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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宫廷戏曲中的岳飞形象分析

孙　　晓　明

一．序言

	 南宋名将岳飞的悲剧英雄形象在中国近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十分频繁，

在小说、戏曲、评话中，都有以岳飞的形象为参照，进行敷衍创作的作品。

单以戏曲而言，较为出名的有《东窗事犯》、《岳飞精忠》、《精忠记》、《精忠

旗》、《如是观》、《牛头山》、《夺秋魁》等等，其中岳飞的形象也不尽相同。

近代，对于这些作品中的岳飞形象的研究颇多，但大多集中于市井间所流传

的戏曲版本，对于清朝宫廷戏曲中的岳飞形象研究尚有不足。

	 清朝宫廷戏曲中同样也收录了部分与岳飞相关的戏曲，并且为了配合内廷

演出需求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其中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以较为著名的

历史情节改编而来的折子戏类型代表作品是《刺字》，二是据清初朱佐朝撰戏

曲《夺秋魁》所改编而来大戏《夺秋魁》，三是由子弟书等其他作品中岳飞相

关题材的戏曲改编而来的作品如《骂阎醒梦》等。由于第三类作品中仅将岳

飞的生平作为戏曲的故事背景，而戏曲的主人公则另有其人。因此本文主要

着重于折子戏《刺字》和大戏《夺秋魁》两类戏曲中的岳飞形象进行对比分

析，以明确清朝宫廷戏曲中的岳飞形象特点，进而推动清朝宫廷戏曲中的家

将类型戏曲的研究。

二．戏曲中岳飞形象的产生及其演化

	 岳飞（1103-1141），是南宋初期的著名将领。据《宋史》1）所载“（岳飞）

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斩之”，

由此可见岳飞的勇武在当时是十分出众的。除了勇武之外，《宋史》中关于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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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的其他记载也十分详尽。例如关于岳飞治军严明的记载“諸将多行剽掠，

惟飛軍秋毫无所犯”，和关于岳飞诚信的记载“疑飛玩寇，欲以闻。浚曰：岳

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除了武勇和人格魅力之外，岳飞也

是一位极富谋略的主将。在平定内乱和外抗侵略的战争中功勛卓著，尤其是

洞庭湖征讨水寇杨幺和朱仙镇大破金兵、都是其代表战役。而真正让这样一

个智勇双全、律己甚严的大将形象受到艺术创作的青睐，被改编成诸多戏曲

的原因是岳飞著名的悲剧性结局。由于其驱逐金虏的主战派思想与议和派的

秦桧产生矛盾，最终在秦桧、张浚、万俟禼等人的陷害下，岳飞不但被十二

道金字牌从战场召回，随即又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正是这样冲突矛

盾激烈的悲剧性结局，使得岳飞的形象极富艺术色彩，进而改编出许多相关

的戏曲。这些戏曲大都敷衍自岳飞的生平事迹或著名战役，以便凸显出岳飞

英雄形象的某一特点。以下是较为典型的民间岳飞题材戏曲。

（1）　凸显‘反派’类型的岳飞戏曲《东窗事犯》2）

	 收录于《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杂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以下简称《东窗

事犯》）是现存最早的以岳飞为原型创作的戏曲作品。该剧是孔文卿所作，内

容主要描写岳飞率军在朱仙镇抗击金兵，在胜利前夕被朝廷下诏召回，并以

“谋反”罪名杀害。而策划杀害岳飞的秦桧自此开始心神不宁，为了化解罪

恶，秦桧前往灵隐寺进香，求佛保佑。不料地藏王化身为呆行者（疯僧），揭

露了秦桧陷害忠良的阴谋，并劝他早日悔悟。秦桧恼羞成怒，派何宗立去西

山拘拿呆行者。何宗立一去二十年，终于在“东南第一山”见到秦桧“东窗

事犯”，被囚禁于地狱。岳飞的冤魂遂向宋高宗托梦，痛诉冤情，要求高宗诛

杀秦桧以报其仇。

	 本戏除了一、二两折描写岳飞在朱仙镇抗击金兵，并被无奈召回，随即受

到杀害之外，其余部分都是对于‘报应’、‘幽冥’、‘鬼神’等虚幻存在的描

写。并且戏曲主角也从岳飞转移至反派秦桧。可以说在本戏中岳飞只是起到

引出矛盾和烘托气氛的作用，而真正的表达重点则是作为反派的秦桧。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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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作恶（造业）—受罪（赎业）”的主线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因此，在各

种岳飞相关戏曲中，《东窗》一剧是强化反派角色秦桧的代表作。对于这类一

类型的岳飞戏曲中的反派特点，土屋育子的「岳飛をめぐる戯曲作品につい

て―『東窓記』から『精忠記』への改編を中心に」3）一文中有着详尽的阐

述。4）土屋育子认为戏曲将史书中秦桧的负面形象进行了增强，使得秦桧第

一次以“恶役”的形象登场。

		总体来说《东窗》剧以岳飞和秦桧的斗争为基础，以秦桧的负面形象为主，

突出了岳飞故事的悲剧性主题，进而奠定了岳飞类型戏曲的主要基调。此后

的岳飞类型戏曲或多或少的都受到此剧的影响。秦桧也从此成为了文学作品

中主要的负面角色之一的存在。因此笔者认为《东窗》剧应归类为凸显‘反

派’类型的岳飞戏曲。

（2）　夸耀‘勇武’类型的岳飞戏曲

	《夺秋魁》剧是清初朱佐朝所撰。5）《曲海总目提要》对于此剧的评价是‘内

演岳飞初年事，与史传不甚合，半据小说半属妆点。’剧中内容描写岳飞赴秋

试武闱，在校场中打死小梁王，经岳母奔走、宗泽保救，得到戴罪立功的机

会，率军剿平洞庭湖寇，受到封赏的故事。

	 此剧剧情本身取材自《宋史》中的岳飞剿平水寇杨幺的事迹，6）在此之上虚

构了岳飞秋闱赴试等情节。剧中岳飞年轻气盛、武艺过人，因受到王贵牛皋

二人所激，在校场上挑战‘天下第二条好汉’的小梁王柴贵，不小心失手将

其打死。以下是有关此情节的曲词：

[ 西江月 ] 俺三略、六韬熟究，孙、吴兵法精详，奇门遁甲我能强，谈

笑貔貅虎帐；饶他天蓬下降，管教地煞来当，不须两手用慌张，一指教

他魂荡。7）

	 由剧中的这一段唱词可以看出，本剧中的岳飞年少气盛，对自己武力充满

信心。即使面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也能“谈笑貔貅虎帐”而且对于成名武将

也能“一指教他魂荡”。但是在失手打死柴贵之后，又显现出年轻人的慌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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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所措“两个兄弟，回家报与老娘知道，料我决死无生了”。这一点与其他

岳飞戏曲中岳飞运筹帷幄的形象有很大差距，将青年岳飞的形象刻画的非常

生动具体。

	 除了打死小梁王的情节之外，剧中后半还着重刻画了岳飞荡平洞庭湖水寇

杨幺的战役。作为本剧的主要反面角色的杨幺，其形象与《东窗》一剧中的

秦桧完全不同。杨幺作为洞庭湖水寇，不但统帅大军、勇猛过人，而且对宋

氏江山还有觊觎。是典型的反派草莽英雄形象。

[ 混江龙 ] 东山逸韵，指日间移星斗转列成营，按着这周天太乙，甲、

丙、辛、丁。统领的人中豹虎，稳坐着再世桓、文，披挂赐彝名甲胄，

悬佩着盤郢其琛。凭着俺貔貅万灶拥河中，一任他雄赳赳百万书图阵，

才显得英雄气象，这便是龙虎交争。8）

	 这一段混江龙中‘万灶’、‘百万’等描写的是杨幺军势强大，‘披挂’、‘悬

佩’等句则是对杨幺武勇过人的描写。除此之外，‘统领’、‘稳坐’、‘桓、文’

等字眼则说明杨幺不仅武力过人，也有统帅大军的才能，是个能文善武的大

将之才。

[天下乐]俺只为宋室分崩也那金国侵，因此上镇湖山用计深，凭着俺善

武能文千里群，安社稷非小可，夺江山不徇情，方显的杨元帅掌握中军。9）

	 这段天下乐则体现了杨幺的抱负，不仅仅是当一个水寇，而是‘安社稷、

夺江山’，这使得杨幺在本剧中的形象从‘草寇’转变为‘反军’，从而使岳

飞对于杨幺的征讨从‘剿匪’巧妙的升级到了‘平叛’的这一层次。剧作者

用这种形式从侧面烘托了岳飞的勇武形象。

	 总体看来，《夺秋魁》一剧通过正面的描写，突出体现了年轻时期的岳飞英

勇过人，智勇双全。剧中岳飞虽然也因打死小梁王柴贵而入狱，但是通过岳

母、宗泽的努力顺利脱身，并因此得到了讨伐杨幺的机会从而出人头地。这

使得剧中的岳飞一改其往日的悲剧英雄形象，以传统的英雄传奇的形象登

场。是岳飞的戏曲中较为特别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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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重‘传承’的家将类型岳飞戏曲

	 以岳飞为主角的戏曲中有一类，除了描写岳飞本人的英雄事迹以外，还加

入了岳飞家族以及后代的情节，形成一个完整的传记类型的戏曲。这一类戏

曲的内容叙事往往与明清时代流行的家将类型小说类似，因此笔者称之为

‘岳家将’类型的戏曲。其代表作品有《精忠旗》、《续精忠》、《牛头山》等戏

曲。本文选取《牛头山》一剧为例。

	 戏曲《牛头山》由清初李玉撰写。剧演岳飞遭贬之后，金兵大举南侵，宋

高宗仓皇逃走，岳飞为保驾与金兵对峙牛头山。岳飞子岳云，年方十二，遇

九天玄女赐银锤、沧海君授锤法后，前往牛头山助战解围，最后岳家因护驾

有功，荣耀受封。

	 此剧中突破了传统岳飞戏曲的单主人公的描写方式，加入了岳飞之子岳云

的英雄形象。剧中着意淡化了岳飞往日英勇无畏的形象，从而更加凸显岳云

‘青出于蓝’的特点。

[ 四门子 ] 呀！杀得俺力尽筋酥鬓蓬松，杀得俺力尽筋酥鬓蓬松，这一

回，纵有翅膀难逞勇。恨野奴兵如山、戈戟重！10）

	 这首四门子描写的是岳飞被金将金弹子杀败，不得不悬挂免战牌避战的情

景。这样的描写在传统的岳飞戏曲中是非常罕见的，尤其是‘恨野奴兵如山’

这样的词句在传统的岳飞戏曲中更是从未出现过的。而对岳云的刻画则明显

积极的多。

[ 园林好 ] 抖神威临战场，催坐骑虎奋龙扬，扫尽他狐群狗党，免使他

施强梁。免使他施强梁。11）

[ 叨叨令 ]逞英雄，金奴魂胆丧。12）

	 这两首曲子描写了岳云在战场上的凛凛威风，和轻易击杀了让岳飞束手无

策的金将金弹子的场面。虽然这样的描写使得岳飞的英雄形象产生了很大变

化，颠覆了岳飞对金兵战无不胜的传统印象，但这样‘子承父业’‘青出于

蓝’的描写在明清家将系列作品中是很常见的表现，也是家将系列作品的重

要特征。除了岳家将外，其他的家将系列作品中也都存在类似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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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家将类型的戏曲在形象上逐渐淡化了岳飞作为传统英雄在剧中

的重要地位，转而突出家族延续，荣誉传承等特点。在内容上放弃了单一的

著名战役或者悲剧结局本身的描写，敷衍出了较为完整的岳家家族发展体系

的戏曲情节。这是这类戏曲的重要特点，也是岳飞形象的一大改变。

（4）　映射社会现实的‘翻案’类型岳飞戏曲

	 第四种类型的岳飞戏曲出现的时间最晚，是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这一类

戏曲颠覆了岳飞的悲剧性的英雄结局，将其改变成了正剧。因此被称为‘翻

案’剧。这一类型戏曲的代表作品有《如是观》、《碎金牌》等。以下以《如

是观》一剧为例。

	 戏曲《如是观》（又名《倒精忠》或《翻精忠》），清初张彝宣撰。《曲海总

目提要》中记载本剧“以精忠直叙岳飛之死，而秦檜受冥誅未快人意，乃作

此以翻案。言飛成大功，桧受顯戮，两人一善一惡，当作如是觀……。”13）

	 本剧大体以岳飞抗金记载为背景，写至朱仙镇之战时，情节骤变，叙岳飞

截获秦桧所派奸细田思忠送给金兀术的密信，知其矫诏害人，并通敌谋国，

遂掌握其证据。岳家军抗旨而战，一鼓作气，战胜兀术，迎回“二圣”，受到

朝廷的封赏。秦桧夫妇被凌迟处死，首级被号令通衢。戏中对于岳飞忠心报

国的描写极多：

[前腔 ]我死忠、母死节、儿死孝；死得所，不须哀。14）

	 这一段词是岳飞抗旨，强攻金兀术时得知家人因此受累时所唱的，其忠君

舍家的表达极为突出。而最后岳飞的忠心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泣颜回]龙湖庆风云，喜君臣得意殷勤。相携便殿，天恩世掌丝纶。重

沐宠幸，感皇恩，德厚多封赠。也不负报国精忠，方显得教子成名。15）

	 这一段是岳飞得胜回朝后受到封赏是岳母的唱词。其中‘重沐宠幸’‘多封

赠’等词都体现出了岳飞回朝后受到皇帝的赏赐和器重。

	 正因为本戏彻底改写了岳飞抗金的结局，因而岳飞的英雄形象也由悲剧英

雄转变为传奇英雄的形象。而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在千田大介的「岳飛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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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の変遷をめぐって―鎮魂物語から英雄物語へ―」16）一文中也有详细阐

述。17）千田大介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清军南下时，江南各城虽然没有武

力抵抗的勇气而选择投降，但是以苏州文人阶层为代表的明朝遗民们将这种

遗憾和期待编入戏曲中，从而使岳飞的悲剧英雄形象（镇魂故事）转变为了

传奇英雄形象（英雄故事）。

	 与此类似的戏曲《碎金牌》一戏创作于道光年间，其内容近似于《如是观》，

应当也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所创作的影射之作。

	 在这一类型的戏曲中，岳飞突破了传统的悲剧英雄的形象，成为了忠君爱

国、诛邪匡正、救国救民的传奇英雄。

	 以上四个类型就是岳飞在民间戏曲中的主要艺术形象，除此之外还有许多

其他的岳飞戏曲，但是这些戏曲大都是由这四类戏曲改变而来，情节上大同

小异，岳飞的形象也没有突出的改变，因此本文中并未一一列出。在民戏传

入宫廷时经过清廷御用文人的再次改编，因而岳飞的形象也相应产生了变

化。下文将着重探讨清朝宫廷戏曲中的岳飞形象特征。

三．清朝宫廷戏曲中的岳飞戏曲及岳飞形象

	 清朝宫廷戏曲始于清初，清廷内设立教坊司等专门机构，掌管内廷戏曲演

出。虽然内廷戏曲演出的本质仍然是娱乐，但是与民间戏曲相比，清朝宫廷

戏曲有两个重要的不同点。一是民间戏班所无法比拟的庞大规模。清朝宫廷

戏曲的演出由皇家出资，因此无论是演出舞台、道具之华丽，还是众多的参

演人数，都与民间戏班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清宫戏曲在叙事的完整性上往往

远超民间戏曲，这也就是所谓的‘大戏’。18）大戏往往连续演出数日或者数十

日，可以将一个完整的故事呈现在观众的眼前。因此相较于一般的戏曲而言，

大戏的情节更加连贯，叙事性更强、更完整。二是戏曲的政治性。清朝宫廷

戏曲除了戏曲本身的娱乐性外，还被赋予了很强的政治性，很多戏曲需要在

特定时候演出。19）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点，因此民间戏曲在传入内廷时往往需

要经过改编或者再创作。此外，这些经过改编的戏曲有时还要按照皇帝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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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或者要求进行再次修改。这样一来，清朝宫廷戏曲中的人物形象常常与民

间戏曲中的人物形象不同或在某方面有所差异。因此下文将要探讨的就是清

朝宫廷戏曲中岳飞戏曲里的岳飞形象特点。

	 清朝宫廷戏曲中的岳飞戏曲按照不同的形象特征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种类

（1）　表现‘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类型戏曲《刺字》

	《刺字》20）剧敷衍自宋史中所记载的“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

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里……”记录。这段记在岳飞的史传中较为出名，曾

被多次敷衍、演绎。许多岳飞相关的戏曲中都有类似的情节。戏的内容大都

是演岳飞回府拜见母亲，岳母为激励儿子在岳飞背上纹刺“精忠报国”四字，

之后岳飞拜别母亲，踏上征途。但是细节部分则各有改动。本文选取了秦腔

剧本中的《回府刺字》21）一戏进行对比，一边明确戏中岳飞的形象特征。

	 首先是岳飞登场时的背景刻画。《刺字》戏曲开场时岳飞妻子张氏的白中说道：

奴家张氏，乃岳状元之妻……今因出镇荆湖，时常告假省亲。数月不回，

想有事羁身。正是公而忘私事，为国敢辞劳。

	 剧中描写的岳飞此时是状元，因“出镇荆湖”，离家较近，因此常常回家。

但是近来数月因有公事，没能回家省亲。

	《回府刺字》中的岳飞登场时，岳母的白中则写道：

老身姚氏。吾儿岳飞身为宋室皇封大将，领兵征却金人，十二载未回……

	 由这段白可以看出，《回府刺字》剧中的岳飞已经身居大将职位，并且领兵

在外征战十二年没有回家。

	 其次是岳飞回家的原因也有很大差异。《刺字》戏中的“福马郎”一段唱词

是描写岳飞回家时的情景。

[福马郎]几度欲言仍又止，怕说着又添亲怨忆。偷将泪滴。（生白）告

母亲知道，孩儿非为别事，只为今日边报到来，金兵入寇，攻破汴京，

二圣蹈入虏庭……孩儿欲奋志勤王，恐违孝道，故而迟疑。

而《回府刺字》剧中，岳飞的唱词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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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啊！一见老娘怒气生，不由本帅掉泪痕。孩儿出兵十二载，圣上见喜

把官封。为儿与娘见一面，难道说不把孝行？

	 这里的岳飞形象开始出现了更大的差别，《刺字》戏中岳飞因金兵入侵，想

要报效国家，却又担心家中母亲，因此两难取舍，十分犹豫。而《回府》戏

中的岳飞则已经建功立业，被圣上“把官封”，此时回家，更多的是荣归故

里，探望母亲的感情。完全没有前者的挣扎矛盾的感情。

	 除了见母、刺字的情节外，岳飞临别拜母也是本戏的重点。《刺字》戏中岳

飞临别之时的唱词：

（唱）亲老垂星鬓，孤儿年稚，寡母弱子，好好扶持，全在你干系。

[越恁好 ]阶前顿首、阶前顿首，再拜别亲帏。娘亲嘎（唱）休将儿念。

加餐饭，乐桑榆。（白）夫人请上，下官就此拜别。（唱）鸾凤从此两分

离，叮咛记语。……

	 这段唱词和念白中除了体现出即将出征的岳飞对于母亲的担心的“孝”情

之外，	“孤儿年稚”、“寡母弱子”、“鸾凤分离”等词语更多的是表达出岳飞对

于家庭的亲情和对于伴侣的爱情。这在岳飞相关的戏曲中是极为少见的。特

别是岳飞之子岳云，在其他岳飞戏曲中往往是以成年或者少年形象出现的，

在本戏中则是还需要照顾的幼年形象。而“鸾凤分离”这样的对于爱情的不

舍表现更是其他岳飞戏曲中从未出现过的描写。因此，这里的岳飞形象与其

说是忠孝双全的将军不如说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丈夫和家长更为合适。相比

《刺字》戏而言，《回府》戏中岳飞的形象则要简单的多。

（生接酒，唱）接过酒来辞老娘，不由一阵泪汪汪。出府门，回头望，老

娘送我大门上。

（生唱）府门以外忙跪倒，得胜回来再见娘。

	《回府》戏中岳飞的唱词着重表达了对母亲的不舍之情，并且“得胜回来”

等词语更加体现了岳飞是一个为了国家尽忠而不得不舍弃孝道的英勇将军。

这样的形象更加符合传统岳飞戏中的岳飞形象。

	 除了《刺字》和《回府刺字》二者共有的情节外，《刺字》戏中还加入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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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情节。例如戏中岳母让岳飞领军出征时，岳飞的回答是很有本戏特征的：

（生白）谨依母亲教诲。只是一节，自古壮士临阵，不死即伤。母亲嘎，孩

儿此存亡未卜，媳妇是个女流，孩儿岳云尚在襁褓，叫孩儿如何放心得下。

	 单看这段唱词很难想象它是出自“不破金虏誓不还”的岳飞口中的，“存亡

未卜”、“非死即伤”等词语都体现出岳飞对于自身安全的担忧，这与一般的

岳飞戏曲中岳飞忠君爱国、不顾己身的形象大相径庭。这种岳飞担忧家庭，

对于出征报国产生犹豫的特征在戏曲中间的部分表现得最为明显。

（生白）母亲嘎，非是孩儿不能报国尽忠，正欲来禀明母亲。今早宗留守

闻得二圣蹈虏，呼慟不已，即将兵符印信付托孩儿，要孩儿为国报仇。

孩儿再三以亲老为辞，不想宗留守连呼渡河，呕血而亡了。

	 这段白中岳飞的形象改变最为明显。在听到金兵抓走了宋徽宗和宋钦宗的

消息时，宗泽将印信托付给岳飞，希望岳飞领兵出征，但是岳飞却“再三以

亲老为辞”，因此宗泽连呼渡河，呕血而亡。这与几乎彻底颠覆了以往的传统

岳飞“为国舍家”的忠君形象，着重突出了岳飞对于家庭和孝道的不舍。

	 另外，本剧还有许多侧面的描写，用来烘托岳飞这种忠孝难两全的矛盾挣

扎。一是岳母的唱词中除了对于岳飞这种为孝舍国思想的批评外，还有描写

岳母内心矛盾的唱词：

[尾声 ]我明知此去无归期，且背地偷将泪珠垂。

	 通过这句唱词可知，岳母虽然教育岳飞要忠君无私，但是自己内心也是十

分矛盾挣扎的。对于岳飞出征之事，也感到非常痛苦。二是剧中对于岳飞的

妻子张氏也有很多的描写：

（旦唱）相公，家庭事，切勿提。但前驱，莫思悔退避。你亲老，我自支

持；你幼子，吾当训诲。

	 这里张氏的唱词也从侧面烘托了岳飞对于家庭的担心不是虚妄，“亲老”

“幼子”都是岳飞难以割舍的亲情。

	 最后，清剧《夺秋魁》中也有刺字一节，其中岳飞临行前的唱词如下：

[ 摊破地锦花 ] 谢勋劳，教养恩非小。儿不肖自愧浪飘。不能够侍母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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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一点丹心为国勤劳。效英豪，凭策略辅唐尧。辅唐尧。22）

	 这一剧中的岳飞就完全是为国舍家，为报国恩，不能尽孝的传统英雄形象了。

《刺字》、《回府刺字》、《夺秋魁》三者对比，其中的岳飞形象差别十分的明显。

	 综上所述，清朝宫廷戏曲《刺字》中，岳飞的形象更加丰满，但是与传统

岳飞戏曲中，因“忠孝不能两全”而慷慨赴国难的岳飞形象相比，《刺字》戏

中的岳飞矛盾挣扎更加强烈，对于家庭更为重视和不舍。使岳飞的英雄形象

产生了弱化，更加强调了岳飞的悲剧性，使剧中的岳飞的形象逐渐由‘悲剧

英雄’转变为‘悲剧将军’这样的形象。也使得岳飞在剧中的地位由‘英雄’

转变为‘凡人’。这正是清朝宫廷戏曲《刺字》中岳飞形象的特点。

（2）　刻画早期岳飞英武形象的戏曲《夺秋魁》23）

	 清朝宫廷戏曲中关于岳飞的戏曲的另一种类就是改编自张佐朝的清朝传奇

戏曲《夺秋魁》（本文参照清初永庆堂抄本，一下简称永本）的清宫大戏《夺

秋魁》（以下简称清本）系列戏曲。作为本戏改编基础的永本《夺秋魁》，其

中共二十四齣，题目如下

一	开道家门		 	 十三	鸣冤

二	约同赴试		 	 十四	解释

三	父女分别		 	 十五	重会

四	刺字	 	 	 十六	三醉（又名糊涂判断）

五	议劫	 	 	 十七	仗义全娇

六	被伤	 	 	 十八	点将

七	识破	 	 	 十九	兴师

八	逼降	 	 	 二十	擒幺

九	推算	 	 	 二十一	议婚

十	比试	 	 	 二十二	省亲

十一	求乞	 	 	 （二十三）	赴宴24）

十二	报信	 	 	 二十四	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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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本的《夺秋魁》则仅存以下五齣

一	糊涂判断		 	 三	奉命起兵

二	杨幺点将		 	 四	洞庭大战

五	弃营擒幺

	 虽然笔者并没有找到关于《夺秋魁》一剧的完整改编记录，但是结合其他

家将类型的大戏情节和规模考量，笔者认为现存的《夺秋魁》并不完整的可

能性相对较大。其中岳飞误杀小梁王的情节部分很可能在随着清宫戏曲藏本

的流散而散佚了。将现存的四齣清本《夺秋魁》与永本《夺秋魁》对应章节

相对比，除了个别词与少数曲牌有所改编外，戏曲内容大致相同。而改编的

部分基本不涉及情节和形象，仅是在口语用词上有所改编。例如永本‘擒幺’

的最后唱词“（生）打入囚车，打得胜鼓回营。”在清本则改为“（生白）将杨

幺上了囚车，解京便了。后者的改编应是为了适应宫中需求，对于情节本身

并无影响。因此本文仅就清本《夺秋魁》戏中的岳飞形象进行分析。

	 清本《夺秋魁》中仅有第三齣〈奉命起兵〉着重描写岳飞的形象。这齣戏

中的岳飞不仅是一个勇将，更是一个智计过人的智将。

[节节高]奇谋破海鳅（眾上唱）草盈收，清波浩渺如飞溜。轻相诱，出

蓼洲，无容走。绿萍满布三江口，饶他百浆难划扭。只恐留血染波红，

沧浪处处寒星斗。25）

	 这一首 [节节高 ]唱的是岳飞看到杨幺水营难攻，于是用计破坏杨幺水营

的描写。凸显了岳飞智计过人，随机应变的统军能力。

	 总的来看在清宫大戏《夺秋魁》中，岳飞是以一个智计过人，运筹帷幄的

大将形象出现的，这也符合《夺秋魁》一剧中岳飞虽然初出茅庐但是智勇双

全的年少英雄的整体形象。

（3）　背景化的岳飞形象戏曲《奏本》、《骂阎醒梦》

	 清朝宫廷戏曲中还有一类与岳飞相关的戏曲，这类戏曲中岳飞本人并未真

正登场或仅作为背景角色登场。这一类戏曲虽然描写的内容与岳飞相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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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质上主人公已经不再是岳飞。其中的主要作品是《奏本》26）和《骂阎醒

梦》27）两齣戏曲。《奏本》戏是描写秦桧在害死岳飞后内心恐惧，见到岳飞鬼

魂索命的惊惧场面。而《骂阎醒梦》戏则是描写狂生胡迪不满岳飞屈死，梦

入冥府，大骂阎罗不公。阎罗让胡迪观看秦桧魂魄受刑与岳飞证道成仙的过

程，最终胡迪敬服，受命还阳。实际上是一齣借岳飞事迹宣扬因果轮回的“劝

世”戏曲。在这两处戏曲中，岳飞仅仅是以鬼魂或者仙人形象登场，并无台

词。与其说是剧中角色，不如说其仅仅是作为剧中背景出现的。因此本文就

不对这两剧进行过多探究了。

（4）　散佚的岳飞戏曲形象“岳家将”类型戏曲

	 在明末清初，家将文学开始在市井之间盛行，尤其是家将小说和家将戏曲，

在民间拥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很多著名的家将类戏曲由当时有名的戏班

或者梨园名角传入清宫之中。部分家将戏曲在清宫之中也很受欢迎，例如、

据王芷章的《清升平署志略》所载，根据杨家将故事改编的戏曲《铁旗阵》28）

和根据薛家将故事改编的戏曲《征西异传》29）等戏曲，都曾多次在宫廷中出

演。但是，在杨、狄、呼、岳、薛、罗六大类家将戏曲中，岳家将戏曲是唯

一没有被收录进《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中的家将类型

戏曲。而其他家将类型的戏曲或多或少都在《集成》一书中有所収录。作者

认为有关岳家将的戏曲在清宫戏曲中的缺失除了散佚的原因外，很有可能与

岳飞抗金的题材在清宫中的政治敏感性有所关联。因此，清朝宫廷戏曲中岳

家将形象的缺失也是宫廷戏中岳飞形象的特点之一。

四．总结

	 岳飞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悲剧英雄之一，其生平事迹被取材和演绎成了

大量的艺术作品。其中以岳飞为中心或者背景的戏曲自宋朝起到清朝都在民

间广泛流传。这些戏曲大体可分为“凸显反派形象戏”、“凸显岳飞勇武戏”、

“注重家族传承戏”，以及“翻案戏”四种类型。戏曲中的岳飞形象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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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都就这些岳飞形象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是，作为清朝戏曲种类代

表之一的清朝宫廷戏曲中，岳飞的形象研究还有所欠缺。

	 本论文对清朝宫廷戏曲中的岳飞形象进行了详细分析，笔者认为清朝宫廷

戏曲中的岳飞形象可以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表现岳飞“忠孝不能两全”的家国冲突类型戏曲《刺字》。与民间的

《刺字》戏相比，宫廷戏《刺字》中的岳飞在国家遭到金兵侵略的时候，不但

为国难忧心，也为自己的家人和孩子的未来担心，这使得岳飞的形象更加贴

近现实，也更有“人情味儿”。剧中岳飞的“英雄”形象相对淡化，“人”的

形象得到加强。这种“人”的形象主要有两点特征：

	 首先，在宫廷戏《刺字》中岳飞多次提到“孩儿年幼”“孤儿年稚”等词，

这些唱词体现出了岳飞“慈父”的这一人格形象。这在民间的岳飞类型戏曲

中是极为少见的。纵观民间的岳飞类型戏曲，岳飞的形象大致分为“忠臣”

“孝子”“勇将”三种。但是极少有表现岳飞对于孩子的关爱类型的戏曲。即

便是在大量描写岳飞家族和岳飞后代的“岳家将”类型的戏曲中，岳飞跟儿

子的之间往往也是上下级的关系。因此，这种关心襁褓幼儿的“慈父”形象

应当是清朝宫廷戏曲中所特有的。

	 其次，宫廷戏《刺字》中岳飞“丈夫”的形象特征。[越恁好]一曲中‘鸾

凤从此两分离’的唱词塑造一个不舍与妻子分别的、“丈夫”的岳飞形象。这

种岳飞形象也是民间《刺字》戏中没有出现过的。

	 正是“慈父”和“丈夫”这两种新的形象特征，弱化了清宫戏《刺字》中

岳飞的“英雄”特征，强化了他的“人性”特征，使戏曲的表达重心由岳飞

为忠舍孝的悲壮转移到了岳飞内心矛盾挣扎的痛苦上。这种在家国矛盾中挣

扎的岳飞正是宫廷戏《刺字》中的岳飞形象。

	 二是由《夺秋魁》改编而来的清宫大戏中岳飞智计过人的英雄形象。在此

戏中岳飞用计大破洞庭水寇杨幺，并生擒了杨幺。岳飞在剧中谋略过人，运

筹帷幄，具有大将风范。此情节与民间《夺秋魁》中的大体相同，宫廷中并

没有对本戏进行较大的改编，岳飞的形象也没有产生变化。仍然是以一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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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传奇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宫廷戏《夺秋魁》中。

	 三是缺失的“岳家将”英雄形象。岳家将戏曲作为清朝广泛流传的民间戏

曲题材，理应与其他家将戏曲一样被传入清宫之中。但是在六大家将类型戏

曲中，岳家将类型的戏曲是唯一没有被收录于《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清宫升

平署档案集成》一书的家将戏。岳飞的“家将英雄”的形象也有所缺失。因

此，清朝宫廷戏曲中岳家将形象的缺失也是宫廷戏中岳飞形象的特点之一。

	 综上所述，清朝宫廷戏曲中的岳飞英雄形象既保留了民间戏曲中岳飞传奇

英雄的形象，也新创了岳飞“慈父”“丈夫”的独特个人形象，这两种岳飞形

象的产生，体现了清朝宫廷中对于岳飞这一戏曲题材的的独特审美观念。而

岳飞家将形象的缺失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清朝宫廷对于当时宫廷戏曲创

作的影响，为进一步理解和研究清朝宫廷戏曲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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