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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目連故事」主題變文的教化性及娛樂性 

李李星星璇璇  

摘要 

俗講原為佛教講經演變而成，因此教化意義十分深厚，藉由不同的故事題材

教化世俗。直至後代的講唱文學，皆以變文為其宗而加以演變，其中的教化觀念

及其與娛樂結合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中國的俗文學 ，藉由〈大目乾連冥間救母

變文〉、〈目連緣起〉、〈目連緣起〉之文本，探究其佛教教化與世俗娛樂的融合，

以及其中三教融合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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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教於中國流傳的起源之說眾多分歧，然而可信的史事可知其於東漢明帝已

經流行。然而於其時，直至東晉時期，而後進入隋唐時代，佛教的流傳階層，大

多偏向於上層的帝王與少數的知識階層，例如：東漢明帝的異母兄弟楚英王供養

沙門。永嘉年間，晉闕公、衡陽太守滕永文設齋會誦經，禮拜佛像等。1而佛教

曾於北周時期受到壓迫，而於隨唐之際再度蓬勃發展，並普遍流傳於民間百姓。

隋文帝大力提倡佛教發展，其後的隋煬帝亦是，而唐代雖以道教為國教，但隨著

儒、釋、道三者互相辯答，佛教仍得到相當的重視與發展。而其中，佛教的普及

的轉變，與隋唐的社會經濟以及學術發展有一定的關係。寺院透過許多方式而教

化世俗、佈施群眾，故佛教寺院的經濟來源十分重要。然而寺院之經濟除了所屬

莊院的生產之外，亦包含信眾的捐獻。而舉辦法會、齋會等活動，除了能傳授教

義之外，亦能得到信徒的捐獻。 

唐代俗講興盛，指的是通俗講經，又包含講誦梵經與講說因緣二類。這些聽

眾多為一般世俗百姓，因此，言簡意賅而富含教化之功。而變文為唐朝之際，受

佛教影響而流傳於寺院、廟宇之說唱文學作品，是以講述佛教本生因緣，宣揚教

義為主要題材。而變，含變更、改寫之意，其中關於變文之說法各有相異之處2，

但所指稱的的文體，大多以取材於佛教經典亦或民間傳說中，富含教化意味，並

加鋪述改寫，包含說與唱之部分，亦可能包含圖像，使其通俗生動之文學。因此，

變文中的教化意義十分深厚，藉由不同的故事題材教化世俗，並為使其淺顯易懂

而用以故事性質及圖像方式表達。然而直至後代的說話講唱文學，皆以變文為其

宗而加以演變，這其中的更易值得探究討論，以了解其相關之演變。 

在此，〈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被潘重規先生

分類為“佛弟子和佛教故事的變文”。相對於一般非佛教的故事題材，〈目連緣

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更可從其中看出中國民俗文化與佛

教思想融合的蹤緒。因此，潘重規先生才會刻意將《敦煌變文集新書》的編排順

                                                 
1
 以上資料引取自鎌田茂雄著，鄭彭年譯，《簡明中國佛教史》，台北縣，谷風出版社，1987.07

出版。 
2
 變文之變有變更佛經的文本而成俗講之意。再論，唐代俗講以講經為宗，採取民間流行之說唱

體如變文為支流，增強化俗之功。又說，蓋人物事蹟以文字描寫則謂之變文，省稱變。以圖像

描寫則謂之變相，省稱亦曰變，其義一也。或指，變一字不過是變異、便之意，其中並無深文

奧義，意指將一種題材改變為另一種題材，如將佛經故事改為說唱文。亦稱，變文是與畫卷、

壁畫、畫幡等繪畫作品相配合的演唱底本，為一種轉變的演出。參考周紹良、白化文編，《敦

煌變文論文錄上冊》，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04一版，頁42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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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做一番整理3，以藉此看出變文發展的先後次序。而在此可藉由前輩學者的視

點論述其中變文發展的脈絡，試而分析變文發展中的演變。而其中敦煌所存錄之

變文多為唐時期所流傳下來，唐時期之佛、釋、道三教融合之蹤跡亦可由敦煌所

存之變文見得。故在此以〈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

之文本材料論述中國文化如何與佛教經典相交融。並以其中的教化觀念與娛樂觀

念二點為論點，分述其中三教相融的精神與思想。 

二、變文之源起 

佛教流傳至中國之後，信仰階層大多限於少數的知識階級，一般群眾百姓因

識字並不普及，既無法翻閱佛經更加無法識得其中的義理。而於早期因其義理未

明，故採取格義之法使得中國士人能接受其思想教義。但由於士人階層亦是少數

族群，因此若欲推廣至一般民眾，仍需更普遍以極淺顯的義理教義，而變文這種

文類便誕生於此時。「在東晉以來，有些和尚就嘗試用淺近的方法來傳教，這種

方式叫做『唱導』。」4雖然於實行之初有些僧侶視其過於俚俗，卻也承認其功效

甚大，更易使信眾明白教義。而至唐代，經過前其長時間的戰亂後，因為社會經

濟逐漸安定，因此，對於民間信仰與信仰活動能有較多的參與。而唐代之俗講舉

辦可分為民間與官方兩種，一種為奉皇帝勑命所辦，一年分春座、夏座、秋座三

次，一切設備極為講究，並由當時高僧所主持。另一種是民間社邑所共同集資主

辦，亦為一年三次「『局席』兩字有宴會之意；大約敦煌民間在舉辦春秋講座的

前後，由社邑同人輪流送納物品供給寺僧，作為每次俗講寺僧酬勞之用。」
5而

變文便是於俗講之時宣說的依據文類。 

然俗講之前必先押座與開題。押座而有押座文，為聽眾未就定位、安定聽眾

時所宣說。「然押座文乃開題前所吟，似不必取義於佛座。余今竊為之說：押者

卽是鎮壓之壓，座卽四座之座。」6因此於變文中，則分有一類為押座文。其中

有通用押座文，如：〈左街僧錄大師壓座文〉、〈押座文(一)〉、〈押座文(二)〉。以

及專屬某篇之押座文，如：〈維摩經押座文〉、〈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八

                                                 
3
 依潘重規先生的考量，將變文分類如下次序：1.押座文、2.講經變文、3.講釋迦太子出家成佛故

事的變文、4.講佛弟子和佛教故事的變文、5.有說有唱的歷史故事變文、6.有說無唱或有唱無

說的歷史故事變文、7.對話體的變文。參考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市，文津出

版社有限公司，1994.12初版。 
4
 羅宗濤編撰，《敦煌變文：石窟裡的老傳說》，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11

三版，頁3。 
5
 同註2，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冊》，頁151。 
6
 向覺民等著，《俗講變文與白話小說》，台北市，西南書局有限公司，1980.05初版，頁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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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押座文〉。而押座文是否能應用通用於所有宣講內容，需看其內容所論是否夠

有所侷限。「開題者，初展卷發講之謂，宋高僧傳讀誦篇總論云：『如今啟夾或曰

開題。』即其事也。」
7而後唱經，亦即詠經、轉讀，為唱誦經文。再而為解說

經文，其後為吟詞，周圜反覆而至終卷。相對於押座文，於俗講結束亦當有解座

文。然於敦煌寫卷中，未有篇題名為解座文之篇章，然而由押座文中的句子，如

〈三身押座文〉中「今朝法師說其真，坐下聽眾莫因循；念佛急手歸捨去，遲歸

家中阿婆嗔。」
8或可查知其內容說辭。亦或於變文文本中可見，如〈目連緣起〉

「无上菩提勤苦作，聞法三塗豈不驚。今日為君宣此事，明朝早來聽真經。」
9〈不

知名變文(一)〉「欲得千年長富貴，無過念佛往西方，合掌階前領取偈，明日聞鐘

早聽來。」
10等可見類似解座文說詞。 

變文在潘重規先生所分類，其所宣講的內容之中，大體可分為講史與說經兩

大部分，例如：〈舜子至孝變文〉、〈伍子胥變文〉、〈昭君變文〉等篇，為講說歷

史傳記或人物傳說為故事題材；〈維摩詰經變文〉、〈八相成道變文〉、〈破魔變文〉

等篇，為講說經典或自由論述的佛教題材。然而變文為一廣泛的名詞，其中包含

的部分有俗賦、詞文、詩話⋯⋯等內容。將其區分為佛典故事與中國歷史故事，

範圍仍顯過大。其中許多佛教部份的變文是與佛典有所雜融的，因此而造成於《大

藏經》中古逸部以及疑似部中有許多重疊之處。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即

存於《大藏經·古逸部》。而這亦顯示出變文於傳播佛教的影響與地位。 

世俗間之宗教信仰除了給予世俗民眾思想情感寄託之外，亦包含處世為人的

教化觀念，在此，佛教亦不例外。佛教藉由俗講之演說宣講，進而闡揚佛教教義

與處事準則。然而，在佛教中，對於中國傳統教化思想下忠孝兩全的觀念，佛教

更為重視孝道思想。例如：在史傳中之伍子胥，一般中國傳統士大夫之論述，皆

以伍子胥之忠為論述。然〈伍子胥變文〉雖亦雜揉儒道思想，但仍以伍子胥報父

仇之孝為主論，而後論其對吳國之忠卻未得善果。或許因佛教初傳至中國時，中

國傳統觀念中對於出家行為違反孝道的責難，而使得佛教要更加強佛教中孝道的

觀念。而孝道觀念的加強可從佛教的典籍中察見，如〈父母恩重經〉、〈盂蘭盆經

讚述〉、等篇章。而〈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之觀念及故事可能源出於〈父母

恩重經〉、〈盂蘭盆經〉中。 

                                                 
7
 同註6，向覺民等著，《俗講變文與白話小說》，頁89。 
8
 同註3，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10。 
9
 同註3，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680。 
10
 同註3，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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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俗講所述的變文，是為將艱澀難懂的文字語言，轉化為世俗民眾能接受

的範圍，但仍需保存佛教特有的性質，否則便將全然與佛教無關而毫無意義。因

此，承襲於前期的詠誦經典的經師，與歌唱事緣的唱導二部份。然而在詠誦經典

的部份，則為迎合世俗民眾，而將其經典轉讀為世俗口語之文字。而歌唱事緣之

部分則依韻文之形式開唱，或許受六朝、隨唐詩風影響，其中韻文多為五言或七

言為主，亦有三言、四言、六言等詩偈。藉由唐代變文所包含的說與唱兩部份，

逐漸演化為俗文學之中的許多表演藝術。如寶卷、子弟書、平話等方面。 

隨著語言文字的通俗化，說唱宣講的場所亦愈來愈世俗化。從宮廷、寺院、

道觀、而至戲場等。然而也因為俗講的通俗化，使得一般市民階層更易接觸與了

解，進而達到傳播教化的功能。而為了傳播與教化市民百姓，有時言語亦更加通

俗淺顯，進而形成對答體甚而為代言體的文學模式。如〈茶酒論〉、〈下女[夫]詞〉

以及〈孔子項託相問書〉等體裁。藉由風趣及機智性的言談達到娛樂的效果與教

化的目的。 

三、「目連故事」主題變文之教化性 

由於地方風俗與社會環境的差異產生出不同的文化，因此當文化傳播發展之

際隨著各項因素而融合變異。俗講藉由唱導而教化群眾的形式，亦隨著時間演變

而逐漸將重心有所偏移，其中最為顯著的便是娛樂性質的加強，以及隨著時代推

演而逐漸融合的儒、釋、道三教之觀念。隨著時代的演變，佛教先是引用道教之

學為佛典釋義，而後又雜揉儒家孝道觀念為己用，因此，佛教思想逐漸將中國特

有的思想文化融合發揚。如大陸學者李小榮在《變文唱講與華梵宗教藝術》11一

書中分析，中國佛教包含釋家的業報迴轉思想、儒家的孝道為本觀念、道家的長

生不老概念。藉由這些觀念的融合，造成佛教故事的教化方式與說法將有所差

異。如「盂蘭盆經，在早期的目錄裏載為失譯，唐以後才署名為西晉竺法護譯，

據一般學者推測，很可能是產生在中國，華梵合作的經典。」12早期典籍中認為

父母之恩深重，為報其恩德，必當於七月十五之際行盂蘭盆供養，誦讀〈盂蘭盆

經〉。而這觀念不只見於〈父母恩重經〉、〈盂蘭盆經〉，連〈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

文〉、〈目連緣起〉於文中亦包含這觀念。 

儒家的孝道可分為物質的供養為第一層面，以及誠敬的行為心意是第二層

                                                 
11
 李小榮著，《變文唱講與華梵宗教藝術》，上海市，上海三形書店，2002.06一版。 
12
 同註2，羅宗濤編撰，《敦煌變文：石窟裡的老傳說》，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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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進而有許多的孝行表現，如保重身體，不敢毀傷。揚名於世，彰顯父母之聲

譽。而其中於〈目連緣起〉之末列舉諸傳說故事於其中。 

 

且如董永賣身，遷殯葬其父母，感得織女為妻，郭巨為母埋子，天賜黃金

五百斤。孟宗泣竹，冬月笋生。王祥臥冰，寒溪魚躍。慈烏反哺，書史皆

傳。跪乳之羊，從前且說。
13 

 

由上述之文句，可知其中儒家之孝道教化，融入於佛教思想中，並受中國民間故

事影響，佛教宣講帶有許多民間傳說的色彩，因此結合中國民間廣為流傳的故事

為例證，並以書史皆傳敘述儒家所欲達成的立功的目標。 

而〈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緣起〉、〈目連變文〉的孝行表現主要在

於為拯救母親，而捨身入地獄中，並願意以己代替母親受過，費盡千辛萬苦，方

能救得母親脫離苦難罪業。這故事觀念源於〈盂蘭盆經〉然而在〈盂蘭盆經〉經

中的雖有孝道觀念的產生但對孝道行為仍界定不明，行為鋪述也不完整。但於其

後的〈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緣起〉、〈目連變文〉則將目連救母之孝心

與孝行作一番描繪。如奉養母親之部分雖然較為少數，僅於〈目連緣起〉中提到

目連欲外出經商時「白於慈母：『而擬外州，經營求財，侍奉尊親。』」
14然而儒

家三年之喪、祭之以禮卻無遺漏。如目連於父母過世之後，以儒家之禮儀侍奉母

親的喪事後才出家。在〈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提及「羅卜三周禮畢，遂即投

佛出家。」15〈目連緣起〉則述「羅卜見母身亡，狀若天崩第滅，三年至孝，累

七修齋，思憶如何報其恩德，唯有出家最勝。」16〈目連變文〉又說「目連葬送

父母，安置丘墳，持服三周，追齋十忌。然後捨卻榮華，投佛出家。」
17顯示出

中國傳統儒家禮儀仍無法偏廢，必須將其思想禮教融入於佛教教化中。因此，對

於儒教中的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之禮教規範亦須融合闡述。 

並且「目連故事」主題中細膩描繪目連救母脫離苦難等方面的過程，以及對

目連見到母親受苦的悲傷心理多有所提說。不單只是佛教教義中勤做法會、造盂

蘭盆等佛教儀式的宣揚，還有其它更深刻的孝心表現。而目連修道完成而得正果

之後，不忘父母之恩，欲尋得父母之下落，而開啟天眼觀占父母。未料母親因生

                                                 
13
 同註3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679-680。 
14
 同註3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669。 
15
 同註3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685。 
16
 同註3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670。 
17
 同註3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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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宰殺過度，更甚者對佛三寶不敬，而墮入於阿鼻地獄中。於是目連便在冥間、

地獄尋找母親，覓得母親脫離地獄之後，親自服侍母親飯食「目蓮乞得耕良飯，

持鉢將來獻慈母。于時行至大荒交、手把金匙而自哺。」
18以及目連對於母親飽

受地獄摧殘之苦的心理傷痛。 

 

母子之情天生也，乳哺之恩是自然。兒與孃孃今日別，定知相見在何年。

那堪聞此詖咤苦，其心楚痛鎮懸懸。地獄不容相替代，唯知號叫大稱怨。

隔是不能相救濟，兒亦隨孃孃身死獄門前。目連見母却入地獄，切骨傷心，

哽噎聲嘶，遂乃舉身自撲，由如五太山崩。七孔之中皆流迸血。良久而死，

復乃重甦，兩手按地起來，政頓衣裳，騰空往至世尊之處。
19 

 

目連見母親於地獄、餓鬼道中受苦，於是要救母親脫離這苦難，便拜託佛世尊的

幫助。但因母親的罪業過於深重，以及母親慳姤之心過重，以致於落至餓鬼道中

無法進食，甚至因慳姤之心而加深所受苦難。 

 

罪人總得生天上。唯有目連阿孃為餓鬼，地獄一切並變化，總是釋迦聖佛

威。目連蒙佛威力，得見慈母。罪根深結，業力難排，雖免地獄之酸，墮

在餓鬼之道。悲辛不等，苦樂玄殊。若並前途，感其百千萬倍。咽如針孔，

渧水不通。頭似太山，三江難滿。無聞漿水之名。累月經年，受飢羸之苦。

遙見清涼冷水，近著變作膿河。縱得美食香飡，便即化為猛火。⋯⋯青提

慳貪業力重，入口喉中猛火生。目連見母喫飯成猛火，渾搥自撲如山崩。

耳鼻之中皆流血，哭言黃天我孃孃。南閻浮提施此飯，飯上有七尺往神光。

將作是香美飲食，飯未入口成便火。口為慳貪心不改，所以連年受其罪。

20 

 

藉由目連的孝心與誠意，終而能救母親脫離阿鼻地獄、餓鬼道、畜生之列進而往

住西方。相對於〈盂蘭盆經〉，「目連故事」主題之變文中對於地獄的描述與目連

母親所受的罪業描述更為仔細。由於〈目連變文〉有所脫落，而無法詳細比較，

但依〈目連緣起〉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而論，對於地獄與罪行則法的詳

                                                 
18
 同註3，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713。 
19
 同註3，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707-708。 
20
 同註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71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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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描述當有其深意，而〈目連緣起〉以目連救母故事為主軸，進而勸人行孝、佈

施文中以目連與母親間的敘述較多，例如有一段敘述目連出外經商返家後，目連

聽聞他人說母親的惡行，而詢問母親佈施情況的情節時，母子間的對話與咒誓而

〈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則簡短以「兒子不經旬月，事了還家。母語子言，依

汝〔付囑營〕齋作福。因茲欺誑凡聖，命終墜阿鼻地獄中。」
21。〈大目乾連冥間

救母變文〉則以敘述盂蘭盆的緣由為首要，並因此卷變文附有圖像，固亦有許多

圖像性的描述詞語，對於目連的動作及身處的場景多有細膩的摹寫。此外〈目連

緣起〉中以目連的救母的心情以及因果報應的描述為多，而〈大目乾連冥間救母

變文〉以敘述目連救母的過程與儀式以及各種情況的描述為主。 

〈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中除了目連孝心的描寫，也運用目連入冥間與地

獄所見，對於二處的摹寫來說明世間罪業的果報觀念，奉勸世人勿誤入歧途，予

以警惕的效果。並藉由對每種罪行所受的各種責罰加以摹寫，以告誡世人的當注

意自身的言行舉止。如「目連問曰：『獄中罪人作何罪業，當墮此地獄？』獄主

報言：『獄中罪人，生存在日，侵損常住游泥伽藍，好用常住水果，盜常住柴薪。』」

22告誡人們「欲不得攀刀山者，無過寺家填好土。栽接菓木入伽藍，佈施種子倍

常住。」23這部份可說是宗教對於世俗無形的規範，以無形的制約審判，而加強

人們對於惡行的抑制。 

此外，對於佛教三寶之供養亦有所宣說，傳達應對佛門弟子尊重，應當恪守

禮儀，並且超渡儀式有一定的功德回報。「於是盂蘭既設，供養將陳，諸佛慈悲，

便賜方圓救濟。」24因此於〈盂蘭盆經講經文〉中說道「目連依教便修行，供養

三尊及大眾，福利遐超於鬼趣，願我慈親領受之。因茲息苦得停酸，免受倒懸三

惡道，離却鬼身休惡趣，得像祇園禮世尊。」
25傳達出大乘佛教渡化眾生的觀念

與教義。並且勸說佛國境地之美好，希望能教化世俗並領悟其中佛法大義，免去

迷於三界之苦。如〈目連緣起〉「奉勸聞經諸衆，大須布施莫因循，託若專心相

用語，免作青提一會人。須覺悟，用心聽，閑念彌陀三五聲，火宅忙忙何日了，

世間財寶少經營。」26教化世俗民眾誠心念佛，以便於日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並於此處可見得，淨土宗之之念佛往生西方世界之思想亦包含其中，以及發願迴

                                                 
21
 同註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685。 
22
 同註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697。 
23
 同註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697。 
24
 同註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677。 
25
 同註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451。 
26
 同註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680。 



                                              論「目連故事」主題變文的教化性及娛樂性 

 - 29 -

向的功德轉嫁觀念之描繪。如〈目連緣起〉「目連依教奉行，便置道場供養，虔

心聖主，願救慈親。蒙我佛之光威，母必離餘地愈，升於天上。」
27以及〈大目

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引得阿孃住於王舍城中佛塔之前，七日七夜，轉誦大

乘經典，懺悔念戒，阿孃乘此功德，轉却狗身，退却狗皮。」28足以見得變文之

內容思想融合多元的文化演變，並加以承襲運用於民間教化。 

四、「目連故事」主題變文之娛樂性 

目連救母之故事議題最早之出處應為《佛說盂蘭盆經》
29為竺法護所議之經

典。全篇793字。經由後人不斷加以鋪排衍生，雜揉各種文化思想、民俗傳說於

其中，進而使得目連救母這一故事更加多元繽紛。除了內容的擴大之外，另有各

種形式的搬演。如戲劇、曲詞等多樣的表現形式。 

目連救母這一故事題材廣泛的被運用於各種文學領域，甚至是戲劇之中，例

如同為講唱文學，相關的寶卷故事有〈目連救母幽冥寶傳〉、〈目蓮三世寶卷〉等

篇。〈目連救母幽冥寶傳〉不只撰述目連之父母，其源述及曾祖母與祖父之故事，

其後才與〈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等篇章有內容上

的相關，並說目連受封為幽明教主地藏王菩薩。而〈目蓮三世寶卷〉開端與〈目

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等篇之開端無大差異，然而目

蓮母親墮入地獄後，目蓮為救母親而誤開獄門而使八百萬鬼魂脫逃，於是轉生於

世名曰黃巢，於世間殺滅鬼魂。又投生屠家名為賀因，屠宰畜牲。後來受菩薩接

引，成為地藏護法。由此可見得民間傳說之演化多元而豐富，並有傳說錯置相混

的情況。 

而在戲曲有《目連救母》、《目連救母行孝戲文》、《目連戲》30等相關戲劇，

而流傳於民間的故事版本亦十分豐富多樣。目連救母的故事題材結合中國傳統的

民俗宗教與民間信仰，逐漸融合相佐，進而產生出佛、道人物思維相融的故事題

材，並且透過宗教及文化傳播，而流傳至日本、韓國等地，演化出不同的故事情

節與信仰儀式。如〈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篇中的

地獄觀念與中國泰山冥界頗為相似，皆紀錄人世的善惡與掌管人們死後的審判。

並且於〈目連緣起〉中地獄鬼卒、閻王之形象仍未十分鮮明與著墨僅以「牛頭把

                                                 
27
 同註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680。 
28
 同註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715。 
29
 參考，季羨林主編，《敦煌俗文學研究》，蘭州市，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09一版，頁116。 
30
 參考，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冊》，台北市，明文書局，1985.01初版，頁45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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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獄卒擎叉。夜叉點領罪人⋯⋯。」31等名詞敘述，而在〈大目乾連冥間救母

變文〉中卻有神分生動的對話以及形象表現。並且其中五道將軍、牛頭馬面、羅

剎夜叉、善惡童子等人物形象多元而且鮮明，並藉由對話突顯人物特色。如 

 

空中見五十箇牛頭馬腦，羅剎夜叉，牙如劍樹，口似血盆，聲如雷鳴，眼

如掣電，向天曹當直。逢著目連，遙報言：「和尚莫來，此間不是好道，

此是地獄之路。西邊黑煙之中，總是〔獄中〕毒氣，吸著，和尚化為灰塵

處：」
32 

 

而〈目連變文〉因下半部亡佚而無法有資料佐證。而唐代所盛傳的《十王經》中，

十王信仰以及輪迴轉生，亦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中的五道將軍有所關聯。

經過後人的衍生創作，形成豐富的文學作品。 

不同於戲劇，寶卷與變文同為講唱文學的系統，並且二者有相關的淵源存

在，並有許多學者將變文視為所有講唱系統的起源。故在此，將〈目連緣起〉、〈大

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與〈目連救母幽冥寶傳〉、〈目蓮三世寶卷〉

二者作一番比較，試論變文發展至後代說唱文學：寶卷，其中觀念之演變。當目

連救母故事逐漸脫離宗教教化，而加強世俗的娛樂性與口語性，其中的教化意味

便降低，但因中國文學的傳統背景上，教化意味是不能免俗的一種存在。而娛樂

性質的加強，表現在故事情節的附會與口語藝術的表演。〈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

文〉所教化的孝道觀念，至〈目連救母幽冥寶傳〉、〈目蓮三世寶卷〉則相對淡薄，

目連之母青提對於僧侶不敬以及殺生慳姤之行為，導致死後墮入地獄。但於〈目

連救母幽冥寶傳〉中雖有同樣的行為，但其起因在於青提夫人本是下凡歷劫，當

有此難。而〈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細說目連入冥間、地獄救母的過程，而在

〈目連救母幽冥寶傳〉則以許多的篇章描寫目連身世的源起，而〈目蓮三世寶卷〉

則多增因誤開地獄之門，而使得鬼魂脫逃的情節，而增加目連轉生於世的部分，

對於救母之事由，則因目連主掌地獄而超昇。 

由兩篇寶卷所描述鋪排的情節，對照〈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

文〉、〈目連變文〉的情節，可知救母情結只是目連遊歷冥間地獄的起因，救母的

孝行表現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對於目連遊歷各界的精采過程，以及途中經歷

                                                 
31
 同註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672。 
32
 同註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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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遇的各位神祇。藉由這些情節的鋪演，而達到世俗對於幽冥幻想的娛樂姓。當

故事情節偏向娛樂要素時，為了使聽眾明白與投入，必要的附會能加強聽眾的反

應與理解。例如，目連俗家之姓名為羅卜，於〈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中並無

其原由，但於〈目蓮三世寶卷〉提說因老和尚化緣時，正巧有人挖到蘿蔔，便施

捨與老和尚，而他蘿蔔未洗便食用，隨即身亡，目連之父斂葬他後得子命為羅卜。

而〈目連救母幽冥寶傳〉傅象得到瑤池金母所給予的桂枝化身之蘿蔔，並且在四

娘懷胎時食用這蘿蔔，因此乳名為蘿蔔。可知變文演說題材經過世俗化後，更貼

近群眾而加強其娛樂性質。 

五、結語 

藉由變文故事的演變與發展，可知文學創作為貼近各時代的閱聽群眾，而有

所融合與轉化。為貼近風俗民情以及社會文化，雅文學與民間文學、俗文學相互

影響、彼此激盪。然而在此，此類說唱的文學藝術，並不僅只是忠孝觀念或宗教

教義的傳達，也是市民生活的娛樂之一。因此，對於文學創作如何貼近群眾，進

而達道教化目的，亦或是教化觀念展現於文學之上而宣導於民眾，兩種方法而所

產生的教化思想，值得注目關切。 

東漢桓帝末年時，大月氏國之支婁迦讖亦至洛陽，翻譯大乘經典。至苻秦道

安，始將譯經加以蒐集分類，編成目錄，內分：撰出經律論錄、異出經錄、古異

經錄、失譯經錄、涼土異經錄、關中異經錄、疑經錄、注經及雜經志錄等八部分，

共收經典六三九部八八六卷，為漢譯《大藏經》之始。而隨著時代之演變與觀念

之融合，《大藏經》中亦有古逸部〈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的傳抄。其中代表

了典籍觀念與教化思想並非一成不變，既然思想教化會融合、轉化，其中的表演

形式、表演場地，亦可能有所變遷。透過這種演化，中國民俗中的講唱文學因此

而更趨蓬勃，並在其後又有宋元話本的出現，以及話本形式的轉變而成案頭文學

的擬話本，這展現出中國文學的相互融合轉變。然變文這一文學體裁，已被學界

定論為說唱文學之源流。而藉由此〈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

連變文〉之教化及娛樂之演變，試而將佛教思想與中國民情以及勸善教化與世俗

娛樂做些許分析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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