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个戏都是写大人物的爱情
。

唐明

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故事脍炙人 口
,

而在世界范 围 内
,

罗 马帝 国三执政之一的

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的故事流

传更广
,

并且两故 事的大关 目都是爱情误
国

,

因而二者颇有相似处
。

但真正 使笔者

将两个戏联系起来的原 因
,

是《长生殿 》主

题的统一 问 题
。

长生殿 》歌颂李
、

杨生死

不渝的爱情
,

但又 以相当的篇幅
,

颇重的份

量描写他们 引 发安史之乱
,

给国 家带来的

灾难
,

给人 民造成的痛苦
。

这种丰富
、

复杂

的 内容使该剧的主题成了 一个争论不休的

问题
。

长期以 来
,

有
“

爱情主题
” 、 “

政 治主

题
” 、“

双重主题
”

三说
。

年 广 州 长生

殿 》学术讨论会上
,

又提出 “

多层次主题
”

说

和 用模糊 思维把握
“

总体的 失落感
”

说
,

认
识明显深化 了

,

但 旧 的三说并 不被原持有

者放弃
,

总的看仍是众说纷纭
。

于是我 们

想起莎翁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来
。

这个名 剧也是将 爱情 与政 治结 合起来 写

的
,

其涉及的政治的复杂性
,

绝不 下于《长

生殿 》
,

但该剧 却从 无主题复杂
、

众说纷纭

的问题
。

那 么 莎 翁是 怎 样 写 的 两戏 比

较
,

对认识《长生殿 必有启示
。

莎剧主人公的故事有很长的前史
。

最

初
,

克莉奥佩特拉委身 于征服了 埃及 的老

凯撒 裘力斯
·

凯撒
,

老凯撒 回 罗马成了独

裁者后被刺 杀
,

安东尼成为 罗 马三执政官

之一
,

来到罗马
,

与女王相爱
。

这些都略去
了

。

女王并非纯情女子
,

委身凯撒和 与安

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洪升的︽长生殿︾和莎士比亚

口陆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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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尼相爱
,

皆有 以艳色为政治武器
,

以 在与

罗 马的关系 中维持 自身地位
,

实现政治野

心的强烈 因 素
。

莎翁把这 一点
一

也谈化 了
。

剧本从安东尼 因 本土多事
,

不得不离埃及
回 罗 马写起

。

他 回到罗 马
,

与庞 贝 签约
,

安

定了 罗马与外敌 的关 系
,

又 娶 了 另 一执政

官奥克泰维斯
·

凯撒 屋大维 的妹妹
,

稳固

了 自 己在 罗马 内部的地位
。

但凯撒随即找

借 口 杀 了 另 一执政官莱必多斯
,

起兵攻打

安东尼
,

以 便独占天下
。

这些复杂的事件
,

莎士 比亚全在前两幕 写完 了
,

留 下 了 后三

幕写安东尼在埃及的亚历 山 大里亚与大军

压境的凯撒决战
,

因 克莉 奥 佩特拉的 拖 累

而兵败身死的情节
。

很 明显
,

莎士 比 亚对

情节的提炼
,

是要把爱情误国 作 为描写 的

重点
。

李
、

杨爱情
一

也是爱情误 国
。

这里 本是

一个两难间题
,

歌颂爱情 与批 判其误 国 是

相悖的
。

而这个两难 局面对中 国古人来说

格外严峻
,

因 为 中 国古典美学有个特点 美

总是 与 善 相 联 系
。

所 以 写 戏总 是 忠奸 分

明
、

善 恶分 明 的
。

那 么 李
、

杨题 材 怎 样 写

呢 唐 白居 易 的 长 恨 歌 》以 歌颂 爱情 为

旨
,

误国则尽力淡化
,

只 写爱情遭到悲剧而

绵绵长恨
。

元 白朴的《梧桐雨 》则偏于批评

误国
,

把杨玉环的秽行
,

安禄山 为夺杨而作

乱写得 比较突 出
,

结尾让唐明皇落入爱情
、

政治 皆 失 败的 无 尽凄凉 之 中
。

而 洪 升 的

《长生殿 》既把李
、

杨爱情 美化
、

理想化
、

不

遗余力地歌颂
,

又 以 浓重 的笔墨写爱情 引

起的荒政
、

变乱给人 民造成 的痛苦
。

这 显

然是一个突破
。

突破 的含 义并非仅是
“

将

爱情与政治结 合起来写
” ,

因 为这不是一箭

双雕
,

既写了 爱情
,

又 写 了 政治
,

从而全面

反映历史的问题
,

而是把对李
、

杨故事认识
置于两难处境之 中

。

仅此一点
,

《长 生 殿 》

就站到 了 一个新的高度 在艺术上抓住 了

题材复杂价值的 内 核
,

在 思想上具备 了 于

封建末世对爱情理想
、

政 治理想作总 体性

思考的姿态
。

长生殿 》对待题材上正 面地

面对爱情与误 国 的两难 问题
,

这 一点和 莎

翁是一样的
。

然而在怎样写两难 的情节上
,

两个 戏

就大不相 同 了
。

可 以 这祥说
,

洪升竭 力 回

避和淡化种种矛盾 因 素
,

而莎 翁却 着 力 地

突 出和强化这些 因 素
。

在写误国上
,

洪升尽 力 淡化
“

误
’‘

的 直

接性
,

为李
、

杨开脱
。

他写唐 明皇并未有了

杨妃就
“

不早朝
” ,

而杨妃也从未过间政事
,

剧中没有杨玉环恃宠妄为 之事
,

更无她 与

安禄 山私通的间题
,

所以所谓
“

乐极哀来
” ,

发生安史之乱
,

只是唐明皇用 人 不当
,

而这

是
“

占 了情场
,

弛了 朝纲
” ,

即放松了 对政事

的注意力 的结果
。

在马冤坡
,

唐 明 皇是觉

得委屈 的
,

杨贵妃是 怨 怨艾艾 的
。

而莎 剧

就不 同 了
,

第一段 台词就是部将 抱怨 安东

尼失掉 了 伟 大 的 战神
, “

世 界三 大柱 石 之

一
”

的常态
, “

变成一 个娟妇的弄 人了
” 。

以

下不论哪个人物 出 场 女王除外 议论起安

东尼来
,

无不认为 他 因 沉溺 爱情 而失掉 了

英雄本色
,

丧失了 理智
。

在与凯撒决战时
,

作为军事天才而 又拥有雄厚兵力 的安东尼

竟然放弃必胜 的 陆 战方案
,

听 从克莉 奥 佩

特拉的主张在海上决战
。

在海战 中
,

女王

任性地硬要 参与
,

到 了 敌前 又 大骇而掉船

遁走
,

安东尼竟然 由此无心恋战
,

背弃主帅

职责追随而去
,

致使全军惨败
,

由此决定 了

他们的悲剧 命运
。

莎 士 比亚 用 浓墨重 彩
,

描写 了 爱情误国 的直接性
、

戏剧性
。

在写爱情上
,

洪 升 对杨玉环 曾 为 寿王

妃
,

后来 又有 秽事一字不提
,

只 写李
、

杨恩

恩爱爱
,

风光无限
。

有过一次波折
,

是明皇

偷会梅妃
,

杨吃醋
,

明 皇发怒逐她 出 宫
,

但

随即 发现谁也离不了 谁
,

于是复 召进宫
,

恩

爱更笃
,

密誓生生世世永 为 夫妇
。

而 杨妃

死后
,

李隆基哀痛无尽
,

终至 月 宫重 圆
。

尽

管就这样我 们的许多评论者犹嫌不够
,

认
为帝妃不平等

,

哪有爱情
,

马鬼坡不是把杨

妃牺牲了 吗
,

他 们的爱是
“

先天不足
”

的
、

等

等
,

但洪升 的确是尽 力 美化 的 了
。

正 如第

一 出
“

传概
”

所言
“

今古情场
,

问 谁个真心

到底 但果有精诚不散
,

终成连理
。

万里

何愁南共北
,

两心那论生 与死
。 ”

但莎 士 比

亚却不仅不淡化
,

而且大写安东 尼 与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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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佩特拉 爱情 中 的 矛盾
。

第一幕 中
,

就写

女王为保住爱情玩弄着无尽 的手段
,

她 叫

侍女去找安东尼
,

吩咐
“

要是你看见他在发

恼
,

就说我在跳舞 要是 他样子很高兴
,

就

对他说我突然病 了
。 ”

连侍女都劝她
“

别过

分玩弄安东尼
” 。

在第二幕中
,

安东尼 回 到

罗 马
,

他刚死 了 妻子
,

但 出 于政 治需要
,

毫

不犹豫娶 了凯撒的妹妹
。

克莉奥佩特拉得

知后
,

嫉妒得发疯
,

她要报信人改 口 说这不

是真的
,

否则就杀死 他
。

在安东尼于决战

中 失败后
,

莎 士 比亚让他对女 王发 出恶毒

的 咒骂和愤怒的咆哮
。

安东尼大骂这个女

人在他碰见时 已 是残花败柳
,

曾委 身老凯

撒
,

还有无数的 淫行
,

现在竟 又 背叛 了 他

他要她死
, “

她 必 须死
”

女 王 吓得 魂 飞 魄

散
,

逃到陵墓 中躲起来
。

但她仍 旧 玩弄诡

计来挽 回关系
,

她派人报告说她死 了
,

不料

致使安东尼痛心而 自杀
。

到这时她仍未甘

殉情
,

而是思谋在凯撒统 治下如 何保全 自

己
,

直至 明 白 自 己 将被作为战利 品 带 回 罗

马
,

才决心 自杀
。

莎翁对爱情矛盾的 波澜

写得酣畅淋漓
,

到 了惊心动魄的程度
。

莎士 比亚这种写法
,

似乎对爱情和政

治两方面都有损害
,

而关键的是
,

这种写法

是努力使两难 冲 突尖锐化
,

那么 他 怎样达

到主题的 统一呢 要解释这 一 点
,

可应 用

黑格尔在 美学 》中提出 的悲剧实质在于和

解的理论
。

黑格尔认为
,

悲剧 冲 突收双方

其实是各坚持着
“

理念
”

的一个方面
,

双方

互不退让
,

在冲突中 同 归 于尽
,

恰恰证明 了

各 自坚持的方面 的绝对必要性
,

所 以 两方

面共同构成了 一个完整的理念
。

在此意义

上
,

悲剧的实 质是和 解
。

黑格尔 以 古希腊

悲 剧《安提戈涅 》为理想的典型
。

安提戈涅

的哥哥在争权斗争中死了
,

他的叔叔
,

武拜

城的 国王下令不许安葬
,

这是维护政 治安

定 的原则 但安提戈 涅不顾被处死而 葬 了

哥哥
,

这 是 维 护 了 不 能抛 弃 亲 人 的 原则
。

最终冲突双方都毁灭 了
,

但两个原则都被

坚持 了 合成 了 完整 的理念
。

黑 格 尔 此说

带有他的哲学的 印记
,

在悲剧理论 中 颇 为

独特
。

它未必能说 明 一切悲剧
,

但无疑适

用于两善冲 突的 悲 剧
。

若细思之
,

可发现

它还适用 于那些在高层次认识上可以 归结
为两难冲 突的悲剧

。

例如《马克 白斯 》
,

从

现实层面看
,

是个野心家就君最终恶有恶

报的悲剧
,

但细究一下
,

恶有恶报就不该是

悲剧而应是喜剧了
,

之所以是悲剧
,

因为马

克 白斯处于野 心和 良心的冲 突 中
,

因 野心

而拭君是人 自我扩张的强力 冲 动
,

摆脱不

掉的罪恶感却反映其道德和 良心
,

二者在

作为人的价值上都有正面意义
,

二者合起

来
,

马克 白斯是一个强力进取 的人 的形象

或黑格尔说 的
“

理念
” 。

正 因 为如此
,

马

克 白斯作恶
,

这形象却有美感
,

他的毁灭是

人的悲剧
。

从这里可以 看 出 黑格 尔
“

和 解

说
”

的深刻性
,

它不是从冲突的现实意义层

面
,

而是从更高 的价值层面看待悲 剧 冲 突

的
。

理解到这一 点
,

黑 格尔的 理论便可顺

畅地解释两难冲 突的戏怎样能超越两难而

达到价值取 向上的统一
。

例 如 京剧《四 郎

探母 》
,

我们的评论长期执着于现实冲突层

面
,

于是在杨四 郎 又要叛 国 做辽 国 验 马

又要爱国 探母 的两难中难以解脱
。

于是

有上党梆子《三关排宴
,

写成四郎探母
,

终

被母亲捉 回 宋 国
。

其实从价值层 面看
,

这

个戏并非写叛徒问题
,

而是写亲人之情的
,

只是两国交兵使爱妻和爱母成 为现实 中两

难的 问题
。

正是在两难 中 爱妻
、

爱母都不

能放弃
,

才写 出 了 亲人 之情
。

结尾 可 以 是

悲剧
,

让杨四 郎毁灭
,

这是为亲情而付 出高
昂代价

。

京剧处理是喜剧结尾 萧太后要

斩私 自探母的 杨四 郎
,

公主却把孩子抱来

扔给母亲
,

萧太后抱着外孙心软了
,

事情就

此罢休
。

这看似混闹
,

却是高明的
、

因 为两

难的 归结正是歌颂 亲情
。

由此
,

我 们更体
会到某种创作的规律 文学 中

,

尤其是戏剧
中常遇到的主人公 的两难境地

,

并非 艺术

束手无措之地
,

而恰恰是作家大显身 手之

时
,

应该也可 以 在两难冲 突 中开掘 出 某种

更高层次 的精神来
,

在两 善 或两恶 之上

推出 某种美来
。

莎士 比亚 的 安东尼 与克

莉奥佩特拉 》和洪升的 长生殿 》正是如此
。

只是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
,

两剧的做法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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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对剧 中的两难从根本上具有一种

超越姿态
,

因 为他是人文主义者
,

表现人的

伟大是他最 自然
、

最热切 的主题
。

爱情 与

误国虽然是相悖的
,

但莎翁并不想描绘一

种和谐
、

完满的爱情
,

对他笔下涉 及的那个

政治的成败更不关心
,

他 只想表现人性的

高贵
,

爱情的伟大
。

对这个意 旨来说
,

那种

爱情与 巨 大政治 的 纠 结
,

那种本 身 充满冲

突并能误国 的轰轰烈 烈翻天复地的爱情正

是展现人性的最好形式
。

种种矛盾因 素他

都要充分利 用
,

因 为那不仅不是要 回 避 的

暗礁
,

恰恰是 他表现人性 的主题藉 以 起 飞

的跑道
。

莎士 比亚尽 力 强化冲 突
,

同 时将冲 突

的意义 向表现人的精神
、

情感的伟大
、

高贵

方 向提升
。

男 女主人公第一次 出 场时
,

对

话是这样的
“

克莉奥佩特拉
‘

要是那真的

是爱
,

告诉我有多深
。 ’

安东尼
‘

可 以 量深

浅的爱是贫乏的
。 ’

克莉奥佩特拉
‘

我要立

一个界限
,

知道你能够爱我到 怎 么 一个极

度
。 ’

安 东 尼
‘

那 么 你 必 须 发 现 新 的 天

地
。 ”

’

这种诗的语言后来得到 了 事实 的 注

解 在海战中 安东尼丢 下 了 大军追 随女王

而去
,

因 为大战的胜败
、

世界的命运不如这

个女人的 安危重要
。

在这里
,

是误 国 才 显

出 爱的 巨大
。

同 时
,

在写政治上
,

莎翁也突

出人的高贵的主题
。

第二幕中就有鸿 门 宴

式的情节 罗马三执政在签和约后
,

一起到

庞 贝 的船上饮宴
,

庞 贝 的 部将建议趁机将

他们一网 打尽
,

但庞 贝 拒绝 了
,

因 为信 义
、

尊严 比政 治的成功 更重要
。

第 四幕 中
,

因

海战失败
,

安东尼的部队大批倒戈投敌
,

最

亲信的部将爱诺 巴勃斯也悄悄 离去归附凯

撒
,

安东尼却不怪其背叛
,

反念着他 以往的

功劳和情谊
,

派 人把他未带走的财物 加上

许多赏赐送去
,

爱诺 巴勃斯感于安东 尼人

品 的伟大
,

羞愧 自杀
。

安东尼失败了
,

但不

肯逃遁
,

只求堂堂正 正死于 战场
,

不可得
,

终 自刨保全尊严
。

女王虽有犹豫
,

最终 不

肯受辱
,

宁 可追随伟大 的安 东尼而死
。

这

样
,

莎士 比亚就超越两难
,

在爱情和政治 中

写出 了人的伟大
。

英雄 人物 失 败 了
,

但他

们做了 想做的事
,

坚持 了 其本性不受扭曲
。

莎士 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

可以 被视为 某 种写 法的 范例
。

这 写 法 就

是
,

在写两难冲 突 中 已 经突 出 了 一种更高

的价值
,

以 至人 们看到 剧 的结尾 时无须揣

摩两难问题
,

而是 清楚地意识到两难冲 突

只是这种更高价值展开的形式
。

《长生殿 》与此写法不同
。

因 为洪升不

是莎士 比亚
,

他是个封建文人
,

他无法超越

其思想体系 去把误 国 写成 爱情 的
、

人性美

的惊 世骇俗 的 形式
,

他 只 能 写李
、

杨作 为

帝
、

妃相互爱恋而能趋向平等
、

专一并且生

死不渝来寄托他进步的 爱情理 想
,

写 动乱
中的人 民痛苦

、

忠奸斗争来表达 他关 于朝

政清明
、

社会安定
、

臣 忠子孝 的政 治理想
。

于是
,

《长生殿 》对于爱情与误国 的两难
,

不

是超脱的
,

而是执着的
,

他扎扎实实地在讴

歌爱情
,

批判误 国
,

于是从 乐 极到 哀来
,

写

到马鬼坡之变时
,

对李
、

杨的评价 已深深陷

在两难中
。

那么
,

是不是莎士 比亚超越两难而获

得单纯主题
,

洪升却 陷 于两难而 主题分裂

呢 不是
。

《长 生殿 》全 剧 五十 出
,

杨贵妃

葬身马鬼坡 只 到 了 第二十 五 出
“

埋玉
” ,

以 下还 有二 十 五 出
。

这 后 半 部 写 杨 的 冥

游
、

李的追怀
、

建庙
、

还都
、

无尽的思念和寻

觅
,

直至二 人 月 宫重 圆
。 “

埋玉
”

以 下情节

散缓
,

已 无什 么 冲 突
,

这是结构上的缺 陷
。

但从 内容 上看
,

后 半 部 已 上 了 一个 层 次
。

前半部是现实
,

后半部是情感和 幻想
,

前半

部是历史
,

后半部是反 思
。

在对现实 的感

慨
,

对历史反 思 中
,

作者既让 杨玉环情悔
,

又让李杨 团 圆
,

对两难的两方面都予肯定
。

但 由 于 是反 思
,

感慨
,

它 已 超 越 历 史 的 两

难
,

升华为对爱情不渝
,

臣忠子孝 中执着的

伦理精神的一体的讴歌
。

所以《长生殿 》主

题还是统一的
。

这种统一 在今人觉得不是那么 回 事
,

但放在 中 国 的文化背景 」
‘

是 自然的
。

首

先
,

在古人看来
,

两善冲头 乙要都是儒家伦

理精神
,

是 可以 统 一的
。

最 鲜 明 的 例子是

作于元末
,

被称为
“

传奇之祖
”

的《琵琶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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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戏中
,

蔡伯 嘈赶考
、

做官
、

再婚牛府和

妻子赵五娘在家 乡 受尽磨难
、

蔡 的父母饿

死构成 了 严重的冲突
,

并且蔡
、

赵二线是均

等
、

匀称
、

平行
、

对 比着写 的
。

但作者要写

的是
“

子孝共妻 贤
” ,

蔡的经历是
“

三不从
”

辞试不认
,

辞官不从
,

辞婚不 从
,

所以是

个孝子
,

而孝子与 贤妻体现的都是 儒家道

德
,

所以 精 神根本是统一的
。

于 是作者让

赵五娘上京寻夫
,

牛 小姐喜得姐妹共事一

夫
,

蔡 伯 偕 解释 了 自 己 的 无奈
,

痛 哭 了 父

母
,

皇 帝 对 他 们 的道 德统 一表 彰
。

《琵 琶

记 》思想是陈腐的
、

艺术上则 是幼稚的
,

它

把两善冲 突 的原 因设置 为音讯不通
,

家 乡

遭荒年等客观
、

偶 然 因 素
。

但它反映 了 古

人的思维方式
,

即 在现实 冲 突 中 把握统一

的 儒家伦理精神
,

在观念上
,

情感上升华为

和谐
。

长生殿 》是深刻 的
,

在这里爱情与

政治是真正的冲突
,

而不是误会
,

因 而两难
冲 突在现实 中 无法和解

。

但在这种思维方

式上
,

《长生殿 》与《琵琶记 》是相同 的 所写

故事尽管是现实 的两难冲 突
,

意 旨却在讴

歌冲突两方共同 的伦理精神
。

《长生殿 》首
出

“

传概
”

写道
“

笑人 间 儿女 限缘铿
,

无情

耳
。 ” “

感 金 石
,

回 天 地
。

昭 日 月
,

垂 青 史
。

看 臣忠子孝
,

总 由情至
。 ”

洪升讲
“

借太真外

传谱新词
,

情而 已 ” ,

这个情是包括男 女爱

情和 臣 忠子孝之情的
。

和《琵琶记 》开宗明

‘义就说要 写
“

子孝 共妻 贤
”

一样
,

《长 生殿 》

也在全剧第一支 曲子中声明 了 他要写的是

一种精诚的伦理精神 即
“

情
” 。

而 由于不

能象《琵 琶 记 》那样搞 一个现 实和 谐 的 结

局
,

这种意 旨的统一便在后二 十 五 出 中 以

感慨
、

幻想来完成
。

其次
,

中 国 文 化背景还有一点 是抒情

诗的传统
。

抒情诗常常是前部写事
、

写史
,

后部起兴
、

发感慨
。

这种模式对戏 曲影响

很大
,

如 元 剧 的 汉 宫 秋 》
、

《梧桐 雨 》等
。

《长生殿 》后半部情节散缓而具反 思
、

感慨

性质
,

正是这一传统的表现
。

而反思
、

感慨

总是情调统一的
。

《长生殿 》提供 了描写两难冲突而达到

统一性的 又一种范例
。

这是在 中 国文化传

统上产生 的写法
。

但这 写法与
“

悲剧和解

说
”

却是格外契 合 的
。

黑格 尔 如果看到 他

的辩证的 思辩性的理论竟然有这样的剧作

来亦步亦趋地具体实现
,

一定会大吃一惊
。

《长生殿 》统一的情调是哀婉
,

不象《安

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那样悲壮
、

充满英雄

气概
。

莎翁戏的 结尾 时
,

凯撒对 失败 而死

的男 女主人公满怀景仰
“

她将要和她的安

东尼 同 穴而葬
,

世上再也不会有第二座坟

墓怀抱着这样一 双著名 的情侣
。

⋯ ⋯他们

这一段悲惨的历史
,

成就 了 一个人的光荣
,

可是也赢得了世间无限的同情
。

我们的军

队将要 用 隆 重庄严 的 仪 式参 加 他 们 的 葬

礼
,

然后再 回 到 罗 马去
。 ”

《长 生殿 》结尾的

月 宫 团 圆虽然热闹
,

却带有虚幻性质
,

更掩

盖不住前面二十多出 的凄凄惨惨
。

在代表

作者
,

代表 民 间
,

代表 历史 反 思发 感慨的
“

弹调
”

一 出
,

是这样 的情绪
“

唱 不尽兴亡

梦幻
,

弹不尽悲伤感 叹
,

凄 凉满 眼对江 山
。

我 只待拨繁弦传幽怨
,

翻别调写愁烦
,

慢慢

的把天宝当 年遗事弹
。 ”

这就是《长生殿 》总

的情绪
。

说 长生殿 》就是写失落感或许有

点偏颇
,

因 为洪升还是通过此剧表现理想
,

推崇精诚的 伦理精神
。

但毫 无疑 问
,

这里

有深深的无奈
,

弥漫着浓重 的封建末世的

悲凉之雾
。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是一

首人的赞歌
,

《长生殿 》却唱着
“

魂会归来
” ,

是儒家伦理精神的一首无奈的招魂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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