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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英语戏剧的早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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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戏剧产生于中世纪基督教礼拜仪式$其早期发展与教会密切相关并体现了中世纪宗教和文学艺术

之间的复杂关系"中世纪英语戏剧主要分为神秘剧和道德剧"神秘剧以+圣经,故事为素材$把从人被赶出乐园到

世界末日的整部人类历史搬上舞台%而道德剧则把人的一生戏剧化$表现人心灵中的善恶冲突和教导人们在罪恶

充斥的世界上应该如何抵制各种罪孽$如何遵循各种基督教美德从而获得救赎"中世纪英语戏剧取得了很高成

就$并为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戏剧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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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宗教诗歌和浪漫传奇等其它主要文学体

裁#中世纪英语戏剧出现比较晚#发展也比较缓慢&

其繁荣期在
@D

世纪#也就是中世纪后期#其文学成

就也不是特别突出#但它却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英

国戏剧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另外#中世纪英语戏剧

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戏剧性地体现了中世纪宗教和

文学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中世纪欧洲的社会)政

治)文化和艺术都深受基督教控制#戏剧自然也不例

外&古希腊)罗马戏剧曾经是古代欧洲文化的骄傲#

但在基督教出现之时#它已经衰落&在随后几个世

纪里#后期罗马戏剧那种道德腐朽)内容低俗的表演

理所当然地受到基督教早期活动家们的谴责和抵

制&在基督教统治下的中世纪欧洲#这类带有不少

异教思想和不良道德内容的世俗戏剧自然不可避免

地被扫进$垃圾堆%而长时期在历史上销声匿迹&

但基督教反对的还不仅是其中的异教思想和道

德腐败#而且还包括戏剧本身的娱乐性质&在中世

纪教会看来#人是因为背叛上帝而被赶到这个充满

苦难的世界#那本身就是惩罚&因此#人来到这个世

界就是为了受难#就是为了接受处罚&人类在尘世

的历史就是通过苦难和忏悔的净化洗清罪孽而向上

帝回归的痛苦历程&具有娱乐性质的戏剧显然会引

诱人类沉浸于尘世的享乐而误入歧途#因此难以被

教会容忍&那也许是中世纪戏剧出现晚#发展慢#而

且还一再遭教会反对甚至禁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早在
@

世纪后期#也就是在基督教刚诞生

不久#就出现了一些以.圣经/故事为内容的剧作#其

中一部名为.基督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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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

.圣经/故事剧按古典戏剧模式创作#是$对希腊悲剧

的模仿%#与后来中世纪的奇迹剧毫无关系#所以绝

非其$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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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戏剧是从宗教礼拜仪式

发展而来&正如原始宗教仪式导致了古代戏剧的产

生一样#在中世纪欧洲#具有悖论意义的是#正是对

戏剧持反对态度的基督教自己的宗教仪式#特别是

一些重要的宗教节日#比如圣诞节和复活节的礼拜

仪式直接催生了中世纪戏剧&基督教有大量宗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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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使信徒们$身临其境%地体验上帝的存在#感受

上帝对人类的爱和救赎&同时#在这些仪式中以表

演的方式把一些.圣经/故事和基督教教义直观地表

达出来#对于那些没有文化的信徒来说#自然是很好

的教育方式&这种具有一定戏剧性的礼拜仪式的

.圣经/场景再现#直到今天在基督教世界仍然十分

流行&此外#中世纪一些十分流行的世俗性社会和

文化娱乐活动#也是促进中世纪戏剧发展)丰富戏剧

的情节和表现手法的重要因素&

宗教仪式是一个悖论&布鲁尔指出#$宗教仪式

具有戏剧性#但不是戏剧#因为它至少是部分地被认

为是0真实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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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中世纪人看来#宗

教仪式并非像戏剧那样仅仅是$虚构%或者如亚里士

多德所说的那样是$模仿%#更不是娱乐性的随意表

演#相反它是与上帝直接交融!

5%77.04%0

"的$真

实%#信徒们!他们不仅是观众而更是参与者"能在仪

式中直接体验上帝的神圣存在&但另一方面#在这

种仪式里#不论是天使还是为耶稣的遗体涂抹圣油

的三个马利亚#或者基督的使徒们#大多是由人们熟

悉的人装扮#因此它显然也具有模仿或者虚构的性

质#也就是说#具有戏剧的性质&正是这种戏剧性

质#这种象征性和真实性之间的距离#在宗教仪式中

打开了戏剧产生和发展的空间&

这一发展首先开始于一种被称为宗教仪式中

$附加的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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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大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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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在欧洲各

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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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希腊文#原意是$转换%#这里被

用来指礼拜仪式中附加的部分#以$说唱%的形式对

仪式进行解释或引申&$说唱%往往是以$寻找谁%开

始#然后为进一步揭示宗教意义或者使仪式更加生

动而添加演唱性对话&它在宗教意义上起到画龙点

睛的作用#同时也加强了仪式的戏剧性&同当时的

宗教仪式一样#$说唱%也是用拉丁语进行&据记载#

$说唱%在复活节期间的礼拜仪式上特别盛行&

@*

世纪以后#欧洲各地的教堂为庆祝复活节举行的礼

拜仪式中往往都有这样的$说唱%&在基督受难后#

遗体停放在洞里#神父装扮的天使向来寻找耶稣的

遗体的三个马利亚发问($啊#基督的信徒们#你们在

墓洞里寻找谁呀-%这显然是礼拜仪式的虚构性添

加&天使这样明知故问#是为了加强仪式的生动性#

或者说表演的戏剧性而强调基督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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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越来越多的对话内容以及人物的增加#这种简单的

说唱逐渐发展成为$礼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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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圣诞节礼拜仪式上也往往有这样的$说唱%&一则产

生于
@@

世纪法国利摩日市的圣诞节礼拜仪式上的

$说唱%后来传入英格兰#经过约
#

个世纪的演变)充

实#最后发展成为现存所有英语神秘剧系列里都有

而且很著名的.牧羊人剧/#其中包括韦克菲尔德系

列里那部最优秀的英语神秘剧.第二出牧羊人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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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摩日市礼

拜仪式上的$说唱%部分是在牧羊人与另外一些人之

间进行#其内容已经比较丰富&

除对话外#这些关于礼拜仪式及其$说唱%部分

的文本里还有指导仪式!特别是$说唱%部分"如何进

行#舞台道具如何布置#演员如何动作)在何处站或

坐等具体的$舞台说明%&这样#这些$说唱%就已经

具有了戏剧的一些基本要素&随着对话)表演内容

和人物不断增加#一些简单的礼拜戏剧逐渐形成#后

来发展成为中世纪的主流戏剧神秘剧#在英格兰也

叫奇迹剧!关于神秘剧和奇迹剧这两个术语之间的

关系#下面将谈到"&

在英格兰#没有任何记载表明#盎格鲁
G

撒克逊

时代曾经出现过哪怕是最原始的宗教剧或者世俗

剧#但却出现了宗教剧的萌芽&中世纪英格兰戏剧

的最初萌芽#即礼拜仪式中添加的$说唱%部分#同在

欧洲其它地区一样#也出现在
@*

世纪&当时在英格

兰的一些重要教堂或修道院所在的城镇#在重要宗

教节日上出现了这种包含$说唱%的礼拜仪式&一个

大约 产 生 于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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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 命 名 为 .圣 墓 之

行/!

P)()#$#)$9"

%

;1*&/)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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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复活节礼拜仪式的文本#就包含有这种用拉丁

文写成的$说唱%部分&它有可能是从大陆上移植过

来&温切斯特主教大约于
+,*

年为之增加了$舞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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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尔认为#这个文本$有理由被看作

是在英格兰第一个被记录下来的戏剧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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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戏剧的进一步发展则是在
@@

世纪诺曼征服

之后&许多这样的$说唱%和礼拜剧#以及最初的神

秘剧或奇迹剧#一般都出自盎格鲁
G

诺曼人之手#或

者是从大陆移植过来&早期英格兰戏剧最重要的发

展是在
@)

世纪和随后的时代&

@)

世纪是欧洲历史

上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

@)

世纪文艺复兴不仅深刻

而全面地改变着欧洲的社会和文化#它所造成的大

气候也使那时期成为英格兰戏剧发展历史上一个比

较重要的阶段&上面提到的那种从礼拜仪式的$说

唱%$演化而来的礼拜剧也在
@)

世纪发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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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英格兰戏剧在
@)

世纪还出现了新的

戏剧类型&根据记载#大约在
@@**

年前后#在圣阿

尔班修道院上演了一部关于圣凯瑟琳的剧目&遗憾

的是#就在演出这个圣徒剧的当天晚上#演出主持人

杰弗里的居所失火#这个剧本以及他从阿尔班修道

院借来的其它抄本都毁于火灾&所以这个剧本没能

流传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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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圣徒殉教为内容的圣徒

剧#是中世纪十分盛行的圣徒传的衍生物#那自然也

是一种行使教育职能的宗教剧&由于圣徒剧里#如

同当时大量圣徒传里那样#包含许多超自然的奇迹

以$证明%上帝是全能的真神#圣徒剧最初被称为$奇

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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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些记载看#在
@)

世

纪后半叶#这类圣徒剧或奇迹剧在伦敦已经比较流

行*

)

+

)@D

&这类剧作最早可能产生于日耳曼地区#但

特别流行于法国,法国至今保留着一些关于圣母马

利亚的奇迹剧系列&然而在英格兰#这类剧作后来

被越来越盛行的.圣经/故事剧取代#没能流传下来&

莫尔认为#那是因为$.旧约/和.新约/里的英雄们对

于英格兰人的民族趣味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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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甚

至奇迹剧这个术语也被用来指称.圣经/故事剧!那

或许是因为.圣经/中#特别是基督的事迹里也包括

大量奇迹的缘故"#因此它逐渐也等同于$神秘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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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反而忘掉了它的原意&

神秘剧是中世纪最流行)数量最多)演出最频

繁)艺术成就也特别大的剧种&在欧洲各地#从斯拉

夫地区到西班牙#从北欧到威尼斯#上至王公贵族#

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于演出和观看神秘剧#$在那

几个世纪里#这种宗教剧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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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剧是根据.圣经/故事改编的戏剧&

在中世纪#.圣经/只有拉丁文本#除神职人员外#一

般民众都不能阅读&即使到了
@#

世纪后期#英国宗

教改革家威克里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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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其追随者将

.圣经/译成英语#但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几的没有

文化的英格兰人仍然是无法阅读.圣经/#而且这部

英译本.圣经/不久也遭到禁止#甚至被焚毁&所以

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广大中世纪民众来说#根据.圣

经/故事演出的神秘剧实际上等于一本打开的.圣

经/&在当时#它对于普及.圣经/内容和基督教教义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神秘剧的演出也成

为中世纪英格兰社会中重要的文化活动和人民生活

的重要组成&

@!+,

年#国王理查德二世曾专程前往

约克观看当地的神秘剧演出,而在乔叟的.磨房主的

故事/里#教堂管事阿伯沙朗用来勾引木匠妻子的伎

俩之一就是$显示出他的灵巧和本领%$在高台上表

演暴君%

*

#

+

@)#即基督出世时下令杀掉所有男婴的希

律王&从这些例证也可看出神秘剧的普及程度和在

英格兰社会各阶层拥有的巨大吸引力&

大约在
@@D*

年前后#在英格兰出现了一部标题

为.亚当之谜/!

!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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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语或者说盎

格鲁
G

诺曼语剧作&这是现在所知道的拉丁语之外

最早的神秘剧&它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礼拜仪式剧而

成为一部戏剧#包含了道具)场景)对话)情节和音乐

等几乎所有的戏剧要素#剧中对话都是诗体&它的

主要内容是中世纪人所熟知的.圣经/中关于人类堕

落以及早期先知们的故事&这已经是一部比较成熟

的神秘剧&这样的戏剧大多没能流传下来#但当时

的各种文献中有一些关于这些剧作及其演出情况的

记载*

)

+

)@D

&现在知道并且保存下来的最早的英语神

秘剧是
@!

世纪的.扫荡地狱/!

2&"K$//,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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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1

"&剧中的主要内容是基督和撒旦的对话&基

督扫荡地狱#拯救人类是中世纪人的渴望#是他们特

别喜爱的故事#当时许多其它体裁的作品都描写了

这个故事&在英格兰#从古英语时期开始#关于基督

扫荡地狱的描写就已经不绝于书,因此它成为最早

的英语戏剧作品的内容#也就不足为奇&

当时宗教和学术语言是拉丁语#早期宗教剧也

都使用拉丁语,后来大约在十二三世纪#剧中人物的

对话逐渐转而使用法语!主要是盎格鲁
G

诺曼法

语"#但剧情)场景的说明部分则仍然是拉丁语&到

了
@#

世纪#特别是在百年战争中#随着英语的发展

和官方的鼓励#英语逐渐成为官方语言#同时英格兰

的宗教剧#包括当时大量出现的神秘剧#也转而使用

英语&这是英语戏剧的重大发展&中世纪英国戏剧

的另外一个重大发展是演员的变化&早期戏剧#如

同礼拜剧一样#一般都是由神职人员演出&但教廷

一再反对神职人员参与演出#并且在
@!

世纪连续两

次发布喻令加以禁止&所以#世俗人员逐渐取代了

神职人员&不仅如此#戏剧演出的主管和组织工作

也逐渐由教会转向行会和市政当局#而且演出地点

也走出了教堂#而随彩车在街道上流动演出或者在

村镇旁边的空地上搭台演出&这些重要转变的一个

结果是加速了中世纪戏剧的世俗化*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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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世纪

戏剧#包括宗教剧能越来越多地表现世俗生活的内

,*@

肖明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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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英语戏剧的早期发展



容并且在表演方式上也能超越比较僵化的礼拜仪

式#使表演方式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富有生活气息&

与宗教剧作在很长时期中使用拉丁语和盎格鲁

G

诺曼语相对#现在流传下来的最早的英格兰世俗

剧作却是用普通民众的语言英语创作的&这一点对

我们认识世俗剧的性质)功用和地位都特别有意义,

它表明了世俗剧的民众性和娱乐性#尽管这些作品

在中世纪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不可避免地具有

道德甚至宗教的意义&现存最早的英语世俗剧!也

是最早的英语戏剧"是一部充满喜剧性的短剧.学士

与姑娘/!

<"@1"/)*,"#0;"11$

"#大约创作于
@),D

年&这是一部关于神学院的学生引诱一个无知少女

的戏剧故事#与后来乔叟在.磨房主的故事/和.管家

的故事/里描写的那种市井喜剧故事相似&这部剧

作的一些部分已经散失#但情节尚大体完整&剧中

有三个人物(学士)少女和一个老妇人&学士与老妇

人串通引诱少女&值得指出的是#根据学者们的研

究#除了剧作之外#这个故事还有其它体裁的版本流

传&这个剧本有可能就是以故事文本为基础改编而

成&这种包含性内容的低俗故事#有可能是当时流

行于上流社会的宫廷爱情的民间翻版#或者说是对

它的滑稽模仿&这类喜剧性短剧表现出浓郁的生活

气息和现实主义倾向&

另外#这类内容幽默的表演通常被称为$插剧%

!

40<:/&.?:

"&插剧极难界定&它内容繁杂#风格迥

异#长短不一&有人将其译为$短剧%#但有的长达千

行#比许多神秘剧和道德剧还长&它们属于娱乐性

剧目#最初一般是插在严肃)正式的仪式或庆祝活动

的间隙中演出#后来发展成为单独演出的剧种&在

名作.高文爵士与绿色骑士/中#当绿色骑士提着被

砍下的头离开后#亚瑟王为了安慰受到惊吓的女士

们#就故作轻松地把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说成是一

出圣诞节的$插剧%!第
#,*

'

#,)

行"&可见在当时#

这类娱乐性插剧十分普遍&它充满幽默和喜剧性#

内容有时比较低俗#但在许多方面却是人性的表现&

在一定程度上#它同中世纪的狂欢节活动一样#是对

当时的主流文化和权威的宗教意识形态的一种颠

覆&因此#它受到教会斥责#被认为低俗)淫荡和有

害#并被多次明令禁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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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根源于人们的需

要#受到民众的欢迎#所以随着世俗文化和文学的发

展#它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后

来辉煌的文艺复兴喜剧和复辟时代的喜剧的前身&

在中世纪的宗教社会里#这样的戏剧除了娱乐

性外#显然还是对人性的强调和对受压抑的欲望的

鼓吹&这类作品的存在和流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中世纪欧洲#起码是
@)

世纪文艺复兴后的中世纪欧

洲#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黑暗%&虽然在中世纪戏

剧中#这种喜剧性插剧并非主流#也没有取得特别突

出的成就#但它是中世纪文化和文学的世俗化进程

的一个方面,就这点而言#它代表了未来英语戏剧发

展的方向&在
@#

世纪中期以后#也就是在英语文

学#特别是世俗文学迅速繁荣的乔叟时代#这类娱乐

性世俗戏剧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发展明显&但需要指

出的是#在.学士与姑娘/之后#直到
@D

世纪末#即现

知最早的英语剧作家默德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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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那几

个世纪里#并没有流传下这类剧作的文本&今天我

们是从像.高文爵士与绿色骑士/这样的作品#教会

人士对它们的斥责和禁止#以及其它一些文献记载

中得知它们的存在和流行&它们的文本没能流传下

来#很可能同教会的干预和禁止有关&

但到了
@"

世纪前期#也就是在文艺复兴前夕#

由于教会管制开始松弛#随着英语戏剧的世俗化#许

多这样的娱乐性剧作得以流传下来&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创作和记录下这些剧作的显然不是普通民众#

而是修士)神甫或其他宗教界人士#因为它们一般都

是书写在宗教文本的背面或边缘的空白处&它们很

可能是这些宗教人士的闲暇之作&有幸的是#它们

也许正因为是在宗教文本中才得以保存&从另外一

个方面看#这些一直受到教会谴责的剧作能与宗教

文本并存#很具有象征意义#它象征着#即使在中世

纪那样的宗教社会里#人性诉求也能顽强地与宗教

并存&因为它反映出#这类往往为教会所不容的剧

作#即使在那些受过严格宗教教育和受到教会严格

控制的神职人员中#也大受欢迎#那正如在古英语时

期#修道院里的修士们喜爱演唱日耳曼传统的世俗

英雄传说故事一样&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当教会的

控制进一步削弱)人文主义思想和世俗文化蓬勃发

展之时#世俗戏剧迅速繁荣#成为英语戏剧的主流#

英国戏剧也在
@"

世纪真正世俗化了&

所以在
@!

世纪和
@#

世纪前期#英语戏剧特别

重要的发展还是在宗教剧方面&那时期是英国戏剧

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英语宗教剧正在由

以礼拜仪式为主的$礼拜剧%演变为.圣经/故事系列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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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神秘剧系列&首先#这已经不

仅仅是.亚当之谜/那样的单个剧作#而是根据.圣

经/里的故事逐渐发展成为由许多剧作组成#包括从

上帝创世到基督第二次降临进行最后审判#内容十

分丰富的剧作系列&这些系列剧将成为英国中世纪

戏剧最主要的成就&其次#这些剧作的语言已经不

主要是拉丁和法语的结合,虽然其中的剧情和舞台

说明部分仍然是拉丁语#但观众们听到的对话#即剧

作的主体部分#却已经翻译成英语&这显然是为广

大普通观众着想#但同时也表明英语已经开始成为

宗教文学语言#这是英语的一个重要发展&不过这

也表明#神秘剧还在演化过程中#它还不是真正用英

语创作的戏剧&英语神秘剧的成熟和繁荣还要等到

@#

世纪中)后期和
@D

世纪&

另外#对于神秘剧的发展特别重要的是#虽然教

会禁止神职人员参与演出戏剧#但对于神秘剧还是

给予鼓励&

@)"#

年对神秘剧发展历史相当重要&

罗马教庭在那一年发布喻令#把神秘剧的演出作为

圣体节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在
@!@@

年#

教廷在维也纳大会上再一次确认喻令的规定&在获

得教会最高当局的鼓励后#英语神秘剧得到迅速发

展#并且在许多城镇相继出现了属于当地的系列剧&

神秘剧大多在圣体节演出#因此它们通常也被称为

$圣体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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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剧作都以诗体写成#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

值&虽然大部分中世纪神秘剧已经散失!

#但也有

相当一部分得以保存下来#而且尤为宝贵的是#有
#

个系列还大体完整&其中三个系列是切斯特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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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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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韦

克菲尔德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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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都是以其

产生地和主要演出地命名&另外一个系列通常被

$考文垂戏剧%!

Z.?.;J%9:0</41:

"&这些现存系列

剧中#切斯特系列产生时间较早#剧作数量也相对较

少#共
)D

部,约克系列作品最多#原有
D#

部#现存

#A

部,但从总体上看#成就最高的可能是韦克菲尔

德系列#而且这个一共有
!)

出剧作的系列包括了如

像.第二出牧羊人剧/这样的中世纪英语神秘剧中一

些最优秀剧目&所有这些系列的主要内容大致相

同#都是从天使叛乱)上帝创造世界开始#包括人类

堕落)该隐与亚伯)诺亚方舟)亚伯拉罕与以撒#以及

基督生平#直到最后审判&其中关于基督的部分是

整个系列的核心#它从天使宣布上帝之子降临开始#

包括耶稣出世)牧羊人剧)希律王杀婴)耶稣进入耶

路撒冷)犹大背叛)最后的晚餐)耶稣受难和复活&

神秘剧系列实际上是把.圣经/所叙述的人类$历史%

搬到舞台上#把上帝对人类的救赎展示在信徒们眼

前&

英语戏剧在
@#

世纪的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发

展是道德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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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

现&道德剧是神秘剧之外最重要的中世纪英语戏

剧&如果说神秘剧是以上帝为中心#主要表现上帝

对人类的救赎的话#那么道德剧则是以人为中心#它

表现的是人如何才能获得拯救&换句话说#神秘剧

是把从人被赶出乐园到世界末日的整部人类历史#

也就是.圣经/所描述的人类从堕落到最后审判和最

终获救的历史搬上舞台#而道德剧则是把人的一生

戏剧化#旨在教导每一个人在这个罪恶充斥的世界

上应该如何生活#如何抵制各种罪孽的诱惑#如何遵

循各种基督教美德#走基督所指引的救赎之路&因

此#所有道德剧的核心主题都是灵魂救赎#或者说如

何获得救赎#其主要内容都是表现善与恶)上帝与魔

鬼之间为争夺人或者说人的灵魂而发生的冲突&人

的心灵成为善恶冲突的战场#道德剧就是把人心灵

中的善恶冲突戏剧化#搬上舞台#展示给中世纪观

众#为中世纪信众指引救赎之路&为了形象直观地

向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中世纪普通观众表现这种抽

象的善恶冲突#同许多中世纪文学作品一样#道德剧

也广泛运用拟人化手法#把与美德和罪恶相关的抽

象观念用具体的人物来体现&

现存最早的道德剧是.生之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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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创作于
@#

世纪中期或后期#是仅次

于.学士与姑娘/的现存英语剧中最早的作品&同后

来的几乎所有中世纪道德剧一样#它也是一部寓意

性作品&也同其它中世纪道德剧一样#它虽然可以

说是一部世俗剧而且具有明显的喜剧性#但它与那

些娱乐性的喜剧大为不同#它是以基督教教义和道

德思想为基础的$严肃%剧#具有明显的宗教性质&

剧作主要通过体现某种观念的拟人化形象#表现人

一生经历的善恶冲突来表达生命和死亡的意义&这

部剧作已经有了中世纪道德剧最杰出的作品

.人/!

57"/

'

4$-

"的影子&.生之骄傲/是一个重要

起点#它开创了除神秘剧之外最重要的中世纪戏剧

道德剧的先河&现存中世纪英语道德剧共
"

部#其余

#

部是.坚韧之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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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明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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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英语戏剧的早期发展



.人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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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本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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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道德剧取得了很高成就#是

后来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的重要源头&

从上面的简述可以看出#中世纪英格兰戏剧主

要有礼拜剧)世俗$插剧%)神秘剧和道德剧几种&由

于礼拜剧主要是用拉丁文创作#而
@D

世纪末之前的

世俗$插剧%几乎没有作品流传下来#因此神秘剧和

道德剧实际上是现存中世纪英语戏剧最重要的剧

种#它们共同代表了中世纪英语戏剧的最高成就#

&

特别重要的是#尽管人们往往只强调古希腊罗马戏

剧对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繁荣的影响#其实中世纪神

秘剧#特别是道德剧对莎士比亚)马洛等杰出的文艺

复兴剧作家们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没有中世纪

英格兰戏剧丰富的成就和深厚的本土戏剧传统#文

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剧作家们仅靠外来的古典戏剧

的影响很难造就那样令英格兰民族骄傲的辉煌&

注释!

!

中世纪神秘剧散失的主要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外#更重要的也许是新教革命#特别是其中亨利八世时期和清教革命时期那

两次对天主教的迫害和对与天主教相关的文物的大破坏&那两次大破坏对英国文化和文物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比

如#中世纪大量精美的雕塑#在经过那两次浩劫之后#据学者们估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复存在&

"

关于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学者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本文作者采用的是布鲁尔的观点#详见*

)

+

))D

页&

#

作者本文旨在梳理中世纪英语戏剧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关于中世纪英语神秘剧和道德剧的具体作品和成就#将另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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