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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水浒戏散出综论 
尹丽丽   

（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8） 

 
内容摘要：明戏曲散出选本根据舞台演出或清唱的需要，对当时舞台上流行的水浒戏进行了

摘选剧目场次，改编增删曲辞和科白的工作。选本中的散出展现了当时舞台表演的优秀剧目

和出目，反映了社会贵新尚奇的欣赏心理，表现了各行角色本工戏的逐渐成型，体现了水浒

戏广泛的传播流域。 

 

在《水浒传》成书之前梁山好汉的故事就在舞台上被搬演。“在旧戏中，水浒戏

的分量是很重的。那来源之古就不必说了，在元杂剧中，就有二十几种水浒戏的存

在。……现在的京戏《丁甲山》，就是元杂剧康进之所作的《梁山泊黑旋风负荆》的

蜕变。这个元剧的本子，现在还存在，是可以覆按的。一直到明初，‘水浒’剧本还

是继续不断地创作出来。”
[1]明代水浒故事广泛传播，水浒戏数量也逐渐增多。傅惜

华《明代杂剧全目》收录了八种水浒戏，《明代传奇全目》中收录十一种水浒戏。王

晓家则梳理了更多的水浒戏，“目前，就我所见到的‘水浒戏’篇目，约有二百九十

种之多。其中：宋、元戏文九种(残存一出)；元杂剧三十四种（现存十种，包括元、

明间的四种）；明、清杂剧十一种（明代八种，现存三种，清代三种，现存两种）；明、

清传奇三十二种（明代十九种，存九种，包括残篇二种，清代十三种，包括《忠义璇

图》，现存八种，其中佚文两种）；清代中期花部四十三种；京剧一百二十八种；话剧

七种；电影二十六种；电视连续剧一种。”[2]明代水浒戏演出有全本和散出两种,它们

以生动形象的方式扩了水浒故事的传播内容和范围，为清代水浒连台本戏和折子戏的

成熟奠定了基础。 

一 

明代是戏曲散出选本大发展和繁荣的时期。选本往往将戏曲的精华展现给读者，

所谓“语语琼琚，字字瑶琨，譬则天庭宝树，一枝一干，皆奇珍异宝之菁华也。”水

浒故事是散出选本选录较多的故事之一，其选录如下： 

1．《雍熙乐府》 

黑旋风仗义疏财·[仙吕·点绛唇]、[中吕·粉蝶儿]、[正宫·端正好]、[双调·五

供养]、[黄钟宫·醉花阴] 

2．《尧天乐》 

宝剑记·计赚林冲 

3．《群音类选》 

宝剑记·神堂相会、公孙弃职、逃难遇义 

水浒记·浔阳会饮 

4．《玉树英》 

水浒记·义激李逵 

5．《歌林拾翠》 

水浒记·三郎借茶、婆惜心许、渔色订期、情投野合、活捉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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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侠记·武松打虎、金莲诱叔、挑廉遇庆、王婆巧媾 

6．《乐府红珊》 

宝剑记·林冲看剑励志、张贞娘对景思夫 

7．《八能奏锦》 

木梳记·宋江智激李逵 

水浒记·夫妻拆散 

8．《曲选》 

水浒记·露盟、茶款（二曲）；活捉三郎 

9．《万锦清音》 

水浒记·活捉张三 

10．《乐府争奇》 

宝剑记·[新水令]夜奔 

11．《万曲合选》 

木梳记·夫妻祭灶 

12．《千家锦》 

宝剑记·夜奔梁山 

13．《吴歈萃雅》 

宝剑记·山行、目叙 

14．《月露音》 

宝剑记·[新水令]夜奔 

15．《万象新》 

木梳记·李逵论功夸嘴、蔡疙瘩嫖花院 

16．《乐府歌舞台》 

义侠记·诱叔（原缺） 

17．《万家合锦》 

宝剑记·夜奔梁山 

18．《乐府南音》 

宝剑记·[点绛唇套] 夜奔梁山 

19．《乐府遏云》 

水浒记·冤索 

义侠记·打虎、调叔 

20．《南音三籁》 

宝剑记·山行、自叙 

21．《词林逸响》 

义侠记·制衣 

宝剑记·自叙 

22．《增订姗姗集》 

义侠记·调叔 

宝剑记·夜奔梁山 

23．《怡春锦》 

宝剑记·夜奔 

义侠记·野合 

24．《醉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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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记·渔色、野合、杀惜、情勾 

义侠记·卖饼、诱叔、挑帘、捉奸 

翠屏山·觑绽、愤诉、巧谮、除淫 

25．《万壑清音》 

义侠记·武松打虎 

宝剑记·夜奔梁山 

26．《玄雪谱》 

义侠记·调叔、说风情 

水浒记·茶挑、野合、捉张 

 

二 

散出选本对全本戏进行了删选，精选出较为流行的剧目和场次，它对原本的曲辞

和科白也有增删，但保存了不少佚本戏曲的曲辞。明代有 26部散出选本选录了水浒

戏，除了 1部为杂剧外，其余 5部为南戏和传奇。最早选录水浒戏的是嘉靖四年《雍

熙乐府》，它选录了朱有燉杂剧《黑旋风仗义疏财》中的 5支曲子；其余的选本收录

了南戏和传奇，有李开先的《宝剑记》、许自昌的《水浒记》、沈璟的《义侠记》、沈

自晋的《翠屏山》和无名氏的《木梳记》等。 
选本选录独占鳌头的是李开先《宝剑记》，有 14个选本 19次选录其 9个场次，

选录最多的出目是《夜奔》（10次）；《义侠记》有 9个选本 17次选录其 7个场次，

选录最多的出目是《诱叔》（6次）；《水浒记》有 8个选本 19次选录其 7个场次，选

录最多的出目是《活捉》（6次）。选本中的水浒戏多为戏剧性和表演性强，曲辞优美

的剧目和场次，如朱有燉杂剧《黑旋风仗义疏财》文辞优美，被《远山堂曲品》列为

雅品；李开先《宝剑记》被《曲品》将该剧列为具品，《远山堂曲品》将其列为能品；

沈璟《义侠记》被《曲品》列为上上品，《远山堂曲品》列为雅品；许自昌《水浒记》

被《远山堂曲品》列为能品。 
《宝剑记》的结构和音律被王世贞和祁彪佳等曲评家诟病，但瑕不掩瑜，这并不

妨碍人们对它的喜欢，它依旧频繁地在舞台上被搬演。李开先以南戏体制创作它，只

能说它不合严谨的昆山韵，不是不适合演唱和舞台表演。雪蓑渔者在《宝剑记序》中

评价：“是记则苍老浑成，流丽欤曲，人之异态隐情，描写殆尽。音韵谐和，言辞俊

美。终篇一律，有难于去取者；兼之起引、散说、诗句、填词，无不高妙者，足以寒

奸雄之胆而坚善良之心，才思文学，当作古今绝倡，虽《琵琶记》远避其锋，下此者

勿论也。”[3]后来陈与效修改其结构创作的《灵宝刀》，却被周贻白认为是买椟还珠。

《夜奔》是明代散出选录最多的场次，被逼落草，英雄虎落平阳恐怕是很多志士的情

怀，林冲的表述为： 
    【新水令】按龙泉雪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

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驻马听】良夜迢迢，投宿休将门户敲。遥瞻残月，暗度重关，急步荒郊。

身轻不惮路迢遥，心忙只恐人惊觉。魄散魂消，魄散魂消，红尘误了武陵年少。 
文辞慷慨悲凉，表现出英雄壮志难伸，逼上梁山的复杂心情。明清众多的曲谱将

其作为典范收录，就连批评者王世贞和祁彪佳也认为文词“工”且“美”。现代的昆

曲折子戏《夜奔》是武生应功戏，唱做并重，演员既唱出英雄末路的悲壮，又要有漂

亮的动作表演，所谓“男怕《夜奔》，女怕《思凡》”。当时的舞台表演已不只是清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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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有相当精彩的做功。 
不少选本中的《夜奔》被删改了词牌，唱词更加简洁，这样有利于舞台表演。《怡

春锦·弦索元音御集》选录的《夜奔》与嘉靖全本互校会发现很多不同。选本中《夜

奔》的【点绛唇】为： 
俺林冲只因一时怒杀高俅奸细二人，幸喜得夜黑，无人知觉，密至柴大官人

庄上，蒙他休书一封，教俺投奔梁山。日里不敢前行，夜来山路崎岖，呀！前面

黑洞洞的，想是一所村店，不免借宿一宵，明早再行，多少是好呀。原来是一座

古庙，行来不觉精神劳倦，少睡片时，且喜此庙中无人在此，不免到伽蓝殿神圣

尊前祷告一番，（向神介）林冲乃逃难之人，身负冤仇莫能伸雪。今晚借宿在此，

望神明阴中保佑，指引前途。（作睡介）（净扮伽蓝上，白）生前能护国，死后

作伽蓝；眼观三万里，日赴九千坛。我乃本庙护国伽蓝，今有天雄星避难至此，

不免指引他一番，多少是好。林冲将军抬起头来，听我吩咐。今有徐宁带领官兵，

追至黄河渡口，捉拿你甚紧，你今番不走等待几时。正是大抵乾坤都一照，免教

人在暗中行。（下）（生醒惊介）呀，唬死我也！唬死我也！朦胧之中似梦非梦，

分明梦见本庙护法伽蓝神圣道，有金枪手徐宁带领官兵，追至黄河渡口，捉拿你

甚紧。道你今不走等待几时。（向神谢介）伽蓝神圣，你若保佑俺林冲弟子脱离

此难，无灾无害，直至梁山，倘有寸进之日，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天尚未明，

不免洒开脚步走一回，来也呵！ 

选本删掉了原本林冲在济州途中的环境描写，将原本中公孙胜告诉林冲官府派徐

宁捉拿他，改为伽蓝神告知，增加了林冲向神圣祷告和梦中与伽蓝神对话的情节，多

出了林冲睡、醒、惊和谢等表演动作。这样故事情节发展更加紧凑，增强了演员表演

的舞台效果。 
入选剧目都是戏剧性和表演性很强的场次。《义侠记》是沈璟合律依腔和本色语

言的代表作。《诱叔》出是全剧最精彩的场次，它不仅唱词优美，而且戏剧冲突激烈。

“奸夫、淫妇、强徒、暴吏种种之形态，宛然毕陈。”（吕天成《义侠记序》）这场戏

的词曲通俗晓畅又格律精当，它就是在选本中改动也不大，只在科白上稍有改动，如

选本《歌林拾翠》和《玄雪谱》的《诱叔》出小旦第一支曲子唱完后，都加入潘金莲

自报家门“奴家,武大郎妻潘金莲是也。”这出层层铺垫潘金莲对武松的引诱和挑逗，

武松进门后潘金莲让武松脱了汗透的衣服，欲与他解带，武松以不热为由躲开，潘金

莲抛出听说他背地恋烟花，武松又给予否定，当潘金莲饮半杯酒让武松喝下残酒时，

武松夺酒一泼，斥责潘金莲。《歌林拾翠·义侠记》中的《金莲诱叔》是这样表现武

松和潘金莲矛盾冲突的高潮。 

【扑灯蛾】（生）嗳，怪伊忒丧心，怪伊忒丧心，羞惭总不怕。有眼睁开看，

把武松特地详察也。我是含牙戴发，况先人清白传家，怎生教败伦把伤化。（怒

介）嫂嫂，你快不要想这等勾当。倘有些风吹草动，我眼里认得嫂嫂，拳头却不

认得。我非夸，自从打虎手儿滑。 

【前腔】（小旦羞介）笑伊直恁村，笑伊直恁村，不辨真和假。酒后聊相戏，

怎便将人叱咤也。常言嫂如娘大，好知轻识重贤达，只会把至亲欺压。（万福介）

（生背介）（小旦）叔叔总涂抹，从今两意莫争差。 

    后面是金莲恼羞成怒，武大回家，武松离开，以金莲反诬武松做结。“此记于武

松侠烈之概，潘金莲淫奔之状，宛转写出。”[4]
这出戏通过武松和潘金莲的唱词和科

白，表现了正邪之间的冲突和较量，情节张弛有度，人物亦栩栩如生。 

《翠屏山》也是选本常选的水浒戏之一。“沈自晋将《水浒传》的情节加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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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洒开脚步走一回，来也呵！ 

选本删掉了原本林冲在济州途中的环境描写，将原本中公孙胜告诉林冲官府派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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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台效果。 
入选剧目都是戏剧性和表演性很强的场次。《义侠记》是沈璟合律依腔和本色语

言的代表作。《诱叔》出是全剧最精彩的场次，它不仅唱词优美，而且戏剧冲突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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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本《歌林拾翠》和《玄雪谱》的《诱叔》出小旦第一支曲子唱完后，都加入潘金莲

自报家门“奴家,武大郎妻潘金莲是也。”这出层层铺垫潘金莲对武松的引诱和挑逗，

武松进门后潘金莲让武松脱了汗透的衣服，欲与他解带，武松以不热为由躲开，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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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夺酒一泼，斥责潘金莲。《歌林拾翠·义侠记》中的《金莲诱叔》是这样表现武

松和潘金莲矛盾冲突的高潮。 

【扑灯蛾】（生）嗳，怪伊忒丧心，怪伊忒丧心，羞惭总不怕。有眼睁开看，

把武松特地详察也。我是含牙戴发，况先人清白传家，怎生教败伦把伤化。（怒

介）嫂嫂，你快不要想这等勾当。倘有些风吹草动，我眼里认得嫂嫂，拳头却不

认得。我非夸，自从打虎手儿滑。 

【前腔】（小旦羞介）笑伊直恁村，笑伊直恁村，不辨真和假。酒后聊相戏，

怎便将人叱咤也。常言嫂如娘大，好知轻识重贤达，只会把至亲欺压。（万福介）

（生背介）（小旦）叔叔总涂抹，从今两意莫争差。 

    后面是金莲恼羞成怒，武大回家，武松离开，以金莲反诬武松做结。“此记于武

松侠烈之概，潘金莲淫奔之状，宛转写出。”[4]
这出戏通过武松和潘金莲的唱词和科

白，表现了正邪之间的冲突和较量，情节张弛有度，人物亦栩栩如生。 

《翠屏山》也是选本常选的水浒戏之一。“沈自晋将《水浒传》的情节加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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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裴如海与石秀的冲突细致展开，针线紧密。剧中许多场次写得很有戏，《缀白裘》

中就收有戏叔、送礼、酒楼、返诳、杀山等多出，说明此剧的演出很受欢迎。”
[5]
《醉

怡情·翠屏山》的《觑绽》出不仅戏剧冲突强烈，且曲白安排巧妙得当。先是石秀决

定辞别还乡，交账给潘公，恰逢潘公不在，遇到潘巧云，潘巧云招待石秀饮酒，趁机

用武松杀嫂的事来试探他，石秀借这件事对乱伦表明自己的凛然正气，潘巧云试探不

成，懊恼不已，恰逢裴如海来送礼。这出反复表现潘巧云和石秀在武松杀嫂上的不同

态度，冲突层层铺垫，人物性格活灵活现。 

（生）那武都头干的事么、他干得正气！（旦）据奴看起来，那武松是个呆

子。（生）为何是个呆子？（旦）【前腔】倾城一顾，高唐应赋。（生）大丈夫戴

发含牙，敢使陈平名污。（旦）何必恁般，何必恁般，不从也，只是可惜那嫂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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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下） 

沈自晋的《翠屏山》现存孤本，被《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收录。《醉怡情》选录

了《觑绽》、《愤诉》、《巧谮》和《除淫》4出，其中《觑绽》和《除淫》两出最为精

彩。《觑绽》出在选本《醉怡情》中有 6只曲子【小蓬莱】—【前腔】—【桂枝香】

—【前腔】—【皂罗袍】—【前腔】，人物念白尤为精彩。“此剧曲辞亦用本色，得曲

白调和之妙，有读元曲之概，其散出至今尚往往上演，其流行不减于沈璟之义侠记也。”
[6]此出在钱徳苍《缀白裘》中分解为 3 出戏《交账》、《戏叔》和《送礼》,古本戏曲

丛刊是将《交账》和《戏叔》放在一出，后两支曲子是《送礼》出的前半部分。这说

明《醉怡情》依据的是较早版本，更加接近沈自晋的原本。 

散出选本保存了不少珍贵的佚本戏曲资料。《木梳记》是明代的佚本传奇，作者

佚名，明代戏曲文献都无著录，傅惜华的《明代传奇全目》著录，吴书荫在《明传奇

佚曲钩沉》中认为“演宋江、李逵事。《八能奏锦》卷 1录有《宋江智激李逵》一出。

按：该书卷 3所录《水浒记》中《夫妻拆散》一出，写夫妻分别、分折枣木梳为表记。

此关目不见于许自昌《水浒记》。《夫妻拆散》亦应为《木梳记》之佚曲。”
[7]《八能

奏锦》卷六《水浒记·夫妻拆散》共选录了 4只曲子，其中两首为： 
【琐南枝】只得和你蓦地里两分离，妻，我与你辞母谒圣指，实望有个好处，

谁知中途拆散。神圣无灵不救危，却似飞火入地无逃处，水涌舟人难上岸。虽无

奈何，此恨怎消。（合）恨谗贼，骂谗贼，古往今来谁似你。 
    【前腔】恃强势似虎威，进退咨嗟无计施。夫，我与你今日分离，无可为记，

我将枣木梳一个，与你各收一半带在身傍，若见此物，如见你妻子一般了。人情

都爱难存济，船到江心□□迟。我与你夫妻不去脱此，好似甚的而□。好似失舵

船儿遭风起，棒打鸳鸯两处飞。（合）好伤悲，痛伤悲，何日相逢是会期。 
     明代《水浒记》有许自昌和王异两种，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中认为王异的

《水浒》是许自昌的改本“此梅花主人改定者，曲白十改八九，稚弱亦十去八九矣。”
[4]王异的改编本已佚，但情节是以宋江、阎婆惜和张文远为主的故事。选本中《夫妻

拆散》的情节不见于许自昌和王异的《水浒记》，却更像是佚本戏曲《木梳记》的情

节，从其佚曲的内容来看和元杂剧《黄花峪》的题材相似，杂剧写了李逵等水浒英雄

除掉欲强占李幼奴的蔡衙内，解救刘庆甫夫妇，使他们夫妻团圆的故事。刘庆甫夫妻

分离时是以枣木梳为信物。《木梳记》中夫妻二人也是分别以枣木梳为信物。散出《夫

妻拆散》的唱词也是夫妻被人强行分离，以枣木梳为信物，故吴书荫推测此为《木梳

记》的佚曲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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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时期黄文华选辑、余绍崖绣锌《玉树英》卷五的目录中有《水浒记·义激李

逵》，有目无文，从出目内容来看也不见于许自昌和王异的《水浒记》，但和《八能

奏锦》中《木梳记·宋江智激李逵》标题更加相近。郭英德、王丽娟认为《八能奏锦》

的刊刻年代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或三十六年（1608）。徐朔方的《晚明曲家年谱》

中许自昌的《水浒记》创作于 1605 年，它被大量刊刻和传播还需要一个过程，王异

改编本的时间更靠后，由此看来《木梳记》和这两个选本中的《水浒记》很有可能为

“同剧异名”，都应该是佚本传奇《木梳记》。当许自昌的《水浒记》被大量传播后，

选本中《水浒记》几乎全是许自昌的作品。万历年间阮祥宇编、刘龄甫刊的《万象新》

中《木梳记》入选《李逵论功夸嘴》和《蔡疙瘩嫖花院》两出，后来郑思明的《万曲

合选》还选录了《木梳记·夫妻祭灶》出。这说明直到明末《木梳记》还活跃在戏曲

舞台上。 

三 

众多戏曲散出选本对水浒戏的选录，说明水浒故事在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广泛地、

立体地和形象地被传播。“这种类型的零出，演出风格基本与们在全本中的演出近似。

但经过一代代艺人的加工后，原作的思想逐渐深化，行当表演技巧得到更多展现，原

作的人物性格也更丰富了。……昆剧中有‘五折独角戏’这句话，是指专供生、旦、

净、末、丑五个家门单独脚色表演的五折戏，包括《牡丹亭·拾画·叫画》（巾生扮

柳梦梅），《疗妒羹·题曲》（六旦扮乔小青），《祝发记·渡江》（净扮达摩），《宝剑记·夜

奔》（末扮林冲），《拾金》（丑扮花子）。以上五折，除《拾金》外，都是由全本传奇

中的摘出的单出，唱做繁重，充分表现了各家门的表演特色。”[8]水浒戏散出反映了

当时的贵新尚奇社会心理，表现了当时舞台演出的情况，展现了水浒故事的传播流域

和范围。 

从入选频率较高的水浒戏来看，无论是选家还是受众，“贵新尚奇”是选本表现

出来的主要社会文化心理，故入选的剧目是以新剧居多，传奇明显多于杂剧。很多选

本标题以海内时尚新调来命名，在题目上表明紧跟时代潮流。入选的剧目和场次最主

要特色是“尚奇”，以新奇作为标准。《水浒记·活捉》的大获成功就说明这一点。

“《水浒记》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并不徒劳地力求重现原作的精华，刻意求其形似，阎

婆惜和张文远的私情在原作中只是作为杀惜的张本，并未有有意加以渲染，可说是未

经发掘的局部题材。《水浒记》偏偏在这里乘虚而入，大事渲染、得到意想不到的成

功，主要在于《活捉》（原名《冥感》）一出。虽然有关各出如《借茶》（原名《邂逅》）、

《拾巾》(原名《目成》)、《前诱》(原名《渔色》)、《后诱》(原名《野合》)也都在小

说所疏忽的情节上加上浓墨重彩的渲染，‘万绿丛中一点红’,它们却只是《活捉》的

衬托。”
[9]阎婆惜和张文远的私情在小说中只是作为杀惜一个次要的原因被带过，并

没有过多的情节设计，以宋江的杀惜作为完结，但在《水浒记》中阎张两个人的私情

被重新设计和发掘。 

《活捉》渲染了张阎两人情感纠葛，虚构了阎婆惜成鬼后，将张三郎活捉到阴间

做夫妻的离奇情节，它的曲辞繁缛和市井出身张阎二人的身份不符，时常为后人诟病，

但它被散出选本大量选录，说明它在当时频繁地被扮演于场上，是深受读者和观众欢

迎的曲目。选本还展现了这场戏成功之处——表演。在选本中对捉张的表演已经有动

作的描绘，《歌林拾翠》中捉张的设计是：（小旦）我顾不得，只是扯了你同去便是。

（小旦扯净）（净挣不脱介）。《醉怡情》的设计是：（小旦）三郎，你起来，你舍

我不得，我又舍你不得，与你做一个鸳鸯塚如何！（丑）这个使不得。（小旦）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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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的曲目。选本还展现了这场戏成功之处——表演。在选本中对捉张的表演已经有动

作的描绘，《歌林拾翠》中捉张的设计是：（小旦）我顾不得，只是扯了你同去便是。

（小旦扯净）（净挣不脱介）。《醉怡情》的设计是：（小旦）三郎，你起来，你舍

我不得，我又舍你不得，与你做一个鸳鸯塚如何！（丑）这个使不得。（小旦）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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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吹灯介。（小旦）搂丑下。出人意料的情节安排和活捉时女鬼与张三郎精彩的

舞台表演弥补了曲辞的缺陷和平庸，至今都是较为经典的折子戏之一。 
水浒戏散出更利于各脚色本工戏的逐渐成型，有的脚色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还有

流变，有的脚色在散出舞台表演过程中得到成长和锻炼。“折子戏有利于各行脚色形

成并发展自己的本工戏。……一些被观众喜爱的精彩片段可以单独上演，演员的艺术

才华能够充分发挥，于是各行脚色的本工戏便应运而生。它们的特色不同，但都受到

观众的喜爱。到最后，各行脚色的演技都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完整的体系，甚至各行

内部还有更细的分工。综合观之，戏曲舞台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10]
水浒戏全本多为

生和净的戏,旦和丑在整本戏中多是配脚。散出选本中原来的配脚往往成为这出戏的

主脚，其行当伎艺在散出表演中得到了精雕细琢的机会。《水浒记》中阎婆惜和张文

远，《义侠记》中潘金莲和武大郎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们改变了在全本戏中次要脚

色的地位，在散出舞台上大放异彩。 

全本《水浒记》中张文远是净脚，在剧中起调节气氛的作用，但选本中张文远的

表演技艺得到了打磨和锤炼，表演内容也有很大的丰富。在《歌林拾翠》、《怡春锦》

和《玄雪谱》等散出选本中张文远为净脚，而在后期的《玄雪谱》和《醉怡情》等选

本中，张文远则变成了丑脚。明代戏曲选本的脚色已经能够根据剧情和扮演人物的个

性来划分，净脚多奸雄佞幸之徒，丑脚多为插诨打科，卑鄙猥琐之辈，根据张文远的

性格和脚色，丑脚更为贴切。张文远由净脚向丑脚的转变，不得不承认是舞台散出表

演的功劳。崇祯年间的《金钿盒传奇》第六出中便有了用弋阳腔表演《活捉》散出的

情节：（丑进看介）（丑叫介）串得好，张三郎果是绝妙，苏州没有这样花面。虽没

写演员是如何表演的，但用观众的评价来说明活捉时张三郎肯定有精彩的表演。后来

《梨园外史》中清代和民国擅长表演《活捉》出张文远的梨园弟子，都是丑角来表演，

至今张文远以丑应工成为惯例。 

在全本《义侠记》中潘金莲的脚色为小旦。“小旦：这个小字同小生一样，原来，

亦无有岁数小的意思，不过是正旦脚的帮差就是了。……这个名词以后《西楼记》、

《绣襦记》、《狮吼记》中也有，不过是副脚，不关紧要，与贴角意思大致相同。”
[11]散出选本中大部分潘金莲还是小旦，但《歌林拾翠》的《义侠记·王婆巧媾》中潘

金莲的脚色为旦脚。选本《诱叔》中共有 9支曲子，潘金莲参与演唱的就达到 6支，

这出戏的重要脚色与其说是武松，不如说是潘金莲。同时武大郎丑脚在散出选本中也

受到人们的关注，袁中道的《游居柿录》卷十一载：江陵闽藩理问李太和见召，遍觅

名戏，得沈周班，演武松《义侠记》中扮武大郎者，举止言语，曲尽其妙。清代李斗

《扬州画舫录》中记录了黄班三面的顾天一，以武大郎擅名。现代昆曲早期传字辈的

当家名丑姚传湄就是以串演《义侠记》中武大郎而名声大噪的，他的念白清晰洪亮，

面部表情丰富，矮子功机警灵活，用长腿蹲矮步做跳上、跳下和踢腿等动作，却不留

任何破绽，有“活大郎之誉”。 

明代书坊大量出现，林鹤宜在《晚明戏曲剧种及声腔研究》中统计，晚明家刻和

坊刻的名号有 146个，555种作品，除去重复的共 110家书坊。廖华在《明代戏曲刊

刻研究》中统计晚明书坊 126家。戏曲散出选本刊刻盛行一时，水浒戏选本也大量出

现。“从万历开始，传奇这一戏曲形式在创作和表演体制方面都走向成熟，而戏曲选

本经过百余年的酝酿、试验，在选目、编印、传播各方面已趋于稳定和多样化，因此

从万历到明末属于戏曲选本的成熟阶段。”[12]
戏曲文学借助着书坊业的发展，大量被

刊印和传播。选本大量的被传播刺激了受众对水浒戏接受，书坊主和受众形成了良性

的互动，互扬其波，共同促进了戏曲散出的发展和繁荣。这些选本展现了水浒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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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范围、内容和媒介。水浒故事选本的编刻地以江浙地区较多，还涉及到安徽、湖

南和福建等地。 
江苏：《歌林拾翠》（金陵郑元美，奎壁斋刊），《乐府红珊》（秦淮墨客选，唐

振吾刊），《万锦清音》（方来馆主人点校），《万曲合选》（奎壁斋刊），《乐府遏

云》（槐鼎、吴之俊选，何光烈校订，彩云乘刊），《吴歈萃雅》（周之标选刊），

《乐府歌舞台》（金陵郑元美，奎壁斋刊），《词林逸响》（许宇点校，萃锦堂刻本），

《增订姗姗集》（周之标增订），《醉怡情》（古吴致和堂刊），《万家合锦》（金

陵郑氏，奎壁斋刊）等。浙江：《群音类选》（虎林胡文焕校选，会文堂刊),《月露

音》（武林李郁尔选刊,静常斋藏板），《南音三籁》（凌濛初辑刊）等。福建：《尧

天乐》（豫章殷启圣辑，闽建熊稔寰刊），《八能奏锦》（汝川黄文华，爱日堂蔡正

和刊），《玉树英》（汝川黄文华选，余崖绣刊），《万象新》（阮祥宇编，刘龄甫

刊）等。安徽：《乐府争奇》（新都汪公亮校梓）。湖南：《乐府南音》（洞庭萧士

选辑，湖南主人校点）等。这些选本丰富了水浒故事的传播内容，扩大它传播的范围，

保存了珍贵的戏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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