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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从《铸情》到《罗米欧与朱丽叶》：纸面到台面的莎剧演绎
魏 策 策

摘　 要：林纾翻译的《铸情》、电影《铸情》和业余实验剧团的戏剧《罗米欧与朱丽叶》，是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
现代中国传播的三个节点。 业余实验剧团在 １９３７ 年排演的《罗米欧与朱丽叶》由于过分注重评论界与受众的喜

好、对莎剧及其历史背景理解不充分、演员的表演技法不到位等原因，差评不断。 但对于尚在起步阶段的中国戏剧

界来说，业余实验剧团的戏剧《罗米欧与朱丽叶》是一个挑战，是中国话剧现代转型的可贵尝试。 中国剧界前辈们

勇敢的尝试，不仅促进了话剧艺术的现代发展，也使莎剧在中国拥有了更广泛的观众。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

剧也警醒了国人，莎翁的爱情观也由此参与了中国人爱情婚姻观的现代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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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士比亚的五幕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以下

简称《罗》剧）久负盛名，虽然中西爱情观在 ２０ 世纪

初还有很大差异，但《罗》剧中的故事经林纾《铸情》
的演绎传播开来，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对同命鸳鸯

的爱情悲剧却很快引起中国人的共鸣。 林纾翻译的

《铸情》、１９３６ 年米高梅公司推出的电影《铸情》和

业余实验剧团 １９３７ 年搬演的戏剧《罗米欧与朱丽

叶》①，是 《罗》 剧在现代中国传播的三个节点。
《罗》剧在现代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典型的从书

面到荧幕，由荧幕倒逼戏剧舞台演出改进的一个过

程。 在莎剧翻译的深入尝试之后，田汉的译本已经

有了戏剧化的要求，确立了翻译为舞台演出服务的

意识，朱生豪、梁实秋及后来曹禺等的译介也都或多

或少体现出对剧本文学性和表演性的追求。 戏剧舞

台对莎剧的改编和表演，推进了中国戏剧的现代化

进程。

一、从《铸情》到《罗米欧与朱丽叶》

１９３６ 年米高梅公司推出的第一部有声版本电

影《铸情》在中国上映，各种报道十分密集，其首映

信息为“１２ 月 ３ 日夜 ９ 点一刻在南京大戏院作远东

首次荣誉献映”②。 这部影片由瑙玛、李思廉、霍华

担任主演，荧幕超大，在场面、布景、服装和演技等方

面给中国观众以极强的视觉冲击，相关的影评多集

中在其场面的宏大、布景的精致、服饰的华丽、演技

的高超上，也有评论误将此剧夸作莎翁最大的悲剧

之一③，足见其在当时的轰动效应。 影片借着红极

一时的李思廉和瑙玛的声名，用名著、名人、名制作

的广告效应吸引观众。 在众多的宣介中，《良友》杂
志的介绍较为详细，选择了七幅电影剧照，其中几幅

图配有文字，几乎将故事情节 “相会—打斗—逼

婚—自杀”等概略性地展示出来，并说“米高梅公司

制《铸情》本莎士比亚名作”④。 可以说，电影《铸
情》让国人耳目一新，其受众广泛，雅俗共赏。

田汉在南京观看了电影《铸情》后，曾写下这样

的诗句：“爱情是这样的伟大，他填平了仇恨的深

坑；爱情是这样糊涂，把云雀当作了夜莺……青年人

岂无长剑？ 他祗为真理而牺牲；青年人岂辞坟墓？
那祗应在绝塞孤城！ ……读完这银坛巨制，重顶礼

莎翁的荣名，祗惜李思廉的双鬓，辜负了瑙玛的碧眼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１０
作者简介：魏策策，女，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陕西　 ７１００６５）。

９５１



盈盈。”⑤田汉赞扬莎剧中年轻人反传统的激情，但
对他们为爱情自杀的结局惋惜。 田汉倡导大爱，认
为死亡不是爱的终点。 他结合当时国家危亡的状

况，感叹如果爱情与真理、家国比起来，与其为情所

累，不如战死沙场，以身报国。
１９４６ 年，此剧在中国重映，仍然热度不减。 国

人对电影中的视觉冲击依旧赞叹不已，称“此片布

景之伟大，服装之豪华，真可说是不惜工本。 内有紧

张之斗剑场面，富丽之舞宴场面，阴森的墓道，月下

的幽情，其感人之处，实难枚举”⑥。
从这些影剧的宣传来看，林译莎剧在中国影响

力持续不断。 首先体现在剧名上，“铸情”的生命力

不断延续，直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莎剧改编的话剧、
电影名称依然沿用林纾翻译的“铸情”名字。⑦ 其

次，一些剧目在推介语中谈到莎士比亚时，不但充满

溢美之词，而且对莎士比亚地位的认识也和林纾如

出一辙，仍然没有离开林纾的思路，甚至将其与杜甫

做类比，认为“莎士比亚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较
之中国的伟大诗人杜甫在中国文学史的尤为重要，
而且影响更大”⑧。 而事实上，林纾将莎士比亚与杜

甫相提并论，是基于莎翁历史剧的影响力，仅观《铸
情》，是不会将莎翁与杜甫等而观之的。

无论是早期的文明戏还是话剧，《威尼斯商人》
演出的次数都比较多，相比而言，《罗》剧却没有那

么热火。 但自电影《铸情》轰动后，该剧“引起戏剧

舞台的兴趣”⑨。 受电影《铸情》效应的影响，戏剧

界也摩拳擦掌，作为左翼文化的上海业余实验剧团

将搬演《罗米欧与朱丽叶》作为其转向职业剧团的

第一炮。 《罗米欧与朱丽叶》这部剧由章泯改编导

演，舞台监督是应云卫，主演为赵丹和俞佩珊。 “俞
佩珊是舞台老人”，演过《摩登夫人》，其演技“神采

飞扬，光芒四射”⑩。 当时媒体的宣传对舞台布置、
主演多有溢美之词，说“主演的演技也很称道，赵丹

更有动人的情致，服装华美，道具完备，灯光精

彩”，“舞台上的种种设置，布景，灯光，道具，音
乐，都经过不少心血加以研究，创制”，并预测这部

剧大有可观。 从媒体对此剧的华丽道具和服饰繁复

的大肆宣传，可以看出当时电影作为新媒体对戏

剧的巨大冲击作用，也能看出话剧在舞台布置和灯

光等方面对电影的借鉴。 然而，我们对当时的资料

仔细甄别后，发现此剧上演后，评论界的正面褒扬并

不多。 那么，该剧真实的演出效果和反响如何呢？

二、水土不服还是大放异彩？

不少评论认为，业余实验剧团编演的《罗米欧

与朱丽叶》是失败之作，无论是演员的表演还是剧

本及导演的缺陷都十分明显。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却沉默而又松懈，导演力量

不足，加之演员又没有较高的演技来弥补———尤其

是赵丹底罗密欧，俞佩珊底朱丽叶都令人失望！ 赵

丹底台辞，是说的很随便，他显然是没有完全理解罗

密欧这个人物底性格。 我并不反对古典剧底上演，
也不抹煞业实诸君想提高艺术水准的苦心，但是我

觉得在中国，戏剧运动底准确途径，以目前的情势来

论断，出演一部国防剧本或富有时代意义的剧本，至
少比《罗米欧与朱丽叶》有价值得多；何况业余实验

剧团这一次演的 《罗米欧与朱丽叶》 是失败的

呢？”我们看到，对业余实验剧团《罗》剧的批评，
主要集中在剧本改编不够精彩、演员的演出水准不

高，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论者因这部爱情剧的主

题与当时的时代主题不合拍而产生的排斥心理。 汉

夫曾明确表示：“戏剧要反映社会问题，要对于荒灾

战争等社会现实问题有公演效应。”也就是说，莎
剧离现实太远，导致其现实意义不足，这是《罗》剧

遭受批评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同样的题材，为什么电影

《铸情》能让观众流着眼泪连连叫好，《罗》剧却让观

众指责不已？ 其中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与戏剧相比，
电影作为一种技术和观赏体验更佳的新媒体，具有

天然的内在优势；二是观众观看外国电影与观看本

国戏剧时的要求不同。 电影《铸情》为外国片，观众

观影纯粹是娱乐消遣的消费行为；但《罗》剧是中国

舞台的用心改编创制，观众对此剧有着“国产为国”
的要求，剧作如果没有很好地对接中国现实，观众无

法袖手旁观。 可见，当时在剧作的选择上，创作者都

尽量亲近以现实为基础的创作，或选择富于现实意

味的古典剧作。 根植于现实的社会问题剧是观众和

评论家所期待的，也就是基于受众的期待视野，使受

众“产生某种情感的、心理的共鸣”。
业余实验剧团《罗》剧演出比较波折，其首演日

期一再延迟，虽然喧嚷已久，但迟迟没有兑现，让观

众热望了两个月。 报道说，业余实验剧团首次献演

期最初定在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中旬，后来展缓到月底，最
后终于决定在 ６ 月 ４ 日晚八时半献演了。为了迎

０６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８ 期



合受众口味，创作者对莎剧做了不少改动。 《罗》剧
的演出不断根据观众反响和意见进行调整，力图激

起社会的共鸣。 《罗》剧全剧演出第一场时共分八

幕，这是对莎剧做的较大改动：第一幕和第四幕都是

在微鲁纳大街上，第二幕是在嘉普列特家的跳舞会

里，第三幕是在嘉普列特家的后花园中，第五幕和第

七幕都是在朱丽叶的卧室里，第六幕是在教堂里，第
八幕是在殡宫中。 第二点大的改动是删掉了原剧不

少情节，比如，原剧中瘟疫的背景没有提及，为了表

现彻底的斗争和反抗，原作中最后反映这场恋爱悲

壮的胜利的一幕，也就是和解的那一场戏被删去了。
尽管做了不少用心的改动，但第一场的演出效

果并不让人满意。 所以，在演出第二场时，章泯导演

又有大刀阔斧的修整。 在演出第一场后，导演吸收

了大家座谈意见，对剧本进行了改动，删掉三场戏，
加入了朱丽叶访问罗密欧牧师的一场戏。 第二天就

根据新剧本演出。 第一天公演时间达四小时，之后

减去了半小时。所以，整个戏剧基本场景与分幕大

概是：第一幕第一景：大街上，第二景：大厅的走廊；
第二幕第一景：嘉普列特花园，第二景：街上，第三

景：同第一景；第三幕第一景：街上，第二景：萝莲斯

的敎堂，第三景：朱丽叶的卧室；第四幕第一景：萝莲

斯的教堂，第二景：朱丽叶的卧室；第五幕：墓地。

业余实验剧团的《罗》剧特意删掉莎剧中的瘟

疫背景与结尾两个家族的和解，一方面是为了消除

繁缛，精简情节，另一方面则是迎合社会思潮，体现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反抗强度，加强观众对旧阶级的

仇恨，从而达到莎剧“当代化”的目的。 因为“文艺

复兴时期的新人反抗封建的、宗法社会制度的一种

斗争。 而这种强烈的要求自由的蓬勃精神，正是今

日我们所需要的”。 如果仇家化干戈为玉帛，这样

的团圆结局可能会削弱主角的悲剧性。 彼时人们对

话剧的界定是，话剧要表现时代的愿望和思想，助长

观众对于现实生活的奋斗力。 从道理上讲，按照这

样的迎合时代的观念排演出来的戏，应该会有一定

的市场，能够达到为社会进步提供指南的效果，可以

激起观剧者反压迫的情绪。 但该剧实际的演出效果

并不如意，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创作者过分注重评论界的观点。 不少观

众将莎士比亚看作过时的古典作家、资产阶级作家，
以阶级论的眼光讨论莎剧及演出，评论界往往对莎

剧的不合时宜做出批判，尤其对《罗》剧所体现的莎

士比亚斗争的不彻底性做检讨。 慕青就认为这种妥

协“尤其体现在对《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后两家和好

的结局设计上”，这是战斗精神不足的表现。 “莎士

比亚受了新兴资产阶级概念的一点影响，却仍站在

封建的基石上，对封建社会还在留恋。” “与其说莎

士比亚传达着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倒不如

说是传达当时没落着的封建社会的愿望恰当。”尤

其是国难当头之时，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他

们认为，在饱受旧阶级压迫的时代，新的力量要坚定

彻底地打倒旧势力，才会迎来光明。 所以，凯普莱特

和蒙太古两个家族从斗争的角度来说，属于历史前

进的障碍，需要被消灭。 基于这种思想的影响，业余

实验剧团怀着社会的期待，秉持着“激发民族意识

和唤醒大家的速图自救，是目前最迫要的工作”的

原则，以中国立场对《罗》剧做了改编。 从《铸情》到
《罗米欧与朱丽叶》的剧名也可看出，创作者对“爱
情”主题的权重有意做了降低，强化了阶级社会的

意味，对反封建主题的强化使得这部莎剧具有了左

翼的立场和政治召唤的气息。
第二，创作者对莎剧及其历史背景理解不够，对

剧本的改编不到位，导致一些生搬硬套的肢解和对

原剧气韵的破坏。 比如，莎士比亚对爱情猛烈而又

沉醉的描写，足以让所有人体会到爱情的美好；他对

稚嫩爱情的冲动和盲目之惋惜又足以让人扼腕；剧
中描写两个家族的和好，也有对天下父母长辈的警

醒之意。 但改编后的剧作，使莎剧故事一气呵成的

连贯性大打折扣，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的酝酿不够、
爆发力欠缺，导致观众看到的是热烈却突兀的爱情

表演和罗、朱二人为了反抗家族而反抗婚姻的硬伤。
张庚认为该剧演出失败的原因在于“对莎士比亚只

作了公式主义的理解”，大大删削的剧本破坏了莎

剧中戏剧动作的连续性和统一的情节观念。 “结果

这次演出中所看到的《罗蜜欧与朱丽叶》就成了一

个‘五四精神’的：为恋爱而意识地反封建的剧本，
而莎士比亚的世界观也成了‘五四青年’的世界观

了。”“对于剧本和作者的钻研不够，演出莎士比亚

应当尽可能的了解他的时代，而不应把他的时代抽

象成一个社会学上的名字，封建制度。 所以送信而

遇到瘟疫的场子，是不应当删去的。”张庚认为，“我
们演出莎士比亚必须强调他的进步性，来和歪曲他

的演出作斗争，那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我们知道莎

士比亚的进步性还没有达到意识地和理论地向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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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作斗争的地步”。 张庚又剖析了莎士比亚的

乐观主义精神，即莎士比亚对于他的时代，是寄予了

浓厚的希望的。 他虽憎恶那些无知和落后的现象，
但也同时看出了进步的现象。 同时，张庚引入苏联

的莎士比亚研究，论证莎士比亚所持的乐观主义，比
如，“《罗蜜欧与朱丽叶》以两族的构和结尾，这就是

他的一种乐观的看法……不是站在下一代的立场来

反抗上一代，而是站在文明批评家的立场痛陈当时

社会的落后。 因此，戏的主要动作不在于一对青年

爱人的反抗，而在强调当时氏族观念的愚昧”。 张

庚批评了剧本对莎作的篡改，说到了点子上，剧本乃

一剧之本，改编剧本也不例外，了解作者、了解剧本

需要下足够的功夫，这才是重点。
第三，演员的表演不到位。 业余实验剧团的观

众倾向于知识群体，男女主角也主要为吸引青年人

观看。 为此，剧团也采取了一定的销售策略，对学生

予以优惠。 但即便如此，该剧仍然给不少观众带来

不适感，这一方面因为演员在演绎爱情戏时缺乏度

的把握，另一方面则是演员的历练不够，表演没有深

入角色内心，自然无法说服观众。 剧中观众期待演

剧所表达的“新时代的愿望和思想”有些牵强，爱情

戏份的表演过多，也过于夸张，较少做含蓄化的处

理。 这使一些评论者认为《罗》剧“是在宣扬爱情高

于一切，爱情至上，是错误危险的”，甚至怀疑“宣扬

爱情至上的毒药”会引发社会的混乱，当时上海剧

坛所闹的桃色事件，是否就是这样“毒素”的直接影

响？如果说，这是中国演员未能很好驾驭西方爱情

表演的缺憾的话，那么剧本改编的失败、演员表演情

绪的不够流畅，也使为爱赴死及反抗家族等立意都

显得勉强。 北鸥认为，莎士比亚剧作的成功在于其

反封建主义的精神。 正确地演出《罗》剧，“必须充

分地表现人们以乐观的战斗精神，得从封建社会中

解放，得从父母压迫中解放”。 这出戏的社会意义

大于其艺术价值，剧演的主题无法脱离新人反抗封

建、追求自由的精神。 业余实验剧团标榜的是斯坦

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章泯曾经和郑君里合译过斯坦

尼斯拉夫斯基表演技法的相关书籍，如《演员自我

修养》一书，并将此表演理念注入演剧中，强调心理

写实主义。 以此理念来搬演莎剧，无疑是难上加难

甚至行不通的，比如，演员努力摆脱心理主义的控

制，尽力样式化，这对演员是严峻的考验，但该剧演

出中由于演员 “表演的不到位，致使气氛不断跌

落”。 业余实验剧团的《罗》剧尽管在舞台布景上

极尽光影手段，在服饰道具上力求耳目一新，但在观

众的心中，它并没有超越电影的影响力。 “但是我

终觉得舞台上的演出，并没有上银幕上那样生动感

人，对于整个故事也不够给观众一个深刻的印象。
最后我希望业余在今后的演出上能够多多采取更有

意义的题材，真实的描写我们日常及周遭所遇到的

社会现象和人物。”这份观感，代表了大多数观众

的看法。 因而，对莎剧的审美性与左翼戏剧运动进

行嫁接的得与失进行深入探讨，也是一个重要的

话题。

三、挑战世界名剧还是借莎翁之名？

关于《罗》剧此后还有几次比较有代表性的演

出。 第一次是 １９３８ 年，邢鹏举导演，为救济难民捐

款游艺大会的增加项目，由新生话剧研究社参加筹

募难民捐献活动，演出《罗》剧。 据邢鹏举讲述，剧
团“原本要上演的是阿英的《春风秋雨》，因为在演

出前七天接到租界当局的通知，告知‘剧本未能通

过’，所以逼不得已，临时选定了 《罗密欧与朱丽

叶》”。 时间紧张，只有临阵磨枪，三天内改编了剧

本，五天完成了舞台设计，两天做就服装，其中，最大

的改编是在分幕上，把原剧的五幕二十四场缩紧

了。邢鹏举采用与他过从甚密的师长徐志摩的译

本，他认为田汉的译本语言粗糙、对话生硬，“只译

出了话的意义，徐志摩先生却译出了诗的神味”。
第二次是 １９４２ 年龙门大戏院出演的《铸情》。

评论界认为，“龙门的《铸情》，是青年男女抑郁的呼

声，是现代热情少年的警钟”。 此剧在剧本与台词

上都有改进：“以前田汉的译本，因为不用布景，和
我国平剧般的演出，所以分为很多场数，更不适用于

话剧，后来邢云飞参照田汉的散文译文借用徐志摩

的译诗，对白从艰深的‘百籁诗’改为浅显的言辞，
并参照‘米高梅’公司电影对白台本，而改变的剧

本，是分为四幕七个场面，比较是可以实用的。 龙门

所演《铸情》，是根据田邢二改编本，分六幕九个场

面，服装改为当代的样式，花巨资打造立体式布

景。”《铸情》宣传也比较用心，报刊上不仅附有女主

角裘萍的剧照，并且详细介绍其“生活朴素富艺术

化、擅长绘画爱好音乐、早在舞台上现过身手、个性

坚强生活严肃”等优点，对饰演罗密欧的景夫、导演

莫凯也做了隆重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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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 １９４８ 年北平戏曲学校校友剧团排演

的《铸情记》，用于招待台湾教育参观团。 由教育长

王季高、社会局长温崇信及师大英语系主任焦菊隐

发出请柬，邀请党政军文化教育戏剧各界，在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晚，在市立剧院观看，从 １８ 日起，日夜

两场在长安戏院公演八天。焦菊隐设想用锣鼓排

演《罗蜜欧与朱丽叶》，改为新平剧，名为《铸情记》，
导演翁偶虹，女主角张玉英，请王金璐、李金鸿演出，
戏的开头有点类似于京剧《打渔杀家》，中间还安排

了朱丽叶选婿、朱罗二人比剑。

但是这三次演出也很难说是成功的，比如校友

剧团排演的 《铸情记》 被批评 “故事改编不近人

情”，重洋轻国，不采用本国的白话笔记、弹词、传
奇等材料，“把洋剧来改编为国剧，不知艺术存有民

族性，东方风格完全不同于西洋，风俗人情，也完全

不相同”，布景不伦不类，剧情设计的地主之子罗

平和朱丽叶相恋的悲剧故事不够自然。 罗平的独白

过多，“戏剧本来是艺术，它需要表现。 以事实来表

现者为上，以动作来表现者为下，以言语来表现者，
则为下乘之下乘”。 针对演员表演的欠缺，观者提

出演员“心理复现” 的表演，希望演员能深入角

色。 可见，对于改编剧成功的界定，首先是观众的认

可。 台下观众受台上情景吸引，能无言地领略演员

们的表演，剧演才算成功。
有人将《罗》剧在中国现代舞台演出难以成功

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该剧“距离现代

太远，他的意识是不足供现代参考的”。 二是这部

戏“文学气息太深、非知识阶级，不能领悟其长处”，
话剧不能“陈义太高”，《罗》剧“不宜用话剧演出，
第一因为布景太繁难，第二对白太艰深，第三演员太

多而不贯注集中，第四服装太古而不顺眼”。 三是

在肩负着救国责任的时代语境下，恋爱戏份太多，
“不是胆大，而是妄为”。 话剧要表现时代的愿望

与理想，但《罗》剧“完全是一首美丽的抒情诗，就好

像是一个古装美女。 只可以给我们鉴赏，对现实生

活没有帮助我们的地方”。 由于《罗》剧与时代主

题不合、现实意义不足、不易改编等因素，将莎士比

亚曲解成“伟大的布尔乔人道主义思想家”等意

图也难以渗透到剧中。
业余实验剧团刚成立时，预备陆续排演十一部

戏，除了《罗》剧和《钦差大臣》之外，还有塞维勒的

《理发匠》、日本的《爱欲》、法国的《孤星泪》、美国

奥尼尔的《检树下的爱欲》、莎士比亚的《李阿王》与
《哈姆莱特》，此外还有两部中国历史剧，一为《太平

天国》，一为《武则天》。 从剧目计划中，可以看出当

时业余实验剧团的全球视野。 其中莎剧就有三部，
也可见业余实验剧团挑战莎剧的壮志。 但令人遗憾

的是，因为第一炮《罗》剧上演受挫，业余实验剧团

在后期对演出剧目也进行了适当调整，转而倾向曹

禺、夏衍等国人创作的社会问题剧和历史剧，竭力减

少外国剧本。

戏剧作为文化运动和思潮的一部分，在当时承

担着促进社会进步与教育民众的功能，业界也对每

一出戏有明确的期望。 中国的话剧运动催生话剧职

业化，而承担社会教育功能成了话剧工作者的任务。
莎剧的演出，宣告着话剧职业化的深入，这“是话剧

运动的新胜利，因为这是话剧已在获得广大观众支

持的证明，是话剧在观众的支持下将更迅速地成长

发达的预兆”。 在更专业的要求下，“话剧要想办

法实现大众教育功能”，要做好两点：“一，多注意

当前的民族危机，在整个御侮救亡的国策下，唤醒民

众。 二，不要只抓住戏院里的观众，要多作普遍地公

演，教育大众。”

和当时的社会问题剧、战争英雄剧、抗日剧等相

比，《罗》剧的审美功能超过大众教育功能，或者说

它没有做到这两方面的融合。 但是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

《罗》剧演出是不是完全的失败呢？ 答案是否定的。
一方面，《罗》剧的演出促进了话剧艺术的现代

发展。 从中国社会进步与话剧艺术发展的历史角度

看，这些演出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罗》剧演

出对中国的现代话剧提出了制作技巧及演剧技巧等

方面的挑战。 负责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公演的音效及

道具的国立音专的团队，借鉴电影与国外歌剧的手

法，在舞台体验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 “国立音专

的同学，他们将话剧与音乐融合，力图使中国的新歌

剧早日诞生。 一把扇子的构造，都见得它们的‘不
惜工本’，最值得颂赞的便是照明效用的成绩，在朱

丽叶服装的一场是最充分的发挥了出来。 电光的闪

射衬上雷声的音响，蕴孕成一种巨大的恐怖，使剧的

空气为之骤然紧张起来，这效果的运用可说是以往

话剧舞台罕见的伟绩。”在服饰照明方面，极力求

新，“装置、照明、服装、化妆均是过去舞台剧所未见

的”，管理服饰的王琪也是按照南京大戏院的《铸
情》剧照上的服装风格进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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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表演方面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经过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表演的挑战，斯坦尼斯拉夫

斯基体系的理论如何应用到具体的角色中，引起了

演剧界的反思，如何以“真挚的态度与热性捉摸人

物的性格，注意感情的韵律”，用心理的写实主义

演剧，也是演员、导演们需要努力提高的。
第三，在剧本的改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

是表演原汁原味的外国剧，还是使之审美地中国化？
如何改编剧本使中国观众容易接受？ 这些都是改编

剧本时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莎剧的改编，
对尚在起步阶段的中国戏剧界来说，无疑是一个挑

战，但中国剧界前辈们勇敢地做出了尝试，因为“学
习莎士比亚，无疑这是我们底剧作家该走的道

路”。 经过不断的演出尝试，中国剧界前辈们达成

了基本的共识：“我们决不能单从纯艺术方面去复

现它，我们必须站在利益、观点上来精密地查考它内

容底全面，寻觅它底社会根据，然后加以删略或隐

藏，阐明或指示。”

不论是业余实验剧团的第一出戏，还是龙门剧

院的第一出戏，都选择了莎翁的《罗》剧，某种程度

上可以视作剧团对自己的定位，希望借莎翁之名打

响己名，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挑战世界名剧的决心。
可见，莎剧也是迅速提高中国戏剧演出能力和眼光

的必经之途。 “我们将介绍世界名剧作为戏剧运动

的一部分，在目前的中国是需要的吧，我们在技术

上，可以在世界名剧中学习许多，同时，也可以提高

观众对话剧的注意。”但当时的剧界也清楚地意识

到，不能仅仅只关注名剧，也要有自己的创作。 “假
使说目前整个的戏剧运动只是介绍世界名剧，这是

错误的。”因而，《罗》剧的演出对中国话剧界的创

作与演出的现代转型及民族化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另一方面，《罗》剧中国化的演出扩大了莎剧的

知名度，进而参与了中国人爱情婚姻观的现代塑造。
随着《罗》剧在中国的演出，罗密欧和朱丽叶也为更

多中国人所知，才华和美貌兼具的罗密欧成为不少

崇拜风流倜傥的青年的偶像。 《青年画报》的负责

人萧剑青，特意为自己起了笔名“罗蜜欧”，常撰写

花边新闻，发表情诗。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也成

为某种梦幻般的、不真实的爱情的代言。
因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深入人心，不少影

片也将一些爱情桥段命名为“罗密欧与朱丽叶”。
比如，吴村导演的电影《新地狱》，就将其中的男

主角与女主角的关系宣传为三个罗蜜欧追求三个朱

丽叶，以赚取眼球。 《罗》剧的爱情感天动地，人们

在介绍爱情故事的时候，往往以莎士比亚的《罗》剧
作为引子，吸引读者目光，也期待获得更多受众的认

可。 比如，埃及诗人费尔岛西笔下的《萨那麦》中，
德斯唐与露莎白的爱情故事悲壮酷似莎剧，时间上

虽早于《罗》剧 ５００ 年，但鲜为人知，在引介时译者

就借用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热烈而美丽的爱情进行渲

染与比较，使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莎士比亚给青年们上了一堂爱情课，邢鹏举对

《罗》剧的解读其实也是对爱情的解读，莎士比亚替

普天下有情的青年活画出一个爱人的影像。 我们觉

得又是嫉妒，又是想望。“爱的发端，经过了爱的吸

引，爱的融合，爱的变幻，一直到爱的终局，没有一节

不紧张，没有一节不神奇，尤其是它那通篇一致的特

殊意境，不但破坏了人们心灵的恬静，它简直把内心

里蕴蓄着的情苗，一下子烘成了一朵怒苞四放的

‘唐花’。”莎剧告诉人们爱的伟大意义，也教会了

青年如何去理智地恋爱。 人生的精华便是爱，莎士

比亚“付给人们的新生命便是爱的活力”。 “我们

要领会爱的焦点的真真意义，还得要向莎氏（原文

误做此字） 比亚的 《罗蜜欧与朱丽叶》 中间去寻

求。”“每一个女性，都有一个朱丽叶的影子，深藏

在她的心底里。”

由此可见，无论是文本还是电影或戏剧形式，
《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当时中国人爱情婚姻观方面

的冲击力之大，都超过我们想象。 当时的青年追求

自由的重要一点就是追求婚恋自由，反抗封建家族

的包办控制，逃离旧式婚姻之钳制。 罗密欧和朱丽

叶的悲剧对中国的青年是一种鼓励，对中国的父母

是一记教训，从这个方面来说，莎剧具有了普遍的意

义。 《罗密欧与朱丽叶》对观众明白指示的是：“‘婚
姻应当循乎自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
当会发生不良的结果的’，人是有高远的理想的，不
能太强制他，应该合理的该让他发展，我国数千年来

礼教制度下丧生的青年，不知凡几；这太残忍，太没

有人的道理，父母做了间接的刽子手，这该是多么不

幸的事啊！ 在这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该不能再看

到这一类悲剧的发生啊！”莎士比亚倡导的是纯洁

的、甜蜜的、健康的爱情，麦克白的夫人虽然爱自己

的丈夫，“但爱情竟变做了牺牲，一种恐怖的意想，
掩没了她富贵的幸福”。 所以，《罗》剧对读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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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的恋爱观的警示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需要说

明的是，西方爱情观对中国产生的影响绝不是莎剧

一例可以达到的，而是中西文化交会的总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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