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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和戏剧家。
他的戏剧创作涵盖面广、博大精深，堪称是继古希腊罗马古典戏剧之后西方戏剧发展过程中的第二次
高峰。
400多年来，戏剧界以不同的方式和技法在舞台上反复诠释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使莎士比亚的戏剧在
舞台上的演出经久不衰；400多年来，学术界以各种理论或方法研究和解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文章和著
述浩如烟海，成果斐然；400多年来，广大观众和读者也以不同的视角和心态欣赏莎士比亚的戏剧，欣
赏水平不断提高。
经过历史的积淀和学术的熏陶，莎士比亚戏剧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重
要的文化遗产，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认知与陶冶的作用。
莎士比亚的剧作各有特色，构成了莎士比亚戏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戏剧创作上，莎士比亚孜孜以求，不知疲倦，把艺术的完整性和专业性融汇在一起，突显自己的戏
剧风格与特色。
在戏剧创作中，他打破了古典戏剧传统的羁绊和约束，采用了严肃性与喜剧性交融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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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介绍莎士比亚戏剧的综合读物，简略追溯了莎士比亚生平与创作，对莎士比亚戏剧批评进
行了概括性的综述，介绍了每个剧本的剧情、评论和经典台词，并作出了言简意赅的评述。
书后还附有莎士比亚戏剧创作年表和戏剧人物介绍。
　　　　本书将莎士比亚的戏剧以体裁进行了归类：戏剧、历史剧、悲剧和传奇剧。
这种形式便于读者了解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轨迹，探讨作品中的人物、主题和意象之间的关系。
读者可以通过对剧本的解读，认识莎士比亚所处的那个时代，尤其是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个
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的普遍关注。
　　作者本人长期以来专门从事莎士比亚戏剧的教学和研究，编写本书的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更多地了
解莎士比亚戏剧的剧情及相关背景材料，对读者阅读和欣赏莎士比亚戏剧提供一定的指导性意见。
　　本书内容丰富，可读性强，对广大莎士比亚戏剧的读者和观众，尤其对大专院校的学生来说，是
一本多有裨益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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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第二章　莎士比亚的生平和戏剧创作第三章　莎士比亚的喜剧　1.《错
误的喜剧》　2.《驯悍记》　3.《维洛那二绅士》　4.《爱的徒劳》　5.《仲夏夜之梦》　6.《威尼斯
商人》　7.《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8.《无事生非》　9.《皆大欢喜》　10.《第十二夜》　11.《终成
眷属》　12.《一报还一报》第四章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　13.《亨利六世》（上篇）　14.《亨利六世
》（中篇）　15.《亨利六世》（下篇）　16.《查理三世》　17.《约翰王》　18.《查理二世》　19.《
亨利四世》（上篇）　20.《亨利四世》（下篇）　　21.《亨利五世》　22.《亨利八世》第五章　莎
士比亚的悲剧　23.《泰斯特&#8226;安德洛尼克斯》　24.《罗密欧与朱丽叶》　25.《裘力斯&#8226;凯
撒》　26.《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27.《哈姆雷特》　28.《奥赛罗》　29.《李尔王》　30.《麦克
白》　31.《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32.《科利奥兰纳斯》　33.《雅典的泰门》第六章　莎士比亚
的传奇剧　34.《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　35.《辛白林》　36.《冬天的故事》　37.《暴风雨》　38.《
两个高贵的亲戚》第七章　莎士比亚戏剧批评概况附录一：莎士比亚生平大事年表附录二：莎士比亚
著作年表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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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伊丽莎白一世于1558年继承王位，在位45年，直到1603年逝世。
伊丽莎白统治时期（1558-1603）在英国历史上称为伊丽莎白时代。
这是一个自然发现不断、社会日益繁荣的时期，也是文化艺术，尤其是戏剧艺术取得辉煌成绩的时代
。
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和沃尔特·莱里爵士先后航行渡过大西洋，到过美洲“新世界”，英国在1588
年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从而确保了英国未来经济的发展。
在击败无敌舰队之后，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掀开了其戏剧艺术辉煌的历史篇章，堪与古代希腊的戏
剧相媲美。
在这个时期，克里斯托福·马洛（1564-1593）、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本·琼生（1572-1637
）、托马斯·基德（1558-1594）、约翰·玛尔斯顿（1576-1634）、约翰·弗莱彻（1579-1625）、约翰
·威伯斯特（1580-1625）、托马斯·米德尔顿（1580-1627）和约翰·弗德（1586-1639）等剧作家的戏
剧创作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
从英国戏剧的发展来看，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其戏剧创作中的许多剧本在本质上应该属于道德
剧，以此，我们可以推论伊丽莎白时代的民众喜欢具有道德教化含义的剧本。
然而，伊丽莎白时代早期的剧作所具有的道德说教意味要比当时盛行的道德剧少得多。
尽管莎士比亚及其同代剧作家的作品不乏道德教化，但是那已不是其主要目的了。
在莎士比亚年轻时代，巡回演出的剧团上演了许多保留剧目。
可是，当时到底有多少演员、他们的剧本来源，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从一些剧本中可以发现那时的戏剧创作风格在英国广大的乡村已经发展起来，剧院也如雨后春笋
般地涌现出来。
尽管专业演出团体早就在法国和意大利持照演出，而直到16世纪70年代，那些没有其他专长的职业演
员在英国也还是没有市场的。
这样的人很可能因流浪罪而被捕。
当然，法律是可以变的，法律一旦发生变化，戏剧历史也就发生了变化。
1576年，詹姆斯·伯比奇（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员理查·伯比奇的父亲）在伦敦城外的肖迪奇建立
了英国历史上第一座专供戏剧演出的正规剧场，取名为“大剧场”。
很快，其他剧场和剧院纷纷落成，其中包括天鹅剧场、环球剧场、玫瑰剧场、命运剧场、希望剧场等
。
环球剧场可以容纳两、三千观众。
所有这些剧场都是露天的，因此是不能在冬季使用的，但是这些剧场的演出却是非常成功的。
莎士比亚成了环球剧场的股东之一，接着，又人股第二座室内黑僧剧院，从票房收入获取收益。
另外，他又作为演员，从剧团获得演员报酬，而且还可以作为主要剧作家获得另外一份报酬。
于是。
莎士比亚很快就富裕起来了，衣锦还乡回到了斯特拉福小镇。
当时，像莎士比亚这样获得如此丰厚的工作报酬的演员和剧作家只是凤毛麟角。
伊丽莎白时代的剧场设计是值得关注的。
许多剧目在固定剧场出现之前一般是在小酒馆的院子里演出，上方有一个小阳台。
观众则是从窗子里或站在院子里欣赏演出。
于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剧场也就沿袭了这种院子式的结构，并把它作为剧场设计的模式。
在伦敦有一处早期演出戏剧的场所是律师学院，在那里，学习法律的大学生们可以上演戏剧，而观众
则是一些有学识、富有想象力的知识群体。
实际上，由托马斯·萨克维尔和托马斯·诺顿创作的、英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悲剧《高布达克》便是
于1562年在律师学院的一个内殿上演的，那时马洛和莎士比亚还没有出生呢。
早期剧场的形状从外面看是八边形的，而里面则是圆形的。
舞台高出地面五英尺，而舞台两边、前面以及上层回廊上设有一排排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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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的一半上面盖有天棚，装有机械用于升降演员，而且都涂上蓝颜色，还绘有星星，以模仿天空。
在大多数情况下，舞台大约是25英尺宽，40英尺长。
在舞台后部的门或幕布作为出场和退场通道，而且舞台后部还有一个房间专门供演员更换服装。
舞台上可能还有一个用幕布隔开的区域，幕布拉开就可以展现里问情况，比如说一间卧室。
但是，这种结构是否存在争论还是不少。
当时，人们去剧场看戏，门票大约一个便士，相当于今天的5～10美元。
再加一便士，就可以在两边回廊上有个条凳座位。
在有些剧场，还设有雅座。
但是，更多的戏迷却还是满足于站在舞台的周围观看演出而被戏称为“站票观众”。
当然，有许多剧作家，比如马洛和莎士比亚则用这个词语，意指那些缺乏鉴赏能力的观众。
莎士比亚与其他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期望各种各样的观众。
观众可以是粗俗的，也可以是非常有教养的。
莎士比亚和马洛都具有那种使作品雅俗共赏的天赋。
莎士比亚的剧目既可以在那些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剧场上演，也可以在大学剧场上演，其作品的普适
性就表现在这种雅俗共赏的征上。
在伊丽莎白时代，是不允许女性在舞台上演出的，于是男孩子就可以扮演诸如朱丽叶、黛丝德蒙娜和
奥菲利娅这样的青年女性角色。
有趣的是，当时没有任何批评家抱怨让男孩来扮演朱丽叶、奥菲利娅或其他爱情题材戏剧中的女性，
比如《暴风雨》中的米兰达，甚至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
然而，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女性角色，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中的乳媪，则就由剧团中那些富于
表演天赋的男性演员扮演。
严格说来，伊丽莎白时代戏剧指的就是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的英国戏剧活动。
伊丽莎白戏剧属于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的一部分，代表了古典和中世纪两大戏剧传统的综合。
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继承了浸透在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戏剧传统中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模式和人生
观。
伊丽莎白时代剧作家的突出成就就在于他们充分发挥了的这两个戏剧传统的优势，使之融合并创造出
他们自己的辉煌、伟大而独特的戏剧。
古典戏剧的贡献主要着眼于戏剧形式。
五幕的戏剧结构不仅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展现戏剧冲突的基本框架，而且为戏剧创作提供了亚里士多德
所称为“完整行动”——即一个有头、有中部，还有结尾的戏剧行动——的基本构架。
这种影响可以在当时的两部最伟大的作品《麦克白》（1606）和《炼金术士》（1610）中略见一斑。
对于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来说，所谓的古典戏剧主要指的是古罗马剧作家塞内加、普劳特斯、特伦
斯以及古希腊所有著名戏剧家。
从古典戏剧当中，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还汲取了许多带根本性的特征。
普劳特斯和特伦斯为大众化剧作家提供了一系列戏剧人物类型：自吹自擂的武士、聪明伶俐的仆人、
苦不堪言的老父和挥霍无的儿子。
有的时候，古典戏剧未经任何改变就被搬上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舞台，《错误的喜剧》便是一个例
证，但是，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私人及学校的演出中，在伦敦各大剧场相对来说要少一点。
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创作中，古典影响主要表现在塞内加悲剧特点盛行。
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从塞内加那里汲取了某些戏剧人物类型，如鬼魂、信使、密友等；还汲取了某
些激越感情的戏剧主题，如复仇、乱伦等，而最重要的则是传达戏剧人物的内心生活感受。
尽管我们还不能称塞内加的悲剧为心理剧，但是他的人物却还是不断地展示了对行为动机和自我剖析
的关注。
伊丽莎白时期那常常发表内心独自的戏剧主角从根本上来说是来源于塞内加的悲剧。
虽然古典戏剧对英国戏剧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但是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最主要的还是英国本土传统
的影响。
从中世纪的奇迹剧、道德剧以及间歇剧中，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道引出一系列戏剧规则、众多人物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解读莎士比亚戏剧>>

类型以及人类生活有条不紊的画卷，还有那寓言化的倾向，为当时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不可低估的普适
性和重要社会意义。
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用英语语言来实现这种古典传统和中世纪传统的融合，而这种语言本身也是这
两种传统融合的产物。
莎士比亚以前的戏剧基本上还是实验性的，用以验证英语语言是否也能达到拉丁语的尊贵和冠冕堂皇
。
这种企图主要来源于新教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兴起。
1588年，英国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从而为这两种思潮做了最完满的注解。
大败元敌舰队标志着英国人民和英语语言的解放。
这种新的自由立刻被一种新的戏剧创作形式搬上了舞台，既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而是历史剧。
这种戏剧体裁在于表现一种民族认同感，也使得创作这种历史剧的年轻剧作家威廉。
莎士比亚声名远扬。
这种戏剧形式从中世纪戏剧汲取了片段式的结构、剧情的广泛展开和启动剧情的教化冲动。
这时，充满活力的英国喜剧传统也与普劳特斯和特伦斯的戏剧传统相融合。
中世纪的喜剧是低级下流的插科打诨与道德教化的不谐调的综合。
约翰·海伍德的戏剧便是这种喜剧的高峰之作，以其生动活泼和感情洋溢来弥补松散的、芜杂的片段
性结构之不足。
另一方面，保留了普劳特斯和特伦斯喜剧形式结构的古典传统日趋僵化。
剧作家对罗马喜剧的模仿越来越倾向于学究化，而不是对喜剧模式的探索。
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伊丽莎白时代剧作家汲取了古典喜剧和中世纪喜剧的优秀传统。
以早期优秀喜剧《拉尔夫·罗伊斯特·多伊斯特》（约1553年）和《嘉墨·格尔顿的针》（约1560年
）为代表，大众化戏剧传统的诙谐生动与古典戏剧的主要形式相结合，从而构成了伊丽莎白时代喜剧
的显著特征。
影响英国喜剧发展的第三股力量应该是来自意大利喜剧——即兴喜剧和马基雅维利、罗德威克·阿里
欧斯托及其他意大利剧作家的更为形式化的喜剧。
早期受这种影啊的范例当属乔治。
盖斯科因翻译的阿里欧斯托的《料想》。
《料想》原来是一出以古典模式为基础的表现阴谋的喜剧，但它却是英国戏剧史的第一部散文体喜剧
。
莎士比亚在《驯悍记》中的次要情节便是借自这个剧本。
实际上，《驯悍记》本身所展现出来的多种多样的特征也就是伊丽莎白时期喜剧所普遍具有的特征。
剧中有关比安卡的情节明显具有意大利以及拉丁文化的特征，而驯服凶悍妻子和“序幕”的题材则来
源于当时大众化的民间幽默剧。
莎士比亚从来不满足于模仿固定的喜剧模式，于是另外加入了其他因素——浪漫的爱情。
当然，爱情和欢笑总是形影不离的，但是莎士比亚则认为恢复与再生的力量也是爱情与欢笑的共生体
。
在狂笑与傻笑之间，莎士比亚又发掘出了微笑。
就悲剧来说，古典戏剧和英国戏剧的交相作用不是那么有迹可循。
中世纪的悲剧概念与其说是来源于古典戏剧，毋宁说是起源于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所创作的叙事文学关
于命运之轮无情运转所揭示的人类命运无常的观念。
这种观念通过约翰。
利德盖特翻译的《王子们的毁灭》（1431-1438）而传人英国，后来在《法官宝鉴》（1559）中，这种
观念与塞内加的悲剧相融合。
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悲剧创作又明显地掺入了伊丽莎白时代的革新创造——幽默喜剧成分。
较早表现英国传统的悲剧当属《康柏西斯》，被称为“一部令人哀伤而又充满欢声笑语的悲剧”。
该剧以《法官宝鉴》中关于康柏西斯国王的故事为基础，展示了其根本的中世纪特征，在一系列以夸
夸其谈的演说、骇人听闻的杀戮和幽默诙谐的情节为特征的不成熟和不相关的片段中喜剧成分和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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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交替出现。
悲剧和喜剧相结合的传统虽然受到了16世纪古典主义的严厉批判，但却一直延续到现代。
然而，我们逐渐认识到，悲剧中的喜剧因素并不是用来提供喜剧宣泄，而是为悲剧事件增加一个新特
点，把它们置于一个更有人情味的环境中，从根本上深化悲剧经历。
毫不奇怪，塞内加的影响通过古典学院戏剧而导人大众化戏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托马斯·诺顿和托
马斯·萨克维尔创作的《高布达克》（1561），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用无韵体写的悲剧。
即使是这样一部作品也还融合了塞内加悲剧的特征。
悲剧的主题来源于英国传奇而不是古典传奇，还加上像哑剧这样的非塞内加特征。
萨克维尔就是《法官宝鉴》的主要编者之一，把视悲剧为“宝鉴”的中世纪观点融人《法官宝鉴》—
—提醒达官贵人以史为鉴，好自为之。
另一个含有这种英国本土因素与古典传统交融的就是当时通俗的散文叙事小说。
这种文学体裁起源于意大利，流行于法国，并传人英国。
威廉·佩因特的《快乐宫殿》（1566）、乔弗里·芬顿的《悲剧故事》（1567）以及乔治·佩蒂的《
佩蒂的快乐小宫殿》（1576）就是较为著名的小说集。
这些小说集是一个巨大的宝库，许多伊丽莎白时代剧作家纷纷以此为创作素材来源，构思戏剧的情节
和人物。
以现代标准来看，这些小说显得非常粗糙，但是，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全心全意地，力图很好地叙述故
事。
因此，就是在这些小说所提供的叙事框架内产生了两部世界著名的戏剧作品：《哈姆雷特》 （约1600
—1601）和《奥赛罗》（1604）。
在改编这些小说故事时，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剧作家尽量迎合伊丽莎白时期的观众——英国本土传统
的典型产物。
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是非常好的观众：他们花几个小时听牧师的布道，或与朋友天南海北地闲聊。
作为一个吵吵嚷嚷、目不识丁的，对血腥杀戮和污言秽语情有独钟的群体，他们的共同特点可能就是
过于简单。
阿尔弗雷德·哈贝奇在《莎士比亚的观众》（1941）中指出：他们是一群心直口快但又有一定欣赏力
的观众，主要是由伦敦的店主和学徒组成。
由于受到奇迹剧和道德剧的熏陶，他们对于时间和空间跨度很大的剧情已经习以为常。
另外，他们具有欣赏舞台上的表演的想象力。
谈及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本质，观众群体的这最后一个特征尤为重要。
公共的剧场大多是宽大、没有顶棚的建筑，从墙的一面向院子中央延伸出一个舞台。
没有幕布，布景很少，舞台一直延伸到观众中间。
这种舞台设计就需要观众具有一定的欣赏能力，把舞台上的戏剧情节和场景视觉化，想象着时间和空
间的变化。
关于这一点，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的开场白中进行了详尽的叙述。
关于舞台的详细情况，我们也只能是推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舞台是“开放”式的，即舞台的三面
为观众所环绕。
演员从舞台后部的两个门上场或下场，间或也从舞台中央的一个地门进出。
舞台后部两个门的上方是一个廊廓，可以用做“上舞台”。
关于舞台后部两扇门之间是否有一个“内舞台”，意见分歧比较大。
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内舞台”，但是两扇门之间还是有一个用幕布隔开的地方，可以在演出时派上用
场，比如，《哈姆雷特》中波洛纽斯的尸体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
像《奥赛罗》中黛丝德蒙娜卧室那样的内景，也只是把黛丝德蒙娜的床置放在舞台上。
因此，当时的观众必须比今天的观众更富有想象力，当然，他们的努力所得到的奖赏显然要比今天的
观众大得多：一种亲切感，甚或还有一种参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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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解读莎士比亚戏剧》内容丰富，可读性强，对广大莎士比亚戏剧的读者和观众，尤其对大专院校的
学生来说，是一本多有裨益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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