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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救母記》

精彩书评

1、　　终于把绍兴本的《目连救母》看完了，调腔本也看了一眼目录，内容上区别不大。　　虽然
结构上有差别，但是郑本目连中的人物在绍兴本都还在。傅相、刘氏、萝卜、益利、金奴、刘贾，甚
至曹赛英。　　　　绍兴本与郑本最大区别的两块：一是增加了傅相行善前的故事。这本里说的是傅
家祖上虽然行善，但到傅相这为富不仁，克扣佃户，冷血无情。玉帝知道了，派散俩财童子下来，一
天到晚的折腾傅家，后因刘氏劝夫，傅相改恶从善。玉帝才把小哥俩收回，放罗卜下来。这一段我最
喜欢两个折子：NO1.放飞金　　傅阿金、傅阿银哥俩儿，因为调戏张友大的妹妹，被张友大一顿胖揍
，满脸淤青转回家来，把傅相气的七窍生烟。刚好一点儿，俩孩子又颠儿颠儿的跑来要钱，傅相说：
“益利，你给他们拿一万两黄金来，看这俩败家子怎么花！”虽然是纨绔子弟，每每阿金出来，都特
别一本正经的：“兄弟有礼！”阿银还礼：“啊！哥哥有礼！不知哥哥唤我出来有什么事情啊！”　
　阿金一脸忧郁的对阿银说：“弟弟！爹爹给咱俩一万两黄金，让咱们一日花完，花不完就挨打，这
可如何是好？”阿银眼珠子一转：“有了，哥哥！咱们把这些黄金换成飞金，到山上放了吧！” 　　
　　我后来刻意百度了一下，度娘给出的解释，飞金就是金箔一类的东西。　　小哥俩换了金子蛮高
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慌慌的。因而更加快步的往王舍城最高的山上走，想赶紧的把飞金放了以
解心愁。　　　　到了山顶，阿金阿银双眼迷离，陶醉的看着漫天的金片片映着晚霞。阿银不自禁的
说：“哥哥，你看多美啊⋯⋯”　　这时，忽然狂风大作，俩人瞬间被刮下山崖。　　　　因为原本
就知道阿金阿银是玉帝派来的，所以就算他们再不长进，也不大能让人恨得起来。不知道这段要是搬
上舞台是否也是满天飘金花儿，那一定好看极了。这段应两个丑角滑稽的表演，加上狂风大作时丰富
的身段动作⋯⋯哎呀呀！！　　PS，这个张友大就是后来那个占山为王抢劫罗卜的张友大，就是后来
十友见佛里的张友大。绍兴本里他多了个妹妹，也交代了他的身世“父亲被奸臣所害，全家遭难，兄
妹逃亡。”想不到早在之前就有这么一段儿，不知道他们后来打劫的时候，张友大会不会觉得罗卜眼
熟呢——哎呀，那个欺负自己妹妹的混蛋怎么长了小二十年还是年纪轻轻的：）　　　　NO2.罗卜出
生　　罗卜在投胎之前，奉玉帝之命，前来试探傅相。傅相刚死了两个儿子，巴不得多做点好事来祈
盼刘氏肚子里的是儿子才好呢！因而二话不说施了一千两银子。这个时候，傅相家的两个佃户来了。
　　这两个佃户很久以前租傅相他爹的田种。后来傅相他爹死了，傅相借口涨租，又大斗进小都出，
收回了一半的田地。种地的哥俩苦不堪言。傅相从善后，大概又把地还回去了。哥俩这次是过来感谢
，挑来一筐刚摘下来的萝卜。　　化作和尚的仙人见了萝卜跟抽风了似的，两眼放光，一下子扑了过
去：“啊呀！萝卜！正好我渴着呢！”然后抓起一个就往嘴里送。　　傅相都看晕了，说：“你怎么
不洗洗再吃呀！”　　和尚看看天，忧郁的说：“来不及了！”　　傅相心说，这不脑残么：“你是
哪来的疯和尚，该不是来诳我银子的吧！洗个萝卜有何来不及？”　　　　哪想到和尚转身就走，口
里念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竟抱着萝卜投水了。　　两个佃户送完萝卜回家，路上发现和
尚的尸首，慌忙跑回来给傅相报信。　　傅相悔不当初，不就是个萝卜么？干嘛非要他洗啊！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当晚梦见投水的和尚，手持大萝卜走进了刘氏的房里。　　结果刘氏当晚
真就生了一个大白胖小子。　　所以罗卜就叫“萝卜”了。　　⋯⋯　　　　你们说傅相得多么纯真
，做这样的梦都不想歪⋯⋯哎呀罪过啊，罪过！合着其实傅罗卜也是讨债来的。如果这一段搬上舞台
，和尚应该是个正生，突然装疯卖傻，一脸无辜的嘟囔嘟囔的就跳河了，也一定十分有趣。　　　　
绍兴本是用方言写的，生活气息本来就很浓重。而且幽默的戏多，小丑的戏多，不摆架子，不讲官话
。虽是教化的戏，但是刻意的部分很少。我看的这个本子来自于民间艺人的演出本，虽然和现场演出
不能说完全相同，也极大的免除了文人加工的呆板气。所以演《骂鸡》观众笑，就好像看见了自己邻
家大嗓门的泼辣婆娘。演《打爹》，观众也笑。唱的戏讲的词他们觉得是真事儿，不是被胡编乱造出
来的。　　　　　　在绍兴本的目连戏中，各种小鬼儿们都是很顽皮的。他们经常跑上来，捉弄捉弄
这个，勾引勾引那个。刘氏遣子经商，罗卜这三年行走遇到了很多事情。相比郑本的目连戏，绍兴本
的人间戏中，各种冤魂也鬼的戏份大大增加。　　 　　群乐农民艺术团恢复的七折目连戏，大都是这
一段的故事。我以为这段也是绍兴目连戏最最精彩之处。　　　　《涨蛮打爹》演起来就是儿子大爹
天打雷劈。其实这段后面还有一小折戏。罗卜走了之后，涨蛮爹那俩钱被儿子抢走。他终于明白善人
再多，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因而有了投水之心。他又不是仙人，他要投水可乐坏了水鬼。　　
在原来的演出中，大约是有一段出水鬼的诡异表演的。可惜时间太久，恐怕遗失了。所以现在就只能
看到打爹这一段。　　　　现在遗留下来还能让人看得汗毛颤栗的，是《男吊》和《女吊》。男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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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故事也是有前因后果的。傅罗卜经商半途，傻大方傻大方的总算被人盯上了。有一个拐子，约了
一个造假银的，冒充化缘的和尚，谎称王舍城会缘桥塌了，四处招摇撞骗去。罗卜一看是自己家门口
的桥，就给了一百两，祈求母亲平安。拐子又以整银不好花为名，用假银子骗了罗卜一千两碎银子。
　　这两个骗子看挺好得手，又跑到别人家。有家人丈夫出门，只有女人在家，因为膝下无子，舍了
金钗祈求麟儿。她家男人回来，遇到拐子，看见会缘簿上有自己老婆的名字，再一瞧真是自己老婆的
钗。因而气不打一处来，打了拐子一顿，又打老婆。家里的丫头借机煽风点火，男人把老婆赶出家门
娶了丫鬟做小妾。　　　　女人一想，男人在外面寻花问柳，回家找茬赶自己出门，还怪自己“无出
”，又憋屈又难受，就动了上吊的心。　　女吊感慨完自己悲惨的命运，可算找到替身了。就把这个
被骗的可怜女人吊死做了替身。　　　　《花园埋骨》一折中，绍兴本亦比郑本有趣。金奴和买猪羊
的那位奉了刘氏之命跑来埋骨。坑还没刨深，男的突然神经兮兮的说：“金奴，你听见没？好像土地
在说话。”金奴看他这没出息的样儿真生气。说：“什么土地不土地，待我来尿一泡尿浇浇他！”　
　土地这一露头——嘿！这小王八蛋！　　梁子结定了。　　所以灶神上天告状的时候，土地公公特
别积极：“哎呀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　　　　刘氏匆匆跑来花园指天发誓的时候，还有个小鬼
使坏，绊了她一下⋯⋯　　　　《调无常》正式的折子名叫《白神》，演出在《调五方》之后。是白
无常接了捉刘氏的牌，干活之前的一点儿牢骚。跳完无常之后是送夜头，无常在送夜头的那儿吃完就
跑去“三捉刘氏”。如今的演出，一般还能演到送夜头那。　　　　也许是因为我在绍兴看了折子，
也许是因为绍兴本的鬼戏演在人间，也许是因为绍兴的白事中也会吹起那么凄厉的目连号。我总以为
绍兴的目连是更加诡异，也更加好看的。除了一些常演的段子，纯哑剧的目连还有《出鹤》和《收鹤
》等，《出鹤》、《收鹤》这两折是讲傅相升天的，不知道在绍兴的白事中，是否有目连班会演。而
《施食》一折，郑本里没有，我却在历溪高腔的目连戏中见过，是插在判官捉刘氏之前。　　　　相
比郑本，绍兴本游地狱的戏就匆匆而过了。在郑本里，虽不像徽州艺人王秋来给我讲的那样，十殿阎
王官儿越来越大，但每一殿的职责是非常明确的。有的地方处理偷盗的，有的地方处理奸杀的，有的
地方专门来供误被打入地狱的人伸冤的，有的地方负责轮回的。在地狱里，有人情——五殿的看门儿
给了目连一个信物，让他去六殿去找自己的兄弟；有官场——后来殿君们知道目连奉了如来之命救老
娘的，基本上就不大难为刘氏了。那意思：差不多就行了，你走走流程，变完狗之后就和你儿子团圆
了哈！
2、益利　　益利哥最让我感兴趣的一点就是他最后奉仙儿了！我从绍兴本、郑本里翻天覆地的找原
因，他无非干了那么几件事情：第一帮助傅相布施；第二陪伴罗卜经商，中间遇到张友大抢劫，他和
罗卜争先恐后的替死；第三，经商回来，帮罗卜打理三宫，帮罗卜布施。罗卜救母之后他一直都在坚
持干这个事情。第四，刘贾的儿子落难之后，益利哥一直替罗卜救助他。对了，曹赛英当尼姑之后他
还给送过吃穿用的。　　益利是个义仆，他也很老实，本分做人。他比罗卜皮实一点儿，没有那么爱
哭。出个事情，遇到个叫花子什么的，这个做粗活是要上去问话的。他打扫神殿，按时给各路菩萨上
香，各种帮主人救助穷人，我想一方面是他忠于职守，一方面是他心中也是有菩萨在的。他最后被封
为神仙，估计和这个也有关系。　　还有一个好玩的情节，就是在绍兴本里，傅相临死之前把罗卜叫
到跟前说：“儿啊，以后你不可以把益利当成仆人，要把他当成哥哥！”罗卜点头称是，从此后也是
“益利哥”、“益利哥”的喊。　　　　其实我是有一点儿费解的。　　傅家那么多仆人，虽然益利
很忠诚，虽然益利帮着傅相布施，也是个很重要的仆人。但是，绍兴本里益利一出场时并不是末，而
是个小生~~很神奇啊！他虽然也许比罗卜长十几岁，但是在伺候傅相的时候也还是个孩子，不是三代
老奴~~何以得此照顾？　　　　若我改的话，也许会给益利加个背景。就是益利也是祖孙三代都在傅
家当差，这就贴谱很多了。傅相家是三代积善（算上傅相改好之后），说不定傅相的爷爷对益利的爷
爷有过救命之恩——反正他爷爷肯定救过不少人，不多益利爷爷一个。益利爷爷也许当年是差点冻死
在街头，得救之后感激上苍，对子孙的教育都是“以善为本”，所以益利一直很忠诚、很善良，也有
了来由。为了证明益利从一开始就很好心，说不定傅相一开始欺负那两个佃户的时候，益利已经很难
受了。等到傅相逼沈容正得媳妇当仆人，估计也是益利去搬刘氏的救兵。　　傅相要把益利当儿子看
。益利说不准也救过傅相的命，比如说阿金阿银死了之后，傅相不想活了怎么办？抢救绝望自杀的男
主人，一般也是男仆干的事情。　　　　益利是个仆人，他和罗卜刘氏不一样。在陪罗卜经商的途中
，罗卜看到人情冷暖，惊愕异常，那些凶巴巴冷血的人对于罗卜来说，是他救母之前的第一次历练。
可是益利做为底层，应该见过很多。所以他虽然和罗卜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他并不觉得会有多
么大的苦。我想他更多的是感恩傅家爷爷救了他的爷爷，感恩自己在大户人家当仆人，没有像被救济

Page 4



《紹興救母記》

的那些人一样成了叫花子，感恩自己有罗卜那么好的小主人。对于傅家经历的各种悲欢离合，他应该
确实有看到亲人遭难的那种痛心——虽然他自己会摆得很清楚，自己只是个仆人。对于傅家以外的各
种冷暖，我想他是悲悯和感慨更多吧。　　　　目连救母出走了十几年，回来的时候，祭扫傅相坟墓
的益利已经不认识他了。益利从小长在傅家，到最后大团圆时，他已经开始有了花白的头发。他是一
个身在局中的局外人，一个从头至尾的见证者。　　　　金奴　　扒完益利的来由，我猜想金奴八成
是被买来的。纯劳苦大众，打小就受了不少苦，心中可不待见这个社会。　　她小心翼翼的伺候着有
些小性子的刘氏。刘氏对金奴没有多好，但是也不坏，其实金奴在傅家除了偶尔被骂两句，没吃过什
么苦。　　金奴好容易进了富贵人家当丫头，以为人家吃肉她总能喝点汤了——结果傅家吃斋。主人
吃斋，她自然也得跟着吃。这心里得多不平衡。所以她恨和尚道士，更恨天儿巴天儿的在刘氏面前没
完没了叨叨“急急修”的尼姑。更何况，她撇嘴说尼姑两句，还被刘氏臭骂了一顿。　　　　本子里
写，金奴一脸苦相的跟刘贾说：“舅爷，自从老爷死了之后，夫人一直悲悲戚戚。她又天天吃素，搞
得身体越来越差，这可如何是好？”　　我就不腹黑了，我想她也的确是有关心刘氏的成分的。第一
，因为刘氏对金奴不坏。第二，后面地狱里主仆相会时有个佐证。刘氏跌倒了，金奴自己也苦逼成那
样了，可是她上前去扶刘氏起来。　　　　但是劝荤成功，对于金奴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看她出
那些馊主意，就知道这孩子是抱着报仇雪恨的心来的。偷鸡、打狗、还劝刘氏把羊和猪活活烧死，以
求味道鲜美。肉馒斋僧、火烧庵房，这样的煽风点火绝对不是出于帮刘氏报仇，她的心里话一定是：
叫你之前不听我的话，天天对围着那些臭尼姑团团转。我早就告诉你，她们不是好东西！这下挨骂了
吧！稍不顺她们的意就一股脑的过来埋汰你！得教训她们！狠狠的教训她们！让她们之前那么嚣张。
　　　　刘氏开荤之后吩咐她去办事，她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心中是兴高采烈，被使唤也在心里狂
笑。她不敬鬼神，反正鬼神也没有眷顾过她。所以她支走一起埋骨的男仆，在土地公公头上撒尿，毫
无羞耻之心。但是她怕鬼，做了亏心事，土地公公一咳嗽就把她吓跑了。到了地府，她与刘氏一样，
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看着刘氏被乞丐用魂轿抬走，她肯定绝望的想：“妈的，当时老娘把你们带进
来，夫人才赏的钱好不好！”　　哎呀，在无人理睬的地狱里撒泼打滚的哭，样子一定很滑稽。　　
　　刘贾　　盘剥小民这个事情，刘贾是从善前傅相的翻版。我觉得我的三观被毁了。我不觉得“自
私自利”是个人多么大的过错。按政治课上的说法，介个不就是阶级矛盾么！我为什么一想到地主就
会想到那些最后挨批斗的，因此就不自觉的同情。　　有传说说刘贾最后杀过人。但两个本子里我都
没看到。　　　　刘贾最后是怎么把家产都败光，导致儿子讨饭的？虽然他钱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特别
多。好歹之前也能给儿子请过三波教书先生啊！　　　　但刘贾依旧是坏的。从开荤的时候，他一个
劲儿的教唆刘氏和他一起不干好事就能看出来。这种非拖别人下水一起干坏事，那时候他又不知道有
地狱神马的。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在轮回的时候，他和刘氏抢着说“都是我的错，不干别人的
事！”天怕是也不晓得是不是出于真心。刘氏从一开始就是好的，刘贾也许从小就游手好闲，他对姐
姐的脾气太了解了。这个时候也许只是欲擒故纵的让姐姐做挡箭牌。　　但是刘氏真的扑过来挡箭的
时候，我猜他后悔了。　　因为万事到头总是空。　　　　刘贾变了驴，身上还那么大字的写着“我
是刘贾”，还有前世的各种熟人过来围观~艾玛，臊死人了。　　　　要我分析刘贾，我会继续狗血
的把他的来由。若我写故事，那么背景一定是：刘贾是刘氏的亲弟弟么？谁知道是不是小老婆或者妾
室生的。从小就被正主儿明着欺负，奴才按着欺负，所以浑身上下都是心眼儿，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自
己吃亏。最后这种变态的精明成了一种本能⋯⋯　　曹赛英终于写到曹赛英了。曹赛英亲娘死的很早
，她的晚娘其实对她还是不错的。曹赛英的爹爹外出公干，清明的时候曹小姐一个人去拜祭母亲。她
不知道，这时候她妈在金银桥边看到了亲家母刘氏，跟鬼差说情，结果被鬼差刺儿了一顿。曹拜祭母
亲归来被路过的一个纨绔子弟相中，还很不正经的挑逗了一下子。曹心情极差，和丫鬟把臭小子骂走
了！原来我在书上看过，说清明孝服俏媳妇。踏青和上坟是同路的，清明和上巳节相距不远，因此这
时候发生的个中浪漫啊，流氓啊，各种事情特别多。从这个侧面，也说明曹赛英长得水灵灵的，好看
，当尼姑可惜了。老爷是善人啊，后续的夫人能有多坏？逼嫁这个事情，其实也是被曹小姐刺激出来
的。我就说恶语伤人六月寒吧！怎么晚娘就成逼女出嫁的恶妇了？凭什么晚娘说话不算数？晚娘很生
气，后果很严重。曹赛英太犟了，让谁看着都生气。晚娘逼嫁，不嫁！死也不嫁！可是琢磨一下“身
体发肤，受之父母”，自杀对不起爹娘，于是跑去当尼姑。从那自己权衡利弊，说虽然削发也对不起
父母，但还是名节为大啊！然后爹爹回来了，她不跟爹爹回家，又劝爹爹不要怪晚娘，又拒绝爹爹和
益利送来的东西。在郑本里，作者可期望把她打造成一个品格高尚的节妇。她沉浸在自己的道德世界
里，生怕做错一点儿，给爹娘丢人。这是看着非常让人生气的一个人，第一次看到这儿，真想抽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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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子有水的姑娘俩耳刮子。节妇有很多种，变态的特别多。但是有一种是很可怜，特别值得同情的。
她正值青春年少，却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名声，把自己变成一个往死里折磨自己的人。更重要的是，
她心里一定是爱着目连的。罗卜那么傻乎乎的，要我我也爱的。何况曹小姐从小受父亲熏陶，更爱从
善的人。所以她去出家，她去给目连和刘氏祈福，她对爹爹和益利送来的好吃好穿毫无兴趣，她只能
伴着青灯愁苦到死。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目连做了和尚，曹赛英做了尼姑。此生都不可能了。
　　曹赛英也升天了，她幸福么？她活在人间活着活在天堂都是一样的，在自己的道德面子和绝无结
果的爱情中各种挣扎。她永远都只能远远的看着目连。
3、　　我没有特别的信仰，对于佛教了解也不多，对于整个轮回和因果报应的价值体系所知甚少。
加上《目连救母》至少是明朝的本子，很多东西搬到今天不大适用。比如说，节妇都要升天堂来表彰
这个事情⋯⋯因此，在读郑本和绍兴本的时候，会平白生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　　最开始的一个
是关于白猿。白猿在林子里呆的好好的，吃点小动物什么的那也是人家自己的食物链，可是观音偏偏
把他捉起来，让他护送目连救母。猴子受了点化，是可以改好的。可是我老觉得他说赞美观音“七擒
孟获”有点言不由衷。参看《西游记》里的孙猴子，如果真要改，我可不想开路的白猿那么老实。他
么，一边干活还要做一个牢骚户。即便是变成了道人帮助目连，也是一个颠道人，让目连这个老实孩
子头疼。　　白猿要去牢骚，为什么目连那么娇气，既然吃苦还要哼哼何苦要上路救母；要他牢骚菩
萨们好无趣，为了成就目连救母的美名折腾出这么多事情来，既然目连那么善良，还来回考验他不是
折腾人么？　　⋯⋯　　反正，只要我看不懂的地方，就都让白猿说出来吧~~　　在郑本里，白猿助
目连过了流沙河和火焰山，实在觉得观音太啰嗦了，就与她建议：“你看我怎么帮他，他还是个凡身
，何时才能见了佛呀？还不如赐他神通罢了⋯⋯”　　至于扔目连的行李，我觉得他看不惯目连老实
得让人想揍一顿的样子，耍耍他也是理所应当的。这和观音戏目连，纯出于考验之心还不大相同。　
　　　目连最后有大成就，念经念得虎不下山鹤不行。实际上他是经过了两层历练，一层是被母亲遣
去经商，见到种种世态炎凉，一层是挑经救母，挑战自己意志力的极限。只有把这种递进写出来，把
罗卜的成长和母子剪不断的关系叠加，故事才能好看。（或者说，更折磨人~~哈哈）　　　　在郑本
的目连戏中，有个掉进地狱的穷人问判官，凭什么我犯了这么一点儿小错就遭这么大罪？那些当官的
，杀人放火的都没见呢？当时判官回答一笔带过，大概是说他们自然也会受惩罚，不需要你来管！但
在郑本和绍兴本里，只见忠臣将军受封赏，从不见贪官污吏受惩罚。在被蹂躏的倒霉蛋儿里，刘氏算
是地位较高的了，起码是位夫人，而且老公还是有功名的。其他的鬼们，受罚和被冤枉的大都是穷人
，小偷、作奸犯科的、杀人放火的、不孝的，却没有贪官啥的⋯⋯不知道这些情节是被哪朝哪代给和
谐了。所以我打算适当的加点表叔一类的角色，冤枉好人屈打成招的烂官儿们也可以在地狱里和那些
被屈打成招的人对峙。至于那些因为交不起捐税偷盗的，或则做好事却无法遵守社会规则的受苦人，
都应该给他们一个抗辩的机会⋯⋯做为一个天天刷微博毁三观的人，看着现在发生的那些稀奇古怪的
事情，总觉得比鬼故事吓人多了。那天和一个写惊悚的朋友聊天，说起来都是在玩命的做美化处理。
可是有些事情，还是忍不住想改头换面的写出来。　　在郑本中，有一个不信鬼神的秀才，被判官骂
了一顿却没有惩罚，因为秀才从没有生过坏心。所以目连戏里有个价值观，就是形式并不重要，敬鬼
敬神都出于内心，这一点是需要保留了。　　关于“神仙一句不点破，误了多少世上人”这个事情我
一直比较纠结。神仙老爷们在天上，大部分人是不得见的。所以如果我写，我更想写出一个以鬼神为
暗线的真正的人间，而不是被鬼神操作的提线木偶的人间。可是神仙和鬼怪，又是有它自己的体系的
，和各种民俗祭祀活动联系在一起，丢弃的话又十分可惜。所以的话，把故事弄成正反面会不会很好
玩——正面是一个五彩斑斓的人间，背面是规规矩矩的玄幻鬼神界。在鬼神的世界里，除了写神迹，
写考察人间，也可以稍稍写一点儿有趣的官场生活。比如说，为什么玉帝大爷那么关心傅相是好是坏
，还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除了傅相祖上积善，恐怕跟他家后花园那个话特别密的土地公公有关系。
像刘氏这样的争议案件，各路大臣们在玉帝爷爷面前廷议一二也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神仙
们干嘛翻来覆去的考验人。就是因为再神通广大的神仙，也是无法看透人心的。因此我还想加上一些
情节。神仙也是个体，个体就会犯错误，比如马虎啥米的，所以劈错人的事情也是偶尔会有发生的。
安排傅相一家各种事情，是观音牵头，玉帝有旨的，但是小神犯错，也不敢轻易下凡现身点化。为了
补救，他们可能会托个梦啥的，比如告诉某个老爷：“对不起哈，把你家烧精光！不过没关系，你从
前做过好事。你原来帮助过的某某某发财了，你可以去找他⋯⋯”结果某某某不理变乞丐的大老爷⋯
⋯哎呀，小神多尴尬啊！人情冷暖尽收眼底。　　　　因果报应这个事情，是一个规则。规则么，就
从来没有完全公平的。我想不把它写的那么神圣，也不用天天为了刘氏受苦而烦恼，死钻牛角尖的琢

Page 6



《紹興救母記》

磨到底问题出在哪了。也不会因为女红神非要找替身而难过。这样我的心里也会舒服一些。　　　　
　　最后说说《和尚下山》，这个戏在绍剧本里是个完全没净化的大黄戏。和尚先想着语言挑逗，然
后意淫抱着尼姑多美，最后在土地庙。尼姑问他：“你不是找和尚去了么？”和尚说：“和尚没有，
小和尚在下面⋯⋯”当着土地公婆，就要扒尼姑，还说：“哪个神仙不是爹妈生的！”不知道郑本出
版之后有没有和谐一些东西，但从郑本最后尼姑变猪，和尚边秃驴的下场来看，这出戏还是黄戏会比
较合理一点。当然，也有可能是郑本里的道德观不正常。不过《思凡》和《下山》两出小戏实在是太
熟了，要把我们心目中纯真的小和尚小尼姑整成俩流氓我可接受不了⋯⋯还是按着可爱的路子写吧。
要写黄戏么，县老爷府里绝对不会少的⋯⋯嘿嘿。　　暂时想到这些。小戏的故事若有新想法，随时
会补充。
4、　　郑本的结构写的非常规矩严谨。　　它有一条时间线，元旦上寿、观音生日、傅相是在暮春
升天的、刘氏是在苦夏时开荤的，如果认真的列一下，估计会有一个非常规矩的时间表。它还有一条
超对仗的因果报应线。在人间出现的真善美、假恶丑，在阴间必定一一给出答案。在情节的安排上，
主线和小戏的环环相扣几乎到了强迫症的程度：比如叫花子的戏，《孝顺歌》是唱给傅相听的，《十
不亲》是刘氏开荤之后唱给刘氏听的。什么人听什么戏，绍兴本里做不到完全这样。《和尚下山》、
《尼姑下山》这两出戏是插在哪的呢？插在刘氏去世之后，老尼姑去做法事了，老和尚也去做法事去
了，这才给了一对儿冤家逃之夭夭的机会。　　郑本里当然也有好玩的戏，比如和尚背老汉的那折。
老汉走不动，想让和尚背他，于是佯装妇人。手粗因为干重活儿，胡茬扎人是因为散了头发，俨然一
个古代版大灰狼骗小红帽。还有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段子，就是益利见了刘贾儿子在讨饭，刘贾儿子说
起自己小时候，爹爹请了三个师傅教对对子，结果对出来的不是“莲花落”就是“大哥大姐过年好”
，老先生们最后崩溃了，说教不了，这孩子天生讨饭的命。　　但是这些好玩的段落，大都还是带有
文人气的。和绍兴本里，大夫胡乱给刘氏看病把不准脉胡说一气的插科打诨滑稽的“俗幽默”不尽相
同。　　　　虽然大部分的压缩本《目连救母》演出中，都是想方设法的把小戏砍掉了，但我还是以
为这些丰富多彩的小戏才是目连戏中的精华。这一点在绍兴本目连戏人间百态的描写中尤为明显，特
别擅长写家长里短。若把郑本也算进来，就可以理出一条又一条有趣的线索，比如民俗（吉祥、祭祀
的戏）、比如各种稀奇古怪的老行当（牙婆、算命的、大夫⋯⋯如果和尚和尼姑也能算进来，那么《
双下山》就是非常精彩的一折了）、比如小鬼儿们的种种⋯⋯　　　　先前我把一折小戏《涨蛮打爹
》改成了小说，觉得这么干挺有意思的。要是仔细琢磨琢磨这些小戏，改出应该挺好的。这时候，开
始忧伤之前看的书太少，对于民俗、儒道佛三教的常识一无所知，对老行当也没有刻意去了解。之前
倒是有过想法找找三姑六婆的事儿，可惜不得要领，找到的资料甚少。前段时间看《玉蜻蜓》的本子
，我什么时候也能写出里面“关亡”那样好玩的故事呢——女关亡为了套话儿，跟看后门的傻大个儿
说关亡成功之后就给他当老婆。傻大个儿害怕被骗，非要留下关亡的伞。伞本是关亡的一个标志，她
就假装很紧张的说：“哎呀好吧！可是这可是我的命根子，你可不能弄丢了！”真是看得人捧腹大笑
。那一段描写只有两回，从关亡下船到她假装苏妈老公骗苏妈为自己说好话，每一个细节都写得那么
生动，让人难忘。　　还有另外一种改法是添头添尾另成故事，翁偶虹曾在一些文章里举过例子。今
年四月看得昆曲《白罗衫》也是这个改法。如果要这么改，改的一定是罗卜行商的一段。《女吊》前
后的故事很丰富，《涨蛮打爹》的故事也很完整，再把其他好玩的小戏添加一二，用罗卜串起来，应
该也不错。
5、　　至于故事的主线，说起来目连救母仿佛一个翻版《西游记》+佛教故事，看起来没有多大意思
，但要把人物拎出来，寻觅他们从一而终的性格轨迹，也是可以说一说的。　　　　刘氏　　在绍兴
本的开场中，刘氏是非常和蔼、富于同情心的。她见傅相逼迫沈容正的老婆做奴婢抵债，忙过来劝解
，并认吕氏为干妹妹，给了银子让他们走。除此之外，她信佛要比傅相早多了，还不断的向傅相灌输
“急急修”的思想。是她提醒傅相那两个败家儿子一定是老天派来惩罚他的，所以傅相才焚了斗秤，
改恶从善。　　她很仁慈，所以《女斋》中，尼姑说什么她就是什么，打心眼里非常的认同。　　她
很爱家庭。这一点从郑本中看得更明显。傅相升天之前要她立誓吃斋。她一边哭着一边说：“好好好
，你说立誓就立誓。”我想那个时候她是光顾着伤心的，所以从一开始，誓言的内容是什么，她其实
根本就不在意。　　金奴和刘贾劝她开荤，义愤填膺的说了那么多话，她都严词拒绝了。直到他们说
：“你吃斋有什么用？你看老爷，为善一生，结果连五十岁都没到就死了。”他们还骗她说傅相是被
大白鹰抓走的。就这一句话，刘氏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下了狠心——老娘就要
开荤了，让你们叫我老公走那么早！我仅仅看到两折川剧本的目连戏录像，川剧版本中是因为罗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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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死活不跟刘氏回去，刘氏心里不爽才开的荤其实大同小异。　　　　刘氏开荤之后，真心不是瞬
间就变得无恶不作了。和尚来劝、李公来劝，开始她都是比较平和的接待的。尤其是尼姑来的时候—
—郑本里描写尼姑进屋，吧嗒吧嗒说了四幅画，幅幅都在指责刘氏。个人觉得，刘氏这个时候已经被
刘贾金奴迷惑了，正是很混沌的时候，这时候一堆人噼里啪啦的过来指责，承受不住，才变得气急败
坏。如此，可以参照今天的人肉搜索⋯⋯　　我不懂佛教，听说背誓开荤在佛教中是非常大的罪过。
不过我朋友跟我讲的时候，说一般人是因为许了愿才立誓吃斋。可刘氏又没许愿，她不过是为了哄要
去世的老公。我从普通人的角度想，如果刘氏仅仅是开荤，真心不是什么天大的罪过。不过后来弄死
一条狗，用肉馒头斋僧，又烧了尼姑的庵房，要不是人家跑的快就烧死了。这是挺过分的。　　所以
如果我来改这一段，我可能会从道德暴力的角度说一下。权且记着。　　　　在郑本里，刘氏遣子经
商之后，左盼不见罗卜回来，右盼不见罗卜回来。心中的懊悔犹如潮水一般袭来，每日里埋怨自己不
该谈一时口上痛快，有觉得自己不敬神明遭到了报应。于是重开三官堂，重修会缘桥，吃斋把素。把
哭哭啼啼赶回来得罗卜骗了。她后来打益利，花园立誓，其实全都是怕母子失和。其实罗卜回来，刘
氏永远把开荤的秘密瞒下去，估计也就错这一次而已。老天那么不开面儿，一点儿改过的机会也不给
她，说起来她也实在可怜。说到母子情深。刘氏变狗之后，一边拽目连，一边拽曹赛英。心里大概为
自己耽误了儿子十六年青春而滴血不止。不论自己多么惨，还是希望一切就结束了罢，儿子和儿媳重
过幸福生活该有多好。可是看客们都清楚，事已至此，两个无缘的人此生只能长伴青灯了。我每看到
《罗卜描容》和《犬入庵堂》两折都忍不住想哭，特别特别的痛心。　　　　　　听说川剧的本子里
有刘氏出嫁，但是我无缘见到。不过我想傅相那么大户人家，刘氏做为正妻，必然也是大户人家的。
所以除了受过良好教育，有端庄一面之外，有点脾气也是必须的。各种和尚尼姑、乡里乡亲把她逼成
那个样子，她必然是要暴怒的。人在盛怒之下哪有理智？金奴和刘贾说什么她就听什么，什么不对啊
，残忍啊，她都想不到。活蒸了猪羊（活蒸这个事情，我在某本酷刑的书里看过，可能是纣王开始让
白鹅在火炭上跳舞的，记不清了），火烧了庵房，她只是咬牙切齿的觉得过瘾。一个善良的人一下子
变成这样，真让人觉得可怕。　　　　还有传说说，刘氏上辈子是如来身边不认真听讲的女弟子，因
而有次一劫。我看到这个传说，觉得这和刘氏的聪明、顽皮劲儿对上了。刘氏从开荤开始，到入了地
狱，从来都没有老实过。一会儿耍脾气（虽然不是大小姐脾气了，但也是使性子）打益利，一会儿赶
快去花园立誓跟儿子表决心。到了地狱里就更不得了了，她一路上都在喊“将就！将就！”，给鬼卒
塞钱，说“不与人行方便，做官也枉然”；她高呼着“冤枉”，埋怨刘贾和金奴；她跟殿里鬼判掰扯
：“我跟老公儿子做了半辈子善事，也没落好儿啊！”“凭什么我吃肉就不行？世间吃肉的多了！”
“那供奉菩萨还用三牲呢！”正义的鬼判们简直气得七窍生烟；她唱三大苦装可怜；她扑倒在目连面
前，喊着：“儿啊！夫啊！救我⋯⋯”　　　　刘氏既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在地狱里这些痛苦恐怕是
让她哭号都无力了。如果要追求类似的体验，也许我会想到拔牙时杀神经或做太阳飞车时上下翻飞无
尽的苦。呀呀~太可怜了。回头可以细致的描写一下他嚎叫的那种无助感。　　　　我觉得她肯定是
被地狱中的各种酷刑吓出精神病来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一边哭一边害怕，心里不住闲儿的希
望有人她。不论是目连也好，傅相也好，反正快救救吧⋯⋯怎么办？怎么办？　　可是，她在六殿见
了目连。看儿子为了救他得了神通高兴，见儿子变了和尚不心疼？　　心情好复杂⋯⋯　　　　PS，
还有一个细节说明刘氏心地很好。　　虽然刘氏一路上都在埋怨刘贾和金奴。　　她见了金奴时没有
太大感觉。因为她是主人么，金奴是仆人。但是金奴哭着后悔之后，她也没再说什么。　　而在十殿
轮回前见到刘贾。刘贾说：“都怪我，不干阿姐的事。”刘氏几乎就是扑上去大包大揽：“哎呀，和
弟弟什么关系啊！要罚罚我一个人吧！”　　　　傅相　　绍兴本里傅相从善之前的那种图利、冷血
的样子真是非常生动。但是他从善之后真尼玛变得太快了好么⋯⋯　　在郑本里，强盗来抢劫他家。
他带刘氏逃走，临走还在桌子上给强盗留了一包银子。刘氏腻腻歪歪的，他还说了刘氏一顿。强盗的
马走了一半不走了，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人话，把强盗感化的又把银子送回来了。还真是德满宇宙，
人间奇善啊⋯⋯　　为什么？为什么？　　　　我来使劲儿试着还原一下傅相弃恶从善的过程。　　
我脚着，刘氏劝傅相从善的时候，他其实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烧了秤，做两件好事。什么把土地分给
佃户啊，给神仙幻化的和尚钱啊，都是为了刘氏肚子里的孩子——积阴功么，这时候还是有些流于表
面的。　　虽然阿金阿银是败家子儿，但毕竟是亲骨肉。我觉得，小哥俩的死会给傅相非常大非常大
的刺激。万事到头终是空。傅相是人，这时候会有从痛苦到绝望，到漠视很多事情的变化。　　心理
学家们@姬晓安，可以出来解释一下。　　　　刘氏更多的是使小性子，而傅相是一家之主，又有功
名，因而他是有威严的。　　虽然本子里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傅相应该对罗卜很严的，不然罗卜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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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听话，从小就热爱青衫，而且多多少少有些唯唯诺诺。他对仆人、对刘氏说话都是简约不容置疑
的，虽然是情深，但夫妻俩并没有说太多知心的话。到他升天的时候，很强硬的要求刘氏立誓永不开
荤亦是如此。　　　　绍兴本里，刘氏花园立誓，七窍流血。傅相冷冷的说：“谁让你背誓来的？我
可管不了你。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是不大和逻辑的，不和傅相对强盗都那么有爱
心的逻辑，也不和傅相临死都舍不得刘氏的逻辑。他说了“管不了”“各自飞”的话，并非出于生气
，愤怒，而是一种埋怨，想救救不了因爱而生的埋怨。后来傅相在天上当了官，没少给玉帝打小报告
，三番五次的求玉帝放了他老婆。　　　　罗卜（目连）阿金阿银归天，罗卜出生，恰逢其时，是傅
家的独苗。因而父母必然是疼爱有加。罗卜很温和，很听话懂事，也很享受、很依赖在父母跟前的感
觉。在《元旦上寿》、《花园烧香》两折中，他拜父母是非常虔诚的。在《遣子经商》、《罗卜描容
》甚至是《挑经挑母》中，罗卜一旦离开父母，不论是生离还是死别，不论是离了活着的刘氏还是傅
相的坟冢，他都是非常痛苦的。他敦厚老实，犹如清水，一举一动惹人心疼。他是富家子弟，但不好
奢华，只爱青衫，对仆人礼貌，对涨蛮这样打爹的混蛋也作揖。因为单纯，所以面对一些不好的事情
时，他有些显得一惊一乍，特别害怕：所以见到涨蛮说有个“不孝的老爹”，惊讶多余气愤；张友大
抢劫，他猛扑过去护住益利，说：“放了哥哥吧，要杀就杀我！”；听观音娘娘点化说母亲刘氏已经
在家开荤，打僧骂道，吓得跪在地上痛哭。一步一叩首的往家赶，唯恐不能赎了母亲的罪过。有些时
候，他甚至有些唯唯诺诺。　　刘氏责打益利。他大概也知道母亲的确是做了坏事了。可是“夫死从
子”这条玉律在他这好像没用。若换做傅相，肯定是严词教训一番。可是罗卜又跪下了：“哎呀母亲
，益利哥不懂事。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他几句话怎么能有损您的威严呢？”　　　　他对所有人都是
诚惶诚恐的，但是又有自己的倔强在。《辞官》、《辞婚》两折就是极致，《观音戏目连》一折中也
表现得颇多。他对别人几乎是不发脾气的，金童耍他，把刘氏的容像弄脏了；白猿逗他，把佛经和刘
氏的骨坛抛下山崖。他都只是哭，只是跳崖，都没有抓起人家揍人一顿（也有他从小长在蜜罐里，没
力气打人的关系吧，嘿嘿），可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就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这究竟是怎么一种人
生观？我再仔细琢磨下⋯⋯（可不可以向今天的单纯小正太靠靠~~其实罗卜很有乡巴佬的老实到让人
崩溃的气质）　　他和刘氏一样，从小没有吃过什么苦。所以救母的时候，一路上没少哀怨啊哀怨~~
肩膀出血了，哎呀又想起妈妈要是活着，肯定心疼死了。　　但是他救母的决心很大，所以即便怕受
苦也去受，即便是怕麻烦别人也去麻烦，即便是觉得闯地狱是不合规矩的也去闯，最后居然开了鬼门
，放恶鬼也出来了⋯⋯反正无论如何，都要救妈妈~~　　　　咦⋯⋯这块可以多加一些细节和心里斗
争的描写。在整个故事中，多多渲染母子情才好。是母子情，不是母子情深~~我还是比较喜欢通过日
常的画面去表现。讨厌无休止的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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