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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兆言ꎬ １９５７ 年出生ꎬ 南京人ꎮ 上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开

始文学创作ꎬ 主要作品有八卷本 “叶兆言中篇小说” 系列ꎬ

三卷本 “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ꎬ 长篇小说 «一九三七年的

爱情» «花煞» «别人的爱情» «没有玻璃的花房» «我们的

心多么顽固» «驰向黑夜的女人»ꎬ 散文集 «流浪之夜» «旧

影秦淮» «叶兆言绝妙小品文» «叶兆言散文» «杂花生树»

«陈年旧事» 等ꎮ 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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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莎士比亚

１

突然想到了重读莎士比亚ꎬ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ꎮ 无聊才读

书ꎬ一部长篇已写完ꎬ世界杯刚结束ꎬ天气火辣辣地热起来ꎬ躲在

空调房间ꎬ泡上一杯绿茶ꎬ闲着也是闲着ꎬ索性再看看莎士比亚

吧ꎮ 看也是随意看ꎬ想看什么看什么ꎬ想放下就放下ꎮ 不由得想

到了老托尔斯泰ꎬ他老人家对于莎翁有着十分苛刻的看法ꎬ据说

为了写那篇著名的批判文章ꎬ他曾反复阅读了英文、俄文和德文

的莎剧全集ꎮ 与托尔斯泰的认真态度相比较ꎬ我这篇文章的风

格ꎬ注定是草率的胡说八道ꎮ

时代不同了ꎬ虽然十分羡慕托尔斯泰的庄园生活ꎬ但是我明

白ꎬ希望像他那样静下心来ꎬ好好地研读一番莎士比亚ꎬ已经不太



４　　　　

可能ꎮ 今天的阅读注定是没有耐心ꎬ我们已经很难拥有那份平

静ꎬ很难再有那个定力ꎮ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ꎬ我只是重点看了

看莎翁的四大悲剧ꎬ重读了«哈姆雷特»ꎬ重读了«李尔王»ꎬ重读

了«奥赛罗»ꎬ重读了«罗密欧与朱丽叶»ꎬ加上读了一半的«麦克

白»ꎮ 重读和初读的感受ꎬ肯定是不一样的ꎬ它让我有了一些感

慨ꎬ多了一些胡思乱想ꎬ这些感慨和胡思乱想ꎬ能不能敷衍成一篇

文章ꎬ我的心里根本没有底ꎮ

恢复高考那阵子ꎬ一位朋友兴冲冲去报考中央戏剧学院的研

究生ꎬ这是很大胆的一步棋ꎬ很牛逼的一件事ꎮ 他比我略长了几

岁ꎬ已经不屑按部就班去报考本科ꎬ只想一步到位读研ꎮ 据说过

关斩将ꎬ很顺利地进入了复试ꎬ考官便是大名鼎鼎的李健吾先生ꎬ

我不明白当时身在社科院的李先生ꎬ为什么会凑热闹跑到中戏去

参加研究生复试ꎮ 我的这位朋友年轻气盛ꎬ在问及莎士比亚的时

候ꎬ他大大咧咧地说:

“莎士比亚吗? 他的剧本中看不中用ꎬ只能读ꎬ不适合在舞台

上演出ꎮ”

朋友落了榜ꎬ据说就是因为这个年轻气盛的回答ꎮ 朋友说李

先生是莎士比亚专家ꎬ自己在考场上贸然宣布莎剧不适合在舞台

上演出ꎬ就跟说考官他爹不好一样ꎬ老头子当然要生气ꎬ当然不会

录取他ꎮ 当时是坚信不疑ꎬ因为我对李先生也没有什么了解ꎬ后

来开始有了怀疑ꎬ因为知道李先生并不是莎士比亚专家ꎬ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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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是法国文学ꎬ如果真由他来提问ꎬ应该是问莫里哀更合适ꎬ或

者是问拉辛ꎮ 事情已过了快三十年ꎬ这件事就这么不明不白搁在

心里ꎮ

我第一次真正知道李先生ꎬ是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ꎮ 他给

祖父写了一封信ꎬ问祖父“尚能记得李健吾否”ꎬ如果还没有忘记ꎬ

希望能为他即将出版的小说集写个序ꎬ或文或诗都可以ꎮ 信写得

很突兀ꎬ祖父当时已八十多岁ꎬ人老了ꎬ最不愿意有人说他糊涂ꎬ

于是就写了一首诗«题李健吾小说集»:

来信格调与常殊ꎬ首问记否李健吾ꎮ

我虽失聪复失明ꎬ自谓尚未太糊涂ꎮ

当年沪上承初访ꎬ执手如故互不拘ꎮ

英姿豪兴宛在目ꎬ纵阅岁时能忘乎ꎮ

诵君兵和老婆稿ꎬ纯用口语慕先驱ꎮ

心病发刊手校勘ꎬ先于读众享上娱ꎮ

更忆欧游偕佩公ꎬ览我童话遣长途ꎮ



祖父花两个晚上ꎬ写了这首长诗ꎬ共二十韵ꎬ四十句ꎮ 对于一

个老人来说ꎬ写诗相对于写文章ꎬ有时候反而更容易一些ꎬ因为写

诗是童子功ꎬ会就能写ꎬ不会只能拉倒ꎮ 在诗中ꎬ祖父交代了与李

先生的相识和交往ꎬ提到了他的代表作«一个兵和他的老婆»和

«心病»ꎬ这两篇小说的手稿ꎬ最初都曾经过祖父之手校阅ꎮ 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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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这段往事ꎬ不是想在无聊的文坛上再添一段佳话ꎬ再续一个狗

尾ꎬ而是想借一个掌故ꎬ说明一个时代ꎬ说明一个即将彻底没落的

时代ꎮ 不妨设想一下ꎬ今天出版一本小说集ꎬ如果用一位老先生

的旧体诗来作序ꎬ会是多么滑稽可笑ꎮ 与时俱进ꎬ上世纪的 ８０ 年

代初期ꎬ这样的事情还能凑合ꎬ或许还能称为雅ꎬ毕竟老先生和老

老先生们都还健在ꎮ 在网络时代的年轻人心目中ꎬ“五四”一代的

老家伙ꎬ活跃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作家ꎬ与老掉牙的莎士比

亚一样ꎬ显然都应该属于早该入土的老厌物ꎮ 如今ꎬ像我这样出

生在上世纪 ５０ 年代的作家ꎬ也已经被戏称为前辈了ꎮ

我问过很多同时代的朋友ꎬ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阅读莎士

比亚的ꎬ不同的年龄ꎬ不同的职业ꎬ回答的时间却惊人一致ꎬ都是

在上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ꎮ 这是典型的“文革”后遗症ꎬ大家

共同经历了先前无书可读的文化沙漠时代ꎬ突然有了机会ꎬ开始

一哄而上啃读世界名著ꎮ 对于我来说ꎬ重读莎士比亚ꎬ就是重新

回忆这段时期ꎮ 温故而知新ꎬ记得我最初读过的莎剧ꎬ是孙大雨

先生翻译的«黎琊王»ꎮ 老实说ꎬ我根本没办法把它读完ꎬ与流畅

的朱生豪译本«李尔王»相比ꎬ这本书简直就是在考验读者的耐

心ꎮ 当时勉强能读完的还有曹禺先生翻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ꎬ

它仍然没有引起什么震撼ꎬ在我的印象中ꎬ这不过是一个西方版

的«梁山伯与祝英台»ꎬ相形之下ꎬ我更喜欢曹禺创作的剧作«雷

雨»和«北京人»ꎮ 在那个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最初年代ꎬ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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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开始陆续重新再版ꎬ１９７８ 年ꎬ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

集»又一次问世ꎬ虽然号称新版ꎬ用的却是旧纸型ꎬ仍然是繁体字ꎬ

到 １９８４ 年第二次印刷ꎬ还是这个繁体字版ꎮ

莎士比亚对于中文系的学生ꎬ是一个拦在面前的山峰ꎬ喜欢

不喜欢ꎬ你都绕不过去ꎮ 当时最省力的办法就是看电影ꎬ我记得

看过的莎剧有«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奥赛罗»

«哈姆雷特»«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ꎮ 当然ꎬ还有一个更重要

的原因ꎬ是为了学外语ꎬ有一种红封面由兰姆改写的«莎士比亚戏

剧故事集»ꎬ成为那年头学英语最好的课外教材ꎮ

２

兰姆的英语改写本ꎬ普及了大家的莎士比亚知识ꎬ除了常见

的那些名剧ꎬ我不得不坦白交代ꎬ自己对莎剧故事的了解ꎬ有很多

都是因为这个改写本ꎮ 除非有什么特殊的原因ꎬ通常情况下ꎬ我

们不会花大力气去阅读剧本ꎮ 剧本贵为一剧之本ꎬ多数情况下也

都是说着玩玩儿ꎮ 戏是演给别人看的ꎬ这是一个三岁孩子都会明

白的简单道理ꎬ我们兴高采烈地走进剧场ꎬ找到了自己的座位ꎬ享

受实况演出的热烈气氛ꎬ很少会去探究别人的感受ꎬ揣摩他们到

底看没看过这部戏的剧本ꎮ

经常能够上演的莎剧其实并不多ꎬ说来说去ꎬ不过就是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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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谈的那几部ꎬ而且几乎全部是改编过的ꎮ 改编的莎士比亚剧ꎬ

还应不应该叫莎士比亚剧ꎬ已经扯不清楚了ꎮ 莎士比亚不可能从

地底下爬出来与人打版权官司ꎮ 作为改写大师ꎬ兰姆先生自己似

乎是最反对改编ꎮ 他不仅反对改编ꎬ更极端的是还反对上演ꎮ 兰

姆的观点与我那位考研落榜的朋友ꎬ有着不约而同的惊人相似ꎬ

都认为莎士比亚的剧本ꎬ尤其是他的悲剧人物ꎬ并不适合在舞台

上表演ꎮ 兰姆认为ꎬ演员的表演对我们理解莎剧ꎬ更多的是一种

歪曲:

我们在戏院里通过礼堂听觉所得到的印象是瞬息间的ꎬ

而在阅读剧本时我们则常常是缓慢而逐渐的ꎬ因而在戏院

里ꎬ我们常常不考虑剧作家ꎬ而去考虑演员了ꎬ不仅如此ꎬ我

们还偏要在我们的思想里把演员同他所扮演的人物等同起

来ꎮ

翻译兰姆这些文章的杨周翰先生归纳了兰姆的观点:

看戏是瞬息即过的ꎬ而阅读则可以慢慢思考ꎻ演出是粗

浅的ꎬ阅读可以深入细致ꎻ演出时ꎬ演员和观众往往只注意技

巧ꎬ阅读时则可以注意作家ꎬ细味作家的思想ꎻ舞台上行动

多ꎬ分散注意力ꎬ演不出思想、思想的深度或人物的思想矛

盾ꎻ舞台只表现外表ꎬ阅读可以深入人物内心、人物性格、人

物心理ꎻ舞台上人物的感情是通过技巧表演出来的ꎬ是假的ꎬ

阅读才能体会人物的真实感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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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相信莎士比亚的剧作比任何其他剧作家的作品ꎬ更不适

合舞台演出ꎮ 这与有人认为好的小说ꎬ没办法被改编成好电影的

观点惊人一致ꎮ 兰姆觉得ꎬ莎剧中的许多卓越之处ꎬ演员演不出

来ꎬ是“同眼神、音调、手势毫无关系的”ꎮ 我们通常说谁谁谁演的

哈姆雷特演得好ꎬ高度夸奖某人的演技ꎬ并不是说他演的那个哈

姆雷特ꎬ就完全等同莎士比亚剧本中的哈姆雷特ꎮ 不同的演员演

示着不同的哈姆雷特ꎬ他们卖命地表演着ꎬ力图使我们相信ꎬ他们

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ꎬ但是事实上他们都不是ꎮ 一千个

人的眼里ꎬ有一千个哈姆雷特ꎮ 对此ꎬ歌德的态度也与兰姆差不

多ꎬ他提醒我们千万别相信戏子的表演ꎬ歌德认为只有阅读莎士

比亚的剧本ꎬ才是最理想最正确的方式ꎬ因为:

眼睛也许可以称作最清澈的感官ꎬ通过它能最容易地传

达事物ꎮ 但是内在的感官比它更清澈ꎬ通过语言的途径ꎬ事

物最完善最迅速地被传达给内在的感官ꎻ因为语言是真能开

花结果的ꎬ而眼睛所看见的东西ꎬ是外在的ꎬ对我们并不发生

那么深刻影响ꎮ

上文中的“语言”ꎬ如果翻译成“文字”ꎬ或许更容易让人理

解ꎬ歌德的意思也是说ꎬ看戏远不如看剧本ꎮ 最好的欣赏莎士比

亚方法ꎬ不是走进剧场ꎬ不是看电影看电视ꎬ而是安安静静坐下

来ꎬ泡上一壶热茶ꎬ然后打开莎士比亚的剧本ꎬ把我们的注意力停

顿在文字上面ꎬ“手披目视ꎬ口咏其言ꎬ心惟其义”ꎮ 在歌德看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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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想打动我们的ꎬ不仅仅是我们的眼睛ꎬ而且是为了打动

我们内在的感官:

莎士比亚完全是诉诸我们内在的感官的ꎬ通过内在的感

官ꎬ幻想力的形象世界也就活跃起来ꎬ因此就产生了整片的

印象ꎬ关于这种效果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去解释ꎻ这也正是使

我们误认为一切事情好像都在我们眼前发生的那种错觉的

由来ꎮ 但如果我们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仔细察看一下ꎬ那么其

中诉诸感官的行动远比诉诸心灵的字句为少ꎮ 他让一些容

易幻想的事情ꎬ甚至一些最好通过幻想而不是通过视觉来把

握的事情在他的剧本中发生ꎮ 哈姆雷特的鬼魂ꎬ麦克白的女

巫ꎬ和有些残暴行为通过幻想力才取得它们的价值ꎬ并且好

些简短的场合只是诉诸幻想力的ꎮ 在阅读时所有这些事物

很轻便恰当地在我们面前掠过ꎬ而在表演时就显得累赘碍

事ꎬ甚至令人嫌恶ꎮ

说白了ꎬ一句话ꎬ莎士比亚的剧本ꎬ需要用心去慢慢品味ꎮ 好

货不便宜ꎬ只有多读ꎬ才能真正地读出味道ꎮ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ꎬ

关键还在于仔细阅读ꎮ 谁都可以知道一些莎剧的皮毛ꎬ一部作品

一旦成为名著ꎬ一旦在书架上占据了显赫的位置ꎬ一旦堂而皇之

写进了文学史ꎬ它就可能十分空洞地成为人们嘴上的谈资ꎬ成为

有没有文化的一个小资标志ꎮ 我们所能亲眼看到的大部分莎剧ꎬ

都是经过了删节ꎬ大段的台词被简化了ꎬ剧情更集中了ꎬ简化和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