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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戏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戏曲化改编

摘 要：外国戏剧的戏曲化改编是戏曲界近年来的一大热点。本文以莎剧《温莎

的风流娘儿们》的京剧化改编为例，分析该剧剧本结构的梳理-9改造、人物的戏曲化

塑造，舞台样式与道具运用、形体语言的处理等，望对外国戏剧的戏曲化改编提供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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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运用戏曲排演外国名著，追溯根源的话，就要

从民国初年四川雅安川I剧团的王国仁先生说起了，

他曾把《哈姆雷特》改编成川I剧《杀兄夺嫂》，开创了我

国戏曲编演莎剧的历史先河。”‘叫旦是这种艺术形式似

乎在当时没有受到戏曲界以及莎学界的关注，直至

1983年京剧《奥赛罗》排演成功，才无形中为急于创新

的戏曲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此后，上海越剧团排演

的《第十二夜》(1986年)、上海昆剧团根据《麦克白》改

编排演的昆剧《血手记》(1987年)、北京市河北梆子剧

团排演的《美狄亚》(1989年)和《忒拜城))(2004年)、上

海京剧院根据《李尔王》改编的《歧王梦》(1995年)、根

据《哈姆雷特》改编排演的《王子复仇记》(2005年)等

改编剧纷纷涌现。纵观戏曲的发展，对外国名著的改编

形成了不可遏止的潜流。

分析对外国名著的改编，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把原著的故事、人物、情境从内容上改编成中国的故

事、人物、情境，直接以中国戏曲的表演形式演出。男一

类是基本上不改变原著的故事、人物、情境，而是根据

外国原著的内容来改革戏曲的表演形式，演出外国戏

剧。对于两种形式的演出，在理论界都有所争议。前者

的戏剧故事内容往往与中国的历史生活间隔较大，后

者则更多地引来对惯于表现中国历史题材的戏曲表演

形式运用的异议。笔者则于2006年参加首届戏曲本科

毕业作品——京剧《培尔·金特》的排演，这次经历使我
切身体会到。用中国的戏曲表现外国生活的这种艺术

形式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最好的证明就是观众给予了

极大认可。在演出后的座谈会上，很多中国观众认为，

没有感到与演出形式和演出内容有什么隔阂，他们能

与戏剧人物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同喜同悲。而外国专

家和观众则认为，中国戏曲丰富的表现力把他们的名

著演绎得更加精彩。这说明，用中国戏曲的表演形式演

出外国戏剧。在百花齐放的艺苑中已经成为人们青睐

的靓丽之花。让莎士比亚美轮美奂的剧本通过戏曲丰

富的手段展现出来，带来了戏曲形式的发展和变革，开

创了戏曲发展的新空间。

著名戏剧评论家孟繁树说：“任何一种戏剧样式都

有自己的生命历史，其生命过程一般都要经历发生、发

展、高潮、衰落几个阶段，所不同的，仅在于生命过程的

长短而已。一种新的戏剧样式的诞生，必须具备两个生

命元素，其一是新的内容，第二是新的形式。新内容伴

随着新时代出现后，就要寻找、创造一种新的表现形

式。”②回想我们此次改编外国经典名著的过程，就是抓

住了这两个元素。首先，初衷是什么?就是因为从内容

上看到了莎士比亚剧本中处处闪烁着人性的亮点，像

一颗耀眼的宝石，折射出人性中复杂的光彩，激荡人们

内心最深处的灵魂，这强大的文本内容让我们激动、让

我们兴奋，也燃起了我们改编创作的激情。另一方面，

我们感到完全可以用表现形式丰富的戏曲把莎士比亚

剧本中的故事鲜活地搬上舞台，这样的移植和嫁接就

是对中国的戏曲艺术进行了形式上的开拓，为京剧表

现外国题材拓展和创造了新的样式。

一、对剧本结构线索的梳理与改造

莎士比亚喜剧的特点是：剧本往往除了一个主要

情节外．另外还有一两个甚至更多的故事情节线索。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一剧就有三条平行的线索：一是

没落骑士福斯塔夫的一系列贪财贪色的愚蠢行为，二

是围绕培琪女儿安的婚事所引出的范顿、卡厄斯、爱文

斯、桂嫂等人物之间一系列的纠葛。对于所表现内容的

容量，话剧和戏曲有很大的差别，这是由于戏曲的歌舞

需要占用较多的舞台时间，而话剧可以在较短时间内

集中大段的、多人的对白。如果将莎翁的剧本改编为京

剧。这种大段对白的结构就成为了最大的障碍。同时，

过多的上场人物、复杂的人物关系都会影响全剧的展

现。因此，戏曲化的改编首先要在内容方面“立主脑，减

头绪”(清·李渔《闲情偶寄》)，提炼全剧最突出的福斯

塔夫和福德大娘、培琪大娘关系的主线，以确保福斯塔

夫的人物形象鲜明丰满，其余与之无关或是关系不大

的线索则可一一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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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戏曲化的改编中，培琪女

儿的线索就被彻底删去，为了使全剧贯穿。爱文斯和卡

厄斯这两个人物保留。但是他们只出现在跟福斯塔夫

有关的情节中。围绕福斯塔夫这条主线。延展出了两条

平行的人物关系线：一是两个娘JL'ffl捉弄福斯塔夫。二

是爱吃醋的福德大爷乔装改扮，结识福斯塔夫并让他

试探自己的妻子。两条人物关系线交织在一起，场次叠

加，人物关系之间的碰撞跃然纸上，给每场的人物冲突

以充分的表现空间，整体节奏紧凑，就像是一条由两股

珍珠拧在一起的项链，颗颗饱满而又错落有致，使两个

多小时的戏看起来高潮迭起又全无冗长之感。

二、名著人物的戏曲化塑造

何谓戏曲化?“戏曲化就是指在进行创作时，按照

戏曲艺术的基本规律把生活提炼成为艺术，而不是简

单地套用原有的程式(当然也不排除改造运用某些程

式)。”‘r呵见，刻板因循的程式并不是戏曲创作的规律，
程式是把生活提炼为艺术的结果。不断遵循把生活提

炼为艺术的过程。才是抓住了戏曲创作的规律。戏曲艺

术是以歌舞演故事，综合各种表演手段的舞台艺术。戏

曲的歌舞也就是对生活的夸张放大，使之鲜明，从而成

为程式。同时，戏曲要用某种节奏方式把各种表现手段

(唱念做打)统一起来，且彼此和谐。只有如此打碎了、

解构了、融合了，莎翁笔下《温莎的风流fzl曼JL'fi'-D)中的人

物形象才能不落痕迹、浑然天成地出落在京剧舞台上。

莎士比亚一生共创作了13部喜剧，《温莎的风流女lilJD

们》中的福斯塔夫被称为莎士比亚戏剧中最著名的喜

剧人物之一。面对这么一个赢得几个世纪的观众和读

者的经典人物，对其定位一定要准确，因为他绝不仅仅

是个五毒俱全的破落骑士这么简单。“福斯塔夫之所以

是福斯塔夫，恰恰在于他内心深处是清楚地意识到自

己压根儿算不上什么骑士。他的一切言行构成了对骑

士精神的绝妙嘲讽。”‘呗有抓住了人物深层的喜剧精
神，才能准确把握人物心理。“喜剧精神具有无情的否

定自我精神的特点。喜剧精神对人类生活中存在着的

一切丑的无价值的东西绝不回避，绝不因某种社会关

系或是某个集团的利欲而护短、忌讳。”‘准福斯塔夫身
上处处都是矛盾的综合：无比狡黠却又愚蠢到极点。他

爱耍小聪明却屡屡被人耍得晕头转向。如果换作别人

被识破伎俩一定会感到无地自容。但是福斯塔夫绝对

不会。他会以一种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无比优越感和自

信心来保持心理平衡，他很善于对自己进行“一切良

好”的心理暗示。我想这才是福斯塔夫所具有的喜剧精

神。

在弄清了福斯塔夫的喜剧精神后。我们又该怎样

用戏曲的方式塑造他呢?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福斯塔

夫究竟属于什么行当?他的行当划分界限如何界定?这

些难题迎面而来。在传统戏曲中，净角最能体现男性粗

犷阳刚的气质，丑角则多表现诙谐、尴尬、自以为是的

小人物。乍眼一看，福斯塔夫是个高大肥胖的骑士，捕

捉其外形特点，他应该是大花脸。但仔细分析剧本，福

斯塔夫内心同外表的矛盾所产生的喜剧效果是很强烈

的，那么在戏曲行当中，就应该运用丑角来展现其喜剧

性的内核。由此，一个大胆的设想就产生了：福斯塔夫

的行当不是传统意义上单一的行当，而是具有架子花

脸的外形、丑角人物的心理，也就是净、丑二角兼而有

之的复合型行当。实际排练过程中，在掌握净角和丑角

的比例上，不能过于偏重丑角，偏重丑角的表演就会偏

离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福斯塔夫不是一个跳梁小丑，

即便是用丑角的手法，那也是“大丑”。净角本身是一个

极具张力的行当，福斯塔夫应该按照净角的基本程式

规律来塑造，越是按照大花脸的方式演，取得的喜剧效

果就越强烈，丑角的本质就越是暴露无遗。对于戏曲行

当而言，这也是一次大胆的突破。个人认为戏曲未来的

趋势，将会以戏为本，内容决定行当，且会打破单一的

行当制度。再走向新的综合。京剧版的福斯塔夫是一个

实验性的人物角色，他极其自然地打破了大花脸同小

花脸之间的鸿沟，重新建构了属于“这一个福斯塔夫”

的崭新行当。

三、舞台样式与道具运用

戏剧的最大魅力何在?就在于无穷的想象力。创作

的过程正是将无穷的想象力凝结、整合最终落实成为

可行的过程。在讨论舞台美术设计的时候，创作者起初

想到：人物造型应该具有强烈的现代感，类似扑克牌人

物的造型感，舞台上也是以景片为主，具有一种戏谑的

味道。又想到舞台美术要全都是线条，舞台上要有一架

富含线条感的秋千，人物的胡子应该是像达利的作品

那样向上翘着⋯⋯很多意向模模糊糊地在脑海中翻

滚，起初也是懵懵懂懂，正如徐晓钟所说的，“形象的种

子”一旦确立，就会生发出一个完整的舞台样式：我们

的舞台美术处理原则就以景片为主。舞台上真的做了

一架具有线条感的铁艺秋千，人物造型也具有扑克牌

人物形象的味道，这些原本虚无缥缈的想象一一被捕

捉并展现在舞台上，舞台的样式感也就拿捏住了。

读大学的时候．记得班里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

“戏不够，道具凑。”意思就是说，如果排演中表演各方

面不到位。就在舞台上多搞点道具，没事找点事。如果

表演不过关，单纯多搞点花哨的道具来凑数，无疑是本

末倒置。但是在我排练京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过

程中。倒是这么一句在当时听来的反话，却给了我无限

的启发。舞台上戏剧的发展过程是有起、承、转、合的，

每每到了起承转合的关节点．应该怎样处理、用什么样

的手段处理，就成为戏曲导演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而

“道具”则不失为一种巧妙的处理方式。戏曲讲究“歌舞

性”。所有的道具都应该具有“可舞性”，如传统戏曲中

的马鞭、船桨、令旗等都是戏曲展现舞台手段的极佳道

具。那么京剧《温莎的风流fz6lJL'fi'-j))中的道具也应该具

有“可舞性”，因此我们为福德太太、培琪太太设计了羽

毛扇子、红色大披肩，为福斯塔夫设计了拐杖等相应的

道具，将其与戏曲的肢体动作结合在一起。并设计了强

化人物个性的舞蹈，大大丰富了舞台的活力。如第五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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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塔夫二次前来赴约时急于跟福德太太亲热，而福

德太太不落痕迹地同他周旋，这时候她身上披的这件

红色大披肩就成为他们之间斗智斗勇的重要道具。两

个人你一推我一搡，这一拉一扯既体现出福斯塔夫好

色的本性。又能表现出福德太太的聪明机智。一条披肩

就成为两个人物的联结纽带，凸显了喜剧性，取得了良

好的舞台效果。

此外，剧中的经典片段就是福斯塔夫两次被愚弄，

被藏在篓子里抬了出去，而京剧该如何展现这一场景

呢?首先要确定京剧《温莎》中的篓子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查阅了话剧《温莎》的影视资料，发现他们设计的

是长方形篓子。而考虑到京剧福斯塔夫的扮演者孙建

弘体型上的实际情况，以及在舞台上喜剧性的总体样

式感，大家决定采用圆球形篓子，因为圆球形跟福斯塔

夫圆咕隆咚肥硕的身材有一种内在意象上的高度统

一，且戏曲美学本身也追求-It圆，于是篓子的形状就

此确定了。接下来舞台展现的问题又迎面而来：怎么在

众目睽睽的舞台上把福斯塔夫运走?这个搬运过程的

技术性问题很难解决，而戏曲的假定性特点再次给我

们带来启发：我们把篓子设计成两头空，没有底也没有

盖，上面用小毯子盖上，两个仆人抬着篓子，篓子里的

演员随着仆人的调度而走，福斯塔夫的两只脚就活生

生地露在外面，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前后左右地移动。这

么一个大块头的骑士竟然如此猥琐，滑稽之感油然而

生，每到这个时候，场下总会发出会意的笑声，因为观

众心领神会地认可了戏曲的假定性。而道具的巧妙运

用也放大了喜剧性。

四、形体语言的处理原则

“由于戏曲是以歌舞演绎故事的艺术形式。这里的

歌舞是表现内容、塑造人物的手段，所以从本质上说，

这里的歌和舞并不能脱离内容而真正独立，而必须接

受内容的制约和限制。它只有在与内容和谐统一的情

况下才最具有审美价值。”⑥《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剧中

人物的形体动作也要遵循这个原则。虽然已经确定了

福斯塔夫的行当定位。但他的形体动作绝不能是张飞、

窦尔敦的程式动作。也不能是蒋干、崇公道的肢体语

言。而是在戏曲节奏规定下的具有福斯塔夫性格特点

的肢体语言。

对于戏曲导演而言，动手能力是最为关键的。由于

戏曲具有歌舞性、综合性的艺术特征。对于戏曲中的舞

蹈，就需要戏曲导演会编排、懂创作。尤其是对于一出

外国戏。该剧许多唱段是新的。相应的舞蹈形体动作也

必须是崭新的，只能自己创造。这个过程是艰苦的，但

也是最锻炼人的。举例来说，在编排福德太太和培琪太

太戏弄完福斯塔夫后的一段欢快的三拍子唱腔舞蹈

中，如果按照舞蹈编排规律，那就需要数好拍子，按照

拍子编排舞蹈动作，可结果编出来的舞蹈却怎么也配

不上唱腔，且感觉舞蹈动作同唱腔严重脱节，不是一个

劲儿。因为戏曲唱腔是有内容的(唱词)，作曲也是根据

唱词内容进行编写创作的。唱词有长短句。唱腔也有行

腔，如果单纯数拍子编动作的话。往往动作跟唱词内

容、唱腔旋律无法吻合，因此舞蹈动作一定要根据唱词

内容和唱腔的节奏、旋律进行编排。戏曲的舞蹈一定是

具有戏曲神韵的舞蹈，正如要求戏曲演员在舞台上要

有“精、气、神”一样，戏曲的“舞蹈”也要同戏曲的唱腔、

念白相协调，所以编舞的人员一定要先熟悉唱腔、念

白，只有在掌握戏曲的节奏、旋律以及神韵后才能编创

出属于戏曲的肢体语汇。

结语

莎士比亚《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插上了戏曲的翅

膀，飞进了中国的舞台，带给观众全新的感觉，让我们

再一次认识了莎士比亚，再一次感受了戏曲的力量，在

玫瑰盛开的春风里，开出不一样的花，结出不一样的

果，但却一样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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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

版。

②⑥孟繁树：《戏曲应该是内容与形式统一和谐的艺
术》，《剧艺百家》，1986年第4期。

馒)郭汉城：《我以为须要“正名”》，《文艺研究》，1985年

第4期。

(多李伟民：《中西文化语境里的莎士比亚》，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2009年版。

⑤佴荣本：《文艺美学范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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