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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样本案例

京剧攻破莎±比亚
春节前后，在国家劲吹“传统文化振兴”和
“中国文化走出去”号角之际，让我们回顾

一下新编京剧《王子复仇记》的海外演出历
程，探寻一下它征服海外观众的秘笈。
文l杜■

，，

201 1年爱丁堡艺术节。组委会为氍王子复仇记》剧组组织的宣传路演活动。

由
上海京剧院创作的新编京剧《王子复仇记》走

过了海外演出的12年。这部以中国国粹京剧演

绎莎士比亚经典悲剧《哈姆雷特))的戏剧作

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面貌赢得了海外观众的广泛赞誉，

不但成为了中国文化交流的一张名片，也为京剧走入国

际演出市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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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塞i煎。鎏星鱼壁堂二全!!墨2堕!!!!垫

唯一可阻击“法国特朗普”勒鹿上台的
总统候选人菲永出现重太失利。原因是

菲永的经济丑闻。丑闻到{+么程度呢7

垦堑蔓，塑望笪曼塑匠基堡堡 !圣Q

美国对伊朗的态度叉育变化的苗头，伊

朗这个国家反抗外来威胁的动员能力如
何?由巴靳基组织可见一斑。

发短信是否有掼实际交往?P32

电话发明时曾引起人们的疑惑．怕影响

人们的正常交往。现在．发短信也引起
同样的问题。

缘起：与“童话王国”

的艺术外交

在“童话王国”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东北

部的爱森诺市，坐落着

一座欧洲文艺复兴时

期的重要古堡——克伦

堡。它是丹麦人心中的

民族象征之一，丹麦俗

语中“驶向克伦堡”即

是“返回丹麦祖国”的

意思。这座有着“皇冠

之宫”美称的古堡，曾

作为军事城堡，在丹麦

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战略

地位。而克伦堡之所以

闻名世界，更因为它是

莎士比亚名作《哈姆雷

特》故事的发生地，故

而又被人们称为“哈姆

雷特城堡”。

1 6世纪末1 7世

纪初，英国剧作家威

廉·莎士比亚取材于丹

麦民间传说，以克伦堡

为背景，创作了极负盛

名的戏剧作品《哈姆雷

特》。莎士比亚以深刻

的人文思想，高超的艺

巨造了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悲剧形象，演绎了一

由人心的人间悲剧。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

旨特”。复仇王子哈姆雷特作为一个戏剧形象，

奇莎翁名作的不断传播、搬演而家喻户晓。克伦

《哈姆雷特》故事的原生地，’也被联合国教科文

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蜚声世界的名胜之地。

≠夏天，克伦堡所在的爱森诺市都会举办名为

旨特之夏”的艺术节，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出

E故事原型——忧郁悲情的丹麦王子生活过的克

目，以丰富多样的戏剧形式演绎《哈姆雷特》这

一经典之作。克伦堡的“哈姆雷特之夏”艺术节，以其

独特的艺术氛围和优良的艺术品质，吸弓l着世界各地的

游人和戏剧爱好者慕名而来。

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丹麦是继瑞典之后第二个

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1950年1月9日，丹麦承认新中

国。同年5月11日，两国正式建交。2004年，丹麦首相

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访华，时任中国驻丹麦大使甄

建国先生以此为契机，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和丹麦深层次

的文化交流、民间友好往来，而萌生了以中国传统戏

剧——国粹京剧演绎Ⅸ哈姆雷特》，参加克伦堡的“哈

姆雷特之夏”艺术节的想法。

甄建国大使说： ⋯哈姆雷特之夏’，每年都有来
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团体登台演出，而从来没有中国的艺

术团体参与，这实在是个缺憾。”作为一位新中国培养

的资深外交官，热爱文艺的甄建国大使十分注重文化交

流的作用，擅长将文艺与外交结合。甄建国大使同时也

是一位京剧戏迷。看遍了老戏，对京剧行当、流派如数

家珍的他，决定以西方经典戏剧《哈姆雷特》为载体，

向丹麦主流社会展示中国最纯粹的京剧艺术。他的设想

很快得到了上海京剧院的支持和配合，名为《(王子复仇

记》的“京剧版《哈姆雷特》”于同年投入创作。京剧

《王子复仇记》此后十余年间作为中国文化名片的世界

艺术之行亦由此缘起。

创作：西方经典与中国艺术的结合

中国的京剧秉承了自唐以来的戏剧文化脉络，于清

中晚期融合了徽调、汉调、秦腔，吸收借鉴了昆曲、京

腔等戏曲剧种而成形的戏剧表演艺术。京剧在交融、革

新、传承、锤炼中生根发芽、开枝散叶，于晚清、民国

时期达到鼎盛。一时流派纷呈、名角辈出，逐渐形成了

经典的表演程式，呈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平，被誉为“国

粹”。

自民国时代起，京剧开始走出国门，成为中华文化

的名片。其中影响较大、广为人知的是梅兰芳于二十世

纪上半叶的出访演出。梅兰芳于1919、1924年赴日本演

出，于1930年赴美国巡演，又于1935年到访苏联演出，

在当时引起了相当的轰动。梅兰芳出访演出的剧目既有

《打渔杀家》《虹霓关》等京剧老戏、 《思凡》《刺

虎))等昆曲折子戏，也有《贵妃醉酒》《宇宙锋》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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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加工的传统戏，以及《天女散花》《霸王别姬》等

古装歌舞戏新作。因为，对不熟悉中国文化和京剧表演

的海外观众而言，歌舞戏的形式更易于接受。这样的剧

目安排在当时亦展现了京剧创新的成果。

可见，由于观众群体和演出环境的变化，京剧的海

外演出自一开始便与调适、创新相伴。然而这些剧目无

一例外是在表演中国故事，海外观众大多对它的故事内

容并不熟悉。

“京剧((王子复仇记》是源于一次文化外交活动的

‘命题创作⋯，甄建国大使说， “以中国京剧的艺术

形式演绎西方经典戏剧的内容是其天然要求，也是摆在

创作团队面前的挑战。”

2004年，时任上海京剧院院长、国家一级导演孙重

亮当机立断地接受了建议，并派出了由时任副院长、现

任院长单跃进带队，编剧、舞美、翻译组成的精干考察

团赴丹麦爱森诺市克伦堡进行实地考察。回国后，历经

一年时间的紧张创作，2005年应丹麦爱森诺市政府和第

24

24届“哈姆雷特：

创作的“京剧版

式赴丹麦演出，一

京剧《王子

长单跃进介绍道：

艺术手法，以莎：

体，向西方观众j

归京剧艺术本质．

严肃对话的态度i

全剧音乐以：

吹腔、高拨子、f

重唱相结合。乐；

任何西方交响乐：

原味。

剧本以王子

前，理想幻灭的

情、爱情的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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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团队是本着回归京剧艺术本质．坚持踏实作戏、不炫技、不猎
奇，以严肃对话的态度进行艺术创作的。”

左：第六场．雍子丹(主子)演唱那段著名的“生存还是毁灭”。

右：剧末雍子丹与般缩(奥菲莉亚)的哥哥对打

队根据莎翁原著的人物身份、戏剧色彩，结合京剧行当

的特有属性以及演员所宗流派的唱腔特点，将《哈姆雷

特》中的人物角色匹配以不同的京剧行当、流派。

在改编后的京剧剧本中，故事发生在“赤城国”，

复仇王子哈姆雷特化身太子“雍子丹”，由不戴髯口的

文武老生扮演，同时结合武小生的表演；被谋害而死的

老国王“雍伯”由正净扮演；弑兄篡位的克劳迪斯化身

“雍叔”，由副净扮演；哈姆雷特的母亲乔特鲁德化身

“姜戎”，由梅派青衣扮演；哈姆雷特的情人奥菲莉亚

化身“殷缡”，由程派青衣扮演，并部分融入花旦的表

演；奥菲莉亚之父、大臣波洛涅斯化身“殷甫”，由文

丑扮演；波洛涅斯之子雷欧提斯化身“殷泽”，由武净

扮演。

剧中人物的名字与中国古代典籍《春秋左传》中的

人名面貌相似，同时暗示了人物的身份和关系。剧中行

当颇为齐全，在角色的行当、流派的安排上颇见匠心。

复仇王子雍子丹的行当设计既符合人物的年龄特征，又

便于丰富身段表演。同时，将复仇王子雍子丹设计为老

生角色，也是考虑到京剧老生的嗓音较之小生，更易于

为不熟悉京剧的海外观众接受。又如以梅派青衣表现皇

后乔特鲁德的雍容华贵，以程派青衣表现奥菲莉亚的悲

剧色彩；以走矮子功、画三花脸的文丑演绎虚伪的权臣

波洛涅斯等，无不体现了京剧行当角色对人物形象的塑

造力。

全剧所有角色的扮相均以京剧容妆、衣箱进行设

计。在舞台布置上，则采用简单的一桌二椅式布景，既

符合京剧舞台抽象、写意的特点，也便于适应远途旅行

和海外演出多变的舞台条件。以形式美丰富的京剧艺术

表现现实主义题材的戏剧，可以以形式化的表演，表达

深刻的思想内容、充实舞台表演内容。

单跃进院长特别提到了“哈姆雷特装疯”和“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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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戏”两个情节。在哈姆雷特装疯的情节中，雍子丹以

韵白表达其内心真实的理性思维，而以京白演绎佯装作

态的疯言疯语。这便是利用京剧念白不同的表演形式，

深化表达了哈姆雷特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装疯这一戏剧

冲突。又如在“戏中戏”情节中，借助雍子丹请来的戏

班，向海外观众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京剧行当和经典扮

相，这样的形式表演舒缓了悲剧主基调带来的压抑情

绪，对整部戏的节奏起到了调节作用。

京剧《王子复仇记》的创作充分运用了京剧的艺术

手法，对莎土比亚的经典悲剧《哈姆雷特》进行了别具

韵味的演绎，体现出京剧戏剧语言的强大表现力和承载

力。同时，在重要情节和戏剧冲突上忠实于莎翁原著，

吸引并打动了外国观众的心灵，在来自世界各国演绎

《哈姆雷特》的各类演出中，展现了独特的中国魅力。

反响：海外观众的京剧启蒙课

2005年，在中国驻丹麦大使馆的积极协助下，京

剧《王子复仇记》在丹麦克伦堡第24届“哈姆雷特之夏

艺术节”上的海外首演取得了巨大成功。四场演出戏票

售罄，连观看彩排也一票难求。观众热情高涨、反响热

烈，演出结束后的掌声经久不息。时任丹麦大使甄建国

回忆： “京剧《王子复仇记》首演登上了当地主流媒体

的头条，两周内100余条相关报道，在丹麦主流社会引

26

该剧策划，中国前驻丹麦大使甄建国(左)

与出品人．上海京剧院院长单跃进{右)。

起了广泛反响。中国京剧演绎

的《王子复仇记》，征服了熟

悉、热爱《哈姆雷特》故事的

丹麦观众，似一股文化旋风，

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十余年间，京剧《王子

复仇记》的演出足迹遍及丹

麦、荷兰、德国、西班牙、法

国、英国、墨西哥、智利、厄

瓜多尔、哥伦比亚、加拿大、

美国，曾载誉极负盛名的爱

丁堡戏剧节，获得“天使先驱

奖”，也曾走人美国大学的课堂。

单跃进院长介绍道： “每次海外演出前都会安排细

致的‘演出导读’，与舞台演出相结合，京剧《王子复

仇记》成为了许多海外观众欣赏中国戏剧、了解中国文

化的直观途径。”

京剧《王子复仇记》以海外观众熟悉的((哈姆雷

特》故事为内容，将不熟悉京剧的观众吸引到舞台前，

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打动观众，使他们对京剧和中国文化

产生兴趣，实现了有效的文化交流。这样一部小成本制

作、演职人员精简的仓U作，符合国际演出的市场规律，

是京剧走出国门，参与海外演出市场的一次有益尝试。

随着国内文艺演出市场的日益繁荣，丰富多样的

世界艺术济济一堂，为观众提供了高品质的艺术享受和

更多元化的选择。作为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京剧艺术

在国内也需要不断吸弓1新的戏迷。在海外演出大获成功

之后，京剧《王子复仇记》如何得到国内新老戏迷的肯

定，成为摆在创作团队面前的新挑战。观众群体的扩大

为京剧《王子复仇记》提出了更高的艺术要求，如何使

演绎异域内容的新编戏，京剧味道更醇厚、地道，还需

要在演出过程中不断锤炼、打磨。

人类的感情是共通的，高水平的艺术不分国界。京

剧《王子复仇记》是中西经典文化艺术交流的一个美好

侧影。愿经典的文学作品和精致的艺术创作，打动更多

海内外观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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