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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话剧的影视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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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曹禺的剧作历来是影视改编的热点之一。在曹禺剧作的影视改编史上，《日出》
的改编总体上比《雷雨》、《北京人》、《原野》的改编都更为成功。以《日出》的影视改编为个案，

通过与曹禺其他作品的文本特性及其改编效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话剧改编为影视作品，原著

的文本特性对这种改编有很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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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曹禺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他的话剧《雷

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代表着２０世纪
中国话剧创作的最高成就，是新文学的经典之作。

这些剧作一直广受欢迎，即使在话剧受到影视的冲

击而愈来愈不景气的新时期，曹禺的经典剧作仍然

魅力不减。１９８６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艺术家王
培说：“我们剧团一赔钱就上《雷雨》或《日出》，一下

就场场满座，尤其是《雷雨》。”［１］３１５也许正因如此，

曹禺的这些剧作也一直是其他艺术形式改编的热

点。早在１９３８年，《雷雨》和《日出》就被当时上海
的新华影业公司摄制成黑白故事片，三年后，《原

野》也被上海的美商中国联合公司改编为黑白故事

片《森林恩仇记》。由于当时全国正处在抗战初期

的救亡热潮中，这三部摄制于上海孤岛时期的影片

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注意。在１９８０年代，曹禺的话
剧《原野》（１９８１年南海影业公司摄制成同名影片，
编剧凌子、吉恩，导演凌子）、《雷雨》（１９８４年上海
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同名影片，编导孙道临）、《日出》

（１９８５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同名影片，曹禺、万
方编剧，于本正导演）再次被搬上银幕时，尽管这三

部影片与４０余年前改编的影片相似，却备受关注，
人们围绕话剧如何改编为电影对其展开了广泛讨

论，评论者大都对影片《日出》持肯定态度，而认为

影片《原野》次之，再次是影片《雷雨》，从当时三部

影片的获奖情况来看，也印证了这种论断：电影《日

出》不但获得了广电部１９８５年优秀影片奖，而且获
得了１９８６年的第六届电影金鸡奖的最佳编剧奖、第
九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而影片《原野》则是

在被禁演八年之后获得了１９８８年的第十一届百花
奖最佳故事片奖，《雷雨》获得的是１９８５年的金鸡
奖最佳录音奖。观众对三部改编影片的认可程度明

显不同。在１９６２年，《雷雨》还曾被香港的凤凰影
业公司拍成同名影片（导演朱石麟），不过并不成

功，曹禺对其评价是：“他（指朱石麟）太进步了、太

左了，拍得也不怎么样。”［２］１２３而曹禺的《北京人》直

到１９９８年才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同名影片（编
剧林洪桐、秦玉钰，导演秦玉钰），此片则几乎没有

任何反响。

迄今为止，曹禺的话剧被改编成电视剧的有两

部：《雷雨》和《日出》。１９９６年电视剧《雷雨》（导演
李少红、曾念平，编剧束焕、史航）被中国国际电视

总公司等开始录制，但在１９９７年播放之后，引起强
烈争议。总的来讲，贬多褒少。而在２００２年开始录
制、２００３年春播放的２３集电视剧《日出》（万科文化
有限公司拍摄，万方、程世鉴编剧，谢飞导演）则获

得一致好评。

纵观曹禺剧作的影视改编史，不难发现《日出》

的改编总体来看比《雷雨》、《北京人》都更为成功。

当然可以从编导与演员方面来为这种现象找原因，



并且可以做出有说服力的分析。例如电视剧《雷

雨》的导演李少红明显要比《日出》的编导们具有更

强烈的商业操作意识，她在电视剧《雷雨》的改编受

到质疑时为自己辩护说：“今天，我们确定一个文化

形态，或者进行一项文化行为时，已不可能像以前那

样单纯了……‘纯文学’改编，或者‘纯艺术’改编是

针对原有文化背景而言。相对市场而言，不存在

‘纯文学’和‘纯艺术’。”［３］或者还可以说电影版

《雷雨》相比《日出》的改编显得太拘泥于原著而缺

少艺术创造力了。但这样类推的结果是电影和电视

剧《日出》的改编碰巧遇上的编导改编水平都是最

高的，因此他们改编最为成功。事实并非如此，如影

片《原野》的编导和演员在对原著进行电影化转换

和传达原著神韵方面所表现的才能都不比《日出》

逊色，评论者在拿它与电影版《日出》、《雷雨》相比

时，也都承认：“这三部影片中，就《原野》而言，它通

过视觉造型表现出来女人的那种疯狂、激烈和不可

遏制的热情……就它对于女人的内心世界那种充分

完整的揭示而言，比较深的打动了我……”［４］然而，

事实上，从整体接受效果来看，影片《原野》仍不如

《日出》。笔者认为，其中还有更内在的因素制约着

曹禺剧作的影视改编效果，那就是，从原著自身的结

构和内容来看，话剧《日出》比《雷雨》、《原野》、《北

京人》更适合进行影视改编。

二

话剧和影视都是通过人的表演来叙事的艺术，

从这个意义上讲，话剧与影视具有很强的可通约性，

两者的艺术转换是较为方便的。夏衍曾讲：“也许

可以说，话剧改电影要比小说改电影容易些。”［５］４１０

但话剧和影视毕竟又属于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艺术

形式。而话剧的风格又是有巨大差别的。仅从流派

来看，就有古典主义戏剧、浪漫派戏剧、自然主义戏

剧、象征主义戏剧、表现主义戏剧、存在主义戏剧等

等。这样，有些话剧的艺术特征可能与影视更接近，

而有些则可能更疏远些。而前者在进行影视改编时

无疑具有先天的优势，更容易取得改编的成功。在

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中，许多有经验的影视艺术家

们都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夏衍曾说：“文学作品，有

的适宜于改编，有的就不适宜，有的在改编时花的力

气可以少些，有的则要多些。”［５］４００“契诃夫的小说、

戏剧，有的容易改编，有的就比较困难。”［６］美国著

名的电影理论家罗伯特·麦基则痛心地说：“几十

年来，有数亿美元被用于选定文学作品的电影版权，

这些选定的作品被扔到银幕剧作家们的膝盖上，他

们读完之后只好跑掉，对着夜空喟叹：‘什么也没有

发生！’整个一本书在人物的脑子里！”［７］４２９

那么，话剧艺术和影视艺术差异何在？具有哪

些特征的话剧更容易进行影视改编呢？罗伯特·麦

基认为舞台艺术中演员的台词和动作是其主要艺术

媒介，它虽然在表达人物内心冲突方面不可能像以

文字为媒介的小说那样深刻和细腻，也不可能像影

视那样逼真生动地展示广阔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

境，但善于通过夸张性的富有诗意的舞台对白和动

作来展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是戏剧优于小说和

影视的地方。也就是说从内容上讲，小说最善于表

现人物内心冲突，戏剧最善于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冲

突，而影视最善于表现人与外界环境的冲突。因此，

他得出结论：如果一部话剧所表现的人与外界的关

系越突出，就越容易进行影视改编。他说：“如果你

必须改编的话……去寻找冲突分布于所有三个层面

上……并强调个人—外界关系的故事。”［７］４３０

显然，在曹禺的经典性剧作中，《日出》在表现

个人与外界冲突方面最突出。曹禺在话剧创作上有

着自觉的艺术追求，不断地拓展改变着自己的创作

路数和风格。他的几部代表作在内容、结构和美学

风格上差异显著。《雷雨》无疑重在表现人与人之

间的冲突，这从剧中人物的复杂关系上就可以看出

来。剧中八个主要人物每一个都和其他七个构成了

某种关系、某种冲突，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冲

突往往还是多重的，如：周朴园和鲁大海，即是雇主

和工人的关系，又是父子关系；周萍和四凤既是主

仆，又是情人，还是兄妹。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带有夸张的巧合，具有充分的戏剧性，最适合舞

台表演，观众也是愿意接受的。尽管后来曹禺认为

《雷雨》“太像戏了”，认为技巧上用得过分，这只能

说是曹禺自己创作观转变后的一种自我感觉。事实

上，《雷雨》应该说是他所有剧作中乃至中国所有现

代话剧中，舞台效果最好的一部。《雷雨》的这种极

端戏剧化的人物关系如果搬到银幕或屏幕上，则不

免给人以失真之感，让人觉得不可信。可以说，《雷

雨》那种过于复杂的人际冲突和过于巧合的情节构

制，是充分戏剧性和舞台化的，却构成了影视改编的

巨大障碍。在１９８６年，电影《雷雨》播出后，人们评
论它是“戏剧味浓”。这实际上应看作是对影片的

委婉批评，然而，这种不足归根结底应该说是原著引

起的。而１９９６年电视版《雷雨》人物结局的改变实
际上也可以看作是改编者无意而做的、一种对原著

的过度戏剧化的消解。电视版《雷雨》的结局———

四凤没有死，被侍萍带着离开了周公馆；周冲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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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离开家庭，到北平开始了新的生活；周萍选择了

子承父业的道路———这可能更接近生活原态，富有

真实感，但这种改动在另一种意义上，却背离了原著

的精神，因而遭到了众多指责。从这种改编困境，也

可以看到话剧《雷雨》不宜进行影视改编的一面。

曹禺在写作《雷雨》时还在上大学，所接触的社

会生活面还很狭窄，其创作也并非意在反映中国社

会现实，因而《雷雨》的戏剧冲突仅限于家庭内部，

反映人与外界的冲突很少，呈封闭式结构。曹禺在

创作《日出》时，已对社会生活有了较深的体会，其

创作目的是要明确地反映社会，要反映人与外界社

会的矛盾冲突，他还曾为此专门进行了几个月的生

活考察。他在《日出·跋》中介绍自己怎样创作《日

出》时说：“这些年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里流荡着，

我看见多少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我至

死也不会忘却。”［８］３８１“《日出》，希望献与观众的应

是一个鲜血滴滴的印象，深刻在人心里也应为这

‘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８］３８９“果若《日

出》有些微的生动，有一点社会的真实感，那应作为

重点的小东西、翠喜、小顺子以及在那地狱里各种各

样的人，同样地是构成这一点真实的因子。”［８］３９０

《日出》描写了旧中国社会上层和下层的生活图景，

及其中人们的奋斗与挣扎。因此单从反映社会的广

度和深度来看，《日出》的成就要高于《雷雨》，而《日

出》的全方位反映社会生活的散点透视式结构，是

开放性和流动性的。这种接近真实生活的内容和结

构，很适合可以灵活转换时空的影视艺术来表现。

甚至可以说，话剧《日出》的整体结构是电影化的，

而非戏剧化的。其实早在１９３７年就有人不断谈到
这个问题，当时的评论家张庚就说：“关于第三幕，

朱光潜先生以为‘比较宜于电影而不易于表现于舞

台’，这是确论。”［９］第三幕在作者看来是话剧《日

出》的核心，它增加了“社会的真实感”，是表现“损

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所必需的。然而这一幕单从

戏剧性和舞台效果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与整个剧

本前后缺乏有机的联系，而显示出游离全剧的特征。

以至于欧阳予倩在１９３７年把《日出》首次搬上舞台
时，删去了第三幕。有关话剧《日出》第三幕的这种

趣事，一方面反映了《日出》总体结构的非戏剧化特

征，另一方面反映了话剧在表现人—外界与社会冲

突上的捉襟见肘。而当《日出》改编成电影时，原著

中第三幕的情节在电影版《日出》中，就显得相当流

畅自然，与陈白露周围上层人物的生活，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而电影版《日出》的编剧曹禺、万方也因在

改编中“注意运用电影思维，发挥电影表现潜力，为

戏剧名著的银幕改编积累了有益的经验”（１９８６年
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委员会评语），获得了最佳编

剧奖。与之类似，话剧《日出》的这种结构也为电视

剧改编提供了更大的合理发挥空间。

《原野》在曹禺的剧作中则是另一种风格。它

受美国戏剧家奥尼尔《琼斯皇》影响明显，具有表现

主义风格。它的内容固然有人与人冲突、人与社会

冲突的层面（仇虎的复仇），但由于作者并不熟悉农

村生活，实际上，这一表层的情节冲突写得不够成

功。周恩来总理曾评价说：“《原野》他想写农民，他

没有生活，他没有写好。”［１］３１５《原野》的精华是第三

幕中对仇虎潜意识的发掘与表现。这使戏剧冲突由

人与人的层面转向了人物内心。用戏剧表现人物内

心冲突，可以看作曹禺为超越戏剧艺术表现极限、突

破自身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而做的尝试和努力。通过

这种尝试，自然可以显示作者高超的艺术创造力，然

而表现人物内心冲突毕竟是小说而非戏剧的长项。

所以，尽管《原野》在表现人物心灵方面成绩不俗，

而舞台效果却一直比不上《雷雨》和《日出》。表达

潜意识与精神幻觉固然不是话剧所长，同时亦非影

视所长，所以１９８１年电影版《原野》在改编时，干脆
或者说是被迫省略了原著第三幕大量有关表现仇虎

精神幻觉的内容，而只突出表现原著前两幕中仇虎

的复仇及与金子爱恋等有关情节，这种避虚就实的

改编手法、编导对电影造型优势的充分发挥及主演

刘晓庆等人的传神表演，再加上许多在当时看来过

于大胆的男女相恋镜头，使得 １９８１年电影版《原
野》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尤其在当时更具有一种艺

术冲击力。然而电影《原野》的这种看似巧妙的存

头去尾式改编，对原著来讲，则是留下了糟粕抛弃了

精华。抓住原著的失败之处拼命发挥，这也许是电

影本性决定了的、编导不得已的选择。由于前两幕

中那些情节，即使在原著中也显得缺乏足够的生活

逻辑，在银幕上就更显得缺乏生活实感，所以影片

《原野》的艺术成就最终没能超过电影版《日出》。

这和话剧《原野》先天地比话剧《日出》难以进行电

影改编这一点，应该说有着很大关系。

曹禺的《北京人》同前三部剧作风格也不相同，

曹禺曾说：“我喜爱契诃夫的戏剧，受过契诃夫的影

响。《日出》还不能说有契诃夫的影响，《北京人》是

否有点呢？不敢说……契诃夫那种寓深邃于平淡之

中的戏剧艺术，确曾使我叹服……我说《北京人》受

点影响……”［８］５８９确实，曹禺的《北京人》不仅与契

诃夫的抒情心理剧《樱桃园》在风格上很相似，而且

在发表后也都具有同样的解读差异———作家强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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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喜剧，而演出者和观众常常把它们看成悲剧。

《北京人》这种受到误读的遭遇，实际上和它所具有

的契诃夫风格是分不开的。这种风格的特征是，通

过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其中人物微妙的对白和动

作，来制造一种抒情气氛，展示人物复杂的内心冲

突。这种剧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一些人物

言行片断，而不是整个事件过程。如愫方的感叹：

“我们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又凄凉又甜蜜的日子

啊！叫你想想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啊！”

再如曾皓给曾文清下跪的细节，就常为人们所称许。

但由于这些细节是那样地平淡，甚至有时难以引起

人们的注意而显得晦涩。如曾思懿极力把病危的曾

皓送往医院，就不易让人想到她是害怕曾皓死在家

中影响卖房，在剧中作者又被迫通过曾思懿的口把

这个意图说出来。揭示内心冲突是小说、是文字的

特长，因此，单从文学性上来讲，《北京人》可能达到

了曹禺剧作的最高峰。曹禺的许多研究者如田本相

等人，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肯定这部剧作的。但用

于演出，则并不适宜，连曹禺也承认，《北京人》不易

产生舞台效果，他曾说：“《北京人》是出‘关门

戏’”。劝中国剧作家“不要学契诃夫”，他想中国人

看戏的习惯是“有头有尾”，他认为莎士比亚比契诃

夫更易于被中国观众接受。［１０］他还说：“我说过，我

受过契诃夫戏剧的影响，但《日出》不是，《北京人》

有点。契诃夫有深刻之处，但是，学是学不像的，中

国人演他演不出来。就是演得出，也没人看。”［２］１４８

其实这种揭示人物心理冲突、淡化外在情节的抒情

性话剧内容，也不易为银幕荧屏所表现。也许正因

如此，《北京人》是曹禺的代表性剧作中，改编次数

最少、改编最迟的一部，并且至今为止，还没有进行

过电视剧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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