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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思想与《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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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梁实秋早年推崇浪漫主义，后来改为提倡古典主义，即新人文主义。正是其新人文主义文艺思

想以及他对人性的提倡，使他选择翻译充满人性光辉的《莎士比亚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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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人文主义思想

    新人文主义是形成于20世纪初期，衰落于30

年代的一种西方现代保守主义思潮。它站在时代的

门槛上，借助于传统的道德来品评政治、教育和文

学，因其主题与古典的人文主义不同，故名新人文

主义。1，]

    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为阿尔文·白璧德

(1865一1933)和摩尔(1864一1937)，他们认为近现代社
会混乱和危机的根源在于培根和卢梭两种不同的

人道主义倾向，前者重功利主义，后者重浪漫主义，
两者的本质可归结为自然主义，其结果是泯灭了

“人律”与“物律”的界限，以致“宗教道德势力衰弱，
人不知所以为人之道”。要纠正、改良这种状况需因

势利导，对症下药，即博采东西，并览古今，然后而

折中归一之，“夫西方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东方

有释迎及孔子，皆最精于为人之正道，而其说又在
不谋而合，且此数贤者，皆本经验，重事实。今宜取

之而加以变化，施之于今日用作生人之模范”。[l]简

言之，在白璧德等人看来，倡言东西方文明精髓结

合的宗教道德，就能拯救被功利主义、浪漫主义腐
化了的人心，从而达到救世救人的目的。

    在中国最早标帜白璧德人文主义观点的是

1922年出现的学衡派，如梅光迪、吴必、胡先等，之

后就是新月派的梁实秋。梁实秋被认为是白璧德最

得意的中国弟子，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由他在中国

发展到了极致。

二、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思想

    梁实秋原本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但后夹其文艺
思想发生了变化，由赞同浪漫主义，变成了主张智

慧、理念、典雅，即新古典主义。他之所以会发生这

样的转变，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

    首先，在梁实秋身上，有一种浓厚的贵族气质。

这种气质的形成，与他的家境、门第有很大的关联。

梁实秋出生在一个有教养、比较开明而且殷实的士

大夫家庭，他的父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新

式学堂同文馆的学生，不仅赞同传统伦理道德的精

华，而且极其欣赏现代文明，其性格温和平正，对孩

子要求严格，但又不乏慈父之情。在这种环境中成长

的梁实秋，向着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方向发展。以
严格的西式教育和管理而闻名的清华大学，对中文

及中文教师的轻视，反而致使沐浴在西方文明中的

梁实秋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种眷恋心理。中西教育

都给梁实秋带来了恩惠，使他成为中西文化的“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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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独特的家庭教育和个人气质决定了梁实秋在

留学过程中选择的不是尼采、叔本华，而是在新人

文主义代表白璧德那里找到了思想归宿。[2]

    正是由于梁实秋心中的这种由传统的士大夫

意识和近代西方知识阶级的绅士观念杂揉而成的

贵族气质，使他后来在文学上诀别了情感炽烈的浪

漫主义，改为尊奉传统的、典雅的古典主义。曾经有

位学者一语中的地指出:“古典主义总的倾向是贵

族主义，其内容和形式纯然代表着特权阶级的意

识，⋯⋯作家既依赖宫廷，甚或生活于宫廷，势必反

映和迎合贵族阶级的风尚，这种文学无可讳言地是
贵族文学”。对古典主义的探求在希腊、罗马以及17

世纪的法国形成三个鼎盛时期，其代表人物无一不

具有显赫的贵族地位和雍容的贵族气质。柏拉图、

贺拉斯、布瓦治等人养尊处优的显达地位及与皇室

宫廷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必然注定了其审美趣味的

贵族性。而白璧德所标举的新人文主义，在文学上

沿袭了古典主义，梁实秋称其学说总的倾向是“知

识的贵族主义”。附由此可见，梁实秋在各种文学思

潮中最终选择了古典主义和白璧德，并终生不渝地
为之摇旗呐喊，正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契合。

    其次，直接受到了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影

响。梁实秋晚年接受丘彦明采访时说:“哈佛大学的

白璧德教授，使我从青春的浪漫转到严肃的古典，

一部分是由于他的学识精湛，一部分由于他精通梵

典与儒家经籍，融合中西思潮而成为新人文主义，
使我衷心赞仰”。哪，梁实秋说，白璧德的主张可以

一言以蔽之，察人物之别，严人禽之辨。他强调西哲

理性自制的精神，孔氏克己复礼的教训，释氏内照
反省的妙谛;他强调人生三境界，而人之所以为人

在于他有内心理性的控制，不令感情横决。这就是

他念念不忘的人性二元论。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
正是白璧德所乐于引证的道理。1411格144

    梁实秋自从听过白璧德的文学批评课之后，对

自己过去的文学观点进行了全面的反省与批判，实现

了从浪漫到古典的转变，而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与对

古典主义的宣扬，也贯穿于梁实秋批评的各个方面。

梁实秋坦白说:我受他的影响不小，他使我踏上平实

稳健的道路;我读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

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平夙心中蕴结的
一些浪漫情操几乎为之一扫而空;我的第一篇批评

文字《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之趋势》就是在这个时候写

的，随后我写的《文学的纪律)、《文人有行》，以至于较

后对于辛克莱《拜金主义》的评论，都可以说是受了

白璧德的影响。从极端的浪漫主义，我转到了多少近

于古典主义的立场。哪忆143而且，此后他的思想再也

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写于1925年2月的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

趋势》一文，是梁实秋从浪漫主义走向古典主义的

标志性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将没有激情的诗人，

连同那些标榜写实主义的作家，都打上了“浪漫的

混乱”的标签而予以否定。从《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

的趋势》开始，梁实秋给所有的文学创作都套上理

性的僵绳，认为不经过理性指导的文学就不是好文

学。那种崇尚自由与激情的文学，是不守纪律的、病

态的、不道德的文学。只有理性的文学，才是健康

的、有道德的文学。而且梁实秋与白璧德一样，将浪

漫主义之后出现的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
文学当作浪漫主义的末流而加以否定。

    因此梁实秋开始对古典文学推崇备至。在他看

来，古典文学并没有时间的限制，“顶好的文学就叫
作古典文学⋯⋯古典的就是好的，经过时间淘汰而

证明是好的。”IMI刀那么什么样的文学才是“顶好的

文学”呢?梁实秋说:“古典文学有一种特质— 其

内容为人性的描写。’，lM1‘文学的精髓在其对于人性

之描写。人生是宽广的，人性是复杂的，对于人生的

经验、人性的了解是无穷极的，因此文学的泉源是

永远不竭，文学的内容形式是长久的变化，伟大之

文学家能洞悉人生的奥秘，能彻悟人性之最基本的

所在。他在《文学的纪律》一文中说过，“文学发于人

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尸叫也认为文学就是表现

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认为“文字之能成为文字与

否，不在其中有无某种思想之宣传或有无某种之实

用，无宣传无实用不能说即非文学，有宣传有实用亦

不能妨其为文学，文学的精髓在其对于人性之描

写”，认为“文学的任务是更深一步的探讨，于森罗万

象的生活状况中去探索其潜在的人性的动因”。娜，

总之，梁实秋对“人性”一词十分偏重，这应该与他

熏陶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理论密切相关。与白璧德

相似的是，梁实秋也认为人生有三境界:一是自然

的，二是人性的，三是宗教的。自然的生活不应该过

分扩展，宗教的生活虽最高尚但不可勉强企求，人

性的生活才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努力保持的。至于

人性，又是二元的，包括欲念和理智。二者的冲突即
白氏称之为“窟穴里的内战”(civilwarinthecave)，

也就是与生俱来的原始的内心的矛盾。人之所以为

人，就在于能以“理智”控制“欲念”。因此，“理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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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控制力”rmercheck)。就文学而言，它要表
现的就是完善的人性，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纪

律、有标准、有节制，而这三者都是内在的节制，不

是外来的权威。内在的节制，就是理性。11]因此，梁实

.秋在《文学的纪律》一文中说:“情感和想像都要向
理性低首，在理性的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

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表现出来的人性亦是最

标准的”。回

三、新人文主义思想与《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

    梁实秋强调文学要有纪律，要有理性的节制，同

样他在翻译的选材上也是很理性的。在《现代中国文

’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梁实秋说道，“外国文学影

响侵人中国之最显著的象征，无过于外国文学的翻

译”，但是中国知识界对于外国文学的译介，全无理

性的选择，将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自然主义的东西

一并导人，结果导致文学界的一片混乱。他颇为忿

忿地说:“翻译文学无时不呈一种浪漫的状态，翻译

者于所翻译的外国作品，并不取理性的研究态度，

其选择亦不是有纪律的、有目的的，而是任性纵情，

凡投其所好者则尽量翻译，结果是往往把外国三、

四流的作品运到中国，视为至宝，争相模拟”。Pll格141
    梁实秋在这里对没有理性、没有鉴别地翻译外

国作品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非常反对毫无选择地

将外国的作品介绍过来，而极力主张译介一流的作

品，可见他在翻译的选材上是十分慎重的。那么什
么是一流的作品呢?他衡量的标准与他的文艺思想

是紧密相关的，选择的标准就是作品应该是经典的

著作，要反映永久的人性。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作家。文艺复

兴是14一16世纪首先发生在意大利，然后波及欧洲

各国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它本指复兴古希腊、罗

马文化，继承其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思想，但实

质上继承了其科学理性精神和开放的人性文化。文

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最显著的

特征是主张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生的价值、意义和

人的尊严等，它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阴

    在这样背景下的莎士比亚高昂地肯定人，热情

洋溢地赞美人:“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

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

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

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I8]他

坚持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本的世界观。

    莎学评论家约翰逊 (SamuaIJohnson，1709-

1784)，在他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写道:“他
(莎士比亚)的人物不受特殊地区的、世界上别处所

没有的风俗习惯的限制;也不受学业或职业的特殊

性的限制;他的人物更不受一时风尚或暂时流行的

意见所具有的偶然性所限制;他们是共同人性的真

正儿女，是我们的世界永远会供给，我们的观察永
远会发现的一些人物。他的剧中角色行动和说话都

是受了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感情和原则影响的结果。

这些感情和原则能够感动各式各样人们的心灵。”

莎士比亚塑造的人物不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

筒”，而是活生生的、从生活中概括出来的、有个性

的、有发展的人物。莎士比亚的戏剧描绘了广阔的

社会生活图景，从古代到当代，从宫廷到战场，从城

市到乡村，从英国到意大利，把文艺复兴时期五光
十色的社会都收罗眼底。网

    莎士比亚的一生，都在剖析人性，他以戏剧形

式创造了众多具有深度和个性的角色，给予许多角

色血肉和灵魂，并配以动人心魄的故事，把多种多

样的人性，在剧场的舞台上演绎出来。莎翁早期的

喜剧热情讴歌以人文主义道德为基础的爱情和友

谊，肯定人的情感欲望和现世的幸福快乐，赞美人

的聪明才智，宣扬个性解放，提倡凭借自由的意志

选择生活伴侣和生活道路。这些喜剧作品中弥漫着

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氛和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表现

了年轻的戏剧家对生活的憧憬和对未来的信念，而

这些正是人文主义所极力宣扬的;莎翁悲剧的主人

公虽然都是出类拔萃的非凡人物，但他们与常人一
样具有性格上的弱点和行为上的过失。面对险恶时

世，他们的性格由对环境的协同反应而产生了行

动，这些行动的连续关系产生了痛苦，导致了灾祸;

而在他的历史剧里，他一方面塑造出许多封建昏君

和暴主，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又精心
刻画出一个个理想君主的形象，对他们进行热情的

歌颂，来宣扬他人文主义的政治理想— 通过道德

改善产生开明君主，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建
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与理想的社会制度;Ilq份人文主

义亦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核心主题，诗人从不同

方面高度赞扬了人类的伟大与不朽，表达了对友人

及爱人的赞美与热爱，对人类爱情及文学艺术感染

力的无限崇敬。

    所以，对于梁实秋来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无疑
是“顶好的”，是完全符合其选材标准的。梁实秋之

所以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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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映了永恒的人性。他认为莎

翁全集是“一部超越时代与空间的伟大著作，渊博

精深，洋溢着人性的呼吸。”11’卿“莎士比亚之永久性

是来自他的对于人性的忠实的描写。人性是永久

的，普遍的。”11车
    梁实秋自己曾经也说过，莎士比亚不宣传任何

主张，不参加党派，不涉及宗教斗争，不斤斤计较劝

善惩恶的效果，戏就是戏，戏只是戏。可是这样的创

作态度正好成就了他的伟大，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到
了对于人性的描写上。我们并不苛责莎士比亚没有

克尽“反映时代”的使命。我们如果想要体会莎士比

亚时代的背景，何不去读历史等类的书籍?文学的

价值不在反映时代精神，而在表现永恒的人性。11邓

    梁实秋还说过，“《马克白》是供奉内廷的急就

章，好，单是这样一句判断便能说明《马克白》的涵

义吗?也许莎士比亚写此剧时是除了奉命当差之外

并无其他用意，但是那也没有关系，我们读的是作

品，谁读过《马克白》之后能不被剧中的心理描写所

感动?莎士比亚写《马克白》是为哲姆斯开心的，现

在哲姆斯死了，我们看着也感觉喜悦，这也是莎士

比亚所不及料的。⋯⋯‘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

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

的人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

描写。人性与阶级性是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

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llnle7
    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充满人性光辉的，是对永恒

人性的描写，这完全符合梁实秋翻译选材的要求。

    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这一活动与译者所

处的社会时代背景、译者的文艺思想紧密相关。梁

实秋对(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正是如此，是他的新

人文主义文艺思想使他选择了充满人性光辉的《莎

士比亚全集》来进行翻译，而同时他的文艺思想也

体现在对该书的翻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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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shiqlUSNeo一HumaulsmandTranslation0fComPIeteWorkS 0fShakespe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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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ofEnglish，AnhuiNormalUniversity，Wuhu241《XX)，China)

    Abstract:Thispa伴rintroducestheneo一humanism，tracestheformationofUangshiqiu，slitera叮idea

ofneo一humanismaswellastherelationshipbetweenhislitera叮ideaandthetranslationofTheComplete

Worksofshakespeare.InhisearlylifeUangShiqiuadvocatestheRomanticism，andthenhechan罗sto

promotetheClassicism，thatisneo一humanism.Itisthisliteraryideaandhispromotionofhumanitythat

resultinthetranslationOfthehumanisticbook，TheCompleteworksofshakespeare and场 thistransla-

tionhislitera叮ideaisalsofully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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