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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武汉臣的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不仅是一部描述家庭内部争端的家庭伦理剧$更是一部反映元代社会生活的社

会风俗剧&元代小商人处境的艰难$宗族内部的财产继承制度$元蒙民族统治下的民族信仰$祭祀传统$以及一夫多妻制'赘

婚制等婚姻状况$皆在剧中有所反映&

关键词!,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小商人!继承!祭祀!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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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是武汉臣现存的唯

一一部杂剧&该剧讲述了富商刘从善年轻时走南闯

北$积累下万贯家私$老来却无子嗣继承$侄儿引孙

因父母生前与婆婆李氏有隙$被赶出刘家$侍婢小梅

幸而怀孕$却被觊觎刘家财产的女儿'女婿设计送

走&无奈之下$刘从善将家产交给女婿张郎掌管$自

己散财布施$积善行德&寒食时节$女婿张郎执意先

上张家祖坟$使得刘从善夫妇深有所悟$认识到.女

婿终归是外人/$从张郎手中骗回了.掌管家财的十

三把钥匙/$交给侄儿引孙掌管&女儿引张怜悯父亲

无子$在刘从善寿辰之际$带回了偷偷寄养在东庄姑

姑家的小梅$以及小梅生下的儿子$父子相认$刘从

善喜出望外$将家产侄'女'儿三人均分&元代是中

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的一个特殊时期$汉族与北

方游牧民族杂居共处$相互交流融合$共同形成了元

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而最能反映这种社会文化的就

是根植于元代下层民间社会的土壤之中$具有鲜明

的民间色彩和世俗风貌的元杂剧$正如吕天成在,曲

品-中描述的那样$戏曲.描画世情/$.凑拍常语/$

.有意近俗/

*

#

+

&,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在文学史上的

重要意义就在于描摹了元代真实的社会百态$通过

对其分析$我们可以对元蒙民族统治下的社会文化

有更好的认识&

一"小商人的处境

在元代$统治者对经商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

减轻商税'给予贷款$供给衣食$保护商旅安全$提高

商人的经济'政治地位等&因而民间弃儒经商的人

较多$并且许多人依靠经商而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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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然而$即便如此$谋取暴利的大多是享有特权的

贵族'官僚$以及蒙古'色目等上层阶级$一般小商人

只能游走于商业边缘$靠自己辛勤操劳谋得些许利

润$并且经商的过程十分艰难$甚至有时担着生命风

险&剧中$刘从善曾描述到小商人经商的艰难%

"正末唱#哎!钱也!我为你呵!那搭儿里不到!几

曾惮半点勤劳(遮莫他虎啸风肳律律的高山直走上

三千遍!那龙喷浪翻滚滚的长江也经过有二百遭!我

提起来魄散魂消(

)

!

*

!!""

刘从善幼年经商$走南闯北$泛海渡江$积累下

十多万贯家私$是民间百姓经商成功的典型$然而$

对传统.士'农'工'商/身份地位的追从却是他一直

以来的心结$即使是在元代$科举时兴时废$儒生地

位低下$他仍难以正视自己的经商身份$反而时常困

惑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失落以及由此带来的自身价值

感的迷茫&

当侄儿引孙想要借点本钱做买卖时$他立即给

予劝止$教导侄儿经商不如读书好$并恳切地发表了

一段经商与读书的见解%

"正末唱#我道那读书的志气豪!为商的度量小!

则这是各人的所好(你便苦志争似那勤学!为商的

小钱番做大钱!读书的把白衣换做紫袍(则这的将

来量较!可不做官的比那做客的妆幺(有一日功名

成就人争羡!"云#头上打一轮皂盖!马前列两行朱

衣("唱#抵多少买卖归来汗未消!便见的个

低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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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从善认为商业是社会的最底层行业$走仕途$

功成名就'改耀门庭才是正道&在他心里$一直有一

种经商的自卑感$认为自己所得不正$是折损子孙的

行业$甚至将自己老来无子与往年经商不正联系

起来%

"正末领丑兴儿上!云#++我想人生在世!凡事

不可过分!到这年纪上身多有还报(则我那幼年间

做经商买卖!早起晚眠!吃辛受苦!也不知瞒心昧己!

使心用幸!做下许多冤业!到底来是如何也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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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蒙民族统治者从马上得天下$虽然在地理上

占有了整个中国$但是其落后的草原文化显然难以

适应中原文明的发展步伐&一方面$元朝统治者将

军政大权高度集中于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统治者

手中$广大的汉人'南人根本无法通过正当途径进入

社会上层$且自隋朝就开始的科举取仕在元朝几乎

不存在$仅有的几次也无非是粉饰太平的装点$根本

没有实际的意义&如此$则众多的儒士沉溺于社会

底层$无所事事&另一方面$野蛮'落后的草原文化

使得蒙古的王公'贵族'大臣在得到政权之后$不知

道发政施仁'巩固统治$反而沉溺于中原地区的歌舞

声色'酒足饭饱中$难以自拔&他们把从全国各地掠

夺来的财产'工匠$伶人集中在大都'杭州等地$造成

这些城市的人口迅速增加$商业膨胀$都市经济畸形

繁荣$许多入仕无门的知识分子从而转投商业&

然而$即便统治者对儒家文化如此轻视$也并没

有因此消解根植于中国文人心中几千年的崇儒倾

向$反而给他们带来的是更多的迷茫与困惑&就如

同弃儒经商后的刘从善一样$一方面$他通过经商积

累下巨额财富$改变了家庭条件$成了远近闻名的大

财主$另一方面$他又看不起商业$认为不如读书好$

并痛恨自己往年经商折乏的老来无子$这种徘徊于

出仕与经商之间的矛盾心理正是元代社会底层文人

们的普遍心态&

二"宗族制度

,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同时也是一部反映宗族制

度的教科书&剧中的主要矛盾就是刘从善亲生的女

儿'异姓的女婿'同族的侄儿'庶出的儿子在继承财

产方面的先后顺序$而这种财产继承的顺序正反映

了宗族内部亲疏关系的远近&

刘从善家庭矛盾最大的根源就是其老来无子$

财产无人继承&对于无子嗣继承财产的情况$汉族

传统和蒙古族的宗族制度是一致的&汉族规定$若

财产无子嗣继承$要全部上交宗族&蒙古族规定$在

无任何人继承财产的情况下$除少部分留给未亡人

外$大部分则捐给寺庙或所在的旗仓&刘从善对此

显然心有不甘$欲.散家财/$向天求子&剧中$刘从

善有两次大的义举$一是焚烧债券$二是开元寺散

财&前者则是消.六十载无儿冤业/的酝酿$后者则

是.要问天公赎买一个儿/的真心忏悔&关于施散家

财$汉族传统宗族制度中早有此传统$,仪礼5丧服-

中说道%.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

宗&/

*

&

+这是一种维护宗族内部团结的方式$同蒙古

族的财产若无继承人$则捐赠给寺庙或所在旗仓的

内涵是一致的$都暗含着保护宗族内部财产不外流

的因素&此外$汉族的宗族内部还设立有.义田/.义

庄/.义宅/.义仓/.义冢/等公共设施的传统$由专门

人员管理$群众监督$在每年青黄不接的三月'秋凉

已至的九月和十月秋收之后$为同宗族的人提供救

助$并且捐施的对象一般是宗族'亲族'九族$

*

G

+从刘

从善在开元寺散家财$同宗族的刘九儿来乞讨$可见

在元代社会下$源于汉族的宗族制度仍有很强的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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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要求同宗族的人要相互救助&

但同时$汉族和蒙古族的宗族继承制度又规定$

若没有子嗣继承财产$也可以从同宗族中过继$但过

继的子女严格讲究血源的纯洁性$亲同族$薄异族&

并且在这方面$蒙古族的制度更能为严格$甚至严格

禁止蒙古贵族过继异族子女&这也是剧中刘从善一

直倾向于侄儿引孙的缘故$引孙与刘从善是同宗族

内部的伯侄关系$且引孙父母双亡$对于无子的刘从

善来说是继承财产的最合适人选&然而$刘从善还

有一女儿引张$且女婿张郎入赘刘家已十年$早就期

盼着继承刘从善的财产&在元代社会$女婿张郎继

承刘从善的财产是有其合理性的$不仅我国汉族传

统宗法制中规定入赘女婿可以继承女方家的财产$

就是在蒙古族继承制度中也有此规定&蒙古族的财

产继承制度规定$在无子嗣又无抱养继子的情况下$

其财产的继承顺序是%胞兄弟$亲生女儿'叔伯兄弟'

养老女婿'最后是远亲族外甥&张郎是刘家的养老

女婿$这是得到刘从善认可的$因而$无论是按照汉

族制度$还是蒙古族制度$张郎都有理由继承刘家财

产$从张郎很早就掌管刘家家私来看$刘从善夫妇最

早也是有此打算的&如此$则女婿张郎与侄儿引孙

势均力敌$但是张郎显然高兴过早$在寒食上坟时$

忘了自己的入赘身份$先上张家祖坟$导致刘从善夫

妇改变心意$将家产重新交给侄儿引孙掌管&刘从

善夫妇能够随意地挑选继承人$正是元代这种多民

族并存的情况下$宗法制度较为灵活的缘故&

在剧末$女儿引张为了挽回父亲心意$带回了小

梅姨姨$以及小梅产下的儿子$刘从善巧妙地将家产

三分$侄'女'儿各得一份$可谓是一个创举&一方

面$按照汉族的传统$女儿不享有财产继承权$刘从

善已经有了亲生的儿子$照理说有了合法的继承人$

不应再分给女儿财产$而在蒙古族的继承制度中$女

儿同样是享有继承权的$未婚子女可以带财产出嫁$

已婚子女也可以分得一点&而刘从善在此就是沿用

了蒙古族的传统$也分得女儿一份$这显示了在元蒙

民族统治时期$汉族民间百姓的生活还是受到蒙古

族风俗影响的&另一方面$小梅之子是庶出$在蒙古

族的继承制度中$庶出之子$无论男女$都没有财产

继承权$但在汉族的宗族制度中$财产先由嫡长子继

承$若无嫡子$则由庶子继承$刘从善给庶出之子也

分得一份财产$可见其又延续了汉族的财产分配

制度&

如此$则不能单方面地说元蒙民族对汉民族的

统治是蒙古族文化吸收汉民族文化的过程$也应该

看到$这种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既有汉民族吸收蒙

古族的成份$也有蒙古族吸收汉族文化的成份&

三"民族信仰

元蒙民族入主中原后$并没有实行严格的宗教

信仰政策$而是多种信仰制度并存&传统各民族的

对天崇拜$以及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广泛传

播并相互影响$形成了元朝历史上一个思想大融合

时期&

在剧中$最明显的就是刘从善通过舍散家财$终

得.天赐一子/&这种.天赐子/的信仰$不仅来源于

汉族人民对天的崇拜$也来源于蒙古族对天的崇拜&

在汉民族信仰中$天是最高的神$掌管一切$且天和

人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人亦能感动上天&

祭天是华夏族最隆重的仪式$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

受宠的人称为天之骄子$婚丧嫁娶要先拜天地$逢年

过节要祭天拜祖等等&而在蒙古族中$同样视天为

一切万物的主宰&蒙古族尊称天为.腾格里/$祭天

是蒙古族的传统$在元朝在中原立国以后同样如此$

,元史5郊祀志-里就记载有元代帝后祭天的情景%

.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

后亲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玄远$报本反始$出于自

然$而非强为之也&宪宗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八日$始

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其十二日$又用孔氏子孙元

措言$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乐作牌位$以太祖'睿宗

配享&岁甲寅$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之西$丁巳秋$驻

跸于军脑儿$皆祭天于其地&世祖中统二年$亲征北

方&夏四月己亥$躬祀天于旧桓州之西北$洒马監以

为礼$皇族之外无得而与$皆如其初&/

*

B

+

#ED#

元蒙民族早期信仰萨满教$,元史5祭祀一-记

载的%.北陲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为能亲见

所祭者$而知其喜怒&/

*

B

+

#ED"说的即是萨满教&萨满

教崇拜各种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崇拜.长生天/&

在早期$萨满教在蒙古社会是具有绝对的影响力$皇

室祭祖'祭太庙'皇帝驾幸上都时$都由萨满教主持

祭祀&但随着元蒙民族入主中原$统治者对宗教兼

收并蓄$由,马可波罗游记-里记载的元大都里有.基

督徒/'.寺庙/'.回回/'.巫师/等$即可知元代的宗

教信仰制度是多么得复杂&随之而来的是萨满教的

势利渐渐弱化$而在汉族地区流行已久的佛教'道教

则渐渐渗入到元蒙民族社会文化中&

剧中$刘从善对自己老来无子一直耿耿于怀$认

为是自己往常不尊重僧道所致$因此要舍散家财$悔

罪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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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往常我瞒心昧己!信口胡开!把神佛毁

谤!将僧道抢白!因此上折乏的儿孙缺少!现如今我

筋力全衰(人说着便去!人唤着忙来!看经要灭罪!

舍钞要消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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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从善对积善行德'因果报应的佛家思想深信

不已$就连散家财也是在佛教寺院中$正反映了即使

是在蒙古少数民族统治之下$佛教思想仍然在元代

社会民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四"祭祀传统

蒙古族传统的祭祀方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元史5祭祀六-记载有蒙古贵族旧时的丧葬情况%

.凡帝后有疾危殆$度不可愈$亦移居外毡帐房&有

不讳$则就殡殓其中&葬后$每日用羊二次烧饭以为

祭$至四十九日而后已66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

之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

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

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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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蒙古入主中原$这种传统的祭祀方式已渐渐

被抛弃$武汉臣在,老生儿-中$描述了元代统治中原

时期$刘从善一家寒食上坟的状况&剧中写道.时遇

清明节令$寒食一百五$家家上坟祭祖&/关于清明'

寒食上坟的传统$汉族传统的经书,礼记5祭义第二

十四-$记载道%.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怆之心$

非其寒之谓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

心$如将见之&/

*

$

+

#&#"汉族祭祀有时间规定$不能太

繁$也不能太疏$清明'寒食时节$季节变化引起人内

心感时念亲之情$是最佳祭祀时间&祭祀仪式也极

为讲究$婆婆李氏就曾描述道祭祀的景象$.搭下棚$

宰下羊$漏下粉$蒸下馒头$春盛担子$红干腊肉$?

下酒$六神亲眷都在那里$则等俺老两口儿烧罢纸要

破盘哩&/祭祀时$要搭好祭棚$宰羊'漏粉$蒸好馒

头$准备好春盛担子'摆好红干腊肉$烫好酒$家族成

员要聚集一起$烧完纸钱后$大家还要.破盘/$即分

享祭品&即使在贫穷人家$祭祀时也要.烈些纸钱$

添些土儿/$就像引孙上坟时$.往纸马铺门首唱了个

肥濡喏$讨了这些纸钱$酒店门首又讨了这半瓶儿

酒$食店里又讨了一个馒头&/害怕公公婆婆和父亲

母亲为一个馒头分不均$又将一个馒头分作两半$可

谓滑稽&

汉民族在祭祀时$奉行.死者为大/的原则$在与

婆婆拜祭祖坟时$刘从善就劝导婆婆要拜祭辈份低

的引孙爹娘$.他活时节是咱的小$他今死了$也道的

个生时了了$死后为神&/,礼记5祭义-.第二十四/

中写道.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

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蒿?怆$此

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

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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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记-认为人死为鬼$其气为神$鬼神合一$以此来表达

对死者的敬畏之情&元蒙民族同样也对逝者充满敬

畏$尊其为神$萨满教的教义中就包含着对先祖的崇

拜&同样$,元史5祭祀一-里记载的%.天子亲祀者

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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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同汉民族的信仰也

是一致的&

元蒙民族发源于草原$因地势皆平坦$故对墓地

的选择则没有严格的要求$正如前文材料中所引述

的那样$棺柩至所葬陵地$按照开穴所起之土成块$

依次排列$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

他所&而这种传统在元蒙统治时期$根本不可能实

行下去&传统汉民族文化认为%同族的人$血脉相

连'骨肉相通$生时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剧中

刘从善的太公'太婆'父亲'母亲'弟弟'弟媳都葬在

一处$并且$墓地的选择也要讲风水'顺阴阳$刘从善

因为自己无子$便选了一块下洼水蔞的绝地$着实可

笑$他解释道.则俺这一双老枯桩$我为无那儿孙不

气长&百年身死深埋葬$坟穴道尽按着阴阳&咱两

个死时节便葬在兀那绝地上&/可看出$在元蒙民族

统治下$汉族人民仍沿袭了其固有的丧葬传统&

五"婚姻习俗

,老生儿-中涉及的婚姻关系主要有两个$一是

刘从善的正妻李氏和妾小梅$一是独生女引张与赘

婿张郎&关于婚姻的描述$,礼记5昏义第四十四-

中有表述%.昏阴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

下以继后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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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刘从善有一妻一妾$是典型的

富户家庭$他与正妻感情甚笃$但只生的一个女儿引

张$侍妾小梅怀有身孕$母凭子贵$被纳为妾&这种

妻妾并存的家庭在古代社会甚为普遍$元代统治者

虽多次加以干预$禁止一夫多妻$但收效甚微&小梅

本身地位低下$只是一个贴身服侍主人的侍婢$但是

因为怀有刘家子嗣$承担着刘家宗庙后继的重任$而

成为刘家内部纷争的关键人物$但是$小梅在刘家其

实就是家产争夺的一颗棋子$该出现时就出现$不该

出现时就消失$张郎因为小梅怀有身孕$想早早.所

算了/她$便联合妻子伪称小梅配绒线去$怀空走了$

轻而易举就将小梅送走了$这样就扫除了女婿继承

刘家财产的障碍$当侄儿引孙夺得刘家财产继承权

时$女儿引张又将小梅送回$这样小梅所生儿子则是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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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刘方园%从元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看元代社会

合理的继承人$轻易就将引孙的继承人资格排挤掉

了$小梅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中$甚至是外姓

的女婿也可以决定她的去留$她在刘家是没有人身

自由的$即使女婿张郎不算计她$还有婆婆李氏$刘

从善早已向婆婆李氏交代过$只要小梅生下儿子$要

典要卖$到时候全凭婆婆处置$小梅在刘家的价值就

是肚里的孩子$这也是古代妻妾并存家庭中妾的依

靠$因为生下孩子$而在夫家有一席之地$假若无子$

地位连奴仆都不如&

元代赘婿婚盛行$并且赘婿形式多样$这在,老

生儿-中可以明显看到&张郎入赘刘从善家已经十

年$常住刘家$甚至连怀孕的小梅姨姨和同宗的侄儿

都被他赶出刘家$并且还一度执掌刘家的家私$其精

明'狠毒可见一斑$他早已算好了刘从善寸男尺女皆

无$入赘刘家图的就是刘从善的家产$并将己姓改作

刘姓$自称.刘张员外/$因此$张郎所代表的是元代

抱财女婿与养老女婿两种类型$此外$元代还有出舍

女婿'归宗女婿等类型$出舍女婿即男女双方约定年

限已满或其他原因$婿带妻室$另立家户$与妻家析

居营生者$归宗女婿即期限满后或妻亡后回父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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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皆反映了元代婚姻习俗的多样化&元代将赘婿称

作.补代/$即养老送终$补其世代的意思$剧中刘从

善说道%.我在这城中住六十年$做富汉三十载&无

倒断则是营生的计策$今日个眼睁睁都与了补代$那

里也是我的运拙时乖&/刘从善不甘心将家产交给女

婿$并对其常怀戒心$可见$元代赘婿的地位并不高$

大多受人轻视&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道%.凡一代有一代

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

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

也&/元杂剧作为元曲的一种$其留给我们的不仅是

文学艺术上的饕餮盛宴$更是反映元代社会生活的

高感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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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秋天的萧瑟$象征词人内心的寒意&雁

南归喻示自然界的生命正依循自然规律在返回家

园$而人却受困于现实不能回家&过片直抒胸臆$表

达对归隐生活的向往$但现实却让人十分无奈$是

.荒却溪南旧钓矶/&

这类言志写心的作品在创作心态上其实与言志

之诗没有什么不同$它反映出词渐与诗合$进一步在

文人士大夫手中雅化的趋向$它与北宋以来词的发

展进程是一致的&正如龚鹏程先生所说%.词从北宋

中期开始的诗化历程$虽因本色论之提出$欲独立为

另一家$但实际上是更彻底的诗化$完全转化为表达

文士心志之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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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拙轩词既有俗词$也有雅词$呈现雅俗兼

综的状态$但毕竟雅词占据多数&金代词学是对北

宋词学的继承$虽然承中有变$但大体沿着北宋以来

所开辟的方向继续发展$至少在由俗入雅的方向上

如此$拙轩词正体现了这方面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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