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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美”加以由衷的颂扬。

曹禺始终认为莎剧对他的创作有重要影响，他始终强调采用话剧与戏曲形式演出莎

剧是经典走向中国普通大众、与中国文化相交融的最重要方式。莎士比亚不同于其他外

国作家的根本特点之一，就是他的戏剧是活跃在舞台上的，因此必须重视莎剧的舞台演

出。关注中国舞台上的莎剧演出，并使中国莎剧在世界莎剧演出舞台上既有自己丰富的

文化内涵，又有自己独特的美学特征，使之既是莎士比亚的，也是中国化的戏剧，显然这

是时代赋予中国莎剧演出与研究的光荣使命。

三、《柔蜜欧与幽丽叶( 专题报告)》的学术价值

《专题报告》是一篇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深入分析《柔》剧的论

文。该文虽然“发表”时间较早，但相对于 1954 年版《译者前记》和 1979 年版《前言》而

言，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曹禺的一系列有关莎学的热情洋溢的文章，这篇《专题报

告》显然更值得重视。

我们认为，《专题报告》全面反映了曹禺的马克思主义莎学观，从报告的内容和发表

的特定时间段来看，1954 年的曹禺已经自觉地在莎学研究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莎学理论看待莎作，但是他也并没有在研究中过多地搬

用阶级斗争理论来阐释《柔》剧的思想意义，而是根据自己翻译《柔》剧时的理解，结合剧

情作出了独立的审美判断。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再参考同时期的另外一些莎学研究者的

论文，我们认为《专题报告》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莎学研究领域难得的一篇论文。这也

表明，曹禺已经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适应时代和社会的转变。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看待莎士比亚是马克思主义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曹禺在《专题报告》中

强调，影响《柔》剧创作的历史动因表现为，“红白玫瑰战争打了 44 年( 1453—1497 ) ，人

民深受战争的痛苦，恨极了封建割据。……从《柔蜜欧与幽丽叶》的时代看……莎士比

亚的政治兴趣相当浓厚”。① 如何看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莎剧的时代

性? 曹禺首先从社会、历史和宗教原因剖析莎剧产生的历史和社会基础。他认为英国文

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是《柔》剧产生的土壤。莎氏对文艺复兴以来肯定人和人性、

推动人在精神领域的解放等思想给予赞颂，《专题报告》中的这一观点构成了曹禺莎学

观的重要内容。他始终强调，人文主义思想中对人与人性的推崇从思想领域波及社会生

活的各个层面，把人从神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曹禺强调的是

①曹禺:《柔蜜欧与幽丽叶( 专题报告) 》，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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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精神对人、人性、自由、尊严、力量的承认。同时，曹禺上述对人文主义的时代进

步性的认识，也并不代表他没有认识到人文主义的局限性。曹禺认为，人文主义思潮虽

然在英国流行一时，但是在社会、法制、阶级的层面，“人权还不是真正有了保障，社会秩

序还很不安定”。① 人文主义也并不能解决贫富差距或消灭阶级压迫。曹禺考察莎剧显

然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文艺复兴的进步性。这说明当时的曹禺既

认识到文艺复兴打破了中世纪神权统治并使人看到了光明，而同时他也看清了文艺复兴所

处的社会环境。曹禺认为，正是这种环境刺激了莎士比亚等人思考如何解决这些社会

矛盾。

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必然能够深刻认识到宗教对人的精神的束缚。曹禺注意

到，如何看待当时社会上新教与旧教之间的矛盾，如何看待莎剧中的宗教问题，这成为认

识莎剧、解析莎剧的一把钥匙。在莎氏戏剧中，对现世的肯定和对来世的否定，对真挚爱

情的赞美和对禁欲苦修的否定，对人的肯定和对神的否定，必然带来对宗教的怀疑。如

果忽视了莎剧中的宗教影响，我们就不能深刻认识莎剧产生的土壤和思想内容、艺术审

美的跨时代性。曹禺提醒我们说:“当时新旧教的斗争也很激烈的，依丽莎白是新教徒，

她以前的玛丽女王，爱德华七世都信旧教，旧教当权的时候屠杀新教徒，新教徒掌握政权

以后又迫害旧教徒，两者之间互相报复，这是当时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② 宗教与统

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中央集权与封建割据之间的矛盾在《柔》剧中都有深刻的反映。

四、如何认识柔蜜欧与幽丽叶的爱情

20 世纪 50 年代，研究“大、洋、古”的莎士比亚，特别是研究宣扬爱情的《柔》剧，还要

冒着被视为大力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观的风险，为此，研究者首先就要确定作品的内容是

“进步”还是“反动”。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研究的“通行证”。所以，曹禺把《柔》剧定位

于“反封建的主题”。曹禺说:“忠实、真正的爱情可以克服一切。这个剧不仅在爱情上

反对封建势力的束缚，同时还反映了人民要求统一、要求中央集权的愿望。当时一般人

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和平，人民生活才能安定，才能有幸福。”③ 在《专题报告》中，曹禺

从正面的角度，强调了莎氏通过爱情的描写表现了反对封建主义，希望统一、中央集权和

祈盼幸福安定生活的美好愿望，换言之，曹禺对《柔》剧中的爱情观是大力赞美的。曹禺

把《柔》剧中的“反封建”主题与“真正的爱情”联系在一起，这就与后来一系列“运动”中

①

②

③

曹禺:《柔蜜欧与幽丽叶( 专题报告) 》，第 1 页。

曹禺:《柔蜜欧与幽丽叶( 专题报告) 》，第 1 － 2 页。

曹禺:《柔蜜欧与幽丽叶( 专题报告) 》，第 2 页。



曹禺的莎士比亚观
2019 年第 6 期( 总第 212 期)

31

对《柔》剧“资产阶级爱情观”的严厉批判大相径庭。曹禺从反封建的角度提出: “《柔》

剧中的爱情，一方面歌颂忠贞的爱情，一方面也反封建。这个剧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尽管

其中死了五个人，爱情也没有成功，但却表现了对幸福的追求、对生活的喜悦、对人的肯

定，这与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是大不相同的。”①曹禺站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

角度，敢于强调和推崇《柔》剧中真挚的爱情，并力求把《柔》剧对爱情的歌颂传达给聆听

讲座的中国作家们。同时，这也表明此时的曹禺在论述《柔》剧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时，还

没有刻意从资产阶级爱情与无产阶级爱情的角度思考问题。

要深刻理解《柔》剧的思想与社会意义，曹禺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要了解作者对柔蜜

欧与幽丽叶形象塑造的特点。为了使文学讲习所的作家能深入了解《柔》剧中的人物形

象，曹禺往往结合《柔》剧的内容、人物性格指出其进步性及其弱点。考虑到有些作家文

化程度不高，不一定熟悉《柔》剧，曹禺在着重介绍《柔》剧剧情的同时，还深入分析了

《柔》剧的结构特征、叙事方式、心理矛盾和性格特点，以便使听众更容易通过对剧情的

了解，深入认识《柔》剧的“人民性”和人物性格。

曹禺认为，同样是面对封建婚姻和家族世仇，柔蜜欧与幽丽叶两个人的性格不同，但

莎士比亚却把这两个青年人的性格写得非常丰满，并且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曹

禺认为，柔蜜欧是温柔、好幻想的性格，终日沉醉在梦想里，很不实际; 幽丽叶的坚强性格

引导他慢慢发展，最后他坚强起来。悌暴侮辱他，他为了幽丽叶，能压下青年人的火气，

忍受侮辱。而幽丽叶的性格则与柔蜜欧形成了强烈反差。幽丽叶的性格比柔蜜欧坚强，

她一开始就引导着柔蜜欧进行反抗。曹禺认为舞台上的人物塑造应该在区分人物不同

性格的基础上，牢牢把握住人物各自的性格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塑造出性格鲜明的人物

形象。曹禺认为，莎氏“给幽丽叶铸金像是作者进一步表现爱情战胜了仇恨，幽丽叶性格

的发展也是作者对妇女争取解放的肯定。莎士比亚对妇女的描写是进步的”。② 曹禺还

认为，学习莎剧一定要注意人物之间性格的不同特点，要关注人物性格发展的不同过程

和阶段。当柔蜜欧发现了在窗口的幽丽叶时，感到她像太阳一样放射着光芒，于是赞叹

不已。尽管柔蜜欧的性格很不实际，但他一开始只是抱着欣赏自己的爱情的心理。当柔

蜜欧最初向幽丽叶求爱时就不乏有这样的心理成分。在这里，曹禺实际上强调的是作为

莎剧学习者，一定要特别关注人物性格发展的不同阶段与过程。如果忽视人物性格发展

的逻辑过程和演变层次，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柔蜜欧这个人物，即由“欣赏对方”“欣赏自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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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柔蜜欧与幽丽叶( 专题报告) 》，第 5 页。



32 戏 剧 艺 术
上海戏剧学院学报

己”，到生死之恋、生死之爱。幽丽叶一开始就与柔蜜欧不同，她同样热情，但却实实在

在，例如幽丽叶说:

哦，柔蜜欧、柔蜜欧，你为什么是柔蜜欧?

不认你的父亲，也不要姓你的姓!

或者你不肯，你就起誓说你爱，

我可以再也不姓凯布。①

她又说:

不过是你的姓才成了我的仇人，即使你不姓猛泰。

……

不叫它玫瑰闻着不也一样地甜么?

柔蜜欧也这样，就不叫他柔蜜欧，

还是保留着他天生的完美。

柔蜜欧，去掉你的姓吧，

不是为了那不关重要的姓，我就是完全是你的。②

曹禺认为，柔蜜欧与幽丽叶尽管都追求真挚美好的爱情，但在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

情感上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幽丽叶为了爱情，宁肯抛弃自己的姓，从这里表现了她的性

格，表现了她的进步性。柔蜜欧的幻想、热情、自我陶醉，则更显出幽丽叶性格的丰富性。

她怕柔蜜欧被人发现，怕别人伤害了他。所以柔蜜欧是从幻想表现爱情，幽丽叶是从实

际、具体的感情表现爱情。而当柔蜜欧看到幽丽叶死了，就去买毒药，也准备死。他对卖

药人说:“这是你的钱，在这个可厌的世界里，这才是毒药。它杀人的灵魂，比你不能卖的

毒药还凶。”曹禺强调，通过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出柔蜜欧思想的升华。他认为莎士比亚已

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的罪恶”，“幽丽叶看见柔蜜欧死了，坚决不肯跟神父走，

她拿起柔蜜欧的匕首自杀了。感动了两家的父母和好，这象征着爱情的胜利”。③ 《柔》

剧虽然是悲剧，观众虽然感到深沉的悲恸，但也并不绝望，反而从心底油然升起一股新的

力量，这主要源于《柔》剧对美好爱情和积极人生的肯定。

五、《柔》剧的改写与次要人物

虽然曹禺在面对浩如烟海的莎学时表现得极为谦逊，但他从《柔》剧的演变入手，分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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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社会意义、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表明他对莎学研究极为熟悉。他认为莎氏对原出

于意大利的《柔》剧故事进行了画龙点睛式的改造。在《专题报告》中，他主要从世仇矛

盾、对封建婚姻的反抗、人物性格典型化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曹禺强调，原有的

旧故事到了莎氏的手中不但面貌一新，而且连精神都变了。由于《专题报告》所面对的

听众大多是各地汇聚到文学讲习所的作家，有些作家文化程度不高，所以曹禺在讲座中

也着重介绍了《柔》剧改写的依据。曹禺认为:

勃鲁克的长诗虽然是莎士比亚创作的主要根据，但又有很多不同之点……勃鲁克的长

诗只有故事，作为对人生的认识很不深刻，不能表现时代的感情，也没有哲学的概括……这

个剧本的另一特点就是节奏的快，它表现了文艺复兴的精神……莎士比亚表现了新鲜的、

萌芽的、上升的东西，这就是典型的事物。①

曹禺强调，勃鲁克的原作中只有故事，平铺直叙，不能反映时代的感情，在对人生认

识、情调体现上，莎氏均更胜一筹; 其戏剧节奏的迅疾，显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

曹禺认为，重要的不是叙述故事，而是通过故事表现典型人物。在《专题报告》中，曹禺

从剧情线索、仇恨角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首先，曹禺认为勃鲁克的原作平铺直叙，而“莎士比亚的剧本从柔蜜欧与幽丽叶见面

到死，全部过程紧缩到六天，非常集中”。② 时间的紧凑，造成了矛盾冲突爆发的集中、强

烈。勃鲁克的原作对猛泰、凯布两家的世仇轻描淡写，而在莎剧中则令人感到两家的世

仇是根深蒂固的。由此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对待王权与割据的态度。在莎剧中，老百姓恨

透了这种世仇的冤冤相报。其次是关于婚姻问题，“莎士比亚充分写出了封建婚姻的情

况”③，所以演出要体现出少男少女之间纯洁的爱情心理。第三，莎氏的贡献在于塑造了

众多的“典型人物”。勃鲁克的原作局限于故事线索的勾勒，对于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

型人物着墨不多，人物形象呈现扁平化倾向。勃鲁克的原作中的不足，在莎氏笔下均得

到了典型化描写，因此给《柔》剧增色不少，丰富了《柔》剧，使人物变得立体、有血有肉。

作为一位译者，曹禺对《柔》剧文本极为熟悉。在《专题报告》中，他没有放过该剧中

的一些次要人物，他认为这些次要人物仍然显示出该剧内在的经典性。曹禺强调最先出

场的班浮柳和悌暴担负着对环境的渲染和整部戏剧气氛的烘托作用。次要人物担负着

衬托主要人物性格的任务，而且正是在这种衬托中，次要人物的性格显示出特有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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