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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圣经原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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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教会文化之间文化精神传承认识逐步深入，研究者们开始以

更加客观而且全新的角度去解读莎剧，尤其是开始关注莎士比亚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本文主要介绍了莎剧中的圣

经原型研究的理论依据、研究现状、在国内取得的成果、仍然存在的不足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本文在展现莎士比

亚戏剧中的圣经原型在中国的研究现状的同时，也为人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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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教会文化之

间文化精神传承关系认识的逐步深入，研究者们开始以更加

客观而H伞新的角度去解读莎剧，尤其是开始关注莎十比亚

与基督教文化的父系。日前，莎学批评界普遍认为，莎士比

亚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其戏剧作品与《圣经》存在着密切

的联系。其巾，圣经文学原型在莎剧巾的广泛运用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证。

一、莎剧中圣经原型研究的理论依据

20世纪初期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这样认为，原型或称

原型意象是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 “它们是人类早期社会

生活的遗迹，是莺复了亿万次的那些典型经验的移{淀和浓

缩”⋯1。弗莱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步指出，“原

型”即是文学作品中“那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也即

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神话象征。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对当代

西方文论作出了重要贞献，成为了现代两方最有影响的文艺

批评模式之一。

在弗莱的批评体系中，各种文学类型被看作是神话的延

续和演变。而在各种神话中，弗莱特别推崇宗教圣典，尤其

是基督教《吊经》，认为它是“一种特定的神话，一种从创

世纪到启示录都独一。无一：的原型结构”【2】。在弗莱看来，

《圣经》是“文学象征的渊源之一”，并“对文学中的象征

体系起着主要的影响”13l。莱肯也曾指出：“《圣经》包含

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各种原型”Hl，因此，弗莱以及

后来的许多学者都曾指出，要全面准确地了解西方文学，其

必要前提就是熟读基督教《吊经》。《圣经》对后世作家作

品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出生在16世纪英困的莎士比亚自

然也不能例外。

l 6世纪的英闽IE是基督教十分兴旺活跃的时期，英译

《圣经》的高潮也正是发生在这一世纪。j{l生于一个富有的

1 1 6I基督教家庭的莎七比弧必然也会受到这次浪潮的冲击，更何

况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对《圣经》十分熟悉的基督徒，p司此

基督教文化必定会在他内心留一I-"不可磨火的痕迹，并影响他

的创作。我们在阅读莎翁的作品时总能深深感受到其字里行

间所渗透的仁慈、博爱、宽容等基督教精神，这正是莎翁受

到《圣绛》影响的一个主要表现。不过除此之外，莎剧中人

量《圣经》原型的运用也是二者之间存在影响的一个有力证

明，它是莎翁受到《圣经》影响的另一个重要体现。

现在已有研究者开始着重从原型的角度来考察莎剧与基

督教文化之间的火系。这种莎剧原型研究主要以原型批评为

方法，将《吊经》原型与莎剧巾相应内容进行比较来寻找二

者之间的类似性，从而证明基督教《旱经》对莎翁影响的存

在。此类研究能够促使读者在解读莎刷时自觉地将其置r基

督教文化背景之卜，以千fi虑的羊绛原型为参照，使得他们能

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莎剧，并由此对其获得一种更完整而

深刻的认识。故而，莎剧巾的圣经原型研究不仅以具体详实

的例证直观地展爪了莎翁创作深受《圣经》影响的事实，令

人信服，而且还为解读莎剧打开了一个新的窗r]，使人们对

莎剧获得一种伞新的认知。

二、国内研究的现状

目前，尽管困内此类研究卡H关论文也不时见诸-丁．各类期

刊，但相对来讲，整体数量并不多，而国内核心刊物上收录

的则更少，从总体上看，此类研究在困内仍处在。个初始阶

段。为了具体地展现中国学者对莎剧巾圣经原型研究的现

状，本文试根据在论文统计方面比较有权威的“中困期刊全

文数据库”巾榆索到的中国学者在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

的数据，分析。。下天于莎士比亚戏剧巾的圣经原型在中困的

研究现状。

在“中同期刊伞文数据库”中笔者共检索到18篇涉及到

莎剧中圣经原型研究方面的论文，其公开发表的时间主要集

中在2000——2006年问。这些论文讨论角度的侧藿点依次为

莎剧中的圣经人物、母题、结构模式、情节、意象原型五个

方面，而就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和观点而占，则义主要具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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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特征。

莎剧中的圣经人物原型研究主要集中存对莎剧中的耶稣

基督原型和大卫、摩西原型的研究上。耶稣基督原型人物是

莎十比业戏剧中最常出现的人物类型之一。其中，研究者讨

论最多的有哈姆莱特、罗密欧和朱丽叶等人。除了耶稣基督

以外，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中的亨

利五世则都是以《圣经》中的摩西、大卫为原型来冁造的。

在圣经母题原型研究力．面，研究者们主要探讨了恨、崇

拜、忏悔、上帝、罪等圣经母题在莎剧中的显现。研究者们

在对恨、崇拜、忏悔、上帝母题进行研究时义往往将其分解

成不I-j的侧面，通过考察各个侧面在莎剧中的呈现来论证莎

剧对某～原型母题的借用。存考察“罪”这一母题时，研究

者则主要分析了“罪”在莎士比亚喜剧、悲剧以及历史剧中

所呈现的不同的特征，由此展现莎士比哑对“罪”认识的一

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以及他埘待基督教态度的不断变化和一

生思想探求的轨迹。

在圣经结构模式原型研究方面，研究者们最感兴趣的则

是圣经中的U形叙事结构模式，即《圣经》叙事所遵循的“乐

同一犯罪一惩罚—忏悔一得救”模式。反观莎士比弧，无论

是其戏剧作品，还是他的整个创作过程都呈现出了《圣经》

这种U形的叙述结构模式。此外，有研究者还指出，耶稣基督

的受难一复活模式也是莎剧巾。。个反复出现的原型结构。

存簪经情节原型方面，“善恶冲突情节模式”是研究者

们讨论的比较多的，另外还有“性格弱点导致悲剧”情节模

式。此外，有学者还指Ⅱ；《暴风雨》的情节暗含了《创世

纪》中神话和族长的传说。

在圣经意象原型方面，研究的焦点土要集巾在蛇(或魔

鬼)这一原型意象上。蛇的意象旨意主要是恶，不过同时它

也创造了善，它使人类从懵懂止向了智慧。在莎翁的笔下，

尽管蛇的原型被置换成了人，但他们一样具有欺骗、诱惑、

背叛等邪恶的性质，如《哈姆荣特》巾的克劳狄斯、 《奥塞

罗》中的伊阿古、《李尔手》中的里根等人。不过与此同

时，也正是W为他们的邪恶才更加凸显了英雄们的崇高，因

此，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正如《圣经》巾的蛇一样在破坏的删

时也创造了善。

三、对国内研究现状的认识

可见，目前国内研究者在莎剧中的圣经原型研究方面已

取得了。。定的成果，不仅使人们认识到了各类圣经原型对莎

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巨人影响，而IL进’一步论证了莎士比亚与

基督教文化之『HJ这利t犹如“水中盐”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我们在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欣喜的同时，也戍冷静

地看到此类研究也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目前，困内学者在

相火研究中往往主要关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母题、人物、结

构、故事情节以及意象等与《圣经》丰H应内容之间的平行比

较，即一种外在的对应的比较。它虽然清晰地展现了莎士比

亚作品中所运用的筝经原型，并使读者感受到了莎剧中浓厚

的宗教色彩，但其在研究《圣经》对莎士比弧的影响过程

中，却忽略了作家的能动性，使莎士比距似乎成了一个《圣

拿卜国文学研究
经》文化的被动接受者，从而造成了研究的不充分。

莎十比亚在其戏剧作品中借用了人量的圣经原型，这固

然是因为受到了基督敦《圣经》的影响，但是莎士比亚在运

用这些圣经原型时也是有选择、有目的的，并不只是对圣经

原型的被动接受。可以说，在多数情况F，莎剧中这些圣经

原型的运用都是为特定的创作目的服务的，是莎士比眶精挑

细选的结果，体现了他的良苦用心。以《罗密欧与朱丽叶》

为例，作家在此借用圣经u形叙事结构主要是为了将罗密欧、

朱阿百叶与耶稣基督进行对比，从而显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牺

牲的崇高之美。

此外，作家的能动性还体现在他借用圣经原型时往往是

根据自己创作的需要进行适’的置换、变形或者溶入新的内

容。如耶稣的牺牛牛使人敬提．}二帝，而莎翁悲剧中很多耶稣式

人物的牺牲更多地使人感到恐惧和警醒。莎士比哑在此并不

是为了要宣扬上帝的威力，而是在借用耶稣原型的同时又融

入了时代的内容，抨击了资本主义．卜升时期的各种弊病，反

映il{了他的人文主义理想。

由于作家存运用圣经原型时具有能动性，因此我们在对

莎剧中的圣经原型进行研究时，除了以详实可靠的论据证明

莎十比亚在创作巾借用了某圣经原型之外，还应适当地在此

基础上考察此圣经原型在莎剧巾的意义或演变。这样，我们

在了解到某一圣经原型对莎十比业的创作产生了影响的同

时，更能反观莎士比哑对这一圣经原型应用的能动性，从而

对莎士比弧的创作获得一种更深层次的认识。

现在也有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对莎士比亚

在《圣经》影响下的能动住给与了笑注。不过，正所谓独木

难成林，从整体上来看，作家在《圣经》影响下的能动性仍

然是日前研究巾的‘个薄弱环节，还需要后来研究者们的进

一步补充和提高。不过，任何一种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过程

也正是对前人研究成果不断吸收，并对前人研究的误区和盲

点不断纠IE和补允的过程。这一过程则需要许许多多研究者

的共同努力。因此，尽管目前国内关于圣经原型与莎十比亚

戏剧的研究仍不成熟，但后来的研究者们在吸收前人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不断补充与发掘，必将促进莎剧圣经原型研究的

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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