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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宫庭月令承应戏的民俗性特点 ①

宁彦冰，李跃忠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清代宫廷每逢节庆，都会有相应的演戏活动，上演戏目统称为“节戏”。到清代乾隆年间，宫廷指定专人为
应合宫廷内的各种民俗节日而专门编写的、排演的戏叫做“月令承应戏”。由于特殊的目的，这些月令承应戏在剧本内

容和演出形态中呈现出明显的民俗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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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宫廷里，每逢元旦、端午、七夕、中秋等传统节日和其它重要节气，几乎都会上演依据具体月

令节日编演的戏，或酬神或乐人。这些应时戏，到清代乾隆年间叫做“月令承应戏”。“月令承应戏”一

词最早见于乾嘉时期礼亲王昭
#

所著的《啸亭续录·大戏节戏》：“乾隆初，纯皇帝以海内升平，命张文

敏制诸院本进呈，以备乐部演习，凡各节令皆自奏演。其时典故如屈子竟渡、子安题阁诸事，无不谱入，

谓之月令承应。”［１］３７７昭
#

提到的“月令承应戏”就是与汉族生活习俗有关的月令节日。由于与节日祝

贺的关系密切，月令承应戏侧重于歌舞排场、开场应节，以增强宫中节日氛围。因此其具有明显的民俗

性特点。

１　凡月令节气必有演出
根据王芷章《清癉平署志略》、周明泰《清癉平署存档事例漫抄》统计，从年初到年终，清代宫廷每逢

月令都有戏剧表演，而且所演剧目都与节气有一定联系。从元旦开始，紧接着立春、上元、燕九、花朝、寒

食、浴佛、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颁朔、冬至、腊日、祀灶，直至除夕，每一节气莫不如是。上元承应

《紫姑占福》；立春承应《早春朝贺 对雪题诗》；元旦承应《喜朝五位 岁发四时》《文氏家庆》；元宵节承应

《东皇布令 敛福锡民》；燕九承应《圣母巡行 群仙赴会》；浴佛承应《六祖谈经 长沙求子》；端阳承应《灵

符济世》《奉敕除妖 祛邪应节》《正则成仙 渔家言乐》；七夕承应《七襄报章　仕女乞巧》；中元承应《佛
旨度魔 魔王答佛》《迓福迎祥》；中秋承应《丹桂飘香 霓裳献舞》；重阳承应《九华品菊 众美飞霞》《江州

送酒 东篱笑傲》；十月朔日承应《花甲天开 鸿锡日永》；冬至承应《太仆陈仪 金吾勘箭》《玉女献盆 金仙

奏乐》；腊日承应《仙翁放鹤 洛阳赠丹》；祭灶承应《蒙正祭灶》《太和报最 司命锡禧》；除夕承应《金庭奏

事 锡福通明》《如愿迎新 藏钩家庆》《瑞应三星贾岛祭诗》《升平除岁 彩炬祈年》。

从上述节气与上演的剧目可以看出，在清代宫廷里，逢节气演戏确实是很普遍的，而且都有相应的

应节戏。

２　月令承应演出剧目的民俗性特点
中华民族长期农耕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月令节日的生活习俗，清王朝在文化统治上采取兼容政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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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为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稳定。因此清代宫廷的承应戏在剧本编排和演出制度上，将各种

民俗习惯也吸收进来，如端午节划龙船、中秋节赏月、元宵节放灯猜灯谜等。其中最突出的是端午节和

七夕节。根据《清嘉录》记载，五月为“毒月”，五月朔日开始，百姓家中要贴天师符，挂钟馗图，妇女簪艾

叶、榴花，百工放假，百姓家各有宴会，庆赏端阳等。此外，包粽子、划龙舟等早已是民间生活习俗。

清代宫廷端午节上演的月令承应戏，保存下来的剧本有《正则成仙》《渔家言乐》《奉敕除妖》《祛邪

应节》《灵符济世》等，这些故事都与端午节习俗相关。如《正则成仙》讲的是屈原在端午节下凡到人间，

看到世人祭拜他，他希望借渔翁之口，告诉世人无须裹粽入水祭拜他。在曲词中，也描述了一些端午习

俗：头戴五毒簪、包粽子、准备百药囊。

在民间，七夕节那天，普通人家的女孩都设香案、摆贡品，向神灵乞巧，希望得到织女的祝福，从此心

灵手巧。《故宫珍本丛刊》收录有癉平署抄藏的七夕演出剧目《七襄报章》《仕女乞巧》。这两个故事都

来自民间关牛郎织女传说，且融入了民间女子的节日乞巧等生活内容。如《仕女乞巧》中织女与玉女的

对话就展示了少女、少妇在庭院中跪拜乞巧的场景：

织女白：这里庭透香烟那里盘堆瓜果都是乞巧的。

织女唱：九孔邪穿针鼻向月迎风可怜真似痴，只怕聪明误了伊，误了伊。想举臼梁家，倒是个蠢笨

的。我且步迟迟，香闺可也没有甚高低。

玉女白：那八九十岁的老婆子还与十八九女郎露立庭中，可也要乞些巧的。

织女白：这也是难得的。

织女唱：骨月
$

头处清时门第白发夫妻此日同看寿域跻。

玉女白：每逢七夕，乞巧的无千无万天孙怎么一时发付他，他便各如所愿。

织女白：不行而至乃感应一机，何疑之有，只要俺，光之所到，便是他神这所到。他们愿之所通，便是

俺力之所通［２］８４。

其它传统节日和重要节气上演的节令戏也呈现出浓厚的民俗性特点。如元旦承应《文氏家庆》，有

寿庆拜贺中的民俗体现；中秋节宫廷承应剧《丹桂飘香》《霓裳献舞》，嫦娥令月中仙子奏霓裳羽衣之曲，

与众仙一同庆祝之俗；元宵节承应《东皇布令 敛福锡民》，有放灯玩月；除夕承应《癉平除岁 彩炬祈年》，

有闹新春，买锣鼓，更兼置买烟火花炮，爆竹动春雷等日常习俗的描述或再现。

此外，乾隆朝以后，一些月令承应戏也添加了一些滑稽风俗。月令承应戏虽然是节庆之作，但每年

重复上演，不免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因此一些剧作的创编者便在中间掺入了一些带有民俗意味的插科

打诨。在《如愿迎新》《贾岛祭诗》《彩炬祈年》中便有幽默的“卖痴呆”和“打如愿”的习俗。如《升平除

岁》中的“卖痴呆”之俗便颇有趣味：

儿童白：公公，你走得乏了，且在桥栏上坐坐，看他们过去。（老人坐科）

卖痴呆儿童上，白：卖汝呆。卖了痴呆便学乖，今年卖了明年卖，癩望大大一个主顾来国。（下。卖

痴呆儿童上科。）

白：卖汝呆，卖汝痴，痴呆该卖人不知，一年三百六十日，今年痴呆正及时。

卖痴呆儿童上，白：卖痴呆，卖痴呆，高声低唤过长街。若还不买赊账与你，明年除夕还钱。我再来，

稵，也么稵。（下）

儿童白：嗄，公公，那些儿童做什么的？

老人白：都是卖痴呆的，孙儿你们也去学卖罢。

儿童白：孙儿们，又不是痴呆，拿甚么去卖？

老人白：好嗄。（唱合）痴呆尽真可儿，聪明伶俐你自知［２］１９０。

“卖痴呆”之俗，早在宋代就有。范成大《卖痴呆词》（《腊月村田乐府十首》）载：“除夕更阑人不睡，

厌禳钝滞迎新岁；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入买。二物于人谁独无？就中吴侬仍有余；巷南巷北卖

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栎翁块坐重帘下，独耍买添令部价。儿云：翁买不须钱，奉赊痴呆千百年！”此

词讲的是除夕夜直到午夜时分，人们都还没有睡意，都在祈求神灵除灾降福。而儿童们毫无顾忌地卖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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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反映出当时民间百姓老少玩笑、百无禁忌的情景。此俗在清代吴越地区仍在流行。道光年间顾禄在

《清嘉录》中记“小年夜大年夜”时，说“小儿绕街呼鉭云：‘卖汝痴、卖汝呆。’世传吴人多呆，故儿女辈戏

俗卖之。今皆不传”。“今皆不传”当是说道光年间的事，但之前应该是存在的。

元宵之“打如愿”习俗，民间俗称“打灰堆”，是在仙女如愿的传说上演变的。此俗早在唐代就出现。

《类说》引后唐冯贽《云仙杂记》卷十云：“有商人过清湖，见清湖君。君问所需。有人教云：‘但乞如

愿。’君许之。果得一婢，如愿即其名也。商人有所求，悉能致之。后因正旦如愿晚起，商人鞑之，走入

粪壤中不见，今人正旦以细绳系偶人投粪扫中，云乞如愿。”［３］１４９－１５０这一凄美的民间传说，被敷衍成了月

令承应戏之《如愿迎新》一剧。而该剧之【山坡羊】一曲概述了这一民间古书，且“打灰堆”之元素亦见

于唱词中：

【山坡羊】几年来独自深闺、曲院，手挽着金镶玉嵌的琵琶儿一面，也不赴弦歌酒宴。眼睁睁、眼睁

睁盼着个红麟现。你与我把书传，再与我多多拜上青湖使者，道奴家，奴家要见，无由见恨，只恨欧家子

转眼忘恩，把奴家作践，实堪怜。（众唱）听言，休题过去的旧情缘，心悬你心在湖中，身在崖边。将伊

劝，莫俄延，且抱琵琶过翠轩。逢除夕、庆新年，走遍了六街三市前，叫他逢人见喜都如愿。不打灰堆，竹

作鞭、整花细，霞佩雩裾登紫襬，且自登紫襬。

此外，《如愿迎新》一剧中还有元宵夜“打太平鼓”的民俗场景：（上门神、土公、土母、皂公、皂母，云

童。打太平鼓介。旦唱）又听得太平花鼓连天，人似蚁、车马喧阗。门神户慰〔护卫〕盔甲光鲜，灶君婆

领着土家眷。发鬓蓬松，脸如黑靛，矮似侏儒，醉似曲鳝。福神呵，叫他们一个个不用歪厮缠。（吹介。

众、土公等虚白介。旦唱）醉婆婆，这里没有香糟，劝叫你们，你们一个个不用歪厮缠［２］１７３－１７４。

这些民俗场景的展演既使应节戏的演出更加符合节气演出场景，也为剧本增添了一些活力。

综上所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是戏曲生存发展的土壤，也是月令承应戏存在的环境和发展的空

间。月令承应戏虽只是活跃于清宫廷的舞台，但其演剧内容各表演形态无不充分体现出民俗性这一

特征。

３　结语
从中国戏曲的发展历史来看，古代民间演剧活动多数要依托民俗活动，如寿庆、婚丧嫁娶、节日、庙

会等民俗场域。其中岁时节气演剧之俗在清代宫廷里得到了充分体现。戏曲演出作为民俗庆典活动的

一部分，其演出的目的主要是祈神、谢神。王芷章指出：“‘月令承应’演于礼祀百神之祭，主在乐

神。”［４］５８故这类戏剧的演出，有的学者主张其为仪式更好。如周贻白说：“清代内廷常演之剧，则为《啸

亭续录》所谓‘月令承应’‘法官雅奏’‘九九大庆’之类。逢时按节，及大婚、万寿，均有特撰剧本，大抵

为一二场的单出，各具起迄，虽亦取材故事，但均为颂祝而设，词句既备极华赡，名目皆义取吉祥，与其谓

为戏剧，毋宁视作仪式。”［５］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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