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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奇冤──細析《竇娥冤˙法場》

社交網站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中三 卓潞學生園地

白虹貫日

掃一掃，
收聽朗誦示範

現今社會，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電子應用
已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社交網站也
受到青少年的青睞。由於青少年的心智發展尚
未成熟，他們往往會不自覺地成為社交網站的
追捧者，終日 「機不離手」 。由此可見社交網
站對青少年有着深遠的影響。究竟社交網站對
青少年的影響是好？還是壞呢？現在我們一起
從不同的方面一起探討吧！

首先，是學業方面。社交網站可以說是
「知識寶庫」 ，青少年可以利用社交網站搜集
資料和數據，也可以向朋友和同學請教學習的
難題。此外，青少年也可從社交網站中了解時
事新聞的動向，關心周邊的人和事。可是也有
研究報告指出，84.9%的青少年因長時間使用
社交網站，虛度光陰、影響學業。本港曾有一
名15歲的中學生，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但自
從他開始使用社交網站後，成績就持續退步。
直到公開考試，他的成績更是一落千丈，結果

名落孫山，沒能成功考
上大學。他更因不能接

受這個慘痛的事實，不幸患上抑鬱症，親手了
結自己的生命，踏上不歸途，真令人惋惜。其
實社交網站的好與壞，在於青少年怎樣使用，
希望青少年能善用社交網站蒐集資料、擴闊眼
界，成為學習上的好幫手。

其次，是家庭方面。青少年可以利用社交
網站和遠方的家人和親友進行視像聊天，打破
地域的限制。儘管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因工作
或種種原因與親朋好友分隔兩地，但社交網站
亦能令青少年與親友維持緊密的聯繫，得知大
家的近況。反之，若青少年過度使用社交網
站，便會忽略了和家人的溝通。電台曾經有一
則分享，講述一個青少年整天把自己關在房間
瀏覽社交網站，父母經常勸告他不要沉迷網
絡，多看看外面的事物，可是他把父母的話當
作 「耳邊風」 。父母無計可施下，只好以網友
的身份來勸導他。經過多番勸解，這名青少年
終於減少了使用社交網站的時間。由此可見現
今社會，網友的影響力竟然比父母還要大，這
件事的確值得青少年深思，他們應該限制自己

瀏覽社交網站的時間，不要讓自己過度沉迷，
不要讓自己成為社交網站的奴隸。

再者，是朋輩方面。有專家指出59.9%
的青少年曾在網上與陌生人交談，這數據十分
驚人。因為這代表有過半數的青少年曾經在網
上認識新朋友。雖然社交網站讓青少年有了更
多交友的機會，令一些較為害羞的人亦能透過
文字結交志趣相投的朋友。但是，正因社交網
站有別於傳統的交友方式，這讓不法之徒有機
可乘，利用這個平台去欺騙青少年，以取得他
們的個人資料，做出不軌的事情。而且網上交
友亦較難維繫感情，有調查指出68.8%的青少
年與網友交往不超過半年，只重視即時溝通，
難以交心。其實，只要青少年不濫用社交網
站，不盲目相信網友的說話，社交網站也是一
個可以令青少年認識志同道合好友的美好橋
樑。

最後，是心理質素方面。對於一些不善於
溝通的青少年，他們可以不用向網友表露自己
的 「廬山真面目」 ，突破了傳統與朋友相處的

方式，對於他們而言，社交網站無疑是一個可
以盡情傾訴心事的好平台。可是有些人卻把這
個平台放得很重要，非常在意自己在社交網站
上的形象，經常上載大量的自拍照。有傳媒指
出美國精神病協會將 「自拍成癮」 列為精神疾
病，屬於強迫症的一種，主要症狀就是不停自
拍照片上傳至社交群組，目的是吸引別人注
意。英國一名19歲的男孩，因無法自拍出完
美的照片，竟試圖自殺。由此可見社交網站對
青少年的影響甚深，希望青少年能深思，
該如何善用社交網站。

總括而言，社交網站就像武俠小說中，
武林高手所持的雙刃劍，它有好亦有壞，只
要青少年能正確地使用社交網站，社交網站對
青少年會有益而無害。
但若果青少年未能正
確使用社交網站，最
後刺傷的不單是自
己，還有身邊愛惜你的
人。

解釋及用法：
白色的長虹貫穿太陽，比喻不平常的事

情。這實際上是一種日暈天象，作謂語、定
語，形容異常的現象。

出處：
1、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

──《戰國策．魏策四》
2、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
之。 ──《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

字詞解釋：
貫：﹝動﹞貫穿。
之……也：用作語氣助詞，用於引起下文。
昔者：古時，或指逝去的時光。

典故解讀：
戰國時期，韓國大臣嚴遂因舉報相國韓傀

的過失，與他結下怨仇，因害怕被韓傀報復，
便到處訪求能刺殺韓傀的人。當時有一個著名
的刺客聶政，為躲避仇敵而隱居齊國。嚴遂得
知後，便親自登門拜訪。數次來往後，嚴遂取
出黃金百兩獻給聶政母親，聶政明白了他的意
思，但說道： 「我之所以隱居在此，只是為了
奉養母親。只要母親尚在，我不會隨便為其他
人做事。」

一段時間後，聶政的母親去世，處理好母
親喪禮後，聶政想起嚴遂的託付，便主動前往
淄陽見嚴遂。見到嚴遂後，聶政表明來意，嚴
遂便詳細地告訴他自己與韓傀之間的恩怨，並

說可以派壯士與聶
政同行。聶政一口回

絕： 「刺殺宰相絕非易
事，人越多越容易洩露風

聲。這樣韓國上下都會與您結
仇，還是讓我獨自解決問題

吧。」
為報答嚴遂的知遇之恩，聶政就獨

身仗劍闖入戒備森嚴的韓傀府，府中四處
都是手持兵器的侍衛，但聶政面無懼色直闖
入府中，並刺殺了的韓傀。四處的侍衛上前包
圍，聶政奮力抵抗數十人後，自知無法逃脫，
怕被捉後連累他人，於是自毀容貌並自殺。傳
說中當時有白色的長虹穿日而過。

成語典故解讀

上期介紹關漢卿的散曲《四塊玉˙閒
適》，今天再推介關漢卿所著《竇娥冤》雜劇
的第三折《法場》中的四支曲。《竇娥冤》敘
說楚州秀才竇天章為了抵債和籌得進京應舉的
盤川，忍痛將七歲女兒端雲抵押給蔡婆作童養
媳。端雲到蔡家，改名竇娥，十年後成婚，婚
後不到二年丈夫病逝。地痞張驢兒父子企圖霸
佔婆媳二人，受到竇娥堅決抗拒。張驢兒串通
賽盧醫，想毒死蔡婆，逼竇娥就範，不料反毒
死自己父親。縣官受賄對竇娥嚴刑逼供，竇娥
不肯屈服，忍受酷刑，據理力爭。縣官又拷打
蔡婆，竇娥見婆婆年老受刑不住，遂屈招罪
狀，被判斬刑。臨刑時，竇娥指天立誓，發下
三樁誓願，以證明一己之冤，結果逐一應驗。
三年後，竇天章任提刑肅政廉訪使來到楚州，
覆查此案，竇娥冤案始得昭雪。

引經據典 力證冤屈
下面四支曲，就是竇娥臨刑所發的三樁誓

願。

【耍孩兒】不是我竇娥罰下這等無頭
願，委實的冤情不淺；若沒些兒靈聖與世

人傳，也不見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熱

血紅塵灑，都只在八尺旗槍素練懸。等他

四下裏皆瞧見，這就是咱萇弘化碧，望帝

啼鵑。

【二煞】你道是暑氣暄，不是那下雪
天；豈不聞飛霜六月因鄒衍？若果有一腔

怨氣噴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滾似綿，

免着我屍骸現。要什麼素車白馬，斷送出

古陌荒阡！

【一煞】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
可憐，不知皇天也肯從人願。做什麼三年

不見甘霖降，也只為東海曾經孝婦冤；如

今輪到你山陽縣。這都是官吏每無心正

法，使百姓有口難言。

【煞尾】浮雲為我陰，悲風為我旋，
三樁兒誓願明題徧。那其間才把你箇屈死

的冤魂這竇娥顯。

第一支曲【耍孩兒】。在曲詞前有一段賓
白科介（說白與動作），先已將第一樁誓願內
容說得明白，唱段首四句反映出一個信念簡單
的含冤女子的最後依傍，說的 「些兒靈聖」 令
聽者對 「靈聖」 ，即是奇跡的具體內容充滿期
待，而 「靈聖」 的出現，源於 「湛湛青天」 。

這裏的 「青天」 ，不是大自然的天空，而是指
最高的主宰 「人格天」 ， 「湛湛」 ，讀作 「沉
沉」 ，深藏而厚的意思。竇娥許願被斬首後身
體的血液不濺在地，而是全飛到八尺旗槍所懸
的白練之上。竇娥的誓願說得具震撼力，先是
濺血問題，刑犯人頭墜地，血濺塵土是必然
的，如今要 「半星」 也不落紅塵，都飛到懸在
旗槍的白練之上。竇娥的目的是希望所有圍觀
的人都看到和知道她是清白無辜的。 「萇弘化
碧」 和 「望帝啼鵑」 兩個典故直接和間接都和
「血」 有關，前者指周朝大夫萇弘無罪被殺，
他的血過了三年，化為碧玉；後者指周代末年
杜宇（號曰望帝）化為杜鵑鳥，叫聲淒厲哀
怨，自然想到杜鵑啼血的傳聞了。兩者連繫起
竇娥的 「血」 ，所產生的具大迫力，直壓讀者
心頭。

第二支曲【二煞】。唱詞之前也有一段竇
娥與劊子的賓白科介，交代第二樁誓願內容，
監斬官對竇娥要 「三伏天」 （年中最熱日子）
下雪表示絕不可能。唱詞首二句是回應監斬官
的，並引出鄒衍的故事。戰國時鄒衍蒙冤下
獄，仰天而哭，時值盛夏，而天卻下起霜來。
接下來，對於炎夏降雪，竇娥唱詞在表達上用
了強烈的矛盾對比法，當中以灼熱的 「如火怨
氣」 對比 「六出冰花」 ，藝術形象十分突出，
且於冰雪的描述是 「滾似綿」 ，竟又是用作覆
蓋掩埋屍骸，令人動容。最後二句收結，表明
以六月雪葬送，正合冤死的葬儀，傳統以 「素
車白馬」 送出 「古陌荒阡」 的悲況，反顯得不
相稱。而且， 「雪」 是潔白之物，象徵純潔，
以此葬送，正好象徵竇娥純潔與無辜的冤屈。

第三支曲【一煞】。作者在曲前寫有竇娥
與監斬官的賓白，竇娥說自己委實冤枉，從今
以後，這楚州亢旱三年。監斬官回應 「那有這
等說話」 。唱詞開首三句，是回答監斬官的，
竇娥相信 「皇天也肯從人願」 ，然後點出流傳
東海孝婦周青蒙冤而死，死後地方亢旱三年的
故事，並將目標指向山陽縣。末二句以最明白
的語言控訴官吏貪暴的黑暗，表達千千萬萬被
壓迫者的共同呼聲。

最後一支曲【煞尾】。唱曲前一段之賓白
科介，顯示風雲已開始變色，劊子手說： 「好
冷風也！」 竇娥唱出 「浮雲為我陰，悲風為我
旋，三樁兒誓願明題徧。」 餘下是對唯一親人
婆婆說的曲中插白： 「婆婆也，直等待雪飛六
月，亢旱三年呵」 ，再唱 「那其間才把你箇屈
死的冤魂這竇娥顯」 ，是對自己含冤屈死，但
仍必獲上天憫憐之信念的再肯定，是垂死掙扎
而 「獲勝」 的信念，但也是整段哭訴的餘哀。

四曲遞進 詠訴悲涼
四支曲每段唱詞的感情和調子都有層次上

的變化，第一支至第三支曲在感情變化上有所
遞增，怨氣一層比一層深，誓詞內容也一個比
一個規模大和靈異，先是個人身上的血，接着
是覆天蓋地的天氣異常變化，跟着是為時三
年，影響整個縣的亢旱。最後一支曲，調子漸
趨沉吟哀怨，將竇娥在人間的可憐無助，再次
突顯，令人唏噓嘆息。

陳樹渠紀念中學校長、
粵語正音推廣協會主席 招祥麒博士

◀《竇娥冤》的第三折《法場》中的四支曲，將
竇娥在人間的可憐無助，再次突顯，令人唏噓
嘆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