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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堡剧评》是莱辛为汉堡民族剧院的历次演出所写的剧评的辑集。
在《汉堡剧评》里，莱辛提出德国应有自己的民族戏剧。
他所说的民族戏剧就是德国市民剧，也就是德国式的狄德罗的正剧和英国的市民悲剧。
他主张舞台要表现中产阶级，强调戏剧要起到教育作用，要用道德行为和崇高的思想感情来感动观众
。
他说：“亲王和英雄的名字可以使剧本看起来场面豪华，派头十足，可是绝对不能使它感动观众。
那些处境和我们相似的人的不幸遭遇，很自然而且很强烈地影响我们的心灵。
”他还提出戏剧所要表现的不只是人物做了什么，而且是具有某种性格的人物在环境里照理会做什么
事。
这说明他已经认识到人物性格和环境之间的必然联系。
莱辛的美学思想和戏剧理论为德国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文艺和美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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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22 — 1781.2.15）德国启蒙运动时期剧作家、美学家、文
艺批评家。
生于劳西茨地区的卡门茨（Kamenz），父亲是牧师。
　　1746年入莱比锡大学学神学，同年写出处女作是喜剧《年轻的学者》。
1760年之前，从事编辑和撰稿工作，主编过《柏林特许报》文学副刊等。
创作了《萨拉·萨姆逊小姐》（1755）和翻译了《狄德罗先生的戏剧》（1760）。
之后完成了反普鲁士的喜剧《明娜·封·巴尔赫姆》（1767）。
汉堡剧院成立后任戏剧艺术顾问，并写成《汉堡剧评》。
之后又完成名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1772）、《智者纳旦》（1778），与《萨》剧构成莱辛的
三大名剧。
评论集是《新文学通讯》和《汉堡剧评》。
前者有17封信，基本上包括了他戏剧理论的主要观点：创立与本民族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的民族文学
和戏剧；民族戏剧不应以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为模式而应以莎士比亚和英国戏剧为榜样，同时还吸收自
己的民族传统。
后者是由104篇评论组成，也概括了他的理论观点，崇尚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而泛古典主义戏剧。
　　1781年死于Braunschwe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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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莱辛　　莱辛 （１７２９～１７８１）德国戏剧家、戏剧理论家。
生于劳西茨地区的卡门茨，父亲是牧师。
１７４６年入莱比锡大学学神学，同年写出处女作是喜剧《年轻的学者》。
１７６０年之前，从事编辑和撰稿工作，主编过《柏林特许报》文学副刊等。
创作了《萨拉·萨姆逊小姐》（１７５５）和翻译了《狄德罗先生的戏剧》（１７６０）。
之后完成了反普鲁士的喜剧《明娜·封·巴尔赫姆》（１７６７）。
汉堡剧院成立后任戏剧艺术顾问，并写成《汉堡剧评》。
之后又完成名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１７７２）、《智者纳旦》（１７７８），与《萨》剧构
成莱辛的三大名剧。
评论集是《新文学通讯》和《汉堡剧评》。
前者有１７封信，基本上包括了他戏剧理论的主要观点：创立与本民族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的民族文
学和戏剧；民族戏剧不应以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为模式而应以莎士比亚和英国戏剧为榜样，同时还吸收
自己的民族传统。
后者是由１０４篇评论组成，也概括了他的理论观点，崇尚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而泛古典主义戏剧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堡剧评>>

媒体关注与评论

　　春天里坐火车去看莱辛　　中华读书报　　　　那年春天，我结束了在意大利的访问与旅程之后
，离原定的回程日期还剩下两天的机动时间。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往柏林。
因为那里有莱辛。
其时我正在为写作一本关于莱辛寓言的书寻找文字和图片材料。
　　　　在开往柏林的火车上，我读完了莱辛在晚年创作的那个哲学意味十分浓厚的诗剧《智者纳旦
》。
在剧中，莱辛借一个人物之口说：“一个人，比如你，不会停留在／诞生之偶然将他抛向的地方：即
或他停留，也是缘于／认识、根据、更好的选择。
”莱辛的一生，也正是不断地选择、认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直到最终“确定这些根据的
选择／我好使之成为我的选择”的一生。
在他身上，最充分地体现着德意志民族非凡的智者素质、理性精神，以及不停地寻求个人内心世界与
外部世界的相通之处的诗性生存方式。
　　　　莱辛是不朽的。
而我们能够发现和理解的，其实只是莱辛精神世界的冰山一　　　　1729年1月22日，美学家莱辛出生
于德国萨克森州（Sachsen）的一个名叫卡门茨（Kamenz）的小镇上。
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有名望的牧师，学识渊博，为人良善；母亲也出身于牧师之家，是一位典型的贤
妻良母。
莱辛从小就生活在虔诚与学问的气氛之中。
父母亲希望儿子将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牧师或神学博士，所以他们严格而认真地规划着莱辛的学业和
成长之路。
莱辛先是在卡门茨的文法学校学习拉丁文，12岁时进入迈森（Meissen）最著名的贵族学校——圣·阿
佛拉公爵学校（St. Afra），开始严格的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和法文，以及宗教、哲学、数学等方面
的训练。
这所学校以培养专门的教会人材和拉丁学者著称。
莱辛在这里很快显示出了自己殊异的学习天赋，并且渐渐感到，学校的课程无法满足他求知的欲望了
。
1746年6月，经父亲同意，莱辛从圣·阿佛拉公爵学校提前毕业。
离校前，校长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一匹需要双份草料的马。
别人觉得非常繁难的功课，对他来说却像空气一样轻松。
我们实在不能再教给他什么了。
”这年9月，18岁的莱辛获得莱比锡大学奖学金。
9月20日他正式到该校报到，研读神学。
仅仅一个月之后，他的老师就给他做出了如下的评语：“本人愿意十分负责地证明，莱辛先生的勤奋
和进步都是最优异的。
在本人指导下，他对哲学问题表达清楚、准确、精深。
他的学习成绩将是很杰出的。
”　　　　这个时期的莱比锡可谓全德国思想、文化和经济生活的中心，弥漫在这座开放的城市里的
自由的科学思想和活跃的启蒙气息，对莱辛这位来自萨克森州的少年才子来说，是一种无法抗拒和抵
挡的诱惑。
入学不久，莱辛对于神学的兴趣就被诸如化学、植物学、考古学、语言学乃至医学等等学科冲淡了。
他给母亲写信说：“我坐在书本前，只感到自己的存在，很少想到别的。
请允许我的坦白，我也很少想到上帝。
我的惟一快慰是勤奋。
⋯⋯我逐渐认识到，书籍固然可以给我以知识，使我成为学者，但不能把我培养成一个人。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堡剧评>>

⋯⋯有一段时间我把书本扔在一边，为了去结识更有用的事物和思考更有意义的事情。
”　　在莱比锡大学，他结识了许多学术界的知名人物，有古典文学家、神学批判家、哲学家、数学
家、天文学家等。
其中集自然科学家、作家、翻译家和诗学批评家于一身的克斯特讷（Kastner）对莱辛当时以及后来的
影响最大。
克斯特讷读了莱辛最早的几个剧本，很是欣赏，就把莱辛介绍给了当时在德国最著名的诺伊贝尔
（Neuber）剧社。
剧社的创办人是演员出身的戏剧家诺伊贝尔夫人，她把这个剧社作为改革德国戏剧的场地，上演了许
多深受市民欢迎的喜剧。
这些戏剧也深深地吸引了莱辛，使他渐渐把剧社当成了自己的另一所学校。
“宁愿啃一块干面包，也不愿放弃一次观看演出的机会。
”诺伊贝尔剧社的演出，莱辛几乎每场必看。
他的第一部喜剧《青年学者》也由这个剧社上演，而且获得相当的成功。
　　　　莱辛在莱比锡的生活情形传到了卡门茨。
他的父母亲认为这是一种堕落，便编造了一个母亲病重的谎言，让他回到卡门茨住了几个月。
后来他虽然又得到父亲的同意回到莱比锡改修医学，但他真正的兴趣已转向戏剧。
1748年，诺伊贝尔剧社因为经济拮据而解散，莱比锡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莱辛了。
他的大学生活也随着剧社的解散而宣告“剧终”。
　　　　与诺伊贝尔剧社的交往，使莱辛渐渐脱离了日后成为一名牧师或神学家的轨迹，而走上了最
终成为德国不朽的戏剧家、美学家和哲学家的道路。
1748年11月，莱辛来到柏林，开始了他的戏剧家与美学家的生涯。
他的父母以他“不务正业”而终止了对他的经济资助，这使得莱辛从此成为德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依靠
写作维持生活的职业作家。
随后他创办和编辑过戏剧评论杂志，写作和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寓言和剧本，编辑出版了自己的
包括诗体寓言在内的六卷本《文集》（1753－1755），翻译了《狄德罗先生的戏剧》等外国作品，还
给一位普鲁士将军当过秘书。
1759年，他又出版了自己的散文体寓言和寓言论文《寓言三卷·附录关于此类文体的几篇论文》　　
　　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1766年他完成了那部著名的美学著作《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
1767年，他受聘担任汉堡?民族剧院?艺术顾问，并创办了一份专门评论上演剧目和表演艺术的小报。
他为全年的52场演出撰写了104篇评论，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到今天已经成为欧洲戏剧批评经典名
著的《汉堡剧评》。
　　　　即使在今天的德国，莱辛依然是一个巨大的存在。
在柏林的国家剧院门前，我找到了那座著名的莱辛塑像。
这正是杜鹃花盛开的人间四月天。
我看见，一群美丽的少女（她们也许是戏剧学院的大学生）将一个个杜鹃花环轻轻地敬献在莱辛塑像
的座基上。
然后她们就站在莱辛的身边开始了自由的朗诵。
她们朗诵的是莱辛的诗篇，还是别的什么，我并不知晓。
但我能够感到，在时间的河流上，有一种高贵的、诗意的、文化的虔诚与教养的传统在流淌。
　　　　莱辛当然不是惟一的源头。
但德国正是因为有伟大的莱辛，有和莱辛一样伟大的众多的精神先驱，它的思想与人文的河流才会如
同莱茵河一样激清扬浊、波澜壮阔⋯⋯　　　　让我继续回到莱辛的精神世界里吧。
作为一位富有时代感和使命感的寓言作家，莱辛的寓言蕴涵着丰富的时代特征、政治意义和深刻的社
会内容。
这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莱辛所生活的18世纪，正是席卷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发生和完成的时期。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堡剧评>>

这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教会，普及文化，倡导民主、自由、平等为使命
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场运动不仅承传和续延了欧洲文艺复兴的薪火，更重要的是为随之而爆发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筚路蓝
缕，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营造了充分的舆论与话语空间。
　　　　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兰西。
因为当时法国经济比较发达，新生的资产阶级势力正处在上升期，人们的思想、个性都相当活跃，因
此与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僧侣的矛盾也特别突出。
在这样的情势下，法国启蒙运动正可谓一呼百应，水到渠成。
但是德国却并非这样。
当时的德国各方面都落后于法国，经济上发展迟缓，政治上一盘散沙，资产阶级的力量极其薄弱。
恩格斯曾对当时的德国状况做过这样的描述：“⋯⋯一切都滥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
没有一丝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朽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卷之《德国状况》）因此，德国的启蒙者们面临的任务就更加
繁难和艰巨。
他们没有办法像法国的启蒙者那样，直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是充分考量了德国的实际状况，采取
了从建立一种独立和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文化入手的策略，以文化来唤醒民族意识，启发人民挣脱封建
专制制度和教会制度对精神的束缚。
他们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和毕生的努力。
　　　　领导着德国启蒙运动的这些不朽的思想巨人，包括莱辛、赫尔德、歌德、席勒等。
作为戏剧家、美学家、寓言家的莱辛，是其中战斗得最勇毅，取得的成就最大，因此对当时和后世所
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位。
　　　　由于以上的原因，莱辛寓言便具有了这样一些特点：首先是对当时德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种
种丑恶现象予以彻底的揭露、讽刺和批判，从而启发人民认清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制度对人性和自由
带来束缚与扼杀的本质。
例如《水蛇》、《仙女的礼物》、《驴和狼》、《绵羊》等篇，揭露了强权者暴虐、伪善和贪婪的本
质；《黄蜂》、《鹅》、《荆棘》等篇，对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狂妄的市侩哲学、弱肉强食的生存
之道，予以了辛辣的讽刺和鞭挞。
其次是对人生哲理和公共道德价值判断予以发现、揭示和张扬，借以引导人们建立一种合乎人道的、
平等的、完善的人格范式和道德秩序。
这也是当时正处在上升时期的德国资产阶级的一种进步的社会理想。
例如在《夜莺和孔雀》、《鹰》、《马和公牛》等篇，就分别反映了作者的一种平等的朋友观念、目
光开放的民众教育观念、宽容的人生哲学观念。
三是对人性中的种种弱点，尤其对德国文化中的种种不良因素和落后现象的讽刺与批评。
如《猴子和狐狸》讽刺了德国作家的缺少创造力和精神上的懒惰；《夜莺和云雀》批评了德国作家的
孤芳自赏与脱离民众；《鼠》讽刺了一些人的自以为是和鼠目寸光。
　　　　莱辛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在这场伟大的战斗中所使用的“重武器”，当然是他
的戏剧作品、剧评、哲学和美学论文，以及所向披靡的各种论战文字。
席勒在写给歌德的一封信中就这样评价过莱辛的《汉堡剧评》：“毫无疑问，在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德
国人当中，莱辛对于艺术的论述，是最清楚、最尖锐、同时也是最灵活的、最本质的东西，他看得也
最准确。
”相比之下，寓言，就是莱辛在这场战斗中所使用的“轻武器”了。
用批评家弗朗茨·梅林的话说，莱辛的寓言是一种“从小型火器里喷射出的连续不断的火舌”。
　　　　莱辛不像伊索、拉封丹那样，毕生专门从事寓言写作。
寓言在莱辛的整个文学活动中，分量并不很重。
莱辛对于人类思想和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戏剧作品、美学和哲学论著等方面。
但是，作为人类的文学遗产之一，莱辛寓言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和魅力。
莱辛最初是用韵文创作寓言，写过15篇诗体寓言，收在他1753年出版的《文集》第一卷里，题名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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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后来他改用散文体创作寓言，1759年出版了散文体的《寓言三卷·附录关于此类文体的几篇论文》。
两种寓言合计105篇，是莱辛一生寓言创作的全部。
　　　　对于寓言，莱辛有自己的理论主张。
作为“附录”发表在他的《寓言三卷》里五篇寓言理论文章，在世界寓言文学研究中具有很高的地位
，曾被后来的学者誉为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们对寓言这种文学形式所作出的最简洁明晰和最富
有哲学意味的理论文献。
这五篇文章分别为《论寓言的本质》、《论寓言中采用动物》、《论寓言的分类》、《论寓言的写作
》、《论寓言在学校中的特殊功用》。
在《论寓言的本质》中，莱辛给“寓言”所下的定义是：“要是我们把一句普通的道德格言引回到一
件特殊的事件上，同时把真实性赋予这个特殊事件，用这个事件写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大家可以
形象地认识出这个普通的道德格言，那么，这个虚构的故事便是一则寓言。
”　　　　莱辛理想中的寓言楷模是准确、简洁的伊索寓言，因此他对拉封丹式的华丽的宣叙与铺陈
不以为然。
他的散文体寓言第一卷的开篇之作《幻象》，就是借用一个寓言的形式，表明了他的心曲。
他说，有一天，他躺在一个不大湍急的瀑布旁边，努力想给自己的一篇童话添加小巧的诗意的装饰，
——因为拉封丹最喜欢这样打扮寓言，他用这种方式几乎把寓言“娇惯坏了”。
——可是，他冥思苦想、斟酌推敲，最终却毫无所获。
这时候，寓言女神出现在他面前了。
女神微笑着说道：“学生，干吗要这样吃力不讨好呢？
真理需要寓言的优美；可寓言何必要这种和谐的优美呢？
你这是往香料上涂香料。
它只要是诗人的发现就够了。
一位不矫揉造作的作家，他讲的故事应该和一位智者的思想一样才对。
”话一说完，寓言女神就消失了。
　　　　莱辛说，这当然仅仅是一个寓言而已，实际上从来没有什么寓言女神在他面前出现过。
但他却坚信：“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写成一个神圣幻象的神谕。
”　　　　举出这则寓言，并非要对莱辛和拉封丹做出什么高下之分，而只是为了说明，莱辛和拉封
丹虽然同为寓言大师，而且他们的精神源头都是伊索，但是他们二人关于寓言的主张和风格，却是互
有侧重，各具千秋的。
与拉封丹寓言所特别追求的繁密的细节、华丽的诗意相比较，莱辛寓言更注重故事的简练和智者的思
想与发现。
拉封丹是一位渴望与大自然共舞的抒情诗人，莱辛则是一位肩负着启蒙的使命而悲悯人间的思想者和
学者。
　　　　莱辛的某些寓言题材虽然也是借用了伊索寓言，但他并不是简单的改写和复述，而是结合德
国社会的现实予以翻新和改造。
他从寓言的精神上继承和把握了伊索，而在题材和意蕴上，却清晰地展示了一种德国民族风格。
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德国自从有了莱辛，才算有了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寓言。
　　　　曾经是那么漫长的颠沛流离的日子，让莱辛真正尝到了生活的辛苦。
“我白天黑夜都在写啊写！
”他自嘲地说，长期以来他就像一只“站在屋顶上的鸟”，刚刚准备栖息一会儿，便又听到了什么召
唤他往前方飞翔的声音。
　　从1770年4月开始，莱辛来到沃尔夫比特尔（Wolfenbuttel）的一个古老的图书馆——奥古斯特公
爵图书馆任管理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这是他的思想和美学体系臻于完善和成熟的一个时期。
他的许多关于宗教、哲学文献的论文和论战文字，都写于这个时期。
在这个图书馆里，他还写出了那个著名的悲剧《艾米丽·伽洛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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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过度的劳作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
1781年2月15日，他因为脑溢血而离开人世。
弥留之际，他的朋友们正在念书给他听，他躺在朋友的怀抱里，恬静地、缓缓地阖上了双眼⋯⋯　　
　　像欧洲许多资历久远而辉煌的图书馆一样，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收藏繁富，并有不少镇馆珍品。
它现有藏书220万卷，其中有不少六世纪到十五世纪的秘籍珍本。
还有属于中世纪的书写在羊皮纸上的手抄本3000多种。
此外，这里还藏有宗教改革之父马丁·路德亲笔批手稿，为数不少的毕加索的作品真迹，以及大量的
中国古代文化和政治典籍等等。
　　我到沃尔夫比特尔市的主要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看莱辛。
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原样保留了莱辛工作和写作过的那个房间的摆设，并把它辟为莱辛纪念馆。
　　　　在这个寂静和古朴的小房间里，我看见了这位伟大的启蒙者、思想家和戏剧家使用过的工作
台、圈椅和古旧的烛台，看见了在莱辛晚年曾经给过他物质和精神资助的，那些善良的和充满良知的
朋友的画像。
而从他那些已经泛黄的神学论文和文学论争的手稿中，我分明感到，智慧、思想和人道的光芒依然在
闪亮——即使是在人类的理性精神有如夕阳西下的时候，即使是在整个外部世界正被物质包围的时候
。
　　　　轻轻地盘桓在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的回廊里，我仿佛能听到一代思想大师的沉重的呼吸。
捧着一本有着莱辛画像的1954年版的《汉堡剧评》，坐在图书馆一侧的一条长椅上，我把莱辛自己的
一段文字抄写在书扉上：“撇开他提供的确切结论不说，仅就他的渊深和卓越的思想方法而论，他足
以成为对于他的时代与他的国家的最具深远的价值与影响的一个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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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在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德国人当中，莱辛对于艺术的论述，是最清楚、最尖锐、同时
也是最灵活的、最本质的东西，他看得也最准确。
”相比之下，寓言，就是莱辛在这场战斗中所使用的“轻武器”了。
用批评家弗朗茨·梅林的话说，莱辛的寓言是一种“从小型火器里喷射出的连续不断的火舌”。
　　莱辛不像伊索、拉封丹那样，毕生专门从事寓言写作。
寓言在莱辛的整个文学活动中，分量并不很重。
莱辛对于人类思想和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戏剧作品、美学和哲学论著等方面。
但是，作为人类的文学遗产之一，莱辛寓言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和魅力。
莱辛最初是用韵文创作寓言，写过15篇诗体寓言，收在他1753年出版的《文集》第一卷里，题名为?故
事?。
后来他改用散文体创作寓言，1759年出版了散文体的《寓言三卷·附录关于此类文体的几篇论文》。
两种寓言合计105篇，是莱辛一生寓言创作的全部。
　　对于寓言，莱辛有自己的理论主张。
作为“附录”发表在他的《寓言三卷》里五篇寓言理论文章，在世界寓言文学研究中具有很高的地位
，曾被后来的学者誉为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们对寓言这种文学形式所作出的最简洁明晰和最富
有哲学意味的理论文献。
这五篇文章分别为《论寓言的本质》、《论寓言中采用动物》、《论寓言的分类》、《论寓言的写作
》、《论寓言在学校中的特殊功用》。
在《论寓言的本质》中，莱辛给“寓言”所下的定义是：“要是我们把一句普通的道德格言引回到一
件特殊的事件上，同时把真实性赋予这个特殊事件，用这个事件写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大家可以
形象地认识出这个普通的道德格言，那么，这个虚构的故事便是一则寓言。
”　　莱辛理想中的寓言楷模是准确、简洁的伊索寓言，因此他对拉封丹式的华丽的宣叙与铺陈不以
为然。
他的散文体寓言第一卷的开篇之作《幻象》，就是借用一个寓言的形式，表明了他的心曲。
他说，有一天，他躺在一个不大湍急的瀑布旁边，努力想给自己的一篇童话添加小巧的诗意的装饰，
——因为拉封丹最喜欢这样打扮寓言，他用这种方式几乎把寓言“娇惯坏了”。
——可是，他冥思苦想、斟酌推敲，最终却毫无所获。
这时候，寓言女神出现在他面前了。
女神微笑着说道：“学生，干吗要这样吃力不讨好呢？
真理需要寓言的优美；可寓言何必要这种和谐的优美呢？
你这是往香料上涂香料。
它只要是诗人的发现就够了。
一位不矫揉造作的作家，他讲的故事应该和一位智者的思想一样才对。
”话一说完，寓言女神就消失了。
　　莱辛说，这当然仅仅是一个寓言而已，实际上从来没有什么寓言女神在他面前出现过。
但他却坚信：“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写成一个神圣幻象的神谕。
”　　举出这则寓言，并非要对莱辛和拉封丹做出什么高下之分，而只是为了说明，莱辛和拉封丹虽
然同为寓言大师，而且他们的精神源头都是伊索，但是他们二人关于寓言的主张和风格，却是互有侧
重，各具千秋的。
与拉封丹寓言所特别追求的繁密的细节、华丽的诗意相比较，莱辛寓言更注重故事的简练和智者的思
想与发现。
拉封丹是一位渴望与大自然共舞的抒情诗人，莱辛则是一位肩负着启蒙的使命而悲悯人间的思想者和
学者。
　　莱辛的某些寓言题材虽然也是借用了伊索寓言，但他并不是简单的改写和复述，而是结合德国社
会的现实予以翻新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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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寓言的精神上继承和把握了伊索，而在题材和意蕴上，却清晰地展示了一种德国民族风格。
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德国自从有了莱辛，才算有了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寓言。
　　曾经是那么漫长的颠沛流离的日子，让莱辛真正尝到了生活的辛苦。
“我白天黑夜都在写啊写！
”他自嘲地说，长期以来他就像一只“站在屋顶上的鸟”，刚刚准备栖息一会儿，便又听到了什么召
唤他往前方飞翔的声音。
　　从1770年4月开始，莱辛来到沃尔夫比特尔（Wolfenbuttel）的一个古老的图书馆——奥古斯特公
爵图书馆任管理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这是他的思想和美学体系臻于完善和成熟的一个时期。
他的许多关于宗教、哲学文献的论文和论战文字，都写于这个时期。
在这个图书馆里，他还写出了那个著名的悲剧《艾米丽·伽洛蒂》。
然而，过度的劳作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
1781年2月15日，他因为脑溢血而离开人世。
弥留之际，他的朋友们正在念书给他听，他躺在朋友的怀抱里，恬静地、缓缓地阖上了双眼⋯⋯　　
像欧洲许多资历久远而辉煌的图书馆一样，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收藏繁富，并有不少镇馆珍品。
它现有藏书220万卷，其中有不少六世纪到十五世纪的秘籍珍本。
还有属于中世纪的书写在羊皮纸上的手抄本3000多种。
此外，这里还藏有宗教改革之父马丁·路德亲笔批手稿，为数不少的毕加索的作品真迹，以及大量的
中国古代文化和政治典籍等等。
　　我到沃尔夫比特尔市的主要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看莱辛。
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原样保留了莱辛工作和写作过的那个房间的摆设，并把它辟为莱辛纪念馆。
　　在这个寂静和古朴的小房间里，我看见了这位伟大的启蒙者、思想家和戏剧家使用过的工作台、
圈椅和古旧的烛台，看见了在莱辛晚年曾经给过他物质和精神资助的，那些善良的和充满良知的朋友
的画像。
而从他那些已经泛黄的神学论文和文学论争的手稿中，我分明感到，智慧、思想和人道的光芒依然在
闪亮——即使是在人类的理性精神有如夕阳西下的时候，即使是在整个外部世界正被物质包围的时候
。
　　轻轻地盘桓在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的回廊里，我仿佛能听到一代思想大师的沉重的呼吸。
捧着一本有着莱辛画像的1954年版的《汉堡剧评》，坐在图书馆一侧的一条长椅上，我把莱辛自己的
一段文字抄写在书扉上：“撇开他提供的确切结论不说，仅就他的渊深和卓越的思想方法而论，他足
以成为对于他的时代与他的国家的最具深远的价值与影响的一个存在。
”　　莱辛诞生于德国萨克森小城卡曼茨的一个贫穷的牧师家庭，自幼学习努力，有强烈的求知欲，
被老师称为“一匹需要双份饲料的马”。
莱辛在德国文学史上堪称多面手，他长于文艺批评、美学论著和戏剧评论，也具有文艺创作天赋。
他的戏剧作品与寓言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理论著作和创作实践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
为建立德国的民族文学而奋斗。
莱辛一生穷困潦倒，他虽然为演员、剧作家的生活待遇而呐喊，自己却不得不任将军秘书、公爵私人
图书管理员等卑微的职务以维持生活。
他虽然贫穷，但一生的创作从不迎合宫廷贵族的需要。
莱辛在世界文化史上和德国文化史上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被视为与伏尔泰齐名的世界级启蒙运动
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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