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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戏曲与正统文学、俗文学及民间文学

【作者】李玫

李玫 

古代戏曲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引起研究者足够的注意，是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的。通常认为，

与以诗文为主体的正统文学样式相对照，古代戏曲应该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民间文学作为概括

若干文学现象的概念，戏曲中的一部分也与其有紧密的联系。古代戏曲作为一种颇为特殊的文学现

象，它和“俗文学”以及“民间文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 

以“俗文学”为题目撰写的文学史著作，较早是洪亮所著的《中国民俗文学史略》（上海群众图

书公司，１９３４），最为著名的则是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长沙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８）。

郑著的第一章即题为“何谓‘俗文学’”。书中对“俗文学”这样定义：“‘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

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

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随后他指出了“俗文学”的六个特质：

１、“大众的。她是出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的。”２、“无名的集体的创

作”。３、“口传的”。４、“新鲜的，但是粗鄙的”。５、“其想象力往往是很奔放的。”６、

“勇于引进新的东西。”在这部书里，郑振铎按体裁将俗文学分为五类：１、诗歌；２、小说；３、

戏曲；４、讲唱文学；５、游戏文章。 

郑振铎作为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的看法有草创的性质，后来的学者陆续在不同方面

作了补充和分辨。这里，他的论述引发我们思考与古代戏曲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在郑振铎的论述

里，俗文学和民间文学两个概念是等同的，而就现在一般的认识，这两个概念有区别。区别究竟在什

么地方？其二，他指出了俗文学的特质，并将俗文学作品按体裁分类，其间有不能吻合之处。这里我

们的目的不是要纠正他的论述，也不是要厘定这两个概念，而是想通过辨析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进

一步分辨清楚古代戏曲在文学领域的位置。 

一般认为，“俗文学”与正统文学之间的界限主要在于：其一，从文体区分。因为中国古代正统

文学的主体是散文和诗歌，所以，对“俗文学”的理解往往会从文体的角度，指诗文以外的文学体

裁；其二，作品风格。名为“俗文学”，顾名思义是从文学作品的风格着眼的，指俚俗、通俗的文学

作品；其三，流传范围。文学艺术的流传范围很难截然划分，这里指主要范围，即流行于社会的普通

民众中。而现在的研究者认定的民间文学的特征主要在于：１、自发的、集体的创作，也即非作家创

作；２、群体的、口头的传承方式；３、题材、主题趋向模式化。 

可以看出来，上述这两个概念有重合的地方，但着眼的层面和参照的对象不一样。俗文学主要是

与正统文学相比照而言，如郑振铎所说：“中国的‘俗文学’包括的范围很广。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

围太狭小了，于是‘俗文学’的地盘便愈显其大。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

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民间文学

的概念更多地以作家文学作为参照（参见祁连休、程蔷主编《中国民间文学史》导言），所以两者强

调的要点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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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们注意到，郑著在论述与古代戏曲同属俗文学范围的古代小说时，将其分成了两个部分。他

说：“所谓‘俗文学’里的小说，是专指‘话本’，即以白话写成的小说而言的；所有的谈说因果的

《幽冥录》，记载琐事的《因话录》等等，所谓‘传奇’，所谓‘笔记小说’等等，均不包括在

内。”他根据小说作品所使用的文字，将文言小说排除在了‘俗文学’之外。白话小说，无论长篇短

篇，文人创作或非文人创作，从“三言”、“二拍”到《红楼梦》，都在俗文学的范围里。而对戏

曲，他没有作区分。但是实际上，古代戏曲的不同剧种，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差别是很大的。例

如，从其发展的不同时期看，早期的南戏和明代中期以后的传奇存在着差别；从剧种看，昆曲剧本和

清中叶以后的地方剧种的剧本也差别很大；从创作主体看，有作家创作和非作家创作；从流传范围

看，有主要在文人士大夫中流传的，也有主要在普通民众中流传的。这些差别最终都可以归结到雅和

俗的分野。也正是存在雅和俗的分别，才使得戏曲与俗文学及民间文学这些概念的关系有了辫别的必

要。古代的戏曲评论家就曾强调过由文人创作和由民间创作的戏曲作品之间的巨大差异。明初朱权

《太和正音谱•杂剧十二科》说：“杂剧，俳优所扮者谓之娼戏，故曰勾栏。子昂赵先生曰：‘良家子

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

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或问其何故哉？则应之曰：‘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

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辈所作，娼优岂能扮乎？推其本而明其理，故以为戾家也。’”朱权是明

朝皇裔，他引元初诗人赵孟頫的话，说明扮演者的身份会决定戏曲作品的雅俗的不同。而他本人作为

剧作家，更注重剧作者的身份。他认为非“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的杂剧，根本无法上演。但是

实际上，民间大量的戏曲创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区不断出现。尽管一些文人士大夫对这

些剧作的俚俗、质朴（当然有时是粗鄙）不屑一顾，甚至是不能容忍。例如清朝康熙年间人刘献廷在

湖南郴州时，说民间优人演戏：“优人如鬼，村歌如哭，衣服如乞儿之破絮，科诨如泼妇之骂街。”

他对有人“冲寒久立以观之”甚为不理解。（《广阳杂记》卷二）他在湖南衡阳看到民间的昆剧演

出，也感觉是“村优如鬼”，“丑拙至不可忍”。（《广阳杂记》卷三）而另一方面，从晚明到清代

中期以前，一些文人创作的、达官贵族家里乃至皇宫里演出的昆剧，从剧本到表演，都可谓典雅精美

之极。可见，同为戏曲作者和戏曲观众，因为审美需求和欣赏趣味的差异，对作品的感受会截然相

反；同为戏曲作品，从审美追求到观赏效果，雅与俗的不同会天差地别。 

                                  三、 

由此看来，古代戏曲无论在“俗文学”的概念下，还是在“民间文学”的概念里，都需要进行分

解：对于俗文学来说，其中雅的部分似乎难以包括进去；对于民间文学来说，作家创作当然不在其

中。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戏曲发展的历史上，文人创作和民间创作并非总是毫无关系；反而像

是两条相距不远的河流，看似各不相干，但不时会交汇到一起，互相推波助澜，此起彼伏，此消彼

长，各自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最终是相荣共生。这一点与古代小说、诗歌的情形是一致的。古代小

说中的文言小说不属于俗文学的范围，诗歌中的民歌也不属于正统文学的范围。这些文体的雅和俗之

间同样存在着复杂的交流互动关系。不同的是，古代戏曲、小说不能像古代诗歌那样，非此即彼地分

属“正统文学”和“俗文学”两个园地。这也说明，判定古代戏曲的所属，对它们进行分类，除了戏

曲现象本身的错综交流造成的复杂性之外，有些约定俗成的因素也起很大的作用。就像古代诗文属于

文学之正统，是历史延续下来的看法，在古人眼里，再典雅的戏曲作品也不属于“文章千古事”之

列。这其中表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作为代言体的文学艺术形式，戏曲作品无论雅与俗都包含通俗的口

语对话，而且这些作品终究要在公众娱乐场合、由地位低下的伶人搬演；至于其背后深刻的历史文化

内容，就不是简单的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现在“民间文学”的概念的界定相对较为具体，用来看待

古代戏曲的类别似乎可操作性较强，但是约定俗成的看法仍起很大的作用。例如就戏曲而言，一般认

为汉族非作家创作的小戏和汉族以外的民族的戏曲属于民间文学的范围，这种分类对汉族和非汉族的

戏曲强调的就不是一种标准，尽管这样分类与不同民族戏曲发展的不同情况有关系，但终究还是说

明，任何分类都是相对的。 

本来，使用概念对文学现象进行分类和概括，目的是使研究对象更集中，范围更明晰，提供新的

思考角度，有助于文学研究的深入。但是因为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都和概念无关，所以，概念和现

象之间一般不会有恰好无误的对应关系。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将古代戏曲放到俗文学或者民间文学的

框架下进行研究时，辨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十分必要。即使我们可以延续过去的分类习惯，但也

应该清楚这种分类的相对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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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文学院 

中南大学文学院座落在古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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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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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门”辖属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