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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新衣》并不是安徒生一

空依傍、师心独造的创作，而是

根据流传于中世纪西班牙的民

间故事加以改编的。 关于这一

点， 他自己在编定童话集时早

就有过明确的申明。 在探究追

溯这则童话的源流始末时，中

国学者也有重要的发现。

摹仿与新编

《皇帝的新衣》所讥刺嘲讽

的荒唐现象， 很容易激起读者

的强烈共鸣和翩翩浮想。 除了

催生出形形色色的各类评论和

诸家译本之外（见 2019 年 1 月

18 日 《文汇学人 》），还顺带吸

引了不少作者各出心裁， 在原

作基础上斟酌损益，或摹仿，或

新编， 创作出各种不同类型的

作品。

率先问世的是半侬 （刘半

农 ） 的滑稽小说 《洋迷小影 》

（载 1914 年 《中华小说界》 第

七期）， 他在题记中陈说缘起：

“是篇为丹麦物语大家安德生

氏 （一八〇五至一八七五） 原

著 ， 名曰 《皇帝之新衣 》， 陈

义甚高， 措词诙诡。 日人曾节

取其意， 制为喜剧， 名曰 《新

衣》， 大致谓某伯爵崇拜欧人，

致贻裸体之笑柄。 今兼取安氏

原文及日人剧本之义， 复参以

我国习俗 ， 为洋迷痛下针砭 。

但求不失其真， 非敢以推陈出

新自诩也 。” 可知是以安徒生

原作为蓝本， 又参考过日本剧

作， 进行再度加工的产物。 作

品描写游学归来的某公子嗜洋

成性 ， “什么穿的吃的用的 ，

以及一切与他接触的东西， 没

一样不是洋货 ”， “恨不能连

自己的身体也要用莲花化身法

化成西洋的种子 ”。 有两个外

国人针对他崇洋媚外的嗜好 ，

谎称能够织造特殊的布料， 不

仅 “花纹与颜色能随时变化”，

而且 “有鉴别人类善恶的能

力 ”。 信以为真的洋迷最终在

众目睽睽之下赤身裸体， 招摇

过市， 即便遭到路人笑骂， 也

依然执迷不悔。 周作人在 《知

堂回想录》 （三育图书文具公

司 ， 1970 年 ） 里追怀故友往

事， 提到 “刘半农因为没有正

式的学历 ”， 以致 “英美派的

绅士很看他不起， 明嘲暗讽”，

为此旅欧留学， “发愤去挣他

一个博士头衔来， 以出心头的

一股闷气” （见该书 《北大感

旧录八 》 及 《卯字号的名人

三》）。 说的虽然是他稍后的经

历， 但因为出身不佳而遭受歧

视， 产生的抑郁愤激势必在胸

中郁积已久。 这篇游戏之作尽

管旨在针砭世风， 恐怕也包含

着难以明言的隐痛。

刘半农提到的日本剧作究

竟何指尚待详考， 与此相仿而

由国人创作的则有半梅 （徐卓

呆） 的喜剧 《新衣》 （载 1921

年 《新声杂志 》 第四期 ）。 主

人公屠侯爵追新逐异， “只要

是希奇的新的 ， 他不管什么 ，

一定要去觅到 ”。 一对 “在西

洋修业十年” 的制衣师夫妇投

其所好， 诡称可以纺出 “不可

思议的织物”， “身分高的人，

心地一卑污了， 就看不见。 表

面上像有德行， 其实无恶不作

的， 也看不见。 外面装得很有

学问， 其实头脑空虚的人， 也

瞧不见。 身穿军服， 胆小如鼠

的， 也瞧不见。 以及世上的平

常人、糊涂人、愚笨人、饭桶、无

用人、过时的人、死也不足惜的

人，多看不见的”。 于是侯爵府

主仆上下， 以及受邀前来观摩

的祝医士、 柴少校、田牧师等，

都因各怀鬼胎而被玩弄于股掌

之上。 最终侯爵夫妇穿着衬衣

衬裤在海滨行走，“整齐严肃”，

“目不斜视”，迎来的却是“儿童

拍手笑骂 ”。 徐卓呆早年留学

日本， 归国后创作过大批喜剧

和滑稽小说。 在构思这部 《新

衣》 时， 或许也和刘半农一样

借鉴过日本剧作。

刘半农和徐卓呆的作品尽

管在时间 、地点 、人物 、情节各

方面多有增损改易， 但基本的

叙事要素，尤其是最后的结局，

仍然依附着安徒生原来的故

事，摹拟效仿的痕迹非常明显。

有些作者则不再满足于萧规曹

随式的简单承袭， 尝试着另出

机杼，希望能够由此踵事增华，

翻新出奇。

由叶圣陶、 胡适等人起草

的 《新学制课程标准初级中学

国语课程纲要》于 1923 年颁布

实施，在 “略读书目举例 ”中列

有 《域外小说集 》，意味着书中

那篇 《皇帝之新衣》 也将引起

语文教育界的广泛注意。 在吴

研因、 庄适、 沈圻等人编著的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 （小学校

初 级 用 ） 》 （商 务 印 书 馆 ，

1923 年） 第六册中就收录了据

此改编的 《波斯国王的新衣》，

共分为四篇课文。 尽管大体上

仍然依傍原作， 但已经做了不

少修改， 比如将主人公指实为

“波斯国王”， 被派去检查进度

的大臣也由两人增加到三人 。

最重要的则是结尾部分做了续

补 ， 当小孩子大声揭露真相

后 ， “国王也有些疑心了 ” ，

等回到皇宫仔细盘问王后群

臣 ， 才终于获知真相 。 最后

“国王醒悟着说 ： ‘啊哟 ！ 上

了织工的当了！ 实在我也看不

见什么新衣！’” 随即下令把骗

子们抓来治罪， “但是两个织

工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 尽

管骗子依旧得逞而逃之夭夭 ，

可国王总算幡然醒悟了。

吴研因等人新增补的内容

并不多， 叶圣陶则做了更为详

尽的续写 。 他有一篇同名的

《皇帝的新衣 》 （载 1930 年

《教育杂志 》 第二十二卷第一

号 ）， 一开始就交代 ： “从前

安徒生有一篇故事， 叫做 《皇

帝的新衣 》， 想来看过的人很

不少。 ……以后怎么样呢？ 安

徒生没有说。 其实还有很多的

事情 。” 接着讲述皇帝遭到耻

笑后恼羞成怒， 命令士兵抓捕

围观的民众， “就在街头把他

们杀掉， 好叫民众知道他的法

律是铁一样的 ”。 他从此装模

作样， “总是裸着身体， 还时

时做一些虚空的手势， 算是理

直衣服的褶皱 ”。 生性多疑的

他还颁布了更严酷的法令， 所

到之处 “民众一律不准开口发

声， 不问说的什么， 只开口发

声就错 ， 就要拿住杀掉 ”。 在

恐怖高压之下， “要求言论自

由， 要求嬉笑自由” 的民众终

于奋起反抗， 士兵和大臣也纷

纷倒戈 。 目睹众叛亲离的局

面， 皇帝感觉 “好像有一个巨

大的铁椎向他头脑猛击一下 ，

他顿时失去了知觉 ”。 安徒生

的口吻显得轻松活泼， 叶圣陶

的叙述却格外沉重压抑。 其原

因恰如郑振铎此前所说的那

样， “虽然他依旧想用同样的

笔调写近于儿童的文字， 而同

时却不自禁地融化了许多 ‘成

人的悲哀 ’ 在里面 ”， “我们

看圣陶童话里的人生的历程 ，

即可知现代的人生怎样地凄凉

悲惨” （《稻草人序》， 载叶圣

陶 《稻 草 人 》 ， 开 明 书 店 ，

1923 年）， 如此忧愁感伤的基

调， 延续到此时显得更为沉郁

激切。

叶圣陶对自己的续作很满

意，不但编入童话集《古代英雄

的石像》（开明书店 ，1931 年 ），

还将其分为 《新定下的法律 》

《遭到了不幸的人》和《“撕掉你

的虚空的衣服 ”》三部分 ，先后

选入自己主编的 《开明国语课

本》（开明书店，1934 年）和《少

年国语读本 》（开明书店 ，1947

年 ），在当时流传极广 ，以至影

响到其他作者的创作。 钱光毅

编写的剧本 《皇帝的新衣》（载

1935 年 《音乐教育》 第三卷第

一 、五 、六期 ），就标明 “由安徒

生与叶绍钧的童话 《皇帝的新

衣》改编”。 当然在人物和情节

方面又有不少增饰， 着重描写

了小贩赵大一家三口的悲惨遭

遇， 并非简单地从文体上进行

改编。 剧本中还穿插了由廖辅

叔作词、 陈田鹤作曲的多首歌

谣， 其中一首由两个骗子齐声

合唱 ： “新衣绣出叶色绿花色

黄，白玫瑰像仙女，红牡丹是花

王。一切颜色都是鲜艳非常，还

不时飘着清甜的花香。凤在舞，

龙在飞 ，夜莺唱歌 ，孔雀翘尾 ，

仙禽交集，启示国家的祥瑞，而

且它永不褪色或是破碎……”

绘声绘色地将他们巧舌如簧的

嘴脸展露无遗。 足见词曲作者

和剧作者一样， 为此耗费了不

少精力。

何公超的 《皇帝的金袍 》

（收入《公超童话》第一集《快乐

鸟 》，孩子书店 1945 年 ），应该

也借鉴过安徒生和叶圣陶。 他

笔下的皇帝更加穷奢极欲 ，而

狡猾奸诈的宰相投其所好，“要

全国有金子的老百姓缴出一半

给皇帝”，让锡箔匠和缝衣匠联

手打造了一件 “富丽堂皇的金

龙袍”。皇帝披上金袍后巡行各

地 ，“要每一个朝见的臣民 ，吻

一次金袍的袍角 ，以表示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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