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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琵琶记》的悲剧色彩与情感诠释
朱梦迪

（郑州科技学院音乐舞蹈学院，河南 郑州 456000）

摘要：悲剧是戏剧的主要题材之一，戏剧主题色彩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了它的流传时间是否长久。越是刻骨铭心的作品越是让

人印象深刻，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剧作家当属莎士比亚，其作

品大多是悲剧题材。中国历史上不乏悲剧题材作品，这些作品除

了主题深刻，角色突出，发人深省，最重要的就是故事主题的悲

剧色彩。《琵琶记》的悲剧从广义上讲，来自于她后半生悲苦漂

泊的命运；从狭义上讲，剧中宣扬忠孝主题，内容严肃格调崇高。

赵五娘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封建社会中多数女性的真实写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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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声叹——牵肠挂肚，悲从中来

豫剧《琵琶记》的悲剧色彩体现在贯穿全剧的一声长叹。这

一声叹出自《夫君你责怪我声声怨气》一折，全剧共出现 6 次。

这一声叹，委屈隐忍，叹出了封建社会女性的无奈和无助；这一

声叹，寂寞凄凉，叹出了新妇独守空房的寂寞和辛酸；这一声叹，

饱含期盼，叹出了妻子对丈夫远行考举的挂肚牵肠；这一声叹，

沉重有力，叹出了儿媳为夫承担重担的勇敢与担当；这一声叹，

无惧无畏，叹出了知识女性对未来的希冀与期望；这一声叹，哀

婉苍凉，叹出了全剧的感情基调哀愁悲伤。

（一）第一声叹出现在《招婿》一折

全场只有一支唢呐单独伴奏，那极具凄凉和空旷感的音色似

一道凄厉的雷电，划破蔡伯喈心中的温暖的晴空。

这声唢呐代表的，莫不就是在诉说蔡伯喈对上求情无果，满

怀期待回乡面妻的期盼被生生敲碎；莫不是在讲蔡伯喈受封的同

时又要被迫接受招婿，入赘相府万般无奈愁绪涌上心头，从此再

难与贤妻相会；莫不是在讲述蔡伯喈重情重义，心心念念想要回

乡亲自侍奉双亲的孝心被狠狠压回，忠义最终难得两全。

这一声叹，注定了蔡伯喈作为文弱书生面对皇权的无力，而

这又何尝不是现世多数年轻人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取舍两难的真实

写照。

（二）第二声叹出现在《吃糠》一折

这一段中仍然沿用了唢呐的音色，正说明了从婆婆饿死，剩

下公公一人难熬愁绪，最终二老先后双双归西的变故；这突如其

来的变故对赵五娘这个儿媳来说犹如晴空霹雳，作为女儿她侍奉

双亲不周，作为儿媳她无法跟夫君交代，这样的变故对她来说无

疑太过致命。

这声唢呐，讲述了三年灾荒田地颗粒无收的故事；画出了朝

廷不赈灾导致百姓人心惶惶的景象，道出了蔡父蔡母终日忧儿的

心殇，问出了蔡伯喈为何进京考举却三年不回的疑惑。两句唢呐

的旋律上用了变奏的手法，从低音 255 到高音 522 的变化，加剧

人物内在心理冲突，加重人物性格情绪描述，推动故事情节紧凑

发展，在这唢呐声中，故事背景仿佛一幅画满了人间凄凉的巨图，

在观众心中逐渐展开。

（三）第三声叹出现在《拜寿》一折

这声叹用了人声伴唱的形式，从背景音中缓缓升起。

这一叹，叹的是牛小姐生于富贵人家，虽看似享尽荣华富

贵，实则无法摆脱金丝笼的束缚，也无法摆脱任父操控受困一

生的无奈命运；叹的是牛小姐作为相府千金，万事只得听从父

亲安排，无法主导自己的婚姻的悲哀；叹的是牛小姐将自己的

青春年华和一片真心悉数托付给夫君蔡伯喈，最终却难博夫君

眉头一展，难在夫君心中占下一席之地；叹的是牛小姐三年间

与被夫君“打入冷宫”似的相守，到头来却只是夫君心中偏房

的事实。

这一叹，叹出了牛小节被命运无情捉弄的凄凉和时间的不可

逆性。

（四）第四声叹出现在《见夫》一折

此时的叹，与一条主线的旋律多有不同，这一声叹却是采用

了双声部旋律的织体，听起来双线旋律显得更加丰满，实则两条

旋律代表了两个妻子不同的心境与命运。

造化弄人，赵五娘只求顺其自然，盼夫归却盼来了一个牛小

姐做妹妹；蔡伯喈只求高中以后早日回乡做得忠孝两全，却被迫

无奈当上了相府的乘龙婿；牛小姐怀着天真期望，只求与夫君相

依相守，却被所有人瞒着是二妻的事实，还为终日愁眉不展的夫

君挖空了心思。

牛小姐与赵五娘相见，注定了纸是包不住火的。高声部像是

讲述牛小姐三年中的千般辛苦，低声部却像是回忆赵五娘三年来

的万般委屈。两个声部交错起伏，人物心理不言而喻。

（五）第五声叹同样出现在《见夫》一折

是耿玉卿老师花了大心思的段落：《夫君你责怪我声声怨气》。

这一声叹是张老师独自唱出的。出现在赵五娘被蔡伯喈不问缘由

生生怪罪一番以后，心中太多的委屈，太多的怨气，太多的无助，

太多的惆怅，太多的辛酸，太多的隐忍，都似滚滚的波涛，从这

一声叹中倾泻而出。

“这一声叹有很长的拖腔，就这一句的前中后段都有不同的

处理。一开始是诉说委屈：你不问缘由就怪罪；中间是讲述经历：

三年苦难岁月中独自侍奉公婆的我，过的真的太艰辛；最后是哽

咽哭腔，都快要唱不出来了”。这一声叹，叹出了儿媳的坚强，

叹出了妻子的隐忍，叹出了女性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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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六声叹出现在最后一幕

这一句没有激动，没有委屈，没有为难，反而显得平静与安宁，

用张老师的话说“赵五娘，最后释然了”。在舞台上能和就是这

一声叹，叹出了《琵琶记》的悲剧主题，叹出了赵五娘的悲惨经历，

叹出了豫剧演员的舞台辛酸史，叹出了豫剧发展兴衰的坎坷路程，

也叹出了豫剧未来的美好期望。

二、三份情——入木三分，情感延续

豫剧《琵琶记》的剧本作家姚金成老师曾说，他很吃惊也很

惊喜，豫剧版的《琵琶记》真的能作为一部真正的传承剧目保留

下来。笔者认为，一部剧作之所以能撼动人心，是因为剧中主题

的深度和广度；凸显了人性的人类三大情感：亲情、爱情和友情，

在本剧中也有非常突出的体现。

（一）亲情

本剧主要文化传播元素毋庸置疑是亲情，这也是中华深厚文

化底蕴的传承和表现，于过去、于现实都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

百善孝为先，自古是人人称道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自古君子追

求忠孝两全，蔡伯喈也身体力践。

蔡伯喈的亲情之道在第一出《招婿》中蔡伯喈表达自己即将

离家远走，对父母的万千挂念中体现：二月新婚就离散，二老多

病艰难；拜托贤妻千斤担，父母年迈家道难；全靠你侍奉勤照看，

冷天衣裳饿加餐。但最终蔡伯喈的亲情之道有心无力，其妻赵五

娘替他力践了亲情之道。

赵五娘的亲情之道在第二出《吃糠》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家

中所有米粮全部给公婆做粥饭，自己难忍肚中饥饿，怕公婆知道

没有吃饭过于担心，宁到灶房吞糠秕充饥；《见夫》一折，赵五

娘声声泣诉，青丝换席葬公婆，扒土造坟十指血淋漓。赵五娘对

父母的孝道已经超越了亲情的范畴，已经升华为一种大爱的精神。

（二）爱情

历史中无数人文传记皆因爱的主题而受到广泛追捧，当代社

会中爱情的建立更是成立家庭的前提。蔡伯喈的爱情之道在《拜

寿》一折中有深刻体现：思父母与贤妻，闭上眼尽是五娘琵琶声，

拜寿日更难忍相思之痛。所以借酒消愁，喝得烂醉；酒后呓语五

娘的名字，引起牛小姐怀疑。最后惜春告知真相；“姑爷整日在

书房写的最多的是陈留二字，还有赵五娘三个字。”“写了撕，

撕了又写”的行为表现一个人陷于极度的焦虑中，这焦虑来自于

百念却不得回乡，百思又不得五娘的困境。

蔡伯喈的爱情之道是晦涩的。如前文所说，赵五娘的爱情之

道和亲情之道其实已经深深的交融在了一起。若不是对蔡伯喈爱

的深，缘何会苦守公婆三年，担负起这份本不属于她的责任，悉

心照顾二老吃穿；若不是对蔡伯喈爱的真，缘何会拿青丝换席，

徒手扒坟安葬公婆后，又踏上前途险阻的寻夫之路；若不是对蔡

伯喈爱的笃，她又缘何会带他回乡，在已经受封陈留夫人名号，

却又留下一句话，让蔡伯喈免于陷入一夫两妻的尴尬境地。这条

爱情线是不完美的但它又是唯美的，人们对完美爱情的渴望又何

尝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呢。

（三）友情

友情是除亲情，爱情以外，第三个能让人与人之间维系情感

的纽带。豫剧版《琵琶记》中牛小姐对蔡伯喈践行的是爱情之道，

只是这份爱情一直没有得到回应，原因是因为蔡伯喈对牛小姐践

行的其实是一种友情：在牛府的三年中，蔡伯喈对牛小姐一直恭

恭敬敬，能躲则躲，能避就避。

《见夫》一折，牛小姐道：三年来卧房犹如病榻，整夜对愁眠；

三年来不曾相随相伴，夫君无有笑脸。牛小姐的唱词从侧面划出

了蔡伯喈对她的情感界限：她们仅是朋友的关系，也只能停留在

朋友的关系。因为她明白：赵五娘是夫君心中的一座山，太高太宽，

无法跨越。牛小姐是无辜的，她憧憬爱情没错，爱蔡伯喈也没错，

只是她被迫在不适宜的时间爱上了该爱的人。蔡伯喈没有回应牛

小姐这份爱也没错，因为在他的心只有一个，一颗心只能装一个人，

在他看来无论到什么时候，他真正的结发妻都是赵五娘。也正是

因为对牛小姐践行友情之道，才成就了豫剧《琵琶记》中蔡伯喈

忠贞不渝的故事。

三、结语

《琵琶记》作为豫剧中的最新剧目之一，其悲剧色彩主要体

现在赵五娘身处封建社会下不得不按照传统伦理要求，辛苦劳作，

替夫侍奉双亲到终老，即使丈夫已 3 年不归杳无音讯；正是这样

的悲剧线条，也成就了剧中赵五娘超常的抗争意识和坚韧的行动

意志。赵五娘的寻夫行动始于双亲亡世，源于她不屈不挠坚韧的

意志。也正是由于赵五娘独立的人格特征，她最终选择默不作声

独自离开，成全夫君与他人，即便独自一人面对遥不可知的未来

也会手足无措。但是赵五娘并没有丢掉她对社会定义自己为渺小

的认知。正是当代意识描绘下的赵五娘和封建社会下的赵五娘形

成了鲜明对比，才愈发让人感受到古今社会背景的差异、人物性

格描绘之深刻、以及当代女性的成长之欣慰。这部透露着悲剧色彩，

同时又传播忠孝文化的优秀剧目，不仅是张艳萍老师和其优秀团

队的荣耀，更给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提供了用当代表达形式传递中

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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