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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白的痛苦和灾难
———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研究之二

［摘 要］《麦克白》与《圣经》之间存在知识、意象、观念三个范畴的明显联系。在这些联

系中莎士比亚突出反映了麦克白的罪性、罪罚、罪灾以及由此遭受的种种内心痛苦和外部灾

难。麦克白的悲剧首先是具有《圣经》基督教生命体验的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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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的英国伦敦，莎士比亚伏在他那个花

里胡哨剧场的楼阁编写《麦克白》，国王詹姆

士一世庄严的宫廷里聚集了 "? 位学界精英，

他们把译出的英文版《圣经》大声读出，以保证这次

译文具有文笔之优美和韵律的流畅。莎士比亚的

《麦克白》和这个被称为钦定本的《圣经》从此都成为

欧美文学的传世之作。
［9］（D$9:）

《麦克白》已经被说了几百年了，对于麦克白的

悲剧，一些人说到命运的神秘力量，另些人说到个人

野心及下场，还有人说的是中年人的“自我”膨胀以

至毁灭。我要说的则是被莎士比亚放置到《圣经》基

督教背景下的麦克白不可避免遭受着的心灵痛苦和

全部灾难。在我看来，麦克白的悲剧不仅是一个人

性格或命运的悲剧，不仅是一个人在其政治仕途或

年龄阶段上的悲剧，它首先是具有《圣经》基督教生

命体验的人的悲剧。《麦克白》讲述一个历史人物的

故事，传达的却是《圣经》基督教既简朴又伟大的观

念。

把莎士比亚创作与他的《圣经》基督教文化传统

联系起来，一直是评论界不可回避却又有争议的问

题。布拉德雷、丹比都提到，莎士比亚一些重要悲剧

是表达观念的戏剧，其性质和中古流传下来的道德

剧相似。
［!］（D9<@$，!!"!@:）

威尔逊·奈特在“莎士比亚与宗教

仪式”的著名论文中提出莎剧“笼罩着宗教仪式的宏

伟气氛，贯串着崇高的正统的基督教的精神”。
［$］（D"!!）

英国当代文学评论家海伦·加德纳则明确说，莎士比

亚悲剧是“基督教悲剧”，因为“它所揭示的神秘，都

是从基督教的观念和表述中产生出来的，它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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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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戏剧的确以最为

优美 动 人 的 形 式 表 现 了 显 然 是 基 督 教 的 观

念”。
［!］（!"#$%）

不管评论家说过什么、还要说什么，仅就《麦克

白》来说，我看到了它与《圣经》基督教之间存在知

识、意象、观念三个范畴的明显联系。也正是在这些

联系中，莎士比亚把麦克白那特有的痛苦和灾难表

现得尤其突出、饱满、感人。

&’《麦克白》与《圣经》知识的联系

从知识的角度，《麦克白》有不少直接或间接引

自圣经的词语、警句、寓言。麦克白夫人主张“一点

清水就能把我们这件事洗去”! 是《旧约·申命记》

第 "& 章第 &( 节“证明无罪的洗手仪式”的影射。麦

克白夫人的医生所说的“病人更需要牧师，而不是医

生”可以联系到《旧约·历代志下》第 &% 章第 &&&! 节

经文所说“亚撒王病势十分严重，但他却只懂得找医

生诊治，没有寻求上帝的帮助。”在《旧约》的智慧诗

篇中可以找到麦克白关于死亡来临的著名独白：《麦

克白》还引用了不少《圣经》比喻、典故。例如：麦克

白与撒旦相似；麦克白夫人像夏娃似的人物，麦克白

夫妇则是亚当与夏娃故事的重演；麦克白胜利归途

中的女巫就是伊甸园那诱人犯罪的蛇。国王邓肯是

个基督似的人物，麦克白在自己城堡里设宴欢迎邓

肯好比最后晚餐中的犹大。麦克白杀死邓肯就好像

把他的主钉死在十字架上。麦克白去看望女巫的场

面对应着《撒母耳记上》") 节记载扫罗夜访隐多珥

女巫，要她用魔法召唤先知亡魂，以便求教对付非利

士军队的方法。

《麦克白》的这些词汇、语典、比喻都不能从一般

字面意义去理解，它们出自《圣经》基督教概念系统，

已经在历史和文化中赋予了特定的涵义。

"’《麦克白》与《圣经》意象的联系

《麦克白》并非只有《圣经》字面知识，这部剧还

反复运用了《圣经》的意象。英国学者斯珀津在其公

认的经典性研究中提出，莎士比亚常以某个意象反

复出现于剧作中，借以表现该剧的主题思想，其作用

有如歌曲中重复出现的主旋律一样。“这些意象给

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使我们能很有把握地去了解

莎士比亚对问题的看法，同时也使人们能直接看到

他的思想和想象力是怎样活动的”。
［#］（!**&）

《麦克白》

重复运用的意象是“血”。它的《圣经》出处是《旧约·

创世记》第 ! 章第 *&# 节所载该隐杀亲的故事。该

隐和胞弟亚伯给上帝献祭，上帝乐于接受亚伯的供

物，却看不中该隐的供物，该隐为此忌恨亚伯，把亚

伯杀死在田野。立时，无辜者的鲜血在大地流淌，向

上帝哭诉。上帝行使公义，赶来追问该隐，遂把该隐

驱逐远方，该隐成了流浪者。西方文学常以“该隐”

喻指“杀人犯”、“谋杀兄弟的人”；“该隐与亚伯”指

“骨肉相残”、“同室操戈、自相残杀”；“亚伯的血向上

帝哀告”则表达了无辜者要求申冤、上帝必将审判的

观念。

《麦克白》从各方面突现了“血”的意象，首先从

麦克白的方面，他杀了国王邓肯后，看到“邓肯就躺

在这里，他银子般的皮肤上流淌着缕缕黄金般的鲜

血⋯⋯这些凶手的身上浸透了行凶的颜色，他们的

匕首上糊着刺眼的血块”。他走到前台，呆呆盯着自

己那血淋淋的双手：“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它

们要把我的眼睛抠出来，用整个大海的水能洗净我

手上的血迹吗？不会，我看我的血手却会把所有的

海洋染成血色，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得一片殷红。”

他又用“眼下我双脚踩进了鲜血中”来表述自己屠杀

无辜的可怕处境。在麦克白夫人方面，她原以为“一

点清水就能把我们这件事洗去”，却发现“谁知道那

老头会有这么多血，”“这双手就永远洗不干净吗？”

“还是有血腥气，所有阿拉伯香料都薰不香这双小

手”。她无法面对手上沾满的无辜者的血，内心充满

克制不住的悔恨和恐惧，在无数个夜游症不眠之夜

神经质地不断做洗手动作，最后绝望地狂嚎疯死。

“血”的意象把《麦克白》渲染成一个“血淋淋的舞

台”。

*’《麦克白》与《圣经》观念的联系

在笼罩整个舞台的“血”的意象背后，是《圣经》

基督教一系列观念：原罪人性，罪与罚，罪与灾，人的

罪感，上帝的公义。这些观念把《麦克白》人物、行

动、对话、独白组织成为一个核心，圆满地刻画了麦

克白在其罪性、罪罚、罪灾中的痛苦和灾难。

（&）《麦克白》与《圣经》的原罪人性观

《麦克白》与《圣经》息息相关的第一个观念是原

罪人性。莎士比亚时代流行的人性观至少有三个，

其中两个都源自文艺复兴的古希腊思想，都属于世

俗人本意识。它们看重人的感性本质，肯定对自身

原始欲望的追求和实现，对人的本性持乐观看法。

至于如何解释人的过错和罪行，采用苏格拉底代表

的古希腊早期哲学，认为人之犯错犯罪是因为缺乏

教育，不懂得事理真伪，成了无知的牺牲品，用苏格

拉底的名言来概括：“知识即美德”“过错在于无知”。

第二种人性观来自古希腊后期的命运观，认为在人

力世事之后有个操纵力量，这个操纵力又是人无法

得知的。人不得不承认命运，但又不屈服，要反抗命

! 《麦克白》引文出自莎士比亚《麦克白》，韩克敌 "注释，曾胡 "
译，外文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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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作弄惩罚，于是人生常常演出悲壮而神秘的命

运悲剧。第三种人性观跟传统的希腊世俗人本思想

截然不同，它是《圣经》基督教的原罪人性观，认为人

的原欲本性是脆弱残缺、不可靠的，人在本质上就趋

向于错误和罪恶，不管多少知识理性都不能避免人

犯错作恶。原罪人性观通过《圣经》神话亚当夏娃失

落的故事隐喻出来，也大量体现在《圣经》的史传文

学中，《圣经》的民族英雄、帝王将相无不因自身的罪

性而造下罪孽犯有罪行，而且个个都是明知故犯者。

原罪人性观被经典地陈述在《新约》保罗给罗马人的

书信中：人犯罪不仅是由于人的无知，不仅是由于命

运捉弄，更是由于人自身的局限性，“人类的灵魂里

潜藏着恶魔”。

《麦克白》显然排斥了“过错在于无知”和“命运

无常”的希腊传统，采取了《圣经》基督教的原罪人性

观。它写麦克白夫妇无论如何也无法用知识理性来

克制自身的犯罪冲动，罪来自人本身。尽管莎士比

亚写了诱使麦克白弑君篡位和以后一系列谋杀的各

种外部力量，然而，外部的邪恶只是为麦克白进行选

择提供了背景，它们并不是麦克白作恶的原因和理

由。在戏剧的前几幕中，我们反复得到这样的印象

———麦克白有着清醒理性，也深谙各种道德知识，他

们知道要干的事绝对是缺德犯禁的，但他们忍不住

要去做，他们是在对自己行动的前因后果都一清二

楚的情况下眼睁睁地毁了自己。麦克白就该不该谋

杀国王而展开的有关“来世报应”和“现世裁判”思

考，紧接着又一一罗列他不应该谋杀的具体原因，这

些都说明他的头脑是何等清醒，根本就不缺乏好与

坏、善与恶的知识，也有足够的理性来预测行为的前

因后果。麦克白夫人更有一番透彻推理：首先，丈夫

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但不可能“冠冕堂皇地达

到目的”；那么，必须“走捷径”，“不正当地取胜”；于

是，不能有“过多的仁爱之乳”，必须要“与野心配套

的邪恶”。因此我们看到，舞台上的麦克白夫人高高

举起了理性的双臂去拥抱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无

处不在，等待着为非作歹的精灵”：“让我摆脱女性的

柔弱吧；让最凶残的冷酷从上至下灌注我的全身！

让我的血液凝结⋯⋯来吧，进入我的胸怀，将我女人

的乳汁变成苦胆汁！”被邪恶和冷酷凝结得如铁如

石的麦克白夫人教育她的丈夫：“我曾经哺乳过，知

道怎样怜爱吮吸我乳汁的婴儿；可是要是我也像你

一样，曾经发誓下这样毒手的话，那我可以在婴儿冲

着我的脸微笑时，将乳头从他柔软的嫩嘴里拔出来，

把他的脑袋砸碎。”如此冷气森然的理智，如此狠毒

残忍的人性，如此明知故犯作恶犯罪的铁石心肠，使

麦克白夫人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坏女

人”。麦克白夫妇走火如魔般的作恶的冲动，他们的

知识、道德、理智都不足以遏制的邪恶意念，这种形

象以不可思议的力量震撼我们，让我们心悦诚服地

相信人类本性里确实具有罪的根源。

《麦克白》是在《圣经》基督教景观下演出的一场

“带有寓言的意味”人性悲剧。很少有文学作品如此

清晰和坚定地描写源自人性邪恶的犯罪经历。莎士

比亚《麦克白》为英国文学提供的关于人的罪性的故

事，正如但丁《神曲》对意大利文学、霍桑《红十字 》

对美国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对俄国文学

的作用一样。

（!）《麦克白》与《圣经》的罪罚观

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并未让麦克白夫妇停

留在他曾经写过的伊阿古、李尔残忍的女儿等“心肠

变硬”“无泪”之徒的水平上。当谋杀已经完成，当犯

罪终于实现，当罪恶的事实不再是空中的幻景而是

淋漓鲜血呈现在眼前，“《麦克白》剧中的敲门声”响

了，“敲门声清楚地宣布反作用开始了”“另一个世界

出现了”，“人性的回潮冲击了魔性；生命的脉搏又开

始跳动起来。”
［"］（!!!#!!$）

一度沦为恶魔的麦克白重新回

到人的心肠，他瞪眼凝视自己粗暴的灵魂、邪恶的本

性、可怖的罪行，他惊呆了、震撼了、战栗了：“我仿佛

听见一个声音喊着：不要再睡了！麦克白谋杀了睡

眠。”“倘若我在此事发生前一个小时死去，我也算

是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因为从这一刻起，人世就再

也没有什么值得认真的事了。”“本来我像大理石一

样完整，像岩石一样坚硬，像空气一样辽阔广大；可

现在我却被难言的疑心和恐惧所包围、幽闭和禁

锢。”“咱们与其在无穷无尽的迷乱中让心灵饱受折

磨，倒不如和那些死人在一起更好些。”而“遇事镇

静、意志坚强”的麦克白夫人也悔叹：“费尽心机，还

是一无所得；心愿得酬，内心空空。因毁灭他人而使

自己生活在疑神疑鬼的欢乐中，反倒不如被我们毁

灭的人更心安理得。”从敲门声响起直至以后全剧，

莎士比亚竭力渲染麦克白夫妇面对血淋淋的双手而

体验着的血淋淋的内心。那剧烈的悔恨、深重的自

责、无边的恐怖、凄凉的哀叹，突出表现了《圣经》基

督教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罪与罚。

在《圣经》基督教的思想系统中，“罪”与“罚”是

紧密联系的。“罚”包含三方面意思：现实的惩罚，上

帝的永世之罚，良心之罚。亚当夏娃失去天堂发落

到尘世苦境，该隐被逐出家园到异乡流浪，象征地表

达了人必须在现实上承担责任。《圣经·旧约》处处

可见罪罚的现实性。《圣经·新约》则通过延长人的

生存形态和人的生命感觉强调了上帝的永世之罚。

现世之罚是任何人都怕而避的，上帝永世之罚对于

中世纪的西方人却有着特别强大的行为约束性和精

神威吓力。对于现世之罚，麦克白是心中有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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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事情上，我们仍逃不过现世的裁判；我们树

立下血的榜样，教人杀人，结果反而自己被人所杀。

给别人下毒者，必将自饮毒液；这就是公平的正义。”

不过，既然把恶有恶报的现世事理看得这么清楚，麦

克白也就不怕了，决意豁出去了：“眼下我已经两脚

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而进的话，回头的路

也同样索然无味”。“以不道德开始的事情，须以罪

恶来支撑。”永世之罚的恐惧是中世纪普遍存在的心

理，活在人文主义时代拥有近代科学理性思考的麦

克白当然不必顾及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永生惩罚：

“如果暗杀能够获取正果，又能消除其后果的话；如

果这一击能够让事情在这里大功告成，并毕其功于

一役，那么在这里，在这人世的涯岸与沙滩上，我们

就顾不得来世了。”既不在乎现世之罚，也无所谓永

世之罚，麦克白还有什么好怕呢？他那些深重的罪

感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呢？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到《圣

经》基督教关于“罚”的观念的更重要的一个层面

———良心之罚。刚才谈了人的原罪本性，这里又说

良心，听起来颇蹊跷。其实就是在这里我们才接触

到《圣经》基督教关于人的完整的理解，莎士比亚也

在麦克白饱尝良心之罚的灾难中深刻表现了这种理

解。

《圣经》基督教所说的良心之罚不同于人在道德

上对其恶行负责的世俗观念，也不同于别样文化意

义上的“人本善”，《圣经》基督教的良心是建立在神

圣根基上的。按照《圣经》，原罪人性并不是人的初

始形态，恰恰相反，人原本是上帝的造物，而且被赋

予上帝的形象和灵气，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曾经天使

般跟上帝同在伊甸乐园。人之所以是人，绝不在于

他具有可以沦为禽兽化为石头的自然属性，也不仅

因为他具有应该父父子子的社会属性，而是在于他

禀有高于自然、社会属性的良心质素，所以人才说得

上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尽管人妄用自由、

背逆神意而生出罪性，变得脆弱不可靠，缺乏向善的

能力，但只要人还自觉是一个人而非一只兽或一件

物，人就仍然有向善的本能和意愿。用《圣经》的话

语来表述———人需要上帝的宽恕和拯救，人渴望与

上帝和解，复苏人性，重返精神家园。在《圣经》基督

教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谁有更高的

大脑理性，而在于谁有更强的良心感受性。一个人

关于上帝造人、上帝造我的价值感、尊严感越强，他

的良心感受性就越强，对于自身过失犯罪的内疚、忏

悔感就越强。世世代代植根于《圣经》基督教土壤的

西方人在正常状态下尚且摆脱不了做人的罪感，跌

入深渊与魔鬼同伍的麦克白更是在作孽之际真真切

切体验着自身的可耻可怕，从而生出一种自己的高

贵和尊严被自己亲手玷污撕毁了的悔恨和自责。这

是《圣经》人性维度上的良心之罚，是具有基督教体

验的人的生命感觉，是一种深切的内在痛苦，是自己

对自己的不能容忍———不是理智不能容忍，而是禀

有神性的心灵不能容忍。这种良心之罚所带来的种

种内在灾难隐含着人对于自身罪的最高的怕与悔。

杀人前后的麦克白就处于这样的境况，莎士比

亚把麦克白的良心之罚逐层戏剧化，主要场面有：

（!）听到巫言诱惑，头脑闪过谋杀念头，但立即就“毛

骨悚然”（第一幕，第三场）；（"）对摆在面前的匕首的

长段独白，“我看到你的刃上淌着一滴滴先前没有的

鲜血”（第二幕，第一场）；（#）谋杀后立即精神崩溃，

“当他们说‘上帝保佑我们’时我却说不出‘阿门’！”

“可我为什么说不出‘阿门’？我才是最需要上帝祝

福的人”（第二幕，第二场）；（$）麦克白与夫人互相倾

诉悔恨、恐惧、!凉（第三幕，第二场）；（%）晚宴上对

着空位子上鬼魂的惊喊“千万别冲我摇着你那血淋

淋的头发”（第三幕，第四场）；（&）麦克白夫人梦游，

“听听这叹息吧，这颗心多凄苦啊”（第五幕，第一

场）；（’）麦克白得知自己将被“天上的神”“大行天

诛”时独白，“我已经活够了；我的人生之路日趋江河

日下，就像一片枯萎的黄叶”（第五幕，第三场）；（(）

麦克白拼死前独白，“我开始厌倦太阳了，但愿这世

界土崩瓦解吧。敲响警钟！吹吧，风！来吧，毁灭”

（第五幕，第五场）。这每一幕剧都极有深度地表现

出，罪在负罪者身上引起的最大灾难是良心之罚。

罪违反了人的生命神圣原则，扰乱人的正常生活次

序，毒化了人的理智和心灵，强化自我卑贱可怖感，

产生跟永恒割裂的恐惧，失去生活存在的意义，体验

与世隔绝的绝望和孤独，最后可能导向自我毁灭。

（#）《麦克白》与《圣经》的罪灾观

罪与罚，还没有写完麦克白，一如罪与罚不只是

《圣经》基督教的全部内容。人的罪性、罪孽固然要

引出天罚、世罚、心罚，但人绝非没有出路。《圣经》

基督教的最终意义就是为人展示出路。“罪”可以走

向“赎”。这要依靠上帝与人的双向运动：一方面，上

帝藉着人对他的信仰饶恕和救赎人，另一方面，人通

过向上帝忏悔和归依得到拯救。但是，麦克白没有

走赎罪的路。如果说先前巫婆的预言、妻子的怂恿、

个人的野心把他纠缠在迷离恍惚的旋涡而冲动地跌

入了罪恶的深渊，眼下双脚踩进了鲜血中的麦克白

却清醒地决意要涉血而进了。当然，这种浴血前进

的杀人者在人类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文学史也有的

是踏上鲜血铺成的红地毯爬上王位的成功者，这就

是人氏的一条法则“成王败贼”。不过，到写《麦克

白》时候，莎士比亚完全剔除了“成则王”的世俗观，

不再给屠杀无辜的王者多少张狂风光了，他这次要

写的是罪与灾。所以除了极力刻画麦克白良心之罚

!"#$"% !"#

文

学

研

究

麦
克
白
的
痛
苦
和
灾
难

金

丽

万方数据



的内心灾难外，莎士比亚还大肆渲染跟麦克白内心

灾难相呼应的种种外部灾难：天灾———“空中有恸哭

声还有死亡的怪异的尖叫，一再预言可怕的大动荡

和混乱将降临这可悲的时代。”“此时该是白天了，然

而沉沉黑夜却将那天空中动行的明灯遮了个严严实

实。”家灾———夫人“被幻觉所困扰，让她无法休息”

最后在哭喊声中“驾崩了”。国灾———“可怜的祖国！

简直认不出它本来面目了。它不能再被称为我们的

母亲，它成了我们的坟墓。”自灾———“现在他真的

感到他的暗杀之罪紧紧地贴附在他的手上；⋯⋯现

在他真的感到他的头衔已在他头上松动，就像巨人

的长袍穿在了矮小的窃賊身上。”“麦克白是熟烂的

果子，一摇即落；天上的神已经祭起了他们的法器，

要大行天诛了。”最后，麦克白血淋淋的头被戳在复

仇的刀尖上高高举向天空。

麦克白和他的生活世界全部毁灭了，这似乎印

证了另一句老话———“恶有恶报”。但莎士比亚为

“恶有恶报”的世俗观念赋予了上帝公义的基督教阐

释，他把麦克白里里外外的灾难都放置到《圣经》的

上帝主宰一切的背景里。自从麦克白夫妇产生犯禁

邪念那一瞬间开始，他们就清楚意识到浩浩苍天之

上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力量，这种力量是公义的，

它对于善恶绝不会无动于衷。所以麦克白忍不住祈

祷：“星星啊，将你的光焰藏起来吧，不要让你的光芒

窥见我深藏的阴暗的欲望”。麦克白夫人也呼吁：别

让苍天透过浓黒的夜色偷窥到这一切，并高喊“住

手，住手！”舞台上所有的事件和细节说明，麦克白夫

妇在罪恶深渊的边缘每移动一步，就必然被导向反

面，发现自己面对的只有内心的血腥和现实的破碎。

在这个悲剧世界，一切都不可靠、不确定———巫言、

人性、理智、暴力带来的只是“无穷无尽的迷乱”。但

有一点确定无疑，那就是公正的报应和惩罚。麦克

白夫妇被黑暗莫测的力量推来挤去，在不可控的极

端感情相互冲撞中徒劳挣扎，最后“像一片凋谢的黄

叶”被卷入倾覆的深渊。罪恶导致痛苦和灾难，引起

悲剧性后果，这是上帝公正审判的必然结果。莎士

比亚以惊心动魄的艺术表现力传达了《圣经》基督教

关于上帝是世界的主宰并具有绝对公正性的观念。

从文本分析指出《麦克白》与《圣经》基督教的联

系，有益于加深理解麦克白的悲剧实质。至于莎士

比亚何以把麦克白搞成这样子，是他为表达《圣经》

基督教观念而写麦克白？抑或麦克白激活了他的

《圣经》基督教传统文化心理？这属于作家研究的问

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但需要注意的是，麦克白原

是英国史学家霍林希德《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

年史》记载的一个苏格兰大将，他为篡位而谋害了国

王，结果弄得身败名裂，自行毁灭。史载的麦克白没

什么痛苦可言，但莎士比亚把这个人物彻底改变了

———从心胸狭窄、野心勃勃、冷酷无情、弑君篡位的

罪犯变为饱受心灵折磨的“不幸者”。莎士比亚为什

么要篡改历史呢？麦克白一类为走上王位而滥杀无

辜的“顶着人头的恶魔”，莎士比亚还见得少吗。他

的《理查三世》就塑造了弑君篡位的独夫民贼典型。

然而，学者早已指出，麦克白跟理查三世有着“决定

性的差别”。
［!］（!"#""#$）

莎士比亚为什么不按照历史的真

实去反映麦克白，却要用《圣经》基督教的逻辑把他

翻造成另一种形象？是因为他经历人生沧桑到晚年

创作《麦克白》时候更冷静成熟，在重新审视人的问

题时求助于《圣经》启示？是因为他曾经崇奉人文主

义精神高歌人的自由伟大，却最终发现人本性之靠

不住及其人生的卑鄙、残酷、荒唐、空虚以至于回归

基督教传统？为什么要求助《圣经》、回归基督教呢？

难道文艺复兴人本主义还不足以提供人性的根基、

人生的答案？莫非《圣经》基督教倒是理解人的永恒

可靠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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