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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甘肃河西走廊在丝绸之路东段所占的地

域最广，路线最长，历史文化积淀最为厚重。坐落

在蜿蜒曲折的祁连山下古称凉州、甘州、肃州、沙

州，今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的“河西四郡”，是古

往今来天然的国际交通孔道，同时亦为珍藏丝绸之

路戏剧文本的风水宝地。诸如来自中原地区的具

有西北边地民族戏曲色彩的《下女夫词》《茶酒论》，

仍然保留着西域胡戏风格的《须大拏太子度男女》

《小小黄宫养赞》《晚唐释迦因缘剧本》佛教戏曲等，

都在向世人昭示这里曾是东西方丝绸之路文学艺

术的荟萃之地。

一、敦煌戏文写本《下女夫词》

《下女夫词》是敦煌地区发现的著名说唱或戏

文写本。作为唐代河西走廊流传的古代婚姻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备受

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有学者对此部叙事性文学作

品与乐府诗《陌上桑》和唐五代诗《秦妇吟》进行对

照，发现相互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是收罗乐府歌辞最完

备的一部文学总集，在其书卷二十七“相和歌辞”中

所收《陌上桑》标识为古辞。《宋书·乐志》作《艳歌罗

敷行》，《玉台》卷一作《日出东南隅篇》。《古今乐录》

曰：“《陌上桑》歌瑟调。”东晋·崔豹《古今注》则曰：

“《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

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

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

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赵王

乃止。”

魏晋有诗作《陌上桑》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

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少年见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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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

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此首脍炙人口的汉魏乐府作

品出神入化地描写罗敷——“采桑女”的美貌，她形

象既美丽，又机智，心地光明如朝日。她怒斥官僚

“使君”为粪土，“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有

心求她，“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
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显现了采桑女蔑视富

贵、洁身自好的高贵品质。

《乐府解题》曰：“古辞言罗敷采桑，为使君所

邀，盛夸其夫为侍中郎以拒之。”此诗后世有众多诗

人应合，如王筠诗：“人传陌上桑，未晓已含光。重

重相荫映，软软自芬芳。秋胡始停马，罗敷未满

筐。春蚕朝已伏，安得久彷徨。”李白亦有诗云：“妾

本秦罗敷，玉颜艳名都。绿条映素手，采桑向城

隅。”可知此人物形象塑造之色彩鲜明，元杂剧《秋

胡戏妻》剧情即由此而生发。

国内首先注意到敦煌此文本并予以披露的学

者是刘复先生，早在其 20世纪 20年代他所辑的

《敦煌掇琐》即收録了《下女夫词》，十多年后，向

达先生发现此作在大英博物馆也有收藏。王重

民所撰《敦煌变文集》中的《下女夫词》即以 P.3350
号为底本，与 S.3877、S.5949、S.5515、P.3893、P.3909
等写本合校而成。①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杨宝玉在《〈敦煌变文集〉

未入校的两个〈下女夫词〉残卷校録》中加録了《敦

煌变文集》未入校的 P.2976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D246两件写本，由此《下女夫词》的写本数量增至八

件。1994年，荣新江在《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

佛教文献残卷目録》指出：S.9501、S.9502、S.13002、
S.11419可缀合为一卷，为《下女夫词》的研究提供

新的材料。②1996年，《晋魏隋唐残墨》出版，李刈考

释出其中第70号为《下女夫词》残片，方广锠先生对

其进行了补充说明。

据杨雪春在《〈俄藏敦煌文献〉中四件〈下女夫

词〉残片的缀合》一文统计：由于《下女夫词》不同写

本之间的内容差异，可将其分为甲、乙、丙三个系

统。甲系统包括P.3350、P.3147b、P.3266V、P.3893、
P.3909、S.3877V、S.5515、S.5949、Дх.2654、北大藏

D246、中国书店藏ZSD.068+《残墨》第70号、傅斯年

图书馆藏188085、Дх.3860、Дх.3135+3138等14件写

本；乙系统为 P.2976 一件写本；丙系统为缀合本

(S.9501+S.9502V+S.11419+S.13002)。《俄藏敦煌文

献》中Дх.11049、Дх.11049V、Дх.③
关于《下女夫词》的文本性质探讨，学术界存在

喜歌、故事赋、对话体散文、戏曲剧本等不同的观

点。李家瑞的《谈嫁娶喜歌》认为《下女夫词》是我

国现今可见到的一篇“最早”的嫁娶喜歌。郑阿财

指出《下女夫词》是敦煌孝道变文之一种，属于孝道

文学的范畴。李宗为将其归为故事赋的一种，并从

文学的角度分析了此赋的故事化。谭达先的《中国

婚嫁仪式歌谣研究》中指出唐代流行的《下女夫词》

是婚礼中的一种拦门诗歌。日本学者金冈照光认

为《下女夫词》是散文体类中的对话体类文学文献，

是与《项托相问书》《燕子赋》《茶酒论》相同的对话

体类散文。任光伟分析了《下女夫词》写卷格式、内

容、对唱等特性，提出它应当为“民间艺人排练演出

的戏曲剧本”的看法。④

从世俗戏剧角度审视，《下女夫词》，描写的是

唐代某一地方自称马上刺史的人，于深更半夜，月

上柳梢时，行至一姑嫂家，经其多方盘问，获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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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方为这位年轻后生展褥铺床，下帘撤帐，共饮美

酒，同宿一夜，天亮依依惜别。戏曲学研究者任光

伟较早关注敦煌藏经洞中出土的世俗表演文本，特

别是韵白相间、说唱兼并的变文。他在《敦煌石室

古剧钩沉》一文中提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变文

中那一部分对话体的抄本，如《孔子项托相问书》

《晏子赋》《苏武李陵执别词》《燕子赋》《茶酒论》《下

女夫词》《齖龁新妇文》，以及另一种用五言韵语对

话的《燕子赋》等 8篇。这些都是对话体，但形式上

却不尽相同，如前四篇虽然也是两人或数人的对

话，却杂有叙事成分，尚未彻底脱离开俗讲的风格

与特色；后四篇则不同，已经不再杂有叙事成分，完

全变成了代言体，不只脱离了俗讲的形式与特点，

也超出了古代小说中“合生”的基本形式。”文中认

为后四篇是戏曲演出底本，即《燕子赋》《茶酒论》

《下女夫词》《齖龁新妇文》，特别是“《下女夫词》既

有特定故事情节，并由固定的角色扮演特定的人

物，全卷均用代言体，在固定的时空中演出，有固定

场地、有固定道具，在表演上已能充分的运用唱、

做、念、舞等手段，应该说这已经是完整的戏曲演出

形式，其脚本自然应该称为戏曲剧本。”⑤

敦煌学者张鸿勋在《新获英藏〈下女夫词〉残卷

校释》中也提到1989年任光伟借助《敦煌石室古剧

钩沉》一文，“分析了《下女夫词》写卷格式、内容、

对唱等特性，提出她为当时‘供民间艺人排练演出

的戏曲剧本’的看法。”并引用了《法拉格文论集·

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中一段重要论据：

“民间结婚礼俗是混杂着歌唱和哭泣，舞蹈和宴

会，悲叹、趣剧以及强暴举动的一出戏剧的各场各

幕；这是由各国人民创作并且演出的一出戏剧。”为

例，提出自己的看法：

《下女夫词》纵如某些论者认定的是唐代剧本；

但其内容及形式，绝非作者凭空想出，它只是依据

当时实际存在的婚礼歌予以再现。这一点，许多专

家学者结合敦煌或其他有关文献记载已一一证实

了。说它是剧本也好，不是剧本也好，都不会影响

它曾是婚礼仪式歌的事实。至于它是否已被艺人

戏剧化，脱离真实婚礼，由艺人模仿扮演这一礼仪

过程，作伎艺演出，供人观赏娱乐，也就是转化成

剧本。……很难想象，这些除《下女夫词》外，仅供

婚礼上实用严肃的文书会与娱人的表演剧本合抄

为一。⑥

在我们看来，像《下女夫词》这样的有人物、有

故事情节的供文化娱乐的说唱或表演的唐代文本

非常值得重视。据戚世隽著《中国古代剧本形态论

稿》中关于唐代戏剧文本的论断：“我们可以明确的

是：(一)唐代有剧本创作。(二)唐人的剧本概念与我

们今天不同，唐人剧本的核心内容是曲辞说白。不

需要后来剧本的其他因素：角色分配、动作。(三)说
唱与戏剧原本并非泾渭分明，讲唱的本子经常用于

戏剧，我们不妨称之为‘借本’。如同唐人的戏剧观

念不同于后人一样，唐人眼中的剧本，亦不过是可

以拿来演出的文字而已。”⑦

二、民间争奇型戏剧《茶酒论》

《敦煌文献》中的《茶酒论》从表面上看是一篇

独具特色的变文，实际上是河西地区遗存的一部民

间争奇型戏剧文本。此作品以民众生活中两大饮

料茶酒为主角，赋予其人性的特征敷演于世。全剧

短短 1200字，以茶酒争高争奇为主要内容，最后由

第三方“水”化解两者争论，指出万物存在皆有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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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不可妄自尊大，最后茶酒和好结束此戏文。

《茶酒论》的作者唐代王敷是一名乡贡进士，文

后留有抄写人阎海真题记，抄写时间在“开宝三年

壬申岁”，该文出自唐代敦煌文书。他的名久已不

传，自敦煌变文及其它唐人手抄古籍被发现后，才

得以重新为人们所认识。《茶酒论》以对话的方式、

拟人手法，广征博引，取譬设喻，以茶酒之口各述已

长，攻击彼短，意在承功，压倒对方。最后，《茶酒

论》是这样结尾的：“两人争夺人我，不知水在旁

边。”于是由水出面劝解，结束了茶与酒双方互不相

让，一争高下的争斗，并指出：“茶不得水，作何形

貌?酒不得水，作甚形容?米曲干吃，损人肠胃，茶

片干吃，只粝破喉咙。”其结果只有相互合作、相辅

相成，才能“酒店发富，茶坊不穷”，更好地发挥社

会效益。

《茶酒论》作为中国“民间争奇型戏剧”形式的

代表作，其《茶酒论》辩诘十分生动，且幽默有趣。

茶与酒的争论针锋相对，难分胜负，剧作十分生动

有趣，使读者清楚地明白了两者的长与短，茶与酒

相比，茶更显出宁静、淡泊、隐幽，酒更显得热烈、豪

放、辛辣，二者体现着人不同的品格性情，体现着人

不同的价值追求。内容同时折射出唐代当时饮茶

和饮酒方面的民风民俗及唐代饮食风俗中的儒释

道合一文化观。总而观之《茶酒论》这篇敦煌遗

书，无论从文献学、民俗学还是戏剧文化学角度研

究，都很具研究价值，是一篇极具研究价值的戏文

作品。

依上所述，《茶酒论》本身采用“赋”体，行文朗

朗上口，其富含的寓意也发人深思。《茶酒论》这类

民间争奇型寓言故事或戏剧并不是突然出现的，研

究证明《茶酒论》只是中国民间争奇型故事中最具

代表性的作品，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类戏剧故事就已

经出现。在两汉时期虽然未发现有本土创作的争

奇型故事，但是由于古印度佛教的传入，在翻译佛

经过程中，印度佛经中争奇型的佛经戏剧故事却激

发了国内这类文学作品的创作。

到唐代，争奇型故事应该说进入了成熟期，相

继出现了《茶酒论》及其它众多争奇型故事，其后

宋、元、明、清，争奇类故事的作品更加层出不穷。

但是由于这些故事都是在不同时期的丝绸之路文

化背景下进行文艺创作的，既有相同更有差异。

对此奇文异戏，王小盾教授在《敦煌论议考》中

甄别认为，此文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戏剧或戏曲：

“这是唐代论议文本，除《茶酒论》外，《晏子赋》《孔

子项托相问书》、五言体《燕子赋》皆如此，论议伎艺

的前身本是三教的宣教活动。”⑧

赵逵夫撰文《唐代的一个俳优戏脚本——敦煌

石窟发现〈茶酒论〉考述》，对此文本进行研究则认

为：“《茶酒论》完全是为了戏剧的形式，它不但具有

剧本的最本质的特征(从头到尾用代言体)，而且在

格式上，用语上同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有着共同

点，同时又比这些现存的最早的剧本显得更为古

朴和原始。”⑨

陈影对敦煌戏剧文献《茶酒论》进行国内外相

似争奇斗胜类故事作品的比较研究后认为：“中国

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长流

中，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交往表现在方方面面，

文学也不例外。藏族文学作品有《茶酒仙女》，布依

族中也有类似的《茶和酒》，这三篇作品虽然创作时

间不同，但是无论从内容、主题来看都极为相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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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比研究，汉文茶酒与少数民族作品明显存在着

很多不同之处。对《茶酒论》与日本、古印度、希腊

争奇型故事的对比。争奇型故事并不仅仅存在于

我国文献中，早在西汉古印度佛经故事的翻译过程

中就有很多争奇型的故事蕴藏其中。日本也有《酒

茶论》《三教指归》作品，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同

样有“胃和脚”等争奇型的故事。”⑩

三、《须大拏太子度男女》与《小小黄宫养赞》

敦煌文本《须大拏太子度男女》来自佛本生故

事，是我国佛教石窟、寺庙壁画上经常反映的经变

文，在敦煌遗书中的变文与河西宝卷中亦有记载。

《小小黄宫养赞》是《须大拏太子度男女》中一段有

人物、有故事情节的戏剧性很强的叙事讲唱词，受

到国内外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据敦煌文献辑录者记载，S.1497、S.6923《须大

拏太子度男女》这两个文本均为片段残卷，其中须

大拏是佛教本生故事中的著名人物，以乐善好施著

称。据《须大拏经》的记载，他本为叶波国王太子，

因将镇国御敌的宝象施舍给了敌国而被父王流放，

在流放途中，他又将一双儿女施舍给了婆罗门。残

卷正是描述须太拏施舍儿女的故事。任半塘先生

在《敦煌歌辞总编》中曾对此文本予以校录，拟题为

《须大拏太子度男女》，并指该曲辞作“代言、问答、

对唱，戏剧性甚强，为目前所见敦煌歌辞中最接近

戏曲者”，又说该辞“惟体属分人对唱，又全演故事，

乃戏文，非偈赞”。

戚世隽在《对敦煌写卷中“剧本”资料的检讨》

识别此佛教剧作：“此写卷若仅从上述文字来看，似

甚合乎‘代言、问答、对唱’的体例，但两者均为片段

残卷，而该剧S.6923号写卷结尾还有一段唱词，原

卷虽模糊不清，尚能辨出‘我今略赞佛功德’，‘皆

愿速证菩提果’诸句，这就与其他写卷一样，显为

讲述人口吻。”

关于须大拏太子舍身求佛布施行善的故事，在

天竺与西域广为传播，如唐高僧义净在《南海寄归

内法传》中云：“东印度月宫大士作毗轮安呾啰太子

歌辞，人皆舞咏，遍五天矣。旧云苏达拏太子是

也。”另有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二，圣坚译《太

子须大拏经》，宝唱编《经律异相》卷三十一《行菩

萨道诸国王太子部》与《须大拏好施为人白象诘摈

山上》，以及俄罗斯DX285号卷《须大拏太子好施

因缘》等文本。根据上述文献资料李小荣教授对

此考证：

《须大拏太子度男女》突出的是太子的布施精

神，剧本对经文而言，从内容到文体皆发生了变

易。在文体上，一目了然，剧本全由韵文构成，极可

能与其印度的组祢一样是歌舞剧。剧本出演之前

有一段唱词，谓“魔王外道总降依”，“万岁千秋传

圣教”。据内容是称赞佛祖功德的，此体例与梵

剧序幕中称赞天神或国王相同。另外，该剧

S.6923号写卷结尾还有一段唱词，胶卷虽漫灭不

清，却能辨出“我今略赞佛功德”，“皆愿速证菩提

果”诸句。除此，该剧结尾还有一段合唱词，用以

表示祝愿，此做法亦于梵剧结尾之例同。所以，把

该卷归为剧本是理所当然的。

再有于《须大拏太子度男女》文本中出现的“小

小黄宫养赞”的一段戏剧联章唱词，叙述其儿娇生

惯养，不识贫富，其父须大拏太子反复规劝，“延好

伏士(侍)婆罗门”，反复叠唱，语重清唱，是难能可贵

的宗教劝化剧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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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半塘先生所著《唐戏弄》即最早记载与辨识

《须大拏太子度男女》文本“小小黄宫养赞”的宗教

戏剧功能。认为此文本卓越功绩在于：以大量丰富

翔实的资料与理论证实中国戏曲并非于金元时期

中原地区突然诞生，而在此前就有一个汉、魏晋、唐

五代歌舞戏非常重要的孕育期。并且指出，在此期

间有大量丝绸之路胡夷古族乐舞戏剧有机地融入

了此综合表演艺术之中。

另外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第二章“辨体”中，

还专门论证了如《合生》《大面》《钵头》《弄婆罗门》

《拍弹》《傀儡戏》等与西域胡文化的密切关系。于

第三章“剧录”中亦考证了《西凉伎》《苏莫遮》《兰陵

王》《舍利弗》《神白马》等胡戏的来历。同时还在

“脚色”“伎艺”“设备”“演员”诸章中，钩沉了古代中

外乐舞戏剧作家、演员及其表演场所，在中西文化

交流时所起的作用和发生的变化，给从事研究中外

交流史与丝绸之路戏剧文化关系史的专家学者带

来许多启示与思考。

关于敦煌宗教戏剧与丝绸之路佛戏的关系，我

们可参阅李正宇先生的一段重要论述：“敦煌同上

述地区(指新疆吐鲁番、焉耆、哈密)土境毗连，常有

交往。上述地区的佛教戏剧、敦煌人特别是敦煌

僧侣岂能无见无闻?相反却应当是屡见屡闻。不

过以前由于语言生疏、情调隔膜，加上时机未到所

以想不到加以借鉴罢了。”事实证明，当讲唱形式

逐渐成为老生常谈，不能不另谋出路之时，西域佛

教戏曲便成为敦煌佛教宣传家所瞩目的救命丹

了。上述陆续发掘的敦煌佛教戏剧珍贵文本均可

证实丝绸之路上印度、波斯等地演艺文化交流之

密切关系。

四、佛戏经典《晚唐释迦因缘剧本》

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中出土大量古代经卷与

世俗文学，著名戏曲学家任半塘毕生从事戏曲史、

戏曲理论、唐代音乐文学与中西戏剧交流史学的研

究，所著《唐戏弄》《教坊记笺订》《优语录》《唐声诗》

《敦煌曲初探》《敦煌歌辞集总编》等，其诸书中均有

许多对中国古代特别是唐代丝绸之路乐舞戏剧的

考证与论述，尤以他的理论代表作《唐戏弄》最为厚

重，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后，专门研讨唐至

五代之各民族歌舞戏发展演进过程的里程碑式学

术巨著。

任半塘著《唐戏弄》全书八章六十五节，字数

多达 86万，论及其在丝绸之路戏剧理论建树有文

评述：

除首章“总说”概述戏曲发展历史外，还就辨

体、剧录、伎艺、脚色、演员、设备等方面，详细论述

唐戏已粗具戏曲表演艺术的初期形态，并追索和

考证唐戏的脚本、戏台、音乐、化装、服饰、道具等

特征，从而提出“我国演故事之戏剧，固早始于

汉，而盛于唐”，以及周有“戏礼”，汉迄隋有“戏

象”，唐有“戏弄”，宋以后有“戏曲”的主张，并认

为不能单独割断“宋元之戏剧与唐戏剧间必然之启

承渊源。”

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中识别敦煌变文《太子

成道经》“与讲唱体之代言有别……其接近于剧本

也。”此佛戏文本曾经过香港敦煌学家饶宗颐确认：

“此记表演《太子修道》之歌舞剧。”石路著文认为

“是一部难得的唐代佛剧剧本存件。”刘修业将此佛

剧录入《宋代歌舞剧曲录要》之中。

任半塘先生对敦煌变文、世俗文学、民间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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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子词甚为关注，并从中发现许多与唐、宋传统戏

曲有关联的珍贵文化史料。他在《唐戏弄》一书中

提到：“唐变文与唐戏之关系最为显著者，从现有资

料言，莫过于《维摩诘经变文》唱白分清，且即用

‘白’字为说白部分之标识一点。”在此书中，他还披

露了一则外国学者发现敦煌戏曲性质变文之事：

“日人狩野君山曾从伦敦所藏卷子中，抄得一佚名

变文。有白、有唱，公表于仓石武四郎《写在目连变

文介绍之后》一文内。”任半塘经考证认为此残阙变

文：“其故事为贫家夫妇二人，互诉困苦。”“扮夫者

为僧，文内原作小字偏行日‘佛子上’，应即此意。”

“说白全是代言。”其变文中“‘佛子上’与‘佛子佛

子’七个小字，可能皆为脚色上下场之说明语。”

“比之元剧中‘某某上’或‘某某云了’，形式上可谓

全无差别。足证当时之戏亦必有本。”故此“在和尚

俗讲中，插入贫家夫妇互诉困苦之一幕戏剧，事并

不奇”。

尤为珍奇的是任半塘在此书中将敦煌卷子中

有关戏曲剧本之资料，即S.2440·2卷《太子成道经》

公之于世，香港著名敦煌学家饶宗颐于《敦煌曲》一

文中认为此文是舞队材料，继而他又在《敦煌曲与

乐舞及龟兹乐》一文中进一步确认《太子成道经》为

唐代歌舞剧，他说：“此记表演《太子修道》之歌舞

剧，文中所言吟之人物有大王、夫人、吟生、新妇，可

知‘吟’即唱词。”

在此之前，石路在《释熊踏》一文中视《太子成

道经》为唐代戏剧，“被英国人斯坦因劫往伦敦的敦

煌卷S.2440号，是一部难得的唐代佛剧本存件。按

王国维先生的‘歌、舞、剧、代言体兼备即谓戏曲形

式’的主张，则该卷足可证实：中国戏曲在唐代即已

产生。”并说：“以上载歌载舞的场面之中，出现了取

代言体的戏剧人物的‘吟’(唱)，因此，可断定其为戏

剧形式无疑。”

依此相印证，任半塘的论断是正确的。《太子成

道经》确为可供表演的佛教戏曲，他在《唐戏弄》“伎

艺”章中论述：“此项演太子成道故事之讲经文或押

座文。”“则名虽日‘押座文’，而开端布置，俨然已接

近剧本：由多人登场(队仗)与下场(回銮驾却)，吟词

白语，分别出于各种人之口，其所有代言，便与讲唱

体中之代言有别。”与讲唱体传奇与变文相比较，

“其接近于剧本也，实又进一步”。

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将 S.2440 卷拟名为

“晚唐敦煌本《释迦因缘剧本》”，并刊布了校订整

理文本。依他考证，此卷“是形式短小的独幕三

场剧”，“它搬演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依此

断定“《释迦因缘剧本》是我们现今发现的最古老

的剧本。作为唐代戏剧遗产，是我国戏剧史上的一

件珍宝”

据其文本综合考证，敦煌遗书《太子成道经》确

为一部唐代佛教戏曲稀世珍本，其剧内容包括“求

子”“得子”“相面”“别妻”“游四门”“戏四相”“妻临

险”“度妻子”共八场。另悉知 S.5892号《悉达太子

修道因缘》《悉达太子赞》中亦包括太子夜半逾城，

雪山修道，车匿归报，父王姨母号啡，耶输生子，母

子入火坑等剧情亦与 S.2440·2号《太子成道经》相

仿佛。

在国内也有认为《太子成道经》不是传统戏剧

文体，如曲金良认为经卷中的“吟生”“老相吟”“死

吟”“相吟别”“妇吟别”“临险吟”并非角色分词，而

是指所吟内容。“队仗说白”也非克白标志，而是铺

··6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舞台艺术（戏曲、戏剧） 2020.6
STAGECRAFT (DRAMA AND TRADITIONAL OPERA)

叙队仗的文辞，“青一队，黄一队，熊踏”亦为对仗内

容而非戏剧舞台指示。黄征、张涌泉在《敦煌变文

校注》中将其拟名为《太子成道吟词》，认为：“此篇

乃抄撮《太子成道经变文》或《八相变》中的吟词而

成，是一种节本，旨在供变文演说时配合吟唱，与后

世的独立构思创作的有完整情节的剧本不同。”

对上述驳难，有些学者仍坚持《太子成道经》为

少有的敦煌宗教戏剧文本，如欧阳友徽在《敦煌

S.24407写卷是歌舞戏角本》中言之凿凿：“第一、按

角色分词，第二按角色分段，第三按角色提示”，戏

剧要素皆备，焉能非它物?

喻忠杰在《敦煌所见三种戏剧写本谫论》认为

“敦煌所见S.2440v/2写卷，无论是其拟名，还是其性

质，《释迦因缘剧本》应该是最接近其本来面目的。”

还说：“在《茶酒论》《下女夫词》《释迦因缘剧本》的

实际演出过程中，演员作为表演者，观众作为接受

者，才最终使得这些具有戏剧性的早期戏剧写本成

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剧本。”

对此文本辨析，敦煌学家李小荣教授在《变文

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一书中认为“改卷是作者对

《太子成道经变文》及《八相变》的改编。拟题为《太

子成道吟词》不妥帖，当据内容拟为《太子成道戏

剧》”。并按照其结构、赞颂、歌辞、唱词、吟词五个

方面论证，其观点中允与令人信服：

其一：“从结构与形式言，S.2440(7)与《佛五百弟

子自说本起经》完全相同，皆由一段表白的散文加

上分角色的诗偈(吟词)构成。既然前者是戏剧文

体，那由彼及此，S.2440(7)也不例外。极有可能《太

子成道经戏剧》之编者借鉴了前者的文体形式，根

据《太子成道经变文》和《八相变》的吟词，而加入了

舞蹈成分编成一出新的歌舞剧。”

其二：“‘队仗白说’一段的内容，是对净饭王的

赞颂。这种序幕阶段又朗诵又舞蹈的做法与梵剧

惯例相同。……最后一段的三首吟词，是对释迦

牟尼出家修道的赞颂，这里未标出角色名称，乃

是众演员的合唱，此与梵剧结束时由众演员合唱

的体例也相符。”

其三：“‘大王吟’等十段，就其本质而言，乃是

戏 剧 中 的 歌 辞 。 它 们 搬 演 了 一 个 完 整 的 故

事。……该抄卷是由众多角色参与演出的剧本，与

一般的讲唱变文有所区别。因为后者是叙述讲唱

体，而该卷则为典型的代言体。既然它合故事歌舞

于一体，那属歌舞剧当无争议了。”

其四：“需要指出的是，该剧吟词有的标角色，

如‘大王吟’‘夫人吟’，有的标唱词之内容，如‘吟

生’‘老相吟’‘死吟’，这种体例上的不统一。只能

说明它作为初期剧作的原始性，而不能以后世成熟

的剧本通例来否定其文体性质。此点，在《佛五百

弟子自说本起经》里也有类似的情况。……据此，

这种缺陷也是渊源自有，极可能是当时剧作的一种

体式呢。”

他最后猜疑并强调：“既然于阗都常演有关释

迦成道故事的戏剧，那与之毗邻的敦煌受其影响而

搬演类似的剧作亦在情理中。”

在敦煌佛教文献中与《释迦因缘剧本》相类似

的还有P.3128号抄卷《贫夫妇念弥勒佛》，任半塘先

生首先在《唐戏弄》中辨识P.3128号抄卷《贫夫妇念

弥勒佛》疑其为“在和尚俗讲中，插入贫家夫妇互诉

困苦之一幕戏剧”。对此，曲金良教授经校录后亦

认为是“中国现存最古的小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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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荣认为 P.3128号抄卷《贫夫妇念弥勒佛》

具有显著的宗教戏剧特质。据他考述：“P.3128号

抄卷当是净土五会散场之前上演的一出二人小

戏。其目的是从贫困夫妻的叹苦中深挖根源，归为

宿命之证及因果报应，从而劝谕徒众齐声年佛，便

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该剧就其本质而言，是宗教

宣化众生的通俗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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