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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是目前国内被“翻写”最多的文学经典。

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以下简
称皇莎）7日在伦敦宣布，将与中国合
作制作包括《哈姆雷特》在内的3部
经典莎士比亚戏剧。这3部戏剧采
用皇莎审定的新版中文译本，将于年
内在中国国内上演。

据皇莎艺术总监格雷戈里·多兰
介绍，2018年他们与中方合作制作
《暴风雨》《第十二夜》和《哈姆雷特》3
部莎剧的新译本，这是继《亨利五世》
《李尔王》之后，皇莎再度与中国合作
制作莎剧新译本。

据悉，本次推出的3部莎剧是皇
莎剧团莎士比亚舞台本翻译计划中
的一部分，这一计划以2023年莎士
比亚《第一对开本》出版400周年为
期，旨在创作出一套适合戏剧化呈
现，便于演员演绎、普及观众欣赏的
莎剧新译本。

此外，皇莎还开展了中国经典
翻译计划，计划将若干中国戏剧经
典译成英文，并在英国排演，重点征
集莎士比亚同时期（十六、十七世
纪）的中国话剧、戏剧、戏曲和故事
等，目前已收到超过45部中国经典

作品的提名。
多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英中两国文化界合作创作经典
莎剧将是非常宝贵的经历，通过讲
述和分享彼此的故事，双方可以增
进理解。“在推进皇莎这两个翻译计
划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发掘中国
经典剧作厚重与灿烂的一面。我对
今年在中国制作的这3部莎剧充满
期待。”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发布
会上高度赞赏皇莎剧团的“中国计
划”，他认为皇莎一方面向中国“出
口”适合舞台表演的莎士比亚戏剧，
另一方面从中国“进口”与莎士比亚
同期的中国戏剧，并在英国表演，这
将成为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
话。

新版《哈姆雷特》由李六乙导演，
胡军、濮存昕主演，将于11月底在北
京首演。该剧主创人员当天也出席
了发布会。李六乙说，莎剧舞台本翻
译计划使中国观众重新认识莎翁、了
解当代莎剧，是中英两国文化合作交
流的典范。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日
前揭晓，本届汪曾祺文学奖共评选出
《万用表》、《小满》等8部获奖作品。
汪曾祺文学奖是以已故著名作家汪
曾祺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在文学界
具有权威性。

苏童获本届汪曾祺文学奖的作
品《万用表》，描写转型中的社会和成
长中的人，是如何变成共同体又如何
走向悖论的。在创作中，他依然着迷
于人与人之间在交往中被忽略的一
种关系，而这正是《万用表》创作的最
初动机。据苏童介绍，“好多年前与
朋友闲聊，他偶然讲起他的一个战友
与农村妻子的故事，我当即觉得那是
一个很好的小说素材，问他未来可不
可以利用这个故事，他欣然同意。后

来就写了这个《万用表》。“每个人与
他人都有牵连，一个被你遗忘的人，
可能需要你对他真诚地说一声对不
起。”基于此，苏童把小说的创作归结
为生活的馈赠，作家就是选择用文字
把它们表达出来。

黄咏梅获得本届汪曾祺文学奖
的作品是《病鱼》。作为“70后”作家
的代表，黄咏梅不走寻常的创作道
路，她跳出了同时代作家热衷的时
尚写作、身体写作、欲望书写，以一
种异质的眼光关注社会的边缘人、
时代的异质者，将自己的视点放在
了日常人生、世道人心、情怀梦想，
在普通的常态生活中传达出丰富的
人性、诗性的情怀与俗世的温暖。

“希望借这次获奖，继续更深层次地
研读汪老的作品，写出更多更好的
作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金庸的《笑傲江湖》又被
翻拍了，只是质量实在差强人意，豆瓣
评分只有2.4分。青年报记者了解到，
影视剧有翻拍之风，其实在文学界也
有“翻写”之风。只是和影视剧翻拍一
样，对于文学经典的“翻写”大多很难
有突破，成为创作力不足的一大例证。

北京一家出版社最近推出了“莎
士比亚经典改写系列”，包括《时间之
间》、《夏洛克是我的名字》、《女巫的子
孙》、《凯特的选择》。都是改编自莎士
比亚的作品。改编者都是名家，其中
包括有“加拿大文学女王”之称的玛格
丽特·阿特伍德，她也是多年的诺贝尔
文学奖热门人选。应该说，这套“翻
写”作品的整体质量还是不错的。当
然，如果将这些作品放在莎士比亚原
著的框架下来看，还是有差距的。

国外有“翻写”之风，中国更甚，
而且历史更悠久。很多明清小说，都
是改编自唐传奇。元曲也是这样，王
实甫就是参照唐代元稹的《会真记》
而写了《西厢记》。这些都是比较成
功的案例。到了近年，国人的这股

“翻写”经典的热情简直是愈演愈烈
了。青年报记者了解到，由于在版权
期里的优秀作品受到法律的保护，如
果要“翻写”，那是必须获得著作权所
有人的授权，所以“翻写”者就瞄准了
那些过了版权期的经典。

“翻写”得最多的当然是“四大名
著”了，而“四大名著”之中“翻写”得
最多的是《西游记》。当当网中对于
《西游记》“翻写”而成的作品达到了
数百种之多。这里面有小说，也有各
种励志作品，还有经管类作品。应该
说，《西游记》的“翻写”之作能被读者

接受的并不多，很多作品的改写并不
让人感到满意。比如有的改写版《西
游记》把唐僧写成了一个女人，而且
还和孙悟空谈起了恋爱。这种对于
经典的“翻写”遭到了业内人士和读
者的强烈抨击，被认为是恶搞经典。

但是即便遭遇抨击，即便“翻写”
之作销售平平，但是写作者对于经典
的“翻写”热情不减。对于《西游记》
为何会成为“翻写”的“火力点”，有业
内人士对青年报记者解释，其一，《西
游记》是公版小说，谁都可以涉足改
写，俨然“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
二，在“四大名著”之中，《西游记》的
读者缘恐怕是最好的，本身又是神话
文学，给肆意改写发挥提供了便利。

就和影视剧翻拍一样，“翻写”作
为一种文学创作形式本无可厚非，而
且“翻写”得好，可能还会给经典加分，
产生新的经典。但是像“翻写”《西游
记》这样，没什么佳作问世，可是翻写
者还是前赴后继，这就不得不让人深
思了。就像很多翻拍的影视剧，难有
突破，却依然还在不断被翻拍，很多人
认为这是一种原创力匮乏的表现。那
么对于“翻写”来说，是不是也存在这
样的问题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从近年的文学创作来看，虽然书
出得不少，但是真正原创又让人眼睛
一亮的作品很少，许多长篇小说都是
过眼烟云，没有给人们留下印象。于
是一些旧作，比如《繁花》之类就被反
复利用，不断炒冷饭。这也反映了作
家的原创力的匮乏。在这个时候，

“翻写”可能是一种相对保险又比较
省力的做法了。但是文学要发展，归
根到底还是要原创力说话，靠“翻
写”，靠吃前人留下的底子生活，这终
究不是长久之计。

文学“啃老”终非长久之计

与其“翻写”经典 不如潜心原创

作家苏童：小说是生活的馈赠

中英戏剧界开展新合作

《哈姆雷特》等3部莎剧年内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