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海云

自 1601 年以来，《哈姆雷特》富有想象力
和多面性的文本就对观众产生了影响，但通
过对女性扮演哈姆雷特的重新解读，有关其
普遍性的新话题影响了人们想象、观看和讨
论该剧的方式。女性哈姆雷特扮演者就哈姆
雷特的性格和其普世性展开了一场漫长而深
思熟虑的对话。哈姆雷特的角色赋予了这些
女性权利，使她们“能够成为文化变革中的一
部分，并为其他女性探索和体验角色且继续
与角色对话打开了新的视角”。

通过扮演一个更中性的哈姆雷特，这些
女演员将男女之间的差异最小化，使他的性
别几乎不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女演
员通过饰演哈姆雷特迫使观众认识到人性的
不确定性和多样性。

在 英 国 王 政 复 辟 时 期（1660 年 ～1688

年），女性演员在登台饰演一些女性角色后不
久，便开始饰演一些男性角色。但是这些角
色往往是一些明确的需要女扮男装的角色。
在过去的230多年间，女性打破演出的局限逐
步崛起，有三个重要的原因能够解释这一进
程，分别为：社会归因、戏剧本身原因及剧院
经营归因。

就社会因素层面，16 世纪 60 年代伦敦发
生的大火和瘟疫使得许多年轻女性变成了孤
儿和寡妇，为了谋生，她们不得不走向舞台寻
求新的生存空间；由于阶级分化，不同阶层之
间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使得女性在主观意
愿上倾向于打破传统的女性道德标准，寻求
更高层次的认同和独立；同时，整个社会的审
美风尚向中性转变，女性的穿着打扮更偏向
于男性化。这些因素使得女性演员越来越
多，同时女性扮演男性角色也更易于被观众
所接受。

就戏剧发展层面而言，越来越多的编剧
在剧本中加入了女扮男装的角色和桥段，同
时这一时期的观众对于女扮男装甚至女性演
员直接饰演男性角色的接受程度较高。

就剧院经营层面，由于王政复辟时期戏
剧的布景、音效以及剧目编排结构的频繁调
整，使得剧院经营成本大幅上升，而女性演员
的工资水平较低，且除了戏剧本身对于观众
的吸引力外，女性演员本身对于观众也有额
外的市场号召力。综合考虑压降剧院经营成
本，以及利用女性演员提升演出吸引力，剧院
经营者们开始大量启用女性演员，这也是女
性演员出演男性角色的重要原因。

由于女性演员饰演男性角色经营成本
低，市场效果好，这样的经营模式逐渐固定下
来并得到了发展，除了一些常规演出中演员
性别与角色性别依然对应外，在其他的演出
中，女性演员逐步开始饰演男性角色，哈姆雷
特也在其中。1741年，范妮·弗尼瓦尔成为爱
尔兰历史上第一个女性哈姆雷特，或许她也
是世界上第一个女性哈姆雷特。后续夏洛
特·西伯·查尔克和莎拉·西登斯相继饰演了
哈姆雷特。自西登斯开始，女性饰演哈姆雷
特的风潮开始了。进入 19 世纪，涌现出了一
大批女性哈姆雷特演员，如伊丽及克拉拉·费
舍尔·梅德尔等。女性饰演哈姆雷特的第三
个世纪始于1900年，莎拉·伯恩哈特在纽约的
花园剧院表演了经典剧目——《哈姆雷特》。
继而有伯莎·卡利什，玛姬·马斯卡尔，南茜·
奥尼尔，伊迪丝·韦恩·马蒂森及朱迪思·安德
森夫人等。

从 18 世纪至今，哈姆雷特已被从各个角
度进行解读和解构。400多年来，众多表演者
努力的诠释每一句台词和雕琢每一个动作，
使得哈姆雷特被演绎得更加深刻和复杂，从
一个简单的复仇者形象转变为一个在复仇背
景下的悲怮的哲学家。而女性导演及表演者
更是拓宽及加深了这一延展。早期的哈姆雷
特不仅是复仇者的形象，从他饱含恨意的话
语中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有复仇的意味，甚至
带有阴暗和恐怖的色彩。自从女性哈姆雷特

扮演者夏洛特·西伯·查尔克以荒诞的表演方
式来诠释哈姆雷特以来，艺术家们对于哈姆
雷特的解读越来越多样化，其表演层次也越
来越丰富。

18世纪后期哈姆雷特的人物解读发生了
重大变化，批评家开始把哈姆雷特视为一个
温柔、善良的灵魂，不适应这个艰难的世道。
他代表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更敏感的男性形
象，他永远不会以暴制暴。甚至有学者讨论
对于哈姆雷特解读的转变，到底是社会在向
女性化的方向发展，还是文明演进的必经阶
段。

戏剧评论界对于女性演绎哈姆雷特毁誉
参半。尽管面临挫折和批评，但女性演员在
整个20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始终保持出演哈
姆雷特的传统。哈姆雷特是一个具有巨大的
文化和文学意义的角色，甚至可以将其作为
一个独立的、神圣的类别。女性演员如此认
真地对待哈姆雷特这一角色，是因为通过饰
演哈姆雷特，可以检验一个演员是否能够通
过戏剧表现“复杂的普遍性和民族主体性”。

每个女性哈姆雷特扮演者都通过直接参
与扮演哈姆雷特，来反映她们关于哈姆雷特
人性上的思考。安东尼·道森解释说，关于

《哈姆雷特》表演的对话一直以来都不只是被
动的记录，而是一个积极的“文化历史的重要
元素形成过程的一部分”，它有助于现代自我
的创造。选择女性演员扮演哈姆雷特，不仅
是为了表现不断变化的现代自我，也是为了
通过性别在戏剧中表现最具挑战性的部分。
成功的扮演者也会被视为是一个真正伟大的
传奇演员。

纵观女性视角对哈姆雷特的影响，需要将
各个阶段女性在莎士比亚戏剧乃至《哈姆雷
特》中发挥的作用放入历史阶段中观察解读，
我们很难不认同哈姆雷特，这个不断被重新诠
释的普世人物。他通过自己的语言和思想，而
不是通过自己的性别、身材、肤色或语言，穿越
时间和周期与各个时代沟通交流。管中窥豹，
亦可发现女性地位不断崛起，社会更加重视公
平与效率间的平衡等等历史发展进程。

女性表达下的《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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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当训诂学遇到现代人

焦点人人物物

《隐藏的力量》

在她的目光中，始终能捕捉到忧患与热望的并存——在古文字与计算机之间，在青海牧区与训诂学的课堂之间，在说

着不同语言的妇女同胞之间。相较数不清的角色和头衔，“人民的学者”或许是对王宁最贴切的称谓。

《张枣诗文集》

文化观观澜澜

新书架架

莫华杰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版

《春潮》是“80后”作家莫华杰创作
的一部以改革开放为背景的长篇小
说。改革开放初期，青年冯源、陈嘉南
敏锐地嗅到了时代大潮的潮润气息，地
处偏僻山村的他们从捞渣工做起，贩卖
时装、制作话梅、开办打火机厂，誓把命
运握在自己手中，二人的创业史时时处
处透露着市井生活的活力和坚实。创
业奋斗的主调之外，李素雅、欧阳娴姐
妹的女儿心事，桂北山区秀丽的自然风
光，极富特色的风土人情，秉性各异的
乡土人物，如同高低错落的和声，共同
组成了一支春天之曲。

故事跌宕起伏，人物灵动有趣。这
个普通青年的奋斗故事，“既有柳暗花
明的创业经历，也有栀子花香的女儿心
事，更有极富特色的风土人情”，是一部
昂扬奋发的青春奋斗史。

《春潮》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范语晨

2020年12月28日，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
授王宁捐资100万元，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颖
民文化教育基金。不过，这次捐赠并未被广泛
知悉，王宁特地要求不举行仪式，只在她的办
公室签署了捐赠协议。

4月的一天下午，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走进了王宁的办公室。聊及此事，王宁坦然笑
道，设立基金的想法源自两笔“无功受禄”的奖
金——就在去年，王宁获得“四有”好教师终身
奖，她的著作《汉字与中华文化》则获得了京东
文学奖等奖项。“这是团队的成果，我觉得自己
有点无功受禄，索性拿出来设个基金。”王宁
说，“我希望学科做的事还给学科，支持传统语
言文字学的发展，并用陆宗达先生的字‘颖民’
命名，纪念我的老师。”

朴实的言语背后，王宁的经历与成就实在
太过丰富：她是无数学生敬重的老师；她是章
黄学派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传承人；她是中国女
性学者的杰出代表，曾参与1995年世界妇女
大会的组织工作……在近两小时的采访中，王
宁提到最多的词是“人民”。相较数不清的角
色和头衔，“人民的学者”或许是对王宁最贴切
的称谓。

两幅画面让她笃定为人民做学问的
初心

迈进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之门，对王宁
而言，是带着时代烙印的偶然，也是她做科研
的起点。王宁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从小钟爱
数学，高考时一心报考北大数学系。“我小学
三年级时，就把初中的数学课程基本学完了，
还读了不少父亲亲自翻译的罗素、毕达哥拉
斯等人的数学著作。”谈起数学，80多岁的王
宁神采奕奕。

然而王宁高中毕业时，恰逢我国20世纪
50年代文化事业大发展，文科教师队伍急缺人
才，于是学校保送她进了北师大中文系。“当时
对选择中文专业的确没有思想准备，但因为老
师说国家需要，我就答应了。新中国最早的几
届大学生，思想观念上普遍如此——国家需要
就是自己的志愿。”当问到放弃自己的兴趣是
否遗憾时，她笑道：“对我来说，无论学了什么
专业，只要觉得将来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
儿，怎么做都是做，做什么都做好。”

如果说“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是王宁那
代人的集体选择，那么两幅人生图景的交织，
则让王宁心中既往圣之绝学的动力，深化为扎
根人民的情感和使命。

大学毕业后，王宁报名支援西部边疆教
育，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大学教书。初到青海
时受到的冲击，她至今记忆犹新：报到时向工

作人员问路，“他慢悠悠把手里报纸扔下，随
手一指，你根本不清楚指的什么地方”。王宁
最初觉得他们态度敷衍，后来才明白，因高寒
缺氧，当地人动作都极其缓慢，“青海比中原
地区缺氧24%，在北京喘三口气，在那儿得喘
四口”。

大西北的贫瘠也触目惊心：“一家子七八
口人，一年只有一百多斤原粮，洋芋带着皮煮
一大锅，还要先紧着强劳动力吃；一家人舀一
碗水轮流洗脸，洗完了还要浇到地里。”至于受
教育，更是多数人想都不敢想的。

青海的生活画面让王宁对当时中国的状
况有了更为深刻的触摸，她从情感上与人民
息息相通，也在心底埋下了三个“痛恨”：“在
那种环境里工作过，奋斗过，知道那些学生、
家长多么不容易，你就会痛恨浮华，痛恨虚
伪，痛恨名利。”

在青海工作三年后，王宁考取北师大陆
宗达先生的研究生，踏入了训诂学之门。训
诂学是一门释读古代典籍文献的学科，极其
艰深晦涩。王宁描述起当年听课的情形，那
份焦虑和头疼历历在目：“训诂学离我们现代
人有点远。陆先生的讲授已经很通达了，但
最开始完全听不明白，跟不上，能急死。”当王
宁耐住性子，逐渐在训诂学的殿堂里摸清路
径时，跃入她脑海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把它改
造得现代人能懂、能用。

这个想法，一头连着民族文化中最难啃

的学问，一头连着无数依然生活在贫困中的
普通人。两幅画面、两重经历的交织呼应，让
王宁真正理解了人文学科该有的关怀：“人文
学科是认识自己，但自己不等于‘我’，而是整
个人类。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人文学科就
等于零。”于是，为人民找回民族文化的本来
面貌，“去其艰涩，求其平易”，就成为王宁一
生的热忱。

继承传统，一定要有现代意识

“绝学”的改造实非易事。
王宁在20世纪80年代调回北师大任教，

她深知要想让训诂学为现代人所用，就需要
总结、阐发古代语言文字现象中的规律，创建
出和现代人知识结构相衔接的理论。于是她
协同陆先生一道，进行训诂学基础理论的搭
建，陆续出版了《训诂学方法论》《训诂学原
理》等奠基性著作。1994年起，王宁又带头
在北师大创建了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
所，建立了计算机为研究手段的古汉字与古
汉语实验室，成为我国最早用计算机手段进
行古汉字与古汉语信息处理的学者之一。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思路说来明朗，做起
来却异常艰难。谈起这“架桥铺路”的桩桩件
件，王宁最深的心得便是，现代学者去继承传
统，一定要有现代意识：“我是做传统学问的，
但我非常反感不分精华糟粕地复古。我们古
代的东西并不都是好的，如果没有清醒的意

识，把古代的东西拿来奇货可居，卖弄学问，是
令人厌恶的。”

现代意识的背后，根底依旧是做人民需要
的学问。继承传统不是将其转化为个人名利
工具，而是要拉近人民同本民族文化精华的距
离：“继承传统文化是一种民族认同的回归，一
定要深入理解它的本来面貌，在本体研究的基
础上，让它科学化、现代化，也就是实现习总书
记所说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正因如此，王宁始终致力于训诂学的普
及。她尚有许多个人著作没有整理出版，却把
大量时间投入到指导中学语文教育、录制国图
公开课等普及工作中去，她认为这是传统文化
研究者应负的责任：“我们需要把有意义的东
西挖掘出来，总不能让大家都去看那搞不懂的
训诂学吧？”

面对传统文化普及在当今的种种乱象，王
宁认为，普及绝不意味着浅显化。她一向赞成
学术素养深厚的研究者直接去做普及工作：“高
端的研究要通透，才能够做普及。如果普及者
自身一知半解，再去浅显化，就只剩下水了。所
以我向我的学生强调，要在普及的领域里产生
研究课题，然后再回归到普及。”

聊到这里，王宁兴致盎然，现场讲解起几
个汉字的字源字理来：“独（獨）字为什么从
犬？群（羣）字为什么从羊？过去的狗有三种
作用，守家的、放牧的、打猎的。放牧的狗一
定是一只狗带着一群羊，所以说群字从羊，独
字从犬。”对她来说，把汉字背后的文化精髓
还原给公众，早已成了她的习惯与乐趣。

王宁是传统语言文字的传薪人，也是妇女
工作的躬耕者。她曾荣获北京市三八红旗手
称号，担任首都女教授联谊会（北京市女教授
协会前身）第一届副会长，第二、三届会长和第
四届名誉会长。成长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
火热年代里，男女平等对于王宁而言，是一种
不言自明的认同：“在中学的数学小组里，男孩
子不会做的题，我到黑板前做出来，他们由衷
地给我鼓掌，不会觉得女孩子这么优秀是个惊
讶的事儿。”

带着这样一份认同，王宁在自己的专业领
域做出了很多不让须眉的开创性成果。

与王宁对话的地点，是她平时给训诂学
专业博士生上课的书桌。在这个“绝学”传递
之所，记者在她的目光中，始终能捕捉到忧患
与热望的并存——在古文字与计算机之间，
在青海牧区与训诂学的课堂之间，在说着不
同语言的妇女同胞之间。

采访接近尾声时，王宁向记者讲起了基金
会名称“颖民”的含义：“颖为聪慧，也有讲授、
传递之意。民则是人民的民。‘颖民’意为‘使
人民聪颖’。”此时，在汉字的智慧中，忧患与热
望的根脉再度清晰，人民是源头，也是希冀。

周瑄璞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版

母亲、姐妹……她们分别有着怎样
的人物形象？本书作者用丝丝入扣的心
理描写，体贴入微的场景观照，生动描摹
了一个个贴近生活的女性形象。在这本
关于女性题材的中短篇小说集中，每一
个主人公都以各自的方式活出自我，演
绎出独特的心灵独白和成长之路，予读
者以善意的警醒，给读者温暖的光芒。
书中收录了作者的《砂糖橘》《隐藏的力
量》《星期天的下午餐》等作品，这些作品
都曾发表于《人民文学》《长江文艺》《作
品》《清明》《山花》等重要文学期刊。

自从女性

哈姆雷特扮演

者以荒诞的表

演方式来诠释

哈姆雷特以来，

艺术家们对于

哈姆雷特的解

读越来越多样

化，其表演层次

也越来越丰富。

训诂学家王宁 亓玉光/摄

▲ 莎拉·伯恩哈特饰
演的哈姆雷特

张枣 著
颜练军 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版

“我将被我终生想象着的/寥若星辰
的/那么几个佼佼者/阅读，并且喜爱。”

张枣，著名诗人、学者和诗歌翻译
家，以精妙的诗艺自成一家风格，在海内
外享有卓著的声誉。这是其全部诗文首
次结集，共五卷：《诗歌卷》收录迄今发现
的张枣全部诗作，包括新发现的《拉丁黑
门》《北京城的碎片》等13首新诗；《诗论
卷1·现代性的追寻》是张枣留德期间的
博士论文，从一个当代诗人的写作经验
出发，构造了一种个人的新诗史逻辑，梳
理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发展史；《诗
论卷2·讲稿随笔》收录张枣现代诗歌课
的经常讲稿和文章；首次收录出版的《书
信访谈卷》萃集张枣写给友人、同行和学
生的六十余通信件，收信人均为当年书
信的背景和缘由作了笺释；《译作卷》是
张枣的译诗、译文合集，卷末附有编者颜
炼军编纂的《张枣年谱简编》。（端木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