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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柳士军和张荣兴在其论文《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话语建构》中以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为学理基础，提倡在未来中国文学创作中构建

莎士比亚中国化话语，从内容到形式上使莎士比亚“中国化”。然其对“莎士比

亚化”“莎士比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概念界定不清，存在着自相矛

盾、逻辑推理错误，学理基础不存在因果关联，以及现实意义不大等问题。从文

化传播和文学鉴赏来看，将莎士比亚“中国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莎士比亚中

国化”或许应该理解为对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体系的构建，主要研究、归纳、总结

国人在翻译、评论与编演莎士比亚戏剧时中国传统文化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影

响，以此厘清中国人研究莎士比亚戏剧时所尝试的方法、理念，彰显中国与众不

同的莎士比亚研究特色。对史的归整或许应是柳士军和张荣光所提出的莎士

比亚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与要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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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士军和张荣兴在《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

报》２０１６年第３期发表的文章《论莎士比亚中

国化的话语建构》，提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

论断，欲对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从学理层面上

进行系统化、理论化归纳，从而建构具有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莎学研究话语体系。两位学者

的探索精神与创新勇气确实可嘉，然在细读之

后，发现其论断存在诸多欠妥之处。鉴于此，本

文拟针对文中的不足，以“莎士比亚化”“莎士

比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基本概念

的界定为切入点，分析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化作为构建莎士比亚中国化

话语体系的学理基础所存在的问题，以厘清莎

士比亚中国化的内涵，为世界莎学研究贡献一

份力量。

　　一、概念界定问题

柳士军等在《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话语建

构》一文中首先指出，从莎士比亚译介到中国

的第一天开始，莎士比亚中国化就已经开始形

成了。但究竟什么是莎士比亚中国化，纵观全

文，作者一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只是笼

统地认为，莎士比亚中国化，首先是内容的中国

化，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立足

中国实践，实现中国文学创作莎士比亚化；其次

是形式的中国化，即构建坚持中国文化传统、符

合中国思维习惯的中国话语。［１］依此论断推论，

莎士比亚译介至中国之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然而，从莎士比亚

和马克思主义二者被介绍至中国的时间上来

看，莎士比亚第一次以“沙士比阿”之名出现在

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中，时间是 １８３９

年，远远早于１８４８年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的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更早于又半个世纪后陈

望道将其翻译成中文，在中国面世。故其以上

表述违背事实，是不正确的。

对于所谓“自从莎士比亚译介到中国的第

一天开始，莎士比亚中国化就已经开始形成

了”的说法实难让人苟同。难道中国人翻译介

绍莎士比亚戏剧（以下简称“莎剧”）就等同于

莎士比亚中国化吗？众所周知，中国化是一个

漫长的文化浸染过程，不是一时一刹就能完成

的。若认同此说，所有被译介至中国的外来作

品从其被翻译的第一天开始就都是其中国化的

开端了？中国的歌德研究、雨果研究是否都可

以被称为歌德中国化、雨果中国化？同理相推，

其他国度的莎士比亚研究是否也可被称为莎士

比亚德国化、法国化、日本化……？该论断明显

缺乏推论的科学性和学术的严谨性。

其次，在该文中，作者以“莎士比亚化”为

出发点，认为既然国内外莎士比亚化研究非常

成熟，研究成果也很丰硕，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莎士比亚中国化”就应运而生了。但“莎士比

亚化”与“莎士比亚中国化”这两个概念的含义

是截然不同的。

“莎士比亚化”最早是马克思在 １８５９年

《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提出的。在该信中，马

克思对莎士比亚大加赞赏，呼吁不要“为了观

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

忘了莎士比亚”；或提倡“莎士比亚化”，反对

“席勒化”［２］。马克思这里提到的“莎士比亚

化”，实质上是指文学创作手法上的现实主义，

就是要求剧作家在对现实生活和现实历史细节

进行描写时，“要能够发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

历史的阶级冲突，而不要只是些主观的淋漓尽

致的演说”［３］，而柳士军等所说的“莎士比亚中

国化”则归属于文艺创作导向的范畴。所以，

二者在字面表述上虽似乎有某种相似，但二者

之间确无实质性关联，更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

与因果关系。但是，柳士军等演绎出的从“莎

士比亚化”到“莎士比亚中国化”的逻辑关系易

使读者对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产生疑问。虽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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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体现，但马克思主义归属意识形态，莎

剧是文化遗产，二者之间无直接的因果关联性，

不能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了，就可以提倡

莎士比亚中国化。故其以上推断无据可依。

此外，若按照柳士军等提出的“实现中国

文学创作莎士比亚化”的逻辑推理，未来的中

国文学将会出现清一色的现实主义创作，文坛

上亦会涌现出大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

象，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其他文学

创作手法都要销声匿迹了。显然，这有悖于我

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指导方

针，也不利于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再次，柳士军等把“自从莎士比亚译介到

中国的第一天开始，莎士比亚中国化就已经开

始形成了”的既定命题与“一个新的课题摆在

我们面前：‘莎士比亚中国化’在中国是否成为

可能？”的新问题相提并论也实属不妥。当把

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考量时，不难发现其前后

论断的自相矛盾：既然莎士比亚中国化在译介

的第一天就已经“形成”了，今日还有再论莎士

比亚中国化可能性的必要吗？如此一来，其推

论的不合理性和结论的荒谬性也是显而易

见的。

最后，“内容中国化”的提法也易让人生

疑。柳士军等是要提倡在中国舞台上演出莎剧

之时，必须把莎士比亚故事完全移植到中国某

朝某代吗？如此一来，“内容中国化”之后的莎

剧是莎士比亚故事还是中国故事？其目的与意

义何在？是用来学习莎士比亚对人性永恒主题

深入人心的艺术表现手法，还是单纯为读者讲

述一个莎士比亚式的中国故事？其答案让人

费解。

　　二、学理基础问题

柳士军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构建莎

士比亚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第一个学理基础。他

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而言之，第一，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

义的运用离不开中国的具体语境；第二，马克思

主义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写出为中国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味道。［１］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

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

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１９４２年，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文

艺创作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

范。毛泽东在该讲话中明确指出：“对于中国

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

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

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

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

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

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４］这一

时期的莎剧演出多以大众化、平民化为宗旨，李

健吾把莎氏《麦克白》与中国元曲《赵氏孤儿》

糅合而创作的六幕悲剧《王德明》是典型代表。

但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随着１９１７年俄国十

月革命的胜利开始传播到我国来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是我国革命形势走向成熟的产物。现

如今的中国处于和平发展时期，情形完全不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６５周年国际

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

开幕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要维护世界文明

的多样性，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

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

难［５］。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很好地阐释了开

放、多元文化时代对待西方经典文化应持有的

正确态度。我们当然可以吸纳莎剧中的精华部

分为我所用，借用莎氏来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但此法只能算是一种选择，不可武断地、全

面地对莎剧进行强制性的中国式替代，因为在

弘扬中国文化的同时我们还应尊重他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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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而不可随意改编，仅着眼于利用。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是作者阐述莎士比亚

中国化的第二个重要学理基础。把此学理基础

与第一个学理基础进行简单对照，不难发现其

中存在自相矛盾的说辞。作者一方面指出，根

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方面的指导，莎

剧在中国的改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已经为国

内所喜闻乐道［６］，以此来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

莎剧融合之后的莎士比亚中国化已经取得了成

功；另一方面又口口声声说，笔者重点描叙的是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

也会在吸收新养分的过程中不断优化，过去的

传统文化如仁义礼智信等，都会在不断变化的

时空中进一步丰富它们的内涵［１］。那么，对莎

士比亚进行中国化时是应该张扬传统文化，还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后再进行莎士比

亚中国化？对此，作者并未明确作出回答，这就

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即使不深究两个学理基

础本身存在的自相矛盾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实

现现代化本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无可厚

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跟莎士比亚中国化如何进程合并？答案显然是

困难的，因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联。

　　三、现实意义问题

莎剧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代表之一，被林

则徐等改良主义者引进至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开

启民智、改变社会。初次引进莎剧时，闭关锁国

之中的中国国民对一个漂洋过海而来的西方文

艺理解不足，只有借助中国文化元素方可使其

走进普通大众的视野。可见，莎剧初入中国时，

只是一种文化介绍，符合文化交流的基本规律，

亦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诉求使然。即便如

此，赋予外来文化过多本土化的做法，必定会对

原著带来或多或少的误读、误解、误传，从而遮

蔽其本真面貌，不利于文化的交流互鉴，并易招

致西方学界的批评。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美国

莎学家Ｊ．Ｌ．Ｍｕｒｒａｙ，他曾对此大加指责，认为中

国人通常对莎剧进行随意的挪用和改编，旨在

为各自的目的服务［６］。西方人虽然只看中国莎

剧演绎的结果而不去深究其成因，不排除其存

有偏颇，但也道出了我国早期莎剧存在的问题。

如果说当初译介莎剧进行本土化改编处理是不

得已而为之，那么，今天这些理由就不能再是理

由了。

今日之中国，与世界全面接轨，英语普及程

度之高非１９世纪之初可比，去西方国家旅游如

同在国内走走那么简单方便，大众对英美等西

方国家的历史文化已不再陌生，对莎士比亚的

认知度也相当高，即使阅读全英文的莎氏剧本

或欣赏英语演出亦无太大障碍。既然没有了语

言、文化认知障碍，借助中国文化元素阐释莎剧

的早期理由也不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当今

世界，互联网高度发达，距离被无限度拉近，文

化差异性更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原汁原味的莎

剧也许更受追捧。所以，对莎士比亚进行中国

化改造的必要性不大。但必须承认，若确有合

理需要，适当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中国化阐释

的做法也并非完全不可。

　　四、关于莎士比亚中国化的思考

任何外来文化的传播都会存在本土化问

题，这是符合文化交流规律的，莎剧在中国的接

受与流变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但随着社会的

发展，经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更易直接交流，本

土化程度逐渐式微。此种背景下若再一味地强

调本土化即存在着功利性的目的，是对莎剧进

行改头换面还是借用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

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文化传播的正常途径应

该是自由的、自然的、因时而变的，任何借外力

干预改变其走向的做法都是有悖于文化发展规

律的。在莎士比亚被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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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其被本土化或中国化还会继续，因为有需求

就有市场，这在中国开放、多元的文化体制下文

化传播的一种角度、一种途径，无可厚非，但极

力提倡中国化是不可取的，亦是不合时宜的。

在文学鉴赏上，社会进步的表现应是保持其原

样，而非强制性地去改变它。对于作为世界优

秀文化遗产的莎剧，我们应将其作为文艺本体

来欣赏，汲取其舞台艺术手法与对爱恨情仇生

死离别等人性深刻剖析方面的养分，而不应是

出于功利性的需求。总之，文明进步的标准是

让文化自然发展，如果强行改变其发展轨迹，必

有其一定的目的可图，强调在未来的文学创作

中将莎士比亚“中国化”是不合时宜的。

“莎士比亚中国化”或许应该被理解为对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体系的构建：主要研究国人

在翻译、评论与编演莎剧时中国传统文化对莎

剧的影响，以此厘清中国人研究莎剧时所尝试

的方法、理念，彰显中国与众不同的莎剧研究特

色，具体阐释现象背后存在的历史背景和历史

原因，为世界莎学研究贡献一份独特的中国风

画卷。对史的归整或许应是柳士军等提出的莎

士比亚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与要旨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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