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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方

易北爱乐音乐厅。 (资料照片)

对谈录

■本报记者 柳青

海外视点

李健鸣：不必奉经典为神圣，

可以借用经典来说自己的话
嘉宾：李健鸣(知名剧作家、翻译家) 采访：邵岭 宣晶(本报记者)

胡军演哈姆雷特，一开
始我是怀疑的。 可是看了十
分钟排练，我的眼泪就流下
来了

文汇报： 你曾经和林兆华导演合

作过《哈姆雷特1990》，如今又和李六

乙合作新版《哈姆雷特》。 对于这两个

不同的版本， 你自己的感受和评价如

何？

李健鸣：最初我建议林兆华排《哈

姆雷特1990》时，我们有一个认同：人

人都是哈姆雷特。 命运随时会降临到

人的头上，哈姆雷特并不是特例，他只

是很多人甚至所有人当中的一个。 在

戏里，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变动，把掘

墓人摆到了最前头，联系过去与现实。

那台戏确实很受欢迎， 译稿是我根据

英语、 德语和朱生豪先生的译本重译

的，也得到认可，大家的反馈是听起来

挺舒服。

2008年，林兆华重排了“1990版”，

我在上海看过。 1990版最初是在排练

厅演的，后来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剧场演

出，效果特别好，2008版就不够大气。

李六乙版是我最喜欢的。 李六乙

更尊重经典，虽然他也有自己的偏好，

但尽可能对原著台词一字不改， 确实

是我看过的 《哈姆雷特》 中很好的版

本。

文汇报：你一共看过多少不同版本

的《哈姆雷特》，有哪些令你至今难忘？

李健鸣：我确实看过非常多的《哈

姆雷特》。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德国就

看过两三台。 那时没什么丰富的艺术手

段，德国人演戏也特别拘谨。但有一幕我

至今难忘：演员在台上念台词，我身边的

观众就跟着背。 德国观众对莎士比亚太

热爱了，《哈姆雷特》 的台词简直可以倒

背如流。 这也是我回国后催着林兆华排

戏的原因之一。

最近 ，我看过 “卷福版 ”的 《哈姆雷

特》， 可能是受到他主演影视剧的影响，

看话剧容易出戏。 立陶宛OKT剧团版的

演出，在北京很受欢迎，但太脱离莎士比

亚的原著了。有一个版本据说很棒，是英

国人本·威士肖演的，有机会一定要看。

做莎士比亚的戏剧可以有两个角

度， 一种是原汁原味， 就像李六乙的版

本，尽量保留当年的味道，又通过很多手

段来使它现代化； 还有一种做法就是俄

罗斯导演瓦列里·福金的《哈姆雷特》，完

全抛弃莎士比亚的原本， 只是用了一个

简单的壳。 可那台戏已经不是莎士比亚

了，它是福金。

文汇报：濮存昕在《哈姆雷特1990》

中演过哈姆雷特， 胡军在那一版中饰演

掘墓人。这次在李六乙的新版里，他们又

饰演完全不同的角色。 你怎样评价他们

的表演？

李健鸣：最初，李六乙选择胡军的时

候，我有点怀疑。 20年以前，我曾经跟胡

军合作过一台小戏，戏里他演流浪汉，特

别好。 但之后他拍影视剧，很少搞话剧，

我真是替他捏把汗。在伦敦采风的时候，

我还特地去问胡军，你想怎么演，胡军能

听得出我的口气，就是对他不太信任。到

了北京，我去看排练，坐在那儿不到十分

钟，眼泪就流下来了。你可以看见一个演

员整个身心的变化， 他把台词那么自然

地融到身体语言当中去了。 你一点都不

会觉得他是快50岁的人。

我也看到了另外一个濮存昕。 在他

演的《哈姆雷特》里，我第一次在老国王

身上看到了爱欲。 你能感觉到那种国王

的气场，看得出他情感的流露。他现在已

经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应该挑大梁了，要

不真的可惜。 国外有好几个成名演员都

是60到65岁， 可惜中国没什么大戏可以

演，这真是个悲剧。

《哈姆雷特 》里有很多精
彩语句 ， 但只有 “to be，or

not to be”流行最广

文汇报：《哈姆雷特1990》的台本，是

你根据英语、 德语和朱生豪先生的译本

重译的。在你的最新译作中，有哪些比较

大的改动？

李健鸣： 这个版本修正了一些小错

误， 也做了大胆创新。 比如 “to be，or

not to be”，我们就译作“在和不在”。 朱

生豪老先生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里，

把这句话译成“生存还是毁灭”，非常伟

大。但这跟原文差距太远，而且那个译本

放到舞台上去演，实际上是很吃力的。

起初，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生或死”，

但英国的艺术总监觉得完全可以变，“在

和不在”更贴切。 所以，这个译法不是我

李健鸣的发明，而是大家的智慧。

“to be，or not to be”，现在看着是

最有名的台词。实际上，对我来说，《哈姆

雷特》里的精彩语句比比皆是，比如“人

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啊……” 描述

人性更哲理、更精彩。 但为什么“to be，

or not to be”能在普罗大众心目当中成

为金句？因为这句话既浅显也深刻，每个

人都能从自己的角度去读， 都会有自己

的感触，这才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会通过特定独白或台词突

显人物特点。可以说，剧本的字里行间隐

藏着许多密码， 但必须是智慧的读者才

能够接收到他的信息，才能同频共振。

导演要创作好作品，必须
先要有自己的想法；戏剧的文
学性并不全在于文字表达

文汇报：近年来，我们从西方“拿来”

的戏剧越来越多， 在舞台呈现上良莠不

齐，你认为关键在哪里？

李健鸣：真正重要的是，当下的中国

编导如何看待外国戏。 西方戏剧刚引进

来时，确实有好处，你不用出国门就能看

到很多好戏。但我们不能太迷信，我也看

过非常一般的“舶来戏”。其实，中国编导

的问题往往是一种文化缺失。 比如导演

必须要懂心理学， 有些外国导演的戏好

看归根结底是挖掘人的心理，非常准确、

非常深刻。

福金版的《哈姆雷特》为什么成功？

因为他并不热衷从哲学和心理的角度来

刻画人物， 更多地是利用画面和演员的

身体， 但他留给我的思考却不失哲学和

心理层面。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导演，也

是中国舞台上缺乏的人物， 也许他的作

品会让我们的导演打开新的学习和实践

思路。导演要创作好作品，必须先有自己

的想法，哪怕是想错了也没关系，最怕就

是拿来一个本子就照着演。

文汇报： 现代戏剧留给文本的空间

越来越少， 可能大家根本就不会在意台

上演员在说什么。 戏剧的文学性是否正

被边缘化？

李健鸣： 就拿福金导演的 《哈姆雷

特》来说，他简化了台词，取而代之的是

更多场景渲染和肢体表达， 同样有很震

撼的舞台效果。 尽管这台戏用了很多技

术手段，包括丰富的音乐元素，但还是传

达出了某种意味。

从剧情来看，福金的解读很有趣味：

哈姆雷特是颓废的“富二代”；国王连站

也站不直，总是斜着、靠着；王后躲在幕

后操纵一切。这是在反映女性意识吗？我

不确定，总之这种理解跟原著完全没关系。

从表现手法看， 剧中出现很多窥视

的画面。其实，哈姆雷特的故事是老百姓

特别喜欢窥视、谈论的。王公贵族家里一

旦发生变故，立刻会成为老百姓的谈资。

同时， 老百姓也是无力的， 他们只能旁

观，无法改变这一切，这一点非常深刻。

所谓文学性，不一定是要用文字传情

达意，而是看编导有没有想说的话。只要

他有想说的话， 就不需要把经典奉为神

圣，而是可以借用经典来说自己的话。

在“娱乐的妥协”中拍出杰作的希区柯克
他的电影仍能常看常新，哪怕是他本人并不特别满意的作品

今年是导演希区柯克诞辰 120 周

年。 上海接连两季的 “英伦电影大师

展”中，他的作品都在列，分别是《深闺

疑云》和《捉贼记》。加上这些年上海国

际电影节陆续放映过 《讹诈》《房客》

《迷魂记》和《蝴蝶梦》等，上海观众频

繁有机会在影院里重温希区柯克的电

影，从他早年在英国拍摄的默片，到他

全盛时期拍摄的那些家喻户晓的好莱

坞经典。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电影

仍能常看常新， 哪怕是他本人并不特

别满意的作品———比如几天前在上海

重映的《深闺疑云》，如今看起来仍是

趣味和启发远多于遗憾。

希区柯克不喜欢 《蝴蝶
梦》和《深闺疑云》

《深闺疑云》完成于 1941 年，和之

前一年上映的《蝴蝶梦》一起，是希区

柯克初到好莱坞的“过渡作品”。 从英

国时期的《三十九级台阶》和《贵妇失

踪记》到好莱坞的《蝴蝶梦》，希区柯克

进入了一个不同的电影世界。简单说，

他的电影看起来有钱了———站在好莱

坞食物链顶端的传奇制片人大卫·塞

尔兹尼克给了希区柯克高额的预算，

但专横的他也强悍地干预了导演的工

作。 这在《蝴蝶梦》和《深闺疑云》中表

现得最明显。 这是希区柯克所有作品

中离奥斯卡最近的两部，《蝴蝶梦》获

得了最佳影片， 《深闺疑云》 让琼·

芳登成为最佳女主角， 然而希区柯克

晚年接受特吕弗采访时 ， 忍不住吐

槽： “构成这类影片的因素我并不喜

欢，如高雅的沙龙，有气派的楼梯，豪

华的卧房……我不喜欢在美国假想并

重建英国的景致， 我宁愿安排真实的

背景。 还有， 摄影实在过于光彩夺目

了。 ”一句话总结，凡是塞尔兹尼克追

求的，都让希区柯克不爽。

女性的魅力应该是迂
回的，可怜的梦露太直接了

塞尔兹尼克推崇的 “奢华浪漫主

义”限制了希区柯克的幽默和嘲讽，但

在 《深闺疑云》 的开头， 他一开场就

“皮”了一下。美少女琼·芳登扮演的大

家闺秀莉娜出场时， 是一个戴眼镜的

书呆子。

希区柯克对“戴眼镜的女人”有很深

的执念。 《火车怪客》的男主角盖伊一心

想要摆脱的原配妻子米莲姆是一个眼镜

妹， 那是一个刻薄且水性杨花的小镇姑

娘。在她身上，希区柯克展现了一种美国

内陆中产生活的压抑和无趣， 连出轨都

欠缺想象力。 还有《迷魂记》的女二号蜜

琪，是个好姑娘，可是男主角斯科蒂不喜

欢。蜜琪全程作为女主角玛德琳的参照，

玛德琳神秘、暧昧、需要男人去寻找和发

现，而蜜琪现实、实在，一览无余。 又一

次， 希区柯克在一个女性角色身上引渡

了他对社会文化的评注： 这个旧金山姑

娘和她所处的文化环境一样， 因为毫无

保留而显得肤浅。

如果眼镜架在女主角的鼻梁上，意

思又不一样。 英格丽·褒曼在《爱德华大

夫》的出场人设是个冷淡的女学究，头发

梳得一丝不苟，眼镜片比酒瓶底厚。可是

男主角格里高利·派克和观众都目光如

炬，明白眼镜只是一道欲盖弥彰的帘幕，

派克摘掉了褒曼的眼镜，吻了她，弄乱她

的头发，然后，女学究的假面裂开，暴露

了女神的真相。

《深闺疑云》同样。莉娜戴着眼镜，只

是短暂地藏住她的美颜锋芒。 加里·格

兰特扮演的乔尼在火车上邂逅她， 纨绔

出于习惯见妞就撩 ， 但其实没什么兴

趣 。 后来他们在马场重逢 ， 她摘了眼

镜 ， 一身骑装 ， 他当场傻了 ， 说出 ：

“真是判若两人呵。” 乔尼对莉娜施展穷

追猛打的攻势 ， 他以去教堂的名义约

她， 她接受邀约， 穿戴工整地出门， 当

然两人根本没去教堂， 在起风的旷野，

乔尼恶作剧地弄乱了莉娜的头发。 这是

很典型的希区柯克式罗曼司， 男主角只

喜欢武装成淑女的欲女， 女主角仿佛冷

若冰霜，实际情潮暗涌。

希区柯克曾开诚布公地讲述他对

“女性魅力” 的理解———“迂回曲折的性

别魅力”。“当涉及银幕上的欲望和吸引，

悬念仍是一切的主宰， 它们是需要去发

现的。如果女主角的魅力太直接，就失去

了悬念。 可怜的玛丽莲·梦露，她时时刻

刻地释放女性的吸引力，这不太细腻。我

相信某种悖论，即，外表端庄，而内在欲

望旺盛。 请看《捉贼记》的开头，格蕾丝·

凯莉扮演的弗朗西丝看似冷漠无情，但

当加里·格兰特扮演的罗比陪她走到房

门口，她做了什么？ 她吻了他！ ”

这不是我要的结局，但是
加里·格兰特不能演杀人犯

《深闺疑云》和《蝴蝶梦》虽然被印上

了一目了然的“塞尔兹尼克印记”，但是

从剧情编码方式来看，还是能归入“希区

柯克式样类型片”。

《深闺疑云》的女主角莉娜情动以后

冲动地嫁给乔尼， 过完蜜月才发现自己

嫁给了一个陷入债务危机的纨绔。 两口

子看似风光的生活随时会崩溃，并且，他

被发现在工作中挪用公款， 随时要吃官

司。 莉娜和乔尼共同的朋友离奇地死在

巴黎， 她发现丈夫试图支取她的高额保

险， 开始怀疑枕边人会杀了她骗保……

这听起来像熟悉的社会新闻， 在一个似

是而非的婚恋故事里， 混合了情欲、金

钱、阶层和人性的混杂气息。希区柯克对

“钱”和“性”的主题是如此的敏感、焦虑，

这两者总是授受不亲的。

然而《深闺疑云》的最后五分钟峰回

路转———乔尼既没有杀掉他的朋友，也

没有试图杀了娇妻， 他向莉娜坦白了自

己的困境并且忏悔， 莉娜意识到一切都

是误会，他们开开心心回家了！这结尾是

什么鬼？希区柯克自己都不能忍。他原本

的设计是这样的： 乔尼在端给莉娜的牛

奶里下毒，莉娜看清了乔尼的全部罪行，

她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妈妈， 我没有希

望了，因为我爱他，无法再活下去。 他要

杀我，就让我死去吧。但社会准则应该得

到维护，他应该被制裁。”莉娜喝下牛奶，

死了，而乔尼吹着口哨把信投进了邮箱。

这个微妙的结局不能通过好莱坞的审

查， 因为由格兰特这样的偶像明星扮演

的角色，是不被允许犯罪的。

希区柯克最初设计出 “被冤枉的男

主角 ”这个剧作思路 ，是在默片 《房客 》

里，其实小说原作里的男主角类似“开膛

手杰克”，但是电影男主角诺维洛是当时

英国的话剧明星，明星不能演坏蛋，于是

《房客》的男主角被修改成一个“无辜的

人”。在“明星制”的约束和悬疑类型片所

必须的“翻转”之间，希区柯克权衡出一

套“被冤枉的男主角”的戏剧符码，一再

再三地用到 《房客》《三十九级台阶》《蝴

蝶梦》《深闺疑云》《爱德华大夫》《火车怪

客》《捉贼记》《西北偏北》等作品中。

一次又一次， 这个洞察人类性情弱

点的导演在 “娱乐的妥协” 中拍出了杰

作，因为他用影像的直接方式，创造了怀

疑、嫉妒和渴望的情感，他把观众引向悬

念，把恐惧拍成电影。

昨今两日上演于上海
大剧院的话剧《哈姆雷特 》，

是导演李六乙继 《李尔王 》

后，与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
团 “莎剧舞台本翻译计划 ”

合作的第二部话剧作品。 为
还原莎剧的本真，并让当代
观众欣赏到易懂又不失文
学性的演出， 知名剧作家 、

翻译家李健鸣重新翻译了
《哈姆雷特》 作为此次演出
的台本。

本期“对谈录 ”，我们对
话李健鸣。

“卷福版” 《哈姆雷特》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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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

上周六世界著名

男高音乔纳斯·考

夫曼在德国汉堡

易北爱乐音乐厅

大厅演出时，有现

场观众大喊“听不

见”。演出后，考夫

曼在接受当地媒

体采访时，生气地

指责易北爱乐音

乐厅的声效“华而

不实”， 并表示再

来汉堡时绝不想

重蹈覆辙，更愿意

把演出地点选在

声效极佳的莱斯

音乐厅。

演出当天，考

夫曼在演唱马勒

的《旅人之歌》时，

不断有位于舞台

后排高处的观众

早早退场。厅里还

间或响起大叫声，

对听不见考夫曼

的歌声示以抗议。

甚至有小部分观

众在厅内四处走

动，试图变换座位

来聆听顶级歌唱

家的表演。这并不

是第一起音乐家

对易北爱乐音乐

厅表达不满的事

例，此前已多位室

内乐演奏家宣布

不愿再到这里举

行音乐会。

2017 年正式

开业的易北爱乐

音乐厅曾以超高

“颜值” 刷屏国内

外网络，还未揭幕

时已经成为德国

汉堡的新地标。远

远望去，位于汉堡

海港城港口上这

幢 110 米高的玻

璃结构体建筑，宛

如“玻璃皇冠”一般耀眼迷人。 这座

音乐厅的大厅使用“葡萄园式”的设

计模式。 舞台类似露天剧场般由观

众围绕，观众席则被分成高低错落、

方向不一的块面，但又均朝向舞台，

看上去亲切随和、细致精巧。

虽然易北爱乐音乐厅富于时代

气息的建筑设计受到很多人的好

评，其声学设计却招致不少争议。在

其大音乐厅里 ，1 万块石膏纤维板

拼接成“白色皮肤”，每块纤维板都

单独铣削以组成完整的表面结构，

帮助声音可以扩散至任一角落。 不

过有评论指出， 这种声学设计最适

合的是大型交响乐团的演出。 比如

指挥家艾伦·吉尔伯特率北德广播

易北爱乐乐团在其“主场”演奏时，

现场音效就曾广受赞誉。然而，当身

处大厅远离舞台的两侧和高处的后

排位置的观众， 在聆听小型室内乐

或独唱家表演时， 感觉就好像坐在

音乐厅外面一样， 声音效果大打折

扣。有资深乐评人建议，当遇到独唱

家或者小型室内乐团来演奏时，观

众不要购买舞台后方及两侧位置的

门票。作为剧场方面，也应该根据不

同的演出规模， 停止出售某些会影

响观众聆听效果的座位的门票。

另有评论人将矛头指向当代音

乐厅占据主流“葡萄园式”的设计方

案。 比如在同样秉持这种设计方式

的柏林爱乐音乐厅内， 如果观众身

处管弦乐队的后方， 也很有可能无

法感受到一个声乐歌唱家的最佳音

色。而矩形平面、窄厅、高顶棚的“鞋

盒式”音乐厅，已被证明拥有世界上

极为出色的音响效果， 比如以音质

佳著称的维也纳音乐协会金色大

厅、 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等采用的就

是“鞋盒式”。然而，“鞋盒式”遇到的

问题同样不少， 在波士顿交响音乐

厅、 布拉格斯美塔纳大厅等 “鞋盒

式”音乐厅里，池座及楼座后排的视

野甚至声音同样会大打折扣。 由此

可见，无论是“葡萄园式”还是“鞋盒

式”音乐厅，都会出现设计死角。 有

人认为， 价格高昂的门票一般位置

更好，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障聆听

效果，至于如何取舍，决定权依然在

于观众。

《深闺疑云》完成于 1941年，是希区柯克初到好莱坞的“过渡作品”。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