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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戏剧的碰撞与融合
——《惊魂记》，以莎剧与徽剧为例

李　媛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 330038）

摘要：莎士比亚戏剧作为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杰出代表，

在西方戏剧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影响深远。而在中国

传统戏曲中，徽剧，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剧种，更有着

“京剧之母”的美誉。以中国徽剧表演手段去演绎莎士比亚名著，

让世界名著中国传统化，《惊魂记》作为一部改编自莎士比亚《麦

克白》的成功作品应运而生。这是一部传承传统精神理念但又不

拘泥于传统戏剧章程来而诞生的优秀戏剧作品。让人感受到了外

国经典巨作与中国徽剧艺术的完美结合所带来的震撼。《惊魂记》

成功地以徽剧语言讲好了世界的莎剧，它的创排是中国莎学的重

要收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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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戏剧自我小的时候便有所知晓了，家里人总是围在电视

机前看着里面的小人化着色调分明的妆容，穿上夸张的服饰，吱

吱呀呀的唱上一段。后来长大一些后，才慢慢知道了家乡地方戏

曲的历史以及风格，也偶尔可以看上一段了。可真正去了解戏剧，

还是在大学时期。我碰巧修读了一门有关西方戏剧文学的课，课

上老师着重地介绍了莎士比亚戏剧的伟大与魅力。这让我眼前一

亮的同时，也回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场改编自莎学的家乡戏剧——

《惊魂记》。为了让《麦克白》和徽剧更好融合，《惊魂记》把

故事背景穿越回我国的春秋时期。《惊魂记》在对莎剧的重构中，

以保持传统、彰显创新的美学理念，以成熟的文化自信、艺术自信，

创造出了不同于以往世界上任何莎剧的演绎模式，在徽剧与莎剧

之间架设起了一座跨越文化、语言、审美观念和民族的跨时空外

国戏剧改编的桥梁。本文便以这部戏剧作为切入点，谈谈对中西

方戏剧的碰撞与融合的看法。

一、中国传统戏剧以及徽剧发展史

戏曲是我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我国最具有民族特点和风格

的艺术样式之一。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用来娱乐祭祀的原

始歌舞形式。古希腊戏剧、古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被誉为世界“三

大古老戏剧文化”。中国戏剧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代表，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里也是一颗灿烂的明珠。而徽剧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戏剧的一大代表，与中国南、北

的 40 多个地方戏曲剧种都有着渊源关系。徽剧发源于明朝中期的

安徽省境内，原名“徽调”“二黄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才正式定名为徽剧。在明、清时期，其影响遍及全国，至今已近 

500 年历史，即使是徽剧进京，也已经有两百多年。而说到徽剧，

我的家乡也有着一支小有名气的徽剧——婺源徽剧。在这里我便

以婺源徽剧为代表，来简要说一说汇聚的特色风格以及发展历程。

婺源本地的徽剧流派也叫作“徽戏”，婺源徽剧可以追溯到

清朝道光年间，在当时婺源有几名技艺精湛的戏曲艺人迁往安徽

几地学习徽调，而学习内容则是已弋阳腔、“老石牌”和高拔子

为主，这也就是婺源徽剧的起源的基础。在本地演艺后，婺源徽

剧又吸收乐木联系的高腔，下江调，并且加入了赣东北地方戏的

弹腔，并还加入了婺源民间小调的特色，逐渐形成既有皖南特色

又有浓郁婺源地方韵味的地方剧种，2006 年婺源徽剧被定为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也是当地人以及徽剧人所引以为

豪的地方。婺源徽剧的剧目通俗易懂，唱腔雅俗共赏，表演形式

丰富多彩。婺源还是许多著名徽班的发源地，其中最为著名的便

是徽班进京中的一支便是来自婺源。我幼时并未对当地徽剧十分

在意，在我上初中时，我一个同学就加入了徽剧团，在回家与家

人谈起时，徽剧这才又重新进入了我的视线中。

婺源徽剧题材主要来自于日常生活与生产过程的劳动或娱乐，

以及从劳动和生活，这些都使婺源徽剧的创作有了显而易见的生

活特色、生命力量。同时，来源于真实生产生活的情景和内容则

又赋予了婺源徽剧更多包含真实情感的内心表达，这使婺源徽剧

在程式化的形象表演基础上具有了更加深刻和厚重 的人文艺术表

现特色，能够在一板一眼的戏曲音乐与身段展示的同时产生强烈

的情绪感染力，使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产生更具亲和力的传统戏曲

艺术的文化认同感。不仅如此，婺源徽剧在艺术表现中也充分体

现出说唱结合的特点，在表演过程中会根据戏剧冲突、故事情节

发展或者人物情感爆发的需要而夹杂不少念白。而这些念白中也

有不少更加接近日常口语的表达形式。如此，婺源徽剧无论是演

唱还是念白就更加贴近生活化的日常状态，这就给予传统戏剧艺

术表现以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且通过不拘一格的声腔、身段等

加以渲染和烘托。作为一种复合型的传统戏剧艺术形式，婺源徽

剧将天南地北的区域传统戏曲音乐艺术进行了大胆又充分的本土

化。比如，属于典型南曲种类的吹腔就有 鲜明的南方音乐特点，

演唱时声调轻柔温婉，极具南方语言和音乐艺术的阴柔美；而来

自西秦腔的乱弹声腔则更倾向于北曲种类，如同秦腔般洪亮、激

越、高亢。不仅体现出了婺源徽剧独树一帜的地方传统戏曲个性，

又能从中间接地展示这一地区本土人文精神的核心，也就是充分

的融合性和高度的包容性。

二、中西方戏剧的不同向度

西方戏剧与中国本土戏剧在各个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无论是剧本取材，还是舞台设计，抑或演员表现风格，都是极为

鲜明的。

以题材内容为例，早期的古希腊戏剧的诞生是由于尼罗河的

泛滥，对于这一条“母亲河”，沿岸的居民既指望着它给予灌溉

的水源，也在同时对其不定期泛滥带来的严重灾害感到恐慌。因

此早期的古希腊戏剧便是以尼罗河的泛滥作为背景，埃及人组合

歌队，进行祭祀活动，其中有扮演河神的人，在当时的观念下，

认为泛滥是由于妖魔存在，因此戏剧多用游行加歌唱的形式，以

河神战胜妖魔，因此河水得以平静，人们得到丰收作为结局。古

希腊可谓是西方戏剧灿烂的起源的一角，据相关文献记载，古希

腊留下的有名字的剧作家就有一万四千余人。而在之后的文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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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时期，英国集市上的戏剧则较多的表现家庭伦理方面，在当时

受到人们的欢迎。在之后，浪漫的爱情故事风靡欧洲，上至贵族

社会，下至平民百姓，都为戏剧的中的绝美爱情而心动流泪。在

十九世纪后期，亨利克易卜生开始以日常生活为题材，将人们的

生活对话搬上了舞台。而中国古代戏剧除了一部分取之于现实生

活之外，一部分取之于历史典箱或历史传说，大部分直接取之文

学作品。传统诗文、小说、话本、传奇、变文、弹词等等，成为

中国戏剧取之不尽的题材。可以说中国古代戏剧题材更多的表现

出是的其广泛的覆盖面，其题材内容并未像西方所表现的具有鲜

明的阶段性的特点，而是在创作时便取材于当下的生活，因此呈

现出的是百花齐放的画面。

在剧场舞台上，古希腊便有了可以容纳上万人的酒神剧场，

古罗马也留下了环形剧场这样的财富。在中世纪还出现了仿照西

班牙旅馆式的剧场。古典主义盛行时期，剧场多为环形结构，为

巴洛克式风格，还出现了箱式舞台这样更好呈现舞台表现力的形

式，容易使观众更加投入。后来也出现了著名的如莫斯科大剧院

以及百老汇剧场这样的大剧场。在文艺复兴初期，英国并没有可

供职业戏班演出的固定场所。最初伦敦的剧场分为两类：一种为

露天的公共剧场，此类剧场可容纳观众三千人之多，票价低廉，

是平民百姓娱乐休闲的场所。环球剧场便是此类剧场的典型代表；

另一种则为室内剧场，这种剧场规模小，不受天气、时间等环境

因素的影响，票价高昂，多为达官贵人服务。而在中国古代，戏

剧的演出远没发展到大剧场的层面，常常是在茶馆中进行一个助

兴的演出，或为露天的舞台，台下坐满了参差不齐的观众们，为

村子的百姓们进行演出表演。另外也有一些富贵之家，邀请戏剧

班子单独在自家院子里进行表演。寻常百姓更多的是选择去戏园

里听上几段，但其规模远没有西方戏剧演出时的恢宏巨大。

在虚拟手法的运用上，莎剧中的道具可以帮助观众联想环境，

但是在中国的戏曲表演中，演员可以在没有任何实物道具的情况

下，通过戏曲的表演手段让观众相信其真实存在。这也是戏剧对

于观众来讲的独特吸引力。

三、以《惊魂记》为视角探讨其中不同戏剧文化的交汇

中国悲剧多是惨境、苦戏、痛史、恨词的抒发，展现的是

苦情历程，悲怨、苦境的苦情戏成为其主要表现形式。以徽剧的

“歌”“舞”这种“人体动作艺术”演绎麦克白这种“恶人式”

的毁灭悲剧，无疑会为中西悲剧交融以及中西悲剧的异同提供另

外一种审美视角。中国戏曲重在写意，《惊魂记》的改编紧扣悲

剧表现矛盾斗争、内在命运起伏和邪恶毁灭人性的主题，以徽剧

表现媒介的歌舞叙事，展现人在追求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中通过

意志与激情显现出来的悲剧精神，为营造《惊魂记》的写意氛围

腾出空间，借角色传递原作写实与改编写意的交织之美，实现了

原作探索人性善恶嬗变的现代阐释。改编由原作的“写实”装扮

改编为“虚拟”，通过写意的装扮塑造人物，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将原作的三个丑陋、怪诞、邪恶的女巫装扮为戏曲花脸、小丑、彩婆，

他们成为贯穿故事的叙事线索，进入人物内心的钥匙，充分展现

出中国戏剧“装扮”这一美学核心精神。戏曲的丑角兼做说话人，

离开角 色，直接向观众发表感想，或自我嘲弄，展现了人物的心

理变化。改编意味着形式的变形，《惊魂记》以“矮子功”应“巫”

这一角色，在此前戏曲改编《麦克白》虽然也多次出现过，但赋

予“巫”这样重要的地位和多重身份，在过去的改编中是不曾出

现过的，由此也更加彰显了中国戏曲的“假定性”审美原则。 

莎士比亚戏剧则是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最高程度的客

观性”和浪漫主义精神的剧作，表现出对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的

强烈关注，表现了对人性、人生的深刻探察与洞悉，以及对真善

美的热烈礼赞和对假恶丑的无情批判。而《惊魂记》这对莎士比

亚文学作品的徽剧化，就像诗人艾略特所说的，“过去因现在而

改变正如现在为过去所指引”，它不仅是中西方戏剧的一架连接

的桥梁，在这部戏剧中体现着拥有迥异风格中西方戏剧得以共存，

更是对于过往的一个传承与创新，《惊魂记》不仅仅使莎学以崭

新的形式活跃在世界舞台上，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徽剧的一剂鲜活

生命力的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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