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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赵氏孤儿案》的思想内涵及其对经典重构的启示

芒沈文慧

一、《赵氏孤儿》的价值导向

元代剧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又名《赵氏孤儿大

报仇》)，与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

的《梧桐雨》并称中国四大古典悲剧。该剧情节曲折多变，

矛盾激烈尖锐，人物性格鲜明，气势雄浑悲壮，具有强烈

的艺术感染力和道德感召力。作品问世以来流传甚广，京

剧、话剧、电影等很多艺术形式都先后改编、上演过不同

版本的《赵氏孤JD)。

尽管《赵氏孤JD)被不同时代、不同创作者以多种艺

术形式一再演绎，但故事情节与同名元杂剧差别不大，其

所传达的思想观念也基本一致。主要有两点：一是扬善

惩恶，歌颂程婴、公孙杵臼等人舍生忘死、慷慨赴义的高

风亮节和与邪恶势力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揭露鞭笞屠

岸贾阴险狡诈、残暴狠毒、丧尽天良的罪大恶极，最终，

正义战胜邪恶，大快人心。二是对血亲复仇的褒扬。复仇

是法律社会健全之前人们所奉行的解决仇恨的通行法则，

“有仇不报非君子”。古今中外，无论是史传传说、叙事文

学还是现实生活中，血亲复仇都是复仇最主要的表现形

式，其结果也最为惨烈，而以血亲复仇为题材的悲剧也最

能震撼人心。奸臣屠岸贾陷害忠良赵朔，致使赵氏满门被

杀。幸存下来的孤儿赵武成人后的重要使命，便是诛杀屠

岸贾，为赵氏家族报仇。故事极大地满足了观众善恶有

报、苦尽甘来的“大团圆”心理和审美期待。也正因为此，

“古代中国的复仇文学主题，基本上都是站在儒家文化对

‘礼’的实现进行赞扬的立场上，强调复仇本身对社会中

邪佞丑恶的抗争以及百姓、官吏乃至朝廷对复仇的同情

褒美”，①而对复仇的极端暴力、血腥野蛮等负面因素则缺

少必要的反思和质疑。“实现正义的手段失当，必不可免

地否定了正义实现本身。’@曹禺的现代悲剧《原野》中仇虎

奉行的就是传统文化宣扬的“父债子还”、“斩草除根”，他

不仅杀死了焦阎王的儿子、善良的焦大新，而且还借焦母

之手杀死了焦家唯一的孙子小黑子。

培根认为：“复仇是一种野生的裁判，人类的天性越

向着它，法律就越应当根除它，因为头一个罪恶不过是

触犯了法律，可报复这件事情的举动却把法律的位置夺

走。”③复仇是以超常态的极端性方式为特征的人类自然

法则的体现，其行为是法制不健全、法律不成熟的社会产

物，也是法权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的表现。

与复仇密切相关的是报恩，有时复仇就是报恩的特

有形式。俗语云：“冤仇若不分明报，枉做人间大丈夫”，就

是中国古代侠义精神中源远流长的快意恩仇观。《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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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列传》中描写的传说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刺

客，或为报仇或为报恩慷慨赴死；《水浒传》里武松的人生

行旅，几乎就是报恩与复仇的双重变奏。至于报仇是否伤

及无辜、报恩是否为虎作伥等问题则都被忽略了。

血亲复仇、快意恩仇固然张扬了中华民族不畏强

暴、不怕牺牲的阳刚之气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感恩

精神，但其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基础仍是儒家根深蒂

固的“血亲伦理”。所谓“血亲伦理”是指把建立在血缘关

系基础上的血缘亲情，看成是人们各种行为的本原根据

和道德准则，它一方面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家国一体”

的社会结构范型，同时，也是一些社会问题如徇私舞弊、

任人唯亲、缺乏法治精神和社会公德等消极腐败现象滋

生的温床，甚至是一些黑恶势力、暴力事件得以形成的

思想基础。

总之，无论是血亲复仇还是快意恩仇，都与中国传统

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血亲伦理”有其存在的

合理性和积极性，但其负面因素也不容小视。鉴于此，在

崇尚法制、讲求和谐的现代社会，对《赵氏孤JD)所褒扬的

血亲复仇、快意思仇的价值取向作出理性分析和现代性

转换就显得尤为必要。4l集电视连续剧《赵氏孤儿案》带

来了令人惊喜的突破和创新，其思想内涵远远超越了已

有的各种版本，是一部借古典悲剧演绎现代价值观的成

功力作，实现了古典叙事的现代转换。

二、电视剧《赵氏孤儿案》的思想内涵

将古典悲剧《赵氏孤JD)更名为《赵氏孤儿案》，一字

之差，却体现出特有的创作导向和价值追求。故事的重心

不再是孤儿复仇，而是这一千古悲剧的来龙去脉及其当

代意义。该剧通过生动饱满、跌宕起伏而又极富生活气息

的情节和真实鲜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除了继续彰显

程婴等人舍生忘死、慷慨赴义、一诺干金的高风亮节和与

邪恶势力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还艺术地传达了鲜明的

民族特色和现代价值观。

1、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电视剧《赵氏孤儿案》中，庄姬公主是一位爱憎分

明、性情刚烈而又忠厚仁爱的女子，她与夫君赵朔十分恩

爱。而突然降临的灭门之灾让她恨透了所有参与迫害赵

家的人。她不明就里地认为是程婴出卖了赵氏孤儿，因而

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杀程婴。为了除掉程婴，她置国家利益

于不顾，竟然和秦国奸细联手，将晋国最核心的军事机密

出卖给秦国，导致晋军全军覆没，15座城池被割让。庄姬

公主的悲愤和仇恨固然令人心痛和同情，但她为报私仇

而陷国家和人民于水火的作法无疑是非常荒谬的。该剧

通过国君之口对这种非理性的复仇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

责。作品艺术地传达出这样的价值理念：个人即使有血海

深仇，也绝不能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筹码；个人利益固

然重要，但绝不能凌驾或超越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与庄姬公主为复仇而出卖国家利益遭到谴责形成内

在呼应的，是屠岸无姜背叛其父屠岸贾、营救国君的大义

之举。在为国尽忠还是为父尽孝的抉择中，屠岸无姜义无

反顾地选择了国家利益，与其父智慧周旋，迎回了国君，

保全了晋国。他非常清楚，迎回国君就意味着屠岸家的人

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但他更明白，不能为了家族利益而牺

牲整个国家。与屠岸贾父子情深的屠岸无姜经过痛彻心

扉的矛盾斗争，最终选择不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徇

私枉法，而是果断地站在国家利益这一边。这种大义大忠

之举，不仅瓦解并超越了传统儒家文化所宣扬的“血亲伦

理”观念，而且还弘扬了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

让儿子屠岸无姜谋取晋国江山、取晋君而代之，屠岸贾一

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而屠岸无姜的大义抉择，却与其

父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

2、依法办案的法治精神

除了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外，《赵氏孤儿案》还对

基于“血亲伦理”的复仇行为进行了深刻的质疑与反思，

主要表现在赵武知晓自己身世后对屠岸贾的处理上。以

前的版本基本上都是赵武知晓真相后，立即追杀屠岸贾

为父报仇，即使是陈凯歌执导的电影《赵氏孤JD)也不例

外。尽管陈导宣称该片的“主题是牺牲与忍耐，希望将这

些中国文化的精髓传达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④但遗憾

的是，该片依然没能打破血亲复仇的陈规俗套。片中韩厥

和程婴的对话，便是血亲复仇思想的典型体现：

韩厥：他吃你的药，你为什么不杀了他?杀了他不就

把榭艮了吗?
程婴：我说过，等他长大了，把他带到屠岸贾面前，

告诉他这孩子是谁，我是谁。我要让他们相亲相爱，然后，

赵家的孩子一剑砍了屠岸贾，那才算把仇报了。

显然，程婴养育赵孤，是把他作为一个复仇工具，程

婴的人生使命就是帮助赵武复仇。而电视剧《赵氏孤儿

案》却不同，程婴将赵武改名程大业，说明他首先是将赵

武看作自己的亲儿子苦心养育，不仅希望他能为赵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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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更希望他能够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担当大任、成

就大业。赵武果然没有辜负程婴的良苦用心和谆谆教诲，

成为新任大司寇后，赵武没有冤冤相报、血债血还，他关

注的重点是屠岸贾卖国、投敌和弑君的大罪，而将赵家的

三百条人命视为“家仇，与律法无关”。他花费大量时间和

精力来收集证据、审理案件。在他和程婴看来，正因为屠

岸贾罪大恶极，所以才更应该事实清楚，铁证如山，以彰

显正义和法律的力量。而公主和韩厥却认为，像屠岸贾这

样的恶人根本没有审理的必要。为了让赵武尽快杀掉屠

岸贾，公主不惜以死相逼。韩厥则对程婴、赵武二人大发

脾气，得知屠岸贾逃走后，愤怒的韩厥对赵武大打出手，

痛骂道：“你还是赵朔的儿子吗?”在剧中，公主、韩厥都

是深明大义、忠贞不屈之人，但他们对赵武坚持以法律程

序审理屠岸贾却非常不理解，他们的愤怒极大地干扰了

赵武的正常办案。究其根源，还是以“血亲伦理”为思想基

础的快意思仇观在作祟。在他们看来，赵武为父报仇天经

地义，根本不必考虑所谓的法律问题。

干扰赵武办案的除了公主、韩厥外，还有屠岸无姜。

为了保全父亲的性命，他先是替屠岸贾求情，希望用情义

打动赵武，继而以国君的话相要挟：

屠岸无姜：国君说要宽恕我爹，你敢不遵?

赵武：叛国之罪岂能宽恕?

屠岸无姜：国君之言至高无上。

赵武：国君也不能违背律法，

屠岸无姜与赵武情同手足，尽管在国家利益和家族

利益面前，他坚决地选择了国家利益，但他与公主、韩厥

等人一样缺乏律法意识，认为国君的话就是法律，“君要

臣死，臣不得不死”，反之，君要谁活，即使他犯了滔天大

罪，也依然可以高枕无忧，这种典型的“人治”思想在中国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中根深蒂固。公主、韩厥、屠岸无

姜等人对赵武依法办案的干扰、赵武审理案件过程中的

种种艰难和不被理解，充分展示了中国社会法治观念匮

乏、法治意识淡薄的事实。由此可见，推进中国社会法治

进程的道路之漫长和艰难可想而知。

3、明辨是非的现代忠义观

“忠”和“义”从来都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

要概念，也是人们日常行为的准则。在传统忠义观里，“臣

为君死、仆为主死、儿为父死”一直成为被宣扬的美德。

忠，从中、从心，本义作“敬”解，古以不懈于心为敬，必

尽心任事始能不懈于位，故忠从心：又因为中有不偏不倚

之意，忠为正直之德，故从中声。“义”是会意字，从我、从

羊，“我”是兵器，又表仪仗，而仪仗是高举的旗帜，“羊”

表祭牲，合起来的意思是为了我信仰的旗帜而牺牲。孔子

说“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将

对“义”与“利”的取舍态度作为衡量君子与小人的道德标

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离娄下》)。电视

剧《赵氏孤儿案》不仅张扬了程婴、公孙杵臼等人舍生忘

死的忠义壮举，更在此基础上，对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

德进行了思考和扬弃，赋予其时代内涵。

且椎和道满都是屠岸贾忠心耿耿的门客，然而，他们

与屠岸贾的行为准则却很不相同。且椎为了保全赵氏孤

儿，不惜背叛自己的主人。若以传统“忠义”观来衡量，且

椎对自己的主人显然“不忠”。这其中固然有对赵朔曾于

灾荒之年拯救其全家的知恩图报，但绝不仅仅是为了报

恩——因为屠岸贾也很器重他——而是正义的力量引导

着他的人生抉择。赵朔作为善良、忠诚、仁厚的化身，彰

显出人性理想的光芒，其子赵武就是这种理想人格的延

续。忠善之人的血脉不应断绝也不能断绝。关键时刻，且

椎选择了正义而非愚忠。如果说，“程婴救孤，救的不仅仅

是一个复仇的种子，而是一种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善

与恶面前的整体态度的话”，⑤那么，且椎的选择，则充分

表明了中华民族在“在善与恶面前的整体态度”。道满是

一位极有才华的门客，然而，他的才华和忠心全都用在为

虎作伥、助纣为虐上，聪敏一生、糊涂一世。其最后服毒

自尽的背影，尽管悲怆，却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程婴告诫赵武：“做人，忠义为本，仁善是源。”这“忠

义”首先便是明辨是非善恶，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决不与

奸佞凶残之人为伍。尽管程婴对屠岸贾愤恨至极，但对走

投无路的屠岸无姜却施予援手，为其出逃周密谋划，最终

将他送到心向往之的地方；而赵武也从没有想过要杀害

屠岸无姜，这不仅因为两人一起长大的兄弟情深，还因为

屠岸无姜的无辜，他更不想让家族恩怨代代延续。赵武对

屠岸无姜的怜惜、程婴对屠岸无姜的救助，是真正的“仁

善”之举，充分彰显出善恶分明、宽厚仁爱的博大胸怀和

道德境界，是对“忠义仁善”的最好诠释，是对传统忠孝节

义的超越和扬弃。

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精神、依法办案的法治精神、明

辨是非的现代忠义观，形成了《赵氏孤儿案》的主流基调，

大大开掘了《赵氏孤儿》的文化内涵，弘扬了民族精神，歌

颂了人格力量，彰显了理性光辉，在主题意蕴上成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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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古典叙事的现代转换。

三，《赵氏孤儿案》对经典重构的启示

2013年6月14日，《赵氏孤儿案》荣获第19届上海电

视节白玉兰奖金奖，评委会的评语是：“《赵氏孤儿案》向

我们展现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其内容表现出了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忠义守德：其气势体现了国剧的

风范和中国制作的气度，通过对生命和爱这样一个永恒

话题的探讨，为广大观众呈现了一份绝佳的视觉大餐”。

“编剧用生动细腻的语言，把一个严肃的中国古代故事讲

述得条理分明而又通俗易懂，为古装戏剧本的创作树立

了典范。”⑥那么，《赵氏孤儿案》给经典重构带来了哪些启

示呢?

首先，对经典的虔敬之心。何谓经典?从本体特征

来看，经典是原创性与独特性的结合；从存在形态看，经

典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从价值定位看，经典必

须成为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不仅代表一种文明

的核心成果，而且也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在此意

义上，经典重构其实是站在巨人肩上的再创作，经典文本

本身就类似一个意义丰富的创作素材，具有可供挖掘的

多重潜质，是一种有待不断开发的精神文化资源。只有对

怀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艺术经典的虔敬之心，才

会对作为素材的经典／前文本的思想内容、价值取向、审

美格调有细致深入的探究和全面深刻的体察，才能文心

相通、古今同慨，也才能呼应现实。只有喜爱才能真诚，

只有真诚才能换来观众的喜欢和共鸣。而那种为了摆脱

“影响的焦虑”，⑦打着创新幌子，对经典进行肆意误读和

颠覆的做法，是对经典和民族文化精神的亵渎。

其次，必须以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弘扬和建设为己

任。强调对经典的虔敬之心，并不意味着对其简单模仿和

生硬照搬，经典重构过程是一个经典文本与社会生活互

动的过程，历史叙事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是经典重构

能否获得广泛认可的前提和基础。对此，导演阎建刚的认

识准确到位，他说：“创作电视剧《赵氏孤儿案》要强调它

的价值观传达，要努力发扬中华民族千古不变的道义精

神。”⑧因为当年的大忠大义、高风亮节在今天同样需要，

在历史故事中发掘与张扬能够激发民族气节的精神酵素，

呼唤己多有失落的国气、民气与人气，汲取于今有益的原

始活力，传承民族精神，这是一个导演的文化使命。这种

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创作人员能够远离浮躁，摒

弃功利，沉下心来，精心创作，细致打磨，因此才成就了该

剧细腻的情节设置、艺术化的人物形象和精湛的视听语

言，实现了再度创作的历史性、艺术性、商业性的有机融

合和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的高度统一。

始终坚守文艺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和文化担当，以民

族文化传统的传承、弘扬及建设为己任，保持对经典的虔

敬之心，沉下心来，精心创作，是我们今天对待民族艺术

经典、进行经典重构的基本姿态，而这正是电视剧《赵氏

孤儿案》所带来的启示。

注释：

①②王立：《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8年版，第43、20页。

③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

1958年版，第16页。

④凤凰娱乐网：http：／／ent．ifeng．corn／movie／news／

mainland／detail一2010—12／06／。

⑤刘敏言：《经典名著的现代转换》，《中国文化报》，

2004年1月22日。

⑥编剧陈文贵获得最佳编剧奖的评委会评语。

⑦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The Anx iety ofInfluence)

一书中论述：“一切作者所感受到的被影响的焦虑，促

使他们对自己读过的东西和模式加以利用和改变。”摆脱

“影响焦虑”的方法有五种态度：“第一种是追随，即延续

前人的作品，使它达到原文应达到的目的；第二种是重

新杜撰一段文字，使读者把作品看成是一个新的整体；

第三种是与模式的决裂：第四种是完全依赖自己可能拥

有的想象的残余；第五种是将视点颠倒过来，使前人的

作品看上去反而出自自己的作品。”参见【法】蒂费纳·萨

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120、121页。布鲁姆说的后四种方式是当代人

摆脱“影响焦虑”的常用手法，大胆戏谑，放肆解构，在

最大限度媚俗的同时，还美其名日“与时俱进”、“大胆创

新”，因此，才有了性感的林黛玉、琼瑶腔的曹操、与吴妈

恋爱的阿O等。

⑧中国文化传媒网：http：／／www．ccdy．cn／xinwen／

pinglun／201304／t20130418。

(作者系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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