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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不仅在元代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而且对明清及近现代的戏曲创作也

有着深远的影响。明清传奇、现代地方戏，甚至是

歌剧、电影都纷纷取材于《窦娥冤》，使得这出经典

悲剧以勃勃生机活跃在戏曲舞台上，京剧《六月

雪》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京剧《六月

雪》有不同的改编本，本文拟对程砚秋(1904-1958)

演出的京剧《六月雪》与元杂剧《窦娥冤》进行比

较，并简要探析其改编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六月雪》对《窦娥冤》的改编

程砚秋于 1924 年演出的京剧《六月雪》取材

于关汉卿的《窦娥冤》，共十一出，主要讲述了这样

的故事。秀才蔡昌宗上京赶考，佣妇张氏之子张驴

儿陪同前去。张驴儿因对蔡昌宗之妻窦娥图谋不

轨，半路将蔡昌宗推入淮河，秀才淹死。蔡母听闻

儿子溺死，悲痛成疾，想吃羊肚汤。张驴儿将在赛

卢医处买得的耗子药放入羊肚汤中欲害死蔡母，

不料蔡母因腥气难闻未食，张母误吃了羊肚汤后

七孔流血而死。张驴儿欲借尸图诈、强占窦娥。窦

娥不从，张驴儿以蔡母害死其母为由将蔡母告到

官府。县官对蔡母严刑逼供，窦娥不忍年迈的婆婆

受苦，挺身而出含冤屈供，被判斩刑。窦娥斩首之

前许下三桩誓愿：血喷白练，三伏降雪，亢旱三年，

斩首后三伏暑天果然下起雪来。窦娥之父窦天章

奉圣旨出京到楚州一带巡查，听闻百姓为窦娥喊

冤，随即将张驴儿抓来查明了此案。然而，当他前

去搭救女儿窦娥时，为时已晚。

从上面故事介绍来看，《六月雪》较之《窦娥冤》

有较多的改动。笔者拟以剧中窦娥和蔡婆这两个主

要人物形象和鬼神形象为例来进行简要的论述。

（一）窦娥形象的改编

窦娥是关汉卿笔下闪耀着理想光辉的妇女形

象，也是最具女性意识和最具感染力的角色。作为

《窦娥冤》的绝对女一号，她善良、孝顺、守节，同时

又具有勇敢的抗争精神，敢于与恶势力抗争，甚至

质疑天地鬼神。在窦娥形象的改编过程中，其亦刚

亦柔的性格特征并未发生很大变化，只是刻画的

侧重点有所不同。

关剧中的窦娥，反抗是她的灵魂，她受的迫害

越深，反抗意识就越强。当得知婆婆把自己许给张

驴儿时，她反抗婆婆：“婆婆，你要招自招，我并然

不要女婿。”[1]1503 当张驴儿扯她拜堂时，她将张驴儿

推到，反抗他的无耻纠缠。当被无情棍棒打到“肉

都飞、血淋漓”[1]1508 的情况下，她依然没有向恶势力

低头，直到太守下令打蔡婆时，她出于孝心才无奈

的招认了“罪行”。行刑前，窦娥直指天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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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

善的受贫穷更短命，造恶的享福贵又寿延。天地

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天

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天？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哎！只落得两泪涟涟。”[1]1509 这肆无忌惮的控诉和

呐喊，将窦娥的反抗精神推向极致。即使是窦娥死

后，她的魂魄依然全力抗争，托梦于父亲，要为自

己洗去不白之冤。这从生到死再到魂魄的一路抗

争，使窦娥形象丰满而完整，悲壮而大气。

程砚秋演出的京剧《六月雪》中舍去了窦娥被

打的情节，也没有了她由不招到招这一既出乎意

料又在情理之中的过程，从而削弱了其反抗性。张

驴儿将蔡婆告到官府，县官对蔡婆实行拶刑，窦娥

不忍婆婆年迈还受此酷刑，便挺身而出“我婆婆是

无罪之人，请青天大老爷不要动刑，她乃年迈之人

禁受不起”[2]149，“害死张妈妈一事，我婆婆实不知

情，都是犯妇一人所为”[2]150，“情甘认罪，万死不

辞”[2]150。这里，甚至没有窦娥的申辩，我们几乎看

不到她的抗争意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一片孝心。

法场上窦娥虽然仍旧指责天地，但相比原作显然

少了震撼人心的力量:“没来由遭刑宪受此磨难，看

起来老天爷不辨愚贤。善良家为什么遭此天谴？作

恶的为什么反增寿年？法场上一个个泪流满面，都

道说我窦娥死的可怜！眼睁睁老严亲难得相间，霎

时间大炮响尸首不全。”[2]159

改编后的窦娥形象，读者和观众感受到的更

多的是她的孝顺和善良。她为救婆婆甘愿牺牲自

己年轻的生命；临刑前仍不舍抛下婆婆，并惭愧自

己不能侍奉婆婆到老，“老婆婆你不必宽心话讲，

媳妇我顷刻间命丧云阳！永不能奉甘旨承欢堂上，

永不能与婆婆熬药煎汤。心儿内实难舍父母恩养，

要相逢除非是大梦一场。”[2]157 当蔡婆担心不知如

何向窦天章交代时，窦娥唱到“你，你，你就说得病

而亡吧。说孩儿得暴病命丧无常。”，“爹爹呀，爹

爹！女儿就要与你永别了？你、你、你们是看不见我

的了！”。[2]161 作为一个含冤将死的人，她考虑的不

是自己，而是无法尽孝道，既顾念婆婆的感受，又

考虑爹爹的心情，这是一个怎样孝顺的媳妇儿和

女儿啊！看到这里，我们已经不仅仅为她的命运感

到不平和愤慨了，更多的是对她孝顺美德的赞赏

和敬佩。这也正是《六月雪》想要表达的主题，想要

传递给观众的理念吧。

（二）蔡婆形象的改编

关汉卿笔下的蔡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小高利

贷者的形象，她善良、软弱，同时又带有剥削性质。

蔡婆所代表的元代高利贷者的形象，是关剧中被

批判的恶势力的典型之一。元代社会盛行的高利

贷几乎是窦娥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首先，窦天章

上京考取功名的盘缠是蔡婆借予的，代价是窦娥

要去蔡家做童养媳，从而导致窦娥不到二十岁就

守了寡。这虽然不是传统的高利贷交易，其代价却

是更高昂的，后果也更惨痛。其次，蔡婆因去赛卢

医家讨债而险些丧命，被张驴儿父子救下，没想到

竟将这对父子“引狼入室”，最终导致了窦娥蒙受

“毒死公公”的冤屈以至命丧黄泉的悲剧。这害人

不浅的高利贷成为整出悲剧的导火索，读者和观

众在同情和惋惜窦娥不幸命运的同时，更对这种

社会现象和剥削制度深恶痛绝、恨之入骨。

京剧《六月雪》中蔡婆摇身一变，成了一位知

书识礼的官宦之家的老夫人。这一形象较关汉卿

笔下的蔡婆，其性格的复杂性减弱，主要突出了善

良的正面形象。因关剧中张驴儿之父被改编为张

母，京剧中便没有了蔡婆屈从于张父的情节，蔡婆

与窦娥不再在“守节”问题上对立。少了窦娥对婆

婆“接脚”行为的批评和指责，婆媳感情更加亲切，

关系也更为和谐。正如蔡婆唱到的“佳儿佳妇承欢

笑”，这种“妻贤子孝”、“婆媳和睦”的美好画面正

是观众希望看到的。蔡婆形象以及蔡婆与其他人

物之间关系的改编，消解了原作中守节问题的重

要性，我们看到理解并接受的是守节之外窦娥的

至贤至孝的美德。

（三）鬼神形象的改编

自古以来，鬼魂形象常出现在中国的传统文

学作品中，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死后化为鬼魂

寻到柳梦梅，死而复生，与柳梦梅终成眷属；又如

《长生殿》中的杨玉环，死后的魂魄与唐明皇魂魄

在月宫相会，两人真挚的爱情感动上天，最终两人

在月宫团圆，永结夫妇。诸如此类的鬼魂形象在元

杂剧中也有不少，如关汉卿杂剧《蝴蝶梦》、《西蜀

梦》、《窦娥冤》等就都有这样的情节。这些鬼魂形

象的出现，不仅为文学作品增添了浪漫主义色彩，

也更深刻的表达了作品的主题、作家的思想和人

民的美好愿望。

关汉卿笔下的窦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角

色，她的魂魄刻画也无关风月，而是为了自身的冤

情得以平反。《窦娥冤》中窦娥死后的第三年，窦娥

之父窦天章以“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一职到楚州

一带体察民情。窦娥托梦于父亲，向其倾诉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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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白之冤，窦天章这才彻查此案，为女儿平反。

窦娥的魂魄带有积极的反抗性，将窦娥这一形象

从生到死再到死后的斗争精神刻画的淋漓尽致，

也使得这一形象更具完整性。在鬼魂形象的背后，

我们看到的是关汉卿对于元代封建专制统治的控

诉和对“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的黑

暗现实的不满以及百姓对于“清官”的呼唤。他以

超现实的手法赋予作品浪漫主义的色彩，来抒发

自己的不满和愤慨。与此同时，将冤狱平反、恶人

惩治符合人们追求真善美的情感诉求，对观众的

心理有补偿作用，也为这一出大悲剧的结尾增添

了令人欣慰的一笔。

而京剧《六月雪》则完全去掉了鬼魂形象，窦

娥平反冤狱的方法不再是“魂诉”，而是依靠窦天

章这个善察民情的清官申明冤案来实现的。窦天

章由“被动”到“主动”的改编，消解了鬼神的作用，

突出了人民的力量。关汉卿笔下“官吏昏庸无能”

的局面发生了改变，百姓的喊冤和请愿得到了清

官的重视并最终促成了案情的水落石出。关剧中

“对立”和“紧张”的官民关系得到了缓解，逐渐演

变为一种“合作”和“互动”的和谐状态。程砚秋对

《窦娥冤》改编和演出时，虽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

但中国人民已经推翻了统治中国 2000 多年的封

建君主专制制度，作者也不再需要用浓重的手笔

去控诉封建制度的黑暗和昏庸无能的官吏，取而

代之的是突出人民的强大力量，坚信人民的力量

可以惩恶扬善、扭转乾坤。

二、改编原因探析

程砚秋演出的《六月雪》，之所以会作出上述

改动，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时代特色

关汉卿所处的元代，是一个高利贷盛行的时

代。皇亲国戚放债以供自己挥霍，蔡婆这样的小老

百姓放债是为了谋生。关汉卿将蔡母塑造成一个

小高利贷者的形象，她既剥削人，又受人剥削，是

一个可恨又可怜的人物，而其媳妇窦娥则是高利

贷所引发的一系列悲剧的受害者。蔡婆所代表的

高利贷者和这种使百姓饱受盘剥之苦的高利贷制

度是关汉卿《窦娥冤》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到了

京剧中，有关高利贷的情节完全消失，因为现代社

会中这种放债行为已少之又少，批判高利贷制度

不再是创作的重心所在。蔡婆也被改编为一个慈

祥的老夫人形象，她的复杂性格简单化了，窦娥悲

剧命运的导火索也不再是高利贷了。

不仅是经济制度，文化思想也会对戏曲创作

产生一定的影响，潜移默化的赋予作品特定的时

代特色。

关汉卿所处的元代游牧文化传统中，儒学和

程朱理学受到轻视，思想文化政策较为宽松，社会

意识和道德约束相对开放。这使得关汉卿敢于创

作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戏曲作品，以“人命关天关

地”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控诉封建制度与民为敌的

罪恶。与此同时，他也能够通过创作杂剧以表达自

己对社会的不满和内心的郁闷。“盖当时台省元

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尽其国人为之，中州人

每每沉郁下僚，志不获展。如关汉卿入太医院尹，

马致远江浙行省务官，……其他屈在簿书，老于布

素者，尚多有之。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

声歌之末，以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

而鸣焉者也。”[3]可以说，《窦娥冤》中对天地的指

责、专制制度的批判，不仅是关汉卿为受苦受难的

百姓的呐喊，也是自己发生的“不平则鸣”。

而在程砚秋所处的民国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

前，上述社会矛盾虽然存在，但并不是社会的主要

矛盾。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由于军阀混战，党派

纷争以及中日战争引发的诸多问题。程砚秋改编此

剧时，没有将其作为一部与社会抗争的戏，而秉承

戏剧的教育教化功能，剪取了原作中相关的情节，

并着力彰显婆媳关系的亲切和家庭的和睦，倡导孝

敬亲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也许是一个卑微却

有良知的艺人在那种特定时期唯一能做的吧。

（二）个人特色

“初为杂剧之始”[4]的关汉卿，“言曲尽人情，字

字本色”[5]是其语言特色。所谓“本色”，明代文学家

徐渭认为曲词要使包括奴、童、妇女在内的广大接

受者，都能接受，都能欣赏，这是由戏曲艺术的舞

台性和戏曲观众的广泛性所决定的。关汉卿的作

品通俗易懂，深受有文化的和没文化的广大民众

的喜爱，使其位列元曲四大家之首。

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生际遇和生活经历将关

汉卿塑造成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

班头”[6]。元代知识分子和艺人的社会地位十分低

下，“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

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

74



第 6 期 2012 年第 6 期 2012 年

[7]被元代蒙古人轻视、地位仅稍稍高于乞丐的的知

识分子，创作杂剧成为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这反

而使他们与民间艺人有了密切的交流。关汉卿一

辈子与戏曲艺人为伍，并有“躬践排场”的经历。他

一方面深谙百姓疾苦，另一方面又与艺人和戏曲

表演直接结合。因此，他既了解观众的需求，又了

解表演者，产生了“能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拒腕，悲

者掩泣，羡者色飞”[8]的演出效果。

程砚秋所处的时代，尽管戏曲演员受到广大

人民的欢迎，但不得不忍受着军阀、地主、恶霸等

恶势力的侮辱和迫害。加之程砚秋幼时家里十分

寒苦，这使得他与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

物同呼吸、共命运，演出并写出了许多表现人民痛

苦和愿望的戏，如《鸳鸯冢》里的王五姐、《碧玉簪》

里的张玉贞、《青霜剑》里的申雪贞、《六月雪》里的

窦娥等，无不是这样的人物形象。程砚秋因善于塑

造遭遇悲惨、具有外柔内刚性格的中下层的古代

女性形象而被誉为“京剧四大名旦”之一。

程砚秋的表演兼具艺术性和思想性，他的艺

术创作有明确坚定的社会目的。因此，他十分重视

戏曲的社会教化作用，强调京剧具有劝善惩恶的

功能。《六月雪》相较于《窦娥冤》，将窦娥舍己为

人、孝顺善良的品质突出，其用意无外乎大力弘扬

孝道的美德。

（三）改编素材的多元性

京剧《六月雪》不仅取材于元杂剧《窦娥冤》，

还融合了明传奇《金锁记》。《金锁记》为明代传奇

作家袁于令作。京剧《六月雪》在人物设置、故事情

节，以及主旨等方面都明显受到了《金锁记》的影

响，但也有一些改动。

首先，蔡昌宗这一形象，早在《金锁记》中就已

经出现了。《窦娥冤》对于窦娥丈夫的描写只是在

窦娥出场的唱词中一笔带过，甚至连名字都没有

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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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1。而《金锁记》则出现了蔡

昌宗这一秀才形象，他在考取功名途中卷入海中，

做了东海龙君的女婿，最后又与窦娥一家团圆。

《六月雪》中的蔡昌宗则被张驴儿推入河中淹死，

少了“死而复生”的神话色彩，也自然不是合家团

圆的结局。

其次，窦娥与蔡婆，蔡婆与张驴儿之父（之母）

的人物关系上，延续了《金锁记》的处理方式。《金

锁记》将关剧中张驴儿的父亲换成母亲，蔡婆的许

婚劝嫁行为就自然不存在了，蔡婆与窦娥也不再

在“守节”意识上对立。《六月雪》显然延续了《金锁

记》中的人物关系，张驴儿父亲的形象不复存在，

戏剧冲突被弱化了，婆媳关系的和睦被置于突出

地位。

再次，主题上对窦娥孝顺品格的赞颂，与《金

锁记》保持一致。情节与人物的变化，说到底是为

主题服务的。《窦娥冤》以强烈的戏剧冲突和人物

的反抗性，控诉元代社会的黑暗，《六月雪》弱化了

“守节意识”、“官吏昏庸无能”的重要性，传承了

《金锁记》的思想主题，即大力赞颂窦娥善良孝顺

的美德。

由此看来，京剧《六月雪》融合了元杂剧和明

传奇的精髓，它既保持了窦娥的反抗性，又突出了

她的孝顺善良，使得窦娥形象生动、完整，充满震

撼人心的力量。

（四）观众的需求

戏曲作品与诗文不同，它直接面向舞台、面向

广大的受众群，没有了观众，戏曲就像无源之水。

显然，戏曲的创作和改编必须正视观众的需求和

审美倾向。

宋元时期，勾栏瓦舍中的观众群体十分复杂，

上至达官贵人文人士子，下至贩夫走卒军人农夫，

但仍然是以较为底层的观众为主体的。因而，民间

艺人或下层文人编写的戏曲为迎合下层民众的兴

趣爱好，题材上多取材于民间传说、说唱等广为流

传过和熟悉的故事。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取材

于汉代“东海孝妇”这一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关

汉卿之所以不写神仙道化剧，而专写历史故事、公

案剧，正是因为前者反映的只是士大夫的情趣，而

后者则表现了广大老百姓的情感而为观众所喜闻

乐见。《窦娥冤》不仅是窦娥一人的反抗，也是全体

百姓对于“为善的受贫穷更短命，造恶的享福贵又

寿延”的黑暗社会的反抗。关汉卿对于封建秩序的

怀疑和批判是为观众的呐喊，也是对观众心理的

迎合。因为不同的受众受其职业、地位、性别和文

化背景的影响，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需求和审美趣

味，作者只有准确把握了观众的接受心理，作品才

能获得欢迎和成功。比如女性观众往往喜欢看与

爱情相关的剧目，她们试图逃离没有独立人格的

现实社会，融入戏曲中以满足实现自我的需求;市

井小民和农民则偏爱场面热闹、节奏鲜明、体现忠

诸葛元元，李跃忠： 程砚秋《六月雪》与关汉卿《窦娥冤》的比较研究

75



第 6 期 2012 年湖南 学院学报湖南 学院学报湖南 学院学报湖南 学院学报第 6 期 2012 年湖南 学院学报湖南 学院学报湖南 学院学报湖南 学院学报

孝节义的花部戏曲，因为语言质朴平直、声腔激越

高昂的花部更能满足他们的娱乐需求；至于文人

士大夫，因为其自身较高的文化素养，自然崇尚形

式上美轮美奂、内容上典雅工丽甚至还带有很强

教化意味的雅部。

在把握观众心理上，程砚秋与关汉卿同样成

功。程砚秋是一个十分尊重和重视观众的艺术家，

他曾说:“我演一个戏，第一要自己懂得这个戏的意

义，第二要明白观众对这个戏的感情。……既演过

之后，就要细心去考察观众对这个戏的感情。”[9]他

会根据观众的反馈，反复修改和完善剧本。孝顺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妻贤子孝、婆媳和睦是每个

家庭的美好愿望。《六月雪》中大力弘扬孝顺的美

德，正是符合了广大观众的心理需求。

三、小结

程砚秋演出的京剧《六月雪》，消解了《窦娥

冤》的反抗性，突出了人民性，主题不再是批判封

建专制制度和黑暗的社会现实，而是赞颂女主人

公窦娥至贤至孝的美德。

改编作为戏曲文本传播极为有效的方式之

一，是戏曲不断“吐故纳新”的过程。戏曲正是在这

种被改编的过程中，进行着自身的完善和发展，焕

发出新的生命力。慎重的改编，既要赋予旧作以新

的时代特色，又要保证传统文化的精髓得以传承，

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古代戏曲瑰宝重现光彩，并

使其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不断的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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