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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 望 的 毁 灭
———从关汉卿创的作心态看《窦娥冤》的悲剧指向

张默瀚1 ,白茂华2

(1、2.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本文试图从另一视角解读《窦娥冤》之悲剧意味 ,因了关汉卿潜意识的悲愤绝望

心态使其在作品中流露出浓重的无可隐匿的悲剧意识 ,所以其笔下的主人公 ,特别是女性都

无可避免的走向悲剧 ,窦娥的结局实际上是关汉卿绝望的内心毁灭意识使然 ,蔡婆的另一种

悲剧便是他这种心态的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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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erate Ruin
———On the Tragic Direction of Innocent DO U E

ZHAN G Mo2han ,BAI Mao2hua

　　亚里士多德说过 ,当“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

运时”便是悲剧 ,而当一个人被社会与现实所异化和

扭曲 ,遭受非人的待遇时 ,悲剧便当然的产生了。关

汉卿身处蒙元时期 ,因其文人地位的下降和无法摆脱

困境的遭际 ,于是 ,他的杂剧便因了他悲愤绝望的心

态充满了无可逃匿的悲剧意识。而他自喻的人物便

只有走向毁灭 ,其名剧《窦娥冤》之主人公窦娥便是如

此。此剧中的另一女性蔡婆则以另一种浓重悲剧与

窦娥相照应 ,更有一种美好因绝望地毁灭而震撼人

心。

一

在《窦娥冤》中 ,窦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命

运 ,无论她在生活中如何反抗与挣扎 ,她都无法摆脱。

三岁丧母的她 ,七岁又被抵债做了童养媳。窦天章

说 ,“嗨 ! 这个那里是做媳妇 ? 分明是卖与一般。”实

际上 ,不是“分明卖与一般”,其实就是卖与了蔡婆婆。

在这里 ,窦娥只能是作为价值五十两银子的财物而被

转让 ,贫苦人家的女儿本就低贱 ,又被卖作童养媳 ,其

命运如何可想而知。窦娥十五岁结婚 ,至于她的丈夫

如何 ,剧中没有交代 ,因为 ,是谁都一样 ,她完全没有

选择的自由而只能悲哀、无奈的接受现实。在当时社

会现实之下 ,她根本没有丝毫的作为一个人或者作为

一个女人的权利可言。更为悲惨的是 ,她的婚姻生活

只持续了两年 ,丈夫便死了。无论她的丈夫如何 ,其

去世对窦娥都是一种打击。至此 ,窦娥作为一个青

春、健康的正常女性 ,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将

面对丧夫后的空寂与凄惶。按当时正常的生活轨迹 ,

按窦娥的生活准则 ,她从此便是空房独守 ,在漫漫长

夜里终其一生咀嚼她的痛苦与无奈了。这便是她无

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悲惨境地 :既要面对社会的伦理

舆论 ,还要面对自己内心的渴望与道德戒律的矛盾与

冲突。而张驴儿的闯入 ,使她的这种平衡也打破了 ,

诚然 ,她的内心充满着欲望和哀怨 ,正如其所唱的两

支曲子 :

“窦娥也 ,你这命好苦也呵 ! (唱 :)

[仙吕 ] [点绛唇 ] 满腹闲愁 ,数年禁受 ,

天知否 ? 天若是知我情由 ,怕不待和天受。

[混江龙 ] 则问那黄昏白昼 ,两般儿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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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废寝几时休 ? 大都来昨宵梦里 ,和着这今

日心 头。催人泪的是锦烂漫花枝横绣闼 ,

断人肠的是剔团栾月色挂妆楼。长则是急

煎煎按不住意中焦 ,闷沉沉展不彻眉尖皱 ,

越觉得情怀冗冗 ,心绪悠悠。”[1 ] (p. 161)

在这里 ,有情欲不能满足的哀怨 ,更有精神没有归属

的悲叹 ,还有对漫漫人生痛苦了无尽头的恐惧 ,正如

她所说 :“似这等忧愁 ,不知几时是了也呵 !”生活已经

将她推上了命运悲剧的绝境 ,面对命运 ,她无能为力。

在浩大的社会面前 ,柔弱渺小的窦娥像一株漂浮在大

海上的草叶 ,只能随波逐流。当然 ,这时她也可以考

虑改嫁 ,其实 ,在不把女人当人的时代 ,改嫁也不能改

变其悲剧命运。且不说世人如何评说再醮的寡妇 ,单

是她自己内心的道德伦理观念与欲望的冲突 ,及其对

自己行为无法抑制的厌恶与痛悔便足以使其陷入万

劫不复之地。其实 ,关汉卿本人对寡妇再嫁并不反

对 ,他只是要把窦娥置于一种强大到她个人无法对抗

的境地 ,从而使悲剧氛围越来越浓 ,直至震撼人心。

窦娥本来打算在那样一种淡漠的凄凉中继续她

一生的悲剧命运了 ,但是 ,她意欲独守百年的哀怨的

平衡也随着张驴儿的闯入打破了。其实 ,此时 ,她的

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然 ,面对一个泼皮无

赖 ,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身心付与 ,这个时候 ,她实

际上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去继续生活了。不答应张驴

儿的要求是尴尬的 ,因为 ,婆媳俩寡妇同父子俩光棍

在一起生活无论如何也是不正常的 ,而她又无力改变

这种局面 (笔者认为 ,无力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窦娥而

不是蔡婆婆 ,而蔡婆婆又不愿改变这种状况 ,具体将

在后面的文章中分析) 。这时 ,她对自己内心的欲望

并不能真切的理解 ,这就是她因为传统的观念使她断

然拒绝了张驴儿 ,但却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将张驴儿父

子赶出去的原因 (她潜意识中并不一定真正的排斥张

驴儿) 。而正如“弗洛伊德所说 ,我们真正的欲望是意

识不到的 ,同样开始变得明显的是 ,人类由于意识不

到自己的真实欲望并因而不能获得欲望的满足 ,已经

变得仇恨生活和准备毁灭自己”。[2 ]于是 ,在后来的剧

情发展中 ,窦娥几乎是义无反顾的走向了死亡。虽然

她有冲天的怨气 ,无尽的诅咒 ,但是 ,她的诅咒与誓

愿 ,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怨天恨地 ,只有捎带的说官

吏“无心正法”,而对张驴儿竟无片言提及 ,也许 ,在她

的内心并不把张驴儿当作真正的罪魁祸首 ,并且 ,对

桃杌也是夹在官员中怨恨的 ,并没有特别的提及 ,这

不能不使我们对此深思。由此 ,笔者认为 ,就剧中窦

娥而言 ,她其实内心渴望着死亡 ,她希望用死亡来结

束她内心的渴望与伦理冲突的无法平息的痛苦。作

为生活在一种非人境遇里的封建时代的女性 ,她竭力

压抑自己作为女人的一切 (也就是作为人的基本的一

切) ,欲望在心底冲击她扭曲的心灵 ,强大的现实限定

她的行为 ,规定她的伦理 ,异化她的人格。在别人眼

里 ,她只能是某种理念教条或者财物的化身 ,她从未

被当作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看。窦天章把她卖与别人

时她只是一件价值五十两银子的财物 ,一件可以帮助

他猎取功名的财产而已。面对窦娥的冤魂 ,窦天章不

问原由 ,劈头就是训斥 ,并且 ,用的似乎都是冠冕和高

尚的字眼 ,在这里 ,高官厚禄的窦天章把窦娥看成男

人的附属品 ,伦理教条的附属品 ,他并没有将亲生女

儿作为一个人来看 ! 所以 ,他想到的是“到今日被你

辱没祖宗世德 ,又连累我的清名”,又要将窦娥“牒发

你城隍祠内 ,着你永世不得人身 ,罚在阴山永为饿

鬼”[1 ] (p. 197) ,即使做了鬼魂也让你翻不得身 ,得不到安

生 ,何其的狠毒与冷酷 ! 亲生父亲尚且如此 ,其他人

就可想而知了。所以 ,窦娥的欲望久久被压抑在内心

深处 ,压在伦理教条之下 ,长期侵蚀 ,心灵变的脆弱而

凄惶。不可否认 ,她有对死亡的恐惧 ,有对生命的眷

恋 ,然而 ,她无法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 ,作为一个人 ,

一个年轻健康的少妇 ,她有正常的性欲望 (生理上

的) ,和与相爱的人结合相互扶持生活的欲望 (心理上

的) ,她也需要人们的尊重和承认 (精神的归属感) ,这

些就外化为与社会舆论和封建伦理不可避免的冲突 ,

于是 ,内心痛苦无法消除 ,心灵无法安静 ,所以 ,选择

死亡 ,选择走向毁灭的道路 ,毋宁说是窦娥内心渴望

悲剧结束的结果。

其实 ,关汉卿完全可以让窦娥的命运转变 ,但他

还是毫无迟疑的让窦娥走上断头台 ,并且不惜使自己

的剧中出现矛盾和破绽。比如 ,楚州太守桃杌 ,一上

场便告白 :“但来告状的 ,就是我衣食父母”,其贪官嘴

脸暴露无遗 ,清楚明白地告诉观众 ,他就是收钱的 ,谁

有钱谁就有理。而面对窦娥 ,不问青红皂白便说“人

是贱虫 ,不打不招”,就狠施刑罚。这里 ,没有桃杌受

贿的过程 ,只是给观众一个错觉 ,“桃杌受了张驴儿的

贿”。其实 ,这与情理是不符的。从经济上来说有钱

的应该是蔡婆婆 ,而非张驴儿。可以肯定 ,张驴儿作

为一个泼皮无赖 ,和父亲一对老少光棍 ,甚至无家无

舍 ,只是混日子而已 ,根本没钱送给桃杌。从当时的

情景来看 ,蔡婆婆不会把财权交给张驴儿 (对此 ,关汉

卿在剧中没有交代 ,也没有必要交代 ,笔者只能妄加

猜测) ,而在感情上 ,剧中交代的比较清楚 ,无论此后 ,

还是以前 ,蔡婆和窦娥多年相依为命 ,她在感情上是

绝对倾向窦娥的 ,况且 ,剧中明白的交代还有她自己

的干系 (桃杌不是要打她么 ?) ,而作为一个整日抛头

露面收放银子至少有十五年经验的老人家 (即使窦天

章是她放的第一笔高利贷) ,她不会也不可能是一个

唯唯诺诺对世事一无所知的家庭妇女 ,对衙门门槛里

的一切她不可能一无所知。相反 ,对衙门里这些不精

通的倒可能是张驴儿 ,因为 ,他整个一个流氓无产者 ,

没有资格也没有经济精通此道。这样 ,桃杌所袒护的

应该是蔡婆和窦娥 ,而不可能是张驴儿。但在剧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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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杌恰恰是张驴儿的帮凶 ,这里是明显的矛盾和破

绽。关汉卿作为一代戏剧宗师不可能察觉不到这些 ,

或许 ,这只是他故意不作观照 ,或者是刻意为之 ,因为

他的内心深处早已给窦娥定下了必然的悲剧结局。

关汉卿完全可以让窦娥活下来 (传统戏剧中有许多可

资借鉴的例证) ,但他没有那样做 ,他内心深处也许只

有一个意念 ,那就是窦娥必须上断头台 ,因为她的悲

剧已无可避免 ,上断头台或许是她最好的结局。在关

汉卿的心里 ,窦娥如果不死或许是另一种更加悲惨的

结局。试想 ,如果窦娥被救 (从自然生命的意义上讲)

的话 ,她是在寂寞、压抑的煎熬中度过漫漫长夜终其

一生咀嚼其痛苦呢 ? 还是找个人嫁掉 ,在此后或许锦

衣玉食的日子里 ,听凭内心的伦理观念与欲望苦苦争

斗而无法面对自我与他人而痛苦终生呢 ? 显然 ,这都

不是关汉卿想看到的 ,他只能让窦娥在断头台上发下

誓愿 ,让上苍来昭显这非人的冤狱。

二

为了反证窦娥的悲剧 ,他又让另一女性蔡婆婆来

继续她漫长的悲剧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 ,她是没有

走上断头台的窦娥。她也是早年丧夫 ,一个人带着年

幼的儿子生活 ,不要说在七、八百年前异族入侵的元

代 ,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会困难重重。当然 ,作为一个

寡妇 ,生理欲望的不能满足会造成她精神的苦闷 ,生

活 (物质)的困顿也会造成其精神的苦闷和窘迫。生

存在一个男权秩序的世界里 ,她必须用自己全部的精

力和智慧在这个扭曲的世界里挣扎。然而 ,靠一点积

蓄 ,去放高利贷以维持生计 ,在那个弱肉强食的男人

世界里 ,是很需要一点精明强干的。如果她的顾客都

像窦天章那样借钱后无法归还 ,只能以女儿抵押 ,或

者连作抵押的女儿也没有 ,她岂不是要血本无归了。

或者是像赛卢医那样欠银子不还 ,还要将她杀死 ,连

生命都没有了 ,当然也没有了生存的意义。但 ,她就

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 ,从剧中看 ,她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养活了三个人甚或四个人 ,并且 ,还

似乎颇有现在中产阶级的意味。从这种意义上说 ,她

是一个生存成功者 ,很有女强人的形象了。但成功的

生存并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 ,她从一开始就是悲剧的

人生 ,结局更是凄惨。

蔡婆从一出场便是丈夫早亡 ,只有一个八岁的儿

子 ,让一个妙龄少妇① 守着一个年幼的儿子去消受

漫长的人生岁月 ,无论怎样说都是有违人性的 ,都是

作为人的一种悲哀。而更悲惨的是 ,她的儿子也在年

轻时死去 (即使笔者对其年龄的推测不确切 ,但她无

论是中年还是青年丧夫 ,中年还是老年失子 ,这都是

人生惨剧 ,分别不大) 。然而更为悲惨的是以后的发

展 ,在经历了大难不死之后 ,她也结束了独身生活 (不

论她是笔者推测的四十左右的壮年 ,还是六旬的老

人 ,她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和自由) 。虽然 ,张孛老未

必就是蔡婆良配 ,但毕竟是救了她性命 ,并且 ,从窦娥

的叙述来看 ,他们的婚姻生活 (至少是同居生活)应该

是幸福 ,是相亲相爱的 ,即使她要面对儿媳的冷言冷

语 ,即使她或许还要承受社会舆论的指责和漫骂 ,甚

或还有要调和继子 (权且如此说) 与儿媳的矛盾的尴

尬。但是 ,这短暂的幸福随着张孛老的死亡而终结了

(关汉卿这里没让蔡婆死 ,或许就是要人们看看活下

去的窦娥的真实的生活写照) 。而现实并没有给她多

少选择 ,当故事发展到其曾经相依为命的儿媳以死来

换取她的苟延残喘的时候 ,这时 ,她的悲剧就向更深

一层发展了。这时的她 ,不单要再次面对寂寥无奈无

助凄凉的生命岁月 ,还要面对社会的舆论与指责 ,更

要在所有的时光里面对因儿媳的死的愧疚与痛苦。

这时的她 ,没有了清白的名声 ,没有了社会的尊重 ,也

没有了他人的同情 ,有的只能是无尽的愧疚与痛苦 ,

有的只能是为了生存而生存的年年月月。此时的她

只能是一具充满悲凉和凄惶的行尸走肉 ,实际上 ,此

时的蔡婆已经是生不如死了。因而 ,她也只能在悲剧

里延续或者结束生命 ,命运所能赐予她的只能是深沉

的悲哀和无与伦比的凄惨 ,生命于她 ,无论存在与否

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相反 ,死亡也许是她结束悲剧的

唯一方法。

三

其实 ,关汉卿把窦娥置于死亡是与其心态分不开

的 ,窦娥就是戏里的关汉卿 ,关汉卿就是生活中的窦

娥 ,既然悲剧无可避免 ,那就让悲壮或者悲愤的死亡

来谢幕吧。

蒙元初期的关汉卿在异族统治之下 ,因没了科举

的进身之阶 ,儒生地位也只能在娼妓和乞丐之间 ,他

深深的感到生活的绝望 ,混迹优伶之间 ,悲剧人生了

无尽头 ,只能在杂剧上施展满腹的才华 ,他把自己的

一腔悲愤都写进了杂剧之中。于是 ,剧中弱小的善良

的女性就成了他自喻的人物 ,既然生活已经绝望 ,悲

剧无可逃匿 ,那就义无反顾的走毁灭之路吧 ,于是 ,窦

娥就只能以死来结束悲剧了。但是 ,关汉卿一腔的抑

郁无处发泄 ,便让窦娥的誓愿成真 ,让窦天章为其昭

雪 ,一方面是戏剧为了市场要吸引 (下转第 107 页)

① 虽说剧中借窦娥之口说蔡婆六旬左右的年纪 (十三年后) ,我以为

这只是古人说人年纪大的一种通常说辞 ,并非确指。因为古人有

“人过七十古来稀”的说法 ,六旬意即很老了 ,也就是窦娥说她不

应该再嫁了。同样 ,关汉卿在《刘夫人庆赏五侯宴》中也说王屠之

妻后来也是六十多岁 ,我认为也是说年老而非年龄的实指 ,因为

从当时一般人的婚育年龄推测这是不确切的。古人有早婚早育

的习俗 ,窦娥结婚时是十五岁 ,在当时恐怕是较普遍的年龄 ,即使

蔡婆生育较晚 ,而其夫最迟也在其子八岁时死掉了。当时 ,一般

而言 ,蔡婆也就是三十岁左右。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艺术百家 2004 年 第 2 期 总第 76 期

HUNDRED SCHOOL S IN ART

48　　　



间 ,拓展了观众的遐想空间 ,视觉、听觉同时进入完

美的境界。

图 2 　三角为领舞

围绕中心的内外圈反向运行

图 3 　内外圈交叉换位拉动整体队形的旋转

(三角向内运行) (黑点向外运行)

谱例 1

南通地区花鼓的发展 ,《海安花鼓》几百年来最光彩

的一次表演 ,是编导及音乐创作者正确处理民间舞蹈传

承与发展关系的一个杰出的范例 ,是创作者们敢于创新

的一次文化理念的展示。坚信《海安花鼓》二十多年来

传承、发展的历程 ,将为她今后的再发展提供宝贵的经

验。

(上接第 48 页)观众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关汉卿本人

要获得一种心理的平衡 ,还想在心中存在一点幻想 ,

于是就让窦天章出场了 ,其实 ,关汉卿心里也非常清

楚这是怎样的一种自欺欺人。他无法排遣心中弥漫

的悲愤和绝望 ,便只能让这种悲愤与绝望充斥于杂剧

之中。《窦娥冤》不像古希腊的英雄悲剧以英雄对命

运的抗挣而震撼人心 ,它震撼我们心灵的是善良无辜

的窦娥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无可奈何 ,无所依靠 ,即使

呼天祈地也无法摆脱困境的绝望 ,怨天咒地也无法避

免其冤屈的的悲愤。而这 ,使我们强烈感到人在与社

会和现实的对抗中的渺小和无奈。正因为《窦》剧对

人在社会中的境遇有着深刻的揭示 ,对社会有真实的

展现 ,对人在社会中的本质处境有真切的同情 ,所以 ,

它经常可以使我们反观自身的境遇 ,有着深深的感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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