情故事奠定了基础，普救寺至

今还是人们所敬仰的爱情圣地。如果行旅

错过了旅店、寺庙、道观等场所，想投宿于

村落人家，那么一般都会遭到拒绝，主要

是村落出于安全防盗方面的考虑。

还有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古代很多出

行者投宿于妓院，在戏曲里描写书生与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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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爱情戏中尤为常见。书生到妓院去嫖

妓投宿，与妓女产生真挚感情，取得功名

后回来拯救相爱的风尘女子。元杂剧《谢

天香》、《曲江池》、《玉梳记》、《金线池》、

《云窗梦》等“士妓之恋”的作品关注文人

与妓女感情、人生和命运，成为中国古代

戏曲中 “青楼剧”和“赶考戏”的代表作

品。社会风气也是古人去妓院投宿的原

因，以唐代参加科举的举子们为例，这些

来自全国各地读书人的精英分子聚集到

长安，他们在“春闱前后，都以青楼为处

所，享受安逸的生活”。［11］从南戏《张协状

元》第二十四出一举子向张协介绍住宿情

况：“(丑)此处龙床。廊下若江中之水，非

一源之流。这里便是行馆。(生)奇哉！(末)

尊兄，你看茶坊济楚，楼上宽疏。门前有食

店酒楼，隔壁有浴堂米铺，才出门前便是

试院，要闹却是棚栏，左壁厢角奴鸳鸯楼，

右壁厢散妓花柳市。此处安泊，尽自不

妨。”［12］（P.72），我们可以推断，古代的青楼

很多就在试院的对面或附近。

通过对元杂剧中行旅出行风俗的考

察，我们不难发现戏曲是以艺术化、生活

化的方式，生动地展现了古代人们成熟完

备的行旅风俗。这些行旅风俗与元代以前

和之后基本一致，从这里可以证明以蒙古

族游牧文化主导中原的元代，在文化上与

汉民族和其他民族冲突过程中融合的历

史事实。元杂剧作为“俗文学”，带有浓厚

的民俗化色彩，是我们了解古代人们风俗

生活的活动画卷，更是古代风俗研究不可

缺少的珍贵史料，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

值，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另外，从风俗的角

度出发来研究中国戏曲，可以更好地帮助

我们理解中国戏曲的历史性、民族性和多

样性，为研究中国戏曲文化提供一个更广

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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