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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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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言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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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自己从窃窃私语转向高声呐喊“你是谁！？”，苍白的面孔、黑暗的剧场、陆续进入

的观众……这些都一一映射在镜像之中。此时，原著中的哈姆雷特会对着城墙之上的

鬼影呼喊，一开场便被定调为全剧的终极追问；而观众也在不知不觉当中，通过镜面

对自己的反射，意识到自己也已悄然成为被追问的对象。

这版《哈姆雷特》更为精华之处，在于其对文本的独到而又深入的解读，然而这一

解读却并未凭借任何一句新创的台词，完全是通过对原著文本的删减、挪位和重组来

完成的。而最终呈现在观众眼前的，则是一位面相成熟到几近苍老，目光、行为笃定到

甚至残忍的哈姆雷特。在导演的诠释下，他也不再是纠结于弑母弑叔、为父复仇矛盾

中的年轻王子，而是成为了用新仇来报复旧恨的行凶者。完成杀戮的哈姆雷特没有任

何一点安慰和解脱，相反，在他身后的镜子中是无穷无尽的黑暗深渊和充满罪恶的地

狱，那里也终于有了他染满鲜血、罪恶的身影。

整出作品通过大明大暗的灯光切换、挥之不去的背景噪音、非黑即白的服装设

计、充斥暴力美学的舞台表现，共同营造出暴戾而悚然的哥特美学，让丹麦皇宫俨然成

为了血肉相残的人间炼狱。这一场久远皇宫中的血雨腥风，在OKT剧团的演绎下化作了

一个从古至今历史长河中无解的生死循环。当一切逐渐归于静谧，一个新的轮回即将

开启，就如舞台上终日迎接戏启戏落的化妆间，台上纵使千般喧嚷，最终却都将化作人

走灯灭的死寂。2014年，科尔苏诺夫指导的这部戏引爆了北京话剧圈，成为“有颜值、有

口碑、够烧脑”的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的扛鼎之作。这部作品今年将于3月10日-3月13

日亮相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上海观众来一次近距离对话。

导演以自身的真切感受充分运用各类的戏剧符号，反复强调着“我是谁”这一终

极命题，试图深入挖掘每一个角色、每一个人的不同侧面，希望能够“撕破将我们的生

活隐藏起来的那层面纱”，通过让每一个人在舞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来暗示人性在生

活中的多义。正恰如导演所说，“我们现在非常需要自我剖析，以便去了解我们现在所

处的环境和我们对如何生活所做的决定”。

哈姆雷特的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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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首，《哈姆雷

特》可以说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一部莎翁剧作。这个家喻户晓的戏剧母本，启发了全

世界无数艺术家的灵感和才华，已经成为戏剧家、电影人创意的舞台和竞技场。即便

一千个哈姆雷特，有千百种演绎，立陶宛OKT剧团的这一版，怕是本世纪最难被忽略

的作品，没有之一。

赫然在目的成绩单，让人蠢蠢欲动：“鬼才”导演奥斯卡·科尔苏诺夫携这版《哈

姆雷特》荣膺欧洲戏剧联盟大奖，其以紧张不羁的观演关系、激烈直接的视觉冲

击、力道鲜明的表演尺度，以及既颠覆传统又深得莎翁戏剧精髓的震撼力，被称为

“堪称教科书般的创作”。这版《哈姆雷特》，在文本上几乎很少做出改动，面对长达

三个小时的演出，如果从文本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是对莎翁原著的忠实再现。但就是

在这一版中，主角却终于不再仅仅只是哈姆雷特一个角色，而是经由布景、镜像、灯

光、音效及表演本身，在舞台上一同呈现出导演自己独特的舞台观、世界观，其表现之

丰富、节奏之猛烈，可谓精雕细刻的杰作。

当观众带着日常的节奏走进剧场，也许会悚然而惊：舞台上，九张化妆桌一字排

开，冷光灯管发出刺眼的白光，九位演员以雕塑般的静态，背对观众，坐在桌前面对镜

最近，莎翁的戏迷们笑不动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展

演季是一浪高过一浪，而且每一部来到沪上的剧团都

是重量级的。2月25日开始，久负盛名的英国皇家莎士

比亚剧团（简称RSC）携明星阵容来到上海，在上海大

剧院呈现沙翁著名的历史剧《亨利四世》(上、下篇）和

《亨利五世》，即莎士比亚历史剧《王与国》三部曲，这

也是RSC首次大规模来到上海。作为今年贯穿全年的

“爱上莎士比亚”艺术季，已经在新年伊始陆续拉开大

幕。相对于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喜剧，其历史剧并不为中

国观众所熟悉，如同英国文化与“正宗莎剧”的使者，英

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此次带来的这三部历史剧是其

先后于2014年和2015年制作的最新版本，该制作首次

走出英国国门，完成中国舞台的首次亮相。RSC艺术总

监，也是这几部戏的导演格里高利·道兰表示:“这三部

份量极重的作品，讲述了英国历史上的传奇家族，通

过一个玩世不恭的年轻人如何成王的故事，挖掘战

争、爱、友谊和责任等主题。我相信通过分享对方的故

事能够加深彼此的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有如此力

量，能引起全世界观众的共鸣。我们必须明白莎士比亚

不是在写纪实，而是为他所处的年代写剧本，所以他笔

下的亨利五世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亨利五世。终究这

些戏不是写历史，而是关于父子关系、权力的控制和滥

用、战争正义与否等主题的探讨。所以中国观众不必担

心不懂英格兰历史而无法欣赏这些作品。”

将《等待戈多》这样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和

《憨豆先生》《跑步鸡》这样老套的电视节目，甚至八

卦小报《苹果周刊》放在一起，仿佛它们本该如此。展

览“闲言碎语”本身也可以被想象成一部也许永远不

会写就的虚构小说的若干章节，它荒诞而离奇，带有

讽刺性和黑色幽默的气质，在这里你将与各种“错位

场景”不期而遇，探索现实与虚构的中间地带。这就是

张奕满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的“闲言碎语”。作为2016年

度的首档新展，展览通过7件全新制作的艺术作品，对

文本和图像之间的空间进行审查，并以一种全新的方

式将两者联系起来。

展览从一件名为《律法书店（上海）》的场地特

定装置展开，它将美术馆原本的礼品店替代成为一

间书店。为了实现这件作品，张奕满通过电子邮件联

系并雇佣了刘宇昆为项目合作者。刘宇昆既是一位律

师，又是一位屡获殊荣的幻想小说作家和翻译者。张

奕满在电子邮件中向刘发出邀请时写道：“我希望你

所选的书籍能触及律法的理念，对虚构和非虚构类

书籍兼容并包。它们可以是法学院学生的教科书，律

师们的参考文献，中国的法案，角色受律法所困的小

说，关于律法历史的书，甚至可以有关于自然法则的

书。在书籍的选择上，我希望能体现你对‘律法’的解

读。”最终的书单均由刘宇昆单独拟定，艺术家只邀请

刘宇昆参与作品中选书的部分。所选书籍都会在这个

临时书店中售卖。

双频道录像装置《跑跑跑》是展览的一个亮

点。这件作品由英国演员罗温·阿特金森扮演的“憨

豆先生”和美国动画片角色“跑步鸡”两个角色形象

组成，两者将同时在一个大型户外LED屏幕上进行原

声全集循环播放，音量被放大至常人难以忍受的程

度。另一件场地特定装置《神秘岛》是对人们梦寐以

求却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式社会“桃花源”的再创作。桃

花源是东亚民间传说与流行文化中的重要母题。这些

盛开的塑料桃花树将被放置在蓝色背景墙前，由从网

络电商购买的塑料花木打造。除此之外，其他展出的

作品也各有其特点：大型灯箱装置《天方夜谭》将被安

装在美术馆北面的外墙上，这部经典故事集的书名以

阿拉伯文、中文、英文三种文字呈现在观众面前，突出

了三种语言表达效果的不同；题为《木瓜日报》的作品

既是短篇小说又是装置艺术，它是艺术家自2003年来

听到或者读到的各种八卦的选集；《无尽（夜晚）》是

一件纪念碑式的雕塑作品，由一万张没有印刷的空白

报纸组成，它们将被静静地放置在一间昏暗的房间

里；最后一件作品为行为表演《一切(百科）》，将见证

一位位朗读者在展览空间朗读百度百科的词条，以此

构建一部从未发生的也没有结局的小说。

这就是张奕满，是他的“闲言碎语”，是他持续地

向我们生活中各类叙事媒介的功能提出的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