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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对莎士比亚之影响

姜 华

(新疆昌吉学院外语系 新疆 昌吉 831100)

摘要：就对文学的直接影响而言，古希腊的神话和基督教的《圣经》已经成为浸润欧芙文学的不可或缺

的两支伏流。提起《圣经》，不少中国读者便会因它是基督教的经书而敬而远之。诚然，《圣经》有其神秘成分，

让在“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觉得荒诞无稽。欧芙文学一向以希伯来文学和希腊

文学为其渊源。许多欧美第一流的作品，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或散文，它们的思想脱胎于圣经，它们的感情

来源于圣经。《圣经》之于莎士比亚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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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几千年，它不仅

是一部分人的信仰，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整个人类

的文化。而基督教是西方文明根源之一，它对于

西方人的理想，情操，信念，价值观，思维方式

乃至社会历史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和影响，似

乎怎样形容都不过分。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与基

督教的经典《圣经》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国学者柏

格斯曾经指出：“莎士比亚汲取《圣经》的井泉如此

之深，甚至可以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

作品。，，[q英国当代评论家海伦·加德纳也视莎士

比亚悲剧为“基督教悲剧”，认为他的作品“所揭示

的神秘，都是从基督教的观念和表述中产生出来

的，他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特点，都是与基督教的

宗教感情和基督教的理解相联系的。，，[23莎士比亚

的戏剧与《圣经》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

是《圣经》的观念和精神(主要指仁慈、宽恕、博爱)

对作家创作的巨大影响；二是作家在艺术上对《圣

经》典故的巧妙运用。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做一

浅析，易于使读者能换个角度来全面、深入地认识

莎士比亚戏剧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众所周知，《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同时也是

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世界尤其欧

美各国流传最广、影响极大的文学名著。莎剧中

弥漫着基督教义。实际上可以这么说，如果对基

督教义没有一丝一毫的理解或认识的话，莎士比

亚戏剧是看不懂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既具有当时

先进文学所共有的那种反对封建桎梏、争取个性

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强烈的时代精神，同时也贯穿

着作家特有的仁慈、宽恕和博爱的基督精神。基

督教是爱的宗教，《圣经》中关于仁慈、宽恕和博爱

的箴言和训诫比比皆是。它们告诉世人，有了爱，

一切过错和仇恨都可化解。按照《圣经》，这个世

界也充满罪恶，人生来就是罪人，由头顶至脚底，

由里面到外面，充满了淫乱、凶恶、贪心、骄傲、自

私、说谎、憎恨⋯⋯。《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

罪的代价乃是死”[3]。“死”是犯罪的结局。但顶

奇的事发生了，神宣告说，他爱世人，他把爱放在

他与世人中间。不但如此，他还把它的独生子耶

收稿日期：2008一05—24

作者简介：姜华(1966～)，女．昌吉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37

万方数据



昌吉学院学报 2008年第4期

稣赐给众人，叫众人反得永生。耶稣代表爱，耶稣

就是爱。爱是最强有力的武器，用爱可以融化一

切坚冰。在圣经里我们可以随处看到这样的教

义：“宽恕别人过错的，得人喜爱；不忘旧恨的，破

坏友谊。小]。“憎恨引起争端；爱能掩盖一切过

错。”[5]。“彼得问耶稣：‘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

我该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够吗?’耶稣说：‘不是七

次，而是七十个七次!’"[6]。“耶稣还说‘你们饶恕

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你们不饶

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的过

错。，加]。《加拉太书》云：“要通过爱心彼此服侍，

因为全部的法律合成一句话，那就是爱人如己。”

这些思想对作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莎士比亚来

说，无疑会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事实上，仁

慈、宽恕和博爱一直就是莎士比亚戏剧所竭力表

现的主题，正是这一主题构成莎士比亚的鲜明个

性。

《威尼斯商人》是一部集中体现仁慈、宽恕和

博爱精神的喜剧杰作。全剧以爱情与友谊为主

题，贯穿着对于真诚爱心的赞颂。安东尼奥是作

家着力歌颂的人物，是“一个心肠最仁慈的人，热

心为善，多情尚义”。剧中的安东尼奥是以基督徒

的身份出现的，他的思想和行为同样符合基督徒

精神。他按照圣经的教导办事，借钱给别人只为

解人所难，不为取利。他本着一个基督徒的原则，

为朋友担负债务。在法庭上，他坚持正义，甘愿照

约受罚，而且面对苦难默默忍受，表现出耶稣基督

那种死而无怨的美德。显然，莎士比亚在这里更

多地以理想的基督徒为模型，塑造了安东尼奥这

一艺术形象。同样，在鲍西亚身上，也体现出一种

无私的仁爱精神。他和安东尼奥一样，也具有理

想基督徒的品质。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在法庭上用

基督教的仁爱精神劝说夏洛克行善的那段关于慈

悲与公道的名言里：

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

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

福与施与的人，他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比皇冠

更足已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御杖不过象征着世

俗的权威，使人民对于君王的尊严凛然生畏，慈悲

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利之上，他深藏在帝王的内心，

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行，执法的人尚能把慈悲调

剂着公道，可是请你想一想，要是真地按照公道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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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起赏罚来，谁也没有死去得救的希望，我们既然

祈祷着上帝的慈悲，就应该按照祈祷的指点，自己

做一些慈悲的事。【B]

从鲍西亚要求夏洛克“祈祷上帝的慈悲”、“按

照祈祷的指点做一些慈悲的事”不难看出，对她来

说，善行出自仁慈，而仁慈源于祈祷。这段话使她

颇像一个谆谆善诱地劝人敬仰上帝的神父。等到

对夏洛克进行判决时，鲍西亚仍不忘慈悲为怀，要

求公爵和安东尼奥对他从宽发落。当他从威尼斯

返回贝尔蒙特，看到自己窗口的灯光时，又禁不住

感叹道：“那灯光是从我家里发出来的。一只小小

的蜡烛，它的光照得多么远!一件善事也正像这

支蜡烛一样，在这罪恶的世界上发出广大的光

辉。，，[g]这段话可以说是全剧的点睛之笔。它集中

体现了作家所要歌颂的仁爱和无私奉献精神。而

这段话恰恰源自《马太福音》第5章14至16节：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

家人。你们的光也应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

见你们的好行为。”

莎士比亚在悲剧创作中同样持守了对仁爱、

宽恕精神的执著追求。海伦加德纳指出，除了莎

士比亚，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对宽恕这一主题有如

此充满想象力的理解，并如此令人难忘的表现。

在早期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那位帮助一对

青年情侣结合的劳伦斯神父就是仁爱的象征。剧

作结尾时，正是由于他的劝说，两个世代相仇的家

族才言归于好，这种宽恕与和解的基督精神与古

希腊悲剧中冤冤相报的复仇观念形成鲜明的对

比。

莎士比亚在其作品中对《圣经》故事的引用之

多，是他成为引用《圣经》典故的大师。莎士比亚

通过阅读《圣经》不仅获得了他所需要的知识，而

且也显然领悟了宗教改革家们的思想精髓。莎士

比亚对《圣经》典故的引用正是这种宗教改革“思

想精髓”的艺术体现，它成为剧作家批判意识的

重要因素，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生活中丑恶事物的

憎恶。《哈姆雷特》中引用《圣经》故事为上帝创

世，该隐杀弟以及耶弗他献女的故事，这些故事

构成了一条明显的思想链条，其核心就是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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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落与罪恶。这种观念正是16世纪末，17世纪

初英国社会现实的艺术关照。

哈姆雷特谈论“人”的时候，在热烈地赞美之

后急剧地降调。他说，“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

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这显然包括了

《旧约创世纪》的内容，即上帝创造世界万物，并

用泥土造出了第一个人亚当的神话．在《旧约》

中，上帝“用泥土塑成的生命”深深地打上了原

始罪恶的烙印。哈姆雷特对母亲的谴责，对奥菲

利娅的泄愤，都包含了夏娃受魔鬼诱惑，引诱亚

当吃禁果而遭贬谪的故事，他痛心于母亲的失

节，喊出了“脆弱呀，你的名字就是女人!”[1妇这

里暗含《创世纪》中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成了世界

上第一个女人夏娃的故事。女人不是用坚硬的泥

土造成的，而是用脆弱易折的肋骨造成的，因此

他们的身体，、意志都是“脆弱”的，这种特征使夏

娃经不住魔鬼的诱惑。哈姆雷特认为母亲背叛父

亲、奥菲利娅毁弃爱情都是女人“脆弱”的明证，

他对奥菲利娅说“美德不能熏陶我们罪恶的本

性。”[12]

《哈姆雷特》中关于人类堕落的第二个方面的

表现就是兄弟骨肉相残。作品引用了该隐杀害兄

弟的故事，鞭挞了克劳狄斯永久洗刷不净的血腥

罪行。该隐杀害兄弟的故事出自《创世纪》。该隐

是亚当、夏娃的儿子，他出于妒忌把弟弟亚伯杀

了，成为世间第一个杀亲的罪人，受到永久的诅

咒。克劳狄斯在祈祷时说，“我的罪恶的戾气已经

上达于天，我的灵魂上负着一个原始以来的最初

的咒诅，杀害兄弟的罪行”。[13]哈姆雷特在墓地上

同霍拉旭谈论掘墓人挖出的一块骷髅时说，“好像

他是第一个杀人凶手该隐的颚骨似的”。[14]在《哈

姆雷特》中关于该隐杀害兄弟的故事两次出现，

他昭示了为争夺权力骨肉相残的冷酷的现实。剧

中关于耶弗他的故事显示了父女之间为了利害关

系而造成的悲剧。波洛涅斯为效忠国王东奔西

跑，到处刺探哈姆雷特的秘密。哈姆雷特对他发

出了警告：“以色列的士师啊，你有一件怎样的宝

贝!”[15]哈姆雷特警告波洛涅斯不要像耶弗他那

样把自已的爱女作为可怜的牺牲祭品。耶弗他的

故事出自《旧约·士师记》11：29。据记载，耶弗

他是以色列人玛拿西部落的首领，称为士师。在

以色列人同亚扪人作战中被推选为统帅。在作战

之前他发誓：如上帝保佑他获胜，他就把回家时

所遇到的第一个生物献给上帝耶和华。他原以为

“遇到的第一个生物”可能是一条狗或一匹马，谁

知，在他作战胜利返回时，第一个冲出来迎接他

的竟是他的独生女。耶弗他不敢违背誓言，把女

儿献在耶和华的祭坛上，焚烧了她的躯体。哈姆

雷特的警告不幸而言中。波洛涅斯为了向国王献

媚取宠，破坏了女儿的爱情，把女儿推向了牺牲

的祭坛，最后发疯落水而死。波洛涅斯的愚忠以

及自作聪明，使自己一家三口人：波洛涅斯本

人，她的儿子雷欧提斯，女儿奥菲利亚全都成了

哈姆雷特与克劳狄斯之问激烈斗争的牺牲品和殉

葬品。

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哈姆雷特》的主题是

关于“复仇”。《马太福音》第五章38节，耶稣这样

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

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莎士比亚

从小就被灌输不要复仇，要原谅，要宽容。哈姆

雷特的悲剧不在于他没能早早杀死克劳狄斯，而

在于本是充满“爱”的心灵却变成了“恨”。哈姆雷

特成了“恨”复仇”的代名词。我们都可以在我

们身上意识到哈姆雷特的存在。哈姆雷特本应该

忽视不管鬼魂的指示(复仇)，但他却将它们付诸

实践。哈姆雷特不是将克劳狄斯的罪行暴露在众

人面前，却给自己判了流放。复仇的逻辑在伊丽

莎白时代的观众来说是非常普遍的，但是莎士比

亚却看透了它。正是由于哈姆雷特的“半心半意”

和拉色提斯的“全心全意”的复仇，舞台上才布满

了尸体。

四

故当我们欣赏西方文学作品时，还应该从宗

教这个角度来审视。而我们的文学批评却较少涉

及宗教领域。笔者教授《英国文学》这门课时，深

深感受到这方面的缺陷。教科书中大量充斥的都

是用“阶级”的观点去批判现实。且以《哈姆雷特》

为例。《英国文学选读》这样评价《哈姆雷特》：“⋯

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法塑造了哈姆雷特这个世界文

学史上著名的经典形象，并在这个典型形象身上

倾注了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161《英国文学史及

选读》则说：“在莎士比亚的笔下，中世纪史话有

39

万方数据



昌吉学院学报 2008年第4期

了一种新的内涵和意义。丹麦人的名字并不能让

观众和读者淡化莎士比亚在剧中所描写的是英国

这一事实。此悲剧的整个部分都渗透着他生活的

那个时代的精神实质。《哈姆雷特》最能表现莎士

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他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批

判。，，[171《英国文学简史》这样评论：“哈姆雷特是

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摆脱了中世纪偏见和迷信

的人。⋯⋯像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他对人怀有

深深的尊敬，并对人能战胜自己的命运深信不

疑。⋯⋯哈姆雷特是一个学者，一个战士，并且

还是一个政治家。他的形象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

人的多才多艺。⋯⋯他的学识，智慧，崇高的秉

性，还有它的局限性和悲剧都代表了世纪之交的

人文主义者。’，[181陈嘉的《英国文学史》则是赤裸

裸的谈“复仇”：“首先，哈姆雷特忙于个人复仇，

但与此同时试图以一种非常模糊的方式去“纠正”

那个“时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它的主要

目的是个人复仇，其次才想到废除那个时代的社

会罪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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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莎剧《哈姆雷特》可以从多角度去欣赏，

不仅仅限于“复仇”的主题。但如果从宗教的角度

来看，莎士比亚想传递的信息就是不要复仇。正

因为复仇，悲剧才产生。哈姆雷特被称为“复仇

王子”。人们似乎接受这样一种价值观，认为复

仇是对的。哈姆雷特应该复仇，连中国都有句谚

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如果我们的学生能从以

上文学作品中学到“宽恕”、“爱”，知道“复仇”是不

好的，那是怎样的一种精神营养!笔者在教授《英

国文学》时常常想，一个大学生从18岁跻身高等

学府，到22岁本科毕业，本是其生命史特有的“灵

魂发育季节”，他本就有权要求大学设置有关“精

神营养”教程。我们如何引导学生去欣赏那些文

学巨著呢?我们的大学缺乏人文关怀，偏于政治

导向。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能否给学生提供多角度

欣赏?打开他们的眼界，让他们对人、对社会有个

真实地了解，听到另一种清洁的声音，开阔另一种

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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