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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契诃夫是 19世纪末期俄罗斯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与莫泊桑、欧

亨利并称为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他的作品如 《变色龙》 《套中人》

等深受中国读者的喜欢，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其内容所反映

的社会问题之广，堪称 “俄罗斯 19 世纪的百科全书”。而在世界戏

剧史上，契诃夫被称为现代戏剧革新家，他的戏剧作品是继莎士比

亚、莫里哀、易卜生等艺术大师戏剧创作的又一座里程碑。

从 20世纪初契诃夫的戏剧进入中国，其作品中深刻的思想内

涵、精湛的艺术手法、简洁的语言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尤其是多幕剧《伊万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

桃园》更是被多次翻译、出版。

《海鸥》是契诃夫于 1895 年秋创作完成的四幕剧，1896 年发表

在《俄国思想》杂志第 12 期，1896 年 10 月在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

首演。《海鸥》最早是 1921 年由著名翻译家、文学家郑振铎从英语

翻译成汉语，为 《海鸥》在中国的接受做出了重大贡献， 《海鸥》

也由此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截止到 2004年共有 7 位翻译家翻译了该

作品，数十次再版。这些中译本或多或少地带有时代色彩，削弱了

契诃夫戏剧作品的多面性，影响了中国读者对这部剧作艺术性和美

学价值的理解。鉴于此，我们对 《海鸥》进行了重译，旨在重新解

读这部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作品，再现契诃夫这位语言大师的语

言魅力和艺术手法，力求向读者展现多维、立体的契诃夫。 100



海 鸥

本书内容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契诃夫与＜海鸥＞》，扼要评述了契诃夫的生平及其

创作、《海鸥》的剧情及其在戏剧创作手法上的革新。

第二部分《＜海鸥＞在中国》，阐述了 《海鸥》在中国近一个世

纪的译介和演出情况; 详细地介绍 《海鸥》在中国接受的四个阶段

以及中国学者对不同时期的多种中译本的研究概况。

第三部分《＜海鸥＞新译》，对 《海鸥》进行了重译，对翻译中

的重点、难点进行了较详细的注释。

第四部分《＜海鸥＞述评》，结合译本分析 《海鸥》明线和暗线

的“水乳交融”的双线结构特点; 对比丽尼和汝龙的 《海鸥》中译

本，分析该剧作所体现的母子关系及其所展示的社会和人生问题，

揭示中俄两国文化的差异，深入挖掘了《海鸥》的思想内涵。

《俄罗斯经典戏剧译评丛书·海鸥》一书可以为俄语本科生、研

究生的翻译课程提供一定的借鉴，是将翻译理论、翻译技巧运用到

翻译实践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作者于 2015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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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契诃夫与 《海鸥》

一、契诃夫与 《海鸥》

( 一) 契诃夫简介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 1860－1904) 是 19世纪末期俄
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之一，世界著名小说家和戏剧家，

在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860年 1月 29日 ( 旧历 17日) 契诃夫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

甘罗格市，祖父是农奴，1841 年以 3500 卢布赎回了全家人的自
由。他的父亲开了一家杂货店，契诃夫从小在店里工作。契诃夫
1868年进入塔甘罗格古典中学，念预备班，1869 年升入一年级，
1879年中学毕业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大学毕业后开始
行医。契诃夫的文学创作开始于大学期间，1880 年 2 月 20 岁的
契诃夫在 《蜻蜓》杂志第一次发表了短篇小说: 《一封给有学问
的友邻的信》和 《在长篇、中篇小说等作品中最常见的是什么》。
1884年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 《梅尔波梅尼的故事》问世。1887

年和 1888年，契诃夫的小说集 《在昏暗中》《天真的话》和 《短
篇小说集》相继问世，契诃夫的声誉和地位得到提高，他逐渐意
识到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1887年秋天契诃夫的四幕正剧
《伊凡诺夫》创作完成，并于 12 月 1 日在莫斯科科尔席剧院首
演。1888年发表了著名的中篇小说 《草原》。凭着对艺术的执著、

对事业的责任、对俄罗斯大自然的热爱，契诃夫于 1890年 4月从
莫斯科启程去当时俄国的流放地库页岛考察，12 月回到莫斯科。
“库页岛之行加深了契诃夫对俄国专制制度的认识，他写出了短篇
小说《在流放中》 ( 1892) 和旅行札记 《库页岛》 ( 1893－1894) 。
《第六病室》 ( 1892) 是契诃夫在库页岛之行之后的一篇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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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曾深深打动列宁。”① 1896年契诃夫完成了以爱情和艺术为

主题的剧本 《海鸥》，从此开始了他的戏剧革新。此后契诃夫的

戏剧革新在 《万尼亚舅舅》 ( 1897) 、《三姊妹》 ( 1901) 和 《樱

桃园》 ( 1903) 中不断发展、完善并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戏

剧风格，奠定了他作为世界级戏剧大师的地位。1904 年 7 月 15

日契诃夫因病在德国病逝。

契诃夫的一生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和戏剧，塑造

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他的作品以生动的艺术形象真实地

反映出当时俄国的现实，描写了生活在黑暗、庸俗、专制之中那

些无能为力、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 小市民、官吏、工匠、苦役

犯、农民、教师、医生、作家、演员等。他的作品饱含着对小人

物悲悯的人文关怀和善意的批评，对旧的社会制度辛辣的讽刺和

无情抨击，对未来生活美好的憧憬和大胆的追求，受到世界各国

读者的喜爱。

契诃夫无论在小说还是戏剧创作方面都做了大胆的革新，给

世界文坛带来深远的影响。他创造了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

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体裁。通过对人物心理的描写，抒发对现实

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真实地展现社会的生活。列夫·托

尔斯泰称赞契诃夫创造了新形式，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艺术家。短

篇小说大师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曾说 “愿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

取契诃夫的一部短篇小说”。

契诃夫戏剧创作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契诃夫

认为，艺术家应该 “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他不追求

离奇曲折的情节，而是通过营造舞台的抒情氛围，运用丰富的潜

台词等艺术表现手法挖掘人物的内心，反映生活的真实面目，因

此他的剧作被称为 “新型戏剧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戏

200 ① 曹靖华． 俄国文学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63－364．



一、 契诃夫与 《海鸥》

剧界惊讶地发现，契诃夫是现代人的精神知音，他的戏剧穿越时

空，记录了人类永恒存在的困惑。著名戏剧史家鲁德尼茨基说:

“我们离开契诃夫创作的时代越远，契诃夫在世界戏剧发展中所

实现的变革意义就越显得明晰。”

不久前，世界各国著名作家评选出对世界最有影响的 10部作

品 ( 作家) 中契诃夫榜上有名，可见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对世界

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

因此，我们今天重新翻译和评述契诃夫经典戏剧，希望能对

这位天才作家有新的发现和认识。

( 二) 关于 《海鸥》

《海鸥》是契诃夫于 1895 年秋天创作完成的四幕喜剧，1896

年发表在 《俄国思想》杂志第 12 期。《海鸥》是 19 世纪末轰动

俄国戏剧界的名作，标志着契诃夫已成为一位成熟的戏剧家。

1895年在创作完成后，契诃夫在给苏沃林的信中说到: “剧

本已经完成，以高音开始，以低音结束，违背了戏剧艺术的所有

规则。写得像部小说。”的确，剧中契诃夫打破了俄国戏剧界的

陈规陋习，违反了欧洲戏剧的传统规则，改变了观众习惯的戏剧

写作风格。因此，1896年 10月 17日在彼得堡亚力山大剧场进行

的 《海鸥》首场演出惨遭失败。苏沃林在日记中回忆: “演出没

有成功。观众不感兴趣，不看戏，交头接耳，感到无聊。”契诃

夫当时心情沉重，他在日记中写到: “演出后我逃出了剧院，独

自在大街上徘徊到凌晨 2 点。”他沮丧地说: “这演出让我厌恶。

如果让我再活 700年，我也不为剧院写一部剧本。就这样。这个

方面我不会成功的。”接下来媒体的批评和观众的嘲笑令契诃夫非

常痛心、悲伤。《海鸥》这部剧作简单而深刻、平淡而有力、客

观而抒情，没有被契诃夫的同代人马上领悟，就连托尔斯泰也批

评说: “他写的一切很精彩，只是不深刻，是的，不深刻。” 《海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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鸥》演出的失败导致契诃夫染上了肺结核，后来英年早逝。

《海鸥》的诗意抒情是全新的，完全不符合传统戏剧规则。

苏联学家叶尔米洛夫评价 《海鸥》时说: “在契诃夫的剧本里存

在着两重结构———直接现实的和诗意概括的———以及其他一些重

要的特点。”①

契诃夫全新的戏剧艺术形式促进了俄罗斯剧院的改革，呼唤

出全新的戏剧演出体系。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领悟到契诃

夫的剧作需要遵照生活的规律，从生活的真实出发，在舞台上表

现真实的生活，他们领导莫斯科艺术剧院以全新的方式重新排演

《海鸥》并于 1898年 12月 17 日把它重新推上舞台，演出获得巨

大成功。高尔基盛赞 《海鸥》是 “一部异教徒的天才作品”，他

说: “《万尼亚舅舅》和 《海鸥》是新的艺术形式，在这里，现实

主义提高到了激动人心和深思熟虑的象征。”②我国著名戏剧导演、

翻译家焦菊隐认为，斯坦斯尼拉夫斯基导演的 《海鸥》取得成功

是因为他把握住了情调: “只有情调表现得有力，《海鸥》的内在

力量才唤得出来。”③ 《海鸥》令契诃夫与丹钦科、斯坦尼斯拉夫

斯基结下友谊，此后他的戏剧作品 《万尼亚舅舅》 《三姊妹》以

及 《樱桃园》均由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莫斯科艺术剧院变成了

“契诃夫剧院”，海鸥也成为剧院的象征。《海鸥》使斯坦尼斯拉

夫斯基和莫斯科艺术剧院名扬世界。

《海鸥》的剧情比较简单，契诃夫在给苏沃林的信中是这样

描述的: “我在写一个剧本，是部喜剧，剧中有三个女角色，六

个男角色，四幕，有湖景，关于文学的讨论很多，动作少，五普

特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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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乡村的美丽湖滨，少女妮娜幻想着舞台、荣誉、爱

情、幸福。在她的心目中，人生也像这片湖、这片蓝天一样美

丽、迷人，充满了幻觉和梦想。她和特里波列夫在热恋中。特里

波列夫热爱写作，追求艺术创新，他写了一部戏，让妮娜做主

角，在庄园里上演，请母亲和亲友们观看。新搭建的小舞坐落在

湖边，布景简单、独特，通过舞台可以看见美丽的湖景。特里波

列夫的母亲阿尔卡金娜是位名演员，她是和情人———著名作家特

里高林一起回到家乡度假。母亲看了儿子的戏之后，不屑一顾，

讽刺其为颓废派，儿子十分生气，演出中途结束。可是从此以

后，妮娜狂热地爱上了特里高林，随后到莫斯科去找他。而特里

高林却是一个轻浮的人，他玩厌了妮娜就抛弃了她。妮娜被弃后

经历了惨痛艰苦的生活，她仍然追求努力自己的梦想，热爱舞

台，在外省巡回演出，历尽艰辛，不断成长，她终于认识到生活

的目的不是荣誉，而是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妮娜成熟了，像海鸥

一样翱翔在广阔的天空。可是特里波列夫却还在幻想中徘徊，找

不到自己的出路。在他感觉到自己无论是在艺术还是在爱情上都

是个彻底失败者的时候，绝望地开枪自杀。

此外，剧中人物小学教员梅德维金科爱着管家沙姆拉耶夫的

女儿玛莎，他们后来结婚，而玛莎心中爱的却是特里波列夫; 沙

姆拉耶夫的妻子苞丽娜爱着医生杜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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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鸥》在中国

( 一) 《海鸥》的译介

最早译介到中国的契诃夫作品是 1907年吴梼从日语翻译过来

的小说 《黑衣修士》，之后很多著名作家相继翻译了契诃夫的小

说。鲁迅先生于 1909 年翻译的契诃夫小说收录在编译的 《域外

小说集》中，他还对契诃夫的生平及创作作了推介。

契诃夫的戏剧作品译入我国较晚一些，1916 年宋春舫在他的

《世界新剧谭》中提到了作为戏剧家的契诃夫，1918 年宋春舫在

《新青年》上发表的 《近世名剧百种目》中推介了契诃夫著名的

戏剧 《海鸥》 《万尼亚舅舅》 《三姊妹》和 《樱桃园》。1920 年

《解放与创造》第 2 卷第 12 号刊登了耿济之翻译的独幕剧 《求

婚》，这是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契诃夫戏剧的最早译本。1920 年

9月 《复旦》第 11期和 1921年第 12期发表了吴立翻译的多幕剧

《樱桃园》。1921 年共学社编译的 《俄国戏曲集》收录了郑振铎

翻译的 《海鸥》，耿式之翻译的 《伊凡诺夫》 《万尼亚叔父》和

《樱桃园》。1925 年商务出版社出版了曹靖华翻译的 《三姊妹》。

1927年北京未名出版社出版了曹靖华翻译的独幕剧 《蠢货》《求

婚》《婚礼》和 《纪念日》。1935年南京正中书局出版了何妨由日

文转译的 《未名剧本》 ( 《普拉东诺夫》 ) 。1948年上海文化生活

出版社出版了李健吾翻译的 《契诃夫独幕剧集》，收有 《大路上》

《论烟草有害》《天鹅之歌》《熊》《求婚》《塔杰雅娜·富宾娜》

《一个做不了主的悲剧人物》 《结婚》 《周年纪念》等 9 部独幕

剧。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焦菊隐翻译的 《契诃夫戏600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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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集》，收录了 《伊凡诺夫》 《海鸥》 《三姊妹》 《万尼亚舅舅》

《樱桃园》等五部多幕剧。195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曹靖

华翻译的 《契诃夫独幕剧集》，收录了 《蠢货》 《求婚》 《婚礼》

《纪念日》等四部独幕剧。196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曹

靖华、丽尼、满涛、王金陵翻译，林陵作序的 《契诃夫戏剧集》，

共收录 5部多幕剧和 7 部独幕剧，是当时收录最全的契诃夫戏剧

集。2004年为了纪念契诃夫逝世一百周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

童道明先生译作 《戏剧三种》，其中包括 《没有父亲的人》《万尼

亚舅舅》和 《樱桃园》。

在翻译契诃夫作品方面贡献最大的是汝龙先生。从 1950年到

1958年，他翻译的 27卷本 《契诃夫小说集》先后由平明出版社

和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从 1980 年开始到 1999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陆续出版了由汝龙先生翻译的 《契诃夫文集》，这套文集根据

1957年俄文版 《契诃夫文集》 ( 12卷) 译出，中文版共计 16卷，

几乎囊括了契诃夫的全部小说、戏剧、书信、日记、评论、随

笔、手记等，是迄今为止搜集资料最全、译文质量最高的契诃夫

作品集。

《海鸥》最早是由郑振铎从英语译成中文，收入 1921 年共学

社编译的 《俄罗斯文学丛书》中的 《俄罗斯戏曲集》，之后 《海

鸥》被多次翻译出版，1940 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芳信的译本;

1944年重庆南方印书馆出版了胡随的译本; 1946年上海文化生活

出版社出版了丽尼的译本; 1954 年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了焦菊隐

的译本; 1998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汝龙的译本; 2001年联经

出版社出版了陈兆麟的译本; 至此共有 7 位译者在不同时期翻译

了 《海鸥》这部剧作，经过数十次再版，《海鸥》在中国的翻译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不断完善过程。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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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海鸥》的接受

作为戏剧大师，契诃夫的剧作在世界舞台上被上演的次数仅

次于莎士比亚。他的主要作品在舞台上经久不衰，至今仍是世界

著名剧院的保留节目。他的戏剧和斯坦尼斯拉夫体系对我国现代

戏剧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著名戏剧家曹禺

先生戏剧观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契诃夫的影响，他说: “他教我懂

得艺术上的平淡。一个戏不要写得那么张牙舞爪，在平淡的人生

的铺叙中照样有吸引人的东西。读了他的作品，使你感到生活是

那样丰富。他的作品反映生活的角度和莎士比亚、易卜生都不一

样，它显得很深沉，感情不外露，看不出雕琢的痕迹。”①

契诃夫的戏剧之所以在中国受到欢迎，是因为他的作品在不

同时期满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现代戏剧艺术发展的需

要和广大读者对艺术审美需求的需要。郭沫若指出: “他的作品

和作风很合乎东方人的口味。投合了东方人的感情。”②

契诃夫和 《海鸥》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

一阶段，1917年—1927年，五四时期。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我国出现了 “俄罗斯文化热”，俄

罗斯许多作家的作品被翻译过来。而在俄罗斯文学的接受中托尔

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三个作家最有代表性，因为，他们契合

了中国新文学和中国作家最基本、最合乎逻辑的心理需求。契诃

夫成为译介作品数量最多的俄国作家之一，他成为中国读者心目

中杰出的俄国剧作家之一。这一时期 《海鸥》已经有了郑振铎的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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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 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 ［J］． 剧本，1982，10．
郭沫若． 契诃夫在东方，沫若文集 ( 第 13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67．



二、 《海鸥》 在中国

译本。

第二阶段，1928年—1948年，这一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相继爆发，中华民族经历着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时代氛围发

生转变，社会审美心理发生转变，文学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内在规

律要求作家和翻译家以更开阔的视野，更深层次借鉴、译介、传

播外国文学。由于契诃夫的剧作中充满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和憧

憬，对新生活的执着追求，正好符合中国戏剧反映人生、表现真

实生活的要求，深深吸引了中国读者和观众。

这一时期契诃夫的传记、日记、书信、札记也被大量翻译过

来，《海鸥》也出现了多种译本。我国学者出版了著作和文章。

1948 年肖赛出版的 《柴霍甫的戏剧》是国内最早的关于契诃夫戏

剧研究的专著。书中对契诃夫的 5 部多幕剧和 7 部独幕喜剧作了

点评，在 《海鸥》篇，作者对剧中的十个人物作了简单的分析，

总结了他们的一生。他认为，《海鸥》讲述的是一只海鸥不幸的

一生，“也即是许多人的一生，寂寞的过活，寂寞的爱，寂寞的

恨，寂寞的死亡”。①关于剧中女主角妮娜，他写到: “我们生活在

世界上，靠光，靠热，可是那地方，没有光，也没有热，冷呀!

冷呀! ②这多梦的女孩，梦破了，消失在人海! 像妮娜这样的人

生，真是冷呀! 冷呀!”③

1943年焦菊隐发表了两篇契诃夫研究论文: 《契诃夫与其＜海

鸥＞》和 《＜樱桃园＞译后记》。作者在 《契诃夫与其＜海鸥＞》中

简要介绍了契诃夫生平和戏剧创作，对 《海鸥》的创作背景、作

者的创作意图、人物的性格特点都作了精彩独到的分析。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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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妮娜是当时俄罗斯少女的逼真写照， “一面有许多苦闷的青

年如特里波列夫，追寻着梦想与新生活; 平行的有许多乡间少

女，怀着幻念与野心，想从那陈腐迟滞如死泥潭一般的环境中逃

出，要想从那黑暗的平凡的世界里逃出，去追寻一个可以献身的

境界”。① 此外，文中作者对契诃夫 “内心的自由感觉”、作品的

情调把握和 “简单的自然”等论述均是在国内首次提出，对我国

的契诃夫戏剧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三阶段，1949年—1966年。建国以后由于我国和苏联的关

系进入 “蜜月期”，中国开始全面向苏联学习，契诃夫文学的译

介和研究更为全面、系统，达到了新的高度。1954 年契诃夫逝世

五十周年，1960年契诃夫诞生一百周年，全国重要报刊杂志都发

表纪念、评论文章，舞台上也积极上演契诃夫的戏剧 《万尼亚舅

舅》《三姊妹》 《樱桃园》等剧本。1960 年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田

稼指导的 《樱桃园》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被定义为批判资产阶

级和高唱 “新中国万岁”。可是，契诃夫多次强调，《樱桃园》是

部喜剧。这一时期的契诃夫研究不断深入，苏联契诃夫学家的著

作被纷纷翻译出版，我国学者也发表众多学术论文和专著。其中

影响较大的是苏联学者叶尔米洛夫 《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 《契诃夫与艺术剧院》、中国学者葛一虹 《契诃

夫的戏剧在中国》 ( 1954) 和戈宝权 《契诃夫和中国》 ( 1960)

等文章。葛一虹在文章中对契诃夫在中国的译介、接受和演出情

况进行了梳理，强调 “契诃夫的戏剧创作丰富了我国的演出节

目，他的特殊的风格、他的塑造人物的才能以及他对事物的严肃

的态度都是值得我们深刻的长期的学习的”。②戈宝权在文章中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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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契诃夫对中国的友好和希望到中国的愿望，介绍了我国作家

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对契诃夫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情况。他指

出: “契诃夫光辉的名字和他的不朽的作品，对于我们是亲切的。

今天，我们不仅把他当做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来纪念，同时我

们也把他当做一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来纪念。”①

第四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翻译出

版的外国文学的总量大大超过了此前全部译介的种类的总和。到

了 20世纪 9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西方的文艺

思潮纷涌而至，各种风格流派异彩纷呈，人们的文化视野更加开

阔，审美能力得以提高，人们逐渐从契诃夫的戏剧里读出了教科

书上没有的东西。契诃夫剧本中的现代因素日益引起人们的关

注，抛开原来的功利化的考量后，读者感受到了契诃夫的深邃和

艰深。契诃夫的平和、中立、冷静和宽容，使中国读者倍感亲

切。这一时期，我国的契诃夫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作品

有: 许祖武和冉国选主编的 《契诃夫研究》论文集; 朱逸森的专

著 《短篇小说家契诃夫》和 《契诃夫 1860—1904》; 李辰民的专

著 《走进契诃夫的文学世界》; 童道明先生编撰的四部作品: 《忧

伤及其他———契诃夫作品选》《戏剧三种》《札记与书信》《我爱

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 刘研的专著 《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

学》等。作者在论文和著作中对契诃夫戏剧作品的革新、《海鸥》

的象征性、抒情性，作品的主题和结构，作品的戏剧体裁，戏剧

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契诃夫

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对契诃夫的研究显示了较高的水平，取得了

空前的成绩。

110① 戈宝权． 契诃夫与中国 ［J］． 文学评论，19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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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戏剧演出方面，2010 年国家话剧院推出 《海鸥·海鸥》，

主题是歌颂理想和爱情，旨在将优秀的外国经典作品带给观众，

让观众感受到俄罗斯戏剧的独特魅力，同时力图在契诃夫原作的

基础上，融入更多中国幽默元素，让观众更易读懂这部传世名

作，体会到 《海鸥》想要传达的深刻人生哲理; 1998年林兆华导

演推出了 《三姊妹·等待戈多》; 2004 年，为纪念契诃夫逝世

100周年举行的中国国家话剧院国际戏剧季 “永远的契诃夫”。

2014年 9月 4日，成都艺术剧院在中国青年戏剧节上推出了中国

与爱尔兰艺术家联合排演的 《海鸥》，讲述了妮娜的爱情故事和

在爱情、事业、家庭面前踌躇不决的少年。2014 年台湾著名导演

赖声川执导的 《海鸥》在北京和上海上演，在 《海鸥》制作海报

时，赖声川执意在上面加了 “四幕喜剧”的题头，并再三强调

“是喜剧”。在他看来，“契诃夫的东西很容易被排成令人痛哭的

悲剧，因为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契诃夫的喜剧观”。他认为，契诃

夫的作品是喜剧还是悲剧，取决于你将自己带入契诃夫剧中的哪

一个角色。如果你将自己带入的是郁郁不得志，热情无处释放的

特里波列夫，那乏味的乡村生活，装腔作势的母亲和永远不属于

你的成功，不属于你的女人，永远得不到的理解，这一切对你来

说当然是绝望冰冷的悲剧。如果你将自己带入的是既得利者特里

果林，那才华不上不下的尴尬，年轻女孩的诱惑，还有楞头青特

里波列夫的热血正直，这一切对你来说当然只能是一声自嘲、一

个苦笑、一出讽刺喜剧。

综上所述，《海鸥》和契诃夫的其他戏剧作品一样，在中国

的译介和接受过程中随着语境的改变而不断顺应着中国的时代要

求，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海鸥》进入中国已经

将近百年，先后有七位译者对作品进行了翻译，这足以证明作品210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