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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1190-1257） 

元好问元好问，字裕之，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因曾在遗山（今

山西定襄县城东北）读书，自号遗山山人。北魏拓跋氏后裔，北魏孝文帝迁

都洛阳后，改姓元。祖上世代为官，父亲是诗人。  

元好问七岁能诗，有神童之称。十四岁随郝天挺学习，六年后以诗才震

动京师，深得金朝礼部尚书赵文秉的赏识。金宣宗五年（ 1221 年）考取进士，

任国史院编修。金哀宗正大年间曾三次出任县令。天兴初年（ 1332 年）入翰

林，知制诰。金之后不愿在元朝做官，修建野史亭隐居，以著作自适，编纂

金代史料《壬辰杂编》和金诗总集《中州集》等，使很多金朝史料和诗词得

以保存。著有《遗山集》，现存散曲仅小令九首和残曲二支。  

元好问博通经史，工于诗文，是名冠金元两代的文学家。他的诗多记时

事，抒发亡国之痛，慷慨悲凉。他的词近苏东坡与辛弃疾，风格雄沉。他承

袭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反对柔靡雕琢，崇尚自然，笔力雄健，语言通

俗上口，三十岁以后，达到了 “家按其计，人嚼其句，洋溢于巷里，唫讽于道

途 ”的程度，可谓家喻户晓，风行天下。  

元好问不仅是元初公认的文坛领袖，更对元曲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开创

性贡献。他是第一个变词为曲的文人，因而也是元曲创作的开创者。他的曲

作流传下来的虽然不多，但却清润俊朗，迥出时作，开创了元曲本色派的先

河。  

〔黄钟〕人月圆（二首）  

卜居外家东园  

重冈已隔红尘断，村落更年丰。  

移居要就，窗中远岫，舍后长松。  

十年种木，一年种谷，都付儿童。  

老夫惟有，醒来明月，醉后清风。  

玄都观里桃千树，花落水空流。  

凭君莫问，清泾浊渭，去马来牛。  

谢公扶病，羊昙挥涕，一醉都休。  

古今几度，生存华屋，零落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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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这是两首描写离乱之后选择居处的散曲。早在元好问二十五岁时，蒙古

军便攻破他的故乡忻州。元好问从此离开故乡，直到蒙古太宗十一年，才携

家回到故乡，而这时他已经五十岁了。国破家亡，陵变为谷，在故乡生活下

去，首先遇到的便是 “卜居 ”即选择住宅问题。这两支 “卜居外家东园 ”，就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  

这两支散曲，从头至尾，对当时的暴政毫无不满之辞，仿佛作者真的不

问世事，把一切都付之一醉。然而细细读来，却从头到尾都蕴藏着强烈的悲

愤之情。这种悲愤而以平淡出之的手法，是别具一格的，正如鲁迅的《阿 Q

正传》以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故事一样，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很高的艺术价

值。  

〔双调〕骤雨打新荷  

绿叶阴浓，遍池塘水阁，偏趁凉多。  

海榴初绽，妖艳喷香罗。  

老燕携雏弄语，有高柳鸣蝉相和。  

骤雨过，珍珠乱糁，打遍新荷。  

人生有几，念良辰美景，一梦初过。  

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  

命友邀宾玩赏，对芳樽浅酌低歌。  

且酩酊，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  

【赏析】  

这是元曲中少见的名篇，不仅一经传播就唱红天下，而且对后来的元曲

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曲原名 “小圣乐 ”，因曲中有 “骤雨过，珍珠乱糁，

打遍新荷 ”之句，遂被呼为 “骤雨打新荷 ”，而原名反而无闻。据史料记载，大

书画家、曲作家赵孟頫听歌妓唱此曲，赋诗赞道：“主人自有沧州趣，游女乃

歌白雪词。 ”又据《古今词话》记载，赵孟頫与人同饮，歌妓左手持荷花，右

手持杯歌唱此曲，有人画立幅三尺，着色，所画内容即 “骤雨打新荷 ”曲意。

此曲的传播与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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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此曲，写景则从容自然，生趣盎然，抒怀则即景遣兴，直陈胸臆，

清润而疏俊，豪放而精微，构思超妙，曲品绝高，不愧为风靡于当时，传诵

于后世的杰作。  

〔仙吕〕后庭花破子（二首）  

玉树后庭前，瑶华妆镜边。  

去年花不老，今年月又圆。  

莫教偏，和花和月，大家长少年。  

夜夜璧月圆，朝朝琼树新。  

贵人三阁上，罗衣拂绣茵。  

后庭人，和花和月，共分今夜春。  

【赏析】  

这是元好问抒写自己向往幸福美满生活的曲子。  

元好问生当金末元初的乱世之秋，十几岁时，家乡忻州沦陷，长兄被蒙

古军杀害，他携家南逃，渡黄河，下太行，漂零大半生。所以，他写下了许

多热爱生活，渴望太平的诗篇。这两支曲，以花好月圆比喻幸福美满的生活，

抒写自己向往的情怀。作者看到 “花不老 ”“月又圆 ”“琼树新 ”，盼望人间好景长

在，希望自己和亲人 “共分今夜春 ”，都能伴随着好花、圆月、琼树青春常在。

作者这种美好的愿望，反映了当时人民对安定生活的向往。  

第一首，在种植玉树的后堂前，在华贵的梳妆镜旁边，去年的花和月，

今年依旧那样好、那样圆。“玉树 ”，是传说中的一种仙树，这里指优良树种。

后庭，即后宫、后堂，这里指家眷居住的地方。 “瑶华 ”，是传说中的一种仙

花，这里比喻珍贵的妆镜上镶雕的花卉。 “偏 ”，斜的意思，这里指月缺。作

者期望好花常开，好景常在。  

第二首，通过描写南陈后主与众嫔妃在 “三阁 ”上玩花赏月的情景，和亡

国之君穷奢极欲的生活，表达了对富贵荣华似过眼烟云的感伤。 “后庭人 ”，

即自己的眷属，与圆月一起，共度这美好的春夜，隐含春夜虽然美好，但是，

如同亡国之君那穷奢极欲的生活一样，又能维持多久啊。这里作者流露出对

金朝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只知寻欢作乐的谴责，安定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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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9 7 - 1 2 6 9̃

杨果，字正卿，号西庵，祁州蒲阴（今河北安国县）人。幼丧父母，贫

而好学，靠做塾师谋生。金哀宗正大元年（ 1224 年）进士及第，曾任偃师（今

河南偃师县）等县令。入元后，起用为河南经历、参议。元世祖中统元年（ 1260），

任为北京（今辽宁凌源县以西地区）宣抚使，次年入京，为参知政事。至元

六年（ 1269），出为怀孟路（今河南沁阳县等地）总管，不久以年迈致仕。

卒于家，享年七十三，谥文献。《元史》本传载： “果性聪敏，美风姿，工文

章，尤长于乐府。外若沉默，内怀智用。善谐谑，闻者绝倒。”著有《西庵集》，

存散曲小令十一首，套数五套。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评云：“杨西庵之词，

如花柳芳妍。 ”著名元曲研究专家隋树森评价他 “文采风流，映照一世 ”。  

〔越调〕小桃红  

采莲人和采莲歌，柳外兰舟过，不管鸳鸯梦惊破。  

夜如何？有人独上江楼卧。  

伤心莫唱，南朝旧曲，司马泪痕多。  

【赏析】  

在元代散曲作品中，这首小桃红有着明显的特色，这就是，它不仅委婉

地写出了男婚女恋、独梦相思之情，而且将情人之恋、故土之思、兴亡之叹

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从而升华和拓展了作品的内涵，使感情层层深入。  

这支散曲的艺术特色，不仅在于在极短小的篇幅内容纳了丰富的内涵，

同时也在于作品含蓄委婉的表现方法，有着咀嚼不尽的余味。正如古人的诗

论所说妙在含糊，方见作乎 ”。这个特色，使全曲具有了异乎寻常的内涵和表

现力，体现了作者不凡的艺术手法。  

〔越调〕小桃红  

满城烟水月微茫，人倚兰舟唱，常记相逢若耶上。  

隔三湘，碧云望断空惆怅。  

美人笑道，莲花相似，情短藕丝长。  

【赏析】  

这是一支很美的曲子。与上一曲不同，这里没有什么故国之思、兴亡之

感，而只是写远隔千山，望断碧云，不见伊人的相思愁绪。但是由于作者善

于运用类似 “蒙太奇 ”的手法，使水月伊人在时空交错变幻中或唱或笑，加上

作者善于借助景物渲染氛围，作品有着特别的空灵与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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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烟水月微茫，人倚兰舟唱 ”。在作者笔下，夜色别有一种韵味，别

有一种神秘。 “烟水 ”，指水面上弥漫着的水气；这水气与 “微茫 ”的月色联成

一气，具有一种朦胧之美。朦胧中，采莲的少女斜倚兰舟，唱着心中的歌，

给人以亦真亦幻之感。这情景显然引起了作者的情思，于是很自然地引出了

下句：“常记相逢若耶上。”“若耶 ”，溪名，在浙江会稽（今绍兴）若耶山下，

相传是战国时越国的美女西施浣纱的地方，在这里只是溪的代称。作者将故

乡的溪称为 “若耶 ”，正如将采莲的船称为 “兰舟 ”，是一种美称。这一美称不

单为那不相识的唱歌少女平添了几分姿色，更表明作者对记忆中的有情人的

美好印象与情感。采莲女与故乡女乃至西施之间亦记忆亦现实、亦现实亦历

史的交融浮现，是极有意味的。在这样的情景之中，谁不想念故乡的爱人？

但是远隔漓湘、潇湘与蒸湘，三湘使他们天各一方，不得相见，只能是 “碧云

望断空惆怅 ”，说不尽的失望与哀伤都在这凝重笔墨中表达出来，很能引起人

们的共鸣。  

曲子写到这里，作者在深沉凝重中忽然写出 “美人笑道 ”四字， “美人 ”谁

指？仍是亦真亦幻，可能是采莲女，也可能是心上人，甚至可能是西施，扑

朔迷离，但是已闻其声，已见其色，所谓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一笑，

打破了刚才的凝重氛围，也打破了 “满城烟水月微茫 ”的朦胧。更有意趣的是

“美人 ”所 “笑道 ”的话：“莲花相似，情短藕丝长。”这是一个暗喻，更是一个双

关语，有着多重的含义。其一，男女情爱与莲花相似，两情相悦虽然短暂，

彼此的相思却是无论山高水远还是日久天长，都无法阻断的。这里的 “藕丝 ”

之 “丝 ”被借用为 “相思 ”之 “思 ”。其二，借 “莲花 ”的谐音，引申为 “怜香惜玉 ”，

借 “藕丝 ”二字的谐音引申为 “偶然思念 ”，意思是说男人的怜香惜玉都是一样

的，真情短暂，只不过会偶然想起罢了。一言二义，又以比喻出之，丰富了

曲的内涵，也增强了审美趣味。  

〔越调〕小桃红  

碧湖湖上柳阴阴，人影澄波浸，常记年时对花饮。  

到如今，西风吹断回文锦。  

羡他一对，鸳鸯飞去，残梦蓼花深。  

【赏析】  

这是作者通过夫妻间欢聚与离散的对比表达对时政不满情绪的一首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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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果生活在金末元初的动乱交替时期，金朝覆灭的悲哀与对元政府

的不满，强烈地纠缠在他的心头。小令充满了悲伤抑郁之情，作者不敢把矛

头直指元蒙贵族，内心充满着痛苦与愤懑。  

小令由景写起，触景生情，主人公首先回忆昔日夫妇相聚时的幸福情景

“常记年时对花饮 ”。接着以 “西风吹断回文锦 ”暗喻夫妇离散，表明昔日美好

生活已不复存在。回文锦原为表达爱情的诗篇，在此引申为爱情。作者在这

里没有明说是什么造成他们夫妇分离，而是借口 “西风吹断回文锦 ”，含而不

露地指责蒙古贵族的入侵。  

“羡他一对，鸳鸯飞去，残梦蓼花深。 ”既写了主人公渴望夫妻团圆的心

情，同时也写出了这种希望的破灭感，读来令人怆然。  

作者采用对比的手法，以昔日夫妇相守时的幸福情景，烘托今日夫妇离

散的凄苦悲伤，以喜衬悲，悲喜强烈对比，加强了全曲的悲剧气氛。  

刘秉忠（1216-1274） 

刘秉忠，原名侃，字仲晦，邢州（今河北刑台市）人。为金末刑台节度

使府令史时，年方十七岁。不久，因不满刀笔吏生活，弃职入武安山中，出

家为僧，法名子聪。元世祖忽必烈尚未登基时，召海云法师，海云闻子聪博

学多才，便邀其同行。忽必烈颇为赏识，请他出山，并留侍左右，遂改名秉

忠。至元元年（ 1264 年），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预元朝初期重大的决策

事宜，为开国名臣。卒后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后进封常山王。他自

幼好学，至老不辍，身居高位而能始终保持僧徒蔬食淡泊生活。自号藏春散

人，每以吟咏自适，有《藏春散人集》。《全元散曲》收其小令十二首，有

人认为除其中《干荷叶》外，另四首非其所作，但仍有异义。  

〔南吕〕干荷叶（三首）  

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  

减了清香，越添黄。  

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  

干荷叶，色无多，不奈风霜剉。  

贴秋波，倒枝柯。  

宫娃齐唱采莲歌，梦里繁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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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高峰，北高峰，惨淡烟霞洞。  

宋高宗，一场空。  

吴山依旧酒旗风，两度江南梦。  

【赏析】  

刘秉忠的《干荷叶》共八首，题旨不一，这里选入的是其中相关联的三

首。  

作者是元朝的开国重臣，其政治立场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曲中，我们只

感到他居高临下，吟哦历史，指点江山，却并无明确的政治倾向，像一个不

相干的第三者，可谓含蓄之至。  

〔双调〕蟾宫曲（四首）  

盼和风春雨如膏。花发南枝，北岸冰销。  

夭桃似火，杨柳如烟，穰穰桑条。  

初出谷黄莺弄巧，乍衔泥燕子寻巢。  

宴赏东郊，杜甫游春，散诞逍遥。  

炎天地热如烧。散发披襟，纨扇轻摇。  

积雪敲冰，沉李浮瓜，不用百尺楼高。  

避暑凉亭静扫，树阴稠绿波池沼。  

流水溪桥，右军观鹅，散诞逍遥。  

梧桐一叶初凋。菊绽东篱，佳节登高。  

金风飒飒，寒雁呀呀，促织叨叨。  

满目黄花衰草，一川红叶飘飘。  

秋景萧萧，赏菊陶潜，散诞逍遥。  

朔风瑞雪飘飘。暖阁红炉，酒泛羊羔。  

如飞柳絮，似舞蝴蝶，乱剪鹅毛。  

银砌就楼台阁殿，粉妆成野外荒郊。  

冬景寂寥，浩然踏雪，散诞逍遥。  

【赏析】  

这一组曲，写四季游赏，散诞逍遥之乐。虽然没有深刻的主题和社会意

义，但所表现的自然美和表达中体现出的艺术性，却十分惹人喜爱。第一首

描写春的景象和春游之乐，起首一个 “盼 ”字把作者对春天的顾望之情和盘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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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并领起全曲。 “花发南枝，北岸冰销 ”，早春的花确实是朝南的枝条先开

花，也确定是北岸的冰先消融。接着以艳丽的桃花、如烟的杨柳、兴盛的桑

条正面写出春的景象。最后，以 “初出谷 ”的黄莺 “弄巧 ”般的鸣叫，写出春的

欢愉，以 “乍衔泥 ”寻找做巢之处的燕子，渲染出春的热闹与忙乱。  

盼春的人也出动了，他或到代表春的方位的东郊去宴饮赏玩，或者像唐

代诗人杜甫那样去春游，总之不可辜负了大好春光，而一定要 “散诞逍遥 ”。“散

诞逍遥 ”四字，在组曲的每一曲最后都重复一遍，表现出作者超然物外、放达

乐观的人生态度。  

第二首写夏。在天气炎炎、 “地热如烧 ”的酷暑里，有人 “散发披襟，纨扇

轻摇 ”，儒雅之状可掬。“积雪敲冰 ”，指盛夏开始食用冬季储存起来的冰。“沉

李浮瓜 ”，指在洗瓜果的时候，李子因为重而下沉，瓜因为中空而上浮，写得

非常入微。有了这些东西，当然就不用到百尺高楼上去借风乘凉了，所以说 “不

用百尺楼高 ”。但避暑终须有合适的地方，这就是 “凉亭静扫，树阴稠绿波池

沼 ”，其中的 “凉 ”“静 ”“阴 ”“绿 ”“波 ”数字，无一不给人以阴静清凉之感。“右军

观鹅 ”是说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特别喜欢鹅，每遇好鹅即以字换之。这里作者

以王羲之自比，借以表明自己是王羲之一样的雅人，即使在醋暑中也有着类

似观鹅的雅趣，与上一曲宴赏与游春的热闹景象大不相同。  

第三曲咏秋，集中了所有能够充分体现秋意的事物。首句 “梧桐一叶初秋 ”，

是从一叶而知秋幻化而来；“菊绽东篱，佳节登高 ”，是秋高气爽的重阳佳节；

而 “满目红花衰草，一川红叶飘飘 ”，更是 “秋景萧萧 ”。但是，曲中没有丝毫

的秋悲与苍凉。下面 “金风飒飒，寒雁呀呀，促织叨叨 ”是所闻，其中促织即

蟋蟀的 “叨叨 ”，虽然不与大雁南飞同时，但也是秋的特点，在艺术上仍是真

实的满目黄花衰草，一川红叶飘飘 ”是所见，红白分明，色彩绚烂，充分体现

了秋景之 “萧萧 ”。这一段多用叠字，不仅强化了秋天的 “萧萧 ”之感，在音节

韵调上也是美的。秋景虽然给人以 “萧萧 ”之感，但作者却在其中象陶渊明那

样悠然赏菊，而毫不受到影响，这是秋天里的 “散诞逍遥 ”。  

第四曲 “朔风瑞雪飘飘 ”，瑞雪，祥瑞的雪，作者的情怀仍是乐观放达的。

尤其 “暖阁红炉，酒泛羊羔 ”两句，阁是暖阁，炉是红炉，色彩斑斓，事物温

馨，与严冬的肃杀似乎全不相干。接下来写赏雪。近看，“如飞柳絮，似舞蝴

蝶，乱剪鹅毛 ”，三个比喻，把纷飞的瑞雪描摹得那么轻盈、翩然、纷乱，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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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有了生命；远看， “银砌就楼台殿阁，粉妆成野外荒郊 ”，不仅楼台殿阁，

连荒郊野外也 “粉妆成 ”般喜人，表现出作者对生活对自然的无限热爱。第三

层的 “冬景寂寥 ”是一句反语，一般人总认为冬景寂寥，所以作者也这么写，

如果作者真的也认为冬景寂寥，就不会有前面对雪的赏玩，更不会有踏雪之

举了浩然踏雪 ”，指唐代诗人孟浩然踏雪寻梅故事，作者以 “浩然踏雪 ”自况，

应该也是去寻找梅花吧？这是冬季的 “散诞逍遥 ”。至此一曲收关，却留下了

不尽的希望和韵味。  

杜仁杰（1205-1285） 

杜仁杰，字仲梁，号止轩，原名之元，字善夫。山东济南人。有人考证

他生于金章宗承安元年（ 1196 年），享年八十多岁。博学多才，而不求闻达。

金正大中，于开封结识元好问，其诗篇受到元好问的赞赏，后与麻革、张澄

隐内乡山中。元至元中，朝廷屡次征用，都拒不应征。后来因为他的儿子元

素做了福建闽海道廉访使，父以子贵，杜仁杰被赠翰林承旨，资善大夫。卒

谥文穆。他性善谑，才宏学博，笔健气锐。王恽《挽杜止轩》诗赞扬他： “一

代文人杜止轩，海翻鲸掣见诗仙。细吟风雅三千首，独擅才名四十年。”散曲

仅留下小令一首，套数三套，残套数二套。诗集有《善夫先生集》一卷。  

〔般涉调〕耍孩儿  

庄家不识构阑  

风调雨顺民安乐，都不似俺庄家快活。桑蚕五谷十分收，官司无甚差科。

当村许下还心愿，来到城中买些纸火。正打街头过，见吊个花碌碌纸榜，不

似那答儿闹攘攘人多。  

〔六煞〕见一个人手撑着椽做的门，高声的叫 “请，请 ”，道 “迟来的满了

无处停坐 ”。说道 “前截儿院本《调风月》，背后幺末敷演《刘耍和》 ”。高声

叫： “赶散易得，难得的妆哈。 ”  

〔五煞〕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圞坐。抬

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见几个妇女向台儿上坐。又不是迎

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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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煞〕一个女孩儿转了几遭，不多时引出一伙。中间里一个央人货，

裹着枚皂头巾顶门上插一管笔，满脸石灰更着些黑道儿抹。知他待是如何过？

浑身上下，则穿领花布直裰。  

〔三煞〕念了会诗共词，说了会赋与歌，无差错。唇天口地无高下，巧

语花言记许多。临绝末，道了低头撮脚，爨罢将幺拨。  

〔二煞〕一个妆做张太公，他改做小二哥，行、行、行，说向城中过。

见个年少的妇女向帘儿下立，那老子用意铺谋待取做老婆。教小二哥说合。

但要的豆谷米麦，问甚布绢纱罗。  

〔一煞〕教太公往前挪不敢往后挪，抬左脚不敢抬右脚，翻来覆去由他

一个。太公心下实焦躁，把一个皮棒槌则一下打做两半个，我则道脑袋天灵

破，则道兴词告状，刬地大笑呵呵。  

〔尾〕则被一胞尿，爆的我没奈何。刚捱刚忍更待看些儿个，枉被这驴

颓笑杀我。  

【赏析】  

这是元散曲中一件别开生面的作品，带有较强的戏剧色彩。全曲共有八

支曲子，按时间的顺序，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庄稼汉第一次来到城里看戏的经

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憨厚朴实，但少见多怪、笑话百出的农民形象。曲题

中 “庄家 ”即庄稼人； “构阑 ”，宋元时代演出杂剧的场所，因周围用木栅栏勾

连环绕而得名。  

套曲写今年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一位庄稼人进城买纸钱香火还愿。

无意中在街头发现花花绿绿的海报，下面人群闹嚷嚷，又见一个人撑着栅栏

门高声拉客。庄稼人不识构阑，花了二百钱进去，看了 “爨 ”，即开场时的小

段演唱，又看了《调风月》，被一泡尿憋得一笑便像要爆炸，只好中途退场。  

全曲从主人公的眼光，紧紧围绕 “不识构阑 ”这中心，写他在街头把演出

海报看作 “花碌碌的纸榜 ”，听了拉客人的宣传便懵懵懂懂地花钱进了构阑，

看见台上敲锣打鼓觉得奇怪，把演员脸上涂的油彩说成抹的石灰。后来，他

完全被剧情吸引住了，见台上张太公用软棒棰打小二哥的脑壳，以为天灵盖

被打破了，想到要打人命官司。他以自己的生活经历看待戏曲中的一切，并

信以为真，妄加评论，为全曲增添了浓厚的喜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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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曲子，通过众多的细节描写，把庄稼汉刻画得血肉丰满，个性鲜明，

栩栩如生。曲中虽然写了庄稼汉的许多误解和引人发笑的事，但是毫无鄙视

轻蔑之意，反让人觉得他憨厚朴实、亲切可爱。曲中对看门人的刻画也是成

功的，寥寥数语就把他招徕看客的本领表现得活灵活现。  

套曲语言的运用也很有特点。它几乎完全不避粗俗，反而化俗成趣，化

丑为美，追求自然，完全服从戏剧化的需要。特别是 “央殃人货 ”“一泡尿 ”“驴

颓 ”等粗话，是典型的戏曲语言。明代徐渭说元曲 “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

铁成金，信是妙手 ”，信非虚言。  

此外，这套曲子比较详实地展现了元代杂剧的演出情况，生动地反映了

当时商业文化及其审美趣味，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王和卿（1242-1320） 

王和卿，原名王鼎，字和卿，大名（今属河北省）人。祖籍太原，为太

原望族。二十多岁在大都担任架阁库官，长期在宦海沉浮，但没有作过高官。

有人以为他就是汴梁通许县尹王鼎（ 1242-1320），但无确证。与关汉卿同时，

并结为好友。元钟嗣成《录鬼簿》将他列于 “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 ”，并称

他为 “学士 ”。元末陶宗仪《辍耕录》说他性格 “滑稽佻达，传播四方。中统初，

燕市有一蝴蝶，其大异常，王赋《醉中天》小令云云，由是其名益著。 ”他诙

谐善戏谑，常讥谑关汉卿，汉卿虽极意还答，终不能取胜。他没有杂剧作品

传世，今存小令二十一首，套数完整的仅〔大石调 ·蓦山溪〕《闺情》一篇，

另有残套两篇。他的性格特点对他的创作影响很明显，既有《咏大蝴蝶》《大

鱼》这样的好作品，也有《胖妓》《胖妻夫》之类流于庸俗的恶谑。  

〔仙吕〕醉中天  

咏大蝴蝶  

挣破庄周梦，两翅架东风。  

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难道风流种？  

唬杀寻芳的蜜蜂。  

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  

【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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