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著名导演陈薪伊执导的全女班话剧《奥赛罗》，正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上演。

在《奥赛罗》的排练场上，贴着这样一句话：“什么是巨人？巨人即是海洋”。

在陈薪伊看来，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巨人的作品，每个人都能从中看见自己，获得
思考与智慧。

陈薪伊:在莎翁的戏中看见自己
■ 本报记者 돂뾡걂 闻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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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一颗戏剧的种子

1954年，由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
集》问世。17岁的陈薪伊走进新华书店，花了
半个多月的工资，买下了这套书。当她把几十
本书牢牢地捆在自行车后座， 骑车回家的时
候，心里突然生出一个念头：说不定将来我也
可以成为戏剧家。 尽管此时的陈薪伊离戏剧
舞台还很远，但她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她读的第一本是《奥赛罗》。读不懂的地
方，就查字典。她一直记得父亲说过的话：开
卷有益，一时读不懂没关系，关键是要去读。

19岁时， 陈薪伊考上了陕西省话剧团，

成为一名话剧演员。她盼望着有一天能上台
扮演《奥赛罗》中纯洁美丽的苔丝德蒙娜。

那时候的她常常把莎士比亚想象成一
个严肃的老头，因为她最心爱的那套书的封
面上就印着那个形象。“我当时还不十分理
解这个‘老头’，不知道他对人性的了解其实
是那样深刻，对爱情的理解是那样有趣。”

1978 年，40 岁“高龄”的陈薪伊以第一
名的成绩被中戏导演系录取。正式研读莎士
比亚后，她才逐渐理解了莎翁的精神。“可惜
呀，那时候我已人到中年，体形也微微发胖，

在台上扮演梦想中的苔丝德蒙娜是不可能
了。于是我就找机会导演莎翁的戏，把他的
理想美展现在舞台上。”陈薪伊说。

两年后，陈薪伊终于如愿以偿第一次导
演了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是《麦克白》中的一
个片段，她的同学李保田饰演麦克白，另一
位女同学演麦克白夫人。

毕业前夕，老师决定《麦克白》为全班的毕
业大戏，陈薪伊不仅担任导演，还是演员之一。

“演麦克白夫人的时候，我感到浑身震颤，第一
次感受到悲剧的力量，它让人恐惧，也让人在恐
惧中觉醒。”陈薪伊说，“这次的毕业大戏是让我

终身受益的一次功课，从那一年开始，我就决定把
莎士比亚作为我终身的教科书。”

在悲剧中看到人性的幽默

1985年，陈薪伊进入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工

作。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将于翌年举办的消
息传来，陈薪伊递交了一份排演《奥赛罗》的计
划。团长看后立即拍板，给这部戏拨款一万元。

陈薪伊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再一次研读《奥赛罗》的剧本，她决定回
到中戏向孙家琇老师请教。“孙老师跟我讲了
一个有关莎士比亚的传说。 他曾经爱上过一

个女子，但这个女子最后背叛了他。莎士比亚
感到非常痛苦，于是把人物倒过来，写了《奥
赛罗》。传说的真假难以考证，但听了这个故
事再加上对《十四行诗》的阅读，让我对《奥赛
罗》 以及莎士比亚的精神世界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

古往今来，关于奥赛罗悲剧的原因争论不
休。奥赛罗与威尼斯公国元老的女儿苔丝德蒙
娜相爱。他们的婚事未被准许，只得私下成婚。

奥赛罗的手下伊阿古挑拨奥赛罗与苔丝德蒙
娜， 说另一名副将凯西奥与她的关系不同寻
常，奥赛罗信以为真，在愤怒中掐死了自己的
妻子。得知真相后，他拔剑自刎。

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嫉妒、 轻信酿成的悲
剧，但陈薪伊认为，这些都不能概括这部悲剧
的崇高价值。她从奥赛罗爱的起点出发，向他
的内心深处开掘。“奥赛罗的悲剧就在于对他
所追求的美丧失了信念，在伊阿古掀起的风暴
中，他像一叶迷舟被大风吞噬，这位追求美的
英雄沦为了毁灭美的罪人，悲剧是从这里开始
的。苔丝德蒙娜代表着美的信念，而伊阿古则
使奥赛罗动摇了自己的信念。” 陈薪伊在二度
创作中把焦点对准奥赛罗经历的心理风暴，展
现出他心理空间的三个层次： 理想的层次、世
俗的层次与黑暗复仇的层次。

1986 年，《奥赛罗》在上海上演时，大获
成功，演员们在热烈的掌声中连续谢幕六七
次。陈薪伊坐在观众席中，突然觉得这是一
部“喜剧”。她说：“我在这个悲剧中看到了诸
多英国式的幽默，人性的幽默，也是无奈的
幽默。”

他的音乐给电影以灵魂
■ 吴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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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与京剧有相通之处

解放周末：헢쫇쓺떼퇝뗄뗚컥냦ꆶ냂
주싞ꆷꎬ캪쪲쎴퓚틟쟩웚볤업헢늿쾷ꎬ뛸쟒
튪업좫얮냠ꎿ

陈薪伊：莎士比亚的一生中， 先后遭
遇过多次重大的瘟疫。 他出生时就遇上了
一场大瘟疫， 他被母亲带去附近的村子避
难， 才活了下来。 多年后， 莎士比亚所在
的环球剧场又因为瘟疫而陷入困境， 但他
的才华并没有因为剧场的关闭而埋没， 还
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任何时代都需要莎士比亚， 我们可以
从他的作品中看到当今的世界， 也可以从
他笔下的角色中看见自己， 《奥赛罗》 也
不例外。

创作全女班的念头， 对我而言也是由
来已久的。 奥赛罗的悲剧在任何人身上都
会发生， 不会因为性别的改变而改变。 女
性中的奥赛罗有很多， 女性中的伊阿古就
更多了。 我在开排这个戏的时候， 问过 9

位女演员， 你们身边有伊阿古这样的人吗？

她们几乎异口同声说 “有”， 可见这个人物
形象是经典的。

解放周末：틁낢맅쫇튻룶럇뎣돶닊뗄
뷇즫ꎬ쓺죧뫎샭뷢헢룶죋컯ꎿ

陈薪伊：莎士比亚在 《奥赛罗》 中用
了几乎 50%的台词， 塑造了伊阿古这个艺
术形象， 他是一个丰满的丑角， 在数百年
的戏剧史上始终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吸
引了各国历代的诸多男演员。 在有些国家
的演出中， 扮演伊阿古的演员和扮演奥赛
罗的演员并列为男主角。 也有专家说， 他
是一个 “伟大” 的坏蛋。

我希望这个形象给观众的不只是一种
恐惧感， 而是想引起观众的思考。 文艺复
兴时期有两种思潮， 一是人文主义， 就是
清明的理智和巨大的激情相结合的人性，

这种人性是最理想的。 那时还有一种马基
雅维利主义， 就是欲达目的不择手段， 伊
阿古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两种人性的冲
突构成了 “真善美” 与 “假恶丑” 的冲突
的本质， 也就是莎士比亚说的： 还原真善
美的本来面目。 在这场生命之火熄灭的悲

剧中， 我希望观众感受到， 虽然生命是渺
小的， 但理想却是伟大的， 人间虽然有邪
恶， 但美是永恒的， 这就是我们呈现这部
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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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薪伊：莎士比亚的戏可以让人变得
智慧， 会让观众获得一种极大的激情， 同
时又会让人冷静地思考。 我一直都在学习
莎士比亚， 他的作品像一座金矿， 取之不
尽， 随便读一段台词， 都觉得有所收获。

我认为他有的时候还能治病， 就像英国作
家约翰逊所说的， 谁要是被那些捏造出来
的荒唐故事弄得头昏眼花， 就该读一下莎
士比亚。 因为他的作品中永远有对人性的
解剖和对美的赞美， 而那些不研究人性、

不研究人的心路历程的作者， 是没有办法

写出好的戏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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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薪伊：从主题上来讲， 京剧和莎士比
亚的戏都有高台教化的意义。 在故事结构上，

两者也有绝妙的相似之处， 它们常常是先把
故事讲给观众听， 唯独剧中的主角与对手不
知道， 观众在观演时的焦点就变成了关注人
物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而不单单是事件
发展本身。

就我个人而言， 莎士比亚是一本有关文
学和戏剧精神的教科书， 而京剧则是一本戏
剧表现样式的教科书。 京剧有唱、 念、 做、

打、 舞多种表演方式， 有许多夸张和变形的
艺术手段， 比如胡子不叫胡子， 而是髯口，

除了表明角色的身份、 地位和年龄之外， 还
能表现他内心的感情， 是角色内心世界的外
化， 水袖、 高靴、 盔头等都是如此。 我认为
京剧对人物的刻画以及对人物的表现力是非
常精彩的， 莎士比亚的文学是全世界顶尖
的， 而优秀的交响乐也是艺术的瑰宝， 我想
把这三种元素在舞台上融合起来， 让这部戏
更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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