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代佛典《佛説目連救母經》向

《目連寶卷》與閩北目連戲的

文學性演變

田仲一成

提　 　 要

元代佛典《佛説目連救母經》（下面略稱爲《目連救母經》）

１３０４ 年前在浙江寧波出版，之後 １３４６ 年在日本復刻。中國的

原本早就失傳，日本的復刻本却藏在京都金光寺。作者據金光

寺所藏本分析，獲得如下的結論：１． 復刻本的文章跟鄭振鐸在

《中國俗文學史》中所引《目連救母出離地獄升天寶卷》（下面簡稱

爲《目連寶卷》）相同的部分不少。２． 《目連救母經》之中，目連的

母親劉氏名字稱爲四真。《目連寶卷》也一樣。閩北莆田目連

戲之中，劉氏名字爲四真，可見其繼承於《目連救母經》。閩南

目連戲之中，劉氏名字爲世真，大致受閩北劇本的影響。其他地

區的目連戲劇本之中，看不見四真這個系統的名字。可見閩北

目連戲文本是在元代《目連救母經》（可能經過《目連寶卷》）的

影響之下成立的。３． 莆田目連戲末尾演出妙善公主（觀音）的

故事，是繼承《香山寶卷》的。４． 據這些事實綜合起來説，莆田

目連戲是直接繼承元代《目連救母經》而成立的，而且很可能是

受到喜歡寶卷的閩北女子的影響而在元末明初成立的。至少可

以推斷，它是明代後期（１５８２ 年）成書的鄭之珍本以前的早期目

連戲民間劇本。



關鍵詞：《佛説目連救母經》　 《黄籙九幽醮無碍夜齋次第儀》　

鄭振鐸 《目連救母寶卷》　 《香山寶卷》　 莆田目連戲

宋元時代，在市鎮發達的環境之下，寺廟道觀的體制宗教流

出到市鎮，從而以教理爲核心的傳統宗教逐漸向世俗化蛻變。

這種環境有利於産生出戲曲小説等通俗市民文學。

從這樣的視角，本文擬研討佛教盂蘭節法會所用的盂蘭盆經的

元代文本《目連救母經》演變爲《目連寶卷》，繼而又變爲閩北目連

戲的過程。通過這個研討，希望探究宋元文學與宗教之間的關係。

一、 《佛説目連救母經》的故事
以及其儀式結構

　 　 日本京都市六條通河原町金光寺藏有一本元代《目連救母

經》的復刻本，〔１〕内容爲目連降到地獄去找母親的故事，上圖下

文，其所刻的圖畫，極爲稚拙，可説是通俗化的經文。據其卷末

所記，原本是元代大德八年（１３０４）以前在浙江鄞縣（寧波）城外

初刻出版的。此本流傳到日本後，於日本貞和二年（１３４６）由小

比丘法相復刻。其内容跟後代的目連寶卷，和目連戲有些類似

之處。比如，目連的俗名叫做羅卜，父親名稱傅相，母親名爲青

提夫人，劉家排行第四。家有一僕叫做益利，也有一婢叫做金支。

這些人名與後代的目連戲相符合。據此可知這本經書在目連戲

形成史上的重要性。先介紹這本佛經所記述的故事，〔２〕如下：

王舍城中富裕資産家傅相，家中有妻子劉青提，爲劉家

輩行第四，兒子羅卜，下僕益利，奴婢金支等。他病死後，兒

子羅卜將父親遺産三千貫，分割爲三：一是給他母親劉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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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一是托母親爲了亡父作齋，一是充當爲自己經商的資

本。羅卜帶著益利去外國做買賣。劉氏不遵守傅相崇佛的

遺屬，未到服期，破戒開葷。羅卜經商回鄉，先派遣益利回

家以報信。鄉鄰得知，到郊外出迎羅卜。羅卜從鄉鄰口中

得知母親破戒的事，悶絶倒地。劉氏立誓以否認其事實，但

忽然染病而死。羅卜替母築墳，百鳥助之。埋葬之後，服喪

於庵室。三年服滿，羅卜出家，在世尊指點之下，剃髮改名

目連，坐禪於寶鉢羅庵。獲得神通，觀看三十三天，得知亡

父在天堂，但不知母親所在。向世尊詢問母親之所在，世尊

告知母在地獄。目連下地獄，找尋母親。巡行諸地獄。在

阿鼻地獄，找到母親，不能救出，騰空飛到世尊處，拿到袈

裟、盂鉢、錫杖等，打破獄門，見到母親，奉給碗飯。但母親

被押送到黑闇地獄，蒙世尊念經，被變爲餓鬼。世尊叫目連

舉行點燈、放生等儀式，劉氏又變身爲條狗。世尊又叫目連

舉行盂蘭盆會，母親遂脱離狗身，被提拔在天堂。

其細節如下：（原件爲軸子圖，兹爲了方便將其分作 ２５

個圖）

《目連救母經》故事秩序

圖 段 故 事 内 容 備　 　 考

第 １ 圖
第 １ 段 傅相的家宅。 院子裏畜馬豬。

第 ２ 段 羅卜元旦祝壽。 傅相受壽詞於家堂。

第 ２ 圖

第 ３ 段 劉氏破戒。 令僕捉狗。

第 ４ 段 羅卜出國。 羅卜騎馬離鄉。

第 ５ 段 劉氏虐待僧尼。 趕走僧人。

第 ６ 段 劉氏開葷。 割殺牲畜。

第 ７ 段 替亡父在寺廟設法事。

第 ３ 圖
第 ８ 段 益利先回家以報信。 　

第 ９ 段 比鄰出迎羅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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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圖 段 故 事 内 容 備　 　 考

第 ４ 圖
第 １０ 段 羅卜回到家裏。 車載財物。

第 １１ 段 劉氏迎接羅卜。 劉氏乘轎出迎。

第 ５ 圖
第 １２ 段 羅卜知情倒地。

鄉鄰將劉氏破戒之事告

知羅卜。

第 １３ 段 劉氏卧病。 劉氏立誓，七日得病而死。

第 ６ 圖

第 １４ 段 羅卜替母築墳。百鳥助之。 　

第 １５ 段 羅卜服喪，鹿子出現，白鶴呈祥。 庵中服喪。

第 １６ 段 服滿，羅卜剃髮。 世尊派遣阿難摩頂。

第 ７ 圖 第 １７ 段 羅卜由世尊改名。 改名爲目連。

第 ８ 圖

第 １８ 段
目連坐禪得知父在天堂，不知母

所在。

目連獲得神通以觀三十

三天。

第 １９ 段
目連向世尊問母所在，得知母在

地獄。
　

第 ９ 圖
第 ２０ 段 銼碓地獄。 第 １ 地獄。

第 ２１ 段 劍樹地獄。 第 ２ 地獄。

第 １０ 圖 第 ２２ 段 石磕地獄。 第 ３ 地獄。

第 １１ 圖
第 ２３ 段 餓鬼地獄。 第 ４ 地獄。

第 ２４ 段 奈何地獄。 第 ５ 地獄。

第 １２ 圖
第 ２５ 段 鑊湯地獄。 第 ６ 地獄。

第 ２６ 段 火盆地獄（１）。 第 ７ 地獄。

第 １３ 圖 第 ２７ 段 火盆地獄（２），目連問母。 　

第 １４ 圖
第 ２８ 段 獄卒頂禮目連。 獄卒尊重目連。

第 ２９ 段 獄主查簿。 　

第 １５ 圖
第 ３０ 段 阿鼻地獄（１），敲門而不得入。 第 ８ 地獄。

第 ３１ 段 世尊賜袈裟、盂鉢、錫杖。 　

第 １６ 圖 第 ３２ 段
阿鼻地獄（２），目連打破獄門，罪人
枷鎖自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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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圖 段 故 事 内 容 備　 　 考

第 １７ 圖 第 ３３ 段 阿鼻地獄（３），劉氏受苦（１）。 　

第 １８ 圖 第 ３４ 段 阿鼻地獄（４），劉氏受苦（２）。 　

第 １９ 圖 第 ３５ 段 阿鼻地獄（５），目連見母。 　

第 ２０ 圖 第 ３６ 段 阿鼻地獄（６），獄主趕母入獄。 　

第 ２１ 圖 第 ３７ 段
阿鼻地獄（７），世尊破地獄，罪人獄
卒升天。

　

第 ２２ 圖 第 ３８ 段 黑闇地獄，目連見母施飯。 第 ９ 地獄

第 ２３ 圖 第 ３９ 段 劉氏變身爲餓鬼，點四十九燈，放生。 　

第 ２４ 圖 第 ４０ 段 劉氏變身爲狗，目連見狗。 　

第 ２５ 圖 第 ４１ 段 盂蘭盆會，劉氏升天。 　

第 ２５ 圖 第 ４２ 段 卷末木記 元大德八年

　 　 下面開列所有的圖畫。

第 １ 圖

　

　 題字（從左向右，
下同）：王舍城（城

門），寶藏堂（房子

右邊），禱祝 ／長壽
（房子上邊），青提

夫人（房子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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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圖

　

　 題字：青提夫人
與 ／羅卜分開處（房
子左邊），羅卜出往

外國處（中央石頭

前邊），棒打和尚

（門口）

第 ３ 圖

　

　 題字：花園假作
設齋處（亭右），金

支引 ／派遣處（門口
上邊），羅卜遣奴報

告（門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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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圖

　

　 題字：東鄰西舍 ／
迎接羅卜（樹下），

羅卜帶著財寶從外

國 ／回歸財寶來（山
陵左邊），鄰舍問

言 ／禮拜何者（車馬
下邊），羅卜願拜

（鄰舍前面），歸後

初下坐歇處（圖左

端）

第 ５ 圖

　
　 題字：羅卜悶倒
於地 ／青提夫人發
誓（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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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圖

　

　 題字：青提夫人
還 ／家得重病處（房
子上面），敕□（柩
頭），羅卜持齋堆 ／
土加母墳靈，結草

爲庵（草庵右上），

鹿鶴呈祥（草庵前

面）

第 ７ 圖

　

　 題字：羅卜
投佛 ／出 家 披
剃（圖右），世

尊摩 頂 ／受 訖
改 名 （圖 中

央），目連（圖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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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８ 圖

　

　 題字：賓鉢羅庵
（庵房上面），目連

回來 ／啓世尊處（圖
左端）

第 ９ 圖

　

　 題字：剉碓地
獄（圖右），劍樹

地獄 （獄 主 後

面），目連（獄主

下面），目連（劍

樹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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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０ 圖

　
　 題字：目連（圖
右），肉爛血流狀

（圖中央）

第 １１ 圖

　

　 題字：目連（圖
右），餓鬼地獄（目

連上面），灰河地獄

（圖 中 央），目 連

（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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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２ 圖

　

　 題字：鑊湯地獄
（圖右），目連（圖

中央），火盆地獄

（圖左）

第 １３ 圖

　

　 題字：目連覺禪
定 ／與獄吏問答處
（圖右），□□卒□
押送 ／衆罪人至處
（圖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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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４ 圖

　

　 題字：獄司（房
間上面），獄主入司

檢簿無 ／名出來報
目連處（圖左）

第 １５ 圖

　

　 題字：目連在獄
門前 ／叫問無人應
處（圖右），目連到

佛所賜 ／袈裟盂鉢
錫杖（圖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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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６ 圖

　

　 題字：目連將錫
杖 ／振破地獄處（城
門），枷鎖自落處

（城門内）

第 １７ 圖

　

　 題字：獄卒報告
門前有出 ／家兒相
尋青提夫人 ／答言
有兒不出家處（圖

下）

９６元代佛典《佛説目連救母經》向《目連寶卷》與閩北目連戲的文學性演變　



第 １８ 圖

　
　 題字：青提夫人
答曰 ／羅卜却是我
兒（圖中央）

第 １９ 圖

　

　 題字：目連得見
娘處（獄門），飢吞

鐵丸（門内），渴飲

銅汁（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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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０ 圖

　

　 題字：目連見娘
據獄 ／中將頭臂住
處（獄門），□□□
□ ／□□□佛 （圖
左下）

第 ２１ 圖

　

　 題字：世尊放毫
光 ／點破地獄處（圖
中上），鑊湯化 ／作
芙蓉處（臺下），鐵

床化作蓮花座（臺

左），劍樹化作白玉

櫛（臺又左），牛頭

獄卒生〔升〕天處

（圖左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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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２ 圖

　

　 題字：黑闇地獄
（圖右），目連按飯

飼母（獄門），請諸

菩薩者等 ／其母得
離黑闇（圖中上）

第 ２３ 圖

　

　 題字：餓鬼衆
（圖左），點四十九

燈 ／得離地獄内餓
鬼（圖右），放 生

（圖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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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４ 圖

　 　 題字：目連母作
狗身（圖中央）

第 ２５ 圖

　 題字：造盂蘭會處（圖左），目連 ／母於 ／佛前 ／受戒 ／得
生（升）／天處（世尊前），天母來迎（圖中上），造經處（房
子内），施經功德得生〔升〕天處（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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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值得注意的是，“某某處”的表述很多。這種表述形式

也是在唐代變文及《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之中多能見到的。大

致講經的僧侣，指著圖畫而説明内容時，常用這種語言形式。學

術界關於這種形式，意見頗有分歧，但據《佛説目連救母經》裏

的例子來看，俗講僧直接指點圖畫時，用“某某處”這種形式來

表達説明，是毋庸置疑的。

關於這個故事，我們可以認同以下幾個特色。

（一）儀式結構：六道輪迴

《目連救母經》的儀式結構，基本上由六道與九幽組成。傅

相家庭爲主的人生，是描寫人道（人間道）的；劉氏亂殺犧牲而

祭祀鬼神，是描寫神道（神鬼道）的；劉氏下降地獄，目連尋母於

地獄之中，是描寫地獄道的；劉氏被世尊救出而變身爲餓鬼，是

描寫餓鬼道的；她更被變身爲一條狗，是描寫畜生道的；最後通

過盂蘭盆經的誦讀，她變爲人身（回到人間道）而升天，是描寫

天道（天上道）的。如此，劉氏巡行六道輪迴之路，其順次就是：

人間道→神鬼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人間道→天

上道。

六道輪迴來自佛教，但道教吸收其思想，且更加體系化。如

五代北宋時期專爲超度孤魂而編纂的黄籙齋科儀書便多體現有

這一思想。其結構是由六道與九幽組成的。可以推測爲北宋末

或南宋初成書的闕名《黄籙九幽醮無碍夜齋次第儀》（以下簡稱

爲《黄籙九幽醮》）便屬於這一類。此科儀書以九幽地獄、六道

壇爲核心而論述，其儀式與《目連救母經》所説極相符。卷末附

加的儀式場地圖，如下：

４７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九期）



Ｆ１　 黄籙九幽醮場地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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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的六道，其詳圖如下：

Ｆ２　 黄籙九幽醮的六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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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儀式是爲了個别分配在六道的六種眷屬而舉行的，因

此道士在主壇前面設立六道壇，其中設立 ６ 個牌位。東側排列

３ 個牌位，首先在天道中眷屬的第 １ 牌位，其次在人道中眷屬的

第 ２ 牌位，最後在神道中眷屬的第 ３ 牌位。西側也排列 ３ 個牌

位，首先在地獄道中眷屬的第 ４ 牌位，其次在餓鬼道中眷屬的第

５ 個牌位，最後在畜生道中眷屬的第 ６ 牌位。神鬼道→人間

道→天上道這一條路是上升的途徑，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

這一條路是下降的途徑。一下地獄道的人，向上方回來時，應該

向與此相反的方向，沿著（人間道→）神鬼道→地獄道→餓鬼

道→畜生道→人間道→天上道這一順序而最後到達天界。《目

連救母經》中的劉氏輪迴之路，較爲曲折，但基本上沿著這六道

體系，巡游各個道域。可以圖示，如下：

Ｆ３　 《目連救母經》中，劉氏巡游六道的途徑圖

如此，可以説，《目連救母經》的世界觀或地獄觀接近於《黄

籙九幽醮》。兩者成書的時代或流行的地域不會有大的差别。

（二）儀式結構：地獄由九個地獄組成

《目連救母經》的故事之中，最爲關鍵的巡游地獄部分，與後世

流行的以十王地獄爲代表的十個地獄不同，而是以九幽爲標誌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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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獄。在這一點上，《目連救母經》與同樣以九個地獄構成地獄道

的《黄籙九幽醮》相似。《目連救母經》的地獄，名目爲如下：

１． 銼碓地獄（第 ９ 圖），原文作“目連次復前行，見一銼

碓地獄”。

２． 劍樹地獄（第 ９ 圖），原文作“目連次復前行，見一劍

樹地獄”。

３． 石磕地獄（第 １０ 圖），原文作“目連次復前行，見一石磕

地獄”。

４． 餓鬼地獄（第 １１ 圖），原文作“目連次復前行，見一隊餓

鬼”，没有地獄之語，但圖中表示餓鬼地獄。

５． 奈何地獄（第 １１ 圖），原文作“目連次復前行，見一灰河

地獄”，但不聞灰河地獄，疑爲奈何地獄之誤。

６． 鑊湯地獄（第 １２ 圖），原文作“目連次復前行，見一鑊湯

地獄”。

７． 火盆地獄（第 １２ 圖），原文作“目連次復前行，見一火盆

地獄”。

８． 阿鼻地獄（第 １５ 圖），原文作“獄主出來報師，前頭又有

大阿鼻地獄，目連次復前行，見一大地獄”。

９． 黑闇地獄（第 ２２ 圖），原文作“佛答目連，（汝母）出大地

獄，入小黑闇地獄”。

這 ９ 個地獄之中，第 ４ 餓鬼地獄，第 ９ 黑闇地獄，别的地獄

文獻中没有記載，不過這些地獄名字却與《黄籙九幽醮》中描寫

的地獄情景相符。其文如下：

救苦真人上白天尊言：臣睹幽陰地獄之内，羅酆北府

之中，一切亡魂，沉淪受苦，或攀劍樹，或踐刀山，碓搗磑磨，

鑊湯爐炭，肢體零壞，膏血交流，萬死千生，不舍晝夜。

（《中華道藏》第 ４３ 册，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

版社 １９８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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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有劍樹地獄、刀山地獄、石碓地獄、磑磨地獄、鑊湯地獄、爐

炭地獄，一共有六種地獄，很像《目連救母經》。更有未央偈，如下：

九幽黑闇那堪往，到者雷同是罪人，冥冥難得見光明，

太上慈尊來救度……餓鬼窮魂皆解脱，冤家債主總歡心，刀

山劍樹悉摧鋒，爐炭鑊湯俱滅焰。（同上）

這裏更有黑闇地獄、餓鬼地獄的描述。如此，更接近於《目連救

母經》。另外又有關於其他地獄的描述。其《九幽苦神頌》云：

生落苦神界，轉輪五道停，九幽長夜閉，累劫無光明，刀山

多劍樹，毒刃互峥嶸，不見群鳥集，但聞苦魂聲，迴風摇長夜，哀

響流寒庭，上有履山魂，時刻無停寧，飢食曲泉炭，渴飲冶火精，

流曳三塗苦，豈識形與名，念汝不知命，苦哉傷人情。（同上）

這裏含有其他地獄的消息，就是加下劃綫的部分，飢渴、飲

食、火炭、火汁。《目連救母經》阿鼻地獄之條，也有類似於此的

記述，“娘在獄中，受罪辛苦，飢吞鐵丸，渴飲銅汁”。

據此可知，《黄籙九幽醮》提到的字句可能專指阿鼻地獄而

言。據這類比較，將《黄籙九幽醮》與《目連救母經》所表現的地

獄，可用對照表格來表示，如下：

道儀佛經地獄比較表

黄籙九幽醮 目連救母經

１ 石碓地獄 剉碓地獄

２ 劍樹地獄，刀山地獄 劍樹地獄

３ 磑磨地獄 石磕地獄

４ 餓鬼地獄 餓鬼地獄

５ 奈何地獄

６ 鑊湯地獄 鑊湯地獄

７ 爐炭地獄 火盆地獄

８ 飢食曲泉炭，渴飲冶火精 阿鼻地獄

９ 黑闇地獄 黑闇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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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籙九幽醮》没有記載撰者與年代，但從其内容，推測成

書於北宋末南宋初，至晚也在《目連救母經》成書之前。所以，

先有《黄籙九幽醮》的地獄，後起的《目連救母經》對其有所借

鑑，如增補奈何地獄。在奈何地獄中罪人被閻王選擇爲好人或

壞人，使故事更爲戲劇化和體系化。

（三）儀式結構：接近水陸道場儀式

《目連救母經》第 ２３ 圖右邊，描寫點燈放生之景。兩僧點

由四十九燈組成的燈塔，一僧放飛籠中的鳥，河邊一僧念經，一

人放出盆中之魚。三個人跟隨僧人拜佛。圖中有高桿，桿頭飄

揚長幡，是超度孤魂的樣子。

這點燈放生儀式敦煌變文《目連緣起》已有，如下：

如來教敕，鋪設道場，日夜六時禮懺，懸幡點燈，行道放

生，轉念大乘。（王重民主編《敦煌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

社 １９５７ 年版，第 ７１０ 頁）

但這四十九燈的燈塔，可能也來自《黄籙九幽醮》。其描述

九幽地獄的圖畫之中，有關“地輪燈”的説明，如下：

（地）輪三層，以車輪，以土拍之，共點燃四十九盞。

（上圖 Ｆ１）

留用光（１１３４—１２０６）傳授，蔣叔輿（１１５６—１２１７）編次《無

上黄籙大齋立成儀》〔３〕卷 ３９《回耀輪燈圖》有更爲詳細的説明。

如下：

用梓木作輪，如車軸之象，上一層，燈一十二埦。中

一層，燈一十六埦。下一層，燈二十一埦。共四十九埦。

中央五累苦門及立牌書寫諸地獄名，自依回耀燈儀。仍

造四十九首小旛，黄白之色相間。上書諸天尊琅函睿號。

於幡首朱書破酆都符，侍燈法師宣懺燈儀，大法師持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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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隨懺儀……如此諸獄罪魂，乘陽光，應時解脱諸苦。

斷除五累煩惱，徑離塵勞之葉根。（《中華道藏》第 ４３

册）

《目連救母經》點四十九燈，從圖畫來看，其形態很像黄籙

齋的輪燈，其目的也一定在於救出四十九地獄中沉淪的罪魂。

那麽，與此同時，舉行放生，其意義何在？對此，可以參考闕名撰

《金籙放生儀》，其説明如下：

奈流俗之乖仁，徇世緣而非義。陸張水捕，合置羅

以掩群；射宿驚栖，設網罟而并命。憫彼微物，罹此何

辜。以今欽奉綸旨，崇建寶齋。宣揚玉範，慶成釐事。

克荷玄恩，再秉宸衷，用贖生命。縱之林野，俾自在以逍

遥；放之源泉，獲安閑而游泳。……永脱鱗介羽毛之苦，

獲生安樂清静之邦。恩不虚捐，當效珠環之報；德宜漸

積，須堅金石之忱。稽首皈依，無極之道。（《中華道

藏》第 ４３ 册）

據此可知，放生的目的，在於施恩鳥魚之類，皈依無極之

道，保人間之平安。這裏鳥魚之類，被看作跟沉淪地獄的罪人

相同的冤鬼。綜合起來説，這裏看到一些平衡陰陽的想法。

就是説，點燈以救出冤魂，放生以救出鳥魚，在幽明兩界，安撫

沉淪，才可以保持平安。因此，念誦《目連救母經》的重點，與

黄籙齋一樣，不但在於宣揚救出母親的目連一個人的孝道，

而且在於强調救出沉淪地獄的所有孤魂的佛教功德。在這

一點，其目的更爲接近於五代宋初以來旺盛的超度科儀。我

猜想這《目連救母經》大致是依據黄籙齋系統的超度儀式而

成書的。

（四）故事結構：文學性、戲劇性

《目連救母經》的故事結構富有戲劇性。尤其是用圖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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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其曲折的高潮部分，很有效果。下面舉出若干例子。

（１）羅卜築墳

《目連救母經》第 ６ 圖描寫：劉氏死，羅卜服孝，服滿後，羅

卜爲母築墳，百鳥銜泥，飛來幫助，遂造成。鑑於傅家富裕，這情

節不大自然，只爲了强調羅卜孝順而寫出這段故事。《琵琶記》

有主角趙五娘埋葬公婆，因窮困，只能親手築墳，陰兵來助，幫她

造成墳墓。而《目連救母經》中的這一相似描述，只是刻意將故

事文學化。

（２）火盆地獄獄卒的感情

《目連救母經》第 １４ 圖描寫：火盆地獄的獄卒，聽到目連

爲釋迦牟尼的弟子，便放棄鐵叉，伏地拜他。而且獄主也勸目

連向佛再打聽其母所在。在整個地獄恐怖氛圍之中，這類對

目連的尊重與同情，顯出些許人情味，可以説是一種文學性的

潤色。

（３）阿鼻地獄的恐怖性

《目連救母經》第 １７ 圖、１８ 圖盡力描寫阿鼻地獄的恐怖

性。這部分的説明文字很長，爲了達到上圖下文的平衡，畫

圖之篇幅也不得不增多。獄卒吊起罪人用鐵叉亂打，罪人裸

身受刑，獄卒在獄主指揮之下舉著鐵叉，將一群罪人（看來

女人多）押送到河邊加刑之地。獄卒身材高大，鬼面可怕，

罪人身形瘦小，走步踉蹌。殘酷之情，畫得周到細緻，引起觀

者的恐怖，令人不堪正視，極有效果。這也是一種文學性潤

色。經文樸素，但跟圖畫配合起來，可以生動表現出阿鼻地

獄的悲酸。

（４）目連母子的悲劇性

第 １９ 圖、２０ 圖，目連雖見到母親，却救不得。劉氏帶著鎖

枷，再進入獄門。目連左脚在門内，右脚在門外，切齒扼腕，目送

母親。十分感人，極有悲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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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母親變狗的戲劇性

劉氏變爲狗身，在王舍城裏見到目連，撲到目連懷中。其情

景畫得極爲精彩。子母悲歡交至，讓觀者感動，是極有戲劇性的

描寫。

描寫目連跟狗身的母親相逢的畫圖，還有另外一種，就是莆

田靈巖廣化寺宋塔之雕刻，如下：

Ｆ４　 廣化寺宋代舍利塔下層的
雕刻，目連見化身爲狗的母親

比較兩圖，可以看到，《目連救母經》的動態性畫比宋塔的

静態性畫更爲戲劇性、文學性。總的來説，《目連救母經》雖然

是佛經，但跟畫的配合使其富有了文學性、戲劇性。

二、 從《目連救母經》演變而
成的《目連寶卷》

　 　 上海藝術研究所朱建明教授〔４〕曾指出，鄭振鐸《中國俗文

學史》所引的《目連救母出離地獄升天寶卷》（簡稱爲《目連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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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是繼承《佛説目連救母經》（簡稱爲《目連救母經》）而成立

的，不但其情節，而且其文字表現也跟《目連救母經》相同不二。

這是很重要的發現。但這兩個作品之間，情節上、文字上有些差

别，可見各有特點。因此朱建明先生的高見也有可以補充的部

分。下面詳論之。

（一）情節的繼承

《目連寶卷》繼承《目連救母經》的情節，這是很明顯的。比

如，目連到火盆地獄，找尋母親，獄主檢查黑簿，找不到其母姓

名。目連没辦法只能離開火盆地獄，往前走到阿鼻地獄，却看不

見獄門，無論怎樣都不能進去。目連回到火盆地獄，懇求獄主的

幫助。獄主告知目連，因爲他的神通不足够大，所以不能進入，

勸告回到世尊處以懇請進門之法。目連騰空飛到世尊前，世尊

賜給他袈裟、盂鉢、錫杖，目連據此打破獄門而進入阿鼻地獄遇

到母親。先承蒙火盆獄主的指點，飛到世尊處，獲得錫杖，方能

進入阿鼻地獄，這樣曲折的情節，在其他有關目連的故事之中看

不見，只在《目連救母經》中有反映。因此可以斷定《目連寶卷》

全面地繼承了《目連救母經》的情節。《目連寶卷》的作者大致

是依靠《目連救母經》撰寫其故事細節的。其中尤值得注意的，

就是地獄的結構。《目連救母經》的地獄，不是王地獄，而是九

幽地獄。鄭引的《目連寶卷》的文章，雖然除了阿鼻地獄之外没

有描寫目連所遍歷的其他地獄，但關於地獄結構，有一句話：

“（世尊）恩霑九有，獄破千層。”這裏“九有”就是九幽之誤，可

知目連所遍歷的地獄一定是九幽，是繼承《目連救母經》的地獄

結構。

（二）文字的繼承

（１）火盆地獄與阿鼻地獄的部分

這部分，鄭振鐸引用《目連寶卷》的文字與《目連救母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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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記述，可以彼此對照而識别兩者之間的異同。用對照表比

較兩者的文字，如下：

　 《目連救母經》 《目連寶卷》

　 尊者不見母，

目連從禪定起， 牢邊身坐禪。

　 獄主前來問，

　 到此有何緣。

５ 　 夜叉報知，獄主（曰）：

　 牢前無有罪人？（夜叉曰）：

　 有一聖僧，在牢門前坐禪。

　 獄主聽説，出牢來看見。

　 有一真僧，方袍圓頂，

１０ 　 入定觀空，頓悟坐禪。

　 獄主向前，連叫數聲，

　 驚醒尊者，

　 獄主問曰：

問師是何人，來我地獄門前。 吾師到此爲何？

１５ 目連答言……尋討阿娘。 尊者答曰：特來尋我母親。

獄主問：誰道阿娘在此？ 獄主言曰：誰説師母在？

答言：釋迦牟尼佛道，娘在此。 尊者曰：釋迦文佛説，我母在此。

獄主問師：釋迦牟尼佛是師何眷屬？ 獄主又問曰：釋迦牟尼佛是師何人？

目連答言：便是本師和尚，我是弟子，

大目犍連。

尊者曰：是我本師。

２０ 獄卒……頂禮一千餘拜，讃言：善哉

善哉，今日果報，得見釋迦牟尼佛弟

子面。

獄主聽説，低頭禮拜：今日弟子有

緣，得遇世尊上足弟子。

　 便問我師何名字，我去牢中檢簿尋。

　 尊者與説鬼王聽，吾師如來弟子身。

　 道號目犍連尊者，惟我神通第一人。

２５ 　 特到此間來尋母，獄主聽説盡皆驚。

　 連拜告師得知道，吾師老母是何名。

　 尊者告訴，獄主須聽，母青提劉四身。

　 獄主聽罷，便入牢尋。從頭查勘，無

有其名。

５８元代佛典《佛説目連救母經》向《目連寶卷》與閩北目連戲的文學性演變　



（續表）

　 《目連救母經》 《目連寶卷》

　 獄主出獄，回告目連尊。

３０ 　 獄主出牢門，告與我師聽，

　 牢内無師母，前有鐵圍城。

問：師娘何姓字？ 獄主問：師母何名姓？

（有脱文？） 尊者曰：青提劉四夫人。

爲師往獄中，檢簿尋看。獄主入司檢

簿無名。

獄主問罷，入牢檢簿，無有此名。

３５ 出來報師。 即時出獄報尊者得知。

　 牢中查勘，無有師母。

　 尊者曰：此獄無有，却在何處？

今往獄主（曰）檢簿無名。前頭又有

大阿鼻地獄。

獄主言曰：前面還有阿鼻地獄，鐵圍

山中，衆生若到，永劫不得翻身。

　 只怕吾師娘在此，還去獄中看虚真。

４０ 　 鬼王啓告目連尊，吾師今且聽分明。

　 爲師檢簿無名字，前有阿鼻地獄門。

　 尊者聽罷心煩惱，何年子母得相逢。

　 辭别獄主尋娘去，無人作伴自行程。

　 獄主啓告，師且須聽，牢中無母親。

４５ 　 尊者聽説，煩惱傷情，思想老母，何日

相逢。

　 人間養子，皆是一場空。

　 爲救親娘母，獨去簿中尋。

　 目連辭獄主，前至鐵圍城。

目連次復前行，見一大地獄。 尊者辭别獄主，直至阿鼻城邊。

５０ 牆高萬丈，黑壁萬重。 見鐵牆高萬丈，黑壁數千層。

鐵網交加，蓋覆其上。 半空中焰焰火起，四下裏黑霧騰騰。

上面又有四大銅狗，口中常吐猛火，炎

炎燒空。

城上銅蛇口噴猛火，山頭鐵鈎常吐

黑烟。

　 尊者看了多時，又無門而入，

叫得千聲，殊無人應。 高聲大叫數百聲，無人答應。

５５ 迴來問獄主。 目連回還問前獄主。

　 痛苦悲傷歸舊路，回轉牢前問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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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目連救母經》 《目連寶卷》

　 尊者想母好淒惶，眼中流淚落千行。

　 阿鼻地獄無門路，高叫千聲又轉還。

　 此座鐵城高萬丈，千重黑壁霧漫漫。

６０ 　 衆聲到此無回路，若要翻身難上難。

　 游遍地獄，苦痛難言，兩眼淚如泉。

　 鐵圍城下，黑霧漫漫。無門而入，不

免回還。

　 火盆獄内，再問别因緣。

　 尊者尋覓母，迴轉火盆城。

６５ 　 悲哀告獄主，此牢不見門。

前頭有大地獄，牆高萬丈，黑壁萬重。

鐵網交加，叫得千聲，無人出應。

尊者到鐵圍城，無門而入。高叫數

聲，無人答應。

回至火盆城。哀告獄主，此乃爲何

不開。

獄主答師： 獄主答曰：

　 此阿鼻地獄，衆生在世，不信三寶，造

下無邊大罪。

７０ 　 死後，墜此獄内，業風吹起，倒懸而

入，若要翻身，

師法力微小，要此門開，無過問佛。
難哉難哉。奈師法力微小，若開此

獄，無過問佛。

　 尊者聽説，思想母親，心中煩惱，辭别

獄主。

　 回至靈山，哀告如來。

　 《金字經》：

７５ 　 般若波羅金字經，常把彌陀念幾聲。

　 觀世音，不踏地獄門；身清净，菩提路

上行。

　 幽冥游遍不見娘，思想尊萱哭斷腸。

　 淚兩行，高聲大叫娘；尋不見，靈山問

法王。

　 尊者煩惱淚紛紛，不見生身老母親。

８０ 　 無處尋，教兒苦痛心；難尋覓，靈山問世尊。

７８元代佛典《佛説目連救母經》向《目連寶卷》與閩北目連戲的文學性演變　



（續表）

　 《目連救母經》 《目連寶卷》

目連聞是語已，挺鉢騰空，往到佛所。 尊者駕雲，直至靈山，拜告如來。

　 尊者言曰：弟子往諸地獄中，盡皆游

遍。無有我母。

　 見一鐵城。牆高萬丈，黑壁千層。鐵

網交加，蓋覆在上。

　 高叫數聲，無人答應。弟子無能見

母。哀告世尊。

８５ 　 佛説：你母在世，造下無邊大罪，死

墜阿鼻地獄中。

　 尊者聽説，心中煩惱，放聲大哭。

　 母墜長劫阿鼻獄，何年得出鐵圍城。

　 玉兔金雞疾似梭，堪嘆光陰有幾何。

　 四大幻身非永久，莫把家緣苦戀磨。

９０ 　 忽然死墜阿鼻苦，甚劫何年出網羅。

　 苦要脱離三塗苦，虔心聞早念彌陀。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人生有幾多。堆金積玉，

　 富貴如何。錢過北斗，

９５ 　 難買閻羅；不如修福，

　 向善念彌陀。

　 一生若作惡，身死墜阿鼻；

　 一生修善果，便得上天梯。

１００ 佛語目連： 世尊言曰：

　 徒弟，你休煩惱，汝聽吾言，此獄有

門，長劫不開。

汝執我十二鐶錫杖，披我袈裟，掌我鉢

盂，至地獄門前，

汝披我袈裟，執我鉢盂錫杖，前去地

獄門前，

振錫三聲，獄門自開，關鎖自落。獄中

一切罪人，

振錫三聲，獄門自開，關鎖脱落，一切

受苦衆生，

聞我錫杖之聲，皆得片時停息。 聽我錫杖之聲，皆得片時停息。

１０５ 　 尊者聽説，心中大喜。

　 饒你雪山高萬丈，太陽一照永無踪。

　 世尊説與目連聽，汝今不必苦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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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目連救母經》 《目連寶卷》

　 賜汝袈裟并錫杖，幽冥界内顯神通。

　 目連聞説心歡喜，拜謝慈悲佛世尊。

１１０ 　 救度我母生天界，弟子永世不忘恩。

　 投佛救母，有大功能，振錫杖，使飛騰。

　 恩霑九有〔幽〕，獄破千層。

　 　 業風停止，劍樹摧崩；

　 　 阿鼻息苦，普放净光明。

１１５ 　 手持金錫杖，身著錦袈裟；

　 　 冤親同接引，高登九品華。

　 　 尊者聞佛所説，心中大喜。

　 目連披得袈裟，手持錫杖， 身披如來袈裟，手持世尊鉢盂錫杖，

　 　 拜辭世尊，駕祥雲，

１２０ 至地獄門前。 直至地獄門前。

　 　 目連尊者，廣運神通。

　 振錫三聲。 便將錫杖，連振三聲。

　 獄門自開，關鎖自落。 只見阿鼻地獄開門兩扇，關鎖自落，

　 　 獄中鬼神，盡皆失驚。

１２５ 目連突入獄中，獄卒推出。 尊者便入，被獄主推出。

　 師是何人，擅開獄門， 問曰：你是何人？擅開獄門，有何緣故？

　 此門長劫不開。 　

　 目連問獄主： 　

　 此門不開，罪人從何而入？ 　

１３０ 獄主向師道： 　

　 南閻浮提，多行不孝，多行三逆，不信

三寶，
　

　 命終之後，被業風吹之，倒懸頭下，不

從門來。
　

　 獄主復問： 　

　 阿師因何到此？ 　

１３５ 目連答言： 　

　 特來尋討阿娘。 尊者告曰：我是釋迦佛上首弟子，特

來救母。

９８元代佛典《佛説目連救母經》向《目連寶卷》與閩北目連戲的文學性演變　



（續表）

　 《目連救母經》 《目連寶卷》

　 獄主問師： 　

　 誰道師娘在此？ 　

　 目連答言： 　

１４０ 釋迦摩尼佛道娘在此。 　

　
（獄主問）本師釋迦摩尼佛是師何

眷屬？
　

　 目連答言： 　

　 便是本師和尚。 　

　 獄主問師： 獄主問曰：

１４５ 娘何姓字？爲師往獄中，檢簿尋看。 師母是何名字，弟子去牢中檢簿查勘。

　 目連答獄主： 　

　 王舍城中傅相長者妻，青提夫人，姓

劉，第四。

我母青提劉第四，王舍城中傅相妻。

　 　 金環錫杖振三聲，振開阿鼻地獄門。

　 　 一聲響亮驚天地，猶如霹靂震乾坤。

１５０ 　 尊者便入牢中去，獄主將身推出門。

　 　 吾是釋迦佛弟子，特來救母出幽冥。

　 　 手持錫杖，連振三聲，鐵圍關兩下分。

　 　 尊者便入，推出牢門，獄中神鬼無不

心驚。

　 　 是何賢聖，衝開地獄門。

１５５ 　 尊者蒙法力，廣運大神通。

　 　 地獄門粉碎，牢中神鬼驚。

　 　 尊者告獄主曰：我母青提劉四夫人。

　 獄主入獄，遂唤王舍城中青提夫人姓

劉，第四。

獄主聽罷，便入牢中。叫青提夫人，

　 門前有出家兒，法名大目犍連，是佛

弟子。
　

１６０ 大不可思議，若是汝兒，非久得離
地獄。

　

　 　 連叫數聲。半晌才應。

　 獄主又問：王舍城中青提夫人，汝何不應？獄主問曰：我叫數聲，因何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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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目連救母經》 《目連寶卷》

　 罪人應曰：恐獄主移向苦處，罪人不

敢應言。

夫人答曰：恐怕獄主更移苦處，因此

不敢答應。

　 　 獄主曰：你有一子，隨佛出家，名號

目連，特來尋你。

１６５ 罪人唯有一子
，身不出家，不名大目

犍連。

夫人告曰：罪人一子，身不出家，名

不目連。

　 　 獄主聞得青提説。

　 　 出牢回與目連知。

　 　 説與青提劉四聽，汝有一子出家僧；

　 　 見在大獄牢門外，直至阿鼻尋母親。

１７０ 　 青提夫人回獄主，罪人一子不修行；

　 　 出牢回報師知道，有一青提話不同。

　 　 獄主聽罷，便出牢門，告師聽緣因。

　 　 有一劉四青提夫人，言有一子，名不

爲僧。

　 　 目連聞説，正是我娘親。

１７５ 　 父母皆存日，羅卜號乳名；

　 　 雙親亡殁後，道號目連尊。

　 獄主出來報師。 獄主見青提説罷，即時出獄，就與

師聽。

　 有一青提夫人道，兒不出家，不名大目

犍連。

有一青提夫人，他説有一子，不曾出

家，名不目連。

　 目連答言： 獄主説罷，目連又告獄主：

１８０ 獄主大慈大悲。信知道不識兒。父母
在日，小名羅卜。

慈悲，父母在日，小名羅卜，

　 爺娘死後，投佛出家，得佛改名大目

犍連。

父母亡後，隨佛出家，改名目連。

　 獄主問師：今日尋得娘見，將何報答

弟子之恩。
　

　 目連答言：今日得見阿娘，請諸菩薩，

轉大乘經典，
　

　 報答獄主之恩。 　

１８５ 獄主向罪人言： 獄主聽説，便轉回牢，説與夫人。

１９元代佛典《佛説目連救母經》向《目連寶卷》與閩北目連戲的文學性演變　



（續表）

　 《目連救母經》 《目連寶卷》

　 吾助汝喜。門前覓者，正是羅卜。 　

　 　 你在之日，小名羅卜，你亡之後，改名

目連。

　 罪人應曰： 夫人聽説，眼中流淚，告獄主曰：

　 若是羅卜，即是懷抱寸腸之子。 若是羅卜，是我嬌生之子。

１９０ 此時獄主將鐵叉插起，打釘落地， 獄主聽説，令夜叉將鐵叉挑起■床，

打釘在地。

　 百毛孔中，盡皆流血。 夫人一陣昏迷，百毛孔中，盡皆流血。

　 　 汝兒若不歸三寶，怎能暫且出牢門。

　 　 青提兩眼淚汪汪，阿鼻地獄苦難當。

　 　 渴飲鎔銅燒肝膽，飢食熱鐵燙心腸。

１９５ 　 千生萬死從頭受，何由無罪片時閑。

　 　 早知陰司身受苦，持齋念佛結良緣。

　 　 青提夫人，苦痛傷情；兩眼淚紛紛，通

身猛火，遍體烟生。

　 　 鐵枷鐵鎖，不離其身；生前造業，死後

入沉淪。

　 　 青提受重罪，皆因作業多。

２００ 　 若要離諸苦，行善念彌陀。

　 更著鐵枷刀劍

圍繞放出，與兒相見。

獄主令夜叉，將青提夫人，項帶沉枷，

身纏鐵鎖。

　 刀劍圍繞，遂出牢前。獄主言曰：

　 　 不是你兒佛門弟子，怎得出獄門前，

與兒相見。

　 問師：還識娘否？ 獄主告目連師曰：你認得你娘麽？

２０５ 目連答言：不識娘。 目連答曰：一向不見我母，面容眼中

不識。

　 （獄主曰：）〔脱〕 獄主手指前面：

　 前頭遍身猛火鎔鎔，便是師娘。 遍身猛火，口内生烟，枷鎖纏身，便是

師母。

　 目連知是阿娘， 目連見了，忽然倒地，

　 大叫：阿娘阿娘。 多時甦醒，扯住親娘，放聲大哭。

２９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九期）



　 　 據此表格，可以知道如下信息：

一、《目連救母經》被《目連寶卷》繼承的比率。這表格之

中，《目連救母經》一共有 ８３ 行，其中 ５９ 行（７０％）被《目連寶

卷》繼承，２４ 行（３０％）没有被繼承。

二、《目連寶卷》增補文字的行數。這表格 ２０９行之中，除了上

述 ５９行之外，１５０行是《目連寶卷》增補的。可見，《目連寶卷》雖然

對《目連救母經》的文字有所繼承，但潤色增補的部分，遥遥超過繼

承部分。可以説，《目連寶卷》并不只是《目連救母經》的簡單模仿，

而是對《目連救母經》有極大的發展，已成爲一個獨立的文學作品。

三、《目連寶卷》增補内容的文學性。增補的文字，大多爲

五、七言詩，以此描寫出風景、心態、感情等。

例子 １

２２ 便問我師何名字，我去牢中檢簿看。

尊者與説鬼王聽，吾師如來弟子身。

道號目犍連尊者，惟我神通第一人。

２５ 特到此間來尋母，獄主聽説盡皆驚。

　 　 例子 ２

５６ 痛苦悲傷歸舊路，回轉牢前問鬼王。

尊者想母好淒惶，眼中流淚落千行。

阿鼻地獄無門路，高叫千聲又轉還。

此座鐵城高萬丈，千重黑壁霧漫漫。

６０ 衆聲到此無回路，若要翻身難上難。

　 　 例子 ３

１１２ 恩霑九有〔幽〕，獄破千層。
　 業風停止，劍樹摧崩；

　 阿鼻息苦，普放净光明。

１１５ 手持金錫杖，身著錦袈裟；

冤親同接引，高登九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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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建醮儀式（念誦盂蘭盆經）

與第 ２１０ 行至第 ２６９ 行之 ６０ 行相對的《目連寶卷》文章，鄭

振鐸没有引用，無法加以比較分析。不得不放棄研討。〔５〕在此，

比較最後一段僧侣做建醮，念誦盂蘭盆經以普度衆生的部分，

如下：

２７０ 目連問世尊：何故不取十三、十四，要
取七月十五日？

　

　 世尊答言目連：七月十五日，是衆僧

解夏之日，歡喜俱會一處。
七月十五日，

　 用將汝母當生净土。目連即依佛敕，

市買楊葉柏枝，
　

　 造得盂蘭盆齋，得娘離狗身。目連娘

於佛前，受五百戒，

啓建盂蘭，釋迦佛現瑞光，世尊説法，

普度衆生。

　 願娘舍邪心歸正道。感得天母來迎

接，得娘生忉利天宫，

青提劉四，頓悟本心，永歸正道，便得

上天宫。

２７５ 　 目連行大孝，救母上天宫。

　 　 諸佛來接引，永得證金身。

　 　 世尊説法，度脱青提，目連孝道，感動

天地。

　 　 只見香風颯颯，瑞氣紛紛，天樂振耳，

金童玉女，

　 　 各執幢幡，天母下來迎接。青提超出

苦海，早升忉利天，

２８０ 　 受諸快樂。目連見母，垂空去了。心

中大喜。

　 　 向空禮拜，八部天龍。

　 　 母告目連：多虧吾子，隨佛出家，專

心孝道。

　 　 今日我得生天，若非吾子出家，長劫

永墜阿鼻，

　 　 受諸苦惱。

２８５ 　 普勸後人，都要學目連尊者，孝順父

母，尋問明師，

　 　 念佛持齋，生死永息，堅心修道，報答

父母養育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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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當場説法，度脱衆生，若有善男善女，

爲父母印造此經。

若人書寫一本，留傳後世，持誦過去。

　 散施受持讀誦，令三世父母，七代先

亡，即得往生净土。

九祖照依目連，一子出家，九祖盡

生天。

　 　 衆生欲報母深恩，仿效目連救母親。

２９０ 俱時解脱，衣食自然，長命富貴。佛説
此經時，天龍八部，

　

　 人非人等，皆大歡喜，信受奉旨，作禮

而退。
　

　 　 果然一個目犍連，陰司救母得生天。

　 　 母受忉利天宫福，千年萬載把名傳。

　 　 念佛原是古道場，無邊妙義卷中藏。

２９５ 　 善人尋著出身路，十八地獄化清凉。

　 　 南贍部州，人戀風流，不肯早回頭。

　 　 口吃血肉，惹罪無休，閻王出帖，惡鬼

來勾。

　 　 怎生迴避，悔不向前修。

　 　 提起無生語，思想早還鄉。

３００ 　 會的波羅蜜，不怕惡閻王。

　 　 説一部目連寶卷，諸人讚揚。提起青

提，個個心酸。

　 　 諸大地獄，受苦艱難。皈依三寶，念

佛燒香。

　 　 知音方便，孝順爺娘；齋僧布施，忙裏

偷閑。

　 　 聞經聽法，嬰兒見娘；經年動歲，不肯

回光。

３０５ 　 遇著明師，接引四方；如來授記，親見

法王。

　 　 一句彌陀，原是古道場。

　 　 目連尊者顯神通，化身東土救母親。

　 　 分明一個古彌陀，親到東去化娑婆。

　 　 假身唤作羅卜子，靈山去見古彌陀。

３１０ 　 如來立號目犍連，陰司救母坐金蓮。

　 　 仗佛神通來加護，一點靈光不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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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我今看罷，真個心酸，只要戀家緣，不

肯回光。

　 　 惹下災愆，墜在地獄，密語真言，

　 　 一聲佛號，端坐紫金蓮。

３１５ 　 陰間惡地獄，鐵人也難當。

　 　 聞説地獄苦，拜佛早燒香。

　 　 目連尊者，原是古佛，因爲東土衆生

不善，

　 　 借假修真。真空而果實不空，真空裏

面聚真空。

　 　 要知自家西來意，刹那點鐵自成金。

３２０ 　 清净圓明一點光，無始已來離家鄉。

　 　 有緣遇著西來意，一聲佛號還本鄉。

　 　 一動一静不爲真，無形無像體真空。

　 　 這句彌陀有誰知，曹溪一綫上天梯。

　 　 遇師通秀西來意，超生離死證菩提。

３２５ 　 一念純熟歸家去，極樂國裏坐蓮池。

　 　 三世如來同赴會，來赴盂蘭見彌陀。

　 　 道場圓滿，持誦真經，大衆早回心。

都行孝道，

　 　 侍奉雙親，自然識破，返本還真。

　 　 但看念佛，定生極樂中。

３３０ 　 聽盡目連卷，個個都發心。

　 　 回光要返照，便得出沉淪。

　 　 伏願經聲琅琅，上徹穹蒼；

　 　 梵語玲玲，下通幽府。

　 　 一願刀山落刃，二願劍樹鋒摧，

３３５ 　 三願爐炭收焰，四願江河浪息。

　 　 針喉餓鬼，永絶飢虚。

　 　 麟角羽毛，莫相食啖。

　 　 惡星變怪，掃出天門。

　 　 異獸靈魑，潛藏地穴。

３４０ 　 囚徒禁繫，願降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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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疾病纏身，早逢良藥。

　 　 盲者聾者，願見願聞。

　 　 跛者啞者，能行能語。

　 　 懷孕婦人，子母團圓。

征客遠行，早還家國。

３４５ 　 貧窮下賤，惡業衆生，

　 　 誤殺故傷，一切冤業，

　 　 并皆消釋。

　 　 金剛威力，洗條身心。

　 　 般若威光，照臨寶座。

３５０ 　 舉足下足，皆是佛地。

　 　 更願七祖先亡，離苦生天。

　 　 地獄罪苦，悉皆解脱。

以此不盡功德，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

　 　 法界有情，齊登彼岸。

３５５ 　 川老頌云，如飢得食，渴得漿；

　 　 病得瘥，熱得凉；

　 　 貧人得寶，嬰兒見娘；

　 　 飄舟到岸，孤客還鄉；

　 　 旱逢甘澤，國有忠良。

３６０ 　 四方拱手，八表來降。

　 　 頭頭總是，物物全彰。

　 　 古今凡聖，地獄天堂。

　 　 東南西北，不用思量。

　 　 刹塵沙界，諸群品，

３６５ 　 盡入盂蘭大道場。

　 　 三塗永息常時苦，六趣休墜汩没因。

　 　 恒沙含識悟真如，一切有情登彼岸。

　 　 乃至虚空世界盡，衆生及業煩惱盡。

　 　 如是四海廣無邊，願今回問亦如是。

３７０ 　 《金字經》：

　 　 目連救母有功能，騰空便駕五色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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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五色雲，十王盡皆驚；齊接引，合掌當

胸見聖僧。

　 　 自然善人好修行，識破塵勞不爲真。

　 　 不爲真，靈山有世尊。能權巧，參破

貪嗔妄想心。

　 　 可見，這裏附加文字有 ８３ 行之多。這是《目連救母經》所

無而爲《目連寶卷》所特有的。據此，我們可以看到寶卷所隱含

的一些信息。

１）寶卷流行的地域

上面引用《目連寶卷》奏文之中，第 ２９６ 行有“南贍部州”一

語。佛教世界觀中，世界分爲四方，東北方“東勝神州”，東南方

“南贍部州”，西南方“西牛貨州”，西北方“北俱廬州”。所以這

“南贍部州”一語主要是指中國東南閩粤地區。但福州人常用

“南贍部州”指自己的家鄉或居住地。其實新加坡福州人向神

靈奉上的榜文之中，也時常看見這一詞語。比如，新加坡小坡，

Ｋｉｔｃｈｅｎｅｒ Ｒｏａｄ 與 Ｖｅｒｄｕｎ Ｒｏａｄ 的交界處有福州人廟宇鳳嶺北

壇，奉祀三相公（張巡、許遠、雷萬春），農曆八月初九舉行神誕

祭祀，届時向孤魂發出其幽榜，所云如下：〔６〕

雷光植福壇：照得一泗天下，南贍部州，謹據中國福建

省福州府福清縣南門外，化北里鳳嶺村，暨各里各鄉人民僑

居此邦，星洲小坡華頓街門牌二十六號，施齋賑幽。（下

略）（筆者筆録）

另外有一個例子。新加坡西邊 Ｔａｎｊｏｎｇ Ｐａｇａｒ Ｒｏａｄ 有由福

州人組織的慈善團體“福邑善社”，農曆七月二十五日舉行普

度，其榜文所云如下：〔７〕

慈雲普被：伏以，金風扇野，玉露濡□，兹逢地官赦罪

之期，正乃菩薩度生之際。今據一泗天下，南贍部州，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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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共和國福邑善社同人，奉佛修齋，濟幽植福，公建普度。

（下略）（筆者筆録）

由此可見福州人習慣用這詞語指自己的家鄉或居住地。而

閩粤地區其他的族群，比如莆田仙游幫、漳州泉州幫、潮汕幫、海

南幫、廣府幫等向神靈奉上的榜文、奏文之中，不管在本地還是

在南洋僑地，都看不見這一詞語。因此我認爲，《目連寶卷》流

行的地區一定是福州，其作者也一定是福州人。

２）這篇奏文的典據

第 ３４０ 行至第 ３４９ 行的奏文，開列囚徒、病人、跛者、盲者、

聾者、孕婦、惡業等孤魂。留用光《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約束

孤魂榜》有相似的列述，内容如下。

本壇奉爲黄籙大齋主某人，崇建無上黄籙大齋。（中

略）孤獨鳏寡，枉死横亡，造逆刑誅，不孝雷震，手攣足跛，

目盲耳聾，産乳血尸，襁褓夭折，冤家債主，負命欠財，附草

依茅，遺壇古社，若男若女，或老或少，一切無依無主，孤魂

滯魄，長夜囚徒，神鬼等衆，各宜檢束形神，聽經聽法，排列

就位，餐食承供。（《中華道藏》第 ４３ 册）

對於這裏列舉的孤魂，道士們就想要通過黄籙齋儀式將其從地

獄中救出來。《目連寶卷》列舉的命虧的人相似於此（劃綫的部分）。

３）地獄觀念的多樣性

寶卷反映出的地獄觀念較爲多樣。第 １１２ 行説“恩霑九有

〔幽〕”，可以説是基本上繼承了《目連救母經》的九幽觀念。但

第 ２９５ 行説“十八地獄化清凉”，第 ３７２ 行説“十王盡皆聚”。這

種多樣性反映出寶卷的通俗性、民衆性。

４）儀式的目的：從地獄轉到現世

《目連寶卷》雖然繼承《目連救母經》的文本，但其目的大不

相同。第 ３４０ 行以下的文章都預祝現世的平安。可以説其重點

已從冥界轉到陽界。不但希求安慰冥界孤魂，而且祈求陽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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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第 ３３７ 行有“麟角羽毛，莫相食啖”，指“放生”儀式，勸告

世人愛惜生命，就是説，其目的在於追求冥陽兩利，這一點跟後

代的水陸道場、太平請醮、祈安醮等極爲相似。比如，新加坡福

州人福邑善社公建普度的榜文，結尾所説：

伏以，覺天遠曠，高輝無碍之光，識海暫澄，護映圓明之

照。在會衆等，家居衍慶，人物康寧，在堂父母，福增壽於當

年，逝世宗親，托生於净土。（筆者筆録）

如此强調在世人的幸福。上述新加坡福州人廟宇鳳嶺北壇

三相公祭祀時，有更爲强調現世利益的文字，如下：

涓擇八月十一日，虔備酥酡妙香，香花果菜元金。延羽

判，施佛部。延禧蒙山賑幽斗食一會。内超本門玄祖宗親，

外度十方水陸男女孤魂等衆，共赴齋筵，聽説法。逍遥樂

土，各能生上方。伏祈有情魂子，恩賜家門清吉，人口平安，

男增百福，女納千祥。（筆者筆録）

宋末元初成書的《目連寶卷》早就有這類强調現世利益的

傾向，可算宋元時代的宗教世俗化表徵之一。這類風氣會推動

佛經文本更趨文學化。

三、 閩北地區的普度儀式與目連戲

前面論述《黄籙九幽醮》與《目連救母經》的類似性，以及

《目連救母經》與《目連寶卷》的繼承關係，就是《黄籙九幽

醮》—《目連救母經》—《目連寶卷》這 ３ 個文本之間的繼承關

係。值得注意的是，閩北地區的普度科儀書和目連戲文本跟 ３

種文本有不少共通之處。從而可以推測兩者之間的繼承關

係。下面，分别討論《黄籙九幽醮》與閩北正一派道士普度科

儀的繼承關係，以及《目連救母經》與閩北（莆田）目連戲的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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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關係。

新加坡小坡 Ｊｏｒｏｎｇ１０８ 巷有福州人廟宇順天宫，每逢中元節

舉行普度儀式，其結構很像《黄籙九幽醮》。先表示其場地，

如下：

Ｆ５　 新加坡順天宫福州公建普度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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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地受到公路的限制，不能實現原來的科儀規劃。因此，

將此圖修改爲與這種科儀要求相符合的圖，如下：

Ｆ６　 Ｆ５ 修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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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圖跟 Ｆ１《黄籙九幽醮》場地結構圖極爲相似。可知福州

道士使用的科儀書是屬於《黄籙九幽醮》系統的。不僅如此，兩

種科儀書的内容也多有相同之處。如下表：

《黄籙九幽醮》與《福州科儀》文字對照表

《黄籙九幽醮》 《福州科儀》 備考

《光明頌》 《上座科》

１ 太上大道君 太上大道君

２ 位處無爲鄉 位處無何鄉

３ 寶光真童子 寶光真童子

４ 下理九幽房 下濟九幽魂

５ 悲嗟苦魂役 悲嘆苦魂没 没當作役

６ 拔度痛哀傷 拔度痛哀傷

７ 二十四門户 二十四門户 指二十四獄官而言

８ 威令聞寶香 威令聞寶香

９ 燈明照長夜 明燈照長夜

１０ 願消累劫殃 願消黑簿映 映當作殃（韵字）

《未央頌》 《施食科》

１ 九幽黑闇那堪往 九幽黑闇那堪往

２ 到者雷同是罪魂 墜者雷同是罪魂

３ 冥冥難得見光明 冥冥難得睹光明

４ 太上慈尊來救度 太上慈尊來救度

５ 大慈大悲尋聲救苦來無上尊

６ 餓鬼窮魂皆解脱 滯魄窮魂皆解脱

７ 冤家債主總歡心 冤魂債主總歡心

８ 刀山劍樹悉摧鋒 刀山劍樹悉摧鋒

９ 爐炭鑊湯俱滅焰 爐炭鑊湯消德焰 德當作得

１０ 大慈大悲尋聲救苦來無上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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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黄籙九幽醮》 《福州科儀》 備考

《未央頌》 《施食科》

１１ 構置冤憎生地獄 結垢冤憎生地獄 垢當作構

１２ 迴心歡喜是天堂 迴生歡喜是天堂

１３ 至尊威力不思議 至尊威力不思議

１４ 願假慈光宣教戒 願假慈光宣告戒

１５ 大慈大悲尋聲救苦來無上尊 皈命大慈尋聲救苦來無上尊

《九幽苦神頌》 《上座科》

１ 生落苦神界 生落苦形界

２ 轉輪五道停 轉輪戀道中

３ 九幽長夜閉 九幽長夜閉

４ 累劫無光明 累劫無光明

（中略） （中略）

５ 迴風摇長夜 悲風飄長夜

６ 哀響流寒庭 安亨流寒庭

７ 上有履山魂 尚有履三魂

８ 時刻無停寧 時刻不暫停

　 　 通過此表很容易看到兩者之間的繼承關係。福州正一派道

士一定抄過《黄籙九幽醮》文本而用在普度儀式中。反過來似

乎可以説，《黄籙九幽醮》在閩北地區有所流行。《目連救母經》

是浙東鄞縣出版的，由此觀之，《黄籙九幽醮》很可能在浙東先

流行，然後傳播到閩北，影響到閩北道士的科儀。

四、 《目連寶卷》演變爲閩北目連戲

下面討論從《目連救母經》至《目連寶卷》、莆田目連戲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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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上面揭示的 Ｆ６ 圖，福州人普度場地上，從北向南，順次排列

三清殿、地獄殿、孤魂台、陰陽司等，最南設置戲棚，在這裏經常

演出目連救母戲。新加坡福州人没有自己的目連戲班，因此邀

請比鄰族群的莆田同鄉會所辦的目連戲班。這莆田目連戲班叫

做“和平班”，每逢中元節，在莆田、仙游人的廟宇，演出提綫木

偶目連戲，有時應福州人的邀請，也在福州人的廟宇上演出。另

外，十年一次，每逢甲年，莆田人組織起臨時的大戲目連班（真

人演出），在莆田、仙游人大廟“九鯉洞”之中，演出三天目連戲。

劇本有兩種。一是小戲（木偶戲）用的，一是大戲（人戲）用的。

其劇本文字已經受到明代中期成書的鄭之珍本的影響，但可以

推測，保存有部分未受鄭本影響的古本痕迹，也即繼承《目連寶

卷》或《目連救母經》的部分。下面參考這兩種劇本和實際上的

表演，研討其與《目連寶卷》或《目連救母經》的關係。先將莆田

目連戲（小戲與大戲）的齣目跟《目連救母經》、《目連寶卷》、

《鄭之珍本目連戲》等對照比較，如下：

《目連救母經》 《目連寶卷》

莆田目

連小戲

（木偶）

莆田目

連大戲

（人戲）

鄭之

珍本

圖 段 故事内容 備考 　 　 　 　

第 １ 圖

第 １ 段
傅相的家

宅。

院子裏畜

馬豬。
　 　 　 　

第 ２ 段
羅卜元旦

祝壽。

傅相受壽

詞於家堂。
元旦祝壽。元旦祝壽。元旦祝壽。元旦祝壽。

　 　 　 　 　 劉賈放債。

劉賈逐僧，

劉賈放債，

劉賈鬧堂，

劉賈鳴鐘。

　

　 　 　 　 　 傅相升天。傅相謝世。傅相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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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連救母經》 《目連寶卷》

莆田目

連小戲

（木偶）

莆田目

連大戲

（人戲）

鄭之

珍本

圖 段 故事内容 備考 　 　 　 　

第 ２ 圖

第 ３ 段 劉氏破戒。令僕捉狗。 　 　 　 　

第 ４ 段 羅卜出國。
羅卜騎馬

離鄉。
　 　 遣子。 遣子經商。

第 ５ 段
劉氏虐待

僧尼。
趕走僧人。 　 劉賈勸姐。劉賈勸姐。 　

第 ６ 段 劉氏開葷。割殺牲畜。 　 劉氏開葷。劉氏開葷。劉氏開葷。

第 ７ 段
替亡父在

寺廟設法

事。

　 　 　 　 　

第 ３ 圖

第 ８ 段
益利先回

家以報信。
　 　 　 　

第 ９ 段
比鄰出迎

羅卜。
　 　 　 　 　

第 ４ 圖

第 １０ 段
羅卜回到

家裏。
車載財物。 　 　 回家。 羅卜回家。

第 １１ 段
劉氏迎接

羅卜。

劉氏乘轎

出迎。
　 　 　 　

第 ５ 圖

第 １２ 段
羅卜知情

倒地。

鄉鄰告知

羅卜劉氏

破戒。

　 　 　 　

第 １３ 段 劉氏卧病。
劉氏立誓，

七日得病

而死。

　 花園立誓。花園盟咒。花園捉魂。

　 　 　 　 　 　

求婚通嫁，

曹氏剪髮，

曹氏逃難，

曹氏到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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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連救母經》 《目連寶卷》

莆田目

連小戲

（木偶）

莆田目

連大戲

（人戲）

鄭之

珍本

圖 段 故事内容 備考 　 　 　 　

第 ６ 圖

第 １４ 段
羅卜替母

築 墳。百

鳥助之。

　 　 　 　 　

第 １５ 段
羅卜服喪，

鹿子出現，

白鶴呈祥。

庵中服喪。 　 　 　 　

第 １６ 段
服滿，羅卜

剃髮。

世尊派遣

阿難摩頂。
　 　 　 　

第 ７ 圖 第 １７ 段
羅卜由世

尊改名。

改名爲目

連。
　 　 　 　

第 ８ 圖

第 １８ 段

目連坐禪

得知父在

天堂，不知

母所在。

目連獲得

神通以觀

三十三天。

　 　 世尊説法，

目連坐禪。
目連坐禪。

第 １９ 段

目連向世

尊問母所

在，得知母

在地獄。

　 　 　 　 　

第 ９ 圖
第 ２０ 段 銼碓地獄。第 １ 地獄。 　 第一殿。 第一殿。 一殿尋母。

第 ２１ 段 劍樹地獄。第 ２ 地獄。 　 　 　 二殿尋母。

　 　 　 　 　 　 　

曹 氏 清

明，公 子

回 家，見

女托媒。

第 １０ 圖 第 ２２ 段 石磕地獄。第 ３ 地獄。 　 第三殿。 第三殿。 三殿尋母。

　 　 　 　 　
（目連超薦

儀式。）

（目連超薦

儀式。）
　

　 　 　 　 　 　 　 求婚逼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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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連救母經》 《目連寶卷》

莆田目

連小戲

（木偶）

莆田目

連大戲

（人戲）

鄭之

珍本

圖 段 故事内容 備考 　 　 　 　

第 １１ 圖

　

第 １２ 圖

第 ２３ 段 餓鬼地獄。第 ４ 地獄。 　

　 　 　 　

第 ２４ 段 奈何地獄。第 ５ 地獄。 　

　 　 　 　
第 ２５ 段 鑊湯地獄。第 ６ 地獄。

　

第 ２６ 段
火盆地獄

（１）。 第 ７ 地獄。火盆地獄。

第 四、第

五、第六殿

三殿會審。

第 四、第

五、第六殿

三殿會審。

四殿尋母。

曹氏逃難。

五殿尋母。

曹氏到庵。

六殿尋母。

　

第 １３ 圖 第 ２７ 段
火盆地獄

（２），目連
問母。

　 　 　 　 　

第 １４ 圖
第 ２８ 段

獄卒頂禮

目連。

獄卒尊重

目連。
　 　 　 　

第 ２９ 段 獄主查簿。 　 　 　 　

第 １５ 圖

第 ３０ 段
阿鼻地獄

（１），敲門
而不得入。

第 ８ 地獄。
阿鼻地獄

（１），敲門
而不得入。

　 　 　

第 ３１ 段
世尊賜袈

裟、盆 鉢、

錫杖。

　
世尊賜袈

裟、盆 鉢、

錫杖。

　 見佛賜燈。目連掛燈。

第 １６ 圖 第 ３２ 段

阿鼻地獄

（２），目連
打破獄門，

罪人枷鎖

自落。

　

阿鼻地獄

（２），目連
打破獄門，

罪人枷鎖

自落。

　 　 　

第 １７ 圖 第 ３３ 段
阿鼻地獄

（３），劉氏
受苦（１）。

　
阿鼻地獄

（３），劉氏
受苦（１）。

　 　 　

８０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九期）



（續表）

《目連救母經》 《目連寶卷》

莆田目

連小戲

（木偶）

莆田目

連大戲

（人戲）

鄭之

珍本

圖 段 故事内容 備考 　 　 　 　

第 １８ 圖 第 ３４ 段
阿鼻地獄

（４），劉氏
受苦（２）。

　
阿鼻地獄

（４），劉氏
受苦（２）。

　 　 　

第 １９ 圖 第 ３５ 段
阿鼻地獄

（５），目連
見母。

　
阿鼻地獄

（５），目連
見母。

第六殿見

母。

第六殿見

母。

六殿再

尋母。

第 ２０ 圖 第 ３６ 段
阿鼻地獄

（６），獄主
趕母入獄。

　
阿鼻地獄

（６），獄主
趕母入獄。

　 　 　

第 ２１ 圖 第 ３７ 段

阿鼻地獄

（７），世尊
破地獄，罪

人獄卒升

天。

　 　 　 　 　

第 ２２ 圖 第 ３８ 段
黑闇地獄，

目連見母

施飯。

第 ９ 地獄。 　 目連施飯。目連施飯。目連施飯。

　 　 　 　 　 　 　 七殿見佛。

　 　 　 　 　 　 　 曹氏却饋。

　 　 　 　 　 　 　 八殿尋母。

　 　 　 　 　 　 （九殿。）

第 ２３ 圖 第 ３９ 段

劉氏變身

爲餓鬼，點

四十九燈，

放生。

　 　 第十殿。 第十殿。 十殿尋母。

第 ２４ 圖 第 ４０ 段
劉氏變身

爲狗，目連

見狗。

　 　 　

指點髦狗，

打獵見犬，

入庵相認，

目連到家，

保哥認驢。

目連尋犬，

打獵見犬，

犬入庵門，

目連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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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連救母經》 《目連寶卷》

莆田目

連小戲

（木偶）

莆田目

連大戲

（人戲）

鄭之

珍本

圖 段 故事内容 備考 　 　 　 　

　 　 　 　 　 　 妙善修行。 　

第 ２５ 圖 第 ４１ 段
盂蘭盆會，

劉氏升天。
　 　 　 　 　

第 ２５ 圖 第 ４２ 段 卷末木記。 　 　 　 　

　 　 下面，據此討論問題。

（一）劉 氏 的 輩 行

莆田目連戲，劉氏以劉四真的名字登場，看到她的輩行爲第

四。真字可能爲貞字之誤。目前，目連戲的通行本鄭之珍本及

其他許多地方劇本，鮮有提及劉氏輩行者。用表格來表示，

如下：

劇　 本 姓 名 輩行 備　 考

北京 影卷忠孝節義目連戲 劉氏 《民俗曲藝叢書》劇本

江蘇 江蘇高淳兩頭紅目連戲 劉氏 《民俗曲藝叢書》劇本

江蘇 江蘇高淳陽腔目連戲 劉氏
江蘇省劇目工作委員會

劇本

江蘇
江蘇高淳陽腔超倫本目

連戲
劉氏 《民俗曲藝叢書》劇本

浙江 浙江新昌調腔目連戲 劉氏 《民俗曲藝叢書》劇本

安徽 皖南高强目連卷 劉氏 《民俗曲藝叢書》劇本

安徽 祁門鄭之珍目連戲 劉氏

江西 江西贛劇目連戲 劉氏 清提 江西贛劇團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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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　 本 姓 名 輩行 備　 考

福建 莆仙戲目連救母 劉氏 四真 第四 《民俗曲藝叢書》劇本

福建 新加坡莆田目連戲 劉氏 四真 第四 新加坡莆田同鄉會劇本

福建 泉腔目連救母 劉氏 世真 《民俗曲藝叢書》劇本

福建 傀儡戲目連全傳 劉氏 世真 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

湖南 湖南辰河腔目連戲 劉氏 懷化文化館劇本

湖南 湖南祁劇目連戲 劉氏 湖南藝術研究所劇本

四川 川劇目連戲 劉氏 四娘 第四
杜建華《巴蜀目連戲劇文化

概論·劉氏四娘哭嫁》

　 　 據此可知，劉氏四真的稱呼主要是局限於福建地區，從閩北

開始，流傳到閩南，但訛化爲世真。四川也有劉四娘的稱呼，而

且傅羅卜曾祖傅天斗的故事，也只在莆田和四川的目連戲中出

現，可見四川目連戲跟福建目連戲之間或有某種關係。但從地

理的角度來看，四真的稱呼當先在莆田目連戲中成立，然後通過

高腔沿著長江流域傳播，最終傳到四川。

（二）曹氏的位置

鄭之珍本創造羅卜的未婚妻曹氏，讓她演出貞婦的角色。

她聽到羅卜出家，就拒絶改嫁，剪髮出家，入庵爲尼。鄭本描寫

目連到地獄尋母時，每逢一殿，便將曹氏的故事插到其後面去，

將劉母的悲慘與曹氏的困境，用雙綫的辦法同時對照表現出來。

這是鄭氏刻意所爲。與此相對，莆田目連戲將曹氏的故事完全

從地獄部分抽出來而集中放在目連巡游地獄的情節之前，叫目

連下獄尋母的情節單綫化，如此便回到《目連救母經》或《目連

寶卷》的原貌。可見莆田目連戲雖然受到鄭本的影響，但與别

的地方的目連戲本相比其影響較爲微弱，基本上保存了《目連

救母經》、《目連寶卷》的原貌。尤其是小戲（木偶戲）劇本，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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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氏的故事，如此與目連游地獄救母的故事原貌更爲接近。

（三）地獄的結構

莆田目連戲劇本已經受到明代嘉靖時代成立的鄭之珍本的

影響，因此其地獄世界是由十王地獄組成的，不像《黄籙九幽

醮》、《目連救母經》、《目連寶卷》、《福州科儀》等由九幽地獄構

成。但，劉氏被押送到五王殿時，受四王、五王、六王等三堂會

審，然後再送到六王阿鼻地獄，所以劉氏所經過的地獄一共有九

個，合於九幽之數。從中可以看到先行文本的影響。

（四）超度孤魂的儀式

《目連救母經》第 ２１ 圖描述世尊放眉間五色毫光，照破地

獄，救出一切罪人，盡得升天。莆田目連戲中，目連到達三殿後，

也念誦咒語打破地獄救出獄内罪人升天，這是超度信徒親屬的

亡魂的儀式。這一情節小戲大戲都有，是繼承《目連救母經》世

尊用眉間毫光照破地獄的儀式。

（五）寶卷文學的影響

莆田目連戲的大戲（人戲）劇本，在結尾一段之中，將觀音

妙善公主修行的故事插進去。這個故事跟目連救母没有關係，

作者爲什麽將它插到結尾呢？其情節如下：

興林國妙莊王第三公主妙善被父王放逐，進入白雀寺，

修行佛道，清掃殿内。白雀寺護法神珈藍，承蒙昊天玉旨，

下降來保護妙善，命判官和小鬼服侍妙善。狂風吹來，吹滅

長命燈，妙善去點燈，但伸手未届之前，小鬼來點燈，妙善驚

訝，欲擊鼓鳴鍾時，小鬼鳴鍾，判官擊鼓，妙善更懼。沉吟暫

時，發覺天助，更固佛心。（筆者筆録）

其結束文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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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善唱）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修行悟道難免苦。欲

蒙圓光照，破刀山劍樹。龍華三會，何日相逢，朝聞道而夕

死可矣。是以無邊苦海，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拜我佛乞慈

悲，護妙善見性更明，奴願度衆，同歸净土極樂城。

（珈藍唱）慈悲娘愛苦厄在災，可笑莊王太不該，今日

龍華得三會，皆大歡喜永無災。

（鬼判唱）黄金千萬兩，香花作蓮台，大衆利益，合班得

財。（筆者筆録）

然後是三個和尚普度，念誦盂蘭盆經而達到大團圓。這樣

的情節深受寶卷的影響。專門反映妙善故事的有《香山寶卷》。

這種情節配置給觀衆造成在《目連寶卷》之中忽然插進《香山寶

卷》的印象。不過，兩個寶卷未嘗没有彼此牽涉的關係。寶卷

題材以女人的故事爲多，《目連寶卷》是劉氏的故事，《香山寶

卷》是妙善的故事，故事結構上的相似性可以使觀衆更容易接

受。而且故事之中，妙善在白雀寺被父王殺死，其靈魂也巡游十

八地獄，因此她説，“欲蒙圓光照，破刀山劍樹”。由此觀之，莆

田目連戲劇本的形成大致適應了閩北讀者或觀衆欣賞以女人爲

主的寶卷文學的習慣。

五、 結論： 宗教史和文學史的關係

《黄籙九幽醮》、《目連救母經》屬於宗教文獻，《目連寶

卷》、莆田目連戲屬於文學文獻，但是宗教文獻和文學文獻存在

不可分割的關係，二者是在彼此聯繫之中發展演化的。這些文

獻主要是在浙東、浙南、閩北三個地區産生的，而且部分延伸到

閩南（目連戲）。宋元時代是宗教世俗化的時代。《黄籙九幽

醮》中一些體系性的内容被《目連救母經》接受，變爲一種更加

通俗性的内容，傳播到民間，其上圖下文的形式很像唐代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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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衆樂意據此聽法而理解其道理。《目連寶卷》面向以女人爲

主的更爲廣泛的崇佛民衆，將《目連救母經》的故事發展爲更爲

詳細的長編歌謡。之後，閩北的道教普度科儀進一步發展，從而

産生長編莆田目連戲。目連戲本身北宋已經出現，但是跟佛經

一樣較爲簡單，缺乏曲折性的故事。與此相對，以《目連寶卷》

爲基礎形成的莆田目連戲，内容極爲豐富，并跟閩北普度科儀結

合起來，不斷發展，明代以後，在目連本傳之上增補目連前三代

的故事（傅天斗等所謂“前目連”）。

這種地域性宗教和文學的互相浸透，是在東南沿海地區這

一相對獨立的地理圈之中慢慢進行的。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 教授從

地文學的觀點出發將中國劃分爲 ８ 個主要相對獨立的文學地

域，其中“東南沿海地區”（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Ｃｏａｓｔ），即以福建爲中心，北

至浙東，南至粤東的沿海地區。

這個地區之中，各地依靠海上交通彼此交流，浙東的宗教文

化很容易傳播到浙南、閩北、閩南、粤東等地。尤其是福建商人

利用船運，頻繁往來東南沿海。比如，浙南山區松陽縣有福建僑

民建設的天后廟。葉華庭《松陽的演劇》（《民衆教育》第四、五

期，１９３７ 年）所云如下：

天后戲：在三月二十三天后娘娘的生日，爲祝壽辰而

演的。開演日期規定爲二十一日夜開始，於二十二日夜間

要大演特演一夜，叫做前三後四，即要做三本四齣，一直要

演到二十三日將近天亮才畢。於二十三日的早上，當大家

吃過壽麵後，六到七點間，又要演三齣戲。……演戲的組織

一共有八班，每班擔任演一晝夜，共演八晝夜。這會的參加

者，爲純粹福建祖的子孫，也是家境較好的特有組織……福

建人遷居外地的……特建起天后宫和她的偶像來，并建福

建會館於宫内。

由此可知，離海岸較遠的松陽縣也有天后宫，何况更爲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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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７　 中國八大文學地域圖〔８〕

海岸的地區乎。東南沿海地區，宋元以來，文學和宗教之間有彼

此依靠、互相浸透而發展的趨向，而福建商人利用海上交通開展

地域貿易是其背景之一。這是本文的結論。

（作者：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日本學士院會員，

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圖書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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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１ 〕　 宫次男《目連救母説話與其繪畫》（日文），《美術研究》１９６７ 年第 ５ 册，總 ２２５

號（東京國立文化研究所，１９６７ 年）。

〔２ 〕　 吉川良和《關於在日本發現的元刊〈佛説目連救母經〉》（中文），（１９８８ 年 ４

月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安徽省藝術研究所、祁門縣人民政府合辦的

“鄭之珍目連戲學術討論會”上宣讀之論文。）這是將前注宫次男論文初次介

紹給中國戲曲專家。但其主要内容是與敦煌變文比較，一句也没有提到寶

卷的關係。其價值不如下面要介紹的朱建明的論文。

〔３ 〕　 原著者留用光是南宋人，“居江西上饒郡……江浙之間建黄籙大齋者萬計”

（《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卷 ５７ 附録修書本末）。編者蔣叔輿“世居永嘉，曾

祖知處州”，據此可知爲浙南人。因此《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也跟《目連救

母經》一樣，主要是在浙江地區流行的。

〔４ 〕　 朱建明《元刊〈佛説目連救母經〉考論》，《民俗曲藝》第 ７７ 期（臺北施合鄭民

俗文化基金會，１９９２ 年）。

〔５ 〕　 《佛説目連救母經》從第 ２１０ 行至 ２６９ 行的文字爲：在生之日，道我，日設五

百僧齋，香花飲食，非不如法。死合生化樂天宫，天官不見，却在地獄。兒日

日每到齋時，有異種甘甜，先將來供養阿娘。阿娘形容何得大極劣瘦。阿娘

唤言，我兒嬌子嬌子，長劫不見嬌兒，何得今朝恰在地獄門前，與兒相見。娘

在獄中受罪辛苦。飢吞鐵丸，渴飲銅汁。語猶未了。獄卒把定，長釘釘身，

煎煮腸肚。獄中罪人，各相謂言，他家子母，向得相見，我等云何，無有出期。

獄主答師，不得與娘久停説話。汝阿娘受罪時至，師若不放阿娘，我快鑪鐵

叉望心插取將去。目連放却阿娘，被獄主驅入獄中。唤言我兒嬌子嬌子，苦

痛難忍，百方作計，救取阿娘。目連左脚在門閫內，右脚在門閫外。聞叫苦

痛之聲，將頭騰柱。血肉狼藉，告獄主言，欲入獄中，代娘受罪。主答言，師

娘業力廣大，事不相干。欲要出地獄，無過告佛。目連聞其言已，挺鉢騰空，

往詣佛所。遶佛三匝，白佛言：世尊，目連娘在獄中受罪辛苦，如何救得阿

娘，出離地獄。世尊答言：目連，我救汝母。目連問言：世尊，還救得否。世

尊答言：我若救汝母不得，長劫入地獄中，代汝娘受罪。爾時，世尊領諸徒

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姨，無數億萬，前後圍繞，撇虚空身，高七多羅

樹，放眉間五色毫光，照破地獄，鐵庄化作蓮華座，劍樹化爲芙蓉池。爾時閻

羅大王，作如是語。讃曰：善哉，善哉。我親得禮拜燃香。還成不信，有佛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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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頭獄卒，盡皆放生天。目連又問：世尊，一切罪人，盡得生天。阿娘托生何

處？佛答目連：汝母在生之日，罪根深重，業障未盡，出大地獄，却入小黑闇。

諸菩薩僧齋餘剩飯，賜汝一鉢，往獄中飼母。目連接得飯，往獄中。母見飯，

貪心不改，左手接飯，右手遮人。飯來入口，依前變成猛火。目連問世尊：如

何得離黑闇地獄中？世尊答言：要娘離黑闇地獄，請諸菩薩轉大乘經典，方

得離黑闇地獄。目連即依佛敕，請諸菩薩轉大乘經典，娘得出黑闇地獄。又

生餓鬼道中。目連欲告世尊：娘出黑闇，托生何道？世尊答言：離地獄中，

托生餓鬼中。目連問世尊：娘在獄中長久，欲共娘往恒河水邊，飲水洗腹。

世尊答言：諸佛飲水，猶如乳酪。眾僧飲水，猶如甘露。十善人飲水，能解飢

渴。汝母飲水，變為猛火。流入腹中，煎煮腹肚俱爛。目連啓世尊，如何得

離餓鬼。世尊答言：請諸菩薩，點四十九燈，放諸生命，造立神幡，得娘離餓

鬼。目連即依佛敕。請諸菩薩，放諸生命，造立神幡，點四十九燈。得娘離

餓鬼身。目連告佛：我母託生何道？佛言目連：雖離餓鬼，托生今在王舍城

中，化爲母狗。目連聞是語已，挺鉢往王舍城中，呼覓其狗。狗見目連，走

出。抱腰煩惱，我是師母，師是我兒。目連問母：今作狗身之苦，何如地獄之

苦？狗語目連：我乍可長劫作狗身，吃人不淨。我怕聞地獄之聲。目連又問

世尊：娘作狗身辛苦，如何得離狗身？世尊答言目連：取七月半日，造取盂

蘭盆齋，得娘離狗身。

〔６ 〕　 田仲一成《中國鄉村祭祀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１９８９ 年），頁 ６１１。

〔７ 〕　 同前書頁 ３２４。

〔８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 Ｐ． ２１１，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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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説目連救母經》圖末木記

　 （大元國浙東慶元路鄞縣迎恩門外焦君廟界新塘保囗囗囗奉三寶受持
讀誦經典，弟子程季六名惠正，辛亥年十月廿二日囗。甲辰年大德八年五

月囗日，廣州買到經典，普勸世人囗囗囗囗，大日本國貞和二年歲次丙戌

七月十五日重刊，小比丘法祖。助緣、嶋田、理在、空念、固皎、理住、石塔、

赤松、細河、佐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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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ｉａｎ 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ａ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Ｔｅｘｔ，Ｓｕｔｒａ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ａｓ Ｓｅｒｍｏｎ ｏｎ
Ｍａｈāｍａｕｄｇａｌｙāｙａｎａｓ Ｒｅｓｃｕｅ ｏｆ Ｈｉｓ Ｍｏｔｈｅｒ， ｔｏ Ｔｗｏ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ｘｔｓ，Ｔｈｅ Ｍｕｌｉａｎ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Ｓｃｒｏ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ｔｉａｎ Ｍｕｌｉａｎ Ｄｒａｍａ

Ｔａｎａｋａ Ｉｓｓｅｉ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Ｅｍｅｒｉｔｕｓ ｏｆ Ｔｏｋｙ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Ｈｅａ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ｏｆ Ｔｏｙｏｂｕｎｋｏ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Ｆｏｓｈｕｏ Ｍｕｌｉａｎ ｊｉｕｍｕ ｊｉｎｇ （Ｓｕｔｒａ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ａｓ Ｓｅｒｍｏｎ ｏｎ

Ｍａｈāｍａｕｄｇａｌｙāｙａｎａｓ Ｒｅｓｃｕｅ ｏｆ Ｈｉｓ Ｍｏｔｈｅｒ）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１３０４ ｉｎ Ｎｉｎｇｂｏ，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ｂｕｔ ｌａｔｅｒ ｂｅｃａｍｅ ｌｏｓ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ｔ ｗａｓ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１３４６，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ｗ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Ｋōｋōｊｉ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ｙ ｉｎ Ｋｙｏ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ｉ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ｗ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１． Ｔｈｅ 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Ｍｕｌｉａｎ ｊｉｕｍｕ ｂａｏｊｕａｎ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Ｓｃｒｏｌｌ ｏｆ

Ｈｏｗ Ｍｕｌｉａｎ Ｓａｖｅｄ Ｈｉｓ Ｍｏｔｈｅｒ）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Ｚｈｅｎｇ Ｚｈｅｎｄｕｏｓ （１８９８

１９５８）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ａｒ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ｏｓｈｕｏ Ｍｕｌｉａｎ ｊｉｕｍｕ ｊｉｎｇ．

２． 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ｔｉａｎ Ｍｕｌｉａｎ 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Ｓｃｒｏｌｌ，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Ｍｕｌｉａｎｓ ｍ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ａｓ Ｌｉｕ Ｓｉｚｈｅｎ． Ｔｈｉｓ ｎａｍ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ｓｈｕｏ Ｍｕｌｉａｎ ｊｉｕｍｕ ｊ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ｉａｎ ｐｌａｙｓ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ｕｋｉｅｎ，ｔ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ｎａｍｅ ｉｓ Ｓｈｉｚｈｅｎ． Ｔｈｉｓ

９１１元代佛典《佛説目連救母經》向《目連寶卷》與閩北目連戲的文學性演變　



ｍ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Ｆｕｋｉｅｎ ｐｌａｙｓ，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ｗａ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ｕｌｉａｎ ｊｉｕｍｕ ｊ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ｎａｍｅ ｉｓ ｎｏｔ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ｐｌａｙｓ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ｔ ｉｓ ｔｈｕ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Ｆｕｋｉｅｎ ｐｌａｙｓ ｗｅ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ｉａｎ ｊｉｕｍｕ ｊｉｎｇ，ａｌｂｅｉｔ ｖｉａ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Ｓｃｒｏｌｌ．

３．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ｔｉａｎ Ｍｕｌｉａｎ Ｐｌａ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ｅｓｓ Ｍｉａｏｓｈａｎ，ａ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ｎａｍｅ ｏｆ 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 Ｇｕａｎｙ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ｓｈａｎ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Ｓｃｒｏｌｌ．

４．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ｂｏｖｅ ａ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ｕｔｉａｎ

Ｍｕｌｉａｎ Ｐｌａｙ ｗａ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ｕｌｉａｎ ｊｉｕｍｕ ｊｉｎｇ． Ｉｔ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ｌａｔｅ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ｎｇ ｔｉｍｅｓ，ｍｏｓｔ ｌｉｋｅ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Ｆｕｋｉｅｎ ｗｏｍｅｎ ｗｅｒｅ ｆｏｎｄ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ｓｃｒｏｌ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ｔ

ｍａｙ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ｂｅ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ｕｔｉａｎ Ｍｕｌｉａｎ Ｐｌａｙ ｉｓ ｔｈｅ ｏｌｄｅｓｔ

ｅｘｔａｎｔ Ｍｕｌｉａｎ ｄｒａｍａ ｔｅｘｔ，ｗｈｉｃｈ ｔｏｏｋ ｓｈａｐ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Ｚｈｅｎｇ

Ｚｈｉｚｈｅｎ （１５１８ １５９５）１５８２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ｕｔｒａ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ａｓ Ｓｅｒｍｏｎ ｏｎ Ｍａｈāｍａｕｄｇａｌｙāｙａｎａｓ

Ｒｅｓｃｕｅ ｏｆ Ｈｉｓ Ｍｏｔｈｅｒ，Ｙｅｌｌｏｗ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ｐｈａｎ Ｓｏｕｌｓ Ｓ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ｎｅ Ｈｅｌｌｓ，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Ｓｃｒｏｌｌｓ ｏｎ Ｍｕｌｉａｎ Ｓａｖｉｎｇ

Ｈｉｓ Ｍｏｔｈｅｒ，Ｘｉａｎｇｓｈａｎ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Ｓｃｒｏｌｌｓ，Ｐｕｔｉａｎ Ｄｒａｍａ

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ｉａｎ Ｓｔｏｒｙ

０２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