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文化戏剧实践的反思
———以《厄勒克特拉》演出为例

秦 宏

摘 要 《厄勒克特拉》在上海演出后的市场反馈平淡。希腊导演米哈伊运用了古希腊戏剧的

表现方式并展现了古希腊文化传统，即对演讲、歌队、双重空间和神的世俗化，导致演出在东方语

境下没有达到预期的成功，造成高雅剧目与市场反馈的背离。但是这次舞台实践为跨文化戏剧的发

展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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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3 日， 《厄勒克特拉》的首
场演出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拉开帷幕。索福克勒
斯创作于公元前 410 年的这部戏，是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经典戏剧·上话重绎”系列作品之
一，也是第 20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
目。由于这次演出汇聚了中希戏剧界的名流，

中国观众对两国携手打造的名剧充满了期待。
然而两大文明古国文化的迥异，接近 2500 年时
间的跨越，都对欣赏该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从演出反响看，不少观众还没有做好适应希腊
文化的准备。演出中途有不少观众离场，网络
上观众的观演感受，负面的评价超过正面的。
这部经典之作在西方已风行 2000 多年，来华演
出后出现这种尴尬的接受局面，显然不是剧本
的问题。在跨文化戏剧实践中，文化冲突是影
响演出成败的一大因素。东方观众与西方导演
站在不同的观演立场，导致 《厄勒克特拉》在
中国的演出效果不太理想。虽然希腊导演执导
的这部戏里采用的都是中国演员，说中文，但
是该戏的表现内容和形式带有明显的希腊特色，

换句话说，是形似中国，神似希腊。因此，阐
释该版演出中的古希腊戏剧表现手法和文化传
统，既有助于中国观众对 《厄勒克特拉》产生
新的认识，帮助他们理解和接受这部古希腊名
剧，又能为跨文化戏剧的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推动跨文化戏剧的进步。

一、演讲本质
城邦戏剧公演活动实际上是城邦民主政治

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①希腊戏剧在实质上类似
于公众演讲，这一民主的表现形式是古希腊文
明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古希腊政权，尤其以
雅典城邦为代表，民主蔚然成风，每个人都有
说话的权利，都可以表达不同的观点。许多政
策经过公开辩论之后，由公民投票决定。因此
在《厄勒克特拉》演出中，角色很少面对面交
流，更多是向剧场里的观众陈述呼喊。他们向
人们发表言论，在观众面前辩论，请观众当裁
判，表现了古希腊民主的精髓。但是不了解内
情的观众容易产生错觉，感觉演员不像在演戏，

而是对他们发表演说，误以为他们不会表演，

经常大喊大叫，从而产生了不适的感觉。
《厄勒克特拉》不是一出简单的宫廷复仇

记，而是对正义的不同理解和召唤。母亲为了
替大女儿伊菲革涅亚报仇杀了自己的丈夫; 二
女儿厄勒克特拉和儿子俄瑞斯忒斯为父报仇，

用母亲的生命祭奠父亲。到底谁才是正义的一
方? 希腊悲剧具有高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

它们艺术地反映了古代希腊如何从母权社会进
入父权社会的悲剧性历史，反映了古代希腊社
会在向现代社会演化过程中的伦理道德观念与
社会秩序等方面所出现的尖锐矛盾冲突和激烈
斗争。②汉密尔顿说古希腊的诗人和演员不是在
对观众说话。他们代表观众说话。③以厄勒克特
拉的名字为例，它的意思是 “人民 + 正义”。
顾名思义，她不是以女儿的身份，而是代表着
人民，以正义的名义，向王后而不是母亲，提
起控诉，要求王后为杀害国王付出代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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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冲突不是家庭恩怨、王宫秘闻，而是正
义的较量。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家丑和宫闱
秘事，不可向外人谈，丑闻如果传出去，将有
损自己和家人的名声。所以许多中国观众看戏
之前，揣测着即将偷窥宫廷的丑闻，心底按捺
着隐隐的兴奋感，然而他们走进剧院，看到的
却是剧中人物不顾自己高贵的身份地位，毫不
羞愧地、振振有词地向大众公开发表自己的观
点，指责对方的过错，这种公开辩论 “家丑”
的形式向中国观众的审美传统提出了挑战。

从舞台布景上看，导演在舞台左前方茂盛
的竹林前摆放了几十把椅子，有时歌队会坐在
上面，但是歌队总共只有 12 人，坐不满那些椅
子。那些椅子不单单是让歌队休憩的地方，更
是人民的化身，代表着倾听演员发言的大众。
它们也向观众传递了一个公共演讲、大众聆听
的场面。但是，不了解古希腊戏剧实质是演讲
的观众就不会明白椅子的假定性、虚拟性和象
征性，误以为是多余的摆设。

二、歌队特色
歌队是古希腊戏剧的传统，也是古希腊戏

剧的一大亮点。它好似一位不是主角的主角，

统领着整部戏剧的演出，其表现方式丰富多样，

通过唱、跳、舞、诵和说，在戏剧中起到多种
重要的作用。它不时地舞蹈并歌唱，安慰剧中
人物，对剧中事件发表感想，向观众解释剧情的
发展，代表诗人发表政治见解和哲学思想，有时
还预先引起新的气氛，表示有恐怖事件即将发
生。有时候歌队甚至参与剧中活动。④在古希腊
戏剧中，歌队代表着普通人民，是一群来自四
面八方的人，各有各的生活背景，不为人知，

充满神秘。狄德罗在谈到索福克勒斯悲剧时，

感慨道: “又有谁能看得懂它的合唱队呢?”⑤幕
启，歌队进场的特殊步伐就令观众大吃一惊，

他们的腿上下起落，一抖一抖地走路。虽然早
有耳闻古希腊歌队的舞步与众不同，但是整场
这样走下来，或者说是抖动颠簸下来，产生了
诡异的感觉，对观众的审美前见造成了冲击。

接下来，歌队在长达 21 分钟里吟唱进场
歌。她们翻来覆去地劝说厄勒克特拉不要过于
悲伤，但是厄勒克特拉不断回答: 绝不会忘记
父亲的惨死，十多年来忍受无尽的苦痛，只为
等弟弟长大回来复仇。现代观众倾向于接受进
展迅速、娱乐性强的演出，这么慢的开场，对快

节奏的上海大都市市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古
希腊有句谚语 “凡人都在等待”，汉密尔顿在
《希腊精神》里明确表述: “伟大的心灵在忍受
煎熬和遭受死亡的时候，将痛苦和死亡升华到了

一个新的境界。”⑥也许导演的初衷就是要观众体

会到厄勒克特拉在漫长的复仇岁月中等待的痛
苦，突显她的悲剧和伟大。然而在今天，导演仍
然把 2000 多年前古希腊女子为父报仇隐忍多年
如实搬上舞台，实在是对观众耐心的一大考验。

一般而言，歌队代表人民的声音，他们的
发言立场表现了当时古希腊人的普遍价值观
———适度原则。因此演出中，歌队多次劝说姐
姐厄勒克特拉和妹妹克里索塞弥互让一步，不
要争执，和睦相处。厄勒克特拉和克里索塞弥
分别代表了两种对峙的观念。姐姐厄勒克特拉
是偏执的复仇者，敢于直面国王和王后，公开
她的仇恨，即使被贬为奴，穿着奴隶的衣服，

做苦工也不后悔，即使听说将被关到黑暗的石
窟里饿死也不害怕求饶。而妹妹克里索塞弥是
胆小谨慎的识时务者，服从王后的任何命令，

看到国王吓得像小鹿一样满场乱窜避开。歌队
一方面不断劝说厄勒克特拉不要那么倔强复仇，

不要那么悲伤痛苦。当厄勒克特拉诅咒母亲的
奸夫国王埃奎斯特斯时歌队冲上来捂住她的嘴，

以免惹祸上身。另一方面歌队又力促克里索塞
弥勇敢一些。歌队作为古希腊文化共同体的代
言人，鲜明地体现了古希腊人的适度精神。

歌队还可以外化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情
感。通过歌唱和舞蹈抒发感情，烘托剧情，渲
染气氛，改变节奏。当厄勒克特拉听到弟弟的
死讯，信以为真，转而劝妹妹与自己合作复仇
被拒后，她独自黯然地走过下雨的斑马线。同
时，歌队进入阿波罗的神庙歌唱，哀叹可怜的
厄勒克特拉形单影只，这是演出中很令人动容
的一幕。歌队凄婉的歌唱一改刚才姐妹激烈争
吵时火药十足的气氛和急速的节奏，以哀伤的
歌词和缓慢的节奏，表现了厄勒克特拉孤立无
援、悲伤痛苦的心理，也呈现了她坚强勇敢、
倔强抗争的个性，塑造出鲜活的、立体的人物
形象。

歌队是古希腊戏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可以说没有歌队，就不是古希腊的戏剧。而中
国戏剧没有这个传统，因此不了解古希腊歌队
功能的中国观众，看到他们一会唱歌，一会抖
动，一会扮演某种角色，一会又退出角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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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旁观者和评论者，心理上无法适应一群人多
重身份的不时转换，跟不上戏剧的进程，看不
懂这出戏。

三、双重空间
古希腊人把舞台划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公

众空间，另一个是隐私空间。公共空间，即歌
队在的地方，那里的事件可以展示给观众看。
而隐私空间，往往是演出血腥暴力凶杀的场面，

不能直接呈现给观众。这种舞台表现方式也体
现了古希腊人的适度精神。德尔菲的阿波罗神
庙里刻着“凡事勿过度”这句箴言，提醒人们
言行举止要适度，避免失控走向极端，导致灾
难。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
观点: 悲剧的目的是引起怜悯与恐惧，从而使
人的情感得到净化。其中的怜悯和恐惧必须是
适度的，过犹不及。过分渲染悲惨和恐怖，不
仅不会净化人的心灵，获得快感，反而会让人
感到不适、害怕和痛苦。俄瑞斯忒斯杀母亲及
其奸夫的过程，由于场面过于骇人，不能在观
众面前直接上演。因此，舞台布景上没有巍峨
的王宫，只有宫门，而且那扇宫门经常紧闭，

只是在演员进出时才打开。传统上，古希腊的
诗剧适于以朗诵歌咏的形式来传达。古希腊演
出戏剧时，观众看不到王宫内发生的事情，而
是通过报信人的转述，听到里面发生了什么。
然而，在现代，戏剧作为一门综合艺术，仅凭
听觉来欣赏，对观众来说未免意犹未尽，为此，

米哈伊导演在不违背适度原则的基础上，做了
现代性的尝试。他在公共空间和隐私空间之间，

即离宫门几米之外，摆放了一个类似屏风的大
玻璃，把剧场空间做了隔断。一些演员是进不
了隐私空间的。厄勒克特拉就从未走进宫门，

每当她靠近玻璃，都被歌队拉回来，代表着她
无法进入母亲和奸夫居住的、象征着权力的王
宫。剧中，母亲甚至邀请外乡人入宫，然而仍
然留厄勒克特拉独自在宫门外哭泣。厄勒克特
拉名为公主，实则连陌生的客人都不如。她和
王后之间的冲突，在脆弱母女关系的薄纱掩盖
下，本质上是人民和正义的较量。

大玻璃后面是白色的宫门。导演把王后被
儿子杀死的场景从宫门之内移到玻璃和宫门之
间。王后跪在玻璃门后，发出凄厉的哭喊，响
彻剧场，几声惨叫后，一动不动地跪在那里，

表明她死了。这样的处理方式既明确无误传递

给观众———王后被杀的信息，又让观众适度观
看了没有过于残忍、让人心理接受不了的场面。
同理，导演对国王埃奎斯特斯被杀的那一段也
做了类似的处理。当全场灯光亮起，歌队把跪
着的王后放平在地上时，埃奎斯特斯看到玻璃
门后是王后的尸体，而不是俄瑞斯忒斯的尸体，

顿时发现自己陷入圈套。当他被逼进入宫殿的
同时，厄勒克特拉高兴得在宫门外起舞，演出
就这样落下了帷幕。这本是演出中精彩有戏、
冲突激烈的地方，然而由于古希腊的适度原则
———不能上演凶杀的场面，一切就戛然而止。
演出现场，许多观众都没有反应过来———戏已
经结束了。他们正期待着高潮，想看看俄瑞斯
忒斯是如何杀死母亲的奸夫，为父亲报仇雪恨
的，但是演出中没有上演手刃仇人的场景，甚
至没有任何打斗，仅仅以埃奎斯特斯争辩几句，

跟随俄瑞斯忒斯进入王宫告终。这样突兀的、
平淡的结尾让许多中国观众看得不尽兴，心理
上产生了失落，难以接受。

四、神的世俗化
古希腊社会里宗教氛围浓厚。圣·保罗在

雅典最高法庭上说过 “你们这些雅典人，我感
到你 们 在 所 有 的 事 情 上 都 太 迷 信 ( supersti-
tious) ”——— 《圣经》上是这样记载的，但最
后这个单词可以同样准确地译为 “对神圣的力
量有所畏惧”。⑦ 戏剧演出不仅仅是娱乐活动，

更是宗教世俗化的体现。希腊的戏剧文本与神
话传说的密切关系，也充满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比如，在戏剧的剧本里，向神祈祷，请神评判，

倾听神的预言等仪式随处可见。⑧米哈伊导演在
舞台右前方放置了一间玻璃房，里面摆放着阿
波罗的雕像，看似一座神庙。这样的布景瞬间
让观众沉浸在宗教的氛围里，仿佛置身于 2000
多年前的古希腊。俄瑞斯忒斯称自己从德尔菲
的阿波罗那里得到神谕，回来杀母及国王埃奎
斯特斯。出于神的指示，俄瑞斯忒斯回来复仇，

对希腊观众来说很好理解，但是在 21 世纪的上
海，让观众马上接受还是需要过程的。由于导
演没有在一开始明确交代情境，解释清楚他回
来报仇的根本原因是———母亲伙同奸夫谋杀了
他的父亲，篡夺了王位，观众就容易产生困惑。

神在古希腊戏剧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引出故事，连接情节，激发冲突，解决矛盾等
等。阿波罗是光明之神，也是预言之神，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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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不断地被提及。演员台词中提到阿波罗及
其代称日光、光明神、杀狼的天神、吕克奥斯，

有十几处之多。例如王后克吕泰穆斯特拉被女
儿厄勒克特拉犀利的言辞刺激得辩无可辩，愤
而跪下向阿波罗祷告，求神赐予她安宁的生活。
俄瑞斯忒斯、保傅和皮拉德斯在动手做一件大
事———入宫杀王后前，要先到宫门外向神明致
敬。同时厄勒克特拉也向阿波罗祈祷，祈求神
保佑她们刺杀成功。中国观众因不熟悉古希腊
的神明，听不懂演出中不断出现的阿波罗的各
种代称，造成了理解上的障碍。人们不仅从演
员口中听到他们呼唤神，还看到演员蹲在地上
转圈，同时用粉笔在地上疾书，这也是向神诉
说的方式。但是不了解古希腊文化的观众，显
然看得莫名其妙，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神的世俗化除了指神与古希腊人的生活息
息相关外，还有一重意思。希腊人的神虽然威
力无比，但不是中国庙宇里高高在上、无可企
及的神，而是有着凡人的人性，有世俗化的一
面。希腊人虽然是敬神的民族，但是并没有把
神的地位抬高到极致。因此，演出中还有演员
肆意出入神庙并歌唱、抚摸、抽烟等随心所欲
的行动，这样率性随意的举止，对于经常与神
打交道的希腊人来说并不离奇，但是违背了中
国人不可在圣殿大声喧闹、肆意妄为的规矩，

及敬重神庙、不可亵渎神的文化心理。中希两
国对神有着不同的理解。希腊文化中神的人性
的一面，让中国观众产生了不适应的感觉。

结语
演讲、歌队、双重空间和神是构建古希腊

戏剧的经典元素。东方观众如果不了解古希腊
表演的符号系统，就难以欣赏这个版本的演出。
《厄勒克特拉》演出开始前，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在剧院入口处摆放了展板，图文相配，细述
了戏的背景和人物关系。这样的布置让观众对
剧情心中有数，但是演出方忽略了对古希腊戏
剧表现手法和希腊文化特点的介绍，造成了观
众的不理解，误以为戏剧内容与表现形式没有
很好地融合。彼得·布鲁克说过: “当呈现和诠
释没有达到与剧作同样的高度，往往是作品越
伟大，演出反而越没劲。”⑨

事实证明， 《厄勒克特拉》开始东方之旅
前，希腊导演米哈伊显然没有充分设想到演出
时的东方语境，结果让中国观众在精神上经历

了一次跨文化洗礼，审美观念受到了冲击。他
在首演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此版演出除了采
用中国演员说中文，其余都是希腊化的。外国
导演试图以戏剧 《厄勒克特拉》为载体，传播
光辉的古希腊文明，这种文化自信固然可以理
解，但是如果对自我的重视盖过了对他者文化
背景的关注，那么很可能导致观众的不解和低
评。罗锦鳞先生在第八届国际古希腊戏剧研讨会
上做报告时谈到: “在中国上演古希腊悲剧，要
选用适合中国观众特有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的
艺术处理，才能吸引更多的中国观众，使古希腊
悲剧被他们所接受和理解。”⑩因此，导演在选择
文化立场，追求艺术风格，保留原作精髓的基础
上，不应忽视目标群体的审美心理和期待视野。
《厄勒克特拉》在上海演出的境遇，为后人树了
一面审视自身的镜子。一部戏搬演到外国，在坚
持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还要想方设法让外国观
众能理解本土文化特点，提升融入多元文化环境
能力，实现与外国文化的沟通交汇，才能成功实
现跨文化戏剧的传播。建构起既有民族特色的，

又被外国观众接受的戏剧，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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