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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被认为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最早鲜

明呈现、思考人的存在问题的戏剧家，善于“在生活

的全部表现中阐释生命的意义”①，鲜有人能超越

他。雨果说：“莎士比亚之上没有任何人。”②四百多

年来，莎士比亚获得了世界上不同国家历代学者、评

论家、作家、艺术家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评论、传

播，其中既有众多热情的赞赏，公允理性的认知，也

有片面的指责和否定，历经“经典”诞生的风雨历程

而成为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卡尔维诺指出，“经典是

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

读’的书”，且“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

书”。③莎士比亚无疑属于这样的经典。但是，与其

他很多作家不同的是，莎士比亚还在广阔的艺术世

界纵横驰骋，影响深远。于是，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

科研究也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考察改革开放

以来，特别是近年来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的

基本情况，会让我们从中真切感受到文学和艺术原

本就是孪生姐妹，如影随形。通过跨学科这一研究

视域，我们可以更好地多角度领悟莎士比亚作为经

典的存在方式及其辐射性影响。应该说，莎士比亚

与艺术跨学科研究和莎士比亚研究共同构成了莎士

比亚的传播与接受史。

一、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的考察

较早系统探讨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关系的是

1989年张泗洋等人的专著《莎士比亚引论》(上、下)。
其中第三十三章“各种艺术形式中的莎士比亚”，分

别梳理了莎士比亚与音乐、绘画、歌剧、电影的关系，

从中让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莎士比亚在艺术的不同

领域中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莎士比亚的创作

不仅以原有的话剧形式长存于舞台，或以诗的形式

被人们吟诵，而且还以形形色色的艺术形式，出现于

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歌剧、舞剧，各种非正规戏剧

以及现代的电影、电视剧等艺术领域中。这些艺术

形式不仅扩大了莎士比亚在整个艺术领域中的影

响，而且还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莎士比亚作品的某

些美学特征。”④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明1980年代已有

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的

考察及其意义
李伟昉

【摘 要】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究是基于莎士比亚跨学科影响事实的关系研究，从中可窥莎士比亚

在艺术的不同领域所留下的深广影响印迹，见证不同的媒介形式以自己特有的表现方式对莎士比亚的精彩诠

释和有力传播。莎剧从民族文学跻身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过程，是一个在不同领域不断被反复借用、改写、重构

的过程，充分彰显其适应不同文化、社会、政治进行再创作的巨大潜力。界定、厘清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

究的范式、性质及其学科阐释立场，对于更好认知因电影改编引发的莎剧的改编尺度和商业性问题，对于多角

度探寻经典的莎士比亚是如何诞生的，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关 键 词】莎士比亚；艺术跨学科研究；借用重构；商业性；阐释立场

【作者简介】李伟昉，河南大学莎士比亚与跨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欧美文学（河南 开封

475001）。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23.3.156～16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294)；河南大学重点项目(2019CXTD006)。

【英国文学】

··59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外国文学研究 2023.6
FOREIGN LITERATURE

学者对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关系作系统思考，这

理应为后来的进一步探讨起到积极的引领与推动

作用。

我们这里重点考察相关论文类情况，不涉及研

究专著。根据知网检索结果 (1978-2022.7)统计可

知，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究方面的论文多达338
篇，其中主要涉及戏曲、电影、音乐、歌剧、绘画等，尤

其是近年来有关戏曲(151篇)和电影改编(115篇)的
成果最为丰硕。莎剧戏曲改编在中国已有百年历

史，进入1980年代以来，这种改编涉及诸如京剧、川

剧、粤剧、昆曲、黄梅戏、沪剧、越剧、豫剧、滇剧、徽剧

等多个剧种，成为戏曲跨文化实践的一个新的增长

点。因这方面的述评与研究较多，也因电影和戏曲

改编均涉及跨文化、跨媒介改编和接受等共性问题，

加之电影是更具大众性、商业性的传播媒介，其影响

力、覆盖面更大，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我们

以电影改编为考察重点，并兼及音乐、歌剧、绘画等

内容。

1.莎士比亚与电影(115篇)
这方面的论文仅次于戏曲改编的成果，几乎涵

盖了莎士比亚重要戏剧作品的电影改编以及方方面

面的问题，包括中外编导的莎剧电影及其差异比较，

戏剧与改编电影的异同比较，涉及主题思想、人物塑

造、艺术特色，以及改编的忠实性与跨文化借用、重

构问题等。这些论文旨在借莎剧转换为电影这一大

众艺术媒介后所产生的种种差异的探讨，找到或总

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价值思考，进而重新认识莎

剧的魅力、电影的特质，以及跨文化跨媒介传播的基

本特征等。

2.莎士比亚与音乐(23篇)
这些论文大致有两种视角，一种是文学研究者

的相关探讨，例如张泗洋⑤、方平⑥等。另一种是音乐

专业研究者的相关阐释，例如梁荣超⑦、赖锦织⑧等，

他们研究的立足点是音乐本身，重在介绍围绕莎剧

改编的相关音乐作品的魅力。

3.莎士比亚与歌剧(40篇)
这些论文主要围绕意大利的威尔第、贝利尼、布

里顿和法国的古诺以及德国的瓦格纳等五位著名作

曲家的歌剧展开探讨，涉及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奥

塞罗》《亨利四世》《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报还一报》

(《爱情的禁令》)，其中享有“音乐世界的莎士比亚”和

“歌剧之王”盛誉的威尔第的研究成果最突出，其三

部堪称歌剧经典的《麦克白》《奥塞罗》《法尔斯塔夫》

(《亨利四世》)是评论焦点。总览莎士比亚戏剧歌剧

改编研究，话题包括莎士比亚戏剧与歌剧关系的比

较研究、改编歌剧的人物塑造、结构艺术、音乐风格、

音乐语言、咏叹调演唱处理等。这些研究均为从事

音乐专业的学者基于音乐艺术视角的研究。

4.莎士比亚与绘画(9篇)
莎剧的绘画作品不同时代都多有创作，或者以

专门的美术作品呈现，或者以插图的形式见于各种

莎剧版本等。这些论文作者所从事的专业涉及文

学、艺术学、美术学等。他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莎士

比亚的创作与绘画艺术之间借鉴与影响的互动关

系，细腻阐释了拉斐尔前派绘画、版画、漫画、连环画

中的莎士比亚影响，有助于读者对莎士比亚的形象

认知。

从上述研究梳理看，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

究内部存在着明显不平衡的现象。除戏曲改编论文

外，莎剧电影改编的论文数量首屈一指，歌剧、音乐、

绘画则依次递减，由此既突显了电影作为大众、通

俗、流行艺术形式广受青睐的优势，又说明跨入歌

剧、音乐、绘画等高雅艺术领域的门槛相对更高，需

要更专业的知识储备、更强的感受力、更高的悟性，

需要跨出去的开阔视野和高屋建瓴的洞见。

二、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的基本特征与

核心问题

通过对莎士比亚与电影、音乐、歌剧、绘画的跨

学科研究现状的简约考察，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种

感性认识，即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究既有助于

读者对莎剧丰富内涵的多维理解，进一步拓展读者

的自由想象空间，又有助于读者对电影、音乐、歌剧、

绘画等不同媒介各自独特表现方式的认知。那么，

这一跨学科研究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1.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的基本特征

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究，都是对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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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影响事实的探讨。换言之，从研究范式和方

法论角度看，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影响性质

的研究，或者说是一种“跨学科的影响研究”⑨。当

然，具体研究中，存在中心视角的差异。

自电影诞生就有了以莎剧改编的电影，莎剧电

影在改编电影中占据着显赫地位，世界上没有哪个

作家的作品像莎士比亚那样被电影持续关注、备受

青睐，其众多作品被不同国家不断改编传播。在评

价莎剧电影改编时，也多以莎剧为依据探讨电影的

得失。所以，谈论莎剧的电影改编，自然离不开影响

的维度。而由莎剧改编且风靡全球的歌剧，同样与

莎剧的人文内涵有着割舍不断的精神联系，以至于

相关研究中对莎士比亚的分析都占有一定的篇幅。

因为莎士比亚许多戏剧，尤其是喜剧，大都取材于意

大利作品，而歌剧也产生于意大利，这让莎士比亚与

歌剧之间“有了真正的血缘关系”⑩。

探讨莎士比亚与音乐的关系自然也是从影响谈

起。例如，张泗洋在文中主要从两方面讨论了莎士

比亚与音乐的关系。一方面，莎士比亚极富音乐修

养，不仅体现在剧中“有很多关于音乐的妙论，而且

见之于莎剧诗文的音乐性”，这让“他的作品和音乐

的表现形式有了内在的一致性”，“为我们提供了人

类情感活动的最丰富与最敏妙的变化形式”。另一

方面，“无数的音乐家们争相从莎作中寻求素材，获

取灵感”，如贝多芬、柏辽兹、李斯特、门德尔松、舒伯

特、舒曼、柴可夫斯基等。方平也认为“莎士比亚是

热爱音乐的，他的三十七个戏剧中有三十二个涉及

音乐”，他“凭着天才的悟性，对于音乐的本质具有可

说超越时代的那种深切透彻的理解。”而且早在4个
世纪前还根本没有“交响乐”这个概念时，“莎士比亚

已让那位把音乐当作精神食粮的公爵用诗的语言，

表达了优美的音乐不仅是听到的，而且同时也是可

以看到、嗅到的”。赖锦织以贝多芬提示的“读一读

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为依据，阐释了贝多芬的奏

鸣曲对莎士比亚传奇剧所表现的“英雄性主题”的传

承，这一“英雄性主题”所揭示的精神，“就是要像主

人公普洛斯彼罗用超人的力量去战胜邪恶那样去战

胜面临的困苦”。正处于听觉不断衰退、求医无效以

及失恋而陷入极大悲痛甚至绝望中的贝多芬，极需

要精神支柱的支撑，而莎剧表现的英雄主题恰好引

起他思想上的共鸣，激发他以“扼住命运喉咙”的坚

强勇敢的英雄精神来激励自己。作者由此阐明一条

规律，即“艺术创作对于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传承”，

都是因为这些优秀文化成果“所表现的思想倾向，适

应了创作主体、作曲家、作家等等的需要”。这些分

析无疑会加深读者对贝多芬奏鸣曲内涵的理解。

莎士比亚与绘画关系的探讨和音乐的情况一

样，力图在互动中相互阐释，尤其是涉及莎士比亚创

作对绘画艺术的可能借鉴。例如，张远帆提出文艺

复兴时期如波提切利、丁托列托、提香等画家创作的

有关鲁克丽丝的绘画作品，可能对莎士比亚创作

《鲁克丽丝受辱记》有影响。张丽华认为莎士比亚

“一定接触过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意大利的绘

画”，因为“他的作品中许多段落都证明了他爱好绘

画，他不仅熟悉这些绘画艺术，而且从中汲取自己

创作的素材。”因此，作者指出“绘画艺术的成功运

用”是成就莎剧“具有永久价值的戏剧手段”之一，

莎士比亚擅长将戏剧和绘画“两种艺术创作糅合在

一起”，从而让作品“更加丰富深厚，富有韵味，扩大

了美的意义”。

总之，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究，属于影响关

系研究的范畴，不是无影响关系的跨学科平行研

究。把握住这一规律，才能从总体上认知莎士比亚

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的性质。

2.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

莎士比亚跨媒介传播、跨文化普及，自然会面对

忠于原著还是借用重构的问题。电影改编在这个问

题上的复杂性明显比音乐、歌剧、绘画更为突出，这

与电影的大众性、商业性特征直接相关。听觉艺术

的音乐、视觉艺术的绘画与视听一体的歌剧，均属高

雅艺术范畴，它们以自己的表现方式在接受、消化莎

剧的过程中，更多地是对原著风貌与基本精神的忠

实传达，观众则更多地需要依赖感觉、想象和沉思来

慢慢体悟之。但电影改编与原著之间形成的张力，

对观众视听的冲击力、震撼力却可能更为直接明显，

更易于感知。因此，由电影改编引发的莎剧改编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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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其商业价值问题，构成莎剧电影改编探讨中最

引人关注的两个焦点。

(1)忠于原著或借用重构

将名著改编成电影，是一项严肃的文化工作，总

要依据一定的规则。大体说来有两个原则，一个是

忠于原著的改编，一个是借用重构、服务当下，这在

跨文化改编中十分突出。传统的电影改编要求改编

者忠于原著，围绕原著的基本故事和精神内涵展开

叙事。忠于原著并非对原著的亦步亦趋，其中自然

少不了对情节的删减取舍、剪裁加工、浓缩演绎等，

所有这些艺术处理都是为了让情节更简洁，矛盾冲

突更集中，人物性格更鲜明，主题思想更彰显，并且

需要充分发挥电影媒介的优势来表现原著的思想和

精神。关键是，所展现的仍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而

非其他。因此衡量、认同改编电影成功与否的标准

是原著。这不仅是人类艺术审美的一个重要历史阶

段，也是被普遍认同的和传播的基本模式。我们可

以看到，包括莎剧在内的许多西方文学名著改编而

成的电影家喻户晓，令人印象深刻。例如《王子复仇

记》《红与黑》《简·爱》《战争与和平》，等等，它们对故

事的叙述、人物形象的塑造、思想精神的表达基本上

都是忠实于原著的，仍然是帮助今天的观众认知那

些世界文学名著的珍贵辅助影像资料。仅就次数而

言，忠于莎士比亚原著的电影改编，据《吉尼斯大全》

记载，自有声电影问世至 1980年代中期就不少于

270次。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欲望、审美

情趣的变化，以及电影对自身大众性、商业性特征的

更为在意的追求等，使得电影改编不再以忠于原著

为决定性的判断标准，而是重在借用重构，艺术地表

达人类当下生存境遇中的新诉求，特别是西方文学

名著的东方改编，跨文化的变异和对话更为突出。

当然，从文学研究角度说，所有这些“重构”，毕竟是

源于原著的激发和唤起，“借用”还在起着作用，经典

的魅力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着。

2006年，我们终于有了改编自《哈姆莱特》的中

国电影，即冯小刚导演的汉语版《夜宴》和胡雪桦导

演的藏语版《喜马拉雅王子》。这两部影片让“中国

观众惊喜地期待着观摩中国影院中的莎士比亚，也

让一些外国观众满意地再次领略了莎士比亚的世

界性”。此后，围绕这两部电影的评论持续成为热

点，对原著的跨文化接受与变异问题都是绕不开的

话题。

杨林贵以冯小刚的《夜宴》和胡雪桦的《喜马拉

雅王子》为例，强调这两部影片的改编既与《哈姆莱

特》故事相关，又“都各自虚构了一则有关古代历史

的影院神话，一个发生在佛教引进之前的西藏，一个

发生在千年前饱受战乱的古国王朝”。前者表现了

和解与宽恕的力量，后者则展示了欲望如何在政治

阴谋和权力较量中发挥作用。作者将胡雪桦借电影

对意义的探寻定义为现代性，而把冯小刚对多种文

化的拼凑定义为后现代性。“前者通过现实主义和超

现实主义的电影艺术，将影片扎根于对于生命意义

的探寻。后者通过拼贴的手段，完全推翻了哈姆莱

特式的哲学困境，甚至连婉后最终的讽刺也可以被

解构。”《夜宴》既源自对“生存还是毁灭”的探寻，又

“以人文精神的回归给这部电影史诗画上了句号”。

而《喜马拉雅王子》则用孤独来取代“生存还是毁灭”

的主题，迎合了当下完全摆脱“获取‘真正’意义的重

负”的流行趋势，“故作深沉也就成了一种自我愉悦

的玩法”。乔雪瑛也认为，《喜马拉雅王子》虽然不

乏《哈姆莱特》的元素，但意旨已发生转变，“改编者

试图用新的主题来阐释时代精神，以‘爱’与‘宽恕’

的主题赋予影片宏大意义，情节的改动、不可抗力的

加入、悲剧的化解等，都凸显了中国文化的特点”。

特别是化解恩怨情仇的结局，不仅调和了悲剧的氛

围，而且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期待，尤其是中西文化

对悲剧理解上的差异，让影片在精神气质上与《哈姆

莱特》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正是这种

若即若离的处理，实现了改编者与原著之间的跨文

化对话，并力图用新的视角来解释现实生活。正是

这一主题的表达，呼应着改编者对当代中国文化的

理解与诉求：希望以一个充满爱的世界荡涤并取代

物欲横流、信仰缺失的现实。

在广泛深入的讨论中，学者们达成基本共识，即

每次对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都意味着是基于当下

的新的视听阐释，“是渗透了改编者独特理念和情思

··62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6 外国文学研究
FOREIGN LITERATURE

的再创作”。高旭东等学者认为，《夜宴》与《喜马拉

雅王子》就是“对《哈姆莱特》进行叛逆性创造式的艺

术重构”，既“拉开了与原剧的距离”，“又让人想到是

源自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程朝翔从莎剧本身

存在的模糊性立论，以劳伦斯·奥利弗导演的《亨利

五世》和肯尼思·布拉纳执导的《亨利五世》为例，来

说明它既“最接近于国家宣传”，成为二战中英国政

府鼓舞士气的工具，又可以成为表达当今明显的厌

战甚至反战情绪的媒介，完全可以基于时代精神而

服务于不同主题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歌剧改编过程，

虽然也删减、调整、重组，却并不背离原著的基本精

神，更没有改变原著的整体面貌，与当代借用重构的

电影改编区别明显。例如，董蓉对莎士比亚戏剧《奥

塞罗》和威尔第歌剧脚本进行了细致的比较解析，认

为立足于歌剧音乐自身属性的歌剧脚本转型过程，

既重视原著精神的传达，又对原著加以删减重组，力

求流动快捷与简明直接。其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将

莎士比亚五幕戏剧减缩为紧凑的四幕：处于威尼斯

叙事窗口的原著第一幕被完全删减，歌剧情节发展

被统一、凝练于塞浦路斯窗口，并在以合唱为中心的

海面风暴场景中直接拉开帷幕”，使“剧情发展很快

进入紧张的阴谋施展主体部分”；而且表现出“把原

著的种族差异转为宗教意识，同时亦将‘爱情与死亡’

的情感之维诠释得更为直接而深切”。这种艺术处

理内在地呼应着“社会—文化语境、历史现实因素与

作者写作意图之间深层而复杂的互动关系”，“与浪

漫主义宗教精神和情感体验有所关联”。可见，从

莎剧歌剧改编的实践看，歌剧改编更重视重组而非

重构，是借用却非叛逆，这也许体现着作为高雅艺术

的歌剧区别于大众电影的品质。

(2)莎剧的商业性价值

莎剧是否具有商业性价值，直接涉及高雅文化

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的关系问题，是

经典名著电影改编不能回避的话题。被奉为高雅文

化代表的莎剧经典不断被拔高甚至神化，似乎本质

上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格格不入，泾渭分明，审视

莎士比亚的标准只能是审美价值，不可能是商业价

值。如果把莎士比亚与商业价值相联系，岂不是对

莎士比亚的低看与解构？那么，莎士比亚真的不能

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接轨吗？其经久不衰的文学

魅力真的与商业价值无关吗？

王玮敏以1993年美国三星影业公司新拍摄的电

影《无事生非》为例，深入探讨了莎剧的商业性和商

业化问题。作者不仅肯定莎剧的商业价值，而且认

为其商业化“与其内在的商业性密切相关”。因为莎

士比亚时代的戏剧业与后起的电影业颇为相似，都

有着很强的商业性。由于竞争激烈，为了把更多观

众吸引进剧场，剧作家随时要把市场需要放在心上，

不可能单纯为艺术而艺术。“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戏

剧家的头脑中萦绕着的常常是‘生意’两个字，他们

给后人留下的鸿篇巨制很难说是有意为所有时代而

作，对他们来说，最实际的考虑恐怕还是先满足当时

观众的要求。”莎士比亚就常常根据当时畅销书的内

容改编剧本，以适应当时社会的流行趋势和大众口

味，以确保剧场的卖座率，维持剧院生存。所以，莎

士比亚不太可能是本着给后人留下不朽之作的态度

来创作的，而是有着很强的商业性。作者从四个方

面分析了莎剧的商业性特征后重申，莎剧自诞生始

“就与商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由于它本身的商业

性，使它几个世纪以来被按照不同的时代标准商业

化，一直具有被改编演出或搬上银幕的商业价值”，

这“也是莎剧得以代代流传的原因”。显然，作者不

认为将莎士比亚与商业性相联系就降低了莎士比亚

的水准与档次，相反，商业性、大众化的解读会激发

观众“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来认识莎士比亚的戏

剧，大大丰富莎学的内容”。在作者看来，这种商业

性、大众化应该是“一种普遍的趋势”，“一种开放的

态度”，“是经典文化普及的一个不可少的步骤”，“莎

士比亚商业化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如果莎剧

能永远流行，那么它也将永远是经典”。应该说，作

者对莎士比亚与商业性价值关系的阐释是实事求是

的，鞭辟入里，令人信服。

乔雪瑛所探讨的“经典文学如何走入大众影

院”，是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如何衔接的问题。作者

认为，电影改编既不能忽视对原著精神内涵的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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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虑和到位表达，又要最大程度地运用电影技术和

视听手段迎合大众的口味，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对

原著进行一系列改编和重构，增添引人入胜的异域

风情，因为进入影院的观众欣赏的不只是故事情节，

还有画面、音乐、服饰、表演等各种因素。这是高雅

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喜马拉雅王子》就别具匠心地把莎剧移入雪域高

原，“藏族独特的文化元素已成为标志性的符号系

统，世界屋脊独特的地貌、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等元

素蕴含着浓浓的民族文化和异域色彩，会一下子吸

引观众的注意力”，“给观众呈上一份视觉消费的大

餐，充分满足了观众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和欣赏，使观

影堪称一场视觉盛宴”。导演以电影艺术的方式认

真严肃地为观众演绎出了一部中国版的《哈姆莱

特》，“在原著所代表的高雅文化与大众影院所代表

的流行文化之间进行了一场认真的对话”。杨林贵

则强调了《夜宴》和《喜马拉雅王子》两部影片制作人

各自不同的电影制作、营销策略和市场效应，突出了

后现代时期明星形象效应的重要市场规则，尤其是

对《喜马拉雅王子》能在普遍利用文化资本追求丰厚

资本回报这一大众市场游戏规则主导的当下，成功

打破高雅文化的剧院空间和传播流行文化的影院空

间之间的界限，及其蕴含的重大意义做出了深中肯

綮的价值探讨。

另外，有学者把电影改编作为文化产业的一种

策略来看待，并非简单的跨媒介传播问题。例如吴

辉认为，电影改编“始终与商业市场和产品消费相

关”，具体表现在“这些改编不仅从莎剧中获得主要

情节、人物和语言，而且把它们作为一种‘文化商品’

进行宣传和‘推销’，其卖点是国际明星阵容、新奇的

视听效果和古典文学的韵味”，其终极目标是收获巨

额商业利润。所以，名著改编不仅为电影创作找到

了一个用之不竭的源泉，而且能给电影投资商带来

丰厚的回报，其本质可以视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一项

重要策略，为的是开发出一个颇具潜力的国际性的

文化市场”。换言之，莎剧的电影改编既然是文化

产业中的“文化商品”，当然要考虑市场，从文字符号

到影像媒介的转换，商业利益无疑是重要驱动力。

但话又说回来，“文化商品”是有“文化”内涵的软“商

品”，不能等同于一般商品，兼顾文化传承、弘扬正能

量和商业利益才是“策略”中的应有之义。

上述观点都肯定了商业性价值和大众传播对莎

士比亚的意义，认识到不应该把经典文化和商业元

素对立起来。电影“延伸了莎翁在后世的流传，也为

后现代文化产品消费者提供了品味经典的机会”，

“莎士比亚的魅力就在于其市场价值，无论是小众市

场还是商业市场”。这些有价值的思考都是在艺术

跨学科研究的视域中进行的，没有“跨越”提供的异

于莎剧本身的新论域和价值参照，就难以达成上述

认知。

三、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的意义

第一，从研究范式与方法论层面看，莎士比亚与

艺术跨学科研究属于影响研究。它是基于影响事实

的探讨，探讨作为影响源、放送者的莎士比亚产生跨

学科影响后，接受者对莎士比亚是如何接受和传播

的。这一性质是由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的属

性所决定的。从这一研究扩展开来看，不仅文学与

艺术的跨学科研究，而且文学与历史、哲学、政治、法

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宗教以及自然科学等的

跨学科研究，也多是在影响研究的层面展开的，因为

文学与这些学科之间虽然不乏平行关系的事实，却

又同时存在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相互启发和双

向影响关系，因而批评实践中较少有纯粹的无影响

的平行比较研究。如，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朗松

1895年发表《文学与科学》一文，以古典主义和自然

主义文学为例，阐析了科学对文学的跨学科影响，指

出“近三百年以前，文学发展就因科学发展而有所改

变”。既然是影响研究，自然就离不开实证方法的

运用。实证方法体现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扎实稳

健的学风与科学严谨的精神。在比较文学领域，美

国学派曾提出无影响关系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

究，与以影响研究著称的法国学派相抗衡，批评法国

学派的实证方法已陈旧过时。其实，反对实证方法

的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都难以

摆脱实证方法，因为无论是平行比较研究还是跨学

科研究，都需要用事实说话，需要对比较双方差异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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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比性事实的细腻发掘和剖析，这其间都无法让

实证缺席。跨学科研究本身是一种视野，一种理念，

不能作为具体的、微观的方法来使用，它必须借助其

他更为具体的方法才能进行研究。从莎士比亚与

艺术跨学科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实证方法是显而易

见贯穿其中的，理应给予充分肯定。其批评实践提

醒我们，实证方法不可或缺；同时确证了跨学科研究

与影响研究的互通关联，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跨学科

研究是“‘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间阵线分明的

根本分歧”的观点。所以，在学术研究中，实证方法

永远不会过时。影响研究若无实证方法作支撑，所

有审美和综合结论都将失去根基，因为“美学的一切

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得”。长期以来为学界所

诟病的乱比现象，就与缺少有效的可比性和实证的

空疏不无关系。

第二，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究，有其自身规

定的学科立场与阐释立场，即源自文学本位的立

场。不同学科诸如音乐、电影、绘画、歌剧等都有基

于本学科立场的跨学科思考和阐发的需要。从文学

角度看，跨学科研究有文学跨学科研究和非文学跨

学科研究之分。文学跨学科研究是指以文学为中心

的研究，强调围绕文学而形成的开阔的跨学科视野

与突出的问题意识。譬如，文学视域中的莎士比亚

与艺术跨学科研究，其立足点和中心都是莎士比亚，

是将莎士比亚置于另一个学科领域中来审视，如果

因此而遮蔽甚至丢掉了这个中心，跨学科研究就失

去了方向和意义。美国比较文学学者雷马克在确

立、阐释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比较性”时指出：“讨论

金钱在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的作用，只有当它主

要(而非偶然)探讨一种明确的金融体系或思维意识

如何渗透进文学作品中时，才具有比较性。”换言

之，只有当文学和其他相关学科进行系统比较且以

文学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才具有“比较性”。这正如

我们今天所强调的“新文科”视域中的文学学科建

设，首先需要确立自身学科立场，这是我们思考、创

新的起点和动力所在；然后积极谋求打通相关学科

之间的壁垒，跨界发展，相互借鉴，相互升发，相得益

彰，以取得学术研究的进一步突破。打通、跨界、融

合、借用，就是从自身出发积极把相关学科的有用内

容化为己有，为我所用，是寻求丰富、发展自我的借

鉴，让自身立足的学科在获得交叉视野参照的基础

上更加全面观照、确立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失去了

文学的中心地位，也就不再是文学研究或文学跨学

科研究。

非文学跨学科研究是指不以文学为中心的研

究。譬如，梁荣超的系列论文《音乐与莎士比亚》，虽

然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音乐史上诸如贝多芬等一

系列大家改编自莎剧的音乐作品，但因其关注中心

是音乐，所以不属于文学跨学科研究，而是音乐的跨

学科研究。作者也强调指出：“我不是在这里谈论和

分析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是剧评家的任务。我是做

音乐工作的，不是搞文学工作的，我只是收集有关莎

士比亚的戏剧里的插曲，和古代、现代音乐家为这些

戏剧写的音乐作品，在广播里跟大家一起欣赏这些

歌曲音乐，目的仅此而已。”又如，郭轩从音乐学层

面对德国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门德尔松《仲夏夜之

梦》序曲的主题进行了细腻分析，同时也“从一个全

新的角度再次去漫游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并且

认为“音乐本身无法完全描述戏剧，但当音乐与戏剧

作品相结合，音乐让戏剧的情感表达更加深层，也扩

大了戏剧的张力，具有感性的，超越语言表达的优

势”。这类研究尽管不以莎士比亚为中心，但其跨

界思考的方式与方向同样会让读者对莎士比亚产生

更为深刻的认识，从中得窥莎士比亚对西方音乐史

的浸染，也对文学研究具有启示和借鉴价值，无形中

让文学跨学科研究和非文学跨学科研究形成一种自

然的良性互动关系。

第三，界定、厘清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的

范式、性质及其学科阐释立场后，才能更好地认知因

电影改编引发的莎剧的改编尺度和商业性问题，因

为这都与学科阐释立场息息相关。正是由于引入了

电影的跨学科跨媒介视域，才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莎

剧改编及其商业性特点打开了一个新的有价值的面

向。首先，从发展的角度看，电影改编毕竟是再度创

作，势必折射着与时代相关的新思考、新主题表达，

否则无法体现创新。不过，既然是改编，当然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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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没有原著也就无所谓改编。只不过有些改编

后仍保留莎剧剧名，有些影片虽另起炉灶，冠以新

名，但相关莎剧基本情节的巧妙借用仍贯穿其中。

不管哪种情况，改编的意义都是提醒我们重新关注、

重视莎剧，“看看这些电影究竟挑战了莎士比亚的哪

些观点，强调了哪些观点，同时呼吁观众去思考哪些

问题。当我们不再是被动的观影者，而是主动地思

考电影与原著的联系，我们将会获得完全不同的观

感……电影不能取代戏剧，但是能帮助我们理解，为

什么四百多年来莎士比亚戏剧能够永垂不朽”。因

此，那些通过莎剧改写来隐喻、言说自己时代的操

作，已属正常现象。这是一种变形的经典传播，涉及

后现代语境中跨文化经典借用以及对当下大众生存

状态的思考。正是在这种一次次变形的经典传播

中，莎士比亚获得了永恒。当代中国对莎剧的借用

和改写过程中，自然会体现出中国的文化特征、时代

精神和当下的审美情趣。然而，这对改编者和观众

实际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对改编者而言，借

用原著前势必需要咀嚼、吃透原著的精神方能借题

发挥，为我所用；对有心的观众而言，能识别出原著

与改编电影的不同，才能跳出看热闹的浅薄而进入

看门道的厅堂，客观上引导观众从电影回到原著再

回到电影的循环、比较、提升的探寻欲望。

其次，电影改编不仅意味着从纸质媒介到影视

媒介的转变，而且意味着从高雅文化到大众文化的

转向，也必然要巧妙借助现代科技对电影视听功能

的提升，“打破商业与艺术的界限，追求市场利润”，

使电影“更多地变成一种全球共享的娱乐”。如果

从商业价值维度审视莎士比亚的传播力，我们就会

发现，不同时代对其商业价值的开发、追求商业成

功，确实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电影的视角给了我们从商业价值审视莎士比亚经典

性的机会。回到历史现场看，莎士比亚原本就是通

俗作家，就是从通俗流行、不断被多元评说的曲折过

程中走向经典的。既然能从通俗走向经典，为什么

就不能再由经典回到通俗呢？不把莎士比亚高高挂

起，而是让其回到通俗的层面雅俗共赏，接受更多人

的了解和评说，有什么不好呢？回到通俗，承认莎士

比亚的商业价值，并非就可以将莎士比亚无原则

地庸俗化。电影改编势必要强调电影形式功能淋

漓尽致的发挥，目的在于更好地迎合流行文化中

的电影观众，赢得丰厚票房价值。但是在多大程

度上来迎合流行文化中的电影观众，这是改编者

需要严肃对待、慎重思考的问题。虽然见仁见智，

却仍然有一个度的把握。作为属性有别的高雅文

化和大众文化相互转换过程中必然存在矛盾与冲

突，这需要对话和妥协，于辩证中尽可能化解融

通。好的电影改编总是在张力中追求雅中见俗、

又俗中有雅的丰厚内涵与宽容品质。纯粹的无聊

戏说则另当别论。

是否愿意让莎士比亚还俗，还有一个认识上的

误区必须澄清，即不能把莎士比亚偶像化、神圣化，

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更非白璧无瑕、十全十美。他

也有诸多不足，不能把他创作上留下的不足和遗憾

作为魅力无比的谜来破解，造成似是而非、过度阐释

的弊病。我国著名莎学专家辜正坤在这方面早就有

过多次提醒，特别是告诫研究者注意西方莎士比亚

崇拜背后暗含的“潜移默化地将文化优越论植根于

别国意识中”的西方中心倾向。因此，让莎士比亚

回归莎士比亚本身，让他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将有

助于我们全面、客观、理性地认知他的存在及其意

义。只要他能唤起我们的新联想、引发我们对现实

的新思考，这也是他的价值的组成部分，说明他继续

存在着，没有被我们遗忘。

综上，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究可以让读者

从中窥见莎士比亚在艺术的不同领域所留下的深广

影响印迹，见证不同的媒介形式以自己特有的表现

形式对莎士比亚的精彩诠释和有力传播。莎剧从民

族文学跻身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过程，是一个在不同

领域不断被反复借用、改写、重构的过程，充分彰显

其适应不同文化、社会、政治进行再创作的巨大潜

力。正如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所说，莎士比亚能

超越所有其他西方作家而“仍将继续重新占据西方

经典的中心”。故此，认同莎士比亚的当代借用与

商业价值，有利于多维度、多层面审视莎士比亚的成

功，辩证把握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转换的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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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为我们研究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经典作家作品

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及其国际化传

播的有效推进提供借鉴，也启迪我们重视跨学科思

维能力的培植和跨学科沟通互鉴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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