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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移斗转，百年钟鸣，当新世纪的曙光冉冉腾升之际，回顾百年来人类社会历史的沧桑巨变，
二十世纪是辉煌与灾难麸存的百年，也是文明迅猛进步的世纪。

百年风雨动神州，长江后液推前浪。纵览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的历史进程，激扬涤荡，风雨如磐，
英才辈出，佳作如林，有灿烂也有苍白，有振兴也育衰败。繁荣与凋零，潮起潮落，大浪淘沙。重
温百年的中国文艺，仿佛穿越历史的时间隧道。既有沧桑时代的描述，也有流金骞月的感怀；白纸
黑字承载的是流动的生命，定格画面记录的是往昔的记忆。回眸百年的历史踪迹，体味那绚丽多彩
中所包含的辉煌与永恒，人类社会的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乃至点滴感悟，瞬间情怀，无不展现在

百年文艺的历史画卷里面。从破坏到新生。从沉沦到崛起，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中，在锲而不舍
的前进脚步里，开创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东方文明，缔造了举世瞩目的新文化新文艺，为世界

文艺的百花园增添一道亮丽的IX-I景线。百年文艺是社会发展的形象载体，是文明进步的风雨彩虹，
也是民族精神的不灭火炬，它生动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脉络，折射出社会前进的轨迹。对百年中国
文艺的历史回顾，让我们感悟到流淌在民族血脉里的顽强与坚贞，促发人们对祖国的未来满怀真诚
的信念与期盼。

中国文艺的百年历史进程启示我们：

民族传统是百年文艺的血脉，民族精神建构了百年文艺的脊梁。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上，有多少人类文明由嫩旺而衰败，由沦落而消逝，而中华民族却创建了恢弘
博大、璀璨夺目的东方文明。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五千年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在炎黄
子孙的身上得到继承延续和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民族精

神事关国家的嵌衰荣辱，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能够繁荣发达，传承久远的“根”。在中国传
统文艺的历史上，人们耳熟能详的有，屈原和陆游的坚贞的赤子爱国情怀，杜甫的郁勃阔大的忧国
忧民思想，李白的积极向上的浪漫精神，关汉卿的“为民请命”的抗争勇气，等等。它们部是几千
年来中国优秀文艺传统中民族精神的硕果，炎黄文化的精粹。二十世纪中国文艺流淌的也是中华民
族的血脉和精神、从全盘西化到“拿来主义”，无论外来文艺的思潮流派如同洪水般涌人中国，哪怕

民族传统文艺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几馥沉浮、几经挣扎。但支撑百年中国文艺的脊梁，依
然是民族精神、民族传统和民族风格。百年来，我们从最具代表性的鲁迅作品里的“硬骨头”精神
和改造国民性的呼声中，不仅看到他对黑暗势力的韧性战斗，也是中华民族为求生存而不屈不挠抗
争的民族精神的体现；郭沫若作品的昂扬向上的探索精神，茅盾作品的深广的忧患意识，部表现了

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冼星海在延安的窑洞里，以一曲《黄河大合唱》，谱写了肘代的和民族的最强



音；朱自清走出《荷塘月色》，以宁0--5饿死而不领救济粮，表现了自己的民族气节；闻一多面对强敌
拍案而趋，用鲜血写下了悲壮的爱国颂歌。百年来许多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已经用他们的创作买

践显示了文艺与民族生存和民族复账同命运、凝呼吸的血肉联系。他们的作品立足于东方文化，融
会了西方文化，贯通传统和现代：以现代的意识和现代的视野，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艺，发扬民
族精神。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溢着一脉相承的中国情结。这是百年来中国文艺能够走向世界，屹立于
世界文艺之林的中流砥柱。

中国文艺的百年发展进程，现代化是～条贯穿始终的主线。现代化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
主流，也是文艺发展的主导方向。它体现在文艺的方方面面，从观念到思潮，从风格到流派，从内
容到形式，从门类到体裁，无不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在中国文艺的百年历史进程中，民族传统

与现代化，既彼此排斥和列立，又互相吸纳和融合。传统文艺在现代化过程中，得到更好地继承与
发扬。张大干晚年的泼墨泼彩画风，既是东西方艺术的汇合，也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从王国维、
鲁迅等人开始，无数的文艺家和评论家，§畦E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上，孜孜不倦地寻求传统文艺与
现代化重建的途径。从本世纪初叶新文学与旧文学之争，到八十年代以来纯文学与“新”新文学的

角逐；从静态摄影的传八到动态电影的出现；从齐白石的残荷鲜虾的传统国画，到刘海粟倡导人体
写生和西洋画的繁盛；直至世纪末的“前卫艺术”，乃至“私人化”写作，“另类”人物的出现。在

中国文艺要不要现代化，怎样现代化的世纪走向上，各种文艺样式始终在涨衰中嬗变。文艺的现代
化没有一成不变的尺度，每个历史日寸期都有不同的现代化内涵和要求。本世纪初出现的形同木偶的
早期电影，在那个年代无疑是现代化的新事物，而今它只能堆积在电影资料馆的库房里；“五四”日寸
期出现的白活文，对于逐渐僵化的文言文来说，无疑是文学语言的一场现代化的革命，而在今天的
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文学语言从文本结构到表现形态，又在酝酿着一场新的现代化的变革。因此，

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就是文艺在不断地继承与吸收，融合与创新的轮回迭进过程。创
新是百年文艺现代化的核心，但并j#所有的新观念，新思潮，新方法，都是现代化的体现。百年中
国文艺的历史已经证明：凡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不能顺应民族感情，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的

“新”东西，往往只是标新立异，并非现代化的创新。二三+年代新诗创作上一度出现的“宝塔诗”，
世纪中叶曾大力提倡的未来派戏剧，以及九十年代开始大墨涌八的西方的诸如“行为艺术”之类“新”
文艺，历史已经并且将继续证明，它们在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中只是昙花一现。文艺的现代化是
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问题是：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发展背景下，文艺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
色的现代化刨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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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通翔 1951年生于浙江萧山市。

951年参加工作。1955年进八上海董

旦大学中文系学习。{960年毕业后刮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现中

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职，主

要从事中国璁代文学，文学史料学厦

海外华文文荦暨港台丈学研宽。寿丈

学研究所研究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完生院教授，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常

务副套长．中国作家站会会黄，并先

后爱聘为华侨大学度同济大学海外华

主文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主要著递有

理事圭矗扎锚，i墨、中盈机战鞋赢沧陷区文学吏’(奢作)．与新加坡方面合

作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史'，主璃{中回现代作謇评侍)(四誊)。另有<文

学的民族形式讨论熹)，<鲁迅论文学与艺术》(合作)．《中国现代文学作者

笔名录'等。此外还主蝙《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四卷奉)》等。承担日家

“六五”重点规划项目‘中犀现代作家作品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

论争社匝资料丛书)．《中盈现代文学书刊霄料丛书)．为课题负t人之一，

已出版各类资料专集70余种。现事受目家社套科学系统。政府特珠津贴’。

百年文艺也是中西文艺大碰撞大融合的历史进程。它主导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现代化的走向，加

速现代化的步伐，推动中国文艺在继承传统与现代化建构中的繁荣和发展。东西方文化具有人类文
明的共同性，又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地域文化和民族传统的制约之下，形成不同的生存形态和发展

模式。如何在异大于同的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使其从对立排斥，走向交流认同，
步八吸纳融合，这是百余年间，众多有识之士不倦的探索之路。全盘西化，洋为中用，中西合壁等
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曾经活跃于“五四”时期。一时间，在华夏大地的文艺园商里，华洋杂处，
百花争艳，虽然难免鱼龙混杂，却专入耳目一新。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艺的历史沉积，外来文艺与
中国社会现实的脱节，这个进程几度遭受强劲的阻力，然而中西文艺的交流与融会，毕竟是不可阻
挡的历史潮流。八十年代开始，随著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新一代的文艺思潮流派和刨作方法，包
括新的文艺门类和样式，其势如潮，涌人中国，形成二十世纪叉一次中西文艺的大碰撞大融合。百
年的中国文艺是在东西方两种文艺传统的“合力”中发展与繁荣。百年积存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不

仅耸立在大都市巍峨的教堂尖顶上，散布在街市间异国情调的建筑群落中间，也在文学作品的字里
行间，在花团锦簇的艺术长廊里，留下历史的斑驳痕迹和厚重的文化积淀。百年的中西文艺交流，
既是中国文艺的多元化，也是中国文艺融人全球化的过程。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的艺术、诗歌和戏剧，

还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和俄罗斯文艺，包括产生于二十世纪的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艺思潮流派，它
们主要都是在本世纪进八中国。如今几乎占据中国文艺“半边天”的新诗、话剧，电影．摄影等文
艺门类；报告文学、科学小品、西洋绘画、交响音乐等文艺样式；从现代派到印象派，从人体艺术

到先锋艺术，等等，都是在百年的中西文艺交流的大潮中，从西方传人中国。中国的人文成就和传
统文艺，也是在二十世纪开始大量走出国门，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中西文艺的双向交流。百年来
中西文艺的大碰撞大融合，是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历史潮流中，中国文艺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也是中国传统文艺开放性的表现。它既显现出中国民族文艺的深厚的历史沉积和恒久的艺术魅力，

同时也说明，任何外来的文艺必须深度中国化，方能融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艺的历史长
河。

百年的中国文艺流派纷呈，百花齐放：风格流变，万象森罗，它是中华民族文艺发展史上灿烂

辉煌的一页。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现代派和象征派，朦胧派和先锋派；美术上的传统国
画和西洋画，写实画派和印象画派；音乐上三足鼎立的美声、民族和通俗唱法；戏曲从传统戏曲到
现代戏；话居U从文明戏至叫、居U场话剧，乃至先锋派话剧；包括电影和摄影领域里的异彩纷呈，几乎

世界文艺舞台上流行过的思潮流派，部可以在百年的中国文艺里找到历史足迹。在风起云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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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言1 04j

年生．辽宁盖州人，

1 966年阜业干吉林

工业大学机械年。

从1 970年起．从事

政治理论教育．宣

传．新闻出版手工

作。先后任沈阳重

型机器厂党委宣传

部部长．沈阳市文

化局党委副书记、

沈阳电视台台长．沈阳市新阉出艋局局长等职。从1 994丰

至夸，任沈阳出版杜社长，党组书记、总鳊辑；8年来，与

奎社职工一道锐意改革，开拓迸取．建立起一套基奉适应

社会主叉市场经济的出版管理体制．培乔出一批具有现代

出版理叁的出版人，组织，幕划，出版了一大批具有良好

社会彰响，蓰嗣李图书奖提名装．中宣弗”五个一工程”荚．

中厚图书奖的“双教”书，被评为洗阳市优秀宣传工作者、

噩宁省十佳出版工作者。

李树权1 946年

生．河北乐亭人。1970

年毕韭干辽宁师范大

学中文系。1973年从事

骗辑工作。克后任迥宁

新少年杂志社副总璃．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怠编辑。理寿沈阳出版

枉副总鳊辑、编审。创

办7期刊《好鞋子画

报》，t小学生优寿作

文)、《小学生学习指

导)。近十年来，麓副井任膏任鳊辑的图书《东北现代主学太秉》

旋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棒楗鸟儿童文学占书》荻国家“五个一

工程”奖，《中国中学教育百科仝蒂’荻中困图书凳；《中霉戏班

史)，(建书生教育文库)．《美国华侨文艺丛书》号获全国优孝教

育图书饕．全国优寿少儿读物鳊辑奖、辽宁省优秀凰书一等夔，

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等1 5项。被评由全目优秀中青年图书

编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球津贴。

变革中，写实的现实主义文艺始终是一座巍峨耸立的世纪丰碑。文艺生态如同自然生态，有主流也
有支流，有繁花也有杂草，精华和糟粕，高雅和通俗，民族的和外来的，传统的和现代的，重叠交
叉，生生息息，有新生就会有淌亡，有消亡必然会有新生，这是百年文艺进化的轨迹。百年文艺的
流派与风格的多元麸存，正是中国文艺成长与繁荣的重要标志。

文学艺术“思攫千载”，“视通万里”，具有“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跨越时空的魅
力。我们用文(作品)、图(图片)、说(说文)来构建百年文艺的历史，让百年的辉煌与沧桑，截
留白纸黑字，定格精彩瞬间。我们选录这千余篇(幅)文艺精品，数千张历史图片，是向人们展示

百年中国文艺的漫漫征程。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林林总总，千姿百态，而本书限于篇幅，管窥蠡测，
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例如百年的小说作品，只能选录短篇小说；多幕话剧只能选录片段，等等。
各个文艺门类都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一一选录。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这是遗憾
也是无奈。对文艺作品的选录，我们重视艺术审美，但并不排斥历史的理性思考。百年间的各个历

史时期，文艺家们为社会进步而奋笔疾书的情景十分感人，而这些部反映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的
作品选录如果不能承载历史前进的理念，给社会和人们以良性的引导，百年文艺最终剩下的，也许

真正是苍白和空虚。我们深信，今天和明天的人们，郡需要通过列历史的理性思考，去回味激情年
代的历史足音，激励在新世纪前进的步伐。本书突出图片的空间，因为图片虽然是历史瞬间定格的
结晶，但它提供的是历史的形象记录；一幅精品图片，往往胜过千言万语难以替代的形象历史，使
人们去体味身临真境的感觉。让图片来印证历史，更具有穿越时空的逼真感受。说文，是对文艺作

品背景的介绍，也是解读。文、圈．说三足鼎立，相辅相成，构成了本书的特点。
当我{门举重若轻地将百年文艺浓缩在这十卷本里，仿佛聆听到书中那笔端风云，图里乾坤，宛

如历史前进的脚步，在白纸黑字和图像画面之间回荡。百年文艺犹如历史长河里一次漫长而又短暂
的航程，历史匆匆。岁月如歌，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文明飞跃发展的新时代，人文观念的
变易初露端倪。历史在阔步匏进。时代风尚流变，文艺也在与时俱进地变化。“江山代有才人出，各

领风骚数百年”，展现在我{门面前的将是～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充满憧憬的新世纪。

彳拿逻翔
2001年1 0月于北京



前言

情探(川I剧)
哭祖庙(京剧)
馒头庵(京剧)
一缕麻(京剧)
三滴血(秦腔)
红叶题诗(琼剧)
杨三姐告状(评剧
萧何月下追韩信
霸王别姬(京胁
苟灌娘(京剧)
野猪林(京剧)
苏武牧羊(京剧)
汉明妃(京剧)
艾里甫一赛乃姆
锁麟囊(京剧)

(京剧

(维吾尔剧)

逼E翔II三扣书黜
祥林嫂(越剧)
将相和f京剧)
小女婿(评剧)
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
罗汉钱(,Pmu)
白蛇传(京剧)
打金枝(晋剧)
刘海砍樵 (湖鬲花数戏)

宇宙锋(汉剧)
秋江(JIrag)
罹荡山(京剧)
梁秋燕(眉户)
李二嫂改嫁(吕剧)
天仙配 (黄梅戏)

女驸马 (黄梅戏)

秦香莲(评剧)
陈三五娘(梨园戏)

搜书院(粤剧)佯俘甜群刁尹巧剪私和弘舛刃幻铒留刀巧刀钯$鼯弦锣m何柳舵埘脚懈脚班咖



刘三姐(彩调)
拜月记(湘剧)
十五贯(昆曲)

穆桂英挂帅 (豫剧)

谭记儿(川剧)
三关|jF宴 (上党梆子)

杨乃武与小白菜 (北京曲剧)

红楼梦(越剧)
春草闯堂 (莆仙戏)

奇袭白虎团(京剧)
智取威虎山(京剧)
连升三级 (高甲戏)

薛刚反朝(蒲剧)
赵氏孤儿(秦腔)
百岁挂帅 (扬剧)

墙头马上 (昆曲)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绍剧)
朗萨雯蚌(藏戏)
芦荡火种(沪剧)
包公赔情(吉剧)
李慧娘(昆曲)
谢瑶环(京剧)
九江口 (京剧)

黛诺(京剧)
红灯记(京剧)

徐九经升官记(京剧)
五女拜寿(越剧)
新亭泪(莆{山戏)
望夫云(白剧)

意乐仙女 (蟹南藏戏)

曹操与杨修(京剧)
狸猫换太子(京剧)
骆驼祥子(京剧)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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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探

川剧是四川的主要戏曲B0种，并流行于云南．贵州等地。明代，
四川已有地方戏班演出。至清雍正、乾隆年间，随着“花部”的勃
匙，外地的昆腔、高腔、梆子腔、皮黄8空在流传过程中，受当地语
音．欣赏习惯影响，形成具有四川I地方特色的川昆、高腔、弹戏(梆
子腔)、胡琴(皮黄)；再加上民间流行的灯戏，构成后来川剧“昆、
高、胡．弹．灯”五种芦腔。原来是以五个不同副种分别演出，后
逐渐合流。到辛袤革命前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叉茏班不断涌八城
市，逐步形成五种声腔同台演出、风格统一的川剧。川剧有深厚的
艺术传统和生活基础，剧目丰富，表演形成了一套完美的程式，真
实细腻，尤富机趣。

《情探》作者赵熙(1867—1948)，字尧生，别号香宋。四川荣
县人。进士出身，历任翰林院国史慕修官和江西遘监察御史等职，以

▲周基莲怫焦桂誓．康芷抹饰王魁

●)一

▲用摹莲悼焦棱英

耿蘑敢言著称。与康有为，梁启越等交谊
颇深。有诗才，著有《香宋词》、《香宋杂
记》等。晚年闲居成都，与川剧名艺人康
芷林等过往甚密。作有《除三富》．《渔父
辞剑》等川月Ⅱ剧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改编明人王玉峰《焚香记》及同名
J I剧传统剧目为《改良焚香记》，共四折：
誓别，听休，冥诉．情探。《情探》一折
最负盛名，久演不衰。时人有待称道：“梨
花一唱不胜情，铁案王魁罪合烹。可敬吾
乡香宋老．偏教词剧掩诗名。”全本191 1

年曾由成都“戏曲改良公会”印行。
《燹香记》写的是宋朝的故事。书生

王魁落第失意，藏滔山东莱州，得妓女焦
桂萸救助，在海神鹰盟誓，共偕白头。后
来王魁中了状元，遗弃桂英，八赘相府。
桂英羞惯自尽，化为厉鬼，活捉王魁。这
个故事采元时已搬上南戏舞台，后来杂
剧传奇都有这个gU目的演出。元杂月U有
萧仲贤《海神庙王魁负桂英》，明代有戏
剧冢王玉峰的《焚香记》。《情探》就是描
述焦桂英活捉王魁的情景，但是，剧中的
人物描写和表演方式并未沿袭传统路数，
而是另辟蹊径。J lEU老本《活捉王魁》主
要是在鬼魂“复仇”二字上做文蕈。清末
民初老演员蔡锣锣以饰桂英著称。“他以
青油敷脸，不擦粉。捆网子。打水发，暴
眼，黑嘴，杠子眉，形象凶煞l身穿青色
大谍布衣．白绸裤，踝跷，挂黄色纸钱。

一十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m卫∽工一∽工一L—N工0200[OvvmZ、，一1-C—^，mZN工



蔡的演技很好，观众很赞扬，但观J0：'f门对他的扮相有意
见。⋯⋯甚至有的观众还说：‘这样的焦桂英，王魁是应
该休的。一(《周慕莲舞台艺术》)

《情探》的内容不在渲染鬼魂复4／1,的恐怖，而是重在
人物的心理刻画。焦桂英虽已怀恨自尽，但她仍以一片
痴情，“犹恐他从前恩爱依然在”，故要一探再探。王魁
称“昧良心出于无奈”，明知负心，却要百般掩饰、回避、
强辩，终于走上绝路。两个人物复杂的心理变化，由浅
至深，由暗到明，刻画八微，层层深八。剧作深刻的性
格描写为演员的表演提供了深厚的基础，文学性与戏剧

性融为一体。著名演员周慕莲(19∞一1961)，人称”表
情种子”。《情探》是他的代表剧目之一。关于焦桂英的
表演他这样说：“我个人的体会是‘情’字好演，‘探’字
难寻(捉摸之意)。焦桂英是有‘情’又有‘探’，并且
‘情’中有‘探’，‘探’中有‘情’。‘探’什厶呢’探的
是王魁的‘情’——即他对夫妻恩爱的态度。焦桂英是
为‘倩’而来‘探’，通过‘探’叉一步深一步地揭露了
王魁的丑恶品质⋯⋯所以，焦桂英的‘情’，就需要愈演
愈锻，焦桂英的‘探’，就需要愈探愈虚；探到尽头也就
是活捉。⋯·《情探》之所以便人百看不厌的原因，我
想，或许就在这里。”周慕莲1920年加八著名川剧班社
三庆会，与康芷林合作演出此剧，能专全场屏息聆听，鸦
雀无声，为人称道。

康芷林(1870—1930)，三庆会会长，工d、生，文

武兼备，德艺双罄。时人称为“康圣人”。擅演《情挥》、
《三难新郎》、《评雪辨踪》、《八阵图》、《杀狗》等剧。表

演“变脸”、“踢腿”等特技称绝。

▲川剧演萄周基莲

情探(选场)

人物焦桂英——(小旦)简称“焦”

王魁一(小生)简称“王”
鬼卒——(杂)简称“鬼”

[王魁上。

王(唱[月儿高])

更阐静，

夜色哀．

明月如水浸楼台．

[桂英率鬼卒绕场．下。

透出了凄风一派!
(诗)玉殿传金榜，

君恩赐状头，
洞房今夜坐，

心事却如秋!

(白)下官王魁．自从招赘韩相

府第。不觉一月有余，女貌郎
才，欢同鱼水，但不知那海神

庙送行的焦桂英是何下落。
唉!这本账早已一笔勾销，焦
桂英哪焦桂英．今生是我用的

情，前生是你修的命。(风声
起)啊!垣墙外为何阴风飒
飒?
C焦桂英上。

焦(唱[水荷花]．鬼卒随后)

阴风飒飒，
黑月如灰，

相思血泪旧盈腮，
到而今化为孽海!

鬼(介)前面黑气罩天，既是王魁
寝室了。

焦(唱[园林好])

悲哀!
你看他绿窗：0-火照楼台，
哪还记凄风苦雨卧倒长街。

王(唱)人生莫做亏心事，
处处风声是祸胎。

鬼(唱[占占子])

孽火如雷，

立拉入阴阳界．
索还命债。

焦(唱[园林好])

缓思裁．

权相待，

犹恐他从前恩爱依然在

好教奴千回万转．

触目伤怀!
王(唱)观书眼不开，

和梦赴阳台。(鬼下)

焦(唱)且向纱窗扣玉钗。
(静听．不见响动．进门)

王(起床．手持烛．唱)

睡定叉还起，
无风门自开。(巡行．随手
闭门，转身见焦)

今朝都到眼前来。(惊介J

呀!你是准?

焦是我。

王址伯：?你找帕?
焦找状元公道喜!
王(惊惧．背唱)此事真奇怪!

面庞儿恰是从前恩爱。
(回身对焦唱)

你是那何方何氏女裙钗

为然何千山万水得得来’
焦(唱)分明是意中人，

却变做眼中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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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呵! 千山万水无齿无信忽然来， 王记得怎么样?

你就忘却了熊家有女孩。 同行婢媪知何在? 焦记得就好啊!奴怕郎君玉体不
王(唱)你是人是鬼， 则令人好生莫解! 安，无人侍奉．(取出药方)特

望Z
是祸是灾? 焦陧!状元疑的这个，待奴先与 地送此药方而来。

五 I
我朱门洞府未曾开． 状元道喜，奴再细细地诉。 王(背立j酉泪介)往事如尘．说得

j世
舂色因何入得来? 王不必了。 我柔肠寸断!

焦(唱)请君猜! 焦状元公身体可好? (唱)不该不该大不该，

l琴
我潜踪秘迹上舂台， 王我问你路上的事，身体有何不 王魁做事不成才。
都只为鱼水旧和谐。 好! 感得她千山万水一人来，

王(背立筹思．唱) 焦但得郎君玉体安康，便是奴家 况且她花容玉貌依然在!
不该不该大不该， 万幸了。 徘徊!

!国
这个关儿怎下台?(沉思 王我问你路上的事，不用唠叨! 那韩丞相知道多妨碍，

；文
介-“有了。”责焦) 焦哎呀状元公，如何又是唠叨? 皇天鉴我怀．
你更深夜静把门开， 曾记去年秋后，状元公深夜攻 昧良心出于无奈!

Z_．}
谁家风信吹裙带， 朽，奴在一旁烹茶奉水。一·霎 (回首对焦)药方儿于我何哉?

三乙
有何面目假作痴呆! 日t，西风飒飒，奴说郎君安寝了 (掷药方于地介)我不病了，

；图
焦(哭泣+唱) 吧．及入罗帐，郎君脚冷如冰。 纵病也有人伺候。

为准辛苦为谁来， 是奴家偎脚而眠，终夜不暖! 焦伺候有人．更是奴家万幸了。

i文
不想你平地将奴怪。 次日郎君得下寒疾，医药罔效! 敢问状元公，伺候又是何人?

王(怅然背立．唱j 飒家许上一愿：“皇天啊菩萨! 王你听，本官蒙当今天子钦点一

掣士 可怜她寸相思一·寸灰! 保佑郎君安好．愿减奴六年之 十七省头名状元，恩上加恩，
兰 ，I》 焦(悲介)喂呀! 寿。”后来奴在海神庙求得药 宠上加宠．钦命入赘韩相府第，

王(慰焦．唱)且免悲怀． 签．郎君病体就霍然而愈，状 你要问伺候我这人，就是一品

兰姥
且免悲怀! (急转) 元公记得不记得? 当朝韩宰相的堂堂小姐。

●
焦贺喜了。敢问状元公，万岁是

管众人的婚姻．还是专管状元
宰相两家的婚姻?

王(背立介)哎呀厉害!昕她之孺枞嘣 言．奠非要告我停娄再娶?我
且截她一截。(向焦)这万岁爷
专管状元宰相⋯⋯两家的婚姻。

焦更可喜了。既是如此，奴就要
请见有福有命的状元夫人，听
听遵旨成婚后的教训。

王不必了。雪花纹银二酉两，书

信一封，早送到济宁焦家庄，
郡就是成婚后的教训。

焦倒叫状元公费心了。但不知迭
教训二字，从何说起哟!

霎董孥；戛誓
王(惭愧)你回去自然明白。

焦我回去则甚?
王你不回去又则甚啦?

焦(泣介)自从别后啊!

(唱)梨花落，

鲻委夏墨
杏花开，

梦绕长安十二街，
夜深和露立苍苔。

到晓来辗转书斋外。
纸儿、笔儿．墨儿，砚儿。

件件般般都是郎君在，
泪洒空斋，

只落得望穿秋水不见一书
桌。

王(长叹介)事如舂梦了无痕，忍
俊不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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