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④④

10 月 25 日，“天下有情人——《西厢

记》文化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幕。展览

依托国内众多文博机构的 300 余件文物

展示了《西厢记》的丰富内涵，并特别关注

了这部经典作品在中外交流中承载的文

化价值。元杂剧《西厢记》诞生 700 余年，

至今仍在舞台焕发魅力：无论是京剧、越

剧版《西厢记》，还是改编新创的音乐剧版

本 ，今 年 接 连 在 海 内 外 上 演 ，观 众 反 响

热烈。

回顾中外文化交流史，《西厢记》是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者。至晚在明

末时期，《西厢记》已借由瓷器漂洋过海前

往欧洲。此后，无论是默声电影、版本众

多的译本，还是外文舞台剧，《西厢记》以

特有的魅力滋养着多样的艺术形式，在海

外开拓着多重传播可能。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中国南海出水

的一艘沉船中，人们发现大量生产于 17
世 纪 40 年 代 的 景 德 镇 外 销 瓷 器 。 其 中

一个瓷盘描绘了一位端坐在花园假山下

的妙龄女子。将其与藏于英国阿什莫林

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的两个青花瓷盘相比较，会发现沉船瓷

盘是对后二者描摹故事情境的截取。将

后两个青花瓷盘与《西厢记》木刻版画插

图对比，并对照瓷盘题词“张生无一言，

小姐变了卦”，便可确证，3 个瓷盘描绘

的均为《西厢记》第三本第三折的经典场

景“赖简”——崔莺莺面对爱情时既盼且

惧的矛盾情境。

从明代万历末年至清代康熙时期，瓷

器纹饰广泛取材于小说和戏剧。《西厢记》

中的著名场景成为热门图案，这些瓷器销

往欧洲后广受当地民众喜爱。英国收藏

家巴特勒爵士收藏的一件青花釉里红瓷

盘（见图①）就描绘了“佛殿奇逢”：游览佛

殿的张生对莺莺一见钟情，“眼花缭乱口

难言”，而莺莺拿余光瞥着张生，“只将花

笑拈”。瓷盘烧制于康熙时期，在能工巧

匠的妙笔下，两位主人公一顾一盼的场面

定格于瓷盘之上，栩栩如生。

至清代雍正和乾隆时期，出口欧洲瓷

器上的图案中西风格逐渐交融。例如一

件乾隆时期的粉彩瓷盘（见图②），描绘的

主要场景同样是“赖简”，但全然不见崔莺

莺，只保留红娘和张生二人，红娘的一只

手指向已经隐去的莺莺。图案仿拟自《西

厢记》木刻版画插图，但粉彩瓷盘边缘饰

有欧洲风格的玫瑰和百合，丰富明亮的色

彩和略显拥挤的构图反映了当时欧洲人

的审美倾向，体现出西方装饰图案与中国

传统主题的交流融合。

《西厢记》的戏剧性场面通过瓷器完

成了经典化和固定化，在海外实现更广

泛的传播。虽然故事情节较为单薄，但

那 些 精 致 图 案 给 海 外 民 众 留 下 深 刻 印

象，为日后译本的流传打下基础。

如果说外销瓷器令海外民众对《西厢

记》有了最初的印象，多国汉学家和翻译家

对《西厢记》的译介则令其深入人心。18世

纪末，日本汉学家冈岛咏舟将《西厢记》翻

译成日语，开启了《西厢记》文本的海外之

旅。1838 年，法国汉学家巴赞在《中国戏

剧》中首次提及《西厢记》，称其为“喜剧”，

并在《元代》中称《西厢记》为“一部优美的

作品，中国抒情诗歌的代表作”。最早的法

语全译本由法国汉学家儒莲于 1872 年翻

译，名为《〈西厢记〉：十六幕喜剧》。

1935 年，中国剧作家熊式一为《西厢

记》翻译了首部英文全译本，爱尔兰剧作

家萧伯纳不吝赞美，说这是“一首令人心

爱的舞台好诗，可与我们最佳最妙的中古

经典戏剧并驾齐驱！”此后，《西厢记》在英

语 世 界 广 泛 传 播 ，主 要 英 译 本 有 7 种

之多。

《西厢记》缘何吸引众多海外读者？

一是创作时间较早。多部外文译本都强

调《西厢记》是一部 13 世纪末的剧作，以

凸显中国戏曲的生命力及先锋性。二是

浪漫主义爱情喜剧风格深入人心。王实

甫将原作《莺莺传》中的悲剧结局改写为

皆大欢喜的喜剧结尾，《西厢记》因而在法

语世界被视为“喜剧”、“浪漫主义的杰作”

和“爱情的诗篇”。张生与莺莺的邂逅与

爱情的发展也充满中国式浪漫，美国汉学

家奚如谷与荷兰汉学家伊维德的英译本

便名《月与琴：西厢记》，精准把握剧中的

两个重要意象——月与琴。“月”突出了

《西厢记》的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也

令人想到张生与莺莺月下联吟的场面；

“琴”指的是二人在红娘的帮助下借琴声

传达心意。它们既是男女主人公情感升

华的媒介，亦展现出中国爱情故事的诗意

和婉约。三是翻译《西厢记》的汉学家中

国文化积淀深厚，深谙《西厢记》在中国戏

曲史、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尽

量保留了戏曲的文体特征，并努力传达出

中国韵味。

几百年前，鲜活完整的戏曲表演无法

突破地域限制走出国门，戏曲却可以通过

生动的故事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张生

和崔莺莺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借由翻译

家的笔墨穿越时空，在新的土壤被赋予新

的诠释。

1928 年和 1929 年，由侯曜执导的黑

白默片《西厢记》分别在法国巴黎和英国

伦敦上映，这是目前所知较早在国外公映

的中国电影。 2005 年，影片在荷兰阿姆

斯特丹重映，现场配有德彪西作曲的古典

音乐，中国早期默片的新奇特效和瑰丽幻

想给当地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近十几年来，《西厢记》的演绎形式更

加多样。2008 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沈

广仁翻译并导演了英文版音乐剧《西厢

记》，借用海外知名音乐剧唱段，以通俗英

语翻译宾白。2011 年，上海戏剧学院与法

国黑橡树剧院合作排演的话剧《西厢记》

参加了当年的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该剧

增添了张生身处现代社会的情节，通过他

的穿越重生隐喻命运的周而复始。同年，

由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浙江传媒学院

音乐学院等联合出品的英文版音乐剧《西

厢记》在浙江杭州首演，该剧糅合中国传

统戏曲、舞蹈和杂技，对剧作内容也进行

了创新性改造。2017 年，美国“TADA！”

剧院购买了该剧版权，将其搬上纽约的舞

台，并于 2023年在圣地亚哥复排演出。

通过瓷器上的图像、文本的翻译、默

片的改编及舞台剧的新创，我们看到《西

厢记》“不止于戏”的艺术魅力，并可以借

此探求经典剧目海外传播的有效途径。

一是多元文化形式的强强联合。无论是

瓷器、丝绸等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还是如

今在海外流行的中国风服饰和妆容，都可

与传统戏曲结合，便于海外受众产生直观

的文化感知。二是打造特有文化标签。

各国译者为《西厢记》增添的副标题不仅

激发了海外观众的兴趣，还便于他们快速

捕捉作品的特殊价值，进行推介。三是生

发新的阐释空间。经典作品的魅力不仅

在于蓬勃的生命力，更在于能够滋养其他

艺术作品。近年来，国内外创作者纷纷探

索《西厢记》蕴含的新创作空间，比如青年

导演丁一滕的话剧《新西厢》着力挖掘红

娘这一女性形象的丰富性与独特性，获得

观众的广泛共鸣。

《西 厢 记》的 海 外 传 播 过 程 充 分 说

明，优秀戏曲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

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可供挖掘、阐释

的当代价值。我们应以多元化视角、全

球化表达，基于共通的情感和思想，讲述

好、传承好中华优秀戏曲作品，提升跨文

化传播的有效性，展示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图①：青花釉里红《西厢记》人物故事

图盘，清代康熙时期。

图②：粉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图盘，

清代乾隆时期。

图③：青花五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图

觚，清代顺治时期。

图④：五彩开光《西厢记》人物故事图

盖缸，清代康熙时期。

图⑤：“天下有情人——《西厢记》文

化展”展厅一角。

以上图片均为杜翘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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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励德，英文名字是尼古拉斯·普拉

特。 1972 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

国的“破冰之旅”举世瞩目。作为美国国

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36 岁的卜励德成

为美国代表团中的一名工作人员。在中

美“上海公报”发表当晚，他欣喜地对尼克

松总统说，自己为这次中国之行准备了

10 年。尼克松总统回答道：“那么，从现

在开始，你们这些‘中国男孩’要做的事情

就更多了。”当时，美国有一批像卜励德这

样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中国

男孩”的称号由此而来。

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美国费城交响

乐团访华 50 周年纪念招待会上，乐团以

一曲《星空》向卜励德致敬：1973 年，作为

当时美国驻华联络处的首批工作人员之

一，卜励德协商、安排了费城交响乐团的

首次访华演出。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卜励

德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之间开展人文交

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

卜励德从小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他在

回忆录《中美关系中的“中国男孩”》中写

道，他的姑婆热爱中国建筑和艺术品，曾

将一座中国祠堂在美国原样重建。年幼

时，卜励德常常坐在祠堂门廊上，听姑婆

讲“她的旅行故事和她知道的民间传说”

与“中国习俗”，这些都在卜励德心里“埋

下了兴趣的种子，并且在日后生根发芽”。

后来，卜励德先后进入哈佛大学、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毕业后考入美

国国务院。当时，美国与新中国几乎没有

外交往来。卜励德选择学习汉语，更显其

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曾说：“我认为学

习中文是兴趣、付出和机遇的完美结合。”

在 加 入 尼 克 松 总 统 访 华 代 表 团 之

前，卜励德撰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研究

报告。得知有机会赴华访问，他内心非

常激动，在等待消息时，“整个周末，我总

在咬指甲，又要装作若无其事”。对于这

次 即 将 载 入 史 册 的 旅 程 ，卜 励 德 写 道 ：

“我的同事们，这群训练有素、向来不喜

形于色的职业外交官们都掩饰不住内心

的激动。”

当飞机降落在中国境内，“这也许不

至于让我激动到亲吻脚下的土地，但我确

实感受到了一种极大的感官刺激，一切都

令人兴奋。”代表团的记者们也兴奋异常，

有的“看起来像是愉快而又好奇的熊猫”，

有的喃喃自语：“历史，我在这里。”

返回美国之后，卜励德成了“名人”，

受邀前往不同学校给师生们做演讲，“向

他 们 展 示 报 道 这 历 史 性 一 周 的 人 民 日

报”。后来，卜励德还经历了中美关系的

诸多重大时刻，体会着“从初来乍到时的

激动，到与中国人打交道过程中的小心探

索，到最后清醒理智地认识到这一过程多

么令人激动、多么艰难、多么美妙”。

1973 年，卜励德赴华参与美国驻华

联络处的筹建工作，后来担任美国驻华联

络处政治部主任，推动中美各层级交流成

为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在卜励德看来，美

中关系中真正的英雄是“两国的普通老百

姓”，正是他们在贸易、科技、文化、教育、

体育等方面作出的具体贡献，塑造了美中

关系的发展。

在中国工作期间，卜励德参与了诸多

中美人文交流项目，曾经推动美国游泳

队、美国男女篮球队、费城交响乐团等在

1973 年先后访华，在两国人文交流史上

留下脍炙人口的友好故事。

费城交响乐团与中国的精彩故事从

那时开篇。1973 年 9 月，费城交响乐团首

次访华，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华的

美国乐团，开启了中美文化交流的“破冰

之旅”。时任乐团指挥尤金·奥曼迪说，自

从我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便一直感受到中

国人民对我们的热情和友谊。我们也通

过音乐带来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

好和感情。卜励德回忆说，在当时背景

下，双方交流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例如日

程安排要进行细致磋商，确定演出曲目有

点像“条款谈判”。然而音乐无国界，音乐

家们总有独特的沟通语言，中美艺术家很

快热络起来，在台上相互欣赏、配合默契，

台下交换礼物、结下友谊。

1992 年至 2004 年，卜励德担任美国

亚洲协会会长。其间，他 20 多次到访中

国，深入中国社会，从事教学活动，到各地

旅行，广泛结交各界人士，这些都让他不

断深入了解飞速发展的中国。卜励德深

刻认识到，“正是点滴交流将国与国紧密

联系在一起。”

卜励德喜欢北京，为美妙的北京方言

所倾倒。“以前就听说北京方言很好听，但

当我发现连街上顽童的说话声都那么动

听时，我仍然很惊讶”“胡同给北京城带来

无限乐趣……初来这座城市的美国人觉

得胡同特别神秘有趣”。

上海是中美“上海公报”的诞生地，卜

励德对上海也很有感情，每次来这里都要

选 择 1972 年 美 国 代 表 团 入 住 的 锦 江 饭

店。上海的飞速发展令他印象深刻，他感

慨，上海经济发展和快速变化的景观“就

像一个巨大的布景棚”。

亲历中美关系几十年间的风风雨雨，

卜 励 德 依 然 对 中 美 关 系 的 未 来 充 满 信

心。这信心源于他对两国人民之间的友

好感情。

卜励德的中国情缘
张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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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码头边的住处楼顶，远眺

巴塞罗那城区，最引人注目的当数

那根斑驳沧桑、近 20 层楼高的哥

伦布纪念碑柱。矗立碑柱顶端的

哥伦布塑像右臂高举，指向大海，

仿佛在宣示他走在同时代人之前

的信念：“大海的对面是陆地！”

整整 530 年前的 1493 年，哥伦

布第一次从美洲探险凯旋，走上位

于今巴塞罗那国王广场一角、通向

当年王宫大门的圆弧形台阶，向他

的赞助人告知航行成果。巴塞罗

那成为第一个听到哥伦布宣布发

现新大陆的地方。哥伦布是意大

利人，而今却耸立于巴塞罗那的天

际线上方，成为巴塞罗那的醒目地

标之一，透露出这一被誉为“地中

海明珠”的港城勇于探索新事物、

包容各种奇思妙想的特质。

走在巴塞罗那街头，古老巷陌

给人的初步印象是不东不西、光怪

陆离。这里有古罗马城墙的断壁

残垣，老城核心区仍可见不少哥特

风格的旧建筑，贴有马赛克图案的

建筑则让人想起阿拉伯人一度经

营巴塞罗那的历史，而灰黑、静穆

的国王瞭望塔，记录了巴塞罗那雄

起于地中海的辉煌岁月。

巴塞罗那最有特色的建筑，是

素有“怪才建筑大师”之称的高迪

的作品。高迪 1852 年出生于一个

世代做锅炉的铁匠之家，这培养了

他良好的空间解构能力与对雕塑

的独特直觉。同时因为他自小腿

部残疾行走不便，不能与小伙伴一

起玩耍，更多时间只能独自观察大

自然，这成就了他日后师法自然的

建筑理念。

高迪敏锐观察到，“大自然不

存在直线”，也很少存在正圆。因

此他的建筑作品几乎不存在直线

与正圆，或是波浪式的外形、凹凸

不平的墙面，或是扭曲的门板、倾

斜的立柱，或是随意延展的长椅、

高低错落的护墙，烟囱如扎堆的顶

盔武士、远古怪兽，门窗如神秘的

面具、张开的大嘴，加上点缀在墙

面上色彩斑斓的瓷片，以及与建筑

搭配的蘑菇、糖果屋、七彩大蜥蜴

等，形成了多姿多彩、童话一般的

世界。同时代一些同行视他的建

筑为“疯狂”，然而他有七处建筑作

品，如今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桂尔公园、米拉公寓、巴特罗之家

……巴塞罗那一半以上旅游景点，

都是高迪的作品，几乎是一个人

“养活”了一座城。

当然高迪最“疯狂”的作品，还

属始建于 1882 年、至今尚未完工，

却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圣家

族大教堂。虽然施工吊车转动、脚

手架高悬，但人们只要伫观这座倾

注了高迪 43 年心血的高大建筑的

细节，就无不为其想象之奇特、描

绘之细腻所感动和震撼。尤其由

于仍在建设当中，没有人知道它最

后的模样，仿佛一座未知的“新大

陆”，让人们去想象与探索，这成为

巴塞罗那发人深思的一大奇观。

巴塞罗那不只有高迪，这里还

孕育出许多杰出的建筑大师，包括

毕加索这样的艺术天才。在随意

自然的巴特罗之家旁边，就有优美

精致、宛如蕾丝包裹的雷欧·莫蕾

拉之家，新哥特式风格的阿马特耶

之家。由于三座建筑风格截然不

同 ，人 们 戏 称 这 里 是“ 不 和 谐 街

区”。但如果抱着创新、包容的眼

光去看，这种差异之美，才是最符

合大自然形态的和谐。它也使人

们流连于巴塞罗那有如大自然般

丰富多彩的街巷时，不时会有发现

“新大陆”般的惊喜。这也是巴塞

罗 那 吸 引 世 界 各 地 游 人 的 魅 力

所在。

在 古 老 与 现 代 、传 承 与 创 新

之 间 ，巴 塞 罗 那 应 也 曾 有 过 挣

扎 。 1926 年 6 月 ，巴 塞 罗 那 兴 高

采烈地为一条有轨电车举行通车

典礼，一位可能对其懵然无知的

老人却被这在当时刚兴起的交通

工 具 撞 倒 ，送 医 不 久 就 撒 手 人

寰。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正沉浸

于他的建筑构想当中的高迪。这

一不幸事故，似乎寓示了古老与

现 代 的 冲 突 。 好 在 自 古 面 向 大

海、港口通达四方所养育而成的

城市特性，使巴塞罗那延续了其

创新与包容兼具的风貌。

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历经半

个多世纪才艰难取得 1992 年奥运

会主办权时，巴塞罗那最关心的是

现代化体育场怎样与地中海自然

风貌和谐相融。尽管因赛事需要

进行了大规模建设，但由位于蒙锥

克山上的原世界博览会会场改建

的奥运主会场，始终保留着博览会

会场原有的建筑立面与风格，以及

加泰罗尼亚山丘般的外形。至今

从山下的港区望上去，只能看到一

座绿意葱茏的海边丘山，充满了山

海相接的自然气息。

然而正如 1992 年奥运会首创

用古老射箭术点燃奥运火炬，成为

奥运开幕式经典，在崇尚自然、开

放包容的巴塞罗那，创新一直没有

停止。阿格巴塔、世界贸易中心、

时空通讯塔……新建筑依然充满

设计感。即使“古董级”的巴特罗

之家、米拉公寓等，也已成为中国

和西班牙的合作项目——高迪数

字博物馆的组成部分。游人戴上

VR、AR 等设备，就能看到抽象似

鱼的窗户，赫然浮现一条鱼，涂有

龟背花纹的壁炉，悠悠游出一巨

龟。现实中空荡荡的房间，镜头中

却摆满高迪时代的家具与各类用

品……百度的数字技术让高迪的

建筑理念和奇思妙想，活灵活现展

示眼前，给游人带来沉浸式的新鲜

体验。

类似于网言网语所说的人有

“人设”，城市也有“城设”。巴塞罗

那的“城设”，或许就是创新与包

容。实际上，创新与包容正如鸟之

双翼。创新的因子多，易养成包容

的心态；有了包容心态，就会有更

多创新。或许，这才是“地中海明

珠”给人的大发现与真启迪。

在
巴
塞
罗
那
，发
现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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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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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公寓用数字技术展示高迪作品的人体工学原理。

崔士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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