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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广播公司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６年先后拍摄过两个系列
版本的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这两个版本的影视化改编虽然差异较大，但是各

有所长。莎士比亚戏剧系列电影侧重对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完整再现，《空

王冠》系列电影则是基于戏剧情节的再演绎。《空王冠》整个系列的诞生是假借

时代的东风，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位６０周年、伦敦奥运会，再到纪念莎
士比亚逝世４００周年，影片将英伦文化之风从本土吹向了世界。此外，沈博绝
丽的剧本、适当的布景、技艺出神入化的演员、细致的拍摄过程、精益求精的后

期制作等都是影片改编成功的重要因素。《空王冠》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完美演

绎为其他作品的影视化改编提供了范式，更对重新唤醒经典作品的活力、引发

大众的关注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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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广播公司（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以下缩写为ＢＢＣ）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６年先后拍摄过两个全系列

版本的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两个版本的影视

化改编虽然差异较大，但各有所长。莎士比亚

戏剧系列电影侧重对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剧本

的完整再现，《空王冠》系列电影则是基于戏剧

情节的再演绎。本文拟分析上述两种改编的特

征、不同侧重，着重对比 ＢＢＣ所拍摄的《空王

冠》系列电影与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和相关历

史事件的不同之处，并且探讨其所要说明的

问题。

　　一、莎士比亚戏剧影视化改编概况

　　１９世纪末，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系列中的

《约翰王》在女王陛下剧院上映前夕，英国缪托

斯柯普传记公司特地为剧组录制了一部由四个

短片组成、时长仅９０余秒的无声电影。该影片

被引入剧院后，拉开了莎士比亚戏剧（以下简

称“莎剧”）改编的帷幕。总览莎剧改编数十

载，虽然各个剧目、形形色色的改编对于莎士比

亚作品的传播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令人

遗憾的是，所改编作品均不呈系列出现，影响力

十分有限。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

改编迎来了第一个高峰。ＢＢＣ邀请大卫·贾

尔斯导演执导，德里克·雅各比、约翰·吉尔古

德、乔·芬奇等多位顶级演员出演，重磅推出莎

剧系列电影。该系列电影以忠实剧本为主要创

作理念，共翻拍包括１０部英国历史剧在内的

３７部莎剧。莎剧系列电影的诞生，不仅被视作

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大创举，更是经典作品影视

化领域的一座里程碑。苏珊·威利斯［１］曾指

出，该系列中的影片《亨利八世》，其所还原的

都铎王朝的建筑与服饰，看上去像是典型的英

国民族的肖像馆，甚至还是一种英国皇室生活

的写照。国内学者李艳梅［２］也曾指出，ＢＢＣ的

莎剧电影虽然不是部部精品，但是从情节发展

到人物台词，从背景布置到人物衣着，处处体现

出推崇原作、忠实原著的拍摄主旨。诚然，虽然

这些改编影片的审美性和观赏性参差不齐，但

丝毫不影响整个系列影片为观众所欣赏、所称

赞。影片上映以来，无论是国内外莎剧迷还是

普通观众均予以关注，之后，莎士比亚英国历史

剧的改编更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１９８５年，年

仅２５岁的英国演员肯尼思·布拉纳，因同时导

演兼主演莎剧《亨利五世》而名声大噪，一跃成

为英国影坛的宠儿。１９９０年，随着布拉纳导演

的《亨利五世》获得第６２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

导演和最佳男主角提名，以《亨利五世》为代表

的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又一次吸引了国内外学

者、读者和观众的眼球。之后不久，戏剧《理查

三世》的改编也多有问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

是美国著名导演阿尔·帕西诺执导的《寻找理

查》（又名《寻找理查三世》），该剧运用典型的

后现代叙事手法，以半戏剧半纪录的方式，通过

碎片化的戏剧情节，向观众展示了美国年轻一

代心目中的莎士比亚形象。虽然观众对该部影

片看法不一、褒贬各异，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剧

的改编手法为后来的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系列

的改编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启发。国内学者张

冲等［３］曾评论道，帕西诺在纪录片模式与故事

片模式之间的切变相当频繁而且突然，使故事

情节就发生在生活 －舞台 －银幕之间，即在现

实－虚构的高速蒙太奇中发展，故有人称此片

为“意识流纪录片”的杰作。

进入２１世纪，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改编

再次迎来高潮。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

从过去的大荧幕、电视机等传统的固有成像，到

现如今的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愈发便捷的

灵活成像，视觉成像也逐渐跳脱出时间与空间

的双重限制。顺应时代潮流，承借互联网发展

·６６·



高继海：论ＢＢＣ对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改编

的红利，ＢＢＣ又一次推出了系列剧———《空王

冠》，借莎士比亚宣传英伦文化。《空王冠》第

一季、第二季共有七集，几乎囊括了从金雀花王

朝的最后一位国王理查二世，到约克王朝的最

后一位国王理查三世，共六位国王在位期间的

所有大事记。国王与国王、国王与贵族、贵族与

贵族之间的纷争无疑是英国历史上这一时期的

主旋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颇有“你方唱罢

我登场”之势。《空王冠》系列剧的推出，再度

引发全世界莎剧爱好者与观众的热烈讨论。该

剧组邀请了备受观众关注的英国演员锦上添

花，如饰演理查二世的本·卫肖、饰演亨利五世

的汤姆·希德勒斯顿、饰演理查三世的本尼迪

克特·康伯巴奇等，他们以其富有贵族气质的

外形、精湛的演技、细腻的人物塑造为影片取得

了较为理想的收视率与关注度。尽管该系列剧

获得了不俗成绩与连连赞誉，但仍有一些学者

或观众提出质疑，如国内学者严宇桥［４］就曾指

出，《空王冠》中有两处硬伤，一是台词冗长，二

是影片篇幅过长。

　　二、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影视化改编

　　长期以来，莎士比亚因其数量庞大、内容丰

富的文学作品已然被视作一种“文学符号”，其

代表作如《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

梦》等不胜枚举，享誉世界。然而，同样具有较

高文学造诣，甚至富含深厚历史底蕴的莎士比

亚历史剧系列却未能获得足够关注。基于此种

现象，ＢＢＣ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拍摄了１０部莎士

比亚英国历史剧，按照年代顺序依次是《约翰

王》、《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亨利

五世》、《亨利六世》（上、中、下）、《理查三世》

和《亨利八世》。尚有戏剧《爱德华三世》ＢＢＣ

未能拍摄，是因为该剧目直至２０世纪末才被莎

剧研究界纳入莎士比亚正典。自１９世纪初，德

国学者提出《爱德华三世》系莎士比亚所作的

论断，在经历了将近二百年的争论与考证之后，

这部剧作终于在１９９８年被列入莎士比亚的作

品之中。当然，时至今日，也不乏莎剧研究者否

认该剧出自莎士比亚之手，如美国著名学者哈

罗德·布鲁姆。在国内，诗人绿原（出版译作

《爱德华三世两位贵亲戚：新被裁定的两部莎

士比亚戏剧》）、学者张冲等人也已将《爱德华

三世》译成中文。

为迎接伦敦奥运会，同时也为庆祝英国女

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位６０周年，ＢＢＣ在２０１２年

以《空王冠》作为剧集总题目，先后上映了莎士

比亚的第二个四部曲，即《理查二世》、《亨利四

世》（上、下）和《亨利五世》。２０１６年，恰逢莎

士比亚逝世４００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文学巨匠，

ＢＢＣ仍以《空王冠》为剧集总题目，先后上映了

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四部曲，即《亨利六世》（上、

中、下）和《理查三世》。

谈及ＢＢＣ这两次对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

的影视化改编，读者和观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所拍摄的历史剧与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６年的两个版本最显著的不同在于，前者是

严格按照莎士比亚的戏剧演出进行拍摄的，属

于戏剧的再现；而后二者则对莎剧原文的台词

和情节进行了大量的删节和重组，是电影化的

改编，这种改编会使得文学写作的语言在热烈

的文本交互场域中转变为视觉、听觉、运动媒介

的表演［５］。但是，假若改编手法不够妥善，那么

改编之后的作品必定会有损于戏剧效果和当代

观众的审美情趣［６］。因此有必要把 ＢＢＣ对莎

剧的改编与删减进行梳理与分析。在梳理之

前，读者首先需要了解剧本所涉及的基本历史

·７６·

 ＢＢＣ拍摄于２０１２年的四部历史剧为第一季，共四集；拍摄于２０１６年的四部历史剧为第二季，但是最终被压缩为三集，
基本上是把莎士比亚所著的《亨利六世》（上、中）压缩成第一集，《亨利六世》（下）为第二集，《理查三世》为第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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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然后才能够分析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与历

史事实有哪些出入，以及这些出入产生的影响，

最后找出新近 ＢＢＣ根据莎士比亚剧本所拍摄

的《空王冠》系列与莎士比亚原剧有哪些差异，

以及这些差异所要说明的问题。

　　三、《空王冠》系列对莎士比亚原剧

的影视化改编

　　海涅曾评论道，莎士比亚的使命是不仅写

诗，也兼写历史［７］。童庆炳先生曾将历史划分

为三类：“历史 １”“历史 ２”“历史 ３”。“历史

１”，即历史原貌，是历史题材创作的源泉；“历

史２”，即历史典籍，是创作的基本资料；“历史

３”，即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文学中的历史是

“历史３”，它是源于“历史１”的活水源头和对

“历史２”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８］。依照此论

断，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中的历史当属“历史

３”，那么，基于“历史３”而进行二次改编的电影

无疑距离“历史１”更远了一些。

１．以《理查二世》为例

以ＢＢＣ于２０１２年上映的电影系列为例，

《空王冠》这一总题目出自剧本《理查二世》中

理查的如下一段独白，电影同样也是以这段独

白开始的。

谁也不准讲那些安慰的话儿，让我们谈谈

坟墓、蛆虫和墓碑吧；让我们以泥土为纸，用我

们淋雨的眼睛在大地的胸膛上写下我们的悲

哀；让我们找几个遗产管理人，商议我们的遗

嘱———可是这也不必，因为我们除了把一具尸

骸还给大地以外，还有什么可以遗留给后人的？

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生命，一切都是波林勃洛克

的，只有死亡和掩埋我们骨骼的一?黄土，才可

以算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戴上你们的帽子；

不要把严肃的敬礼施在一个凡人的身上；丢开

传统的礼貌，仪式的虚文，因为你们一向都把我

认错了；像你们一样，我也靠着面包生活，我也

有欲望，我也懂得悲哀，我也需要朋友；既然如

此，你们怎么能对我说我是一个国王呢？［９］５３

此时的理查显然是看到大势已去、得知自

己即将被废黜才发出了弥留之音。在莎剧中，

亨利·波林勃洛克戏剧性地跪在理查面前，要

求理查归还他理应得到的继承权。波林勃洛克

最初从流放地刚刚踏上英格兰故土的时候，他

的期望只能如此。但形势急转直下，无人能够

料想到，昔日不可一世的理查二世今朝已经沦

落到这般田地。与之对比，波林勃洛克将手握

更大的权力，胜券在握，他同样也意识到，至此

绝不能让理查有再续国王之运的可能。若是允

许理查恢复国王权威，那么就波林勃洛克自身

而言，此后他将绝无葬身之地。并且，作为国

王，理查在过去几年中所表现出来的残酷和独

断也已经使他的民心尽数失去。此时，满目疮

痍的英国无疑更需要一位开明睿智的国王，能

够在贵族的辅佐下有效地治理国家、受民拥护，

而非只听信鼠雀之辈阿谀奉承，以致祸国殃民。

剧本中的理查被带到伦敦，并且被囚禁在伦敦

塔狱里。更甚，为使亨利四世的即位更显名正

言顺，国会给理查列举了３３条罪状，迫使他逊位

于亨利·波林勃洛克，这一结局令人唏嘘。

莎士比亚为彰显戏剧效果，打破几个历史

事件的时空限制，将其进行重组和串连。例如，

莎翁将理查的逊位与波林勃洛克的加冕同时放

在剧中的第四幕第一场，这两件事均是发生在

西敏寺西厅。巴各特受波林勃洛克之命，指控

理查的亲信奥莫尔杀害格罗斯特公爵，这一情

节实际上发生在两周后，即议会举行期间。

同样，为了使戏剧效果更加强烈、冲突的焦

点更加集中，省略和删减也常常在戏剧或是影

片中相伴出现。戏剧伊始，亨利·波林勃洛克

和托马斯·毛勃雷就相互控告对方对国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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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有叛逆念头。

莎剧原作之中，二人唇枪舌剑、势均力敌、

相互中伤，你来我往的是非争辩稍显冗长，但是

从改编之后的影片中所呈现的台词来看，争辩

的情节则被大幅压缩，几句台词之间，二人的野

心以及对彼此的敌对态度便可见一斑。不难看

出，这样的改编是依照典型的“减法”原则，用

极其有限的篇幅去尽可能阐释更多的内容。尤

其是这一场景又出现在电影的开端，整部作品

能否吸引到观众，并让其保持强烈的观影欲望

继续观看，开头尤为重要。因为，对于电视、电

影行业来说，收视率是要优先考虑的因素。曾

有人将当代的电视产业称为“拇指经济”，其成

败取决于观众拇指按下的频道号码，但从根本

上说，“视觉经济”或“眼球经济”才是对这一现

象最贴近的表述：拇指听命于眼球［１０］。因此，

电影一开始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演绎，除会给

观影者带来一定程度的视觉冲击外，还会决定

其对作品是否拥有继续观看的念想。观众通过

眼球接收信号，从而产生自己对影片的大致判

断，最后通过“拇指”来决定是否继续观看。如

此看来，若是以收视率为出发点，上述的改编与

重释有其合理性。

但是在《理查二世》中，下述情节的改编却

仍待商榷。电影里最荒诞的一幕，便是曾斥责

波林勃洛克行谋逆篡权不齿之事的卡莱尔主教

由一位黑人演员扮演。而更令人啼笑皆非的

是，在影片中，本是理查二世亲信的奥莫尔，为

了在波林勃洛克（即后来的亨利四世）面前赎

罪，自觉前往关押理查二世的牢狱，并亲手了断

了其性命，然后拉着理查二世的尸体来到亨利

四世面前邀功以表忠心。这些内容与莎士比亚

原作的意图相去甚远，如此改编，实属典型的后

现代主义颠覆传统观念、戏弄历史的做法。虽

说这种改编无理更无据，但值得注意的是，其涵

盖的娱乐性要远远高于其真实性。

实际上，国王理查二世代表了中世纪封建

秩序瓦解时那些因循守旧的顽固势力［１１］，从头

至尾，对“君权神授”深信不疑的他，因为同时

忽视了内部背叛和外部强敌而穷途末路。《理

查二世》之所以广受追捧，是因为莎翁考虑到

历史剧的特点，没有将历史置之不顾［１２］。莎剧

中的理查二世，其性格特征、行为方式等极大程

度上还原了历史中的国王形象，符合历史剧塑

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规律［１３］。并且，剧本中有一

段他对自我的分析，细细琢磨，远比他周遭的任

何一个人所给予他的评价都更加中肯，“要是

我把我的眼睛转向着自己，我会发现自己也是

叛徒的同党”［９］７４。那么，历史上的理查二世究

竟是何形象呢？

理查系黑太子爱德华之子、“一代天骄”爱

德华三世之孙，是中世纪最后一位企图实行独

裁统治的英国国王。由于其父、其兄均早于祖

父爱德华三世逝世，在理查十岁那年，祖父去世

后，其便继承了英格兰国王的王位。彼时的理

查年纪尚小，涉世未深，突如其来的权力之冠虽

落在了这个懵懂少年的头上，但是真正大权在

握又左右朝政的则是理查的叔父兰开斯特公

爵———冈特的约翰。无形之中，理查二世就变

成了一位有名无实的国王。成年之后的理查反

复无常、专横跋扈，其统治和作为国王的威严也

是建立在恐惧和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自然而

然，最终贵族的支持、民众的拥护双双离他而

去。但是，历史上的理查究竟因何而死，一种猜

想是因饥饿致死，一种猜想是他被暴徒用凶器

恶意砍死，至于事实真相，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那么理查死于何时，作为读者，我们仅能知道，

１４００年１月２９日，法国国王和议会在提及他

时，他已经离世。几天之后，为了消除他仍然存

活于世的谣言，他的尸体在伦敦展出，随后被放

置在圣保罗大教堂里，亨利四世出席了他的葬

礼［１４］。终其一生，可以说，理查二世是一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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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开场、凄惨落幕的国王。

此外，影片中还有一些细节是远离历史真

实、被刻意加工的。例如，理查的王后是一位与

他年龄相仿的女子。但寻根溯源，真实的历史

与之相差甚远，理查二世在第一任妻子死后迎

娶了年仅７岁的法国公主伊莎贝拉。即使是在

他被废黜之时，其第二任妻子也仅仅９岁，但是

影片中的王后形象俨然是一位妙龄女子。同

样，为了迎合剧情的安排与发展，被篡改年龄的

还有《亨利四世》中的霍茨波。

２．以《亨利四世》（上、下）和《亨利五世》

为例

骁勇善战的霍茨波原名亨利·潘西，系威

斯摩兰伯爵之子，父子二人是波林勃洛克掠夺

王权的左膀右臂。历史上，霍茨波比亨利四世

还要年长一岁，但是这一细节在剧中却进行了

改动，霍茨波变成了亨利四世的儿子———哈尔

王子的同龄人。剧中亨利四世感叹道：“啊！

要是可以证明哪一个夜游的神仙在襁褓之中交

换了我们的婴孩，使我的儿子称为潘西，他的儿

子称为普兰塔琪纳特，那么我就可以得到他的

哈利。”［１５］１０４后来两个亨利对峙于沙场，哈尔王

子公然宣称：“潘西，你不要再想平分我的光荣

了吧：一个轨道上不能有两颗星球同时行动；一

个英格兰也不能容纳哈利·潘西和威尔士亲王

并峙称雄。”［１５］１９９而在影片《亨利四世》（上、

下）中也可以看到，亨利四世每每谈到威尔士

亲王时便作愁容满面状，直到哈尔王子在战役

中冲锋陷阵，亲手了结了潘西的性命，亨利四世

才接纳他。综上所述，《空王冠》系列中的《亨

利四世》（上、下）基本上做到了忠实于莎士比

亚的原剧，但是相较于历史，仍有出入。

此外，《亨利五世》中的一些次要情节也被

导演做了适量调整。恰逢英国女王登基６０周

年庆典刚刚结束、全球瞩目的奥运赛事即将开

始，ＢＢＣ精心制作了这部新电影作为对奥运会

的献礼之作。亨利五世这位昔日大众心目中的

“完美国王”，成为了当时荧幕上的宠儿。但是

电影《亨利五世》中有一个最重要、最醒目的删

节———“南安普顿阴谋”，即影片删除了剑桥伯

爵、斯克鲁普和格雷等人相互勾结，欲谋害国

王，最终因被马奇伯爵告发而被处死的情节。

关于这次阴谋的策划，近代有学者认为可能纯

属子虚乌有，所谓谋害国王的“阴谋”，极有可

能是亨利五世为了铲除异己、免除后患，以便自

己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对法战争而采取的极端措

施。由此看来，莎士比亚笔下的“完美国王”也

是比较典型的“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

同样地，为了在有限的画面和篇幅中使观

众更容易理解人物关系和剧情的发展走向，改

编之后的电影往往也会选择删去一些次要人

物，如法国王后伊莎贝拉。在莎剧原作中，伊莎

贝拉有不少出现的场景和台词，但是在电影里，

这个角色不复存在。此外，亨利五世亲切地称

呼法国国王为王兄，王后为王嫂，与此同时，却

称呼他们的女儿凯瑟琳（自己未来的妻子）为

妹妹，放置在中国的伦理背景下，观众看了必定

多感滑稽、忍俊不禁。但作为文学巨匠的莎士

比亚妙笔生花，亨利五世对凯瑟琳求婚的誓言

虽充满狡辩但不乏柔情，故读者对二人的称呼

作何也就不以为意了。

亲爱的凯蒂，就在你的生命里收容一个心

直口拙、不会把“永不变心”背得滚瓜烂熟的人

吧；他怎么也委屈不了你，因为他没有再到别人

跟前去求爱献媚的本领。那些舌尖上用功夫的

家伙，凭着花言巧语，博得了女人的欢心；可是

他们也会推三托四，把自己的无情撇得一干二

净。什么！一个会说话的人，他无非是个会瞎

扯的人；一套娓娓动听的话只是一首山歌。一

条好腿会倒下去；一个挺直的背会弯下去；一丛

黑胡子会变白；满头鬈发会变秃；一张漂亮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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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会干瘪；一对圆圆的眼睛会陷落下去———可

是一颗真诚的心哪，凯蒂，是太阳，是月亮———

或者还不如说，是太阳，不是那月亮；因为太阳

光明灿烂，从没有盈亏圆缺的变化，而是始终如

一，守住它的黄道。要是你欢喜这样的人，那就

答应我吧；答应了我，那就是答应了一个当兵

的；答应了一个当兵的，那就是答应了一个做国

王的。［１６］

剧本中被亨利五世唤作凯蒂的正是其后来

的王后———瓦卢瓦的凯瑟琳，她与理查二世的

第二任妻子伊莎贝拉是来自法国王室的亲姐

妹。但是人各有命，姐姐伊莎贝拉在理查死后

改嫁奥尔良公爵查理，１９岁便不幸死于难产。

而妹妹凯瑟琳在亨利五世去世之后改嫁给威尔

士贵族欧文·都铎，生下两个儿子埃德蒙·都

铎和贾斯珀·都铎，兄弟二人被亨利六世分别

册封为里士满伯爵和彭布鲁克伯爵，在玫瑰战

争中皆为兰开斯特家族而战。后来埃德蒙的儿

子亨利·都铎在叔父贾斯珀的支持与帮助下，

成为了都铎王朝的建立者，史称亨利七世。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亨利五世》中一个重

要的细节有待斟酌。战场上壮烈牺牲的约克公

爵由一位黑人演员扮演，导演这样的安排虽不

知是出于何种考虑、何种目的，但是从逻辑上

看，实在是言说不通。众所周知，英国王室中的

第一代约克公爵死于１４０１年，系爱德华三世长

大成人的五个儿子中的第四子，也是其最后一

个离世的儿子。约克公爵死后，由其长子，即

《理查二世》中的奥莫尔继承其父爵位。父母

皆是血统纯正的白人，生出黑皮肤的儿子实属

荒谬。再者，曾因策划“南安普顿阴谋”而被亨

利五世处死的剑桥伯爵是奥莫尔的胞弟，也是

十分纯正的白人。综上所述，父母、兄弟皆是白

皮肤，独独奥莫尔是黑皮肤，这一细节滑稽可

笑。历史上，奥莫尔的原型是第二代约克公爵

爱德华，在阿金库尔战役中丧生，且无继承人。

按照继承顺序，其弟剑桥伯爵的儿子理查便承

袭了约克公爵的爵位，因此也成为了玫瑰战争

中挑战亨利六世王权的代表人物。理查死后，

其长子爱德华为了约克家族的荣誉继续浴血奋

战，最终取代亨利六世登上王位，即爱德华四

世，从此英国历史正式步入约克王朝时期。

就人物与情节的连贯性而言，某种程度上

可以把《亨利四世》（上、下）均命名为《亨利五

世》。虽然戏剧是以“亨利四世”来命名，但实

际上亨利四世的戏份有限，相反，哈尔王子，即

后来的亨利五世，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如此

一来，第一个四部剧与第二个四部剧在命名上

也别无二致了。众所周知，从英国历史的发展

过程来看，八部戏剧中的前四部为一个系列，时

间上发生在前；后四部则为另外一个系列，发生

在后。但实际上，莎士比亚先行创作出了后四

部戏剧，随后完成了前四部戏剧的编写。

３．以《亨利六世》（上、中、下）为例

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四部曲包括《亨利六

世》（上、中、下）和《理查三世》。该四部曲中的

前三部戏剧，尤其是前两部，在经过电影改编之

后被压缩成一集，因此与原剧相比，电影会出现

大量删减的情况。这些删减使剧情发展更加紧

凑、人物个性更加鲜明，也使矛盾冲突更加明

显。例如，剧本中的培福公爵本是亨利五世的

弟弟，骁勇善战，并且其作为总理法国事务的大

臣，无疑是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在电影里却无

迹可寻。还有，剧本中出现的法国民族英雄圣

女贞德，被英军俘获之后，受审于约克公爵，在

莎剧中其为了保住性命而谎称自己怀有身孕，

却道不出孩子的父亲是谁，这一细节在电影中

也了无踪影。笔者推测，大抵是改编者认为，像

贞德这样能够拯救法国于水火的女英雄，应该

直面死亡而不是惧怕死亡。莎士比亚在创作的

过程中，极大程度展现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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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有意对贞德的形象进行丑化。贞德本应该

以其神圣性和民族性而被赞扬，但是因其带领

的是法国人民来反抗英国统治，其神圣性被大

幅弱化，继而其民族性也有意被忽视。透过莎

士比亚的笔触，与其说贞德是一位圣女，倒不如

说其更像是女巫。另外，亨利六世的王后———

安茹的玛格丽特在剧本中的形象与其在电影中

的形象也相差甚远。在莎剧中，萨福克将玛格

丽特从法国迎回，送给国王亨利六世，因而博得

君王欢心，从此平步青云。而在电影里，萨福克

这个角色无处可寻，其行为由萨穆塞特实施。

并且萨穆塞特是在混乱的搏斗中俘获了玛格丽

特，把她作为一枚胜利的果实进献给亨利六世

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莎剧中的萨穆塞特是

个中性人物；而在电影里，他被刻画成一个身披

邪恶外衣的不忠之臣。此外，莎剧中仅仅是暗

示萨福克与玛格丽特有几分暧昧关系，但在电

影里则多次出现萨穆塞特与玛格丽特明目张胆

快活风流的场景。数个细节的改编与调整，使

得人物的个性更加鲜明。从中性人物的设定到

反面人物的转变，角色在出场伊始，观众就基本

能够把握其特性，因此也更容易被带入剧情。

莎剧《亨利六世》（上）是以亨利六世迎娶

玛格丽特作为结尾的，《亨利六世》（中）则以约

克公爵公开挑战亨利王权作为结束。反观电

影，《空王冠》系列第二季的第一集便以约克公

爵坐在亨利六世的宝座上，与亨利争论谁更具

有头戴王冠、手持权杖的资格而结束。试想，电

影编导对情节作如此处理，可能是为了留出更

多的篇幅讲述后续的玫瑰战争，同样也为战争

中高潮迭起的部分埋下伏笔，故把战争爆发之

前的两部戏压缩成为一部电影。

４．以《理查三世》为例

总览《空王冠》系列的八部莎士比亚英国

历史剧，笔者认为《理查三世》兼具艺术性和审

美性的同时，也最耐人寻味。在影片《理查三

世》中，扮演理查的英国演员本尼迪克特·康

伯巴奇为了高度还原角色，装扮成身体有残疾

的模样，表演实属惟妙惟肖。相较于其他剧本，

《理查三世》是经电影改编之后改动最少的一

部莎剧，除删除部分过于冗长的对话外，情节和

人物方面几乎与原作保持一致。

理查三世的真实形象究竟如何？真如戏剧

所言、电影所演那样天生一副“畸形陋相”［１７］

吗？实际上，理查三世是自诺曼征服以来第一

位战死沙场的英国国王，其作为一位传奇人物

自不必多言。自从亨利七世在博斯沃思战役中

一举击败理查三世、建立都铎王朝之后，对于理

查三世的“污名化”记录和描写便不在少数，对

于亨利·都铎来说，大有“闻诛一夫纣矣，未闻

弑君也”之意。

首先是托马斯·莫尔在《国王理查三世

史》中曾描写过爱德华四世（理查三世的兄长）

的情妇琪恩·肖厄长相标致、温情脉脉、聪明好

学、幽默风趣、心地善良，虽善于利用其特殊身

份却从未为自己谋过私利，反而是庇护他人，有

求必应，深得民众喜爱。但是理查却坚持要求

这位“荡妇”在伦敦大庭广众下忏悔，“结果她

走在队里，面容娴静，步伐规矩，虽然身上只穿

一件宽大的袍子，可是显得十分秀美，连她那原

本苍白的双颊也在众人好奇的注视下出现了可

爱的赭红，于是她那可耻的罪名反而赢得群众

中那些看上了她的身体远于她的灵魂的人的纷

纷赞美”［１８］。理查公然惩处这样一位年轻女

子，不免使其尽失人心。

其次是莎士比亚所描绘的理查三世俨然一

个存在先天性身体缺陷、野心勃勃的“怪物”。

理查在杀死亨利六世及其子爱德华亲王之后，

凭借花言巧语，说服并迎娶爱德华的妻子安妮，

然后设计陷害自己的兄长克拉伦斯公爵并致其

死亡，最后为实现其野心，不惜杀害自己的两个

亲侄子，其中包括爱德华四世的王位继承人。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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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极有可能，他为了自己顺利登上王位，肃

清障碍，毒害了自己的妻子。更甚者，如果不是

其幕僚极力劝阻，理查势必会迎娶自己的亲侄

女伊丽莎白为妻。显而易见，在莎士比亚的笔

下，理查是一个人性泯灭、为达目的无恶不作的

角色。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理查是典型的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分离的人物［１９］。理查

的价值理性体现得并不明朗，但是其工具理性

的确令读者无法忽视。理查以获取王位为终极

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无所不用其极，从草

菅人命到罔顾伦理，从设计陷害其兄长到试图

迎娶其侄女，凡是有助于登上王位的事，理查都

真切地做到了置一切于不顾，一心谋取王权。

简言之，理查三世若称王，必然是“万恶之王”。

此外，莎学专家阿尼克斯特曾给予理查较

为中肯的评价，他说理查三世身上也有文艺复

兴时期的冒险精神，他不满足于平平淡淡混日

子，想尽情发挥自己的毁灭力量，为了获得权力

不择手段、不惜代价。既然他注定非毁灭不可，

便像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那样，满怀不顾一切

的绝望情绪去迎接死亡［２０］。剧中的理查三世，

无疑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形象。但若从另一个角

度重新审视他，他不因身体先天缺陷而自怨自

艾，反而通过后天的自我谋划试图爬上权力的

天梯。可以说，他的冒险精神远远超越同时代

的任何一位国王，他不屑于通过直白的身体条

件来显现，其力量藏匿在内心中的某一个黑暗

角落，虽不起眼，但一定高于读者的预期。

近年来，关于理查三世的形象存在另外一

种与上述评价有天壤之别的评价。有人说他是

一位伟大而善良的国王、一位德才兼备的治国

之材，可惜时运不佳，又遭受“莫须有”的诬陷，

因此背上千古骂名，而那些指控他的罪行没有

一件是他所犯下的。英国现有专门研究理查三

世的社团，致力于为蒙受冤屈的理查三世平反

昭雪。在根据英国小说家菲利帕·格里高利的

小说所改编的十集电视连续剧《白王后》中，理

查三世身材魁梧、一表人才，无任何身体缺陷，

而且他温文尔雅、雄才大略、公正无私，这样的

形象与“怪物”“魔鬼”等评价差之千里。众所

周知，关于理查三世的身形问题多年来争议不

断。直到２０１２年９月４日，英国莱斯特市的格

雷弗利尔斯教堂旧址出土了理查三世的遗骸，

根据遗骸，理查的骨架确实是有严重的“脊柱

侧弯”的情况［２１］。这种侧弯是指脊柱的走向发

生偏移，从中间弯曲至一侧，有可能导致人的一

边肩膀略高于另一边肩膀［２２］。与此同时，理查

的脊柱并没有出现后凸现象，也就是说，其脊柱

虽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并未像影片中所演那样

驼背跛踬、畸形无力。并且，证据也清楚地表

明，即使在临终之时，理查也并没有因为所谓的

“背部疼痛”使自己的行为活动受限。可以说，

理查三世的身体的确存在变形的状况，但是丝

毫不影响其披甲戴盔、浴血沙场，且远远未达到

畸形甚至影响其生活的程度。

据笔者探究，历史中真实的理查三世更有

可能介于这两种观点之间，即理查三世既非那

般十恶不赦，也不是如此高大完美。试想，假若

不是他关押两个小王子在先，又怎会有后来王

子遇害的噩耗？虽然史学界更倾向于王子遇害

的真相是亨利七世的生母玛格丽特·波福联手

白金汉公爵行凶，而有意嫁祸于理查三世；但

是，深谙其兄嫂伊丽莎白王后性格的理查，关押

其子，这的确是一种先下手为强的自保行为。

至此，两个小王子的死因，就像历史上其他未解

之谜一样，永远被封存在了历史长河中，给人以

无限猜疑与遐想。

　　四、结语

　　莎士比亚的戏剧虽经由岁月雕琢，但仍历

久弥新。无论在任何时代，影视从业者对于经

典文学作品的改编、演绎，除有其特定目的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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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时代特色。而《空王冠》整个系列的诞生

更是假借时代的东风，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在位６０周年、伦敦奥运会，再到纪念莎士比

亚逝世４００周年，影片将英伦文化之风从本土

吹向了世界。此外，除特定的时代背景外，沈博

绝丽的剧本、适当的布景、技艺出神入化的演

员、细致的拍摄过程、精益求精的后期制作等都

是影片改编成功的重要因素。可以说《空王

冠》的完美演绎，不仅仅是这一个系列单方面

的成功，同时也为其他作品的影视化改编提供

了范式，更对重新唤醒经典作品的活力、引发大

众的关注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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