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地区莎士 比亚戏剧研究的主体性 回归
｜ｑ７

２０１ ９ 年第 ２ 期 （
总第 ２０８ 期 ）

｜

台湾地区莎士 比亚戏剧研究的主体性回归

孙 宇 张龙海

内容摘要 ：
莎 士 比亚戏剧 在 ２０ 世纪初 日 本对 台 湾 实行殖 民 统治 时 期 传入 台 湾 。 １ ９４５ 年 以

后
， 台 湾莎 剧 研 究 回 归 到 以 中 华传 统文 化 为 背 景 的 中 文语 境 。 然而

，
自 莎 士 比 亚戏 剧进入

台 湾 一 百 多年来 ，莎 剧 研究 作为 台 湾外 国 文 学 与 戏剧 学领域 的重 要组 成部分在 台 湾 地 区 的

发展 与 流 变 ，并未被大 陆 学 者在整体上进行过全面论述 与研 究 。 本文 重 点 考察莎 士 比 亚戏

剧 在 台 湾 的 起源 ， 以及 台 湾 莎 学 与 大 陆 莎学 相 比所 经历 的完 全不 同 的发 展轨迹 ， 从 而 全方

位把握 台 湾 莎士 比亚戏剧 的发展脉络 ，
旨在 呼 吁 大陆 学者在加深对 台 湾 莎士 比亚 戏剧研 究

的理解 与 把握的 过程 中 ， 增强 与 台 湾 莎 学 界 的 交流 与 合作 ， 在对莎 士 比 亚 戏剧 进行 文 化挪

用 的 同 时 ， 与 台 湾 莎 剧 学 者共 同 提 升 中 国传 统戏 剧 的 品 质 ， 实 现在全 球化 时代 最 大化地 将

中 华 文化进行对外传播 ， 继 而 实 现台 湾莎 士 比亚戏剧 研究 的 主 体性 回 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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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 １ 世纪以前 ，西方主流莎学并不看重亚洲 国家 （地区 ）对莎士 比亚戏剧的跨文化演绎 。

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 日 据时期 ， 台湾对莎士比亚的接受是 日本殖民统治强力干预的结果 。

抗 日 战争结束 ， 台湾回归到中文语境 ， 使得莎士比亚研究可以 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开

展 。 通过对台湾地区莎学的研究可以看出 ，莎士比亚戏剧在同一语言文化背景下的不同

地区及年代里 ，
以不同的方式呈现 ，但均反映了 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 、 民风国情和文艺批

评潮流 ，在不同时期 ， 中 国大陆与 台湾民众对莎剧的接受程度也存在着很大差异 。 进人

２ １ 世纪以后 ，随着全球化的深人 、
亚洲人口 占全球 比重逐年增多 以及 中国在经济和文化

影响力方面的提升 ， 以中 国传统戏曲形式改编的莎剧越来越受到西方主流莎学的重视 。

当印度学者鲁斯顿
？

巴鲁查 （
Ｒｕ ｓ ｔｏｍＢｈａｒｕｃｈａ） 对英国著名戏剧导演彼得

？

布鲁克由印

度史诗改编的跨文化戏剧 《摩诃婆罗多》进行批判 ，称
“

它是以西方 、欧洲为 中心 ，对非西

方文化 、印度文化的
一

种掠夺
” ？之际 ，法国著名戏剧导演阿丽亚娜 ？

姆努什金也
“

借助

东方表演艺术探索新形式 ，试图通过程式化的表演来展现莎士比亚的语言
”

，

？那么 ，海

峡两岸莎学学者对于被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 ？ 布鲁姆称之为
“

西方正典
”

的莎士比亚

戏剧进行研究则更显必要 。 对闽台戏剧有过深入研究的我 国戏剧人类学专家陈世雄就

曾指 出 ：

“

世界上大概很难找到一个像台湾这样的地区 ，其戏剧与政治的关系竟然是如此

错综复杂 。

”？—直以来台湾戏剧的发展与大陆息息相关 ，难分彼此 。 在这种情况下 ， 只

有两岸莎学界建立起紧密联系与合作交流平台 ， 在亚洲和国际莎学研究界 ，成为一个强

有力 的研究实体 ，才能发出真正属于中华学者的声音 。

目前 ， 中国大陆莎学并没有对 台湾莎士比亚戏剧从接受史 、剧本翻译 、莎学研究 、改

编表演和数字化时代的对外传播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展开研究。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

对台湾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意义重大 。 随着台 湾莎学国际化进程的深人 ，现在已经到了

打破两岸文化与学术研究的藩篱 ，
让台湾莎士比亚戏剧研究回归大陆学者学术视野的时

①


周夏奏 ： 《跨文化戏剧 的政治性 与 艺术性——评巴鲁查论 ＜

： 摩诃婆 罗 多
＞ 》

．

《戏剧 》 ，
２ ０１ ５ 年第 ５ 期 ，第 １ ８ 页 。

②罗 磊 ： 《
１ ９８０ 年代太 阳剧社 莎士比亚戏剧改编一重塑 茨剧文本与借 用 东 方艺术形 式 》 ， 《戏剧 》 ２０１ ９ 年 第

一期
， 第

１ ０５页 。

③陈世雄 ： 《 台 湾戏剧 三題 》 ， 《闽 台戏剧 与 当代 》 ， 爰 门
： 度门 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第 ７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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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 大陆学者对台湾莎剧的起源与莎剧改编新动态的了解与掌握 ， 可以增强台湾莎学与

大陆莎学的对话 ，
加强两岸戏剧界与莎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 有助于共同推动中国传统戏

曲借助莎剧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与发展 。

一

、 日据时期台湾莎剧表演的起源

在清末甲午战争中 ， 中国战败之后 ， 台湾于 １ ８９５ 年被清政府无条件割让给 日本 。 从

１ ９ 世纪末开始的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
１８９５

－

１９４５ ） 台湾就已 经开始受到莎剧文化的影

响 。

“

西方戏剧在 １９ 世纪 ７０年代被引 进到 日 本 ，并以改 良的歌舞伎形式进行表演 。 根

据明治时代对西方戏剧的翻译可 以看出 ，莎士 比亚是当时 日本最欢迎的西方剧作家 。

”？

据记载
“

在 １ ８７７
－

１ ８９０ 年间 ，莎士比亚戏剧 的 ３５ 个翻译版本在 日本 出 版 。

” ＠这一时间

明显早于 中国大规模译介莎剧的起始时间 。 正是受 日语莎剧全集翻译的影响 ，才有 了朱

生豪在 １９３６ 年出于为国争光而进行的中文莎剧 翻译 。 根据 日 本著名中 国话剧史专家濑

户宏在 ２０ １ ７ 年 出版的《莎士 比亚在中国
——

中 国人的莎士 比亚接受史 》 中对 日 本莎士比

亚接受史的介绍 ，
１ ９０３ 年 （ 明治三十六年 ）在 日 本发起

“

正剧运动
”

的导演川 上音二郎

（
Ｋａｗａｋａｍ ｉＯｔｏ

ｊ
ｉｒｏ

）的剧团上演 《奥赛罗 》
？

，该剧舞台背景被设置在 了明治时期的 日本和

台湾 ，原剧中奥赛罗征战的塞浦路斯被改编为澎湖岛？ ，
摩尔人奥赛罗被改编为部落民

出身 、为 日本天皇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总督室鹫郎 （ ＭｕｒｏＷａｓｈｉ ｒｏ
） ， 而伊阿古的 曰 本

名字为伊屋刚藏 （
Ｉ
ｙ
ａ） ，苔丝狄蒙娜被改编为财政大 臣 的女儿鞘音 （

Ｔｏｍｃｍｅ ） ，其角色由

川上音二郎的妻子
——

日本第一位现代女演员川上贞奴 （ Ｓａｄａｙａｋｋｏ ）饰演 。 这部改编版

莎剧 《奥赛罗 》反映了 当时 日 本社会内部封建的种族观念和残酷的 阶级划分 ， 以及台湾

原住民被迫接受 日本殖民统治后所受到的种族歧视。 日本莎学专家吉原由香里 （
Ｙｕｋａｒｉ

Ｙｏｓｈｉｈａｒａ
） 曾在２０ １４年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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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ｖａｇｅ

’

Ｏｔｈｅ ｌ 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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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０ｆ ／ｉｅＷｏ
（

１９０３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

（ 《未开化的野蛮人奥赛罗 ： 日 本首次上演的

〈 奥赛罗 〉与 日本殖民统治》 ）

一文 ，她尖锐地指 出 ？／
‘

这种改编借用 《 奥赛罗 》在全球的权

威性来满足 日本帝国在本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需要 ， 以此来确立 日本国家的 、种族的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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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濑户 宏 ： 《 莎士 比亚在 中 国
——

ｔ 国人 的莎士比亚接受史》 ， 陈凌 虹译 ，广 州
：
广 东人 民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７ 年 ， 第 ２７７ 页

。

④ １ ８９５ 年 日 本海军在此登 陆 ， 开始 了 对 台 湾的疽民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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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沙文主义
”

，并抨击到 ：

“

这次改编是对莎士比亚戏剧不道德
‘

滥用
’

的清晰案例 。

”？

确实如吉原由香里所言 ，从当代视角来看 ，
台湾原住民的歌舞被搬上 《奥赛罗 》的舞台 ，

歌词中台湾原住民对 日本殖民统治的歌颂与感激 ，是对 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极大讽刺 。 在

台湾也有多位学者曾经对这部《奥赛罗》与台湾的关系进行过深人研究 ： 如石婉舜的《川

上音二郎的 〈 奥赛罗 〉 与台湾
——

“

正剧
”

主张 、实地调查与舞台再现 》在大陆以 《帝国制

作 ： 川上音二郎的 〈 奥赛罗 〉 与台湾》为题发表在 《艺术评论》 （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 。 文章描

述了
１９０２ 年年末川上音二郎为 以 台湾背景改编 《奥赛罗 》而远赴台湾所进行的实地考

察 ，在分析了剧本情节所展现的 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人民 的歧视之后 ，重点指出这部

《奥赛罗 》揭示了２０ 世纪初
“

日 本的剧场工作者跟帝国主义 、殖 民主义之间 的共谋关

系
”

，并深刻揭露
“

川上音二郎的剧场作为文化机器 ，膨胀 日本人的国族想象之余 ，
也助

长其殖民统治台湾的合理性 。

”
？凭借《奥赛罗 》在 日本取得的巨大成功 ，根据 《台湾 曰 曰

新报 》 日 文版记载 ，
１９０５ 年该剧原班人马赴台表演了这部具有殖民主义性质的 《奥赛

罗 》 。
１９ １ １ 年为替 日本殖民统治者向台湾输人新式教育思潮 ， 已经名声大振的川上剧团

赴台北演出新式儿童剧 ，开启 了 台湾新式戏剧的时代 。 随后 ，其他 日本后继者陆续赴台 ，

对台湾戏剧创作以及观众的接受与鉴赏力影响至今 。 台湾东吴大学 日本语文学系吴佩

珍用 日语撰写的论文 《莎士比亚翻案剧及台湾表象
——

以 日本 〈奥赛罗 〉 以及台湾 〈暴风

雨 〉 为中心》 ，
通过分析在 日本上演的第三部莎剧 ， 即 《奥赛罗》 （

１ ９０３
）来唤起台湾人民对

这段殖民历史的回忆以及通过台湾 当代传奇剧场改编的 《暴风雨》来展示在后殖民时期

的 当代台湾各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 ，来揭示 自 日 本殖民统治时期至现今台湾与外来政权

的关系 。
？

日 本当时在台湾的殖民政策与其推行英美文化的教育方针对莎剧在台湾的推广起

到 了一定作用 。 根据台湾学者陈怡伶的研究 ， 日据时期莎剧在台湾的传播可以分为三个

阶段 。 日据初期 （
１ ８９５

－

１ ９ １５
） 的 莎剧以 日语演出 ， 这种观演关系是被统治者被迫接受

文化统治的关系 。 在 日据中期 （
１９ １ ６

－

１ ９３６
） ， 日 本政府在中学以上教育中推广英语 ，使

台湾民众受到了莎剧启蒙 ， 普通民众可以通过 日 文阅读莎剧翻译 ，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可

以通过英文阅读莎剧原文 。 日据后期 （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５
）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 日本政府禁

（
Ｔ
）
Ｙ ｕｋａｒｉＹｏ ｓｈ ｉｈａｒａ ．Ｒａｗ

－

Ｓ ａｖａ
ｇ
ｅ

Ｔ

Ｏｔｈ ｅｌｌｏ
：ＴｈｅＦ ｉ ｒｓ ｔ

－

Ｓ ｔａ
ｇ
ｅｄ Ｊａｐ

ａｎｅｓｅＡｄａ
ｐ

ｔａｔ ｉｏｎｏｆＯｔｈｅ ｌｌｏ（＼ ９０ ３
）ａｎｄＪａｐ

ａｎｅｓｅ

Ｃｏｌｏｎ ｉａ Ｉ ｉｓｍ
Ｍ

［
Ｊ ］

．Ｓｈａｋｅｓ
ｐ
ｅａ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ｔｈ ｉｃｓｏｆ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 １４ ．

ｐ
． １４５ ．

②石婉舜 ： 《 帝国 制作 ： 川 上音二郎的 〈 奥赛 罗 〉 与 台 湾 》
，
《 艺术评论 》 ，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 第 ７８ 页 。

③吴佩珍 ： 《 莎 士比亚翻 案剧及台 湾表象
——

以 日 本 〈 奥赛 罗 〉
以及 台 湾 （ 暴风雨 〉 为 中 心》 ， 《 东吴 外语学报》 ，

２００７

年 第 ２５ 期 ，第 ５９ 页 。



台湾地区莎士 比亚戏剧研究的主体性回归
２０ １９ 年第 ２ 期 （

总第 ２０８ 期 １

１ ０ １

止英语教育与英美文化传播 ，政治形势和教育政策的转变使莎剧在 台湾 的发展受到控

制 ，但这一时期 ，作为对 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 台湾报纸上间或有莎剧剧评出现 ，本土学

生对莎剧也有零星演出 。
①

关于 ２０ 世纪上半期 日 据时期 台湾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对莎剧的影响 ，到 目前为止 ，
无

论是台湾学者还是 日 本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 ２０ １ ３ 年 ， 台湾师范大学许

俊雅在《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发表论文 《莎剧故事在台湾早期的流播与接受》 ， 对 ２０ 世纪

初期林纾 、魏易译 自 兰姆姐弟 《莎士比亚故事集 》 （
ｒａｆｃｓ如ｍＳＡｄｔｅｓｐｅａｒｅ

，１ ８０７
） 而成的

《吟边燕语》 （上海 ：商务印书馆 ，
１９０４

）在台湾的传播和改写情况做以详细考证 ，论证
“

日

据时期
”

台湾汉文界受到林纾对莎剧故事翻译与改写的影响 ，对莎剧有了最初的认识 。

因此 ， 日 本对台湾的教育政策是否使 日语莎剧在当时得到台湾 民众的主观认同并使莎剧

在台湾扎根这
一

问题仍需要今后进
一

步考证 ，
但正是在国 民党光复台 湾之后 ， 台湾的莎

剧研究才得以用 中文开展 ，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莎学研究中才得以渗透与展露 。 综上所

述 ， 台湾在 日据时期的莎剧表演与 日语莎剧翻译对台湾莎学的影响研究意义重大 ，这
一

研究将台湾莎学 的起始时间向前推进 ５０ 年 。 日 本殖民统治时期将莎士比亚戏剧引人 台

湾是不容被忽视的历史事实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当代 台湾莎剧研究的走 向 。

二、台湾中文莎学研究的回归

根据 中国大陆莎学专家李伟民对台湾中文莎学研究起始时间 的界定 ， 台湾 中文莎士

比亚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后期 ，

“

这时从事莎著翻译和莎学评论的主要是以从大

陆去台湾的学者 、教授 ，其中以梁实秋 、虞尔昌 为代表 。

”＠到 ２０ 世纪末 ，在台 湾发表莎学

论文较多的学者为梁实秋 、朱立民 、颜元叔和彭镜禧 。 曾历任 台湾大学外 国语文学系？

主任的朱立民 、颜元叔和彭镜禧在美国接受教育后返 台 ， 均对莎士 比亚在台湾地区不同

时期的连续推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朱立 民和颜元叔两位先生是当时台湾屈指可

数的英美文学博士 ，
二人主管外国语文学系期间 ，锐意改革 ，对 日 后 台湾英美文学 、 比较

① 陈怡伶 ： 《 台 湾 日 治时期 莎剧之研究及其在英语教育 中所扮演的 角 色 （
１ ８９５

－

１ ９４５
） 》 ，

台 湾
“行政院 国 家科学委 贝会

”

项 目 报告 （
２０ １ ０

－

２０１ １
） ， 第 １ 页 。

②李伟 民 ： 《 台 湾 莎 学研究情况综述 》 ， 《西华 大学 学报》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 期

，
第 ６５ 页 。

③台 湾 大学 外 国语文学 系 作为 台湾 莎 学研究 的 大本营 ，
前身 隶属於 民国 十七年 （

１９２ ８
）在 台 湾 创校的 曰 本台 北 帝国

大学 文政学部
，

民 国三十 六年 （
１ ９４７

）
正式成立 国立 台 湾大学外国 文学 系

，
民 国四 十四年 （

１ ９５５
） 更名 为 外 国语 文学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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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及莎士比亚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称
“

朱颜改
”

？
。 彭镜禧教授是台湾

莎学界备受敬仰的学者 ， 曾在 ２００４年起连续多年组织召开台湾大学莎士比亚论坛 （
ＮＴＵ

Ｓｈａｋｅ ｓｐｅａｒｅＦｏｒｕｍ ） 。 在 ２００４ 年 ， 由彭镜禧主编的 《发现莎士比亚
——

台湾莎学论述选

集 》展现了世纪之交台湾莎学研究的
“

枝繁叶茂
”

的盛况 。 他在代序中 回顾了从 １ ９６６ 年

梁实秋主编《莎士 比亚诞辰 四百周年纪念集 》开始至 ２ １ 世纪初 台湾莎学发展的长足进

步 ，并指出所存在的莎剧版本研究不足和对几部著名莎剧在研究上有所偏重 ，对其他莎

剧论述较少的问题 ，并表达了对未来
“

较具规模 、较为宏观 、较有系统的
”？莎学专著的期

待 。 彭镜禧除了在莎学方面研究深人 ，在莎剧翻译和莎剧改编方面也建树颇多 ，到 目前

为止 ，翻译莎剧八部 ，并与台湾师范大学陈芳教授合作 ，
以 中国传统戏曲形式分别把 《威

尼斯商人》 、 《
一报还一报 》和 《李尔王 》改编成豫莎剧 《约／束 》 （

２００９
） 、 《量

？ 度 》 （
２０ １ ２

）

和《天 问》 （
２０ １ ５ ） ，并把

“

失传
”

莎剧《 卡丹纽 》改编成
“

类京剧版
” ？

（
２０ １ ３ ） 和客家大戏版

《背叛 》 （
２０ １４

） ，并将改编的莎剧作品积极推向英美国家进行巡演 ，令国 际莎学界展开对
“

莎戏曲
＂

（ Ｓｈａｋｅ
－ｘｉｑｕ ） 的热议与关注 。 同时 ，彭镜禧也是台湾莎学专家中与大陆莎学界

联系最多的学者 。

相 比大陆学界对台湾莎学与莎剧表演的极少关注 ， 台湾学者对大陆莎学专家的翻译

与研究则持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 。 在朱生豪对莎剧翻译的基础上 ，虞尔昌补译 了朱生豪

未译完的莎士比亚历史剧 ，

１９５ ７ 年由 台北世界书局出版 。 之后 ，梁实秋以
一人之力历时

３７ 年翻译《莎士 比亚全集 》 （ 台北 ：远东图书公司 ，

１ ９６７
） ，成为迄今为止独 自 翻译莎翁全

集的唯一中文译者 。 这两个版本的莎剧全集作为台湾莎剧翻译的典范 ，加之大陆翻译家

卞之琳 、孙大雨 、方平 、辜正坤等人的翻译在两岸相继 出版 ，
又引发了

一

批 台湾学者和翻

译家对莎剧的重新翻译 ，包括夏翼天译《朱立奥该撒》 （包含 《卡丽欧黎纳士 》 ） （ 台北 ：广

文书局 ，
１９５５

） ；
杨世彭译 《驯悍记》 （ 《中外文学 》

，
１９８２

） 、翻译并导演《威尼斯商人》 、《无

事生非 》 、 《李尔王》和 《仲夏夜之梦》 ；黄美序译 《李尔王》 （ 《 中外文学 》 ，

１ ９８７ 年 ） ； 吕 健

忠译《马克 白 （逐行注释新译本 ） 》 （ 台北 ：书林出版社 ，

１９９９
） ；李魁贤译《暴风雨》 （ 台北 ：

桂冠出版社 ，
１９９９

） ；杨牧译 《暴风雨》 （ 台北 ： 洪范 出版社 ，

１９９９
） ；彭镜禧译注 《哈姆雷 》

（ 台北 ： 联经出版社 ，

２００ １ 年 ） 、 《威尼斯商人 》 （ 台北 ：联经出 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 《量 ？ 度 》

（ 台北 ：联经出 版社 ，
２〇１２ 年 ） 、 《卡丹纽》 （ 台北 ： 书林出版社 ，

２０１ ３
） 、 《 李尔王》 、 《暴风

① 彭镜禧 ： 《 纪念恩师颜元叔教授 》 ，《 中 国 莎士比亚研究通讯 》 ，
２０ １ ３ 年 第 １ 期

， 第 ９５ 页 。

②彭铣禧 ： 《枝繁叶茂的 台湾 莎学 》
，
《发现 莎士比亚

——

台 湾 莎 学论述选集 》 ， 台 北 ：
猫 头鹰 出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第 ９ 页 。

③陈芳 ： 《全球在地化的 〈卡丹纽 ＞ 》
，
《 中 国 莎士比亚研究通讯 》 ，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 第 ！ ７ 页 。



台湾地区莎士 比亚戏剧研究的主体性回 归
２０１ ９ 年第 ２ 期 （

总第 ２０８ 期 ＞

１ ０３

雨 》 、 《皆大欢喜》 、 《快乐的温莎巧妇》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２０ １ ６

）等 。 中 国莎

士比亚研究会第二任会长方平曾经对彭镜禧
“

求形存真
”

？的莎剧翻译给予髙度评价 。

自 １９８６ 年 ， 台湾当代传奇剧场以京剧改编莎士 比亚戏剧 《麦克 白 》形成作品 《欲望

城国 》之后 ，
台湾地区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莎剧改编 。 以吴兴国 、李国修 、纪蔚然等导演与

剧作家为 中坚力量的
一

批莎剧工作者们不断尝试以莎戏曲和实验话剧等形式 ，挑战和颠

覆莎剧经典 ， 赋予解读莎士比亚剧作以
一

种崭新方式。 台湾的莎剧改编与演绎之所以盛

行 ，是 由于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吴兴国为首的一批年轻戏曲演员在受到西方戏剧思潮影响

之后
， 出于使戏曲能够吸引年轻人 ，并具有新的吸引力为 目的 ，在中 国戏曲 中加人了西方

经典元素 ，进而对传统戏曲进行改革 。 另外 ， 对于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台湾新一代文艺知

识分子 ，包括受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影响的年青人 ，他们
“

需要从西方经典人手来认知 自 己

的文化。

”
？对莎剧的改编与演绎改变了台湾 当代剧场的面貌 ，

也促使更多的年轻学者投

人到莎学研究中 ，从而使跨文化剧场研究在台湾学界不断升温 。

台湾所改编的莎剧表演主要在创新与突破中亦融人中 国传统戏曲精粹 ， 为中 国戏曲

在世界戏剧舞台上的传播与发展贡献了 自 己的力量 。 实际上 ，

“ ‘

跨文化戏剧
’

是新世纪

以来中国戏曲界非常突出 的文化现象 。

”
＠台湾传统戏曲与 莎士比亚研究专家陈芳曾在

其著作 《莎戏曲 ：跨文化改编与演绎 》 中对
“

莎戏曲
”

给 出 了 明确定义
，是指

“

从莎士比亚

戏剧改编而成的 中 国传统戏 曲
”

，

“

是亚洲 莎剧跨文化剧场研究 中
一

个不容忽视的个

案
”

？
。 她提出在对莎士 比亚戏剧复杂的跨文化改编过程 中 ，

要注意五个改编要点 ：
即

“

文化的转移
”

、

“

剧种的特性
”

、

“

情节的增删
”

、

“

语言的对焦
”

和
“

程式的新变
” ？

，并对改

编莎剧作为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戏剧主体性问题做了重点阐释 。 可 以看出 ，所谓
“

莎戏

曲
”

就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对莎剧的改写。 那么 ，对
“

莎戏曲
”

（
Ｓｈａｋｅ －Ｘｉｑｕ ） 概念所展现

的社会现实意义进行深入挖掘可得出 ： 在文化翻译视角 下 ， 改编从广义上来说也是对原

剧的一种翻译 。 通过改编 ，原剧的文化背景被移植到 目标文化中 ，这并不是强势文化体

系的单方 向流动 ，
而是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的互动 。 诚如我国著名跨文化戏剧专家俞建村

① 方平 ： 《 目 光犀利 ， 周密精深 ，
卓然 一家一一喜读 〈

细说莎 士比亚论 文集 〉 》 ， 彭镜禧著 ， 《 细说莎 士比 亚论 文集 》 ， 台

北
： 台 湾 大学 出版社 ，

２〇〇４ 年 ， 第 ｉｉｉ 页 。

②刘 亮延 ： 《被框 架的
“

传统
”

与
“

创新
”

》 ， 《上海戏剧 ＞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９ 期 ， 第 ８ 页 。

③邹元江 ： 《论新概念昆 曲 〈邯郸梦 〉跨文化戏剧 坚 守戏 曲主体性 的尝试＞ ， 《 戏剧 》 ，
２０ １９ 年 第 １ 期 ，第 １ ２０ 頁 。

④陈芳 ： 《 莎 戏曲 ：跨文化改编与演绎 》 ，
台北

： 台 湾师 范大学 出版 中 心 ，
２０ １ ２ 年

，
第 ２ 页 。

⑤ 同上 ，
第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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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出 ：

“

文化关系不是
一

种上下级关系 ， 而是一种双向平等的关系
”？

。 在跨文化戏剧

中 ， 目标文化的传统 、剧种的选择 、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对原剧语言的全新阐释都会使
“

剧

场译作
”

立足于 目标文化的 自身传统 ，转而向外部展现跨文化戏剧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 ，

并产生新的影响力 。

在对改编莎剧从表演到研究进行深度尝试之后 ，
台湾莎学学者也对保存改编莎剧做

出了
一

系列的努力 ：彭镜禧建立了
“

台湾莎风景
”

（
ＴａｉｗａｎＳｈａｋｅ ｓｃｅｎｅ ） ； 前台湾大学外文

学院雷碧琦创建
“

亚洲莎风景
”

（ ｓｈａｋｅｓｃｅｎｅ ．ａｓｉａ ） 网站 ，
以对比同

一

部莎剧场景在不同亚

洲 国家改 编 演绎 过 程 中 的 变化 ，
以 及 台 湾莎 士 比 亚资 料库 （ ＴａｉｗａｎＳｈａｋｅ ｓｐｅａｒ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该资料库的建立可 以将改编上演的莎士比亚戏剧的剧照 、视频 、剧评等资料

永久保存 ， 为教学研究留下长久的可利用资源 ，极大地促进了改编莎剧的对外传播 ， 以及

推动本土跨文化戏剧研究的未来发展 。 美籍台 湾裔学者黄诗云 （
ＡｌｅｘａＡｌｉｃｅＪｃｍｂｉｎ

） 与

美国学者彼得 ？ 唐纳森 （
Ｐｅｔ ｅｒ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在麻省理工大学 （ ＭＩＴ ） 建立

ＳＰＩＡ
（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Ａｓｉａ

）亚洲莎士 比亚表演资料库 。 这些工作说明 台湾莎

学正在面向全球积极地展开互动 ，并分享其研究成果 ，带有浓重中华民族风格的台湾
“

莎

戏曲
”

展现出
一

种浓烈的东方美学 。 ２０ １ ６ 年 ３ 月 ， 台湾静宜大学以陈怡伶为核心的 ，包

含有两位 日本专家南隆太 （ Ｒｙｕ
ｔａＭｉ ｉｍｍ ｉ

） 和吉原 由香里的莎学专家团队在台湾全民终

身学习互联网平台上开展了为期近三年的 Ｍ００Ｃ
“

全球化／在地化莎士比亚
”

全球免费共

享网络教学活动 。 该课程以 日 本漫画 （ ｍａｎｇａ ） 形式改编的莎士 比亚文本为依托 ，讲述剧

情 、角色表演 、分析如何上演莎剧场景和进行莎士比亚 日 本动画改编 ，将持续到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２０ １６ 年末 ，使台湾莎学走 向 国际化的雷碧琦与菲律宾学者朱迪 ？ 席琳 ？ 艾克

（ Ｊ
ｕｄｙＣ ｅｌ ｉｎｅＩ ｃｋ

） 和 印 度 学 者普 南
？ 特 里 维迪 （

ＰｏｏｎａｍＴｒｉｖｅｄｉ
） 主编 的论 文集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Ａｓ 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ｅｙｓ
：Ｃｒｉｔ ｉｃａｌ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ａ 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ｔ ｉｃｓｏｆ

７＞ｍ＾ （ Ｒ〇Ｕｄｅｄｇｅ ，
２０ １６ ） （ 《莎士 比亚的亚洲之旅 ：

批判性遭遇 、文化地理学与旅行的政

治 》 ） 由劳特利奇公司 出版 。 可以看出 ，彭镜禧 、雷碧琦 、黄承元和陈怡伶等台湾莎学专

家近年来在亚洲乃至国际莎学界均产生 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

事实上 ，在近年来台湾开展
“

学术全球化
”

战略之后 ，越来越多的 台湾学者在 国际学

术界发出了 台湾学术的声音 。 美籍台湾裔著名导演杨世彭担任美国科罗拉多州莎士 比

亚戏剧节 （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Ｆｅｓｔ ｉｖａ ｌ
）艺术及行政总监长达十年 。 作为第

一

位在西方

世界长期 主掌职业莎士比亚剧 团 的亚裔人士 ， 自 １９７８ 年起他即应邀担任英国 国 际莎学

①俞建村 ： 《谢克纳与 印度一跨文化的 演绎与 争议》
，
《戏剧 艺术 》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２ 期 ， 第 ４ 页 。



台 湾地区莎士比亚戏剧研究的主体性回归
１ １ ｎ ｃ

^

２０１ ９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２０８ 期 ＞｜

会议永久会员 ，是华人中首位加人这个深具国际声望学术团体的学者 ，其在大陆学术界

也发表戏剧研究论文多篇 。 上文提到的莎学学者黄诗云在 ２００４ 年发表其在斯坦福大学

的博士论文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ｏ
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ａｇｅ ， １８３９－２００４

：ＡＨｉｓ ｔｏｒｙ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ｊ＾ｂｒｍａｎｃｅ （ 《中 国舞台上的莎士比亚 （
１ ８３９ 

－

２００４ ） 》 ，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

ｙ ，
２００４） ；她还出

版专著Ｓ／ｉａＡ＾ｃａｒｅｓ
ｉ
ｒｉｗ）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ｑ／

＇

Ｃｕ／ｔｏｒａＺ（ 《莎士比亚的中国旅行 ：

两个世纪的文化交流》ＮｅｗＹｏｒｋ
：Ｃｏ ｌｕｍｂｉａＵＰ

，

２００９ ） ，对莎士比亚进人华语世界之后的

中国化过程做了梳理 ，论述了 中国大陆在包括抗 日战争时期和文革时期在内 的各个历史

阶段所上演莎剧的情况 ，并强调了在全球化时代莎士 比亚本土化所带来经济与文化的动

态发展 ；
并与査尔斯 ？ 罗斯 （ ＣｈａｒｌｅｓＳ ．Ｒｏｓｓ ）合作 出 版论文集 ＳＡａｆｔｅｓｐｅａｒｅｉｒｏ

Ａｓｉａａｍｉ Ｃ
ｙ
６ｅｒｓｐｏｃｅ （ 《莎士 比亚在好莱玛 、亚洲与 网 络空 间 》 ，

Ｐｕｒｄｕ 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Ｐｒｅ ｓｓ
，

２００９
） 。 台湾莎学学者在境外用英语出版的大量专著和发表的论文对台湾莎学与国际莎

学之间 的合作与交流起到了 良好的沟通作用 。

台湾的莎学组织近年来发展迅速 。 ２０ １ ２ 年年末 ， 台湾莎士比亚学会在雷碧琦 、彭镜

禧教授等台湾莎学专家号召下成立 。
２０ １ ３ 年作为 台湾莎士比亚研究会的创会理事长雷

碧琦又与菲律宾 、 中国 、新加坡 、印度 、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等亚洲国 家学者
一起发起亚

洲莎士比亚学会 ，并成为现任亚洲莎士 比亚学会理事长 。
２０ １ ４ 年亚洲莎士 比亚学会在

台湾大学召开第
一次年会 、２０ １ ６ 年在印度新德里大学召开第二次年会 ，

２０ １ ８ 年在菲律宾

马尼拉大学召开第三次年会 。 中国大陆莎学专家参与了亚洲莎士 比亚学会初创时期的

筹备工作 ，但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选举之后 ， 成员基本由 台湾 、菲律宾 、 日 本 、韩国 、印度

和新加坡等国 （地区 ） 的学者为主 ，
中 国大陆学者较少 。 从这

一

现象可 以看出 ，在亚洲影响莎学

研究交流与合作的政治性因素仍然存在 。

三、台湾莎士比亚戏剧研究回归的必要与保障

在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后 ， 台湾于 １９８７ 年解严 ， 海峡两岸的政治束缚有所缓解 ，但在

大陆出版的包括中国莎士 比亚研究会筹编的 《莎士 比亚研究 》 （ 浙江文艺出 版社 ，
１９ ８４

）

在内的以
“

莎士比亚在中国
”

为主题的著作 ，都没有把台湾莎士 比亚戏剧研究包括在内 。

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 出台湾在政治上对大陆的疏离 ，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两岸学术界的沟

通与交流 。

中 国莎士 比亚研究会成立于 １９ ８４ 年 ，虽与 台湾莎学组织相比成立时间较早 ，但却经

历了颇为曲折的发展过程 。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６ 日 民政部突然宣布全国 ６３ 个学会 （包括中国

莎士 比亚研究会 ） 因为未按期进行重新登记而被取消 活动资格 。 之后 ，经过我 国莎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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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十年的努力 ，
２０ １ ３ 年中 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 比亚研究分会在北京大学成立 ， 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２０ １６ 年和 ２０ １８ 年在南京大学 、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召开三次年会 。 在莎剧表

演方面 ，中 国 曾经分别于 １９８６ 年 、
１９９４ 年举办了两届 莎士 比亚戏剧节 。 对中 国莎学倾

注了一生心血的孟宪强教授曾记载
“

早在 １９９４ 年中 国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之际 ，大

会组委会就邀请了台湾近 ４０ 人参加 ， 同时台湾李国修主持的
‘

屏风表演工作坊
’

和上海

‘

现代人剧社
’

合作演出 了根据 《哈姆雷特 》改编的别具风格的《莎姆雷特》 。

”？
１ ９９５ 年中

莎会常务副会长孙福 良
一

行访问台湾各高校 ，与台湾莎学专家朱立民 、胡耀恒 、杨万运等

２０ 多位教授 、博士和学者座谈 ，
建立了 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 。 时隔 ２２ 年之后 ，

２〇 １ ６ 年 ，

在莎士比亚逝世 ４００ 周年之际 ，
上海戏剧学院举办了被称为 中国第三届莎士比亚戏剧节

的小剧场戏剧节 ，其中并没有台湾地区的莎剧作品展示 。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 １４ 年间在香港 中

文大学连续举办的十届 中 国大学莎士 比亚戏剧节中 ， 台湾多所高校精彩演绎了多部莎

剧 ，频频获奖 ，但该戏剧节现已停办 。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 １ ３ 年 ，在 中 国大陆莎学组织被取缔的

十年 内 ，台湾地区莎士 比亚戏剧却得到 了飞跃性发展。

相比台湾莎士比亚资料库的数字化建设 ，大陆莎学界在保存莎士比亚戏剧资料方面

的工作还未起步 ，
１９８６年 、

１９９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三届 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的作品信息 ，除

了在个别学术论文中有所提及 ，在网上无法查阅与观看 。 大陆导演如林兆华 、谷亦安 、何

念及香港导演邓树荣等所执导 的莎剧视频资料只能交 由新加坡大学于 ２０ １ １ 年 ３ 月建立

的
“

亚洲莎士比亚跨文化网络档案库
＂

（
Ａｓ ｉａｎ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Ｉ ｎ

ｔｅｒ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
） 或麻省理

工大学建立的
“

全球莎士比亚资料库
＂

（ Ｇｌｏｂａｌ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Ａｒｃｈ ｉｖｅ
） ， 以供全球同行和戏

剧爱好者们在互联网上观看 。 台湾莎士 比亚资料库的建立为大陆戏剧界提供了一个 良

好的范例 。 戏剧研究有着很强的即时性 ，戏剧演出与电视 、 电影等艺术形式的不同之处

在于其现场演出 的场次和每场的观众数量都非常有限 ，直接影响到其对外传播的力度 。

一部莎士比亚戏剧从改编 、到导演的构思 、舞美的设计 、再到演员的理解 、消化与演绎 ，服

装道具的配备 ，整个剧组人员付出很多心血 ， 莎剧作品若被录制成视频资料出版发行或

上传互联网 ，其影响力将大大增加 ， 同时也会增加国 内 戏剧工作者们与国际同行之间互

相交流切磋的机会 。 综上
，在莎剧研究资料数字化和莎剧表演对外传播方面 ， 台湾莎学

界所做的努力已经远远超出大陆莎学界 目前的状态 。 近年来两岸莎剧演出 的联系与互

动
，优势与互补无不显示着台湾莎士 比亚戏剧研究回归大陆学术视野的必要 。

①孟 宪孩 ：《
一 次承前启后的 莎学盛会

—— 莎士比亚在 中 国演 出 与研究国 际研讨会》 ， 《 四川戏剧 》 ， １９９９ 年 第 ２ 期
，第

６ 页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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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７

进人 ２ １ 世纪以后 ，在公共文化空间中 ，大陆知识分子经过对历史的反思 ，整体上 ，对

于台湾学者的学术成果有 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
也使台湾学者的思想影响力在大陆得以

逐渐解开封锁 。 然而 ，在莎剧研究界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所做研究之间的界限似乎还是

泾渭分明 ，各 自 为本 ，并没有体现出
“

两岸一家亲
”

的局面 。 实际上 ，在
“

九二共识
”

之后 ，

两岸关系开始了 良性发展 ， 在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底前台湾当局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苏起

正式提出
“

九二共识
”

这一名词之后 ， 两岸在文化 、艺术 、 经济贸易等各领域的交流得到

前所未有 的发展 ， 由历史问题造成的缺憾正在逐渐得到弥补 。

在 ２０ １７ 年 ７ 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 （ 以下简称《意见》 ） ， 《意见 》指

出 ，

“

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要以服务 国家改革发展和对外战略为根本 ，以促进中外民

心互通和文明互鉴为宗旨 ，创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改革各领域人文交流内容 、形式 、

工作机制 ，将人文交流与合作理念融入对外交往各个领域 。

” ？２０ １ ９ 年 １ 月 ２ 日 ，习近平

总书记在 《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４０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指出 ：

“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 、 同文

同种 ，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
”

，并进
一

步表示
“

两岸 同胞要共同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 、 对话包

容 ，推己及人 、将心 比心 ，加深相互理解 ，增进互信认同 。

”

？可见
，在中外人文交流 已受到

国家高度重视的 同时 ，
习 总书记对台湾问题所发表的重要讲话也为中 国大陆与台湾地区

开展莎学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 。

四 、两岸莎剧研究的互动与局限

进人新世纪后 ，我国著名莎学专家杨林贵作为国际莎士比亚学会执行理事 ， 与国际

莎学界积极开展 了很多合作 ，与美国学者道格拉斯 ？ 布鲁克斯 （
ＤｏｕｇｌａｓＢ ｒｏｏｋｓ ） 合作编

写莎士 比亚年鉴《莎士比亚与亚洲 》 （美国埃德文梅林学术出版社 ，
２０ １０ 年 ） ，

其中包含了

台湾学者邱锦荣 、雷碧琦 、林境南的文章
；
并撰写论文 《莎剧改编与接受中 的传统与现代

问题——以莎士比亚的亚洲化为例》 （ 《 四川戏剧 》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１ 期 ）等 ，对莎士比亚作品

在亚洲的接受与莎学在亚洲的发展做了深人挖掘 。 莎学专家张冲主编的 《同时代的莎士

比亚 ：语境 、互文 、多种视域 》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５ ） 包含了 台湾大学戏剧系彭镜禧和

①

王萌 萌责编 ：
（ 中共 中 央办公厅 《务 院办公厅印发 〈

关 于 加强和 改进 中外人文 交流工作 的若 干意 见 ＞ 》 ， 新华 网 ，

２０ １ ７年 １
２月２ １日 ， 网 址 ：

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

ｘｉ ｎ ｈｕａｎ ｅ
ｔ

．
ｃｏｍ／ｐｏ ｌｉ

ｔ
ｉｃｓ／２０ １ ７

－ １ ２／２ １ ／ｃ＿１ １
２２ １ ４８４３２ ．ｈ

ｔｍ

②牟 彦秋责编 ： （ 刁 近平 ： 在 〈 告台 湾 同 絶书 〉 发表 ４０ 周 年 纪念会上的讲话》 ， 新华网 ，
２０ １ ９ 年 １ 月 ２ 曰 ， 网 址

：

ｈｕ
ｐ ：
／／

ｗｗｗ ．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 ｔ ． ｃｏｍ／ ｔ

ｗ／２０ Ｉ ９
－

０ ｌ ／０２／ 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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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静美的文章 。 在大陆莎学专家中李伟民对台湾莎学研究颇多 ，其出版的 《光荣与梦想 ：

莎士比亚在中 国》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２００２ 年 ） 和 《 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 》 （ 中国戏剧出版

社 ，
２００６ ） 等作品均对以梁实秋为代表的台湾莎学研究有所论述 ，特别是在 《 中西文化语

境里的莎士比亚》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的第六章
“

莎士 比亚在当下 中国
”

中

把
“

台湾的莎学
”

单列为
一

节进行讨论 ，
在 《 中 国莎士比亚研究 ：莎学知音思想探析与理

论建设》 （重庆出版社 ，

２０１ ２ ） 中对梁实秋莎评做 了详尽的论述 。

在整体上 ，与台湾莎学学者相比大陆莎学学者用英文在 国际重要莎学期刊发表的论

文数量有限 ，从而限制了 中国莎学的对外影响力 。

“

客观地说 ，莎士 比亚戏剧的价值还远

没有被我们认识到
”

？
，不仅如此 ，大陆莎学学者对台湾学者的莎学研究也十分有限 。 历

年来 ，大陆学者对台湾地区整体莎学研究的相关论文数量极为有限 ， 只有现任 中莎会副

会长李伟民撰写的 １ 篇 《 台湾莎学研究情况综述 》 （ 《西华大学学报 》 ，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 。

其他大陆学者关于台湾莎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对梁实秋译《莎士 比亚全集》和梁实

秋莎评的讨论 ，如河南大学李伟昉对梁实秋做过持续研究 ， 出版专著《梁实秋莎评研究 》

（北京 ：商务印刷馆 ，
２００ １

 ） ，
并发表相关论文 《论梁实秋与莎士比亚的亲缘关系及其理论

意义》 ， （ 《外国文学研究》 ，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 、 《梁实秋莎评特色论 》 （ 《外国文学评论》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２ 期 ）等 。 其他学者发表的 台湾莎学研究论文也都围绕梁实秋翻译观 、梁实秋

戏剧观 、梁实秋莎评特色 、梁实秋译文与朱生豪等版本译文的对 比和梁实秋与鲁迅翻译

思想比较等展开 ，共 ９ 篇论文 。 另外 ，大陆发表的有关台湾莎剧 翻译家虞尔昌 的文章只

有 ２ 篇 ，分别 由 中莎会前任会长方平先生撰写的 《虞尔昌与莎剧全集 》 （ 《书城》 ，
１９９４ 年

第 ９ 期 ）和虞尔 昌表兄朱子南撰写 的 《续译莎氏剧作的虞尔 昌 》 （ 《世纪 》 ，
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 ） 。 大陆对台湾莎学专家朱立民和颜元叔没有相关研究发表 。 关于台湾莎剧改编方面

大陆学者撰写的论文也屈指可数 ：李伟的 《西体 中用 ：论吴兴国
“

当代传奇剧场
”

的跨文

化戏剧实验 》 （ 《戏剧艺术 》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４ 期 ） 、张松婷的 《 简评梆子戏 〈 约／束 〉 》 （ 《戏剧之

家》 ，
２０ １５ 年第 ４ 期 ） 和申妍的 《 台湾当代传奇剧场创 团作品 〈 欲望城 国 〉 在京津两地上

演》 （ 《台声 》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１０ 期 ） 等 。 在大陆发表的 台湾学者在莎剧改编方面的论文有 １５

篇 ，其中 ５ 篇 由彭镜禧撰写 ，

５ 篇 由杨世彭撰写 ，

３ 篇由 陈芳撰写 ，

１ 篇由 陈淑芬撰写 ，

１ 篇

由刘亮延撰写 。

针对 中国大陆莎学与台湾莎学的关系问题 ， 近年 出版的 以
“

莎士 比亚在 中 国
”

为 主

题的著作 中均有所展现 。 现居英 国 的莎学学者张 晓 阳在美 国 出版的 ＳｆｅａＡｅ －

ｓｐｅａｒｅｉｎ

①李建平 ： 《 莎士比亚剧 目 在教学 中的 意义与作用 》 ， 《戏剧艺 术 》 ， ２０ １７ 年第 ５ 期
， 第 ６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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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

ｙｏｆ
Ｔｗｏ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ｕ ｌｔｕｒｅｓ（ Ｎｅｗａｒｋ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ｏｆ

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９６
） 和英籍华裔学者李苑節 的Ｓ／ ｉａｓ ／ｉｉ６ｉｙａ ：ＳｔｏｇｉｎｇＳ／ｉａＡ：ｅｓ

／
＞ｅａｒｅｉｎＣ／ｉ ｉｒａａ（

Ｈ ｏｎｇ

ＫｏｎｇＵＰ ，

２００３
） 都没有包含 台湾莎士 比亚研究 ， 但 ２００４ 年美 国 学者穆雷 ？ 莱维斯

（ ＭｕｒｒａｙＬ
ｅｖｉ ｔｈ ） 出版的 《莎士 比亚在中国 》 （ ＳＡａｔｅｓｐｅａｒｅｉｎ ＣＡｉｎａ ） 则在第 ５ 章中对莎士 比

亚在中国香港和台湾的接受情况做了详细介绍 ，首次扩大 了该研究的范围 。 ２０ １ ０ 年
， 中

国学者孙艳娜出版英文博士论文 ＳＵｆｃｓｐｍｒｅ  ｉｎ《莎士比亚在中国 》 ） （河南大学出

版社 ，

２０ １０ 年 ） ，其中关于台湾部分介绍了梁实秋的莎剧翻译 。
２０ １ ３ 年 ，英国伦敦大学皇

家霍洛威学院 （
Ｒｏｙａ ｌＨ ｏｌ ｌｏｗａ

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ｏｆＬｏｎｄｏｎ
）艾柯

？ 劳班 （
ＥｋｏＦｉｚａＬａｕｋａｂａｎ

） 的

博士论文
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 ｔｏＴａｉｗａｎ

？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 ｉｎｏ －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 《从中 国

到 台湾 ： 当代中 国莎士 比亚的西方主义》 ，

２０ １ ３ ） 论述了 中 国 、 台湾和西方的莎士 比亚之

间的三角关系 ，并通过分析 以中国 中心主义和西方主义作为主宰改编者和莎士比亚之间

对话的元叙述 ，试图为今后研究华语世界莎士比亚改编建立
一

种范式 。 日 本学者南隆太

与黄诗云 合 作 出 版的Ｓ／ｉａｆｃｅｓｐｅａｒｅａｒａ ｉｎ／４ｓ ｉａ
：ＡＣｒ ｉｍｅａ／Ａｎｔ ／ｉｏ Ｚｏｇｙｑ／

＂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ａｎ
Ｐｌａｙ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Ｔａ ｉｗａｎ ｛ ５Ｖｏ ｌｕｍｅＳｅ ｔ

）（
Ｔａｙ ｌｏ ｒ＆Ｆｒａｎ ｃｉ ｓ

，

２０ １ ９
〉 （ 《 东亚的莎士 比亚作 品改编 ： 中 国 、 日本 、韩 国和 台 湾莎士 比亚剧 目精选 ，

５ 卷

集 》 ）把中 国 与 台 湾分为 两卷 编写 。
２０ １ ６ 年 出 版的 中 国莎学 学者 李军的 英文 专 著

Ｐ〇ｐＵ／ａｒＳ／ｉａｆｅｓｐｍｒｅｉｎＣ／ｉ ｉｎａ
：１ ９９３

－

２００８ （北京 ：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并没有提及 台湾

莎学的情况 。
２０ １７ 年 ， 日 本著名 中 国戏剧史专家濑户宏撰写的 《莎士比亚在中 国

——

中

国人的莎士比亚接受史》 （广州 ：广东人民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７ ） 中 文版出版 ，他在书 中简要提及

了 台湾莎剧的接受情况 。

实际上 ，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莎剧研究同属在汉语语言体系之下 ， 以 中 国传统文化为

背景 ，
以中 国传统戏曲为主要改编形式 ，

两者
一

脉相承 ，
互为补充 。 台湾莎士 比亚研究作

为亚洲莎学的
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
不应被大陆学者忽视 ，更不应被历史问题所阻隔 。 时

代已经发展到了两岸莎学互通有无 、共同进退的时刻 ，但两岸莎剧学者对所面临的现实

问题深感无奈 。 到 目前为止 ， 由于中 国大陆与台湾地 区互联 网仍未完全开放 ，导致如 台

湾莎士比亚研究会等重要网站在大陆无法打开 。 两岸在学术交流方面仍没有实现全面

互通 ， 因而 ， 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 ，包括专著和论文集在大陆很难买到 ，这些都是两岸 莎

学极少沟通的原 因之一 。 另外 ， 台湾政治形式复杂 ， 台湾学者难免会与大陆学者在某些

观念上发生政见不一致的情况 ，这也为开展莎学研究带来一定程度的 困难 ，但笔者相信

只要用心在学术交流过程中注意语言表达方式 ，尊重他们的政治观点 ，理解他们的身份

认同焦虑 ，站在团结台湾同胞的立场来表达学术观点 ， 随着交流增多 、
信任加深 ，这

一

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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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应该是可以克服的 ， 由历史遗留 问题所造成的两岸莎学之间缺乏沟通与交流的状态将

会得到及时有效的弥补 。

五、结 论

自 莎士比亚戏剧进入台湾之后 ， 台湾历年的莎剧翻译 、莎学研究和莎剧表演均反映

了从政治 、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回归 。 在以莎剧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对台湾地区传

统文化进行全面辐射之后 ，
回归到 中华文化背景下 的

“

莎戏曲
”

将会以全新的姿态对全

球文化产生影响 ，这是
一

个非常值得期待 的现象 。 实际上 ，跨文化改编与演绎的重点并

不在于是否忠于原著 ，而在于改编与演绎后的作品是否在 自身文化传统中展现了独特的

创意和构思。 随着今后台湾莎剧研究全面回归到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 ，两岸学者共同对

如何
“

在比较中认识中 国戏曲的主体性 ，保护和发扬 民族文化遗产
”？

、如何更好地在莎

剧改编中融人中华文化精髓 、如何在网络数字化时代以全新的莎剧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等

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海峡两岸莎剧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才能得以建立 。 台湾莎剧研究的主

体性回归将极大地促进两岸莎学的研究与发展 ，达成两岸莎剧研究相辅相成 、共同繁荣

的局面 。 海峡两岸学者只有正视历史 ，联起手来 ，才能创造莎士 比亚戏剧研究在亚洲的

灿烂明天 。

［ 本文为 国 家社科基金艺术 学重大 项 目

“

当 代欧美戏剧理论前 沿 问题研 究
”

（
１ ８ＺＤ０６ ） 阶

段性 成果 ］

（ 作者单位 ：孙 宇 ， 厦 门大 学 外文 学院 ； 张 龙海 ， 闽 南 师范 大 学外 国 语 学 院 、厦 门 大 学外 文

学 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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