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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赵氏孤儿"主题的转变

对剧本创作的影响
——以《赵氏孤儿》元杂剧、京剧、电影剧本为例

文维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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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赵氏孤儿这一题材在中国流传甚广，被改编成,litJ；不同的故事版本，各个版本的赵氏孤儿情节虽然大

概一致，但是在具体的改编创作中叉势必受到作者主观思想，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观众接受等方面的影

响。元杂剧形成以前，程婴救孤的故事就广为流传，而封建统治者尤其看重这个故事所体现的封建伦理道

德，即忠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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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孤儿这一题材在中国流传甚广，被改编成

很多不同的故事版本，各个版本的赵氏孤儿情节虽

然大概一致，但是在具体的改编创作中又势必受到

作者主观思想，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观众接受等

方面的影响。因此不同时代，不同作者所改编而成

的作品所体现的人物形象，价值取向都有或大或小

的差异。

本文选取了不同时代的三个版本的《赵氏孤

儿》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不同时代背景赵氏孤儿主

题思想的流变对创作的影响，三个版本分别是元杂

剧《赵氏孤儿》纪君祥著，京剧版《赵氏孤儿》王雁改

编，电影版《赵氏孤儿》陈凯歌导演。

一、主题的转变

纪君祥《赵氏孤儿》是对遗孤故事改编影响最

大的一部作品，对于赵氏孤儿故事的广泛流传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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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没。这部戏产生于元代社会，因此所体现的封建

伦理观的痕迹十分明显，就连1754年法国启蒙思想

家，作家伏尔泰将其改编成歌剧《中国孤儿》时，也

注明“五幕孔子伦理”。

元杂剧形成以前，程婴救孤的故事就广为流

传，而封建统治者尤其看重这个故事所体现的封建

伦理道德，即忠义精神。郭汉成和张庚两位先生编

写的《中国戏曲通史》中提到“在宋代，封建统治者

大力提倡封建伦理道德，把程婴和公孙杵臼等人

物，奉为忠臣义士的典范人物，不断追封加号，并立

庙祭祀。”纪君祥在创作元杂剧《赵氏孤儿》时，显然

也是继承了其中的忠义精神，虽然元杂剧《赵氏孤

儿》大部分篇幅是表现复仇，但是封建伦理所提倡

的忠义精神正是在与奸佞的斗争复仇中表现出来

的，程婴为报答赵家知遇之恩，不惜牺牲亲子，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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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赵孤，这正是对忠义主题的诠释

京剧《赵氏孤儿》是产生在建国后，作者王雁根

据元杂剧《赵氏孤儿》和传统京剧《搜孤救孤》的基

础上，参照秦腔本创作改编。

京剧赵氏孤儿有对传统的封建伦理消解与重

构，新文化运动开始时传统的封建伦理遭到猛烈的

批判，一直持续到建国后。建国后，中国的社会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

政已成为现实，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社会思潮都发

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京剧赵氏孤儿的改编上突

破了传统的封建伦理观，体现出新的意识形态。忠

于君主，家族的传统意义的忠义之臣的形象，在新

社会中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了，也不符合

当时的价值观要求。京剧版赵氏孤儿在塑造赵盾

等忠臣人物形象时不仅仅的体现“忠君”，还体现在

“爱民”这一思想上。甚至爱民的思想大于忠君的

思想。例如下面唱段：

魏绛(西皮快板)：

主公不把早朝上

贪恋酒色太荒唐

宠信奸佞把乐享

黎民百姓遭祸殃

闯进桃园把理讲

这里赵盾等人指责晋灵公不上早朝，贪恋酒色

使黎民百姓遭祸殃。还有像“造绛霄楼劳民伤财”，

“不知勤政爱民”，类似这些指责在剧本中屡屡出

现，这些都是站在百姓的角度来对君主和奸佞进行

指责。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作为臣子对君主如

此的斥责是很少见的。历史上，晋灵公不君的行

为，在元杂剧中讳而不谈，而京剧在舞台上对此加

以揭露，表现像晋灵公这样的封建君主对百姓的暴

虐，侧面反映了生活在封建暴君的统治下百姓的痛

苦生活。因此京剧版《赵氏孤儿》体现了一种爱民

的思想以及反封建君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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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导演电影版《赵氏孤儿》是产生于2l世

纪的社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中

国的经济结构与人民的生活状态也与20世纪中期

有很大变化。经济迅速发展，商业化的浪潮冲击着

中国的社会。使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趋向多元

化。人民的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加大。因此文

艺作品中对传统价值观的嘲弄与解构屡见不鲜。

电影《赵氏孤儿》进一步淡化了封建伦理道德，

原本的忠奸斗争在电影中被描述成了两个家族的

权势斗争。从电影的剧本里看不出谁是忠臣，谁是

奸臣，两家的矛盾完全是个人恩怨，忠义精神与是

非观在导演眼里并不重要，电影中更多的是彰显小

人物的普通情怀，例如我们看到在元杂剧和京剧中

毫无私心的程婴也有了私欲。他也会害怕，想逃

避，他不想牺牲自己的儿子，只是因为阴差阳错才

令自己的儿子殒命，让赵氏孤儿存活。

二、主题的转变对塑造人物形象的影响

在元杂剧中作者成功的塑造了程婴，公孙杵臼

等不畏强权，见义勇为，敢于献身的正面人物形象，

同时也刻画了屠岸贾奸狠刻毒的反面人物形象，故

事所表现出来尽忠尽义的价值观也是通过正、反两

方面人物的斗争中逐渐彰显出来的。程婴这个人

物形象在此方面尤为突出。起初程婴的救孤仅是

报答赵家对其优待之恩，“自家程婴是也，元是个草

泽医人，向在驸马府门下，蒙他十分优待，与常人不

同”正是这种“优待”成为了程婴“救孤”的最初原

因。而程婴的这种知恩图报，为主尽忠的精神在封

建社会是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也

外化着程婴高尚的人物形象。但是程婴这个人物

形象没有停留在这一道德水平上，而是随着戏剧情

节的不断推进，程婴这一人物形象所体现的道德水

准也不断地提升。当屠岸贾得知韩厥自刎，必然走

了赵氏孤儿。心生一计要“把晋国内但是半岁之

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厮，都与我拘刷将来，见一

万方数据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O 1 6

个剁三剑，其中必然有赵氏孤儿”时，程婴将自己未

满月的唯一的儿子献出来代替孤儿受死，据《史记》

记载程婴是随便找到一个人家的小孩代替孤儿受

死，在元杂剧中这种改编既突显了程婴的牺牲精

神，也增添了戏剧的悲剧气氛。而且程婴牺牲自己

的亲生骨肉救的并不仅仅是赵氏孤儿，也挽救了全

城的婴儿，因此程婴的行为不仅仅是尽忠报主，还

有人道主义的情味在其中。就在这一系列的戏剧

情节中(隐痛杀子，忍辱抚养孤儿，协助孤儿报仇)，

程婴的人格不断地完善，人物形象所体现的精神境

界不断地提升。程婴的忠义精神也发挥到了极致。

京剧《赵氏孤儿》人物设计上与元杂剧有很大

不同。首先增加了卜凤这一重要的女性人物，女性

的英雄形象在历代的戏曲、小说当中屡见不鲜。但

大多都像穆桂英，花木兰，樊梨花那样，利用自己超

凡的本领独当一面，威风凛凛。卜凤却不同，她是

庄姬的侍女，没有高强的武功，超凡的本事，她只是

一个小小的侍女，但在救孤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尤其是被屠岸贾酷刑拷问时，卜凤能坚守机

密，其坚贞的品格，宁死不屈的精神很容易让当时

的观众感动，这既满足了当时观众的审美需要，彰

显出的小人物起大作用的思想，这也是当时社会意

识形态的所提倡的观念。

京剧《赵氏孤儿》还成功的塑造了魏绛这一人

物形象。这也是元杂剧所没有的。起初，由于京剧

名家裘盛戎扮演屠岸贾奸臣的形象，观众在情感上

难以接受，强烈要求裘盛戎扮演浩然正气的大忠

臣。因此王雁在剧本中对魏绛进行设计，通过魏绛

早朝中的直谏，沙场归来后为孤儿主持正义，帮其

复仇等情节成功刻画了一位忠勇爱民，敢于直谏，

扬名沙场，正气凛然的忠臣形象，既满足了观众的

审美愿望，又表现出京剧《赵氏孤JI_D>重民轻君的反

封建思想。

电影消解了传统的价值观与是非观，人物的形

4
象不再具有脸谱化，而是表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小人

物的情怀。在电影《赵氏孤儿》中屠岸贾是一个与

传统戏相比变化明显的角色，他既保留了传统戏中

阴暗狠毒，擅使心机的形象，又为屠岸贾增添了温

情的一面。他用毒蚊子暗杀灵公嫁祸赵家可谓是

机关算尽，将赵家满门斩杀，连襁褓婴儿也不放过，

可谓是狠毒至极。但屠岸贾在不知道赵孤的真实

身份时将其认作义子，亲教武功，朝夕相处，可谓是

温情浓郁。尤其屠岸贾在赵孤长大后得知赵孤真

实身份后，欲杀而不忍矛盾的。i5理，更真实的表现

了人物内心的复杂性。

除此之外，程婴的形象也在电影中发生了大的

改变，程婴不再是受赵家恩惠的草泽医生，程婴也

不是为了忠于赵家而解救孤儿。电影里的程婴更

像一个小人物，他的理想是过着平安温饱的日子，

可是命运偏偏让他在慌乱中接受了赵孤。让自己

的孩子替赵孤死并不是程婴的本意，这一切都是阴

差阳错中造成的，程婴的形象没有元杂剧中那么崇

高。程婴抚养孤儿的目的不是报恩，是为了“程勃

长大以后，我要把他领到屠岸贾的面前，告诉屠岸

贾他是谁我是谁，我要让屠岸贾尝尝生不如死的滋

味”这种小人物的复仇心理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灵公也是在电影里塑造得很特别的形象，元杂

剧为尊者讳，对晋灵公的不君行为基本不予以表

现，京剧则是揭露晋灵公的荒淫无道，起到对其鞭

笞的效果。电影与此二者不同，电影赵氏孤儿对灵

公完全采取戏谑的态度，用漫画的手法刻画灵公，

电影里的灵公不能算什么残暴的君主，更不能算什

么英明君主，他更像一个没正行的花花公子。他挑

拨大臣之间的关系，无非是从中取乐。当赵盾向他

进献百姓的贡酒时，他却无厘头的说：“不喝你说我

辜负了百姓，喝了不圣明又辜负了百姓，那你说我

这酒是喝还是不喝”这种话无论怎么听都不像一个

君主该说的话，但这种处理手段让本该悲剧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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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诙谐的成分，使观众在欣赏时感觉不那么沉

重。

三、主题改变对情节结构的影响

元杂剧《赵氏孤儿》五折一楔子。赵屠两家的

矛盾起因，没有在舞台上展现，而是在楔子由屠岸

贾简单的叙述，作为故事的发生背景。舞台上展现

的戏曲情节主要是搜孤、救孤、复仇、敕封，为剧本

中的第一折到第五折。纪君祥如此设计故事情节，

可见其意在强调反抗奸臣的斗争中与复仇中彰显

忠义精神。这种处理在结构上简练，主题突出。

与元杂剧相比京剧《赵氏孤儿》增添了不少的

情节，除了将赵屠两家的矛盾舞台上展现外，又添

加和改编了不少其他情节。

首先京剧版《赵氏孤儿》没有让庄姬死去，在剧

情中增添了《遇母》这一场。全剧最后报仇雪恨，母

子团圆，这种改变或多或少失去了些悲剧的气氛，

但是在剧情的处理上更合理了，尤其在对孤儿身份

的确认上，提供了合理的逻辑依据，观众还能在情

感上的得到慰藉。

除此之外还为魏绛这个人物增添了《回朝》，

《打婴》的戏份，这这些戏份不仅成功的刻画了魏绛

这一正面人物形象，推动情节的发展，使孤儿身份

的确认也不像元杂剧那样显得突兀。

在结局的处理上进一步消解封建君主的作用，

复仇是通过魏绛用计诳出屠岸贾，然后再由孤儿将

其杀死，最后母子团圆。这里的复仇没有像元杂剧

那样有新君主的旨令，复仇后也没有君主的加封。

编剧的这种改动表现了超越封建伦理的反抗精神，

而不是在封建伦理下的框架里反抗。

电影《赵氏孤儿》在进行创作时更改了元杂剧

中的一些主要情节如程婴救赵孤并非出于报答赵

家知遇之恩，而是在善意和无奈中救了赵孤；程婴

也并不想牺牲自己的儿子来保护赵氏孤儿，而是迫

不得已保住了赵孤，阴差阳错的牺牲自己的妻儿，

1 1 O

赵孤长大成人后在得知自己的灭门仇人是屠岸贾

时，并没有立即找屠岸贾报仇，而是怀疑其真实性，

并在屠岸贾生命垂危之际救了他的命。电影的这

些情节的重新处理既消解了元杂剧所表现出来的

崇高感，又真实地表现了小人物的复杂情怀。

元杂剧《赵氏孤儿》是在封建伦理的框架中展

开的，没有越雷池半步的行为，极端地体现了封建

伦理的价值观，斗争中也是只反奸臣不反昏君，这

一点与后文所提到的京剧版《赵氏孤儿》和电影版

《赵氏孤儿》有很大差别。

三个版本的《赵氏孤儿》分别产生不同的时代，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代，对同一故事的不同处

理，元杂剧更加突出了为主尽忠这一主题，京剧某

种程度上继承了元杂剧的主题，但是又赋予了对忠

义观的新理解，忠不仅仅是“忠君”，更要“爱民”。

消解封建君主的作用。而电影却构解了这些崇高

的主题，电影版的赵氏孤儿，没有像元杂剧和京剧

表现了人崇高一面，他更倾向表现人庸俗的一面。

他的商业化气息更加浓重，这三个不同时代《赵氏

孤儿》主题的流变恰恰也反映不同时代价值观改变

和思潮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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