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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全球化语境下
“跨文化戏曲’’的实践之路
Looking fOr the Practice Path of

Cross．cultural Drama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以实验京剧《王者·俄狄》为例

口张婷婷

自西洋戏剧被介绍引进入中

国，中国的戏曲该如何改革，让古

老的艺术焕发出时代的生机，成为

一个世纪以来戏剧家思考的重要命

题。以中国传统戏曲形式演绎西方

戏剧剧目，用戏曲特有的表演符号

体系传播西方的戏剧文化，使外国

名著“戏曲化”进行跨文化戏剧实

践，便是中国戏剧家寻找中国戏曲

出路的一种有益尝试。浙江京剧团

与上海戏剧学院联合创作的小剧场

实验京剧《王者·俄狄》，为近年

来跨文化戏曲创作的典型代表，该

剧将根植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东西

方戏剧搬到同一舞台猛烈碰撞与融

合，兼采中西表演艺术的意象元素，

以戏曲特有的符号体系表现异域文

化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

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洛斯的

《俄狄浦斯王》曾被亚里士多德评

价为“十全十美的悲剧”，该剧以

洗练的倒叙式“回溯”方式，讲述

了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必然性

命运，环环相扣地解开罪恶发生的

过程，展现了人的自由意志在不可

抗拒命运笼罩下的挣扎，最终，人

归于毁灭的过程。人的存在是有限

的，当人试图打破自身的有限性挑

战命运，毁灭注定会站在终点冷漠

地凝视着人无能为力地一步一步迈

向它，这就是古希腊命运悲剧的表

达。但是，古希腊悲剧与中国戏曲

各自植根于自己的生活语境中，虽

然相似之处不少，但本质上仍分属

于不同的两类艺术门类，不仅外在

的表现形式具有较大差异，而且在

内在的精神内核、文化理念均存在

本质的不同。因此，古希腊的原著

的中国化改编中，两种文化因子的

顽强体现与碰撞可谓处处可见。这

种碰撞首先出现在“悲剧”与“悲

感”的处理上。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悲

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

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

‘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

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

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

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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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得到疏泄。州’悲剧要引发“恐惧”，

必须避免悲喜混杂现象，为保持悲

剧的庄严和严肃风格，基本上不允

许在悲剧中渗入喜剧因素，“抛弃

了简略的情节和滑稽的词句，经过

很久才获得庄严的风格”②，悲剧

不允许夹杂着喜剧的元素，否则就

是向观众低俗趣味的妥协，必然遭

到批评，例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

就是这类的例子：“拿滑稽跟悲剧

的崇高的恐怖混在一起的，也只有

《麦克白》中那场著名的戏。⋯⋯

这场戏是莎士比亚面对着那群特殊

观众的一种让步，这些观众今天是

达官贵人，明天是喜欢穷开玩笑和

畅怀大笑的粗野的水手。”④与此相

较，中国戏曲始终是伴随着日常“娱

乐”而存在的，“娱人”是戏曲肩

负的最高使命，“不插科，不打问

(诨)，不为之传奇”㈤，“中间惟有

笑偏饶。教看众乐酶酶”⑨，插科

打诨，嬉笑打闹，或宣泄放纵，轻

浮粗俗，诸如此类的感性抒发形式，

无不具有“娱乐化”的特点，因此

中国戏曲很少有类似于西方严肃悲

剧，它的“悲”是一种“悲苦”的

情调，往往以“悲喜相错”的情节

布局展现悲喜交集和苦乐相错，以

达到“忻喜之馀忽生悲痛，乃见真

情”@的效果。作为制造幽默效果

的丑角，在戏曲中的作用非常重

要，往往在情节过于沉重时，便会

出来插科打诨，调节气氛，照戏曲

脚色行当设置丑角，必然破坏严格

意义的“悲剧”，若按照西方“悲剧”

的定义，则须牺牲戏曲的生动与活

泼抛弃丑角。

严肃的悲剧与“悲苦”的戏剧

在跨文化的戏曲中如何调和?《王

者·俄狄》沿着“去神话化”的路

径进行了尝试，让叙事高度“中

国化”。“谜一样的遥远国度梯国”

的安排，模糊了东西方的地域差异，

“谜一样的传奇国君俄狄”的设置，

淡化了人物的国别，将古希腊原著

中至高无上的神隐去，安排三位自

称疯子的丑角一一神算子、神珠子、

神灵子，作为算命神，他们身穿八

卦衣，手执拂尘，巫师般神秘地跳

着、唱着，戏谑着，并通过隐喻性

的台词，反复强调“惩罚一人，需

解开先前的血疑”的隐射，不断暗

示俄狄王“黄沙盖脸，死无全尸”

的命运，正如编剧孙惠柱所言：“我

是从中国文化中取材，把神示改为

算命，把克瑞翁这个‘国舅’塑造

成像曹操那样，企图挟天子以令天

下，而俄狄则成了一位充满理想主

义、为救国民不惜‘大义灭己’的

少年天子。”卫隐喻性氛围的烘托贯

穿全剧始终，丑角虽然以戏谑式的

方式表演，但却极具感染力地告诉

观众，客观世界中命运的必然与剥

开这种必然的潜在性。俄狄王面临

艰难的选择，这种选择是非此即彼

的，不可调和的，拯救遭受瘟疫的

国家，则须揭开自己的命运，揭开

自己的命运必然遭到彻底的毁灭，

拯救苍生的信念支持着俄狄王层层

撕开不可逆转命运的真相，同时也

剥茧抽丝般地抽搐着观众的心。俄

狄王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担当起拯救

民族苦难的选择，具有超越时间与

空间的普世性精神，这种戏剧艺术

力量的传达，即便是当下社会也具

极大的感染力：如此彻底的社会灾

难，如此压榨灵魂到极限的命运魔

咒，如此挣扎撕裂的内心，如此不

可调和与对抗的冲突，以一种极端

的力量展现人性与命运博弈的张

力，无不残酷地敲击着观众。普世

性的精神力量，使戏剧艺术立刻“鲜

活”起来，丑角谐谑的隐喻，非但

没有削弱悲剧氛围的营造，反而调

动起观众的精神和情绪，使得人在

剧场中超越了文化的差异，关注到

人性本质力量，从而在精神层面上

引起最奥秘的质变。借用勃来特列

的表述：“仅仅是不幸不能引起我

们悲剧性的怜悯和畏惧，悲剧性的

怜悯和畏惧是在冲突的目睹中和随

之而来的痛苦中获得的，它们不仅

诉之于我们的感觉和自卫的本能，

并且深深感动我们的心灵和精神。

真正悲剧性的冲突诉之于我们的精

神，因为这是精神的冲突，有权力

控制人们精神的力量和人们之间的

冲突。这些力量就是人类的本质，

尤其是人的伦理天性。家庭与国家

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与姐

妹之间，丈夫与妻子之间，公民与

统治者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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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与感情的冲突，还有，在恋爱与

荣誉，伟大目的、远大理想如宗教、

科学、或公众福利等等之间的冲

突——这些力量才在悲剧性的情节

(动作)里表现出来。并且，这些

力量是有权力要人类俯首帖耳的，

这样的冲突在悲剧里表现出来，才

是深刻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的

最本质的精神表达，超越了东西方

文化的界限，打碎了艺术形式隔离，

戏曲的表达只是一种形式，人性精

神的超越性本质，才是人类戏剧共

同探索的。

西方戏剧情节整一的规范与

中国戏曲抒情化的表现，同样是改

编者需要调和的元素。古希腊悲剧

的展开，按照“形式逻辑”的路

径，注重情节的发生、发展、结

局的“完整”与“一致”，“戏剧不

像史诗那样描述整个世界的情况”，

而“只突出它的基本内容所产生的

单纯冲突”⑨，故事的叙述按照戏

剧冲突的逻辑关系环环相生，处处

相扣。中国的戏曲美学价值，更多

地在于“以歌舞演故事”的抒情表

达，“唱、念、做、打”除了推动

故事的叙事之外，更能将隐性的内

心感受显性地传递给观众，同时还

带有一份形式上的观赏愉悦与审美

趣味，因此戏曲擅长于抒情化的演

绎。《王者·俄狄》糅合两种戏剧

形式时，尽量简化故事的曲折呈现，

精简人物关系，剔除多余的情节，

所有的事件集中于俄狄王对真相的

追问上，聚焦在一步步发现命运的

情节推进的过程中，细腻刻画了人

物内心变化，以戏曲擅长的唱念做

打，强化心灵起伏转折的挣扎与撕

裂，“就故事情节而言，《王者·俄

狄》的改编与原著并无多大出入，

说的都是一个理想化的英雄毁灭的

历程。但是，巧妙地运作时空流程，

细腻地呈现主要人物的思想情感，

夸张地营造气势和气氛，彰显出东

西方戏剧在戏剧美学风格上的差异

和不同。这是《王者·俄狄》在此

次国际戏剧节中深深吸引国外观众

的亮点。”㈣舞台背景虽然打破了一

桌二椅的形式，但仍以“空”的传

统写意化方式设置，在“空的空间”

里，无论“神巫舞”烘托的神秘氛围，

“奔马舞”传递的急切心情，“刺目

舞”营造的凄美悲情，高难度的甩

发、急速的蹉步、跪步、颠步、超

长的水袖耍舞、快捷迅猛的开打腾

翻、载歌载舞的咏叹唱念，无不将

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形式，运

用得淋漓尽致。尤其在最后一幕，

命运的真相被揭开，俄狄王面临着

“黄沙盖脸，死无全尸”结局，他

以刺瞎双目苟且活着的方式进行自

我惩罚与流放，此时，语言的表达

已经无力了，舞台上俄狄王猛然从

银白的龙袍宽袖中甩出3米长幅的

水袖，以写意化的方式传递刺目震

撼而悲壮的场景，血红的水袖极具

象征意味，如同两道穿心刺目的刀

剑，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

方式，将内在性的情感与超越性哲

理凭借身段的舞动诠释出来，古希

腊悲剧的生命力透过传统京剧的

形式，竟然风凰涅巢般地重新绽放。

人类的语言是有限的，而意义是无

限的，用有限的语言表达无限的意

义，是一种悖论，某种程度上，思

想一旦变成文字，便失去了与声音、

与对话语境的活生生的联系，正如

黑格尔体系认为的那样：“内在的

思想被外化为语言时必然会异化；

思想外化为语言，作为一种‘外在

的表达’，所遮蔽的东西如所开敞

的东西一样多，而且永远不可能把

内在的思想表达得恰到好处。”叫

身段动作的诠释，丰满了语言表达

的干枯，延展了语言之外的意义，

表达了“不可言说的言说”，戏曲

以特有的艺术形式打破了语言的

局限，将古希腊悲剧潜藏的精神与

价值表现出来，延展了艺术表达的

疆界，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打碎语言以接触生活，这便是创

造或再创造戏剧”@。从国际戏剧

协会塞浦路斯中心主席克里斯塔

斯基·乔治乌观感中，我们可以窥

见跨文化实验戏剧的震撼：“我们

常常在一些古希腊戏剧表演中只

看到技巧，看不到激情，或者只看

到激情，而看不到精彩的技巧。在

你们这些中国艺术家身上，我却看

到了精致的京剧表演和充满激情

的古希腊悲剧人物的心灵激荡共

存一体，太震撼了。”∞尽管俄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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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人”，按照传统戏曲写

意化的方式进行表达，但舞台上种

种富有意味的文化碰撞与交融转

换，却将古希腊悲剧蕴含的本属于

西方古人的命运、哲思、伦理、情

感演绎出来，而西方古人的命运、

哲思、伦理、情感又通过京剧的艺

术形式与当代中国人的心灵体验

发生共振，显示出强大的震撼力与

生命力，艺术和审美的普遍价值是

超越时间与空间的。

自西方戏剧被介绍引进入中

国，为中国戏剧事业的发展提供了

丰富的营养，但两种不同文化的碰

撞与融合，也贯穿了整个中国当代

戏剧发展进程。对于西方戏剧，应

深入其文化的精神，对其文体形

式、语言介质、艺术思维、审美趣

味、美学原则、本体内涵等深入理

解，才能真正从艺术内在的本体出

发，将中西戏剧的文化精髓会通融

合，从而促进本土戏剧的健康发展，

建立既适应时代潮流又符合中国传

统审美习惯的民族戏剧。否则，就

会破坏东西方戏剧的符号系统，造

出“似驴非驴，似马非马”的戏剧，

这样失败的跨文化戏剧实践的例子

也大量存在，例如法国戏剧家谢克

纳导演的京剧《奥瑞斯提亚》就是

这样的典型例子：“这部剧作带有

‘环境戏剧’的鲜明特征——让现场

的观众参与演出，台湾搞怪的电视

文化和夸张的选举文化、闽南方言、

日语、英语、京腔韵白应有尽有，

剧中人的装扮有的像欧洲人，有的

像日本人，有的像中国台湾当代电

视节目主持人，有的则像怪物。这

部剧作确实有‘跨文化’的鲜明特色，

但它‘跨’过了‘界’——既不顾

改编对象古希腊悲剧名著《奥瑞斯

提亚》三部曲内容和审美特征的规

定性，也不顾京剧剧种的基本规范，

结果是：它既不像古希腊悲剧，更

不像京剧，它只不过是谢克纳‘环

境戏剧7的一次游戏式的实践，是

对京剧和古希腊悲剧轻率而不负责

任的戏弄，因此，它遭到抵制与抗

议是理所当然的。”@跨文化戏曲的

实验，并不是简单地将两者异质文

化进行拼凑，必须深入中国固有文

化和传统艺术的客观实际，伴随着

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痛苦与挣扎，但

无论过程有多么痛苦，其结果却是

富有积极意义的，同样，京剧《王

者·俄狄》的改编的成功也伴随着

文化的吸引与抗拒，融合与搏斗，

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与总结，也为

戏曲在当下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富

有生机的道路。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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