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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消解·
——论京剧《六月雪》对关汉卿杂剧《窦娥冤》的改编

王会敏

(兰州教育学院人文科学部，甘肃兰州730020)

[摘要]元杂剧《窦娥冤》被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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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其中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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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改编后的作品将原剧情节的传奇性、浓厚的悲剧意蕴、窦娥

这个感人的艺术形象、对社会的批判力度等这些使《窦娥冤》之所以成为剧坛经典的因素消解殆

尽，从而把一部剧坛经典消解为一个平淡无奇的庸俗的大团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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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以“曲”名世的时代，而关汉卿是元代剧坛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其剧作犹如“琼

筵醉客”、“汪洋恣肆，慷慨淋漓，具有震撼人心的力度。”[11尤其是其悲剧代表作《窦娥冤》更

是酣畅淋漓，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艺术感染力。在《元人杂剧概说》中，青木正儿称赞《窦娥

冤》说：“此剧为元曲悲剧的第一杰作。”正因如此，关汉卿的悲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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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六月雪》①便是其中之一。京剧

《六月雪》对关汉卿杂剧《窦娥冤》的改编力度很大，从人物到剧情都有大幅度的变化。笔者

在对《窦娥冤》和《六月雪》作过认真比较之后，认为京剧《六月雪》把《窦娥冤》之所以能成

为曲坛经典的因素消解殆尽，把一部戏剧经典消解为一个平淡无奇的大团圆故事，这实属败

笔。

一、从“传奇”到“平淡”：情节魅力的消解

中国的传统戏曲很重视情节的曲折生动，即情节的传奇性，很多戏曲理论家都对此有过

论述。吴梅就曾强调戏曲：“事实离奇为要。”[21李渔也在他的《闲情偶寄》中强调所谓“无奇

不传”。这都说明了戏剧情节的传奇性的重要性，而关汉卿的《窦娥冤》堪称是这方面的典

范之作。

《窦娥冤》情节离奇曲折，充满偶然因素，然而偶然之中体现了必然，这些偶然因素不但

具有现实可能性，而且是情节进一步展开的契机。比如，窦娥的婆婆蔡婆放高利贷给赛卢

医，不想在收债时险些被有一1、5'赖账的塞卢医勒死，这看似偶然的因素为张驴儿父子出场埋下

伏笔；蔡婆巧遇张驴儿父子，并被他们所救，此时看似绝处缝生，却不料张驴儿父子也不是善

·[收稿日期]2006—10—15
[作者简介]王会敏(1975一)，女，河北唐山人，兰州教育学院讲师，现在兰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就读硕士
研究生。

一11一

  万方数据



类，当他们得知蔡婆家中只有两个守寡的女人时顿起歹心，胁迫蔡婆答应她们婆媳二人招他

们父子二人做“接脚”的丈夫，如若不从，便还将蔡婆勒死，这真是才出狼窝又人虎口；蔡婆

被逼无奈只得先将张驴儿父子带回家中再做商量，却谁知蔡婆的这一举动竟是引狼人室，后

患无穷，为窦娥悲剧的发生种下祸根；张驴儿父子本以为两个弱女子无力反抗，只能屈服在

他们的淫威之下，却不料窦娥面对刁顽的张驴儿表现出了反抗的锋芒，坚决不从；张驴儿恼

羞成怒，在羊肚汤中下毒，企图害死蔡婆以挟制窦娥，不意反害死了他自己的亲生父亲，这真

是奇而又奇，意外之中有意外，这个意外中的意外成了窦娥悲剧的直接导火索；张驴儿见父

亲被自己毒死，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诬陷窦娥谋害其父，并以“官休”相吓，以“私休”相诱，张

驴儿本想用“见官”吓倒窦娥，实现他霸占窦娥的图谋，不曾想窦娥相信自己清白无辜，也相

信宫府“清如水，明如镜”，所以她毫不畏惧地与张驴儿去见官；窦娥本以为官府会为她做主

还她清白，恶棍张驴儿会得到严惩，又不料，审案的大老爷桃杌是个“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

来的要金银”的认钱不认理的官，他偏袒恶人张驴儿，对善良无辜的窦娥严刑逼供；贪官桃

杌见窦娥不招，便要拷打蔡婆，窦娥不忍年迈的婆婆受刑，只得含屈招认，最终被押赴刑场问

斩⋯⋯《窦娥冤》的剧情真可谓一波三折，意外之中有意外，偶然之中有偶然，但如此之多的

偶然，我们却并不觉得是偶然，因为窦娥悲剧中的偶然，恰恰反映了黑暗社会中的必然，有力

地表现了在混乱、黑暗的社会中，人们的生命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随时会祸从天降，灾难

会无端地降临在善良无辜的人们头上。可以说，《窦娥冤》的情节奇而又奇、引人入胜、扣人

心弦，而又根植于元代社会黑暗的现实土壤之上，实为戏剧情节中的经典。

京剧《六月雪》在情节上对《窦娥冤》作了大幅度的改编。《六月雪》中，把原剧中偶然

出现的张驴儿改为蔡府佣工张妈妈的儿子，在蔡府帮闲，去掉了张驴儿之父这个角色。故事

的起因是窦娥的丈夫蔡昌宗有意于功名，要离家赶考。其母不放心他一人长途跋涉，便让府

中佣工张妈妈的儿子张驴儿陪同前往。而张驴儿早就对蔡府少奶奶窦娥的美貌垂涎三尺，

图谋害死蔡昌宗并霸占窦娥，于是在途中把蔡昌宗推入水中。落水的蔡昌宗被做官的岳父

窦天章所救，窦天章让女婿继续进京赶考，他自己则赶往女儿家中，帮女婿料理家中之事。

以为害死了蔡昌宗的张驴儿一人回到蔡府，并声称少主人已死在赶考途中。窦娥的婆婆经

受不住儿子死讯的打击，染病在身，病中想吃羊肚汤，张妈妈让张驴儿去买羊肚汤，张驴儿趁

机在汤中下毒，想毒死窦娥的婆婆，逼窦娥就范。可等羊肚汤买回来，窦娥的婆婆又没了吃

汤的胃口，于是，这碗被张驴儿下了毒的汤被张驴儿的母亲张妈妈喝下，张妈妈当场身亡。

张驴儿一见母亲被毒死，便以尸讹诈，要强娶窦娥，否则就去官府告蔡家。窦娥的婆婆随张

驴儿到官府打官司，审案的官是个糊涂官，审不清问不明就对被告蔡府的老夫人施以大刑。

窦娥因不放心年迈的婆婆一人前往官府，因而随后追赶，赶到堂前正看到自己的婆婆被严刑

逼供，于是将一切罪责揽到自己的身上，以此来救婆婆。窦娥被押赴刑场之时，被及时赶来

的做官的父亲所救，后考中状元的蔡昌宗也赶回家中，满门团圆。与《窦娥冤》相比，《六月

雪》的情节明显平淡了很多，它把原剧情节的传奇性完全消解，变传奇为平淡无奇。

二、由“感天动地窦娥冤”到“骨肉重逢庆团圆”：悲剧意蕴的消解

亚里斯多德在其文艺理论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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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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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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1鲁迅先生也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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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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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甚至说除《桃花扇》、《红楼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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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l血n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

《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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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尽管王国维对中国文学缺乏悲剧精神表示批评，可

他本人还是承认《窦娥冤》是一部杰出的悲剧，是一部可与世界悲剧名著争辉的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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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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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窦娥还没有享受到婚姻的幸

福，丈夫就过早地去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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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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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二)由“三桩誓愿”到“无端飘雪”：悲壮之美的消解

《窦娥冤》中，窦娥在行刑前悲愤地向行刑官许下的具有超现实色彩的三桩誓愿，是作

品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既为刻画窦娥的形象起了重要作用，本身又具有强烈的审美效果。

窦娥冤愤太重，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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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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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领净席，等我窦娥站立，又要丈二白练，挂在旗枪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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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因而

许下六月飞雪，白雪掩尸的誓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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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古奇冤鸣不平，

定会显灵为她鸣冤，所以她许下亢旱三年的誓愿。对这一誓愿，窦娥解释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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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把原剧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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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作相比，《六月雪》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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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如果

深入分析，我们还会发现《六月雪》中的雪下得毫无道理。试想之所以上天违背天时“六月

飘雪”是因为窦娥“冤”，是因为窦娥无辜而被斩，冤屈而死，可是《六月雪》中的窦娥的冤情

并未实现，她在法场上被父亲所救，并最终全家团圆，夫贵而妻荣，这“六月雪”又因何而下

呢?

(三)由“象征性大团圆”到“现实中大团圆”：悲剧意蕴的彻底消解

早就有人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大团圆”结局提出批评，尤其批评中国古典悲剧都画蛇添

足地拖着条光明的尾巴。确实，《窦娥冤》中有窦娥的鬼魂复仇的情节，但经过仔细分析后，

笔者认为窦娥的鬼魂复仇，严惩凶顽的情节与庸俗的“大团圆”结局并不相同。这一点笔者

在后文还会深入分析，这里只从大团圆式的结局来说，《窦娥冤》至多算是象征性大团圆，因

为，善良的窦娥终究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不能死而复生，这样的结局只是象征性的团圆，实

为现实的悲剧，只能给人虚幻的安慰。

京剧《六月雪》的结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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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惩凶顽，而窦娥赶考得中状元的丈夫蔡昌宗也赶回家中，满门团圆，作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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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转变为庸俗的现实中的大团圆，从而把原作中的悲剧意蕴彻底消

解。

三、由“立体丰满”到“平板单一”：窦娥形象的消解

《窦娥冤》中窦娥的形象不但有一个从安于现状到勇于抗争、由抱有幻想到彻底清醒的

发展变化过程，而且其性格是多种性格的和谐统一，因而是一个立体丰满、感人至深的艺术

形象。窦娥虽身世悲苦，但她最初只想逆来顺受，她愿为丈夫守节、孝顺侍奉婆婆，可谁知黑

暗的社会现实竟然连这样悲苦的生活也不容她维持，当张驴儿父子闯入家中，硬要强娶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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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时，窦娥开始了对命运的抗争。她对婆婆又劝又讽，对张驴儿这个恶棍坚决不从，面对

张驴儿的栽赃陷害她毫不畏惧，坚决和这个陷害她的恶棍去见官。这时，窦娥还对官府充满

幻想，她以为官府“清如水，明如镜”，她以为官府定会还她清白，惩治张驴儿，没想到“衙门

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审案的赃官桃杌偏袒张驴儿，不容分说就对窦娥严刑拷打，

打得窦娥“才苏醒，又昏迷”，“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打得窦娥大呼：“天哪!怎么的覆盆

不照太阳晖!”严酷的刑罚并未使窦娥屈服，只因窦娥不忍年迈的婆婆受刑，她才含屈招认，

竟然被判斩刑。此时，严酷的现实已使窦娥逐渐清醒，开始丢掉幻想，决心复仇，她表示：

“我做了衔冤负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你这好色荒淫漏面贼!”在窦娥被押赴刑场问斩之时，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没有哀告，没有瘫倒，而是将一腔悲愤化作两支惊天地、泣鬼神的曲

子：

【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

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

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

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窦娥的幽怨之情犹如火山喷发一般，借这两支曲子以诅天咒地的形式喷薄而出。这还

不算，窦娥还通过“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三桩誓愿来昭示自己的清白，宣泄

自己满腔的悲愤。此时，窦娥的反抗性已经得到充分发展，但还未到最高水平，直到第四折，

窦娥死后仍不屈服，鬼魂托梦给做了肃政廉访史的父亲，最终平反冤狱，让恶势力得到应有

的惩罚，才把窦娥的反抗精神推向最顶峰。应该说，窦娥的鬼魂以最清醒的姿态、最顽强的

斗争精神，使窦娥这个感人的艺术形象得到最后的完善。

尽管，窦娥的反抗精神表现得很突出，比如，她对恶势力的反抗坚决彻底、顽强不屈、永

不妥协、永不放弃，哪怕是从人到鬼，只要一灵尚在便永不屈服，定与恶势力抗争到底，但窦

娥这个人物形象远不是“反抗”这一种色调所能诠释的，在她的性格中还有很多其他方面，

其中最重要的一面就是善良。窦娥青春不幸、年轻守寡，她把自己的痛苦埋在心中，孝顺地

侍奉婆婆；她受尽酷刑不肯招认，却因不忍年迈的婆婆受苦而领罪；她自己已然被押赴法场，

却因怕婆婆看见伤心，而求官差绕道而行；她已然含冤衔屈被杀，她的鬼魂还请求做了官的

父亲收留无依无靠的婆婆。正是善良与反抗的结合使得窦娥的形象更真实、更丰满、更感

人、更立体!

与《窦娥冤》中的窦娥形象相比，京剧《六月雪》中的窦娥形象就显得平板单一、面目模

糊，艺术价值大打折扣。《六月雪》里的窦娥既没有悲苦的身世，也没有悲壮的抗争；既没有

刑场许下三桩誓愿的愤慨，也没有死而不已的顽强；既没有鲜明的个性，又缺乏立体的丰满。

《六月雪》里的窦娥被剔除了所有动人之处，只剩下一个“贤德孝顺”的空架子，从而消解了

原剧中个性鲜明又立体丰满的窦娥艺术形象。

四、由“整个黑暗社会”到“张驴儿一个恶人”：批判力度的消解

《窦娥冤》是反映元代社会黑暗的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这面镜子里看到官员的贪婪、

官场的冷酷，恶棍的歹毒，高利贷的罪恶，整个社会的混乱无序⋯⋯剧中的窦娥被黑暗的社

会所淹没，与她朝夕相处的婆婆是个贪财而又怯懦之人，逼她就范的恶棍张驴儿是个坏事做

尽的无耻之徒，本应给她伸冤的官府大老爷桃杌是个贪赃枉法之辈。社会的黑暗终于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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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天真的窦娥惊醒，她终于看穿了官府的本质，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己之所以会遭受这千古奇

冤是因为：“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即使是作为清官出现的窦天章也显

得平庸，甚至有些糊涂，他一见窦娥犯的是“毒杀公公”这十恶不赦之罪，便不分青红皂白把

窦娥责骂一顿，与其说窦娥的冤屈能最终昭雪是因为窦天章的清正廉明，不如说是窦娥顽强

抗争的结果。由此可见《窦娥冤》这部剧作对社会批判的范围之广、力度之深。

京剧《六月雪》中，恶势力由整个黑暗社会变成了张驴儿一人，原剧中另一个恶人张驴

儿之父被去掉，代之以好人张驴儿之母——张妈妈；见钱眼开的贪官桃杌变成了一个糊涂

官——并非贪赃，只是糊涂而已；窦娥的婆婆也被改编成了一个像母亲一样慈爱的婆婆，她

甚至在公堂上愿意自己领罪替换窦娥。此外，《六月雪》中正义的力量大大加强，凭空增加

了一个窦娥中状元的丈夫蔡昌宗，增加了路见不平、仗义相助的为窦娥拦道喊冤的众乡亲。

这样，《六月雪》就把原剧中的恶势力由整个社会消解为张驴儿一个奸佞之人，从而把原作

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力度大大消解。

五、由“鬼魂复仇”到“法场被救”：“原真性”的消解

鲁迅先生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

小乘佛教亦人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怪之

书。”【61这段话虽然是鲁迅先生对六朝志怪小说产生原因的总结，但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六朝之后文学作品谈鬼说神的原因。中国人这种传统的鬼神思想一直没有间断，这种思想

沉积于作家的意识之中，并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比如，小说中有数量浩繁的神魔小说，戏

曲中也有大量的鬼魂戏。笔者认为，那些单一宣扬封建迷信思想的糟粕理应剔除，但我们也

不可一见剧作中有鬼魂等超现实的因素就认为它是糟粕，翻开戏剧史，我们会发现很多古今

中外的优秀剧作都有这些超现实因素，如中国的《倩女离魂》、《牡丹亭》、《长生殿》，西方的

《哈姆雷特》等。在这些优秀的剧作中，这些超现实因素不但不是糟粕，相反，笔者认为它们

恰恰是作品精华的一部分，是该剧之所以成为经典、之所以成名的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就

拿《窦娥冤》来说，窦娥的鬼魂复仇情节的出现固然与剧作家的鬼神思想有关，但更重要的

是与社会黑暗有关。关汉卿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的黑暗，认识到黑暗的社会不允许窦娥

这样善良的人存在，因此，他从现实主义精神出发，在他的剧作中窦娥被黑暗势力迫害致死，

这是关汉卿对社会黑暗清醒认识的结果。但他又从善良的意愿、战胜邪恶的信念和法正民

安的社会理想出发，让窦娥的鬼魂最终复仇，让正义战胜邪恶，让恶势力得到应有的惩罚，以

此来表现他独特的审美理想。另外，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看，窦娥的鬼魂也并非画蛇添足，

而是窦娥完整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窦娥形象的最终完善。因而，《窦娥冤》中鬼魂

复仇的情节并不等同于庸俗的大团圆结局，更不是宣扬封建迷信的糟粕，而是该剧之所以成

为经典名剧的一大特色。

京剧《六月雪》把“鬼魂复仇”改为“法场被救”，把所有的鬼魂戏成分删除，笔者认为，

这样改编的结果不但使得窦娥的形象被部分消解，更严重的是改变了《窦娥冤》之所以成为

《窦娥冤》的一个重要特色，因而，消解了原作的“原真性”，也就是说改编后的作品已不是

“窦娥冤”了。如果，《六月雪》的改编能超越原作，观众自然欢迎，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改编

后的作品远远逊色于原作。

总之，在笔者看来，恰恰是奇而又奇的情节，浓厚的悲剧意蕴，窦娥由生而死、由人而鬼、

由顺从而抗争的既发展变化又完整丰满的不屈不挠的艺术形象，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深广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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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以及超现实因素的存在，使得《窦娥冤》成为一部剧坛不朽的伟大经典，而京剧《六月雪》

对《窦娥冤》的改编恰恰把以上这些经典因素全部消解，把一部伟大的经典之作消解为一个

平淡无奇的故事。

[注 释]

①本文中的京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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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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根在其巨著《古代社会》中写道：“假定文明继续进步，而专偶制家族在遥远的将来不能满

足社会的要求，那么，我们是无法预言其后继者的性质的”。【1纠在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生

活习惯、价值观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始终有自己的

“根”。王海钨的创作植根于传统和现实的土壤，其作品让读者和观众由人观己，反观自身，

引发了读者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关注与思考，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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