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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克是個學貫中西而又十分具有獨創性的劇作家。早在三十

年代的上海，他就和林語堂，吳經熊等人創辦了英文月刊《天下》

雜誌，向國外介紹中國文化。《天下》雜誌上不只刊登過他寫的

電影評論，戲劇評論，而且還有他翻譯的中國戲曲腳本，比如「販

馬記」。姚克對於傳統戲曲和戲劇的興趣可見一斑。他曾訪問蘇

聯，遊學歐洲，並就讀於耶魯大學戲劇學院。對於早年的遊學經

歷，他在給美國學者 Edward Gunn 的通信中總結道：「二三十歲

的時候我曾像同時代的人一樣是易卜生的追隨者。在蘇聯，西歐

旅行一番，又到耶魯戲劇學院讀書之後⋯⋯我開始對於西方戲劇

產生懷疑（我指的是當代的西方戲劇）。在我看來，西方戲劇對

於西方觀眾已經過於艱澀，知識的成分過多，更不要說對於中國

觀眾了。」 

 

《西施》創作於五十年代中期，這時姚克已經在香港居住了

十幾年了。在《西施》的劇本前言中，姚克提出了創作「中國的」

新戲劇的主張，要求劇作家忌剽竊，忌模仿，反對形式至上，以

觀眾為中心，不能脫離大眾。這些看法若放到姚克自己的戲劇實

踐中詮釋，就是要在中西戲劇傳統中間尋求有機的結合，選擇中

國觀眾所熟悉的傳統故事，賦以新的現代的戲劇形式，盡量達到

雅俗共賞。這個思路源於姚克的上海經驗。五十年代的香港的文

化環境雖然與上海有所不同，沒有經常上演話劇的劇場和職業劇

團，排演話劇的多為由中學生、大學生組成的業餘劇團，但是姚

克並沒有因為環境的不同而改變創作思想，相反，在上海時已具

雛形的戲劇思想到了香港之後得以繼續發展。 

 

姚克在戲劇「中國化」上的實踐首先體現他對於古裝戲的偏

愛之上。他寫過好幾個古裝戲，除《西施》外，還有《清宮怨》、

《美人計》、《楚霸王》及《秦始皇》。寫古裝戲最關鍵的一點在

於如何改寫歷史。西施的故事散見於多部史書之中，但都不完

整。大部分歷史敘述都把重心放在吳越相爭之上，把吳王描寫成

一個荒淫無度的昏君，把越王勾踐刻畫成一個臥薪嘗膽，有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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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抱負的正面形象，在這樣絕對的正反對立之中，西施只不過是

一個工具，是一個單純平庸的愛國女子而已。明朝梁辰魚有《浣

紗記》，以歌詞為主，並不重視人物的性格，事態的發展，也不

能完全適應現代話劇的要求。姚克對於這些敘述都不滿意，他並

不十分關心歷史的真實性，而是關心故事的戲劇性。所謂戲劇

性，是要求人物性格豐滿，人物之間的衝突要在情節的發展過程

中自然地體現出來。如果一開始就已經將人物定性，那麼情節無

法發展，也就沒有「戲」了。 

 

姚克在《西施》中一反傳統歷史的描述，把西施放在最重要

的地位，著力刻畫西施和吳王夫差之間的張力和感情，同時在這

兩個中心人物的周圍又佈置了代表各種正正反反的勢力的大

臣，使得兩個個人的小故事有機地與關於國家政治，民族存亡的

大敘事聯繫起來。這樣處理既沒有過於違背歷史的真實，又符合

現代話劇的要求，實在是一個獨具匠心的改寫。 

 

獻西施是文種向越王提出的「滅吳九略」中的一略。西施本

是一滅吳的工具，她的命運並沒有給她提供太多的選擇，她只能

是「禍水」、「妖孽」。姚克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把西施塑造成一

個愛國英雄，但是這仍不能給這個人物賦予更多的心理深度，使

觀眾感到她除了是一個絕色美人之外，也是一個有感情有思想的

真實的女人，所以姚克選擇了一條中間道路。西施既沒有自始至

終地愛國，也沒有自始至終地誤國，她是卡在兩個國家之間的一

個渺小的個人，是一個沒有地位的女人，但是她卻有自己的原則

和審美標準。「忠」對她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做人的信念，但是「忠」

並不意味著茫然地效忠於某一個政權，她對忠良有自己的看法，

這體現在雖然伍子胥處處和她作對，她對他卻充滿了尊敬，因為

他是個忠臣。她忠於吳王夫差，但是同時又身不由己地在吳國的

滅亡之中扮演一個角色。她沒有辦法逆轉歷史，但是卻又忍不住

在歷史之外表達一下她個人的要求，表現一下她自己的性格，比

如除了忠之外她還要愛，她還需要能夠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的機

會。春秋時期是一個亂世，周室衰微，諸侯爭霸，社會規範並沒

有統一，也沒有固定下來，是可能允許西施這樣有個性的跨國英

雄存在的。這一方面可以解釋成姚克對於歷史的理解，另一方面

也可以看成姚克的現代思想甚至女性主義的傾向。姚克一向十分

重視女性在歷史中所起的作用。在他的另一部話劇《清宮怨》中，

把珍妃描寫成比光緒還要堅強還要勇敢的人物。這些女人往往是

受到壓抑的，她們永遠擺脫不了後宮甚至冷宮的命運，但是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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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某些時刻，她們是有勇氣公然對抗的。 

與珍妃相比，西施的性格更為複雜，姚克安排了種種戲劇衝

突來反映她的性格的多面性。第一幕《獻美》中，當吳王已經聽

信了伍子胥的勸告，欲將西施送回越國時，西施突然心生一計，

當眾向吳王提出挑戰：「他們既將賤妾比作妹喜妲己，那不就是

將大王比作桀紂了嗎？」一句話激起了吳王驕傲的脾性，把西施

留了下來。這個細節體現了西施的機敏。第二幕第一景《探病》

中，西施反攻為守，半推半就，有效地提醒了對她有防範之心的

吳王，她不只可能是「國家的敵人」，而且更是一個於後宮服侍

他的女人。第三景《借糧》中，伍子胥設圈套考驗西施對於吳國

的忠誠，西施巧言相對，使得伍子胥暴露出他的偏狹的一面。但

是，西施也須暫時放棄她對越國的責任，還好吳王前來相救，可

見西施必須借助她周圍的勢力才能夠表現她的聰明和力量。政治

的運作永遠左右著個人的命運，這個衝突在像吳王西施這樣有個

性的人物身上體現的尤其突出。第三幕《斬胥》，第四幕第一景

《私語》中，我們看到隨著西施的政治地位不斷上升，她在吳王

心目中的位置越來越重要，她的自主性卻越來越少。她本來是不

在乎國家政治的，正如她反問鄭旦的那樣「想我們到吳國來的時

候，越國的百姓都把我們當作媚敵的奸逆，罵我們無恥，難道如

今他們倒能原諒我們了嗎？」但是她卻不可避免地在吳國政治中

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伍子胥因她而被斬，吳王為了洗清他迷戀

西施的惡名而提前往黃池赴會，因而給越國造成進攻的機會。這

些細節完全可以構成西施誤國的證據。安排這些細節證明姚克無

意為西施或者吳王正名，他關心的是這些國家大事背後的東西。

從第三幕開始，西施對於吳王的愛情越燃越烈，對於鄭旦所效忠

的越國越來越失望，以至於她在越國攻城的關鍵時刻，隻身離開

姑蘇，冒險去尋找夫差。這個時候，她已經完全背叛了越國，但

是這也體現了她對夫差的一往情深。愛情和責任的衝突始終貫穿

著西施的性格，使她免於流俗，免於平淡。 

 

第一幕《獻美》和第二幕第三景《借糧》相對於全劇其他部

分來說，是起伏跌蕩以情節取勝的段落。在《西施》的前言中，

姚克談到他自己對於吳越之爭的歷史的不同看法。在他看來，吳

王不是沉湎於女色的紈絝子弟，太宰伯邳，大臣伍子胥之間也不

能以「奸臣」和「忠臣」來劃分。歷史上之所以有這樣的說法是

因為人們喜歡以成敗論英雄。所以《獻美》一開始就從比較客觀

的角度描寫了幾派的政見上的衝突，等到范蠡前來獻寶，衝突更

緊，伍子胥看相又掀起另一波。全場的高潮由西施的巧計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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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看來十分一氣呵成，引人入勝。此外，這兩場的語言也非常

值得注意。全劇每一場都以兩個字為標題，《獻美》、《探病》、《借

糧》、《斬胥》、《夜奔》、《突圍》等等，令人聯想起元曲或者是明

傳奇的風格。姚克的對話寫得十分古雅流暢，比如，伍子胥把西

施描寫成「色如夭桃而不媚」、「目如秋水而不邪」、「貌似莊而不

重」、「神欲斂而彌彰」，這些句子是沒有深厚的古文修養寫不出

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