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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近现代，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一些话剧译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改译策略，即 

“革命化”的改译方法：人名、地名、时间、风俗习惯和故事情节基本上保持洋化的原貌，但部分 

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根据中国革命意识形态下特殊的国情和时局有相应改动。这类改译剧主 

要集中在文明戏时期和三十年代的左翼戏剧时期。总结现代改译剧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今如何 

更好地译介外国戏剧，促进中国话剧的发展 ，能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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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中国话剧的产生和发展与外国戏 

剧有着密切关系，其中翻译介绍外国剧作是一个 

重要方面。而在多种译介方法中，改译是值得注 

重与研究的问题。所谓改译，即英语中的adapta— 

tion(改编)，指既有翻译又有改编的创造性地译 

介外国作品的方法，在改编中，有对内容的改变、 

形式的改变、风格的改变。内容的改变是指改变 

原文中的部分内容，如把外国人名、地名中国化， 

人物形象的重塑，部分情节内容的增删；原作的内 

容变了，形式 自然也会随着改变。也有不改变内 

容，只改变形式的；风格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 

任何一个层面的改变都会带来风格的变化，一般 

情况下，它通常表现为语言风格的改变。 

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改译者选择哪些文本、 

采取何种改译策略，表面上看来与自己的喜好有 

关，但其实有更深层的动机。“多元系统学者”安 

德烈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的动机往往是出于意 

识形态的需要(巩固或反抗主流意识形态)，或诗 

学上的需要(巩固或反抗主流／偏爱的诗学)。因 

为翻译能“投射出作家和／或(一系列)作品在另 
一 个文化中的形象，使作家和作品超越本文化的 

边界” J。在上述两个因素中，意识形态是至关 

重要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共同操控着改译剧的文 

本选择和改译策略。 

中国近现代，民族和民主革命一直是此起彼 

伏的主流意识形态。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下， 
一 些话剧译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改译策略，即 

“革命化”的改译方法：人名、地名、时间、风俗习 

惯和故事情节基本上保持洋化的原貌，但部分故 

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根据中国革命意识形态下特殊 

的国情和时局有相应改动。这类改译剧主要集中 

在文明戏时期和 1930年代的左翼戏剧时期。 

一

、文明戏、左翼戏剧与中国革命 

在漫长的中国民主民族革命进程中，话剧作 

为一种写实的、能够迅速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样 

式，总是同每一个历史阶段的革命意识形态紧密 

相连，被作为有力的革命斗争的武器。尤其是在 

文明戏和左翼戏剧运动阶段，话剧分别成为孙中 

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左翼革命运 

动的重要一翼。 

文明戏诞生于 1907年，此时清政府已经失去 

了正统地位，现代革命思想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 

民主、民族革命思潮高涨。“革命”一词在中国古 

代早就有了，语源自《易 ·革 ·彖》：“天地革而四 

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革指 

变化，命是天命，基本含义为武力推翻前朝，改朝 

换代。英语 revolution一词源 自拉丁文 revolv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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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天地周而复始的运动。l6世纪以后，“revolu— 

tion转生出政治含义。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 

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使‘革命’在政治领域 

里产生新的含义，衍生出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这 

两种政治革命模式。”-2 2O世纪初，经过以梁启超 

为代表的改良派的译介，孙中山、邹容等革命派的 

宣传，伴随着“改革”、“变化”、“民主”、“共和”等 

现代意识 ，“革命”一词已经突破传统，在暴力推 

翻政权之外，具有了民主、民族方面的含义。 

文明戏诞生之后 ，受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 

的青睐，被作为宣传革命的强大武器。同时，文明 

戏也随着革命形势的进展得到广泛发展和普及 ， 

并在辛亥革命时期达到鼎盛。当时负有盛誉的新 

剧前驱任天知、王钟声和刘艺舟都是同盟会会员。 

任天知于 1910年成立了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职 

业演剧团体进化团，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打出 “天 

知派新剧”的旗号，演出了《血蓑衣》(据日本村井 

弦斋的小说《两美人》改译)、《东亚风云》、《黄金 

赤血》、《共和万岁》等时事政治剧，抨击清政府， 

鼓吹革命，各地纷纷仿效进化团成立新剧社。王 

钟声和刘艺舟在北方的北京、天津、山东等进行演 

剧宣传，演出了《黑奴吁天录》(据美国斯托夫人 

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改译)、《孽海花》、《官场现 

行记》、《新茶花》等革命色彩浓厚的政治剧，开拓 

了话剧的北方基地。春柳社的成员如陆镜若、马 

绛士等人回国后，也纷纷投身革命，他们还编演过 

《黄花岗》、《运动力》等配合革命宣传的戏。1913 

年之后，随着革命进入低潮，文明戏转向家庭剧， 

但革命题材的剧作并没有绝迹，《夜未央》(据波 

兰廖抗夫的同名剧改译)、《中山被难》、《徐锡麟 

秋瑾合传》这样的戏仍不时被搬上舞台。 

2O世纪30年代初期，革命风潮激荡，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戏剧运动兴起。“左翼”作为 
一 个政治学概念，是与“右翼”相对的，通常指一 

个社会内部政治上的两种意识形态。第一次国共 

合作失败后，随着共产党工农革命政权的建立，国 

共两党斗争进入白热化。这时 “‘左翼’一般是 

指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同情工农革命的政治活 

动” 。2O世纪2O年代到30年代，“左翼”进入 

文化范畴，成为“革命”的代名词，并借助无产阶 

级革命文学运动得到普及。 

话剧领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左翼剧 

团——上海艺术剧社于 1929年 1O月成立。艺术 

剧社倡导“普罗”戏剧，即“无产阶级”戏剧，强调 

戏剧的斗争性和政治功用 ，认为演剧是“所谓一 

种政治的辅助工作。所以是武器底艺术，斗争艺 

术!”L4】。1930年初，上海艺术剧社举行了两次公 

演，演出剧目选择了具有强烈战斗性和现实性的 

《炭坑夫》(据德国米尔顿的同名剧改编)，《梁上 

君子》(据美国辛克莱的同名剧改编)、《西线无战 

事》(据德国雷马克的同名小说改编)，《爱与死的 

角逐》(据法国罗曼．罗兰的同名剧改编)。在艺 

术剧社的影响下，摩登社、戏剧协社、南国社、辛酉 

社的剧人纷纷向左转——在政治信仰上转向无产 

阶级。这些剧社先后加入到左翼戏剧运动中去， 

上演了大量政治色彩浓厚剧作，如戏剧协社演出 

的《怒吼吧!中国》(据苏联特列季雅可夫的同名 

剧改译)，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演出的《卡门》(田汉 

据法国梅里美的小说《嘉尔曼》改编)等。 

1931年 1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 

提出“戏剧大众化”的任务：“深入都市无产阶级 

的群众”、“争取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学生群众与 

小市民”、进入农村演剧。剧本的内容，要指出无 

产阶级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黄色与右 

倾的欺骗”；暴露“中间阶级”没落的必然及出路； 

暴露农村“小农经济底急剧破产”的现状，扫除一 

切“封建残余势力”，实现农村社会制度的民主 

化 J。以上海为中心，左翼戏剧运动在全国各地 

城市街头、市郊、学校、农村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二、文明戏时期的“革命化”改译 

在众多革命意识形态浓厚的文明戏政治剧 

中，出现了春柳社的《黑奴吁天录》、《热泪》(据法 

国萨尔都《杜司克》改译)、进化团的《血蓑衣》、民 

鸣社的《窃国贼》(据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改 

译)，郑正秋的《夜未央》、刘艺舟的《复活》(据13 

本同名新派剧改译)等一批洋化的改译剧，剧中 

都不同程度地加进了暴力推翻政府和民族独立的 

革命意识。遗憾的是，这些剧本几乎都没有流传 

下来，我们只能通过当事人欧阳予倩、徐半梅等后 

来的回忆，和一些新近发现的资料来大概了解这 

些剧作的改译策略。这类改译剧影响较大、资料 

相对多的是春柳社的《黑奴吁天录》和《热泪》(后 

改名为《热血》)。 

《黑奴吁天录》是由曾孝谷改译的五幕剧，这 

也是中国人自己编的第一个话剧剧本。根据《黑 

奴吁天录》现存的节 目单和各幕的剧情梗概来 

看，此剧主要是根据小说的前半部分改译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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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著的情节做了重大改动，突出了黑奴们的反 

抗和斗争性。改动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主人公的转换。原著有两条情节线，主 

线是写黑奴汤姆被白人奴隶主多次转卖的命运 ， 

最后死于乖戾暴虐的新奥尔 良种植园主李格里 

(今译勒格里)之手。副线是写女奴意里赛(今译 

伊丽莎)与丈夫哲而治(今译乔治)不屈从命运， 

逃到加拿大获得自由的故事。改译本把描写的重 

心由汤姆转译到“性刚烈、有才识”的哲而治身 

上，以他一家的遭遇为主展开故事。 

(2)人物性格的重新塑造。原著中的汤姆是 
一 位忠厚、勤劳、驯顺的基督徒，颇受主人解而培 

(今译谢尔比)的赏识，但仍然免不了像牲畜一样 

被卖掉的命运。改译本没有让汤姆逆来顺受，跟 

随奴隶贩子海留(今译黑利)离去，而是让他像哲 

而治一样走上了反抗、逃跑之路。 

(3)结局的改变。原著是解而培的儿子乔治 

埋葬了汤姆，解放了家里所有的黑奴，哲而治一家 

人团聚。改译本改为哲而治带领黑奴们杀死奴隶 

贩子逃跑，以斗争的胜利结束全剧。 

《黑奴吁天录》在 1907年5月底6月初公演 

于东京的本乡座，曾孝谷饰演汤姆和意里赛两角、 

谢抗白饰演哲而治，黄二难饰演解而培，李叔同饰 

演爱米柳夫人，欧阳予倩饰演乔治。这场精心准备 

的演出轰动了日本留学生界，获得了日本的媒体 

和戏剧界的高度评价。在东京的任天知看过此剧 

后兴奋不已，曾竭力劝说李叔同等人到国内演出。 

《热泪》是陆镜若、欧阳予倩、谢抗 白1909年 

在日本合作改译的，后来在国内被多次公演。原 

著分五幕，写拿破仑入侵罗马时，同情革命的画家 

马立奥在教堂作画，救了越狱的政治犯安基罗底。 

马立奥的爱人女优杜司克受警察总长斯卡尔披亚 

的诱骗，说出安基罗底的藏身之地，安基罗底 自 

杀，马立奥被捕。为了救马立奥，杜司克假意答应 

委身斯卡尔披亚，拿到通行证后，杜司克刺杀了 

他。杜司克到刑场后发现马立奥已被杀害，杜司 

克也跳城堡自杀。这是一个革命加爱情佳构剧， 

情节布局巧妙紧张，具有高度的舞台表现技巧。 

与原著相比较，《热泪》的内容、情节、人物都 

逼近原著，只在一些细节上做了重新设置。主要 

有以下两点：一是把原著第二幕的地点由城堡改 

在露兰家里，并且把暗场处理的拷打露兰的戏改 

为明场，突出了露兰的对朋友的忠诚和对革命的 

忠贞，以及他坚强不屈的伟大人格。二是结局。 

原著被枪杀的只有露兰一人，改译本让亨利活着 

被捕，他同露兰一起被绑赴刑场，临刑前露兰向亨 

利道歉，亨利安慰他并说了专制必定会倒、自由平 

等的世界一定会到来这样的豪言壮语。最后亨利 

说：“我们生前是朋友，死后还是朋友。”露兰则回 

答：“我们生前是同志，死后还是同志。”这些革命 

话语博得满场喝彩。 

此剧既有艺术家和女优的浪漫爱情，又有革 

命者为革命流血牺牲的震撼场面，它的首次公演 

在青年留学生和旅日革命者中引起极大反响。据 

说欧阳予倩回忆说，同盟会对此剧大加赞许，演出 

后的当天，受革命精神鼓舞的热血青年留学生，就 

有40多人加入同盟会 J1印。这个戏也引起了中 

国公使馆的恐慌，以取消官费来阻止留学生继续 

演戏。 

2O世纪40年代，在孤岛和沦陷时期的上海， 

有“改译剧圣手”之称的李健吾还据《杜司克》改 

译过一个民族化的剧本《金小玉》。李健吾突出 

了善恶的对立和革命者的反抗，影射了日军统治 

者的残暴。在《金小玉》上演时，扮演警备司令王 

士琦的石挥故意模仿 日本宪兵形象，表达了对日 

本侵略者残酷统治的抗议。 

文明戏时期，革命话语在改译剧中的强化和 

添加，传递了革命派运用激进的暴力手段反清排 

满、抵抗外族侵略、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急切 

诉求。随着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变化，到了20世 

纪3O年代左翼戏剧运动时期，此类改译剧又出现 

了一个高潮。 

三、左翼戏剧时期的“革命化’’改译 

作为左翼戏剧运动的发起者，上海艺术剧社 

的成员们当时尚未熟练掌握无产阶级戏剧这种新 

的戏剧形式的创作方法，公演的剧 目主要从欧美 

国家译介进来。左翼戏剧运动的前一两年，翻译、 

改译的剧目频繁在舞台上出现，直到20世纪30 

年代中期中国的话剧文学走向成熟才渐渐减少。 

这类改译剧中有反映工人斗争生活的《炭坑夫》、 

《流浪者》、《捕鲸》，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爱与 

死的角逐》，战争题材的《西线无战事》、《马特 

迦》、《锁着的箱子》，反帝爱国题材的《怒吼吧! 

中国》、《月亮上升》、《复活》等。这些剧本根据现 

实革命斗争的需要，演出时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删， 

突出了工人革命、民众抗日等方面的内容，如《爱 

与死的角逐》，原著中的主人公法莱因为对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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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望，最后选择逃亡，而演出者刘保罗、石 

凌鹤则让法莱再次投身革命。由于改译剧的演出 

本多为急就章，大部分没有公开出版，我们今天只 

能通过当时报刊杂志上零星的评论，和当事人后 

来的回忆，了解其部分 内容。田汉 2O世纪 3O年 

代的《卡门》和《复活》是少数能看到剧本原貌的 

优秀改译剧。 

六幕剧《卡门》是田汉根据法国梅里美的同 

名中篇小说改译的，这是田汉“向左转”之后南国 

社演出的第一部戏。剧本舍弃了原著首尾唐和遂 

与小说作者交往的情节，截取了中间唐和遂的叙 

述部分，即吉 卜赛女郎卡门与唐和遂的相识、相 

恋、反 目，以及她被唐和遂杀死的故事，塑造了一 

个爱自由甚于生命、具有反抗精神的吉 卜赛女郎 

形象。田汉把改译、搬演《卡门》当作了他向左翼 

“大众化”实践迈进的重要一步，“我们在小剧场 

时代底观众无疑地是限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 

的。我们不能专以他们为对手，我们要走到大众 

中间去，这次便是我们 ‘到大众 中间去 ’的发轫 

了。” 为此，田汉对原著做了“消毒”处理： 

(1)人物形象的净化。这主要表现在主人公 

卡门身上。田汉笔下的卡门不再是长着一双淫荡 

凶狠狼眼的“恶之花”，而是具有 自由不羁野性美 

的女郎。她知恩图报，唐和遂因私放她入狱，她送 

去夹带小挫和金币的面包，后来成了唐和遂的爱 

人。出于对卡门的爱，唐和遂成了卡门的同志，相 

对他的自私和狭隘，卡门的行动多是为了大伙的 

“公利”。为了独占卡门，唐和遂杀死了卡门的丈 

夫，不断阻止她和别的男人交往。卡门对唐和遂 

的自私越来越难以忍受，当唐和遂提出要带卡门 

脱离群体，去美国过安分的生活时，卡门宣告她不 

再爱他了。面对唐和遂锋利的尖刀，卡门的回答 

是决绝的“不!不!”为了塑造一个一心为公、宁 

死也不苟且的卡门，田汉摒弃了卡门帮助同伙走 

私、抢窃，不断出卖色相和肉体的有关情节。 

(2)增加了斗牛士卢卡斯的戏份，把他塑造 

成一个具有自由、革命精神的勇士。原著中的斗 

牛士卢卡斯出现在小说的后半段，在他成为卡门 

新的爱人和同志不久就死于斗牛。田汉让卢卡斯 

在第二幕成了唐和遂的狱友。卢卡斯受法国自由 

思想的影响，不愿呆在监狱，他借用唐和遂的小 

挫，打开窗加入到反抗帝制、要求共和的游行队伍 

中。卢卡斯的思想和勇敢赢得了卡门的爱，成为 

卡门的同道。 

(3)添加了工人、学生反抗暴政的内容。剧 

中两次出现了工人、学生的游行队伍，他们高呼 

“打倒国王、教会!打倒帝制!共和万岁!”这样 

的口号。在第三幕，田汉还设计了梅里美和一青 

年学生谈话的细节。学生批评梅里美的学术研究 

太注重历史了，应该研究西班牙被压迫阶级和统 

治阶级的斗争。他认为国王、教会和军国主义妨 

害了文化的发展，青年们为此感到苦闷。这种苦 

闷无疑也是南国社这群“波西米亚人”的苦闷。 

人物形象的改动和革命内容的添加，使《卡 

门》变成了一个“藉外国故事来发挥革命感情，影 

响中国现实”的政治煽动剧 J。1930年 6月，南 

国社在上海中央大戏院公演此剧。公演前夕，南 

国社雇汽车沿街大作广告 ，吸引了不少市民观众， 

使南国社取得票房上的成功，可惜仅演了三场就 

因为“鼓吹阶级斗争、宣传赤化”罪名 J，遭到当 

局的禁演。不久，南国社和田汉的家遭到查封。 

扮演斗牛士卢卡斯的演员宗晖，后来被捕，牺牲于 

雨花台。《卡门》成为南国社的绝唱。 

虽然田汉对《卡门》做了“消毒”处理，但他也 

承认“毒素”“尚未完全洗涤干净”，卡门这个人物 

形象保留了原著太多的因素。在1936年的“国防 

戏剧”《复活》(据俄国列夫 ·托尔斯泰的长篇同 

名小说改译)里，田汉使女主人公玛丝洛娃身上 

的“毒素”“完全洗涤干净”了 J。 

《复活》是据俄国列夫 ·托尔斯泰的长篇同 

名小说改译的，全剧共六幕。田汉沿用了原著的 

叙事顺序，选取玛丝洛娃入狱和涅赫辽多夫探监、 

涅赫辽多夫分给农民土地、玛丝洛娃在监狱医院 

做看护、涅赫辽多夫去彼得堡上诉、多姆斯克莱车 

站犯人的状况、玛丝洛娃和涅赫辽多夫在西伯利 

亚驿站分手这 6个主要场景，在此基础上加以重 

新创造，描写了玛丝洛娃由堕落的妓女成长为一 

个坚定革命者的复活过程，同时也塑造了政治犯、 

农民的群像。田汉的革命化改写使托尔斯泰这部 

人道主义色彩浓厚的小说转变成了一部鼓舞民众 

抗战的“国防戏剧”。在充斥着大量急就章的左 

翼戏剧中，《复活》算得上上乘之作。2O世纪4O 

年代，夏衍也有一部改译剧《复活》，此剧与田汉 

的改译本风格迥异，主要描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情 

感纠葛。虽然夏衍在最后两幕特意添加了革命者 

玛丽、西蒙斯启发卡秋莎革命意识的一些情节，但 

并没有使它蒙上太多的革命色彩。 

在各类题材的左翼改译剧中，工农大众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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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反抗外族侵略的革命 

意识浸透在改写的情节与话语里，这反映了知识 

分子在国际“红色”左倾思潮和国内革命形势变 

化下对民族和国家前途的思考，以及广大民众积 

压已久的要求和理想。抗战爆发后，在空前强烈 

的民族主义大潮中，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在延 

安革命区文艺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国统区和沦陷 

区的文艺虽然没有停止对无产阶级的关照，但已 

经转而表现民族的国恨家仇和血泪斗争了。在戏 

剧领域，话剧走向民族化并达到空前的繁荣，改译 

剧的演出和出版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改译 

策略上，把外国戏剧完全民族化的改译策略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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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esternized form，but some storylines and characters based on Chinese under revolution ideology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a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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