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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莎剧《李尔王》生命力之旺盛犹如一长寿老人，必然内聚着天神般健壮体格的特质和天使般不朽灵

魂与思想，而这些体格、特质、灵魂与思想是永恒的神话原型以及不朽宗教思想等文化遗传基因的产儿。

据此，本文试图从《圣经》文学原型和基督教思想两方面，揭示莎剧的旺盛生命力之渊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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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年前莎剧横空出世，以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以后几个世纪里世界各国读者的兴趣。不同时

代的各国莎学学者们更是倾其毕生、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地研究和探讨着其中的无穷奥妙，尤其是宗教

情怀光照下的《圣经》元素更是让人回味无穷。正如莎评家海伦·加德纳所言:“莎士比亚的作品所揭示

的神秘都是从基督教的观念和表述中产生来的，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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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加德纳，1989:74)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抽去基督教这个西方文化之

源，莎士比亚作品中这些能唤起读者内心宗教思想与情感的意蕴自然就会消逝殆尽，这就犹如灵魂出

窍，剩下的自然是一堆毫无生气的朽骨和腐肉。本文试从《李尔王》中所内涵的基督教思想元素以及表

现这种思想所运用的诸多《圣经》原型元素来阐述《李尔王》文本生命力与《圣经》的传承关系，以揭示出

其不朽生命力之奥秘所在。

一 文本之躯— 圣经原型

    当我们仔细研读《李尔王》后，就会很容易地发现文本中有大量的《圣经》原型，这些《圣经》元素在

阅读中一次又一次地激起了读者内心深处那些人类共有的宗教情怀，可谓是“借体还魂”，意味深远。反

然，当读者对《圣经))毫无了解时，莎剧中的这些《圣经》元素必然显得毫无灵气，犹如一堆尘土。本文试

从《圣经》原型中的场景变换模式、人物、情节等几个不同角度分别作一评析，以抛砖引玉，试析《圣经》

原型对莎剧生命力的伟大贡献。

    场景变换模式原型 在通读《李尔王》和《圣经·出埃及记》后，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个故事有着相同

的故事场景变换模式，或者称之为相同的故事框架。即“宫殿斗旷野叶应许之地”这么一个故事场景转

换过程。《圣经·出埃及记》讲述了以色列民因在埃及地受到法老苦不堪言的奴役，摩西受命带领族人出

埃及直至应许之地迎南的故事。这个故事大致可分为三个场景，那就是“宫殿叶旷野升应许之地”。故事

一开始就是摩西带领族人与法老展开了英勇卓越的斗争，故事场景是“宫殿”。随后，他们过了红海又辗

转来到了“旷野”，此时虽无埃及追兵，但由于以色列民对上帝的认识不够而徘徊于旷野四十年，这是一

个肉体受到磨难，也是心灵得到成长的过程，旷野篇以以色列民再次认识了上帝而结束。最后讲述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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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色列民成功夺取“应许之地”的喜悦故事，但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一路劳苦奔波的摩西却与“应许之

地”无缘，他在约旦河彼岸孤独并快乐地看着族人在“应许之地”自由空气里的生活。在《李尔王》中，故

事的场景也大致为:“宫殿斗旷野什应许之地”。各个场景与《出埃及记》中的情况几乎相同，特别是“考

狄利亚之死”也与摩西最后的处境大致相同，以深化文章的宗教和道德主旨。在故事篇幅方面，两者分

别以犹太人和李尔王在精神萎靡不振的状态下对“基督”认识局限性的不断提高的场景— 旷野为主
要场景。这样给“对人生道德和终极等问题作深层次的探索”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李尔王》讲述的

也就是人类面临“悲剧”时的思考，不再仅仅是关于一个名叫李尔的个人故事，而是关乎人类的终极和

道德等问题的思考。因此，这部剧作就具有着极强的穿透时空的吸引力。

    人物原型— “替罪羔羊” 希伯来民族自古以来都有用羊群中最小，且毫无瑕疵的羊羔作为祭物

向神赎罪的风俗习惯。在《圣经》中，上帝(三位一体中的圣父)为了拯救罪恶的世界、救赎众人而差遣他

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三位一体中的圣子)来到世上。在耶稣刚出来传道时，他战胜了魔鬼分别从金钱、

名誉、权位三个方面对他所做的试探，成了“圣洁”的典型，从而也就具备了“替罪羔羊”的必备条件。毫

无瑕疵的耶稣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此为人类的罪恶向神一次性地献上了活祭，成了西方文化中

救赎罪人的原型— 替罪羔羊。在《李尔王》中，考狄利亚在剧首也同样身陷在试探之中，然而她却在金

钱、名誉、权位面前“格外的尊重自己的人格”。虽然考狄利亚离开“英格兰”时失去了物质上的一切，但

她留给人们的印象却像耶稣一样，犹如一只“洁白无瑕的圣羔羊”，为最终的“献祭”作好了准备。考狄利

亚被安排在这么一个情节里，与《圣经》有着不谋而合之处，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考狄利亚第二次在剧

中出现的形象和情景也与《圣经》的“耶稣受难”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这表现在考狄利亚出场的情境、

救赎的对象以及与“两个恶人一同上十字架”等许多细节方面，他们都与《圣经》有着“同位平行”的关

系。这些种种类似特点进一步升华了考狄利亚的“替罪羔羊”和“:女基督”形象，渲染了戏剧的宗教气氛，

震撼了读者的宗教情怀，让剧本永远地戴上了崇高且圣洁的光环，并闪烁着跨越时空的圣光，永远地光

照、润泽和净化着人类的心灵。

    情节原型— “善与恶的斗争” 《圣经·新旧约全书》里讲述了许多“善人遭恶人谋害及他们之间

相互斗争直至最后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这其中，以《旧约·创世记》里那场魔鬼天庭暴动及此后魔鬼

在伊甸园谋害人类始祖— 亚当和夏娃最为生动、形象、经典。这场“善恶冲突”的原型深深地印在西方

人心海深处，形成了许多诸如“善— 恶”、“神— 鬼”等最基本的哲学对立统一范畴和心理运行模式

的基本概念，甚至直觉式地存在于每一个民族的宗教情怀之中。它在众多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

不断地呼唤着人类面对“善恶冲突”时的共同心理情感，通过文学的形式不断温习人类惨痛的历史教训

和对人类终极情怀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教人为善，净化社会道德风俗，起到了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

从“文艺起源魔法说”的理论来看，文学是起源于原始宗教的巫术魔法活动，我们因此有理由把《圣经》

看作是由远古时代祭祀神灵仪式而逐渐演变成的宗教剧，像《李尔王》这样的世俗剧只是《圣经》这部宗

教剧的一种世俗化的变体，所不同的是把故事中的地点、人物名等几个元素稍加改变罢了，而两者反映

的主题始终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上帝和恶魔之间的善恶冲突”。在世俗剧《李尔王》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示例一处:剧中故事的发生地虽被莎翁说成“英格兰”，但在整个剧本中却只是一个模糊概念，时而像

《圣经》中魔鬼谋反的场景— 天庭，时而像《旧约·出埃及记》中摩西带领族人出埃及地一路所遇的场

景。这里的“英格兰”到底为何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莎翁通过替换原型情节中的地名和人名，以此达到

《圣经》原型情节所表达的人类对 “善与恶”的共同情感和宗教情怀，以及发挥上述所提到的文学的道

德教化作用。正因为如此，((李尔王》永远会散发着不朽的芬芳，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青睐。

    由此可见，《李尔王》的躯干是用《圣经》故事场景模式为框架，用相仿的《圣经》人物形象做主人翁，

最终表达一个与《圣经》相同的情节主题所构成的。因此，它具有像西方文化的源泉— 《圣经》一样的

活力，永远能唤起读者对人类生存困境等终极问题的思考以及与之相应的原始宗教情感，因而具有永

恒的生命力。



《李尔王》文本《圣经》元素探析 123

二 文本之魂— 基督教思想

    当抛弃基督教文化思想观念去理解莎剧《李尔王》时，剧本中的某些情节往往就会令人费解，甚至

被认为是莎翁的“败笔”，剧情也显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气，似如朽骨。缺乏基督教情怀的光照，用异质文

化机理对《李尔王》进行解析，形式看似合理，但实则势必有生析硬解原文化机理之过、牵强附会之嫌，

结果也必然有荒唐可笑之处。在这儿如果我们运用基督教思想文化理念去理解剧本情节的话，我们就

能很容易地解析出符合整个文本、符合大的文化背景的结论来。基督教思想是文本阐释中不能忽视的

要素。这些文本深处的文化思想是一些对人类生活的经典感悟，是西方文明建设史上人们生活德行的

方向指标，具有深远而广泛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西方文学中反复提及的道德主题，是文本生命力形成

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下面本文试图从基督教《圣经》文化思想的视角来阐释令人费解的“李尔的恋女

情节”和“考狄利亚之死”，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情节不仅很容易化解，而且其中还蕴涵着深奥的基督教独

有的文化思想，对深化文本中特有的文化思想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基督教是一个“一神论”的宗教。十诫的头一条便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申命记》六

章十三至十四节说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周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神是忌邪的

神。”同时，《圣经》多次责骂那些既拜耶和华又拜马门(指世俗)的犹太人，并把他们比喻成“与几个男人

行淫乱的淫妇”。这里的“淫乱”喻指信仰上的“不纯正”。从基督教的这种一神论原理来看整个剧本，高

纳里尔和里根可以被理解为那些“四围国民”中的两位。他们本质上不属于耶和华的子民，所以耶和华

神放任他们。即便耶和华知道这些人拜他乃是为了世俗，但仍然满足他们对世俗(马门)的欲望。然而考

狄利亚却正像耶和华神从万国中检选出来的以色列国一样，是上帝所喜悦的，而考狄利亚和以色列国

一样也必须为这个“选民”的身份向上帝尽一定的义务，那就是只信(爱)耶和华一位神，唯爱基督。而

且，这个“信”也正是犹太人的先祖亚伯兰(也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与耶和华神立约的内容。考狄利亚

自己也说:“我的姐姐们要是用她们整个心来爱您，那么她们为什么要嫁人呢?”(朱生豪，2003:308)因

此，从基督教思想观念来看，李尔对考狄利亚所要求的那份特殊的爱是最为神圣的，也是选民为自己的

身份应尽的职责的一种象征。这种爱正像(圣经》中耶和华神要求以色列人如何爱上帝一样含不得半点

瑕疵。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在基督教光照下“考狄利亚之死”的非世俗意义。在一般的戏剧中大都会是“好

人有好报”，但莎士比亚却反其道而行，让李尔三个女儿在故事的结尾都死了。这曾经让许多读者提出

疑问，譬如:为什么一个无罪的义人最终和恶人一起受死?死亡意味着什么?这难道正是塞缪尔·约翰逊

指责莎士比亚情节上的漏洞吗?我们认为绝对不是，这实际上正是莎翁在文本中让读者思考“死”的基

督教意义所设置的一贯的情节。

    按基督教经典《圣经》对死的理解，我们便可明白莎士比亚让义人考狄利亚与那两个恶魔式的姐姐

一同死去的情节并不是胡乱拼凑的。此情节正是莎翁为了让读者对“死”的基督教意义有所思考而特意

设置的情节。此情节原型恰恰源于“耶稣和两个强盗同钉十字架”。同时，基督教对这三个人各自“死”的

意义，以及灵魂的归宿也有着不同的阐释。《圣经》中的“死”一般分为三种:①肉体的死亡，就是人的身

体与灵魂的分开(《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②灵性的死，就是人在属灵生命上与神可以恢复的分离。③

永远的死，就是指人落在地狱里，永远与神的分离(((启示录》二十至二十三章)。第一种“死”对异教徒来

说就是叫他们失去一切认为是美好的事物，接受神的审判，最终被抛在地狱里承受永远的惩罚。但对行

为端正的信徒而言，死亡就是对痛苦人生的一种解脱，使他们进人一个更美好的境界，享受永远的福

乐。《圣经》中的耶稣死后灵魂回到了天堂和圣父的怀抱。考狄利亚也像耶稣一样为“义”而死，所以她死

后也像耶稣一样，不但受到了人们的敬重和怀念，而且也回到了父的怀抱之中，灵魂得到了永远的福乐

和超度，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喜剧，而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悲剧。

    《李尔王》的文本中不但设置情节让读者思考为正义而死的意义，而且也相应设置了情节让读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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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为恶而死的意义。第一种死亡因灵魂和肉体的分离而死，也会因灵魂和肉体的再次合一而复活，这就

是基督教的复活论。这二种死和第一种死一样都有复活的可能。如:与耶稣同上十字架的两个强盗的灵

本是与上帝分离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属灵生命本来已经死了，但其中一个强盗在最后一刻“信靠”了耶

稣，于是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

节)。”这时这个强盗的属灵生命就复活了。本剧中的爱德蒙以往和那些强盗一样杀人越货、无恶不作，

但最后他良心发现，说出“杀死李尔和考狄利亚”的密令，并帮助肯特解救考狄利亚和李尔。最后我们可

以从奥本尼的言语中感觉到人们已经原谅了爱德蒙，就像耶稣宽恕那个强盗一样宽恕了他。所以爱德

蒙的“死”恰恰喻表了这种失去地上的福气，却得到了永生的福气。第三种死是指灵魂永远与上帝分离，

灵魂不能复活，没有希望，只能在火湖里接受永远的惩罚。那个到死还讥笑耶稣的强盗和死不悔改、执

迷不悟的高纳里尔和里根的最后结局一定会使有基督教信仰的读者联想到这种“永远的死”。他们的死

是一种坠人深渊、毫无指望、灭绝性的死。剧本借此不但起到了惩恶扬善的社会道德教化意义，而且也

引导读者对人类终极问题之一的“死”作了基督教文化视角下的思考，深化了文本的宗教思想，进一步

渲染了文本的基督教情怀，使文本镀上了与宗教一样永恒的光芒。

    综上所述，基督教圣经原型和基督教思想分别是莎剧的躯体和灵魂，赋予了文本西方经典文化思

想的特质和耐人寻味的宗教色彩，离开了它们莎剧就会显得毫无生气，甚至会出现“恋女情结”这样畸

形的怪胎，更无任何生命力可言。正是从这种基督教圣经文化的独特视角来审视莎剧《李尔王》，我们才

能更清晰地认识其《圣经》原型构筑下的文本本身所超度出的宗教情感，更深刻地、更准确地理解其情

节的合理性、其思想内涵之深邃和文本生命力源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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