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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连戏是我国戏剧宝库中的瑰宝，被誉为“戏剧活化石”，将民间流传的芜杂的目连戏进行成功

整理改编的是明代剧作家郑之珍。然而，长期以来，郑之珍不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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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不第让郑之珍一直

不能释怀，怎样才能实现自己

以文济世的理想呢？只能走

著书立说这条路了。

他所处的时代，封建社会

走向衰落，新的资本主义成分

开始萌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

化，商贸兴起，冲击着传统的

伦理道德，精通戏曲的郑之珍

在塾教之余，拿起笔来，据《佛

说盂兰盆经》情节将徽州民间

传说、爱情故事揉和进去，洋

洋洒洒编成了《新编目连救母

劝善戏文》三册100折，重申纲

常，维护伦理，阐明是非，以此

醒世。

郑之珍：科举不顺，成就目连戏

目连救母的故事见于许多佛经、

佛书，流传到中国最早的文字，是西晋

时高僧竺法护译的《佛说盂兰盆经》。

唐代的民间说唱《目连变文》将目连故

事中国化，在长期演变与发展过程中，

成了我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故事之

一，北宋时期被搬上舞台，形成了目连

戏。

几百年来，目连戏以其博大纷繁

的戏剧形式、无所不包的表演手段、积

淀深厚的音乐素材及情景交融、观演

互动的演出排场，在民间盛演不衰，一

度广泛流布于安徽、江苏、浙江、江西、

湖北、湖南、四川、山西、福建、河南等

地。然而，发展到明代，目连戏版本芜

杂、没有完整的总体结构框架，这就要

求目连戏要有完善的演出剧本，用以

统一形制，规范演出。于是，目连戏集

大成者郑之珍应运而生。

70 多岁的叶养滋是徽州

目连戏国家级传人，他介绍，自

从郑之珍出现后，目连戏的演

出基本上都是依据他改编的

《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支

配三百年来中下层社会之人

心，并随徽商流寓大半个中国，

对徽剧、川剧、汉剧、豫剧、昆

曲等诸多剧种都产生过一定的

影响。因而，许多典籍都记载

了目连戏和郑之珍，但对郑之

珍的籍贯都是注明新安人。曾

任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会会长，

中国民俗文学学会名誉主席的

赵景深还撰文，把他当成歙县

人，《中国大百科全书》也采用

了这种说法。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祁门县文化部门对地方戏曲情

况进行调查，在渚口乡清溪村发

现了郑姓村名代代相传郑之珍

的故事，还发现了郑之珍位于清

溪村西北乌株山圣堂坞

的墓葬，规格雄伟，1989

年 5月公布为第三批省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尤其是郑之珍女婿叶宗

泰写的墓志铭，清晰地写

明了郑之珍的生平，他是

祁门县一个秀才，后人称

他为高石公。

出现籍贯错误可能是因为

祁门的郑氏原是“由歙迁祁”的

缘故，但是，清溪郑氏，唐代时

始祖“选”迁居祁门，到郑之珍已

经是第二十六代孙了。

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一套

《祁门清溪郑氏家乘》，共四卷，

卷二有叶宗泰为岳父郑之珍写

的《高石郑先生传》，为人们呈

现了较为完整的郑之珍生平。

郑之珍，字汝席，别号高

石，生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

年），卒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他的父亲郑云，是个喜爱

读书的商人。郑之珍有五个弟

弟，多是经商，惟郑之珍喜爱读

书，过目不忘，17岁成为秀才。

清溪村村民至今还流传

一个故事：清溪村旁的杨梅洲，

有一块石头，高约丈余，依山凸

起，形若骏马，幼小的郑之珍常

来这里，骑在石山看书，因为这

里幽静，后人将它称作“高石公

骑石马”。后来每逢闰月，清溪

村打目连，村人都要到“石马”

前烧香祭祀一番，然后才回村

开演目连戏。这个代代相传的

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郑之珍

从小痴迷读书。

郑之珍诗文俱佳，与同乡

文人交往密切，比如，嘉靖丙辰

（1556）科进士叶宗春为他的

《目连救母》作过序。

与叶宗春等同乡命运不

同的是，郑之珍科举道路上屡

试不第，一直到40岁的时候，

母亲去世，小儿出生，他便彻底

放弃科考念头，在祁门、石台一

带山村，以教书为业。

对于岳父高才不第的原

因，叶宗泰在《高石郑先生传》

说：“目病艰于书写”。 郑之

珍眼睛有病是真实的，祁门一

带还流传他艰难写剧本的故

事。

但把科举不第完全归结

为眼疾应该是一种委婉说辞，

真实的原因应该如郑之珍在

《新编目连戏救母劝善戏文》序

中所述：“幼学夫子而志春秋，

惜文不趋时，而学不获遂，于是

萎念于翰场，而游心于方外。”

他正统的思想不为明代中后期

昏庸的考官所识。

郑之珍没走上仕途，社会

少了一个官吏，却多了一个剧

作家，于郑之珍本人而言，他入

仕济世的理想不能实现，甚至

生活还得靠做生意的兄弟们的

接济，但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却

是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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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洋人、洋货

纷纷涌入，涤荡着人们的思想。下面几张

老照片，拍于上世纪最初和上上世纪末，从

中可见当时的地理、民俗与社会风情。

老照片之晚清风情

大清邮政工作人员

三名小脚中国妇女

1904年，解救的被拐儿童

1892年在北京的外国夫妇

晚清的福州桥梁

手抄及黄山书社出版的郑之珍目连戏剧本

省级文保单位郑之珍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