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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論關公故事之文化意涵──以子弟書、快書為例 

               前  言 

關公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他集名將、英雄、義士、聖神於一身，論歷史人

物對民間影響之深且廣，恐怕無人能與之媲美。關公故事研究的價值，是因為它

不僅在史料、傳說、小說中有詳細的記載，而且戲曲以及各種說唱曲藝裡也有許

多改編的作品。甚至，它不只在中國域內流傳，還曾經傳播到日本、韓國、美國

等域外國家，對中國古典文學與民間文學的影響尤其深遠。在清代，雅俗共賞的

說唱曲藝非常興盛，種類繁多，其中，子弟書與快書就有許多關公故事的改編作

品。從說唱曲藝整個發展的過程來看，關公故事不僅反映了文化傳承的現象，而

且呈現了文學雅俗變遷的重要軌跡，值得學者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從子弟書與

快書中，不僅可以看出作家對於關公形象的愛憎褒貶，而且可以明瞭關公形象的

文化傳承、認識意識及其給予後世的種種啟示。曲藝作為一種以口頭語言進行「說

唱」的表演藝術，千百年來不僅豐富著人們的精神生活，而且在中華文化的殿堂

中占有重要地位。本論文主要是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著的《俗文學叢

刊》1為範疇，針對子弟書與快書中所改編的關公故事，探討其忠義象徵以及文

化意涵。 

 

一、子弟書中的關公故事 

繼唐詩、宋詞、元曲、明傳奇之後，清代子弟書2又是一個韻文創作的高峰。

子弟書是鼓詞的一支，以唱為主，屬於說唱藝術。它由詞曲組成，結構以回為單

元，每回一韻，其內容是敷演一個情節，聯結數回再組成一個主題。從文學上劃

分是屬於敘事詩，它往往用大段的詩話唱詞來渲染故事，從而在婉轉悠揚的詞曲

                                                
1
《俗文學叢刊》，大體上分為戲劇和說唱兩大類，包括：第 1-35 冊為總類；第 36-57 冊為高腔；

第 58-96冊為崑曲；第 97-100冊為滇戲；第 101-108 冊為川戲；第 109-111 冊為楚戲；第 112-113

冊為福州戲、潮州戲；第 114-121 為淮戲、贛戲；第 122-123 冊為越戲；第 124-125 冊為嘣嘣

戲、吹腔；第 126-165 冊為粵戲、大棚班本；第 166-273 冊為影戲；第 274-277 冊為灘簧；第

278-283 冊為梆子；第 284-345 冊為京劇；第 346-350 冊為補編； 第 351-361 冊為寶卷；第

362-366 冊為閩南歌仔；第 366 為客家傳仔；第 367-383 冊為福州平話；第 384-400 冊為子弟

書；第 401-411 冊為石派書；第 412 為快書；第 413 冊為竹板書；第 414-419 冊為龍舟歌；第

420-479 冊為南音；第 480-500 冊為彈詞。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著《俗文學叢刊》(臺

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 年)第 1 冊，頁 1。 
2子弟書係清代北方俗曲之一種，其曲調有兩種：東城調與西城調，前者又稱為「東韻」，音節如 

高腔；後者又稱為「西韻」，音節如崑曲。此種曲藝，盛行於乾、嘉、道三代，至光、宣時始趨 

沒落。因其詞婉韻雅，故在當代藝壇上之地位極高。繆東霖《陪京雜述》曾推之為當時說書人 

之最上者，滿族人士，並尊之為「大道」，可見時人對此種曲藝敬愛之一斑。見陳師錦釗《子弟 

書之題材來源及其綜合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7 年 1 月）， 

頁 1。 



中征服聽眾。子弟書所採用的韻目與皮黃所使用的韻目大略相同，符合「十三轍」
3的規定。在《俗文學叢刊》中，現存有關三國故事的子弟書有：《連環計》、《鳳

儀亭》、《徐母訓子》、《長板坡》、《擋曹》、《東吳招親》、《東吳記》、《單刀會》、《白

帝城》、《罵朗》(有兩種)等十一種，其中，內容主要是描寫關公故事有《擋曹》

和《單刀會》兩種，茲說明如下：  

(一)《擋曹》 

《擋曹》子弟書(全七回)，作者為煦園氏。無回目，開端有詩篇，押「ㄠ」 
韻，遙條轍。內容主要是根據《三國演義》第五十回＜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

義釋曹操＞改編而成，敷演赤壁之戰，曹操大敗，見關羽率兵攔道，曹操驚駭，

他哀求關羽念及昔日之恩放他一馬，關羽無奈，於是釋放曹操的故事。詩篇為：

「黃昏寂寞晚風高，樹靜蟬鳴月影遙。把筆閒揮追往事，古今興廢費推敲。漢室

衰微無力整，奸雄迭見亂當朝。煦園氏燈前偶閱《三國志》，寫一段華容道上義

釋奸曹。」第一回，敘述曹操赤壁之戰大敗的情節。第二回，敘述曹操失敗奔逃，

打算暫投南郡的情節。第三回，敘述曹操不聽張遼建議走大路，決定改走小路華

容道的情節。第四回，敘述曹操在華容道上驚見關平、周倉皆手持鋼刀的情節。

第五回，敘述張遼建議曹操向關羽提起舊日恩情的情節。第六回，敘述曹操哀求

關羽念及昔日之恩的情節。第七回，敘述關羽滿懷義氣，釋放曹操的情節。 

 

在《擋曹》子弟書中，可以看到子弟書作家描寫關羽：「臥蠶眉一片丹心恢

漢室，丹鳳眼雙凝皓氣保皇朝。赤面沉沉堆忠義，威風凜凜貫天曹。金甲錦袍凋

鞍赤驥，青龍刀控五綹髯飄。」子弟書作家採取映襯手法，藉由曹操看見關羽的

驚慌模樣，顯示關羽的高強武藝：「曹孟德一見關公渾身亂抖，不由得五衷唬裂

四體齊搖。張口結舌連說不好，看起來這條老命要在此處花消。今若是別人的將

官有人抵擋，這位爺青龍刀下未必能逃。今日個這件事兒如何是好？就只好繩縛

二背去挨刀。」此時，張遼對曹操說道：「尊丞相不必着驚須放膽，這關公忠肝

義膽性雄豪。又受過丞相恩情思所報，上前去哀求苦告定相饒。」子弟書作家描

述曹操面對關羽放低姿態的模樣：「一句話提醒奸雄心暗喜，急摧馬至關公面前

                                                
3「十三轍」是中國明清以來北方戲曲、曲藝等押韻用的十三個韻部，「轍」也叫「轍口」，就是

「韻」。「合轍」就是「押韻」，這是用順轍行車做比喻的通俗說法。它只有十三個轍名，相當

於一般韻書的韻目，但「有目無書」，由於十三轍是戲劇、曲藝工作者口耳相傳的，轍名和它

的排列順序在書面記載上頗有分歧。一般而言，「十三轍」的名稱是：（1）中東（2）江陽（3）

一七（4）灰堆（5）油求（6）梭坡（7）人辰（8）言前（9）發花（10）乜斜（11）懷來（12）

姑蘇（13）遙條。十三轍的被重視開始於清代中葉，崑劇日益衰微，地方戲花部亂彈興盛之際。

十三轍中，因為有的轍字太少，合韻是免不了的，基於「審音要細，押韻可寬」的原則，還有

兩道用兒化音節構成的「小轍兒」，即「小言前兒」和「小人辰兒」。前者是「言前」、「發花」、

「懷來」等轍合併而成的一個小轍兒；後者則是「人辰」、「一七」、「乜斜」、「灰堆」、「姑蘇」、

「梭坡」等轍合併而成的一個小轍兒。小轍兒在戲劇唱詞中很少見，曲藝和民歌中出現較多。

大轍十三而主要的小轍兒是兩道，正是因為這兩道小轍兒收的詞比較多，兩道小轍兒的妙用不

僅在於把本來不同的轍合為一轍，無論說或唱，都覺得帶有俏皮味，而且擴大了轍口，更便於

合轍押韻。 



慰安勞。說道是自別君侯芝顏如舊，君侯看曹操可像昔日曹操？……曹操說敢請

君侯思舊日，在許都相敬君侯未敢辭勞。上馬奉金銀下馬，三五日筵宴君侯比上

將高。也曾奉美女黃金錦袍赤兔，操原為狹路相逢放路一條。」面對曹操的苦苦

哀求，子弟書描寫關羽的寫道：「一夕話聖賢聽罷忽低首，滿懷義氣蹙眉梢。便

命三軍齊退後，一聲長嘆放去奸曹。」 

 

(二)《單刀會》 

《單刀會》子弟書(全五回)，作者不詳。無回目，開端有詩篇，押「ㄢ」韻， 
言前轍。內容主要是根據《三國演義》第六十六回＜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為

國捐生＞改編而成，敷演劉備久借荊州，魯肅設下單刀會宴請關羽，欲覊留關羽

為人質以索還荊州。關羽帶領周倉隨行赴宴，席間，魯肅要求關羽歸還荊州，關

羽不肯，指稱江山本為漢室所有，周倉則譏諷赤壁之戰，功在孔明為周瑜借得東

風，反而要求東吳亦須歸還東風。後來，關羽擒住魯肅作為人質，嚇退東吳士兵，

走至江邊時，關平率兵來迎，關羽才釋放魯肅，揚長而去的故事。詩篇為：「三

綱五常立人間，五倫事事要周全。皇王水土難答報，父母恩德天地寬。三教九流

士為首，朋友相交信在先。弟兄們情腸好換好，就是那兒女人妻冤怨緣。」第一

回，敘述魯肅向孫權說明此時蜀國眾將皆去西川，只剩下關羽獨守荊州，因此提

議設下單刀會宴請關羽，並派黃文前往邀宴的情節。第二回，敘述黃文前來荊州，

傳遞魯肅的書信，關羽決定帶領周倉赴宴並吩咐關平在江中接應的情節。第三

回，敘述魯肅在江邊迎接關羽的情節。第四回，敘述魯肅在宴席上向關羽索還荊

州的情節。第五回，敘述關羽藉機擒住魯肅作為人質，嚇退東吳士兵，揚長而去

的情節。 

 

在《單刀會》子弟書中，當魯肅提議設下單刀會宴請關羽，子弟書藉由喬公

之口，形容關羽的威勇說道：「喬公諫言說不可，莫把君侯當等閒。弟兄們桃園

三結義，他也曾大破黃巾滅萬千。虎牢關前戰呂布，立斬華雄酒未寒。怒刺顏良

誅文醜，掛印封金離了中原。獨行五關斬六將，蔡陽頭落在古城邊。」為了襯托

關羽的武功高強，子弟書描寫黃文到了荊州遞交書信的模樣：「高聲報道說黃文

進，差官慌忙跪在前。手捧來書連叩首，不敢抬頭心膽寒。」魯肅在江邊迎接關

羽，子弟書作家描寫關羽的外貌：「腰中緊繫紅鞋玉，寶劍昆吾在鞘內安。虎頭

戰靴登足下，丹鳳眼襯眉臥蠶。面如重棗紅又亮，頰下風飄五綹髯。赤膽忠心無

二意，果然是當今一位聖賢。」宴席中，關羽和魯肅兩人不歡而散，關羽打算離

開，他的脫身之計是：「伸手拉住了魯子敬，煩公送我大江邊。鷹拿燕雀一般樣，

虎入羊群是一般。撞出七層圍子手，衝開萬丈虎狼潭。總有些埋伏誰敢擋，唬退

了旁邊眾將官。」這時魯素的模樣是：「氣的他汗流滿面連打戰，險些兒一命喪

黃泉。羞愧難當只發怔，只聽得三軍吶喊炮連天。」 

 



二、快書中的關公故事 

在清代北方俗曲中，另有一種曲藝快書，因為演唱時越唱越快，稱之為「快 

書」。它因為淵源於子弟書，演唱者多為滿清貴族子弟，又稱為「子弟快書」、「子

弟真詞」。加上，其曲文的末段，必以「連珠調」（或稱「連珠炮」）結束， 

故又名為「連珠快書」。4在《俗文學叢刊》中，現存有關三國故事的快書有：《虎

牢關》、《鳳儀亭》、《許田射鹿》、《寫帶詔》、《古城相會》、《長板坡》、《舌戰群儒》、

《赤壁鏖兵》、《草船借箭》(兩種)、《打黃蓋》、《借東風》、《擋曹》、《戰長沙》、

《截江奪斗》、《八陣圖》、《空城計》等十七種，其中，內容主要是描寫關公故事

有《虎牢關》、《許田射鹿》、《古城相會》、《赤壁鏖兵》、《擋曹》和《戰長沙》等

六種，茲說明如下： 

(一)《虎牢關》 

《虎牢關》快書，作者不詳。開端有詩篇，內容主要是根據《三國演義》第 
五回＜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改編而成，敷演董卓欺主專權，

各路諸侯以袁紹為首，齊聚虎牢關，欲擒拿董卓，董卓部將華雄請令討戰，連退

袁紹數將。關羽見狀，自請對戰，曹操持杯把盞，關羽置酒未飲，出帳立斬華雄，

返營酒杯尚溫。後來，呂布出現，連敗數將，關羽上陣對戰，呂布不敵，倉皇而

逃的故事。詩篇為：「存心不古在眼前，為利貪名盡是枉然。太平之時食君祿，

敵亂國微出大賢。奸臣當道把忠良害，那有那赤膽忠心趕上前。有朝一日天星降，

只落得刀斧臨身自安然。」 

 

在《虎牢關》快書中，頭落，敘述董卓上欺天子，下壓群臣，當朝文武官員

紛紛對他不滿的情節。二落，敘述各路英雄以袁紹為盟主，齊聚虎牢關，關羽迎

戰華雄的情節。其中，快書作家形容關羽的外貌：「面如重棗威風凜，腰圓牓闊

有威嚴。此位爺他心存忠義人難比，志在春秋可配天。」詩白，寫道：「諸侯聚

義在關前，要拿董卓除大奸。華雄死在聖賢手，眾多諸侯甚罕然。」連珠調，敘

述呂布英勇，諸侯驚慌失色，關羽迎戰，呂布敗走的故事。快書作家形容關羽的

威勇：「……聖賢爺青龍偃月朝下剁，呂布馬上施展威能勇不可敵掄動畫戟一上

一下一左一右，前遮後擋左右盤旋磕開長矛把刀攔，奉先心內着急難敵擋，由不

得心頭火起虎目圓睜氣喘吁吁心神不定忐忑慌張，不敢戀棧衝條血路闖出重圍這

不就敗走了貫戰能征的英勇魁元。」    

 

                                                
4
快書，大約起源於道光中業，盛行於同治、光緒年間，演唱時需要「硬砍實鑿」之真功夫，演 

唱者必須喉音宏亮，「真講氣力」，才能勝任，所以，歷來演唱者均清一色為男性藝人。
4
它原是 

子弟書，在清代同治十三年以後，光緒二十七年以前，正式脫離子弟書的範圍，獨立成為一種 

新的曲種。見陳師錦釗＜現存清鈔本子弟書目錄研究＞，《2003 年兩岸說唱藝術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2003 年 12 月，頁 70。  



(二)《許田射鹿》 

《許田射鹿》快書，作者不詳。開端有詩篇。內容主要是根據《三國演義》 
第二十回＜曹阿瞞許田打圍  董國舅內閣受詔＞改編而成，敷演曹操為了探聽百

官的動靜，奏請獻帝至許田狩獵，獻帝無奈，於是率領劉備、關羽等人一同前往。

打獵途中，獻帝見一梅鹿，舉箭射之，卻屢射不中。曹操見狀，取獻帝弓箭，命

中梅鹿。百官誤以為梅鹿是獻帝所射，口呼萬歲，曹操竟挺身受之，關羽因此大

怒的故事。詩篇為：「後漢三國降群星，攅亂朝綱不太平。只因獻帝多軟弱，李

葛郭范反朝廷。二賊將滅董卓現，王充巧定計牢籠。呂布爭妻殺他義父，又有曹

操分外惱。」 

 

在《許田射鹿》快書中，第一落春雲板，敘述曹操奏請獻帝到許田打獵的情

節。第二落春雲板，敘述劉備、關羽等人陪同獻帝至許田，獻帝看到獐鹿等野獸，

心生歡喜的情節。詩白，寫道：「曹操專權真不善，許田暗把人心探。應聲萬歲

馬當先，安心要把朝廷篡。」唱三落連珠調，敘述曹操藐視獻帝，取獻帝的弓箭，

命中梅鹿，百官誤以為梅鹿是獻帝所射，口呼萬歲，曹操竟然挺身受之，關羽因

此大怒的情節。快書作家形容關羽：「……忽聽一人高聲喊，氣得他蠶眉緊皺鳳

目圓睜一頂馬腰喊連，口中說某家與國除後患，留他終須篡朝廷。……」    

 

(三)《古城相會》 

《古城相會》快書，作者不詳。開端有詩篇。內容主要是根據《三國演義》 
第二十七回＜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以及第二十八回＜斬蔡

陽兄弟釋疑  會古城主臣聚義＞改編而成，敷演關羽守孤城，為了保護皇嫂甘、

糜兩位夫人，於是暫時投降曹操，移居許昌。曹操知道關羽驍勇善戰，想收為己

用，故施以金額、美色，贈袍，賜馬，關羽皆不為所動。後來關羽打聽到劉備藏

身在袁紹處，想要辭別曹操，這時袁紹派遣顏良、文醜來襲，關羽為了報曹操之

恩情，上陣誅殺二將。他隨後留書出走，攜嫂逃出曹營，過關斬將，直達古城。

張飛誤以為他投降曹操，出城驅逐關羽，此時，蔡陽帶領追兵趕來，張飛藉機要

求關羽斬殺蔡陽以證明其清白，關羽無奈，只好斬殺蔡陽。張飛見狀，始知誤會

關羽，深感羞慚並出城相迎，桃園三結義相擁而泣的故事。詩篇為：「朋友相交

論五常，今時人兒假善良。妻子不避無拘束，試步引誘女紅妝。天官賜福貼滿面，

奸盜邪謠掛胸膛。堪羨當年關夫子，義氣沖天保皇娘。」 

 

在《古城相會》快書中，頭落，敘述關羽為保二位皇嫂，暫降曹操，移居許

昌的情節。二落，敘述曹操費盡心思打算收買關羽，贈送美女、蟒袍與赤兔馬，

但關羽皆不為所動的情節。三落，敘述關羽獲知劉備藏身於袁紹處，打算向曹操

辭別，正巧袁紹派顏良、文醜來襲，關羽誅殺顏良、文醜以報曹操的情節。說白，



描述關羽在古城要求張飛快迎接二位皇嫂進城，張飛誤以為關羽降曹，驅趕關羽

回許昌的情節。詩白，寫道：「你姓關來我姓張，休提桃園那谷香。只放嫂嫂將

城進，你還歸曹回許昌。」連珠調，敘述關羽向張飛解釋自己是為了皇嫂有處安

身，才會向曹操投降，此時，忽見蔡陽來到，張飛要求關羽斬殺蔡陽以證明其清

白。後來，劉備、關羽與張飛三人相會，喜極而泣的情節。連珠調唱道：「……

彼此各訴離別事，甘糜二氏又對夫主言講關公的仁德禮義綱常。」 

    

(四)《赤壁鏖兵》 

《赤壁鏖兵》快書，作者不詳。開端有詩篇。內容主要是根據《三國演義》 
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會蔣幹中計＞至五十回＜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改編而成，敷演曹操攻占荊州，劉備得趙子龍、張飛的幫助，

奔逃到夏口。後來，孔明接受魯肅的邀請，到東吳商議聯合破曹之計。此時，曹

操在三江口紮營，誤中龐士元的計謀，以鐵鎖連舟，操練水寨。周瑜打算以火攻

對付曹操，不料，竟然颳起西風，周瑜因此憂急成病。孔明知道周瑜生病，於是

設壇借得東風，火燒連環船，周瑜的戰略得以成功。曹操大敗逃走，走到華容道，

因未見任何埋伏，心裡歡喜，正嘲笑孔明無謀時，忽然看見關羽率兵阻道的故事。

詩篇為：「桓靈無道火德傾，閹宦權國蒙蔽聖明。殘害軍民諸侯恨，忠良赤膽盡

除名。竇武陳蕃機謀洩，反使曹節膽愈兇。說不盡桓靈二帝無道事，說一回赤壁

鏖兵吳魏爭橫。」 

 

在《赤壁鏖兵》快書中，頭落，敘述曹操攻占荊州，安營在三江口，劉備出

奔到夏口，諸葛亮到東吳商議破曹之計的情節。二落，敘述周瑜原擬火攻，不料，

竟然颳起西風，因此憂急成病。後來，諸葛亮設壇借得東風，火燒連環船，曹操

因此大敗的情節。詩白，寫道：「紛紛天下刀兵動，三國何日得安定。吳蜀同心

破奸曹，因此三軍皆用命。」連珠調，敘述曹操兵敗遁逃，行至華容道，見無人

埋伏，心裡高興，正譏嘲孔明無謀時，忽見關羽率兵阻道的情節。連珠調唱道：

「……但見那塵烟似霧火砲如雷，風烟亂舞雁字排開齊整整五百精兵驍刀手，閃

耀耀旌旗影里一英雄，面如重棗臥蠶眉丹鳳眼一部長髯飄頰下，明晃晃偃月鋼刀

手中擎，雄抖抖征駒赤兔威風凜，氣宇軒昂心存忠義貫長虹，神謀蓋世武藝絕倫

揮橫路，齊聲吶喊口口聲聲大叫道曹賊難逃小道華容。」 

    

(五)《擋曹》 

《擋曹》快書，作者不詳。開端有詩篇。內容主要是根據《三國演義》第五 
十回＜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改編而成，敷演周瑜火攻曹軍，曹操

敗走，行至華容道為關羽率兵所阻，曹操以昔日之恩情哀求關羽，希望關羽能夠

放他一條生路，關羽無奈，釋放曹操。隨後，關羽返營向孔明請罪，孔明笑稱關



羽仁、義、禮、智、信俱全，實為亙古一人的故事。詩篇為：「朝走西來暮走東，

人生好似採花蜂。採得花來缺百壽，黃金難買永長生。閻王若叫三更死，誰敢多

留到五更。勸君有錢便使用，莫等臨危落場空。」 

 

在《擋曹》快書中，第一落春雲板，敘述曹操不聽張遼建議走大路，認為大

路會有埋伏而堅持改走小路華容道的情節。第二落春雲板，敘述曹操在華容道遇

到關羽，曹操提起舊日恩情，向關羽哀求放行的情節。詩白，寫道：「曹操誤入

華容道，遇見關公直哀告。全看許昌那番情，將軍還不把恩報。」唱三落連珠調，

敘述關羽無奈，釋放曹操，隨後返營向孔明請罪的情節。連珠調唱道：「關夫子

青龍一指開言道，口叫奸賊你聽明，在許昌上馬提金下馬提銀全入庫，十名美女

打發內宅侍奉嫂嫂關某何曾留一名？袍馬鬚囊全都受，我也曾替斬顏良刀劈文醜

報過丞相大恩情。關某領憑告辭走，老丞相不給路引焉能過去五關城，我關某破

除情面五關連斬六員將，你又派蔡陽追趕被某一刀送殘生，有何顏面將我見，你

還叫我關某補恩情，今天若不將你放，倒顯關某不寬宏，說罷馬上忙傳令，大小

三軍擺開一字長蛇陣式放他行，曹賊軍卒得活命，大家撤馬個個前擁，抱頭攛撮

去逃生。……關夫子營門下馬來至中軍臥龍面前來請罪，末將無能走脫曹人去逃

生，臥龍聞聽哈哈笑，口尊將軍請聽明，三綱五常你為首，仁義禮智信全叫將軍

你占通，仁字是路過五關連斬六將千里獨行保皇嫂，義字是桃園結拜勝似親弟

兄，禮字是古城順說張三弟，智字是斬顏良誅文醜溫酒未寒斬華雄，信字是方纔

將軍華容小道放過奸賊曹丞相。……」 

    

(六)《戰長沙》 

《戰長沙》快書，作者不詳。開端有詩篇。內容主要是根據《三國演義》第 
五十三回＜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改編而成，敷演關羽領兵攻

取長沙，老將黃忠奉令對陣，關羽惜才，陣前招降，欲說服黃忠共扶漢室，黃忠

雖有心歸漢，但恐投誠不忠，仍舊舉刀迎戰的故事。詩篇為：「三國紛紛動刀兵，

各為其主賭鬦輸贏。關帝爺四十二歲成正果，五雲捧聖上天庭。在書中不言聖人

平生事，全憑著心中智手中刀坐下馬威風凜凜定雌雄。減去謊言書歸正，說一回

關聖帝君智收黃忠老將英雄。」 

 

在《戰長沙》快書中，第一落春雲板，敘述關羽領兵攻打長沙，因惜才不忍

殺害，陣前招降黃忠的情節。第二落春雲板，敘述曹操在華容道遇到關羽，曹操

提起舊日恩情，向關羽哀求放行的情節。詩白，寫道：「老黃忠思想多時在馬上

開言說劉備雖與天子同姓只怕不能同宗，……想那劉備不過織蓆編履的小可冒充

漢室宗親其情可惱。」連珠調，敘述黃忠雖有心歸漢，但恐投誠不忠，仍舊舉刀

迎戰的情節。連珠調唱道：「……老豪傑腹中說是棄了罷，我二人強存弱死在戰

場中，老將主意他安排定，黃忠馬上舞動鋼刀逞英雄，聖賢爺一見將頭點，爺的



那腹內暗誇兩三聲，怪不得軍師言說黃忠勇，今日個對面交鋒果見真情。……聖

賢爺一見微微笑，說道這老兒疆場逞威能，黃忠要護長沙府，他心中氣傲不伏漢

關公，兩個人忘生捨死來交戰，真正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材只殺得日月山河土都變

紅。」 

    

三、忠義精神的象徵 

關公5，他是忠義的化身。在史料方面，關羽是真實的歷史人物，生於東漢

桓帝年間，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縣人（今山西運城市），三國時代蜀國名

將。在傳說方面，前人的筆記雜談、地理書和方志這一類的典籍也有許多關羽的

紀錄。6在小說、戲曲方面，隋唐以來，三國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經過「說三

分」，「三國戲」，最後產生了《太平寰宇記》、《三國志》、《三國志平話》、《三國

志通俗演義》7(簡稱《三國演義》)。說話人「只憑三寸舌，褒貶是非；略咽萬餘

言，講論古今」，講論古今的是非標準就是「忠義」。簡言之，《三國演義》是歌

頌「忠義」英雄的道德標準，這是它主要的思想內容。8小說所描寫的主要人物，

大多數是以真實的歷史人物為基礎，經過藝術的加工而創造的文學形象。9 
 
從《三國志》：「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以及《三國演義》：

「赤面秉赤心，騎赤兔追風，馳驅時無忘赤帝。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

                                                
5關公，由於自唐宋時代即列入武廟配享，同時佛道教也吸收他為神明信仰。明神宗萬曆四十二 
年(1614)敕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滿清入關，敕封關公為忠義神武關聖 
大帝，建關廟於燕京，遣官致祭；文宗咸豐六年(1856)升關帝廟為中祀，於是關帝廟晉升為與 
文廟對稱的武廟，關公也被尊稱為武聖，和文聖孔子有著對等的地位。關公、關老爺、關聖帝 
君、關帝、關聖等，都是後人對他的敬稱。見曾永義《俗文學概論》(臺北：三民書局，2003 

年)，頁 509。 
6地理書與方志中的關公傳說，概屬於地形地物的傳說，也就是地風風物傳說的一類，與物產特

產傳說、習俗信仰傳說鼎足而三。這些地形地物傳說的發生來源：其一是依託歷史，其二是起

諸軼聞，其三是源自小說戲曲，其四則是信仰力量的滲入。如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中已見與

關公相關的記載，其注文都可與《三國志》互相發明。見洪淑苓〈地理書與方志中的關公傳說〉，

《人物類型與中國市井文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 年)，頁 105。  
7
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於明代初年，基本上可信為出自羅貫中本人的手筆，其中，演，

即「延」，將史書「演」為小說；義，即「褒美忠義」。見歐陽健《古小說研究論》(成都：巴

蜀書社，1997 年)，頁 112。 
8
《三國演義》是由兩條經緯線交錯而成的：一條是經線，即朝向國家統一的政治裡想；一條是 

緯線，即歌頌「忠義」英雄的道德標準，構成了該書主要的思想內容。見段啟明、陳周昌、沈

伯俊等著《中國古典小說》(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年)，頁 12。 
9
《三國演義》以虛構的文學筆法為歷史人物染上了英雄的色彩，因此，這些人物主要是以文學 

的英雄形象流傳於後世。《三國演義》描寫關羽掛印封金、過五關斬六將、古城會斬蔡陽等，皆

是正史所沒有的。此外，小說描寫關羽斬顏良，與歷史不同，歷史上沒有顏良力斬曹操二將的

英勇，小說寫這一段情節主要是用來突出關羽斬顏良的神勇。又歷史上沒有關羽斬文醜，小說

裡不僅描寫關羽斬文醜，還描寫文醜戰敗張遼、徐晃二名將，從而突出關羽更為神勇。不僅這

樣，小說把斬文醜也寫在關羽身上，正突出關羽報答曹操知遇之恩，這跟後來的華容道放曹操，

都極力寫出關羽的義氣。見周振甫《小說例話》卷二：修辭•結構•人物(臺北：五南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1994 年)，頁 133。   



處不愧青天。」中，可以看出小說褒揚「忠義」，而且以「義」作為謳歌的核心，

它讚揚有始有終的朋友信義，更歌頌見義勇為的豪舉。關羽是《三國演義》中最

有聲色的人物，他「因本處豪霸倚勢殺人，關某殺之，逃難江湖五六年」，不僅

具有見義勇為的精神，而且當他死守下邳，身陷絕地，決心仗義而死時，為了保

護皇嫂，不得不暫降曹操。因此，小說藉曹操之口稱讚他：「此雲長乃千金不可

易其志，真仗義疏財大丈夫也！」他「義不負心，忠不顧死，是大丈夫之志也。」

這「千金不易」之志，即是關羽靈魂的美。尤其，當他獲知劉備的下落，他竟能

將曹操所賜予的金幣，一一封記，分毫不取，過關斬將而去，其人格與情操，實

令人難以望其項背。 
 
關公形象與故事的發展，可從史料、傳說、小說、戲曲、說唱曲藝以及宗教

信仰等各層面觀察，若以說唱曲藝中的關公故事為範疇，可以發現俗文學中鮮明

而獨特的「民間造型」：在《擋曹》子弟書中，關羽的外形是「臥蠶眉」、「丹鳳

眼」、「赤面」，他的武藝是「威風凜凜」、「金甲錦袍」、「凋鞍赤驥」、「青龍刀控」，

他的精神是「滿懷義氣」、「一片丹心」、「皓氣」、「忠肝義膽」、「性雄豪」；在《單

刀會》子弟書中，他的外形是「丹鳳眼」、「眉臥蠶」、「面如重棗」，他的武藝是

「大破黃巾」、「戰呂布」、「斬華雄」、「怒刺顏良」、「誅文醜」、「獨行五關」、「斬

六將」，他的精神是「赤膽忠心」、「無二意」、「知禮義」。從《虎牢關》快書中，

也可以看出關羽的外形是「面如重棗」、「腰圓牓闊」，他的武藝是「戰呂布」、「斬

華雄」，他的精神是「心存忠義」「志在春秋」；在《許田射鹿》快書中，他的外

形是「蠶眉」、「鳳目」，他的精神是「與國除後患」；在《古城相會》快書中，他

的精神是「關公的仁德禮義綱常」、「義氣沖天」、「秉綱常」、「丹心秉正」；在《赤

壁鏖兵》快書中，他的外形是「面如重棗」、「臥蠶眉」、「丹鳳眼」，他的精神是

「心存忠義貫長虹」；在《擋曹》快書中，他的外形是「蠶眉鳳目赤紅臉」，他的

精神是「三綱五常你為首，仁義禮智信全叫將軍你占通」；在《戰長沙》快書中，

他的外形是「蠶眉」、「美髯公」。如上所述，從子弟書和快書中，可以發現作家

對關公的歷史評價，也可以看到庶民百姓對關公的敬愛與推崇。 

 

四、儒家文化的傳承 

儒家強調「三綱五常」10，孔子主張「君使臣以禮」，而「臣事君以忠」。孟

子也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

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由此可知，儒家所謂臣對君的「忠」

是以「禮」為前提的。董仲舒也說道：「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11君為臣綱，

                                                
10三綱，指君臣、父子、夫婦三種不同人際關係相處的道理。五常，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等人與人之間的五種正常關係。  
11《春秋繁露‧基義篇》：「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與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 

為陰；夫為陽，妻為陰。……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 

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 



父為子綱，夫為妻綱12，這是上天的安排，是永恒不可改變的，臣對君的「忠」

是無條件的。朱熹理學的核心價值就是：天理與人欲、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道

心與人心、公與私、義與利、王道與霸道。其中，天理、天地之性、道心、公、

義與王道等皆是屬於積極、正面意義的價值；人欲、氣質之性、人心、私、利與

霸道等均是屬於消極、負面或應被消滅的價值。 

 

關公的精神是圍繞著「義」字而流芳萬世，其精神象徵有兩種，第一，在狹

義方面，指對國家和君主的忠義；第二，在廣義方面，指人與人之間平等而真誠

的對待，包括不忘故舊、見義勇為以及道義精神。「義氣」是一種交友之道，也

是一種社會倫理，其具體的特徵是光明磊落，慷慨大度，既包含互助意識，又富

有仁俠精神。對朋友親如手足，對社會群眾則急公好義。13關公的「忠義」精神

是相當普遍且深入人心的情感，它顯示公平與正義的氣度，因此，後人不論是結

交朋友、做生意或拜財神，皆以關公為典型，甚至，民間傳說黑白兩道也都敬奉

關公為神。總言之，關公以及他的尚義精神，不僅符合儒家所強調的仁義禮智以

及重義輕利的觀念，而且它是中華文化的表徵之一。14 
 
值得一提的是，子弟書與快書皆是在作家對「往事」或社會生活「親睹親聞」 

的基礎上，鎔鑄著作家對人生的理想追求，飽含著作家的感情所進行的藝術創

造。他們往往在詩篇抒發自己在《三國志》啟發下的創作動機，例如《擋曹》子

弟書的詩篇寫道： 
黃昏寂寞晚風高，樹靜蟬鳴月影遙。 

把筆閒揮追往事，古今興廢費推敲。 

漢室衰微無力整，奸雄迭見亂當朝。 

煦園氏燈前偶閱《三國志》，寫一段華容道上義釋奸曹。 

 

子弟書和快書皆有名為《擋曹》的作品，主要是描寫關羽在華容道上釋放曹

操的情節，從作品中，關羽的義勇之氣躍然紙上，如見其人。華容道上，關羽義

釋曹操，這不失為一種美德，倘若沒有華容道上義釋曹操，或許就沒有關羽這位

「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的人物。因此，「義」是關羽的性格，它也是

                                                                                                                                       
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其中，綱就是支配的意思，前面的是支配者，後面的是被支 

配者。三綱皆取於陰陽之道，具體地說，君、父、夫體現了天的「陽」面，臣、子、妻體現了 

天的「陰」面；陽永遠處於主宰、尊貴的地位，陰永遠處於服從、卑賤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確 

立了君權、父權、夫權的統治地位，把封建等級制度、政治秩序神聖化為宇宙的根本法則。君 

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同時也 

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一種特 

殊的道德關係。見漢‧董仲舒撰、凌曙注《春秋繁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968 年)，頁 199~200。 
12《禮緯•含文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又《白虎通》：「三綱者，何謂也？謂 

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 
13見黃華節《關公的人格與神格》(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頁 208。 
14見曾永義《俗文學概論》(臺北：三民書局，2003 年)，頁 510。  



《三國演義》的美學價值的根本所在。子弟書及快書的作者，既要能把握原著，

突出主旨，又要不拘泥於陳框舊套，努力把那些潛台詞、幕後戲等，通過典型的

情節和人物的刻畫挖掘出來，使故事情節更加曲折動人，使人物形象更加豐滿，

達到推陳出新的目的。曲藝曲本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堪稱為民族心靈的特殊載

體，民間文化的歷史長卷，大眾審美的集中折射，百姓情懷的藝術寄託，娛樂教

化的百科全書，人類社會的共同財富，不愧是「人民心中的通俗史，世道人心的

萬花筒」。子弟書與快書中的關公故事不僅意謂著儒家文化的傳承，而且它以獨

特的美學思想和表現形式，卓然輝耀於中國藝術之林。 
 

                結 語 

長久以來，《三國演義》一直是廣大群眾喜聞樂見的歷史小說之一，在中國

文學史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這部作品之所以能激動人心，具有歷久不衰的魅

力，主要是來自於它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內容以及文化意涵。它是一部人物鮮活的

歷史演義小說，擁有真實歷史的背景，透過作家的想像筆觸，使得人物的形象歷

歷如繪。小說、戲曲以及曲藝是三種截然不同的文學樣式：小說主要是寫給人讀

的；戲曲主要是表演給人看的；曲藝主要是吟唱給人聽的。子弟書和快書皆有改

編自小說的作品，雖然敷演的故事雷同，但在體製結構上以及文學性質上卻有明

顯的差異。作家們對於小說的改編，具有很強的主觀性，每一次情節的改編創作，

都是與小說作者的精神契合，他們認為原作故事中應該有，而小說作者卻沒有明

白說出的部份，往往增加新的情節，使得故事更加感人。小說中的關公形象，刻

畫栩栩如生，子弟書與快書作家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使得人物的形象更為

深刻，更為細膩。 

 

子弟書與快書所表現的宏富的社會生活內容、典型的敘事長歌體例、鮮明的

北方曲藝特點，為文學、美學、語言學、文獻學、版本學、民俗學、社會學等領

域的研究工作，開啟了一座全新的文獻寶庫。在《俗文學叢刊》中，子弟書和快

書的關公故事共八篇，它們可以說是對於三國人物妍媸評價的一個折光的反映。

作家在進行改編時，對於人物的褒貶、情節的截取和安排、對小說的精神，需要

心領神會。同時，它是直接與廣大的社會群眾見面，隨著時代的進展，群眾的愛

好，必須隨時反映群眾的願望──審美觀、倫理觀、道德觀、是非觀及其情操和

理想。從子弟書和快書中，可以理解作者和聽眾所關心的是什麼人的命運，透過

作家的改編，刻畫了人物的性格，烘托了環境的氣氛，交代了故事情節，更顯示

了廣大群眾對於關公的愛憎、是非的判斷以及理想的追求。子弟書與快書是流行

於中國北方地區的曲藝品種的表演底本，它們常是多代作者、演員、聽眾精益求

精，共同再創作的成果，既可視為群眾性的通俗文藝，又當列於大雅之堂，在中

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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