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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感关动地窦娥冤”到
fill；

骨肉重逢庆团圆”
——从文化角度看京剧《六月雪》对《窭蛾冤》改编后悲剧意蕴的彻底消解

【招l要】 元杂剧《窦娥冤撤誉为“元曲悲剧的第一杰作”，对后世的戏曲艺术影响很大，被改编为各种地方
戏曲上演，京剧《六月雪煅是其中之一。《六月雪》对《窦娥冤》从情节到人物等方面都作了大幅度的改编，把
原来感天动地的悲剧改编为一个大团圆的喜剧。而这种由悲而喜的改编背后又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 京剧《六月雪》 杂剧《窦娥冤》 改编 文化

青木正儿在《元人杂剧概说》中，称赞

《窦娥冤》说：“此剧为元曲悲剧的第一杰作。”

正因如此。关汉卿的悲居Ⅱ《窦娥冤》对后世的

戏曲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改编为各种

地方戏曲上演，窦娥的艺术形象一直活跃在

当今的舞台上，京剧《六月雪漉是其中之
一。《六月雪》虽改编自《窦娥冤》，但其改编

将原剧的浓厚的悲剧意蕴完全消解，而这其

中又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一《六月雪》中悲剧意蕴的消解

亚里斯多德在其文艺理论著1镁诗学》
中比较全面地探讨了有关悲剧的理论，奠定

了悲剧理论的基础，后经不断丰富和发展，

逐渐形成现代悲剧论。在中国。王国维最先

从西方引人悲喜剧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戏

曲，目前，一般认为“悲剧是表现处于特定环

境的先进的或善良的主人公及其事业。由于

反动、邪恶势力的迫害而遭受失败或被毁

灭，从而反映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反动势力

压倒进步力量、美好事物被摧残的矛盾冲突

以及抒发悲愤感情的一种戏剧”。[1]鲁迅先

生也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

给人看。”f2]尽管有人完全从西方悲剧理论

出发，否认中国古典戏剧有真正意义上的悲

剧，但学术界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窦娥冤》

是一部文学史上不朽的悲剧经典。比如，最

早引进悲剧理论的王国维就对中国人缺乏

悲剧精神很不满，并认为除《桃花扇》、《红楼

梦》夕I、，中国文学中没有真正的悲剧。但几年

之后，王国维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

从元代开始就有悲剧了，他在《宋元戏曲考》

第十二《元剧之文章》中说：“其最有悲剧之性

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

氏孤儿》o剧中虽有恶人交构期问，而其赴汤

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

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笔者完全赞同

此论，从戏剧冲突的性质来看，窦娥这个善

良、正义的美好事物被黑暗社会毁灭、吞噬

是悲剧性的：从人物形象来看，主人公窦娥是

个出身悲苦、反抗悲壮、结局悲惨的悲剧人

物：从全剧来看，剧作充满悲剧色彩、悲愤之

情、悲壮之美。虽然作品的结局是窦娥的鬼

魂最终借助于已经作了肃政廉访使的父亲

为自己昭雪冤屈，报仇雪恨，但冤死的窦娥

毕竟不能复活。故事让人悲叹不已，具有催

人泪下的悲剧效果。而京剧《六月雪》对《窦

娥冤》的改编则把原剧的浓郁的悲剧意蕴完

全消解。甚而变成了一个有惊无险的喜剧。

1．由“年轻守寡”到“夫贵妻荣”：窦娥身

世悲剧色彩的消解

《窦娥冤》中，窦娥自述身世道：“妾身姓

窦，小字端云，祖居楚州人氏。我三岁上亡了

母亲，七岁上离了父亲，俺父亲将我嫁与蔡

婆婆为儿媳妇，改名窦娥。至十七岁与夫成

亲，不幸丈夫亡化，可早三年光景，我今二十

岁也。”通过窦娥的这番自报家门，我们发现

窦娥这个人物的身世便带有浓厚的悲剧色

彩，三岁丧母已是人生一大不幸，七岁又成

了高利贷的牺牲品，被父亲典与蔡婆家做童

养媳，说是做媳妇，可窦天章心知“这个那里

是做媳妇?分明是卖与他一般”。窦娥在原

本女性社会地位就低下的封建社会做童养

媳的苦楚可想而知，好不容易长到十七岁与

丈夫成婚，原想这一来可以终生有靠，但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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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还没有享受到婚姻的幸福，丈夫就过旱地

去世了，于是，窦娥年纪轻轻就开始过着守

寡的枯寂生活。就这样，人生的不幸一个接

一个降临到善良又无辜的窦娥身上，对这命

运的作弄窦娥只能默默承受，无法逃避。身

世的不幸使得窦娥白叹“命好苦”，终日里

“情怀冗冗，心绪悠悠”，月圆使她肠断、花好

让她泪流，今生已令她绝望，她只得寄希望

于今生受苦只把“来世修”。《窦娥冤》中的窦

娥纵然不被冤屈致死，只是她不幸的身世也

使得她成为一个悲剧人物。

《六月雪》中，窦娥成了官宦家的小姐，

婆家蔡家也是官宦之家(剧中窦娥婆婆自

语)，而且婚后家庭和睦，夫妻恩爱，婆婆对她

疼爱有加，丈夫蔡昌宗又饱读诗书，并考取

了状元。窦娥由原剧中身世万般不幸的寡妇

变成了丈夫健在，夫妇和谐，夫贵妻荣的女

子。这样，《六月雪》的改编就把窦娥身世的

悲剧色彩完全消解。

2．由“三桩誓愿”到“无端飘雪”：悲壮之

美的消解

《窦娥冤》中，窦娥在被斩前要求天地

实现三桩誓愿来昭示她的清白无辜。第一桩

誓愿是“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

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

者”。因为窦娥是清白的，所以她认为她的血

不应流在污秽的土地上，只有像她一样纯洁

无瑕的白练才能承受，并用一段唱词表明她

发下此愿的用意：“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

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

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热血红

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等他四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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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瞧见，这就是咱苌弘化碧，望帝啼鹃。”第

二桩誓愿是“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

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这表明即便

是死，窦娥也不愿把自己的尸首留在这黑暗

的天地问，对这一违背自然规律的誓愿，窦

娥解释说：“你道是暑气暄，不是那下雪天：岂

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若果有一腔怨气喷

如火，定要感的六月冰花滚似绵，免着我尸

骸现：要什么素车白马，断送出古陌荒阡?”

第三桩誓愿是“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

以后，着这楚州亢旱三年”。窦娥认为老天爷

会为她所遭受的千古奇冤鸣不平，定会显灵

为她鸣冤，她说：“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

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做什么三年不

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这里，

关汉卿巧妙化用苌弘化碧、邹衍遭谗、东海

孝妇冤的典故，以超现实的因素产生“感天

动地”的情感力量，从而使故事充满悲壮之

美。

京剧《六月雪》贝0把原剧这“感天动地”

的三桩誓愿完全删除，改为窦娥从未许愿，

却在窦娥被押赴刑场要行刑之时。六月的天

空自己飘下雪花。这里窦娥强烈的悲愤之情

和主观意愿被剔除，由此而产生的悲壮之美

便也被消解殆尽。

3．由“象征性大团圆”到“现实中大团

圆”：悲剧意蕴的彻底消解

有人说，中国古典戏曲都是以大团圆

结尾，即使是悲剧作品也不例外，如公认的

悲剧《赵氏孤儿》，也是以“孤儿”严惩恶贼屠

岸贾，为全家报仇雪恨而收场。而《窦娥冤》

也有窦娥死后鬼魂复仇的情节，但善良的窦

娥毕竟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毕竟不能死而

复生，因而《窦娥冤》的结局只是象征性的团

圆，实为现实的悲剧，只能给人以虚幻的安

慰。

京居憾六月雪》于巴窦娥被屈斩，死后鬼魂

复仇改为法场被救，当无辜的窦娥要被斩首

之时，窦娥做大官的父亲窦天章及时赶到救

下窦娥，而窦娥赶考得中状元的丈夫蔡昌宗

也赶回家中，严惩凶顽，最后以“六月飞雪因

奇冤，媳妇贤德孝感天。今日一家重相聚，骨

肉重逢庆团圆”而收场。这就把原作中象征

性的大团圆，转变为现实中的大团圆，从而

把原作中的悲剧意蕴彻底消解。

二、由“悲”而“喜”的深刻文化内涵

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作为

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无一例外地显示着本民

族的文化传统，京居熊六月雪》对关汉卿杂剧

《窦娥冤》由悲到喜的改编也不是偶然的，而

是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背景的。

1中庸思想的浸润

众所周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虽出现过百家争鸣的景象，但很快就出现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并作为统治

思想延续两千年之久，而中庸之道是贯穿儒

家思想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潜沉在中国民众

的心底，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中庸思想表现在戏曲中，就是要在戏曲中营

造一种恰到好处、不趋于极端的中和之美的

艺术氛围，如苦尽必定甘来，悲后必定喜至。

2．中华民族乐天的民族精神

王国维曾明确指出：“吾国人之精神，世

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

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

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

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3]中华民族的这种

乐天的民族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积淀逐渐内

化为一种自觉的思想意识，影响着人们的创

作和接受心理。这种民族心理定势表现在戏

曲中，就是人们更喜欢热热闹闹、欢欢喜喜

的大团圆结尾。

3．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和美学观

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和美学观强调文学

的社会教化作用，这使得中国传统戏曲非常

注重惩恶扬善的功利性。高尔基说：“文学的

目的就是帮助人理解他自己：就是提高人的

信心，激发他追求真理的要求：就是和人们中

间的鄙俗作斗争，并善于在人们中间找到好

的东西：就是在人们心灵中唤起羞耻、愤怒

和英勇，并想尽办法使人变得高尚有力，使

他们能够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

活。”[4】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戏曲把文学的这

种劝人向善的社会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打开

中国传统剧作无一例外都是宣扬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恶人必定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惩

罚的到来只是一个早或晚的时间问题，这样

就给善良的人们一种社会公正的信心，起到

惩恶扬善的社会作用。

4．善良正义的民族性格和追求美好的

理想

尽管中国民众曾受到无情的压迫和迫

害，但这并未使中华民族丧失善良正义的民

族性格，也并未使中华民族停止对美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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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求。这在戏曲中主要表现为人们始终有

战胜邪恶势力的信心，而作品的结局也必定

是正义战胜邪恶。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深刻的文化原因，在

文学史上像京剧《六月雪卜样把前代悲剧
改为喜剧的作品古已有之，在明代剧坛，这

种改编的喜剧化倾向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如

李开先的《宝剑记》虽取材于林冲被逼上梁

山的故事，但却改变了原来的悲剧色彩，剧

中林娘子并未被恶人逼死，林；中的冤案也得

以昭雪，并且最终夫妻团圆。又如汤显祖的

《紫钗记》改编自唐传奇《霍小玉传》，但也将

故事的悲剧性结局——李益负心另娶。霍小

玉悲极而死，改为卢太尉招婿不成，从中作

梗，李、霍二人消除隔阂，破镜重圆。也正是

基于以上的这些深刻的文化原因才会有京

剧《六月雪》粼窦娥冤》的这种由悲到喜的
改编，这也正是善良的中国人笃信“好人一

生平安”的具体表现。

注释

①本文中的京居珏《六月雪》，是以中国京剧院演

出，程派演员李海燕主演，中录电视制作有限公

司提供版权，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发行的三

碟装《六月雪：》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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