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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日本著名戏曲史家青木正儿在他自称续王国
维 《宋元戏曲史》 的 《中国近世戏曲史》 中，首次在国际视
野中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

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逝世一
年而卒 （当是同年而逝——引者注），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
时，亦奇也……汤显祖不仅于戏曲上表现其伟大，即其人格
气节亦颇有可羡慕者，谱之入曲固为吾党所快者。

的确，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伟人、骄
子。他们同处在“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
变革”时期，而这个时期，正像恩格斯所说，“是一个需要巨
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
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期。他们同作为“巨人
时代”的“时代巨人”，都以他们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的
热情讴歌，成为西方文艺复兴和东方人文启蒙的“时代的灵
魂”，而且以他们所创造的艺术的巨大魅力，使他们“不属于
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本·琼生语）。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脚步都带有由旧信仰广泛崩溃和新
思想尚未成熟所带来的社会阵痛的印痕。“哈姆莱特的延
宕”，汤显祖“儒检”“仙游”的困惑，真正显现了时代巨人
超越自身局限的悲剧性崇高。但他们又都是新思想的呼唤
者，新理性的高扬者，新的人文精神的创生者。无论对人是

“世界的美”的吟诵，还是对“情至”之大旗的高擎，都在东
西方引领了涌向近现代的思想变革大潮。

无论是汤显祖还是莎士比亚，他们都热情歌颂人的情感
经天纬地。但他们也非常明白，既有精神又有肉体的才是
人。所以，汤显祖在明中叶人欲横流的大势里，却极为冷静
地提出要对情“持转易之关”。而莎士比亚也一再提醒人们，

“毫无节制的放纵，结果会使人失去了自由”。这无疑透露了
追求新的理性曙光的信息。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是人类历史上天才的戏剧家、诗人和
语言大师。无论是读他们的作品，还是看他们的戏剧演出，都令
人折服地惊叹他们是“在各种意义上闪耀着天才的光辉”（雨
果语）之人，甚至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由于他们天才的剧作而
使我们的“生存得到了无限度的扩展”（歌德语）。

莎士比亚有剧作37部。汤显祖虽只有“临川四梦”，但其篇幅
和演出时间却比莎士比亚的每一部剧作都要长。《牡丹亭》共55
出，《紫钗记》共53出，《南柯记》共44出，最短的《邯郸记》也有30
出。1982年江苏省昆剧院上演《牡丹亭》上集，只包括4出戏，却历
时两个半小时。若要将55出戏全部演出，起码在20个小时以上。
我国自宋元时代南戏开始，到明代嘉靖年间昆曲渐成一统天下
时，演出往往是从白天演到黑夜，甚或连演数日，观众带着干粮
看戏。而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剧场，只是每天下午两点才开始演
出，历时两个半或3个小时。所以，莎剧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虽有
5幕24场戏，也不过相当于《牡丹亭》的4出戏而已。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我们说汤显祖虽只有“临川四梦”，却如同莎士比亚的宏
篇巨制一样，展现了极为丰富广阔的戏剧人生。

莎士比亚在写《维纳斯与阿都尼》等叙事诗的同时，也写了
大量的抒情诗，其中流传至今的154首十四行诗仍脍炙人口。而
汤显祖从 12岁留下《乱后》诗，到 67岁逝世前一天吟出绝命诗

《忽忽吟》，在长达 55 年的诗人生涯中，一共写诗达 2273 首之
多，这还没算30多首赋。可见，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以他们天才
的诗性智慧感知世界，熔裁生活，创造了诗意的生存方式。

汤显祖吸屈骚六朝之丽辞俊语，纳唐宋八大家之丰沛语
韵，创造了玑珠婉转、丰华美瞻的诗句文韵。“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牡丹亭·惊梦》）等这样的名句名段，经林黛
玉的沉吟，经梅兰芳的传唱，经无数个俞二娘、内江女子、金凤
钿、冯小青、商小玲等的苦吟、绝唱，早已家喻户晓，流传千古而
不绝。而莎士比亚也以其语韵的优美、语汇的丰厚，让世人惊叹
不已。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只能熟练掌握4000个词汇，而莎翁却
在戏剧里自如地运用了15000个词汇，以致他的语汇构成了英
语语言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名言汇编书籍所摘抄的莎翁
文句，也远远超出其他作家和典籍。

可见，无论莎翁还是汤公，他们都是极善于用语言抒写
生命情怀的大师。当代西方一位大哲说，语言是存在的家。
那么，经汤公、莎翁所构筑的这个“家”，使生命存在如此凝
重、神圣、美妙、温暖，它给多少绝望的眼铺满了希望的
绿，又给多少哭泣的心带来了欢乐的笑……

（作者为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兼汤显祖研究会副会长）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

“巨人时代”产生的

“时代巨人”
邹元江

400 年后的今天，汤显祖戏剧的艺
术魅力穿越时光，依然滋润着人们的心
灵。汤显祖和他的戏剧何以具有这样的
魔力？对后世有着怎样的影响？本报记
者日前采访了中国戏曲学会汤显祖研究
会会长周育德。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

记者：汤显祖一生写过四个半剧
本。最早写的 《紫箫记》 只完成上半
部。有刊本传世的传奇作品是 《紫钗
记》《还魂记》（《牡丹亭》）《南柯
记》《邯郸记》。请谈谈汤显祖的戏剧有
什么艺术特点？

周育德：这四部传奇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剧中都有做梦的情节。汤显祖是江西临
川人，所以世称“临川四梦”。汤显祖的堂号
是玉茗堂，所以也称“玉茗堂四梦”。

“四梦”中影响最大的是《牡丹亭》。
《牡丹亭》是根据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
还魂》改编的，汤显祖有自己的许多发挥
和创造。女主人公杜丽娘因情而梦，因梦
而病。死后 3 年，却因与柳梦梅的“至
情”而迎来了还魂新生。一对爱侣当真结
成了夫妻。汤显祖大胆地肯定了女性的情
爱，并以超常的方式使美好的爱情得到了
理想的结局。汤显祖歌颂“至情”，他说情之
所至，生者可以死，死者也可以复生，“至
情”有着超越生死界限的不朽意义。

汤显祖在塑造杜丽娘形象的过程
中，灵感飞动，触及了与“情”有关的
多个方面。比如在剧中对封建礼教和冬

烘先生作了极具幽默感的揶揄和嘲讽。
明万历二十六年 （公元 1598 年）

《牡丹亭》 出版后，很快地在坊间和舞
台上传播开去，成了非常轰动的畅销
书，“家传户诵，几令 《西厢》 减价。”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记者：《牡丹亭》 在当时为什么这

么轰动？
周育德：《牡丹亭》 的问世和轰动

都不是偶然的，它是在晚明社会那种特
殊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在明代中晚期的思想界，“异端”
思想十分活跃，弥漫着一种思想解放的
空气。异端“狂士”们要求尊重人的天
性，一切顺其自然。他们面向现实，执
著地追求人间幸福，主张自得自适，按
照自己的志趣爱好去生活。他们感到礼
法名教、旧传统、假道学是遏止个性发
展的巨大障碍，必须破除之。这种个性
思潮波及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直接推动
了晚明文艺领域的“尊情”和“崇俗”
的风潮。

汤显祖和朋友谈他写剧的体会说：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说明他的剧作是
“情”的产物。汤显祖把王阳明的“良
知”置换为“情”。从哲学上讲，汤显祖
的“情”是一种可以“生天生地，生鬼生
神”的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表现在具体
人性上，就是包含爱情在内的一切自然的
情感和欲望；从文学艺术思想上讲，

“情”是文学艺术发生的原动力和感化人
心的力量之所在，是文艺作品能够流传不
朽的决定因素，是文艺作品能教化百姓、
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因。

记者：汤显祖的其他几部剧作有怎
样的特色？

周育德：其他几部剧作也很出色。
《紫钗记》 是根据唐人蒋昉的传奇小说
《霍小玉传》改编，写才子李益与美女霍
小玉的爱情故事。剧中卢太尉是一个特务
头子的形象，在小说原作里不存在，是汤
显祖的创造。通过这个人物，使人认识权
贵的横行不法和明代特务统治的残酷。

《南柯记》 和 《邯郸记》 是汤显祖
弃官归里后所作的两部传奇。这两部传
奇都有一个宗教的外壳，都有一个梦的
框架，曲折表现的却是现实的内容。

《南柯记》是根据唐人李公佐的小说
《南柯太守传》改编而成，描写了一个本
想有所作为的士人，凭借裙带关系进入
官场，在女色和权力的诱惑下最终堕落
为腐败分子，当然有一定的批判价值。

《邯郸记》 则是一幅明代官场的百
丑图。根据唐人沈既济小说 《枕中记》
改编。此剧描写了封建社会宦海风波的
险恶，活画出一个腐败分子从发家到幻
灭的生命历程。卢生的形象是大官僚丑
恶生活的典型，汤显祖借此吐露他对当
时政治的愤懑。

《南柯记》 和 《邯郸记》 曲折地表
现汤显祖15年官场生涯的体会，他对卢
生和淳于棼这类位居卿相的贪腐分子的
尖锐讽刺，有着不同寻常的批判意义。

汤显祖一生只写了四个半剧本，但
是一部 《牡丹亭》 已足以奠定了他在中
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地位。

记者：您说汤显祖的剧作是“情”
的产物，他还有哪些文艺观？

周育德：汤显祖不仅是一位戏曲
家，也是晚明时代的重要作家和思想
家。他不仅有艺术和文学的创作，而且
有特色鲜明的文艺主张。

关于汤显祖的文艺观，我曾概括为
这几个方面——言情、尚真、务奇、通
变。

言情是汤显祖文艺观点的最大亮
点。他高举“情”的旗帜，在晚明文坛
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尚真，汤显祖主张做人要做真人，
作文要说真话。他说，明代文坛上流行
的那种以模仿为能事的“文必秦汉，诗
必盛唐”的作品，都是“赝文”假货
色。

务奇，汤显祖提倡文艺作品要有与
众不同的独创性。

通变，汤显祖主张作文、写剧本在
遵守一般的格律和规矩的原则下，有时
可以有所突破，可以有所变通。

戏曲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

记者：汤显祖戏剧对后世有怎样的
影响？

周育德：汤显祖的戏曲作品对后世
的影响是巨大的、长远的。

汤显祖戏剧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表现
在其“言情”理论对戏曲创作的推动。在

言情理论的鼓舞下，晚明的戏曲作家们大
胆地张扬人的生命意识，写出了一部又一
部描写青年男女爱情故事的传奇。汤显祖
的《牡丹亭》是最为杰出的一部。

汤显祖的追随者和模仿者代不乏人。
直到清朝，洪昇的传奇杰作《长生殿》被
说成是“一部热闹的《牡丹亭》”。曹雪芹在

《红楼梦》里单写一回《牡丹亭艳曲警芳
心》。蒋士诠专门写了一部《临川梦》。

记者：在戏曲舞台上，汤显祖有怎
样的影响？

周育德：在戏曲舞台上，汤显祖的
影响更为巨大。

汤显祖的《牡丹亭》刚问世，就成了
戏曲舞台上争相演出的剧目。无论是在士
大夫家班演出，还是江湖戏场演出，《牡
丹亭》 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剧目之一。至
今，昆曲舞台上可以演出的《牡丹亭》的
折子，仍有二十来出，成为昆曲的经典。

近数十年，《牡丹亭》 的演出，出
现一个又一个的热潮。7 个昆曲剧团有

好几个版本在演出。《牡丹亭》 不但在
国内演出，而且走向了世界。昆曲 《牡
丹亭》 成了外国人了解中国戏曲艺术的
最好的标本。

不仅昆曲在演出 《牡丹亭》，各地
的剧种如京剧、赣剧、闽剧、粤剧、越
剧等也有 《牡丹亭》 的改编演出。不仅
戏曲舞台上有 《牡丹亭》 的演出，甚至
芭蕾舞的舞台上也有《牡丹亭》。

记者：请谈谈现当代对汤显祖研究
的情况。

周育德：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
纪50年代以来，有关汤显祖的研究不断
深入，成果丰硕。有关于汤显祖生平思
想研究的年谱和评传，有关于汤显祖综
合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各种专著和专论。
从事汤显祖研究的学者队伍不断壮大，
年轻学者不断涌现。

研究莎士比亚有“莎士比亚学”，
研究 《红楼梦》 有“红学”，由于海内
外学者的努力耕耘，研究汤显祖也渐渐
形成“汤学”。

国内研究汤显祖的学术组织，有设
在浙江遂昌的中国戏曲学会汤显祖研究
会，有设在江西抚州的汤显祖研究中
心。

中国戏曲学会汤显祖研究会自 2006
年成立以来，举办过“汤显祖莎士比亚
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多次国际性的
学术会议，每次都有研究论文结集出
版。

记者：纪念汤显祖有什么当代意
义？

周育德：汤显祖是晚明时代先进文
化的杰出代表。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多
方面的建树。汤显祖是杰出的戏剧家、
文学家、思想家。他为国人所知，主要
是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戏曲创作。

研究汤显祖的戏曲创作的经验和汤
氏剧作舞台演出的经验，可以为当代戏
曲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为繁荣当代戏
曲艺术注入正能量。

汤显祖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在。他
的思想和成就涉及文学、哲学、史学、
政治学、艺术学、戏剧学、宗教学等多
个领域。汤显祖是一宗文化的富矿，值
得作长期的开垦。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发
现，对传承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
传统文化，都是大有助益的。

习近平主席倡议中英一同纪念汤显
祖和莎士比亚，对促进中英两国的文化
和友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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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 2015年 10月访问英国时在演讲中提出，
中国明代剧作家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创作
的《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等戏剧享誉世
界。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两人都是1616
年逝世的。2016年是他们逝世400周年。中英两国可以共

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
互理解。

在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之际，本版推出纪念汤显祖专
题，请几位专家解读汤显祖作品的艺术魅力，以飨读者。

——编者

汤显祖出生于明朝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万
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逝世。字义仍，号海若、若士、
清远道人。江西临川（现在的抚州市）人。他21岁中举时，
已经是文名远扬的文士。但因为不肯阿附权臣张居正，
以致屡屡会试受挫，直到张居正死后的万历十一年，34
岁时才得以进士及第。他自请到南京礼部任太常寺博
士，后来升为礼部主事。万历十九年，因上《论辅臣科臣
疏》批评朝政，而被贬极边广东徐闻县典史添注，挂一个
典史的空衔，后来调任浙江遂昌知县。他在那个偏僻的
浙西山县做了5年县官，留下了可观的政绩和极好的声
望。汤显祖在晚明的官场浮沉15个年头。万历二十六年
春天，49岁的汤显祖弃官回临川，不再涉足政坛。3年后，
吏部考察官员给他一个“浮躁”的评语，正式免职。

（周育德）

1998 年是汤显祖“临川四梦”的最重要代表作
《牡丹亭》 诞生 400 周年，海内外有近 8 个不同的全
本、串本、中外艺术家合演本等版本上演，一时间出
现了从未有过的汤显祖国际热，突出的标志就是《牡丹
亭》在已有的德文、英文、俄文、法文节译全译的基础上，
又出现了法文、韩文全译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文《邯
郸梦》全译本的出版，译者是雷威安，这个出生在天津
的法国学者正在翻译《南柯记》和《紫钗记》，相信不
久的将来也会出版。日本山口大学根山徹教授则直接
以汉语编校出版了《牡丹亭还魂记》汇校本。

当然，近 20 年 《牡丹亭》 的全译本仍是最多的，
有3个译本。2014年8月，大连外国语学院汪榕培教授

主持翻译的 《汤显祖戏剧全集》 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出版发行，全书近 180万字，包括 《紫箫记》《紫钗
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是目前唯一一部
完整的英文版汤显祖戏剧集。其中 《牡丹亭》《邯郸
记》 和 《紫钗记》 先前已被收入国家重大出版工程

《大中华文库》出版发行。
2008 年 《牡丹亭》 被确立为世界百部戏剧杰作之

一。美国丹尼尔·S·伯特2008年在纽约资料档案出版公
司出版了 《100 部剧本：世界最著名剧本排行榜》，其
中《牡丹亭》名列第32位，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剧本。

自 2004 年 4 月 29 日白先勇策划的青春版 《牡丹
亭》 在台北首演以来，到 2011年 12月 8日在北京国家

大剧院演出第 200场，到 2014年年底 10年间已经在海
内外演出了230余场，其盛况之空前、影响之巨大，在
600多年昆曲演出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更增强了海
内外对汤显祖研究的巨大兴趣。

2013 年 2 月 10 日 （中国的农历大年初一） —16
日，由坂东玉三郎饰演杜丽娘并兼任总导演的昆曲

《牡丹亭》 在巴黎夏特莱剧院连演了 7场，这次盛况空
前的中日艺术家的联袂演出，在整个法国乃至欧洲都
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2月19日，鉴于坂东玉三郎将
中国昆曲艺术完美演绎在法国舞台上所作出的杰出贡
献，法国文化部向他颁赠了法国最高的文化奖章“艺
术与文化指挥官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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