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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对圣经典故的运用
王健

(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南232001)

摘要：在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中，莎翁运用了

大量的圣经典故，对于深化剧作主题、烘托人物内心世界、塑造人物性格、增强戏剧效果等方

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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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文学

巨匠，在诗歌、戏剧两领域声名显赫。莎士比亚

的悲剧，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由于莎士比亚诸

熟《圣经》，加上他所处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和西方

文学视<圣经》为其渊源之一的文学传统，因此，

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大量参引<圣经>中的文学典

故。朱维之曾指出，莎士比亚的每一出戏引用

《圣经：》的平均数是14次【1】，英国学者柏格斯也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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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美国学者詹姆斯·希姆斯说：“在戏剧性

地运用圣经典故的技巧方面，莎士比亚师承并超

越了他的前人。他建起了一幢新的大厦，这一大

厦在设计上与前人不无联系，然而使用起来却胜

似前人。"【列的确，莎士比亚并没有直接取用《圣

经：》作为题材之源，而是将圣经典故的寓意巧妙

地融汇到剧情中或渗透到人物的性格中去，对于

深化剧作主题、烘托人物内心世界、塑造人物性

格、增强戏剧效果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本

文力图从上述各个层面进行分析，阐述圣经典故

在莎翁四大悲剧<哈姆雷特>、l：麦克自：}、{：李尔

王>、<奥赛罗>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参引圣经典故。深化剧作主题

<哈姆雷特>居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首，是莎

翁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其生命力之强、艺术感染

力之大，在世界范围内早有公论。在这部享誉全

人类的力作中，莎翁多次参引圣经典故，给人留

下鲜明印象，其中包括上帝创世、该隐杀弟和耶

弗他献女的典故。这些典故构成了一条明显的思

想链条，其核心就是人类的堕落与罪恶。莎士比

亚在剧中借充满理想的快乐王子哈姆雷特之口说

出了人文主义者的心声：“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

的杰作!”“理想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

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

么像天使，论了饵，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

物的灵长!”(第二幕第二场)这样的人符合上帝

造人时的初衷——自尊、高贵和有力。当哈姆雷

特经历了一系列令人悲绝的变故之后——父王暴

毙、母亲改嫁、叔父篡权，他心中的美好理想幻

灭了，现实的罪恶使他开始怀疑人的价值，“美德

不能熏陶我们的罪恶本性”，“我们都是些十足的

坏人”，这显然是l：圣经>的原罪说在他思想上

的反映。特别是对母亲“一个月之内改嫁”的谴

责，“啊!罪恶的匆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

伦的裘被!”(第一幕第二场)，包含了亚当、夏娃

受魔鬼引诱偷吃禁果、背负原罪的典故。他痛心

于母亲的失节，喊出了“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

人!”这里暗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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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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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翁引用了该隐杀弟的

圣经典故(详述见--)。不仅鞭挞了克劳狄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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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罪行，而且也为其惨死剑下埋下了伏笔，克

劳狄斯为他的“罪”必将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

<圣经·创世纪>第二章上说：。只是分别善恶树

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死”。

<哈姆雷特>人类堕落的第三个方面就是

“耶弗他献女”的典故，表现的是亲情(父女)之

间由于利害关系而导致的悲剧。哈姆雷特装疯之

时，御前大臣波洛涅斯为效忠奸王东奔西跑，到

处刺探哈姆雷特疯癫的秘密，哈姆雷特对他发出

了警告，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

哈姆雷特：以色列的士师耶弗他啊．

你有一件怎样的宝贝!

波洛涅斯：他有什么宝贝，殿下?

哈姆雷特：他有一个独生娇女，爱她

胜过掌上明珠。

波洛涅斯：你还在提我的女儿。(第

二幕第二场)

“耶弗他的女儿”这一典故出自<圣经·士

师记>第十一章。耶弗他是以色列的勇士，在同

亚扪人作战中被推选为统帅。出征前他向耶和华

立下誓言：“如果您将亚茫人交在我手中，当我凯

旋而归时，谁最先从门里出来迎接我，我就要把

谁献为燔祭。”耶弗他果然旗开得胜，归来时，第

一个冲出来迎接他的竟然是他的独生女，耶弗他

虽然肝胆俱裂，却不敢违背誓言，最终把女儿献

在耶和华的祭坛上，焚烧了她的躯体。莎士比亚

在此巧妙用典，意在指出波洛涅斯为了向国王献

媚邀宠，破坏了女儿奥菲利亚的爱情，导致其发

疯落水而死——像耶弗他一样献出了自己的女儿。

莎翁在此引经据典，暗示出了奥菲利亚的悲剧命

运，可谓寓意深刻。

<哈：》剧的结尾，当哈姆雷特最终完成了复仇

的使命，杀死了奸王，自己却也在朋友的痛惜中

死去。《：哈姆雷特>中对圣经典故的参引，暗含着

人类一旦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在伊甸园受

诱惑偷吃了禁果，人被赋予了原罪，人生的过程

是很难逃脱掉罪与罚的劫数的)，违背了上帝的

旨意(兄弟的残杀、爱情的弃绝、亲人之间感情

的异化)，这种“罪”必然要让人类付出沉重的

代价。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思辨性理解，大大深化

了剧作的主题。

二、巧妙援用圣经典故。烘托人物内心世界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中，赤裸裸地揭示悲剧

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冲突是它们的共同特征，而这

些与对圣经典故的恰到好处的参引密不可分。哈

姆雷特耽于沉思怠于行动的主要原因就是剧烈的

内心冲突，麦克白则面临野心欲望和良心理智的

煎熬，李尔王的内心冲突就像暴风雨一样激烈，

奥赛罗的悲剧就是怀疑和信仰的悲剧。

先看一下《麦克白>中一段著名的台词，是

麦克自在听到夫人死讯后，无动于衷、麻木不仁

的独自：她反正要死的，迟早总会有听到这个消

息的一天，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

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们

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

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

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

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

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

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第五幕第五场)

短短的一段台词，四处参引了<圣经>，而且参引

的全是消极悲观的词句：“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

尘土”(<创世纪>)“他的灯亦必熄灭”(<约伯

记>)，“世人的行动实系幻影”<(诗篇：》)，“我

们度过的年岁如同一个讲述完了的故事”(同上)

，“我们的日子如同影子一样转瞬即逝”(同上)，

“虚空，虚空，万事都是虚空”<(传道书：})这些

参引透视出麦克白在登上最高权利宝座后内心的

极度痛苦和悲哀，血腥的道路已使得他再也不能

为任何悲伤所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死亡和时

间对他已毫无意义，他的思想已经定格在时间进

程的乏味重复之上，虽极力探索人生的意义与价

值，却再度跌入迷茫的深渊。众叛亲离、穷途末

路之后的悔悟为时已晚，昔日的英雄即将走向生

命的尽头。

再看一下《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通过安

排“戏中戏”，揭穿奸王克劳狄斯的真实面目，正

欲采取行动为父报仇时，克劳狄斯的一段祈祷：

“啊!我的罪恶的戾气已经上达于天，我的灵魂上

负着一个元始以来最初的咒诅，杀害兄弟的暴行!

”(第三场第三幕)这里克劳狄斯在忏悔自己的罪

恶行经时，明显参引了该隐杀弟的圣经典故。{：旧

约·创世纪>第四章载，亚当与夏娃的长子该隐

和次子亚伯一并给上帝敬献供物，上帝看中了亚

伯的供物而冷落了该隐的。该隐因此心生妒忌，

杀死了自己的胞弟，上帝因此诅咒该隐说：“你必

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明知自己应受惩罚，因而

坦言：“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该隐就是最原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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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兄弟而遭报应的人类第一罪人，莎士比亚借

用这一典故将克劳狄斯杀死自己的兄长后那种难

以摆脱驱散的沉重负罪感和良心备受折磨，惊恐

不安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和盘托出。恶人为

自己的罪恶而痛苦不安，虽然令人痛惜同情，其

罪恶仍是不可饶恕的，必然要走向毁灭的结局。

通过麦克白、克劳狄斯这两个没有人性的人

物的圣经表白，我们看到了恶人心灵深处之“善”

的挣扎及其对生命意义的思索，他们对于人生独

特深邃的领悟和自我审判的惨烈，给读者以触目

惊心的震撼。

三、多侧面多角度引用圣经，强化人物性格

塑造

莎士比亚的剧作，立足于从整体上、变化上

塑造人物的性格。恰到好处的运用圣经典故，使

得人物具有呼之欲出的生命力，给人留下了雕塑

般的立体感。李尔是莎士比亚精心打造的重要形

象之一，性格不断发展变化。故事刚开始，年迈

体衰的老国王李尔决定把自己的全部疆土分给自

己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久居王位、听惯了谄媚

奉承的李尔失去了辨别是非真伪的理性，他要根

据女儿们所表达的爱来分配每人所得的一份。二

个大女儿巧言令色、竭尽恭维之辞，骗取了父亲

的欢心，而小女儿不愿夸大其辞，说了恰如其分

的想法：“我爱您只是按照我的名分，一分也不会

多，一分也不会少。”(第一幕第一场)这样实事

求是、真诚质朴的表白自然招来父亲的破口大骂：

“像你这样不能在我面前曲意承欢，还不如当初没

有生下你来的好。”(同上)这句明显模仿了l：马

太福音中：。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写

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

好。”这里李尔以耶酥自居，把小女儿比作卖主的

犹大，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小女JL--II；但不是犹大，

还是拯救父亲的基督。此处对<圣经>的参引，

表现出一个颠倒是非、不辨真伪的糊涂父亲和刚

愎自用、独断专横的暴君形象，．这是李尔在悲剧

发生前作为身居高位、惯听阿谀之言的非理性者

所具有的特点。而当李尔大权旁落、威风扫地的

时候，两个大女儿却背叛父亲，将老父逐出家门，

弃老人于暴风雨中不顾，李尔悔恨交加：“愚痴的

老眼，要是你再为此而流泪，我要把你挖出来，

丢在你所流的泪水里，和泥土拌在一起!”(第一

幕第四场)这里化用了<马太福音>：“若是你的

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

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里。”这句话的原意是

耶酥教导人们不要因小失大，李尔用在此处是要

表明自己的痛恨和悔悟，他开始反省自己，否定

过去。李尔王在经历了大自然的暴风雨和心灵的

暴风雨后，在经历了从无所不有的君王到一无所

有的乞丐后，他终于学会了忍耐、爱和同情，获

得了人生的大智慧。他从一个不了解民情社会的

昏庸暴君变成了以穷苦大众为怀的救赎基督：衣

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你

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

安享荣华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眼睛来，到外面

来体味一下穷人们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们享用

不了的福泽给他们?(第三幕第四场)当李尔历尽

千难万险和小女儿再次重逢时，场面异常感人。

小女儿目睹父亲惨状心如刀绞，李尔则愧悔交加：

“请你不要哭啦，要是你有毒药为我预备着，我愿

意喝下去”(第四幕第七场)此句套用了《约翰福

音>所载耶稣为成全天父旨意而“主动喝下苦

杯”。耶稣和李尔都愿意主动喝下“苦杯”、“毒

药”，所不同的是：耶稣怀着的是对人类深厚博大

的赎罪之情，而李尔是对女儿的忏悔之情。后来

小女儿发兵救父，却不料兵败被俘，惨死于狱中，

李尔怀抱女儿的尸体悲痛欲绝：“你却没有一丝呼

吸?你是永远不回来的了，永不，永不，永不!”

(第五幕第三场)这里参引了l：约伯记>：“云彩

飘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

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李尔王痛失爱

女的悲切、悲哀、悲凉，由此可见。纵观李尔的

一生，他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走过了精神的

炼狱与净化，从作威作福的君王到一无所有的乞

丐，从糊涂刚愎的暴君到大彻大悟的智者，李尔

终于获得了新生——精神上的。这一系列脱胎换

骨的转变，都是通过剧中人物的台词来实现的，

而关键处圣经典故的援引，既有利于把握李尔性

格的发展变化，又使其形象饱满而鲜活。

四、运用圣经典故，增强戏剧效果

圣经典故经过莎士比亚的精心加工、巧妙运

用，在增强悲剧的戏剧效果方面产生了独特的作

用。l：奥赛罗>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悲剧。豁达大

度、果敢骁勇的奥赛罗作为国家军队的统帅，惑

于旗官伊阿古的暗中挑拨，变得心胸狭窄、醋性

大发，进而发展为仇恨，最后亲手掐死了自己深

爱的妻子一温柔、纯洁、美丽的苔丝狄蒙娜。
在剧中第四幕第二场中，由于伊阿古的暗中挑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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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赛罗对苔丝狄蒙娜的清白产生了怀疑，质问她

“你不是一个娼妇吗?”苔丝狄蒙娜回答：

不，我发誓我不是，否则我就不是一

个基督徒，要是为我的主保持这一个清白

的身子，不让淫邪的手把它污毁，要是这

样的行为可以使我免去娼女的恶名，那么

我就不是娼妇。

在苔丝狄蒙娜的回答中，莎士比亚借用了圣

经中的典故：

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摒弃淫乱，要你们

每个人都晓得怎样管辖自已的身体，使它

成为圣洁和尊贵的器皿。(<帖撒罗尼迦

前书>)

由于圣经典故的引用，使读者感到，苔丝狄

蒙娜是在按“神的旨意”发誓，并以一个基督徒

的身份来保证“不让淫邪的手把它污毁”，这和

<圣经：》上要求每一个基督徒“摒弃淫乱”是完

全一样的，这不仅烘托出苔丝狄蒙娜为证实自己

的清白而不惜一切的决心，同时也为她的忠贞的

爱心罩上了一个圣洁的光环。但即便如此纯洁的

女子，苔丝狄蒙娜最终依然屈死黄泉，成了伊阿

古阴谋的牺牲品，更是世俗社会的牺牲品，此处

典故的运用无疑极大地深化了剧作的悲剧意蕴。

莎士比亚在他的悲剧中经常让剧中人物误用

或者误解《圣经>中的典故，以产生特殊的悲剧

效果。同样在<奥赛罗>一剧中，在第五幕第二

场中，奥赛罗扼住了苔丝狄蒙娜的喉咙，这时伊

阿古的妻子爱米利娅赶到。苔丝狄蒙娜在临死前

极欲掩盖奥赛罗的暴行，告诉爱米利娅她是自己

杀死自己的。接下来有一段对话：

奥赛罗：你听见她说是她自已，我没

有杀死她。

爱米利娅：她是这样说：我只好按着

事实去报告。

奥赛罗：她到地狱的火焰里去。还不

愿说一句真话。

爱米利娅：啊，那么她尤其是一个天

使，你尤其是一个黑心的魔鬼了!

奥赛罗：她干了无耻的事，她是个淫

妇。

爱米利娅：你冤枉她，你是个魔鬼。

奥赛罗：她像水一样轻浮。

在这段对话中，奥赛罗两次引用了圣经典故。

第一次是引用<圣经·启示录>中的话-“杀人

的，淫乱的，说谎的，他们都逃不过被丢进硫磺

火湖的结局。”(<启示录>)“硫磺火湖”就是奥

赛罗所说的“地狱的火焰”。在奥赛罗看来，苔丝

狄蒙娜是个淫妇，死后必然要到地狱的火焰里去。

不仅如此，他还把苔丝狄蒙娜临死时还忠贞的爱

着他，不愿说出是他杀死了她这一事实看成是

“说谎”，用“说谎的要被丢迸硫磺火湖”这一圣

经典故来说明他的行为是正确的，是天经地义的。

这不仅揭示出奥赛罗疾恶如仇的性格特点，同时

也增强了悲剧气氛。奥赛罗，这位曾经力拔山气

盖世的英雄，此刻却由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轻

信，铸成了自己饮憾终身的大错。当爱米利娅痛

斥他冤枉苔丝狄蒙娜时，他振振有词地说苔丝狄

蒙娜“像水一样轻浮”，这是第二次参引圣经典

故。<圣经·创世纪>记载，雅各的儿子流便因与

雅各的妾通奸而被痛骂为“放荡不羁如狂流肆滥”

(1：创世纪>)。莎士比亚让奥赛罗引用这一圣经典

故起到了两相对照的作用。雅各的儿子流便是彻

头彻尾的淫乱之徒，被父亲痛骂是罪有应得的事，

而苔丝狄蒙娜却像天使一样纯洁，被奥赛罗骂为

“像水一样轻浮”，却是天地不容，这在内涵上形

成了极大的地反差，产生了特殊的悲剧效果。莎

翁用笔经济，耐人寻味，咀嚼良久，方知个中滋

味。

莎士比亚巧妙地将圣经典故的寓意灵活地融

合到戏剧情节或运用到人物性格塑造上去，使圣

经典故发挥有力的陪衬和烘托作用，最终达到深

化剧作主题、烘托人物内心世界、强化人物个性、

增强戏剧效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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