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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开 ,在不同的世界

——— 《茶花女 》四种文体之比较

徐姗 娜

　　《茶花女 》是小仲马第一部扬名文坛的

力作 ,他率先把一个浪迹于上层社会的风尘

女子纳入文学作品描写的中心 ,开创了法国

“落难女郎 ”系列的先河。作品从阿尔芒和

玛格丽特的日记角度 ,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 ,

洋溢着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悲剧气氛。玛格丽

特的命运悲号以及阿尔芒痛彻肺腑的悔恨 ,

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感人至深的艺术魅

力 。

1852年 , 《茶花女 》被小仲马改成剧本上

演 ,场场爆满 ,万人空巷。 1853年 3月 6日 ,

意大利杰出的歌剧作曲家威尔第的 《茶花

女 》在威尼斯的芬尼斯剧院首演 。 1897年 ,

翻译家林纾将其介绍到中国 ,产生了 “可怜

一卷茶花女 ,断尽支那荡子魂 ”的巨大影响。

1936年 ,由米高梅电影公司投资 、葛丽泰 ·

嘉宝主演 ,这部爱情经典被搬上了银幕。一

场俗世的爱情成全了一个漂亮女人最终的美

丽 ,也成全了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神话。

本文欲对 《茶花女 》的四种文体 ———小

说 、话剧 、歌剧 、电影进行比较 ,从中探讨戏剧

性在小说 、话剧 、歌剧 、电影中的不同表现。

因 《茶花女》译本版本众多 ,本文集中采用了

王振孙译的 《茶花女:小说—话剧—歌剧 》一

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年版)。

时空处理之比较

《茶花女 》小说中故事轮廓十分清晰。

作品开始是由阿尔芒向 “我 ”叙述他和玛格

丽特恋爱的悲剧 ,采用倒叙与插叙交叉的手

法 ,从茶花女死后遗产拍卖写起 ,从阿尔芒悲

痛欲绝地翻读茶花女弥留之际留下的手稿写

起 。叙述是小说最主要的表现手法 ,因此 ,在

《茶花女》的小说中 ,作者利用时间与空间上

的交错 ,使两个故事间隔行进 ,形成一种独特

的叙事方式:一个是 “我 ”与阿尔芒的交

流 ——— “我 ”因参加茶花女遗产的拍卖认识

了寻书而来的阿尔芒 ,陪着他为茶花女掘墓

迁坟 ,听他在病中讲述他的回忆;一个是通过

回忆 ,阿尔芒讲述了他和玛格丽特的爱情悲

剧 ———从相识 、相恋到决计离开风尘城市到

乡下尽享爱情的欢乐。但是好梦没有成真 ,

他们至亲至密的关系被老迪瓦尔给拆散了。

怀着深深的爱和深深的恨 ,阿尔芒对昔日情

人施加报复 ,玛格丽特经受不住疾病和精神

的双重折磨结束了人生 ,留下一纸手稿给远

方的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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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我 ”这一局外者的设置 , 核心情

节 ———阿尔芒与茶花女的爱情故事是沿着阿

尔芒的诉说行进的;也由于这种现时与回忆

的交错 ,使小说具备了强烈的时空感 , 形成

“故事中有故事 ”的言说方式 。作者不时地

“打断”阿尔芒的回忆 ,让他回到与 “我 ”相处

的现实世界 ,然而 ,对阿尔芒来说 ,诉说是一

种忏悔 ,甚或是一种解脱 ,所以 ,尽管疼痛却

欲罢不能;另一方面 ,这样的设置也使整个小

说故事的行进节奏相对缓慢 ,在叙述中作为

联结上下文的一种 “缓冲” ,为每一段情节的

发展设置各种悬念 ,情节的内在矛盾愈发显

得迭宕起伏 ,荡气回肠 ,而非一叙到底 。这种

娓娓道来不缓不急的叙事节奏 ,使作品更加

弥漫着一种抑郁哀伤的悲剧气氛 ,令阅读者

感同身受 ,激发其读下去的欲望 。

而小说改编成戏剧 ,不论是话剧还是歌

剧 ,都摒弃了小说的这种时空大错乱的结构

模式 ,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集中笔墨描写这

对恋人的感情纠葛 ,不枝不蔓 ,强烈 、紧凑。

话剧《茶花女 》分为五幕:第一幕在巴黎玛格

丽特的小客厅 ,第二幕在巴黎玛格丽特的梳

妆间 ,第三幕在奥特伊一座乡村别墅的客厅

内 ,第四幕在奥琳普家里一个布置雅致的客

厅 ,第五幕在玛格丽特的卧室 。而歌剧 《茶

花女》则在此基础上继续浓缩 ,四幕的场地

分别是:玛格丽特的客厅 、巴黎近郊的一所乡

村别墅 、克拉拉别墅里面长廊和玛格丽特家

的卧室里。尽管两种体裁的场次设置略显不

同 ,但其剧情安排基本上是按时间和事件发

展的顺 序排定 的:相 识———热恋 ———分

离 ———误解 ———诀别 。

地点的限制自然导致了情节的简化。在

小说中 ,玛格丽特始终是作为一个被追忆的

对象而存在的。作家采用倒叙和侧面描写的

手法来渲染她的魅力 ,写她死后还由于生前

的奢华遭人议论 ,写她的死对阿尔芒近乎毁

灭性的打击 。但是 ,也正是因为这样由他者

述说的叙述方式 ,对玛格丽特直接深入的刻

画难免显得相对薄弱 。虽然小说的结尾补充

了一段她的日记 ,但这个形象还是不能由此

而丰满起来 。而话剧和歌剧是属于表演的艺

术 ,剧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 ,只有通过演员的

表演才能变成生动 、鲜明的舞台形象;也只有

通过演员的表演 ,才能把人物的生活 、斗争在

观众面前直观地再现出来 ,产生特殊的艺术

力量。戏剧的媒介是语言 ,就像歌剧中的音

乐 ———歌剧 《茶花女 》就是要用音乐来塑造

一个 “茶花女 ”,因此 ,要求剧作者删除掉一

切不适合用音乐来表现的因素 ,而只保留小

说最基本的情节 ———玛格丽特和阿尔芒的爱

情悲剧 。为此 ,剧作者选取了和这个悲剧密

切相关的几个场面 ,相识 、相爱 、误会 、分离

等 。这样 ,贯穿小说的局外人消失了 ,玛格丽

特由遥远的过去走到舞台的中心。她不像在

小说中那样只是爱情被动的接受者 ,而是变

成了和阿尔芒平等的爱情拥有者和美好生活

的追求者。如果说小说将茶花女爱情故事的

情节始末给予了最详尽的叙述 ,那么 ,歌剧脚

本恰恰在小说的盲点 ———对玛格丽特的爱情

心理刻画上铺张开去 ,衍生出剧情中的另一

段 “细节”。如此一来 ,小说所具有的遥远而

恍惚的时空感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

女主人公内心世界近距离的透析和审视 ,是

亲切而触手可及的震撼 ,给观者以更真切的

审美体验。

应该说 ,相较于小说和电影 ,话剧与歌剧

的布景场面略显单调 ,这是舞台剧不可避免

的空间缺憾 。但是 ,威尔第的 《茶花女 》在舞

台布景上却极尽奢华 ,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幕

启时 ,玛格丽特(歌剧中为 “微奥列塔 ”)巴黎

家中豪华的客厅 ———舞台深处中央和左右两

侧均有门 , 中门通向另一间房间 ,快活的音

乐 ,客厅大餐桌旁坐满了人 ,个个打扮得光彩

照人 ,四壁的灯火都因之失色 ,桌上美酒盛

馔 ,宴会在欢快的舞曲声中进行。而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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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宴场面的第三幕 ,为了与先前有所不同 ,剧

作家安排了两段有特色的假面舞者的合唱 ,

即化装成给人算命的吉卜赛姑娘的假面舞者

和西班牙斗牛士 ,营造出当时上流社会热闹

和浮躁的狂欢。

电影版的 《茶花女 》则基本上延续了话

剧和歌剧顺时进行的叙事方式 ,但更加充分

地利用实景拍摄的优势 ,再现了当时法国上

流社会奢华的夜生活 ,戏院 、包厢 、豪华的房

间 、恬淡的乡野 ,真切而实在 ,体现了强烈的

时空感 。镜头在巴黎的都市与乡郊间切换 ,

空间和光线的变化也暗示了男女主人公心境

的变化 ———巴黎的天似乎总是灰蒙蒙的 ,带

着那么一点苍凉的味道 ,而阿尔芒与玛格丽

特在乡间的那段时光却带着童话般的色彩 ,

白的花 ,金色的苇地 ,若隐若现的城堡 ,散发

着芬芳的泥土 ,小桥流水 ,蜜蜂飞舞 ,衬着玛

格丽特飘逸的裙裾 ,令人忍不住期待时间的

停驻 ,这既是小说文字无法描绘 ,也是舞台戏

剧不可企及的。

人物设置之比较

近两个世纪来 , 《茶花女》不论是小说还

是在戏剧舞台上 ,都令无数观众心驰神往 、感

动不已 ,这并非仅仅是由迭宕起伏的情节因

素造成的 ,主要是在于它创造了两个感人至

深的人物形象 ,他们心中有道德理想 ,身上焕

发艺术美感 。作者在构想人物时就有一个明

确的原则 ,在小说中他如是说 “我们要善良 ,

要朝气蓬勃 ,要真实!”从阿尔芒和玛格丽特

的感情世界和行为方式上 ,都不同程度地表

现出来;而在从小说到戏剧和电影的改编中 ,

人物设置的变化也是遵循着作者所倡导的真

实地贴近现实的原则 ,以尽可能简约的笔墨

设置必要的人物 ,勾勒出故事本身及故事之

外的世界。

在创作话剧时 ,小仲马精当地把原小说

中描写的 、叙述的 、漫谈式的成分列出 ,别具

匠心地提炼出小说中含有的戏剧因素。话剧

《茶花女》增加了妮谢特与居斯塔夫这两个

角色 ,他们纯洁幸福的爱情构成话剧的第二

条情节线 ,与玛格丽特的爱情一起 ,一暗一明

地贯穿全剧 ,丰富了内容也体现了作者的感

情倾向 。话剧开场就安排妮谢特出场 ,由她

带出玛格丽特的身世背景 ,这是小说中没有

的 。在这里 ,作为玛格丽特曾经的同事和现

在的女友 ,妮谢特是以一种与茶花女不同的

快乐模样出现 ,有着猫咪一样的幸福与乖巧 ,

和茶花女带着风尘味道 、大肆喧张的出场形

成强烈对照 ,暗示着两个曾经有过共同经历

的女人因为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而将遭遇的

截然不同的命运结局 。

另一个茶花女的女伴 ———奥琳普也在第

一幕就出场了 ,她参与了玛格丽特与阿尔芒

相识的狂欢夜 ,她的轻佻和虚荣一方面说明

了玛格丽特形成先前性格的社会背景 ,另一

方面也隐晦地表现出玛格丽特与奥琳普的些

许不同之处———与奥琳普相比 ,玛格丽特似

乎还带着一种真诚的单纯和看透世俗后的那

么一点希冀 。因此 ,比起小说将奥琳普安排

在后面才与阿尔芒相遇 ,成为其复仇的工具 ,

话剧中这样处理显然使奥琳普的戏份更重 ,

其身份的寓意更深刻 ,也使人物的出场更自

然一些 。

此外 ,小说中有个背景人物老公爵 ,戏剧

中就舍掉了 ,这是因为戏剧更加强化了主要

矛盾。这样一来 ,戏剧冲突表现在阿尔芒 、玛

格丽特和迪瓦尔三个人身上 ,人物 、时间 、场

景比小说集中 ,矛盾的展开益发激烈。这不

单单是戏剧手法高超的表现 ,更可以窥见作

者始终遵循初始的创作构想 ,让爱情主题在

戏剧中纲举目张表达得愈加鲜明有力。

话剧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设置:在第

一幕中出场的圣戈当和关于他的 “黄色马车

的故事 ”。在全剧中 ,这个 “故事 ”被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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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 ,一次是第一幕在玛格丽特与阿尔芒相

识的夜宵晚餐上 ,另一次是在第四幕众人玩

牌的时候。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来描述这个故

事 。小仲马在此加入这个细节并不只是将其

当成单纯的上流社会的玩笑 ,它似乎是一种

预兆 ,又像是一个预言 ,说明了彼时社会的妓

女在爱情与金钱面前的两难选择和惯常做

法 ,一方面可以反衬茶花女的爱情选择与当

时社会现状的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也为阿尔

芒与茶花女的悲剧宿命埋下了伏笔———正因

为社会上的大多数妓女都是这样 ,所以阿尔

芒的父亲才会对茶花女抱有成见 ,而阿尔芒

也才会一再地为茶花女的忠诚担忧 ,而当茶

花女最终 “抛弃”他时 ,他甚至没有太多地思

考其他可能的因素就一味地认定是玛格丽特

背叛了爱情 ,欺骗了他 。可以说 ,圣戈当的

“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

而在歌剧中 ,由于音乐表现和舞台演出

的需要 ,歌剧对女主人公的改造更进一步实

现了茶花女这个艺术形象的精神实质的升

华 。与小说相比 ,歌剧 《茶花女》大幅度削减

了男女主角的相恋经过以及茶花女被迫放弃

爱情的深层原因分析 ,由此提炼而出的简洁

情节使歌剧的整体结构更加紧凑 。在此 ,剧

作者威尔第笔锋所瞄准的 ,不是已经在小说

或戏剧里得到展示的事件和冲突 ,而是包含

在这些事件与冲突中的人物心理质态 。因

此 ,故事更加集中到了女主角薇奥列塔身上 ,

她在全剧中的出场比率高达总时间的 90%

左右。其他所有人物(包括男主角阿尔弗莱

德及其父亲亚芒)均作为她的陪衬才得以存

在 。薇奥列塔通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 ,其

性格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从一个纵情享乐的

名妓成长为一个甘愿自我牺牲的圣女 。歌剧

《茶花女 》的四幕戏紧扣这一关键枢纽 ,展现

出薇奥列塔心理转变过程中的三个重要阶

段:欲罢不能的爱情渴望 ,迫于外力的自我放

弃 ,无可挽回的悲惨结局。

歌剧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安排 ,那就

是 “医生”的在场。在这部四幕歌剧中 ,除了

第二幕乡间的生活之外 ,其余三幕 “医生”均

在场上 ,并参与了玛格丽特从浮躁的狂欢到

悲凉地死去的人生黯淡时光。医生的在场作

为一种潜在的暗示 ,意味着玛格丽特一旦回

到声色犬马的生活 ,她的肉体与精神便永远

处于病态的状态 ,那能医治她身心的爱情一

旦被剥离 ,她又会堕入苦痛的深渊 ,由此暗含

了作家对茶花女默默而深刻的同情 。

看看电影。电影和话剧 、歌剧一样 ,同样

舍去了老公爵的背景 ,而很特别地在后半段

增加了加斯东的戏份 。在玛格丽特病入膏肓

时 ,是曾被一直认为是浪荡子的加斯东还不

时地来探望 ,送来白茶花 ,悄悄地将钱放入钱

袋 ,隐瞒着阿尔芒回到巴黎的消息 ,小心翼翼

地维护着玛格丽特的梦想和等待 ,这一人物

的设置给影片冷漠的人情世界带来了一抹温

暖的亮色 ,说明剧作家并没有对这个世俗的

世界完全失望。

剧本结构之比较

在小说中 ,作家以倒叙的手法开篇 ,调动

起想象之笔 ,把男女主人公置于时空的交错

之中 ,引出悬念。一个偶然介入的局外人用

眼睛看男主角阿尔芒在经历了感情大劫之后

近乎癫狂的一举一动 ,听阿尔芒讲述这个故

事;最后通过阅读玛格丽特的日记来补充阿

尔芒讲述的空白 ———她对爱情的忠诚和临死

前悲惨的遭遇 ,从而实现了故事的完整 ,印证

了阿尔芒所有的痛苦和悲伤的合理性 ,解开

读者的悬念 。

小说主要篇幅按时间顺序从容地叙写了

玛格丽特与阿尔芒之间的矛盾 。玛格丽特是

红极一时的妓女 ,阿尔芒乃资产阶级子弟 ,他

们倾心相爱 ,但由于环境 、地位 、经历 、性格的

不同 ,产生了慕名与冷遇 、求爱与拒绝 、吃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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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违心 、责怪与宽恕 、报复与谅解等矛盾。小

说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矛盾冲突的展开 ,充分

展示了玛格丽特的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和高

尚的道德情操。作者正是通过环环紧扣的链

条式结构将一个又一个矛盾连接起来 ,展示

了主人公爱情的发生 、发展 、高潮和结局。

围绕玛格丽特与阿尔芒矛盾冲突这条主

线 ,小说又展开了他们两人与其他人物之间

的矛盾:首先是与老公爵的矛盾 、与 G伯爵

的矛盾 、与 N伯爵的矛盾 、与阿尔芒父亲的

矛盾。这四对时隐时现 、明断暗续的矛盾 ,与

贯穿始终的玛格丽特与阿尔芒之间的矛盾 ,

交相回应 ,对比映衬 ,使玛格丽特这个娇媚 、

温柔 、美丽 、多情的艺术形象 ,立体地 、浮雕般

地突现出来 。

应该说 ,小说 《茶花女 》的情节是颇富戏

剧性的 ,这也是后来改编成话剧之所以如此

成功的原因之一。作家在谋篇布局上 ,运用

抑扬张驰的艺术手法 ,于情节发展处来个戏

剧性的 “突变 ”,比如 ,当阿尔芒与玛格丽特

正沉醉到乡下的美好时光时 ,阿尔芒的父亲

突然到来 ,迫使玛格丽特不辞而别;在紧张的

情节中 ,作家又巧妙地间以月朗风清的舒缓

情节 ,比如 ,在受尽阿尔芒的羞辱后 ,玛格丽

特登门请求饶恕 ,两人再次诉尽衷肠 ,然而 ,

本以为雨过天晴 ,可第二天晚上玛格丽特因

接待 N伯爵使阿尔芒吃了闭门羹 ,妒嫉的癫

狂的阿尔芒又使出了更卑劣的手段 ,给玛格

丽特送去五佰法朗。玛格丽特痛不欲生 ,逃

离是非之地 ,出走英国……冲突一浪紧逼一

浪地把情节推向高潮 ,结构犹如九曲回肠 ,曲

曲折折 ,扣人心弦 。

如果说 ,小说 《茶花女 》是通过组织和安

排诸多的矛盾冲突来塑造人物形象 ,揭示作

品主题;那么 ,改编后的话剧和歌剧则是以主

要人物玛格丽特为中心 ,安排各种人物 、情

节 、环境和戏剧冲突 ,更加集中 、直接地刻划

了她思想性格的发展和悲剧道路 ,组成了和

谐 、完整 、统一的结构。小说 《茶花女 》强调

了男主人公的悲伤 ,戏剧 、电影脚本却大大加

强了女主人公情感表达的分量 ,从戏剧艺术

表现的需要把玛格丽特成功地从小说中的

“幕后 ”推到 “前台 ”,并从场景与细节的处理

上做了有助于戏剧这一表现方式的变动 。

首先来看看小说和歌剧脚本 、电影对

“相识 ”这一场景的不同处理 。小说中有较

长的篇幅写到这一事件。阿尔芒回忆起向玛

格丽特倾诉衷肠 ,玛格丽特为他的痴情感动

而芳心相许 。但是 ,小说没有涉及到玛格丽

特内在的思想活动 ,而歌剧脚本的作者在这

里为音乐设计了一首咏叹调 ,写下了一首优

美的抒情诗。玛格丽特被刻画得温柔而多

情 ,纯洁而高尚 ,虽然她仍是一名风尘女子。

然而 ,如此纯洁热烈的感情最终因偏见和误

解被毁灭 ,两相对比 ,使欣赏者受到极大的心

灵震撼 。当她从美好的梦幻中醒悟过来 ,意

识到凭自己的身份不可能得到幸福的归宿 ,

歌词接着写道:“多渺茫 , 这一切全是梦想

……欢乐呵! 永远的欢乐就是我的下场!”

这一段同为咏叹调设计的内心独白 ,也写出

了玛格丽特丰富的内心活动 ,对爱情突然降

临的惊喜 、怀疑 、否定但又不愿失去的复杂心

理 。这一心理表白引导了剧情的发展 ,同时

也暗示了女主人公的结局。而在电影中 ,这

一段的处理则可以说是几者中最富戏剧性

的:在剧院里 ,因玛格丽特误把阿尔芒当作富

有的男爵 ,阿尔芒惊喜地向玛格丽特倾诉了

爱慕之情 ,并拾得她的一方手帕 。在书店里 ,

阿尔芒再次出现在她面前 ,玛格丽特这才发

现阿尔芒一直珍藏着她的手帕 ,而他也就是

每天送茶花来探病的人……这样的开场使影

片有一种看似轻松 、略带诙谐浪漫的前奏 ,并

且一开始就抓住了观众的心。

应该说 ,电影因为不受场景限制 ,在空间

的转移和画面的设置上相对自由。电影对阿

尔芒的家庭的表现就是以阿尔芒妹妹简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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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婚礼来表现的 ,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阿

尔芒的父亲温情的一面 ,与他后来蛮横地请

求茶花女放弃自己儿子时的绝然形成强烈对

比 ———以牺牲他人的幸福来成全 、维护自己

家庭的利益和声誉 ,这不只是个人的自私和

冷酷 ,更是社会的自私和冷酷。然而 ,在戏剧

作用上 ,阿尔芒父亲的出现不单是破坏力量 ,

重要的是作者不失时机地借此深刻地表现了

玛格丽特精神品质的可贵之处 ,使女主人公

最后一次得到升华。从玛格丽特对迪瓦尔的

倾诉中 ,观众谛听到了她的心音 ,她的每点理

由都有打动人心的效果:他们相爱至深无法

分开;她孤苦无依惟有阿尔芒是她惟一情感

的避风港;她患有不治之症经受不起命运的

打击。这种痛苦无助的处境使女主人公笼罩

在悲剧的氛围中 ,能激发观众的感情波动 。

至于随后男女主人公诀别的场面 ,是整

个故事的高潮 ,也是最根本的转折点 ,对此 ,

不同文体的处理也大相径庭 。小说中 ,玛格

丽特只留下了一封信便不辞而别 ,话剧和歌

剧则安排玛格丽特与阿尔芒话别。而电影则

将冲突更加激化 ,为了让阿尔芒恨她并永远

离开她 ,玛格丽特强忍痛苦装出一副因爱慕

虚荣而抛弃阿尔芒的狠心模样 ,甚至违心地

说出 “我不爱你”这样的话 ,最后在阿尔芒绝

望的目光中走向男爵的城堡。

从小说到话剧 、歌剧 、电影 ,角色地位的

转化显然导致了角色的审美效应的转化。为

了进一步突出玛格丽特富于自我牺牲的高尚

品质 ,小说中阿尔芒写信侮辱玛格丽特的情

节在戏剧和电影中被改写成阿尔芒在大庭广

众之下粗暴地践踏玛格丽特人格的场面。茶

花女那种欲罢不能 、欲言又止的矛盾和痛苦

在这一场景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她想

保护阿尔芒不受男爵的伤害 ,却又不得不违

心地伤害阿尔芒 ,最后阿尔芒还是因在决斗

中伤了男爵而逃离巴黎 ,善良的心却换来一

身的伤 ,痛 ,却无法言说! 不同的剧本结构引

发了不同程度的戏剧冲突 ,既巧妙地避免了

创作的雷同 ,也使各种文体的优势恰到好处

地发挥出来 ,或许这正是不同版本的 《茶花

女 》都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吧 。

然而 ,故事最终的高潮还是在茶花女最

后的弥留之际。小说里玛格丽特死时阿尔芒

没有在场 ,用倒叙手法表现阿尔芒的悲恸和

追悔 ,以玛格丽特的手稿述说真相 ,叙述她垂

危之际 ,人未死债主们就等待拍卖她的东西

的情景 ,还写出日记转述者对她的评价 ,体现

了几个人物的内在意识。这样的写法颇具悲

剧的氛围 ,同时也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作为小说的情节结构 ,这样是恰到好处的。

小说改编成戏剧和电影后 ,作者让他们在诀

别时相会 ,从刻画人物来看是必要的 ,从戏剧

结构来看是完整无缺的。前嫌冰释 ,悲剧随

之而降 。阿尔芒在玛格丽特弥留之际 ,再次

表达了他炽热的爱情 “我整个生命都属于你

的 ”。这种感情上的回忆让观众信服。虽然

阿尔芒在和玛格丽特充满波折的爱恋中 ,有

妒有恨有理想化的成分 ,但在身体里跳的是

一颗爱心 。作者的倾向性通过人物体现出

来 ,让情节自然而集中地定格在爱情的主题

上 ,在赞美爱情时也讴歌了道德情操。在戏

剧和电影结尾的处理上 ,剧作者把原小说中

描写的 、叙述的 、漫谈式的成分予以提炼和扬

弃 ,吸收了其中为戏剧所需要的成分 ,同时又

巧妙地展示了戏剧和电影艺术独特的表现功

能 ,直观性 、行动性和节奏感都是强有力且别

具匠心的。 ◆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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