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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试图通过元杂剧剧本研究“婢女”角色在元杂剧中的角色功能。由

于元杂剧中的“婢女”角色众多，是以本论文仅择其三，即《西厢记》、《货

郎旦》以及《调风月》中的“婢女”角色作为探讨对象。在论文绪论部分，笔

者交待了论文所探讨的问题，并略谈学术界对“婢女”角色形象的研究。在第

二章里，本论文对“婢女”的角色概念进行了阐释，并界定本论文“婢女”角

色的含义。笔者也梳理了“婢女”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如汉赋、唐传奇中的形

象演变。为了避免在使用词汇上造成任何混淆，故而为“角色”和“脚色”的

含义作了简略的梳理。由于元代社会背景的关系，促使“婢女”角色在元杂剧

中频繁出现。本论文就此论述了“婢女”角色在剧中的存在意义。论文的第三

章，笔者为《西厢记》、《货郎旦》以及《调风月》里的“婢女”角色作出了

性格分析。透过分析，笔者进而总结出“婢女”角色的性格是剧中牵引故事情

节发展的关键。在第四章中，笔者尝试综合前一章“婢女”角色的性格以及通

过分析剧本情节，从而得出三个“婢女”角色在剧中的功能，即推动剧情发

展、丰富戏曲的表现手法和揭示人物角色的形象及心理活动。篇末，笔者阐述

了“婢女”角色在历代文学作品中流变的概况以及“婢女”角色在元杂剧中形

象突出的原因。此外，本论文最主要的核心是论证了“婢女”角色的性格在剧

中的重要性。据此论证，笔者从而确认了“婢女”角色在剧中的角色功能。 

 

关键词：元杂剧、“婢女”角色、角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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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

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

者” （王国维，2011：1）。据此，元代戏曲，即元杂剧可说是元代最具代表

性的文学成果。文学是社会文化和人类心理的载体。它反映了每个时代的生

活、习俗、道德、观念、追求等思想。元杂剧作为元代的代表文学，它通过剧

本、故事情节、舞台演绎展现了元代的社会面貌和人文思想。 

在结构上，元杂剧一般分为一个楔子和四折，而角色的形象塑造则由宾

白、唱词和科介构成。它依据剧情需要设置不同的脚色1，如女主角为正旦、男

主角为正末，其他配角还有旦、末、冲末、卜儿、净丑等等。各类型配角为剧

中的故事情节提供了重要的衔接作用。通过角色的艺术形象，元杂剧得以完整

地把一个个引人深思、主题不一的故事呈现予大众。因此，许多关于元杂剧的

研究都离不开角色形象的探讨。 

目前所流传下来关于元杂剧的研究资料中，角色形象的研究非常普遍，比

如有关于商人、母亲、妓女、侠士、才子佳人等角色形象的探析。然而，关于

“婢女”角色的研究则不多见。对于“婢女”角色的研究，大多仅止于其形象

的分析，并未谈及其在剧中的存在价值。 

                                                           
1
 在中国古典戏曲中，演员不是以剧中人物身份出现，而是以“脚色”的名义出现。对于剧中

人物来说，“脚色”象征其所具备的类型和性质；对于演员來说，“脚色”是说明其演戏的行

当，所扮演的人物类型、表演动作的风格与技巧（李伟主编，2008：370）。据安利在<脚色·

戏曲脚色·角色之正名研究>中，解释“角色”是戏曲中的具体某一个人物。人们之所以把“脚

色”与“角色”混为一谈主要是因为“脚”与“角”的古音较为相似，因此产生假借把二者的

含义同化（安利，2009：23）。为了以示区分，本论文将按照“脚色”与“角色”的原义进行

论述。关于“角色”一词的概念，笔者将会在论文第二章作出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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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婢女”角色的形象在明清小说中已经日趋成熟，以至后来的

《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小说中“婢女”角色的形象塑造更为细腻、丰

富、个性化，并且成为热门的研究对象。“婢女”角色在明清小说中的形象日

益丰满，元杂剧可说是起了奠基的作用。故此，笔者欲以自己的绵薄之力针对

元杂剧的“婢女”角色作出较为深入的探析，以补充前人研究的缺漏之处。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戏曲是通过角色的形象来表达中心思想以及反映现实社会形态的文体。精

彩的戏曲，关键在于角色形象的塑造。戏曲里的角色都是故事情节、冲突、结

构等的代言者。换言之，剧情的跌宕起伏都是由角色诞生出来的。因此，元杂

剧中一个个生动具体的角色，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元杂剧里的底层女性角色形象鲜明。《㑇梅香骗翰林风月》中，善解人意

的婢女樊素为成全小姐裴小蛮和白敏中的爱情而勇于与裴夫人抗争，使二人得

以终成眷属；《赵盼儿风月救风尘》里的机智妓女赵盼儿，为了解救宋引章，

不惜色诱周舍智取休书；《感天动地窦娥冤》的寡妇窦娥，在面对恶势力和不

平世道的斗争时，临刑时立下三桩誓愿为自己平反。他们这种敢于反抗、勇于

争取的精神，让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上述底层女性角色不仅形象突显、鲜

明，而且对剧情发展的推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关于底层女性角色的

探讨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 

本论文从元杂剧入手，选择剧中底层女性群体中的“婢女”角色作为探讨

对象。笔者通过举例梳理历代文学作品中“婢女”角色形象的发展脉络，进而

探析婢女“角色”在剧中的形象塑造及其在剧中的存在价值。 



3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元杂剧是产生于民间的文学，作者通过它表达了人们的爱情观，以及宣泄

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情绪以寻求精神上的满足。每一个角色的产生都有其存在的

价值。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探究元杂剧中的角色，以勾勒出元代社会的面貌。 

《中国戏曲通论》在谈及中国戏曲的人民性时提到，戏剧是反映群众的感

情、思想和意志的载体（郭汉成、张庚等，2010：43）。故此，越贴近民间的

题材，越能触动人们的心灵。笔者选择“婢女”角色在元杂剧中的功能作为研

究课题，是因为元杂剧中的底层女性角色很多时候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在现

实生活中，底层女性始终是被欺压、让人同情的可怜人。然而在元杂剧中，她

们往往被赋予勇敢、聪敏等特质，这些个性鲜明的角色形象丰富了元杂剧的剧

情。由于元杂剧多为失意文人所作，所以底层女性角色在剧中的表现让他们在

精神上得以满足和调节在生活中遇到的不满。因此，元杂剧中的底层女性角色

值得探讨。纵观底层女性角色的研究，笔者发现针对妓女和寡妇角色的研究较

为丰富，而针对“婢女”角色的研究，则多以《西厢记》中的红娘作为研究对

象，其他剧本的“婢女”角色鲜少被关注。故此，笔者将针对《西厢记》、

《货郎旦》以及《调风月》里的“婢女”角色进行分析，并探讨她们在剧本中

的角色功能。 

有关于婢女“角色”的研究，如关于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婢女形象的

探讨，太多仅限于形象的分析。至于“婢女”角色在文学史上的流变、在元杂

剧中存在的必要性仍处于模糊状态。 

《西厢记》、《货郎旦》以及《调风月》中的“婢女”角色在这三个剧本

有着举足轻重的存在价值。《西厢记》中的红娘和《货郎旦》中的张三姑皆是



4 
 

以婢女仆人的角色作为女配角在剧中出现。俗话说“红花还需绿叶陪衬”，因

此为了探讨配角的重要性，笔者将通过细读文本，从中探讨“婢女”角色在剧

中的功能。《调风月》中的燕燕虽是“婢女”角色，但她却是剧中的女主角。

笔者将通过厘清燕燕的“婢女”角色作为女主角在剧中出现的原因，剖析其角

色功能。另外，笔者将尝试分析上述三个“婢女”角色在剧本中存在的意义，

以窥探元杂剧“婢女”角色的功能性。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对象 

本论文以三部元杂剧，即《西厢记》、《货郎旦》以及《调风月》里的

“婢女”角色——红娘、张三姑和燕燕作为研究对象。三者在剧中的戏份皆是

较有分量，同时他们的形象也是较为突显的。一个角色的形象塑造得越突显、

越丰满，在剧中其存在的功能价值就越高。笔者将依据剧本窥视这些“婢女”

角色的外貌、举动、行为、性格等，以分析其在剧中的形象及功能。 

元杂剧盛产于元代，故本论文的研究时段为元代。笔者将结合时代背景、

社会面貌、文化习俗等，来探讨“婢女”角色在剧中的功能。鉴于《全元戏

曲》所收录的现存元杂剧的文本不仅是最为完整的，而且编者在编写此部作品

时也参阅了许多古籍文献，诸如《元曲选》、《元曲选外编》、《古名家杂

剧》等，是一部具有可靠性及学术性的著作，（王季思，1999：5）故此，本论

文所引用的剧本原文皆选自此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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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研究综述 

近年来，与“婢女”角色形象相关的研究日益丰富，然而研究范围多为明

清时期的文学作品。如谢克寒《明传奇中的婢女形象》2，从舞台表演和语言的

角度来阐述明传奇塑造婢女形象的因素；刘霞的《“三言”“二拍”小说中婢

女形象研究》3，从尊卑等级、女性观、婚姻观几个方面来探讨“三言”、“二

拍”中婢女形象所体现的思想观念；林敏在《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婢女

形象》4中通过分析比较《金瓶梅》与《红楼梦》两部小说中的婢女形象，论述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婢女形象的演变。 

对元代文学作品中的“婢女”角色形象研究，如刘琪莉的期刊论文<论元

杂剧中的婢女梅香>5从分析婢女梅香在元杂剧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讨她们对推

动戏曲情节发展的作用，证明婢女梅香在元杂剧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其

实，“婢女”角色在剧中的存在，不仅丰富了戏曲的表现手法，同时也对增强

剧情的合理性以及活跃剧场气氛起了重要的功能。然，前人未能对这方面作出

全面的探究实属可惜。有鉴于此，本论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分析

“婢女”角色在元杂剧中存在的重要性。 

笔者从众多的相关文献中发现元杂剧的婢女形象，除了《西厢记》的红娘

被广泛研究之外，其他剧本的婢女形象则被鲜少被关注。如赵庆玲在其单篇论

                                                           
2
 详见谢克寒（2011），《明传奇的婢女形象》，未出版硕士论文，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3
 详见刘霞（2009），《“三言”“二拍”小说中婢女形象研究》，未出版硕士论文，陕西师

范大学，西安。 
4
 详见林敏（2006），《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婢女形象》，未出版硕士论文，福建师范

大学，福建。 
5
 详见刘琪莉（2012），<论元杂剧中的婢女梅香>，《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第 21 卷

第 2 期，页 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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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略论王西厢红娘与㑇梅香樊素形象的不同>6的总结中指出，郑光祖所塑造的

樊素形象不比王实甫所塑造的红娘形象来得鲜明。 

此外，元杂剧的婢女形象通常被前人归类为底层女性来探讨，少有专门立

题进行研究，如冯晓玲的《元杂剧底层女性分析》7将底层女性归类为：妓女、

婢女、寡妇、弃妇，进而依据类别不同叙述个别的形象。由是观之，与“婢

女”角色相关的研究是较为匮乏的。因此，笔者在本论文中尝试集中探讨“婢

女”角色在元杂剧中的功能，以填补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难题 

本论文主要以“文本分析法8”进行研究。根据余三定的说法，“文本”是

指未经过读者阅读的作品的存在形式（余三定，2004：245）。戏曲是由唱、

念、做、打等手段来展现故事内容、刻画角色形象的，所以剧本中角色的唱

词、念白、科介对研究角色在剧中的功能性起着关键的作用。 

笔者将运用叙事结构分析法9识别剧本的结构形式，以找出“婢女”角色的

戏份轻重的情节作出分析，进而探究“婢女”角色在剧中的功能。在具体论述

中，为免偏离主题，笔者先厘清“角色”的概念，接着再梳理历代文学作品中

“婢女”角色的形象，为“婢女”角色的定义进行概括和总结。此外，笔者也

通过细读文本，针对“婢女”角色的宾白、唱词、科介作出分析，以探讨剧本

中的“婢女”角色形象的重要性和功能性。 

                                                           
6
 详见赵庆玲（2015），<略论王西厢红娘与㑇梅香樊素形象的不同>，《德州学院学报》，第

31 卷第 1 期，页 55-58。 
7
 详见冯晓玲（2007），《元杂剧底层女性分析》，未出版硕士论文，西北师范大学，兰州。 

8
 “文本分析法”，即是对注重分析作品的内部结构及其形式特征，对作品的语言文体、修辞

技巧和艺术结构做出研究。（余三定主编，2004；278） 
9
 叙事结构分析法是将指将叙事作品视为一个结构系统，说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这分

析法主要是识别作品的结构模式，发掘作品的二元对立（王先霈、胡亚敏主编，200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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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序》中：“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

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说明了怎样的时代背景，便会产生怎样的文学作品。

（【唐】孔颖达，1999：1077）。简言之，这就是所谓的“知人论世”，了解

一位作家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是了解其作品的必备条件。故此，本论文将运用

“社会历史批评法10”，对比元代社会背景与研究文本中的“婢女”角色，从中

探析“婢女”角色在元杂剧存在的价值和功能。本论文所研究的三部作品，除

了《货郎旦》的作者生平无法考究之外，《西厢记》以及《调风月》分别由王

实甫和关汉卿所作。因此，笔者除了将“婢女”角色与当时社会环境联系一起

观察，也将结合作家的生平经历来探讨其经历是否对“婢女”角色产生影响。 

在撰写论文过程中，其中的难题是需要厘清元代以前作品的“婢女”角色

形象，说明笔者除了关注元杂剧的“婢女”角色形象之外，还需要把目光放到

赋、诗、传奇等有“婢女”角色形象的文学作品。笔者需要细心阅读，分析

“婢女”角色形象在各个文学作品中的流变。另外，笔者必须厘清所有相关专

业术语和概念，不然在论述过程中极可能出现偏离论题的状况。 

                                                           
10
 社会历史批评法要求运用一定的历史发展观念和社会价值标准，以作品的题材、语言形象塑

造等为切入点，深入洞察隐含其中的社会内容，揭示作品的思想意义（王先霈、胡亚敏主编，

20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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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婢女”角色的概念诠释与梳理 

在中国历代流传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角色形象，其中有

帝王、商人、侠士、才子、佳人等角色形象。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婢女”

角色形象也是这些文学作品的产物。在未探讨“婢女”角色形象在剧中的存在

价值之前，本论文先界定了“婢女”角色的概念，以及梳理“婢女”角色形象

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的流变。 

《中国戏曲通论》中指出：“戏曲是用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现作者的

主体精神”。换言之，任何人物形象角色的诞生都与当时社会的大环境有关

（郭汉成、张庚等，2010：185）。因此，本章节将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探讨

“婢女”角色形象在元杂剧中存在的意义。 

 

第一节 “角色”概念 

在戏曲中“脚色”与“角色”二词常被混为一谈。“角色”作为本论文的

关键词之一，故有必要对二者作出区别说明。根据美国社会学学者戴维·波普

诺在《社会学》中的解释，“角色（role）”是在一个群体内或社会中具有特

定身份的人所期待的行为（戴维·波普诺，1987：40）。在戏曲中，“角色”

可以被解释为演员在戏曲内有特定身份，而该身份决定了该演员在剧中的行

为。因此，“角色” 代表着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在戏曲中，它是指演员

扮演人物的身份，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救风尘》中的赵盼儿及《窦娥

冤》中的窦娥等等。 



9 
 

在中国古典戏曲中，演员不是以剧中人物身份出现，而是以“脚色”的名

义出现。对于剧中人物来说，“脚色”象征其所具备的性质和类型；对于演员

來说，“脚色”说明演员所饰演的人物类型、该用如何风格、技巧等表演动作

呈现戏曲中的人物（傅谨，2000：371）。演员是一部戏曲的“代言人”，他通

过上妆以特定角色的身份语言扮演剧本中的角色。在元杂剧，演员不以人物的

角色出现，而是以脚色行当的名义出现。在剧本中，剧中的角色是以脚色行当

的身份上场。剧本规定这些角色由特定脚色行当担任。换言之，脚色行当是演

员在扮演某个人物角色的中介。 

根据<脚色·戏曲脚色·角色之正名研究>中的定义，“角色”是戏曲中的

具体某一个人物。人们之所以把“脚色”与“角色”混为一谈主要是因为

“脚”与“角”的古音较为相似，而产生假借把二者的含义同化（安利，

2009：23）。故此，“脚色”的含义渐渐被“角色”所代替，以至后来“角

色”有两种含义，本意为指戏曲中的某个人物；后来引申为“脚色”的含义。

为了避免混淆，本论文将按照“脚色”与“角色”的本意进行论述。 

 

第二节 “婢女”角色概念与“婢女”角色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的流变 

《说文解字》将“婢”字定义为：“女之卑者也。从女从卑，卑亦声。便卑

切”（【汉】许慎，2013：260）；《艺林汇考》把“婢”的意思诠释为：

“婢，女之卑者，故字从卑。一说，男曰奴，女曰婢，古者以为买人之厮养也”

（【清】沈自南，1999：328）。由此看来，“婢”可以被理解为身份卑微低下

受役使的女子。婢女，亦可称为“侍女”。在《说文解字注》中，“侍”被定

义为：“承也。承者、奉也。受也。凡言侍者皆敬恭承奉之义”（【清】段玉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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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654）。综上所述，“婢女”是身份卑微、受人支配、劳役、侍奉人的女

性。随着时代的改变，“婢女”的概念不仅于前面所提的狭窄。我们印象中的

婢女大多已经演变成陪伴在小姐身旁或是因家境窘困而卖身为奴者。每一个时

代都有着不同社会面貌和文化背景，“婢女”的概念也因此而有所差异。有鉴

于此，本论文对“婢女”的定义是在阶级社会里存在隶属关系，并且以女性为

隶属对象，当中亦包括受雇于家中侍奉主人的女性。 

在历代文学作品中，虽有提及婢女形象的文学作品，但其刻画的形象仅限

于表面的描述。譬如在汉代，蔡邕的《青衣赋》细致地描绘出青衣女子，即婢

女的形象。 

“金生砂砾，珠出蚌泥。叹兹窈窕，产于卑微。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

光润，领如螬蛴。纵横接发，叶如低葵。修长冉冉，硕人其颀。绮袖丹裳，

蹑蹈丝扉。盘跚蹴蹀，坐起昂低。和畅善笑，动扬朱唇。都冶武媚，卓砾多

姿。精慧小心，趋事若飞。中馈裁割，莫能双追。关雎之洁，不陷邪

非……”（费振刚、仇仲谦，2005：923）。 

上述作品中，作者仅从侧面对婢女的外观、举止、神情、性格等进行描绘，人

物形象的塑造因而不够突显、不够鲜明。再者，作者仅赋予该婢女“青衣”的

代号，连正式名字都欠缺，故此汉代文学作品中的“婢女”角色形象可说是尚

未成熟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世说新语》中也出现不少“婢女”角色。在《世说新

语·文学第四》中有关“郑玄家奴婢”的记载是这样的：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

曳箸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

愬，逢彼之怒’”（【南朝•宋】刘义庆，199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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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婢女形象的塑造逐渐成形，文本借助对话来表现婢女的形

象。作者通过描绘婢女的出口成章，不仅突显出郑玄家的好学成风，同时也显

现出婢女活泼直爽的形象。 

在唐代，除了诗歌盛行之外，传奇小说也蓬勃发展。其中，唐传奇的人物

形象描写更是有新突破。就“婢女”角色形象而言，婢女不再是只停留在侧面

描述，而是有较为全面具体的、有血有肉的角色形象。比如说，《红线》里薛

嵩的婢女红线，为消除主人的烦恼，不惜冒着危险和辛苦，为主人完成任务。

在红线完成任务后，向主人复命时说：“忧往喜还，顿忘于行役；感知酬德，聊副

于心期。所以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经五六城，冀减主忧，敢言其苦”

（束忱、张宏生，2004：402）。通过红线的一段话，可见红线对主人的报答之

心和其不惜劳苦“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经五六城”地赶回家中，只因

怕主人为之担忧。 

宋话本里也有“婢女”角色的形象，其中《碾玉观音》的女主角璩秀秀的

“婢女”角色最为出色。璩秀秀因家境贫寒被迫卖入王府当婢女，故事讲述了

她为争取恋爱和自由的经过。璩秀秀在王府失火时，“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贵”逃

出来，主动要求与崔宁结为夫妻，并说“既然要做夫妻，一切便听你的”（胡万

川，1981：34）。通过这段情节，可以得知璩秀秀的个性敢爱敢恨、大胆。从

《碾玉观音》璩秀秀的“婢女”角色来看，在宋代，“婢女”角色的形象逐渐

丰满。 

不同于唐传奇，元杂剧剧本是为舞台表演服务的。因此，剧本中人物角色

可以通过语言、动作、表情等展现其角色的形象，“婢女”角色形象亦是如

此。譬如《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拷红”一折里，当老妇人识破莺莺和张生的



12 
 

私合后，“婢女”角色——红娘在面对老妇人拷问时的表现是极其出色的。通

过红娘回应老妇人的对话，红娘的个性、思想、观念完全显示出来。 

从汉赋“婢女”形象在作品中仅有侧面的描写至元杂剧剧本中“婢女”角

色可以通过语言、动作、表情等塑造形象，展现了“婢女”角色的形象在历代

文学中的演变。综上所述，“婢女”角色形象在历代文学作品中日趋饱满、鲜

活。这反映了“婢女”角色形象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有着一定的存在意义。 

 

第三节 婢女在元杂剧中的存在意义 

元杂剧中的人物角色形象繁多，其中有才子、佳人、官人、商人、老人、

婢女、小孩等。其中，“婢女”这个角色，论阶级乃属底层社会阶级，但她们

却往往在统治阶级中游移。因此，她们的言行举止既反映了底层社会阶级的思

想，同时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观念。“婢女”角色形象在元杂剧的塑造，是元

代社会背景、思想观念的反映。 

元杂剧的作者群大多数是怀才不遇的文人。故此，他们通过创作以宣泄对

现实生活的不满。由于元代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汉民族的朝代，这样一个

特殊的政治时代背景，促使元代汉族男人为保护女性的安全而把女性封闭起

来。因此，比起其他朝代的女性，元代的女性更无自主权与自由可言。为了深

刻抒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元杂剧的作者群都选用女性角色形象作为主角，以

期在剧本中通过这些角色去实现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圆满结局。其中，

《感天动地窦娥冤》里的窦娥是最经典的女性角色。为证明自己的清白，窦娥

不惜在临死前立下三桩重誓。《感天动地窦娥冤》虽是一部悲剧，然而却以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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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死后得以团圆、冤情最终得以昭雪作为结局，反映了作者试图从剧情中寻求

慰藉的心态。 

婢女是被指使、被奴役的群体，她们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同时，她们也是

女性，身处在男权社会中，婢女的处境又比其他的男性奴仆来的更坎坷。因

此，作者也通过“婢女”角色形象书写剧本，以强化愿望实现的艰难。譬如本

论文研究文本之一《诈妮子调风月》里的主角燕燕，她是贵族家里的婢女，为

人伶俐泼辣，身为下贱，却渴望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在《诈妮子调风月》

中，燕燕的遭遇和行为正反映了元代社会的阶级观念。燕燕结识小千户后，不

久就做了小千户的第二个夫人。虽然燕燕从此摆脱了贱婢的身份，但是她却不

是小千户的第一个夫人。这样的剧情安排，正透露了元代社会仍然有门第之

见。接着，在燕燕知道小千户另有新欢时，燕燕不怯懦、不退缩，在莺莺和小

千户成亲之时大闹喜堂，把小千户欺骗她的事实全部揭露出来。作者表现她与

恶势力的斗争，以突显元代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矛盾。 

要而言之，“婢女”角色形象在元杂剧中起着揭示元代社会面貌以及人民

思想观念的作用。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婢女”角色形象在元杂剧的出现

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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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元杂剧中的“婢女”角色形象分析 

元杂剧中出现了众多婢女形象，其中她们大多数只是作为陪衬的存在，甚

至名字也一律以“梅香”称之。笔者选择《西厢记》中的红娘、《货郎旦》中

的张三姑以及《调风月》中的燕燕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是因为她们的个性鲜

明，是剧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一节 《西厢记》中红娘的“泼辣”与“口齿伶俐”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之作者王实甫，名德信，生卒年与生平事迹不详。

《录鬼簿》将其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而位关汉卿之后，故推测他与关汉

卿同时而较晚，大约在 1295 年-1307 年间在世（【元】钟嗣成，2006：

316）。《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又名《西厢记》，共五本二十一折。《西厢记》

是本着“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一主题而展开剧情的。它讲述了书生张生

与崔相国之女莺莺在寺庙相遇，产生爱情，历经坎坷，通过婢女红娘相助，二

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然而在张生与崔莺莺争取他们的爱情自主权的过程

中，婢女红娘是撮合他们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红娘的介绍在剧本中最早出现在相国老夫人的开场白中，“又有个小妮子，

是自幼伏待孩儿的，唤作红娘”（王季思，1999：217）。红娘是自幼与小姐崔莺

莺一起长大的婢女，服侍莺莺和给莺莺作伴。在张生自报家门时，红娘责骂张

生一段： 

“（红怒云）……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

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向日莺莺潜出闺房，夫人窥之，召立莺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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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庭下，责之曰：‘汝为女子，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

耻。’莺立谢而言曰：‘今当改过从新，毋敢再犯。’……”（王季思，

1999：227）。 

透露出相国老夫人对莺莺的严厉，而红娘的“怒云”则间接表示出其受老夫人

之命看好莺莺，不让莺莺与外人接触。 

在剧中，红娘的角色是一个机敏、泼辣和口齿伶俐的婢女，以下将举例说

明。在第一本第二折，红娘意识到张生自报家门的用意时，马上责骂张生，让

张生不得其门而入。另外，在责骂张生时，红娘搬出了“男女授受不亲”、“君

子‘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的大道理，似模似样地说退张生（王季思，

1999：227）。红娘身份虽然卑微，但却善用“孔孟之道”来说理，可见她的口

齿伶俐。 

在第二本第四折，张生因老夫人的悔婚不惜下跪向红娘求助。红娘马上就

想出方法让张生和莺莺见面。虽不识字，但机灵聪慧的红娘却是撮合张生和莺

莺的推手。除此之外，红娘安排张生和莺莺相见的方法也很细致。她吩咐张生

以听其咳嗽声为暗号，才开始弹琴，以掩人耳目。张生和莺莺在红娘安排下见

面，二人彼此间的爱慕之情开始萌芽，从传信到张生莺莺二人幽会，皆是靠红

娘的机智，为他们打掩护才得以成功。 

“拷红”一折讲述了张生莺莺恋情被老夫人揭发后审问红娘的经过。红娘

口齿伶俐，为张生莺莺争得恋爱自主权。面对老夫人的审问，红娘聪明地抓住

老夫人注重门阀的观念，指责老夫人才是张生莺莺二人幽会的祸首。在第四本

第二折，老夫人指责红娘：“这端事都是你个贱人”，红娘马上回应：“非是张

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其泼辣的个性、口齿之伶俐、敏捷的反应，

让自己从被审者变成审判者，掌握话语主导权（王季思，1999：290）。红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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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老夫人的“罪行”，她先指责老夫人赖婚失信于张生和留张生在书院，“使

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给机会二人又见面的机会（王季思，1999：290）。

此外，红娘也提醒老夫人若没将此事处理好的后果，使得老夫人最后不得不服

于红娘的说辞，说：“这小贱人也道得是”，同意把莺莺许配给张生（王季思，

1999：291）。 

故事中，红娘聪敏地为张生和莺莺安排见面、又为他们以以口齿伶俐的嘴

舌说服老夫人。综上所述，在《西厢记》中，红娘之“婢女”角色是不可缺少

的。她个性的泼辣、聪敏、口齿伶俐以及机智敏锐的形象是牵引整个故事的

“药引”。 

 

第二节 《货郎旦》中张三姑的“忠诚”与“机智果敢” 

《风雨像生货郎旦记》又名《货郎旦》，作者佚名，全剧共四折。《货郎

旦》叙述了员外李彦和娶张玉娥，气死妻子刘氏、儿子丢失，最后由张三姑唱 

<九转货郎儿>寻回儿子的故事。副旦张三姑主唱二、三、四折，副旦戏份如此

重在元明杂剧中仅此一例。 

张三姑乃李彦和员外儿子春郎的奶娘。剧本中，李彦和的开场白介绍了张

三姑这号人物，“有奶母张三姑，他是潭州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关于张三姑

的资料（王季思，1999：598）。 

张三姑是一个忠诚、待子如慈的奶娘。张三姑在剧本中是一个对主子的儿

子春郎倍爱有至的乳母。在第二折中，张玉娥与奸夫魏邦彦盗取李家钱财放火

烧房，张三姑背着春郎脱离危险。在逃离火场的路上“穿林过涧，雨骤风狂，头

直上打的淋淋漉漉满身湿，脚底下揣着滑滑擦擦滥泥浆”，路途坎坷，张三姑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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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郎逃走（王季思，1999：605）。从张三姑奋不顾身地带着春郎从火场逃出，

到离开火场的路上，可见张三姑对待春郎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般。 

此外，在把春郎卖给拈各千户的情节中，也展示了张三姑待子如慈的一

面。拈各千户看上春郎，欲买之收作儿子，派人向张三姑询问。张三姑“（副

旦做沉吟科，云）我如今进退无路，领着春郎儿去，少不得饿死，不如卖与他

罢。”，从张三姑的话中，可见她是考虑到“我扶侍义养儿使长多生受”，怕孩

子跟了她受苦，于是逼不得已把春郎卖给路过的拈各千户（王季思，1999：

609）。 

张三姑是一个侍主忠诚的仆人。在第二折中，张三姑、李彦和与张玉娥一

同逃离火场的路上，张三姑知道张玉娥不是好人，故而一直在言语上攻击张玉

娥。李彦和多次调停，张三姑依旧痛骂张玉娥。从这一情节中可以窥探出张三

姑希望李彦和看清张玉娥真面目的心情。接着，在河边，张玉娥开始想要把李

彦和推下河，被张三姑识破。此后，张三姑的舞台举止行为皆显示出其对主人

的关心，“（外旦又推李）（副旦扶住科）（李彦和云），三姑我好好的走，你倒扯

着我”（王季思，1999：607）。张三姑时刻担心李彦和受伤害。另外，在剧本

第三折中，张三姑与李彦和相认后，张三姑提出：“你肯跟我回河南府去，凭着

我说唱货郎儿，我也养的你倒老”，言中之意透露出张三姑对李彦和的主仆之情

（王季思，1999：614）。 

张三姑在剧本中也体现了“机智果敢”的形象。通过张三姑机智和果敢的

性格，成功地让李彦和及春郎相认。剧本第四折中，李彦和发现当年卖春郎的

文书，告诉张三姑他怀疑驿站小官人就是春郎，而他又不敢上前去认人，让张

三姑出主意。张三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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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你放心。张撇古那老的，为俺这一家儿这一桩事，编成二十四回说

唱。他若果是春郎孩儿呵，他听了必然认我。（李彦和云）这个也好”

（王季思，1999：617）。 

张三姑机智把张撇古编写的说唱唱给春郎听，进而得到了与之相认的机会。<九

转货郎儿>的唱词里道： 

“‘转调货郎儿’也不唱韩元帅偷营劫寨，也不唱汉司马陈言献策，也不唱

巫娥云雨楚阳台，也不唱梁山伯，也不唱祝英台，（小末云）你可唱甚么

那？(副旦唱)只唱那娶小妇的长安李秀才。”（王季思，1999：617）。 

从张三姑的唱词中也可以看出其果敢之处，她大胆对身为官人的春郎说自己不

会唱“韩元帅偷营劫寨”等古代故事，反而要说唱那娶小妇的长安李秀才。也就

是因为张三姑的果敢，李氏父子最终得以相认（王季思，1999：617）。 

张三姑之侍主忠诚以及行事机智果敢的个性是《货郎旦》整部剧里重要的

元素。若张三姑没有及时救春郎出火场，春郎恐怕早已命丧火海；若没有对主

人的忠诚之心和果敢的行事作风，也不会有父子相认的戏码。因此，张三姑是

贯穿整部剧最重要的角色。 

 

第三节 《调风月》中燕燕的“自我争取”与“果断刚烈” 

关汉卿（1210？-1300？）11为《诈妮子调风月》之作者，元曲四大家之

一。根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记载：“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户，号已斋

叟。”（【元】钟嗣成，2006：318）其作品，杂剧成就较大，其中最著名为

《感天动地窦娥冤》。本论文所探讨的剧本《诈妮子调风月》是关汉卿众多杂

                                                           
11
 据推测，关汉卿出生年大约在 1210-1215 年间，卒于大约 1297-1300 年间。（应欲康、王忠

林，1977：5）详见应欲康、王忠林（1977），《元曲六大家》，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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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中唯一一部以婢女为中心人物展开的故事。《诈妮子调风月》又名《调风

月》，全剧共四折。《调风月》是一部以婢女为主角的元杂剧。故事讲述了金

朝洛阳一家女真贵族的侍婢——燕燕为渴望摆脱自己婢女身份的地位，过上自

由幸福的生活而做出努力的过程。 

燕燕是一个刚烈、理智的“婢女”角色。剧本一开始就通过唱词把燕燕对

婚姻的看法道出。 

“普天下汉子尽教都先有意，牢把自己休不成人。虽然两家无意，便待一面

成亲，不分晓便似包着一肚皮干牛粪。知人无意，及早抽身”（王季思：

1999：409）。 

燕燕唯恐被欺骗，决计置身于婚姻纠纷之外。即使二人在一起后“知人无

意”，也要及早一刀两段以免纠缠。燕燕知道婢女很难获得真正的爱情，所以

她将理想深藏在心底，平时“冰清玉洁难亲近”，表现得孤高自负（王季思：

1999：411）。语音一落，燕燕就被小千户的外貌、家世以及甜言蜜语给吸引住

了，坠入情网。她看上对方 “哥哥的家门，不是一身跳”，身世显赫、“便似一

团儿掿成官定粉”，外貌又像“官定粉”捏成的“魔合罗12”，漂亮得使人喜爱、

最重要的是小千户对她的“在意殷勤”，最后，让她主动“许下包髻、团衫、绸

手巾”，做“世袭千户小夫人”（王季思：1999：410）。燕燕身为婢女，自知

自己身份卑微和“眼里无珍一世贫”的情况，当上小夫人便可以得到从良的机

会，便心甘情愿“专等你世袭千户小夫人”（王季思：1999：412）。 

接着，燕燕刚烈的个性也在揭发小千户之移情别恋一折中展现出来。在第

二折中，燕燕来到书院找小千户，小千户却对她的冷若冰霜。在燕燕为小千户

                                                           
12
 魔合罗本是七月七日乞巧时用的小菩萨，引申为漂亮，可爱的意思。（朱居易，1957：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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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衣时，发现小千户与莺莺的定情香罗帕。她责问小千户：“老阿者使将来服侍

你，展污了咱身己，你养着别个的，看我如奴婢，燕燕哪些儿亏负你？”，面对小千

户的出轨，燕燕不是逆来顺受，而是做出抗争（王季思：1999：414）。接着，

燕燕看见梳妆台上不属于她的用品，生气道： 

“我敢摔碎这盒子，玳瑁纳子；这手帕剪了做靴檐，染了做鞋面，攞了做铺

持。一万分好待你，好觑你。如今刀子根底，我敢割得来粉零麻啐”（王

季思：1999：415）。 

燕燕的刚烈性格表现在“刀子根底”，她要让小千户知道她的态度。为了

摆脱婢女的命运，燕燕选择了嫁给小千户，但她发现小千户负情于她后，毅然

割断情丝。从这一举动来看，燕燕是个性情刚烈、拥有理性思想的女子。 

在第四折中，莺莺与小千户成婚，办婚宴，莺莺得意地问燕燕装扮得如

何，燕燕冷冷地恭维一番。从剧本上的“末云”和“揪搜末科”，可以推断，燕

燕的恭维惹恼小千户，进而责备燕燕和与燕燕发起肢体上的冲突。于此，燕燕

愤怒的在大庭广众揭发小千户的丑行。燕燕的大闹婚宴，最终为自己争得名

分，夫人“许以第二个夫人做”。燕燕通过大闹婚宴，以自己过人的勇气，成功

为自己摆脱贱卑的身份。 

故事中，燕燕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又在情人移情别恋时理智抽身并在婚

宴上为自己平反。燕燕争取的并不是小千户对自己的爱，而是一个可以摆脱卑

微身份的机会。由此可见，燕燕的个性刚烈、理智以及勇敢是其成功摆脱厄运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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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婢女”角色在元杂剧中的功能探析 

在元杂剧中，无论在情节、结构、语言等方面，都是由剧中人物角色演绎

出来的，故而人物是一部杂剧中最重要的元素。本论文所探讨的元杂剧《西厢

记》中的红娘、《货郎旦》中的张三姑以及《调风月》中的燕燕，她们是剧中

重要的关键人物。 

 

第一节 推动剧情的发展 

从剧情内容上看，本论文所探讨的“婢女”角色在剧中推动着整个故事情

节的发展。马威在《戏剧语言》到：“戏剧语言既是人物的性格外衣，也是情节发

展的动力”，人物角色的语言在剧中既能表现人物的性格特质，也能推动情节

发展（马威，1985：22）。因此，本论文将通过剧本中的故事情节，并以“婢

女”角色的语言、举动和态度进行论述。 

《西厢记》的红娘这个“婢女”角色在整部剧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金圣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曾说: 

“《西厢记》止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

譬如文字，则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便令题目

透出文字，文字投入题目也”（金圣叹，2008：11）。 

在剧中，红娘无论是从传书递简到对老夫人的对峙，都是张生和莺莺爱情之间

的推手。莺莺乃千金小姐，其母相国夫人对她严谨看管，不让她与外界接触，

甚至让婢女红娘时刻监视她。张生与莺莺之间可以私下传信、幽会，全靠红娘

为他们打掩护才得以成功。老夫人以莺莺已许配郑恒为由，让莺莺和张生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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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妹，张生为此向红娘求助。红娘献计安排莺莺与张生见面，试探莺莺对老夫

人安排终身的想法，以免错配鸳鸯。接着，莺莺和张生互诉爱慕之情后，张生

为此犯相思病，趁红娘探病之际，托红娘把信交给莺莺。直至后来，莺莺在张

生房中与张生幽会，皆由红娘为其把风。接着，老夫人审问红娘的时候，红娘

以其口齿伶俐为张生和莺莺获得在一起的机会。从以上种种的事迹来看，倘若

没有红娘此“婢女”角色，张生和莺莺的爱情故事将无法“有情人终成眷

属”。 

《货郎旦》里的张三姑，从把春郎救出火场到唱货郎儿让李彦和和春郎相

认，她都是关键人物。《货郎旦》第二折，李彦和的家遭人放火烧屋，匆忙逃

亡之际，先想到“房廊屋舍，金银钱钞，都烧得无有了”，后来才想到春郎的安

危。（王季思，1999：605）张三姑从火场中救出春郎，春郎逃出火海，让剧情

可以继续发展。接着，在把春郎卖给拈各千户一情节，张三姑也是重要的角色

之一。倘若张三姑没有把孩子卖给拈各千户，剧情的发展可能在张三姑后来遇

见李彦和的时候就结束，没有后来父子相认的感人戏码。接着，张三姑是忠心

侍主的仆人，她在与主人李彦和相遇时候，她提出她靠唱货郎儿给李彦和养

老，李彦和才辞工与之同行。后来，父子相认的情节，也是通过张三姑唱的<九

转货郎儿>才得以圆满结束。综观《货郎旦》整部剧，除了第一折之外，张三姑

在其他三折中都发挥着推动剧情发展的角色功能，让故事得以圆满结束。 

《调风月》是一本旦本剧，剧中的燕燕作为叙述主体，剧情都围绕燕燕这

个“婢女”角色展开。因此，燕燕是推动整个故事情节最主要的人物角色。燕

燕是金朝洛阳贵族家的婢女，剧本一开始，燕燕奉夫人的命令去侍候客人小千

户，从此被小千户的的外貌、家世以及甜言蜜语给套住了，与其私定终生。后



23 
 

来小千户移情别恋，对燕燕不理不睬。一开始燕燕面对小千户的冷若冰霜，她

担心小千户“莫不是郊外去逢着邪崇？”、又试图“慢松松胸带儿频挪系，裙腰儿

空闲里偷提”让小千户一饱肉欲从而开心（王季思：1999：414）。燕燕与小千

户的冲突在这一情节里爆发，燕燕为小千户更衣时，看见莺莺送给小千户的手

巾，揭发小千户的出轨。接着，在小千户迎娶莺莺的喜堂上，燕燕把小千户欺

骗她的经过全部揭露出来，并且痛骂小千户。最后，老夫人开口让燕燕“许第

二个夫人做”（王季思：1999：423）。从上述事迹来看，燕燕的个性刚烈、果

断，才能成功争取自己的权益。在推动剧情发展方面，燕燕的个性和行为都起

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加强戏曲的表现手法 

由于元杂剧是舞台表演，因此在叙事手法上有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王国维

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到：“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言语、唱歌三者而成”，说明

曲、宾白、科介之间的关系（王国维，2011：110）。元杂剧中除了曲词之外，

宾白和科介也是剧本中的一部分。因此若戏曲中只有曲词，元杂剧的表现方式

会显得单调和无法引起台下观众的共鸣。故此，宾白和科介可以加强戏曲的表

现手法，让舞台表演更灵活生动。 

在《西厢记》中，红娘的宾白发挥了作用，不仅增强了剧情的合理性，同

时也让剧场氛围活跃起来。李渔在《闲情偶记·词曲部·宾白第四》中有提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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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最得意之曲文，即当有最得意之宾白。但使笔酣墨饱，其事自能相

生。常有因得一句好白而引起无限曲情，又有因填一首好词而生出无穷话柄

者；是文与文互相触发”（李渔，1978：39）。 

文中说明曲白是互相引发、互相牵引的。在第三本第二折中，红娘探望张生

后，张生托她交信给莺莺，莺莺读信后大骂红娘：“红娘，这东西那里来的？我

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我...... 我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

来！”（王季思，1999：268）。红娘不识字，信以为真把莺莺的回信交给张

生，并安慰之。张生先是失望，读信后转为大喜，红娘才意识到自己被莺莺骗

了：“你看我小姐，原来在我这行使乖道儿！”（王季思，1999：271）。这里，

作者把红娘不识字这个事实作为剧中的笑点，让传信的红娘形象更加活泼生

动。 

此外，在剧中加入民间生活元素，不仅丰富了戏曲的表现手法，而且还能

引起观众的共鸣，活跃剧场的氛围。在元代，有一种在乡村和城镇之间游走出

售日用百货, 身背货郎箱或肩挑货郎担，手摇蛇皮货郎鼓，走街串户吆喝叫卖

的流动小商贩，称之为“货郎”。在《货郎旦》中，张三姑机缘巧合认识货郎

张撇古，并从之当其义女，继承其货郎技艺谋生。货郎唱货郎儿，主要目的是

吸引群众购买其商品，然而在《货郎旦》的<九转货郎儿>中，作者利用了唱货

郎儿的特质，丰富了戏曲表现手法。在【转调货郎儿】中，唱词中连用五个

“也不唱”，五个排比句开场，强调说明她所演唱的不是民间流传的传统曲

目，而是当时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引起观众对剧情的好奇心（王季思，

1999：617）。此曲虽短，但是却成功引起观众的共鸣，同时也吸引了剧中角色

春郎聆听张三姑接下来的故事。由此可见，在剧中植入唱货郎儿这一生活元

素，不但起到了暖场的作用，而且还使得剧情更为合理。【五转】描写了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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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张玉娥和魏邦彦暗夜放火烧了起来。张三姑的唱词中引用了“太上老君”、

“张良”、“介之推”、“田单”、“曹操” 五个历史上著名的火攻典故（王

季思，1999：619）。作者通过利用这些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烘托出李宅被大火

烧毁的情况。这段曲的情节把剧情发展推向高潮，使观众对李彦和一家在李宅

被大火烧毁后的情况感到好奇。【九转】描写了张三姑与李春郎分别时的情

景。此段曲采用了张三姑唱一句，春郎插白一句的方法呈现。这个叙述方式表

现出春郎紧张，怀疑自己就是里边的小孩，并在张三姑唱的当儿插话。<九转货

郎儿>用了十几支曲文叙述一件件不幸事情的发生。所叙述的皆是前三折的剧

情，但文字与表现手法却没出现重复的现象，与前三折截然不同。在这九转

中，每一转有每一转的情节，一步步地将观众引入故事中心，使得剧情充满紧

张的张力。<九转货郎儿>是《货郎旦》全剧的亮眼之处，张三姑扮演的角色更

是功不可没。 

除了宾白，“婢女”角色的语言特色也加强了戏曲的表现手法。在元杂剧

中，为了配合该角色的身份，作者会通过角色的语言来塑造该角色的形象。

“婢女”角色出身底下阶层，因此她们的语言都会比较粗俗、直爽，有时候还

会滑稽逗乐，起了调节剧场气氛的作用。《调风月》中的燕燕是身份低下的婢

女，个性刚烈泼辣，故其语言爽朗、不娇柔做作。在燕燕发现小千户与莺莺的

定情香罗帕后，她在骂小千户薄情， 

“一般供他衣袂穿，一般过与他茶饭吃，到晚送得他被底成双睡。他‘做成

暖帐三更梦’，我‘拨尽寒炉一夜灰’。……呆敲才、呆敲才，休怪天；死

贱人、死贱人，自骂你”（王季思：1999：416）。 

燕燕骂人用语直白、泼辣，她把对小千户的百般侍候，夜夜满足小千户的肉欲

的事全骂出口；接着，燕燕也以“呆敲才”形容自己；“死贱人”骂小千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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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如此的语言特色，除了符合其婢女底下身份之外，也让台下观众更容易融入

剧场的情境中。 

 

第三节 揭示人物角色的形象和心理活动 

戏曲剧本是舞台表演的根据，因此剧本的结构必须依据从表演的角度来安

排。戏曲中人物角色的心理活动在台上往往难以让人察觉。演员在舞台表演

中，需要让观众明白人物关系和情绪（傅谨，2000：54）。因此，人物角色的

形象和心理活动需要通过科介或者是剧中其他人物作为中介表现出来。 

在《西厢记》中，莺莺欺负红娘不识字，隐瞒红娘信中内容，实际上是约

张生见面。红娘理解情况后，说道：“小姐也不对我说，我也不瞧破她”（王季

思，1999：273）。红娘在这里的独白，让观众们知道莺莺害羞，怕说红娘知道

信中内容后会取笑她，故而欺骗红娘。另外，红娘的唱词也透露着张生的心

情。在第三本第三折，莺莺约见张生，在红娘视察环境时，张生误以为红娘是

莺莺，把红娘搂抱起来。红娘骂道：“便做到搂得慌呵，你也索觎咱，多管是饿得

你个穷神眼花”，把张生急于见莺莺的心情一语道出（王季思，1999：275）。 

《货郎旦》中的张三姑在剧中是副旦，除了第一折之外，其他三折皆由她

领唱。因此，她在剧中的唱词常揭示其他人物角色的形象和心理活动。作为在

李彦和家庭恩怨中的“外人”，她完全看清张玉娥歹毒的一面。因此，在逃离

火场的路上，张三姑处处针对张玉娥，以及提防张玉娥对李彦和下毒手。在第

二折中，李彦和欲上船渡河，张三姑想要阻止他，说：“这婆娘眼脑不好，敢是

她约着的汉子哩”（王季思，1999：607）。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张三姑早已

知道张玉娥的心怀不轨。借由张三姑这句话，观众可以猜测张玉娥的诡计。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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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九转货郎儿>的【三转】中，张三姑形容李彦和与张玉娥的形象。她唱

道：“那李秀才不离了花街柳陌，占场儿贪杯好色”、“抛着他浑家不睬”，介绍

李秀才，塑造出李彦和迷恋青楼女子，终日流连在烟酒之地，不顾家的形象

（王季思主编，1999：618）。此外，张三姑的唱词中也形容张玉娥的外貌，

“柳眉”、“星眼”、“杏花腮”，又形容其内心“相逃泛”、“暗差排”，喜

欢挑拨离间又爱暗中伤人，最后以“泼贱的烟花女”概括张玉娥这个人（王季

思，1999：618）。 

在《调风月》这个剧本里，燕燕的心理活动都体现在她的唱词里边。当她

得知小千户欺骗了她时，她的内心非常激动： 

“好轻乞列薄命，热忽剌姻缘，短古取情思。（见灯蛾科，云）哎，蛾儿，

俺两个有比喻（唱）见一个耍蛾也来往向烈焰上飞腾，正撞着银灯，拦头送

了性命。咱两个堪为比并，我为那包髻白身，你为这灯火青莹”（王季

思：1999：417）。 

燕燕通过唱词，用飞蛾扑火的比喻准确地表现了她一切希望都落空的悲愤

心情。此外，燕燕在劝莺莺退婚失败后，她唱道：“说得他美甘甘枕头儿上双

成，闪得我薄设设被窝儿里冷”，燕燕的羡慕和妒忌的心情，通过唱出独自在被

窝里感受的冷展现出来（王季思：1999：420）。通过唱词，燕燕得以把她的心

里感受都揭示在舞台上，让观众更能明白其心情，投入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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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元杂剧中出现各式各样的人物角色，“婢女”角色只是其中一类。本论文

首先梳理了“婢女”的形象角色在文学作品中的流变，发现“婢女”角色形象

在历代文学作品的发展中，是从简略到饱满，从模糊至清晰。此一现象表明了

“婢女”角色形象随着时代不同而有所改变。接着，本论文也对“角色”一词

作出了更详细的界定，区别出“脚色”与“角色”的含义。“婢女”角色在元

杂剧中的出现以及其形象的特出，究其原因是和元代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元

代怀才不遇的文人，通过书写底层人物在剧中完成现实中不可能完成的愿望，

借以慰籍不平之心。 

本论文通过“婢女”角色在剧中的表现，分析出该“婢女”角色的性格和

形象。笔者从中发现“婢女”角色在剧中的性格能让剧情更为合理以及增添色

彩。此外，“婢女”角色存在于元杂剧中也有其作用。本论文通过剧本的分

析，得出三个“婢女”角色在剧中的的功能，即推动剧情发展、加强戏曲的表

现手法以及揭示角色人物的形象和心理活动。在剧情内容上，“婢女”角色的

存在有助于推动剧情发展，可说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戏曲的表现手法上，

“婢女”角色通过宾白、在剧中加入民间生活元素以及“婢女”角色的语言特

色调节剧场的气氛，让舞台的表演更灵活生动。“婢女”角色通过语言、科介

揭示角色人物的形象以及心理活动，能让观众更能投入剧情。 

元杂剧中的“婢女”角色，在元代备受观众欢迎的同时，也为后世的文学

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说清代小说《红楼梦》里的“婢女”角色，个个拥

有鲜明的性格和形象，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对象，其形象的源头可追溯到元代

的“婢女”角色形象。然而，碍于学识浅薄，笔者未能全面性、系统性地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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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元杂剧中“婢女”角色作出探析。是以寄望未来能有学者更全面地研究这

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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