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一九八 三年第二期

莎士比亚的形象思维初探

阮 坤

“

形象思维
”

这个术语的始创者是别林斯

基
。

比别林斯基早两百多年的莎士比亚
,

不

可能就
“

形象思维
”

发表议论
,

但他给
“

想象
”

下过界说
:

诗人的眼睛在神奇而狂放的转动中
,

能从天上看到地下
,

从地下看到天上
。

想象会把不知名的事物

体现出来
,

诗人的笔

再把它们变成形象
,

并使虚无缥缈的东西

获得住处和名称
。

强烈的想象往往具有这种本领
,

只要一领略到某种欢乐
,

就会体会到有带来欢乐 的人
;

夜间一想象到某种恐俱
,

就很容易把一株灌木看成是一头熊 !

(《仲夏夜 之梦》第五幕第一场 )

这里的
“

想象
” ,

就是我们今天用来与
“

逻

辑思维
”

相对而言的
“

形象思维
” 。

从这一段话

里
,

可以清楚地看出莎士比亚对于
“

形 象 思

维
”

的认识
。

莎士比亚说
: “

诗人的笔…使虚无缥渺的

东西 ( a i r y n o t h i o g
,

或译为
“

空虚的无 物
”
)

获得住处和名称
” 。

这显然是
“

化无为有
”

的形

象性说法
。

如何看待这种
“

化无 为 有
”

的 笔

力
,

看来可以作为我们探讨莎士比亚的形象

思维的一个起点
。

莎士 比亚
“

化无为有
” ,

不是
“

无中生有
” 。

他不向上天或神明寻求形象思维的灵感
,

他

的形象思维都以现实生活为基础
。

如果他想

象中出现一团火
,

那不是
“

天火
” ,

也 不 是
“

鬼火
” ,

而是人世间的髯火
、

炊烟或是反映

现实生活的感情之火
。

他象隧人氏那样钻木

头
,

从具体的动作
“

钻
”

和具体的物质
“

木

头
”

里
,

取得了在钻木之前还是虚无缥 渺 的

火
。

如果他想象中出现一条路
,

那是他踏遍

关山
,

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走出来的一条路
,

而不是神话中说的银河上的鹊桥或想当然的
“

神奶路
” 。

莎士比亚在剧作中写过一些鬼魂
。

据此

似乎可以认为莎士比亚是相信鬼神的
,

是他
“

无中生有
”

的最突出的表现
。

不少评论者因

此责备莎士比亚宣扬迷信
。

其实
,

莎士比亚

在写鬼魂的时候
,

就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

是反对迷信的
。

哈姆莱特在王后 寝 宫 里 看

见了父亲的亡魂
,

并对亡魂倾诉他的愤激之

情
,

王后便对他进行开导性的安慰
:

这是你脑中虚构的意象
。

一个人在 心神恍惚之中
,

最容易发生这种幻妄的错觉
。

你哈姆莱特》第三幕第四场 )

两句话道出了莎士比亚的无神论观点
:

鬼魂
、

亡灵不过是虚构的形象
。

莎士比亚明

知是假
,

为什么 以假当真
,

象煞有介事地虚

构出鬼魂的形象呢 ? 其目的只有一个
,

那就

是为了深化矛盾
,

渲染悲剧气氛
。

这个问题

乍看起来和我们所要讨论的形象思维无关
,

但虚构也属于形象思维活动
,

而且我们可以

从这个侧面来说明莎士比亚对于客观世界的
一

认识
,

说明他对待形象思维的基本态度—



排除虚妄
,

着眼于实际
。

正确的认识使他明

确指出鬼魂的幻妄
,

艺术创作的要求又促使

他采用虚构手法
。

这也许可以为世界观与创

作方法的矛盾作一个注脚吧
。

莎士比亚写了鬼魂
,

又否定鬼魂
,

可见

他关于现实和超现实的概念是十分明确的
。

他从这种明确的概念出发进行创作
,

所以他

的作品的生活气息十分浓郁
、

。

他的形象思维

总是和现实的脉搏一道跳动
。

为了进一步说

明问题
,

让我们再读一读他的一 首 十 四 行

诗
:

我情人的眼睛不象太阳
,

她的嘴唇也红不过珊瑚
,

她的胸脯不似白雪晶亮
,

她的黑发象铁丝一般粗
。

我见过红 白争妍的玫瑰
,

她脸上可没有这般颜色 ;

她身上散发出阵阵气息
,

不象花香那样带来喜悦
。

我喜欢倾听情人的谈吐
,

它可不象音乐那么动听
。

但我从没见过女神走路
,

我情人却在大地上行进
。

我想我爱的是绝世佳人
,

那虚假的比较徒然失真
。

(第一百 三十首 )

这首诗直言无隐地表明了莎士比亚对形

象思维的看法
:

形象思维要忠实于事物的本

来面 目
,

不能失真失实
。

人们百般美化女神
,

把她说得天花乱坠
,

可惜全属子虚
,

纯系捏

造
。

莎士比亚大声宣布
: “

但我从没见过女神

走路
,

我情人却在大地上行进
。 ”

我的情人是

现实的存在
,

这现实的存在就是最大的真
,

只凭
“

存在
”

二字就足以眸院一切
,

而不需

要任何华饰
。

莎士比亚写这首诗
,

不是无病

呻吟
,

是
“

为事而作
”

的
。

当时不少人吟起诗

来
,

总离不了
“

白雪般的稣胸
” 、 “

玫瑰似的脸

颊
”

一类的套语
,

如尤菲绮斯体的始创者李雷

在一首十四行诗里
,

就用了
“

他嘴唇上 的 珊

瑚
,

他脸颊上长出来的玫瑰
”

这一类时 兴 的

但又是陈腐的比拟
。
这类比拟象我国旧小说

中常见的
“

沉鱼落雁
” 、 “

闭月羞花
”

等隐喻手

法一样
,

不可能增加美感 ` 使人获得美的满

足
,

相反
,

只能使被比较的对象 失 去 了 本

色
。

莎士比亚反一般诗人之道而行之
,

推翻

了一切浮夸的虚假的比喻手法
,

就象做翻案

文章一样
,

做出了一首洗尽铅华
、

涤尽脂粉

的翻案诗
。

诗人致力于形象的塑造
,

目的在于使人

物或事物得到生动的表现
,

从而深入揭示人

物的性格
,

并对情节的展开起烘托作用
。

莎

士比亚在形象思维过程中
,

对形象
、

人物性

格和情节的生动性
,

总是孜孜以求
,

锲而不

舍
。

他表现生动性的手法很多
,

如隐喻
、

明

喻
、

借喻
、

矛盾形容法
,

重 迭 的 比 喻
,

扩

展的比喻等
。

这里着重谈一下他 的 突 出 的
“

人化物事
”

的手法 (即拟人法 )
。

让我们把莎

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一剧 中的

几段道白和他创作时所使用的素材中的片断

作一比较
。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家托马

斯
·

诺思爵士 ( 1 5 35 ? 一 一 1 60 1? ) 译述过

普鲁塔克的《名人传》 ,

其中有一个片断是这

样的
:

… …她 的画舫在席德那斯河上航行
,

那舵

楼是用黄金造的
,

帆是紫色的
,

桨是白银做 的
,

都随着画舫中弹奏的笛子
、

琵琶
、

六弦提琴和

其他乐器的音调前后划动
。

现在谈谈她本人
,

她躺卧在金色锦绸制成的天帐之下
,
一身装束

就象画中通常描绘的维纳斯女神 , 紧靠着她
,

在她的左右两旁
,

标致
、

漂亮的小童装束得就

象画家笔下的丘必特神
,

他们手里都拿着小羽

扇
,

给她扇风
。

她的女仆和侍女
,

其中最美的
,

也都打扮得象海上 的仙女和希腊女神 ; 有几个

人掌着舵
,

另外一些人照看着画舫的滑车和丝

缆
,

从画舫里散发出一股奇妙的格外沁人心脾

的芳香
,

弥漫在码头边上
,

那里挤满了无数的

民众
。

其中有些人一直沿着河边跟随着 画舫 ;

另外一部分人也跑出城来瞻望她驾临
。

因此到

后来许许多多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地跑来看她
,

只剩安东尼一个人守在市场里坐在 王 位 上 谛



听
。

①

莎士比亚根据这个素材
,

写出了如下几

段台词
:

伊诺 巴勃斯
:

她坐的那艘画舫象镀金的宝座
,

在水上闪光
:

舵楼是用黄金打成 的 ,

片片蓬帆
,

熏染着异香
,

逗引得风儿害相思病
,

和它们依偎在一起 ,

桨是 白银 的
,

随着笛声 的节奏在水面上下划动
,

使那被它们拍打的痴心的水波

加快了速度紧追不舍
。

至于她本人
,

那简直没有字眼可以形容
:

她斜卧在

金色锦绸制成的天 帐之下
,

比图画上巧夺天工的维纳斯女神

娇艳万倍
,
在她 的两旁

站着儿个脸上浮着可爱的酒窝的小童
,

象

微笑 的丘必特神
,

手持着五彩的羽扇
,

那羽扇的风
,

本来是为了让她柔嫩的面颊凉快一些
,

反而使她的脸色变得格外绊红
。

阿格力巴
:

啊
,

安东尼艳福不浅 !

伊诺巴 勃斯
:
她的侍女象一群海上的仙女

,

在她眼前奔走服侍
,

她们的周旋进退
,

都是那么婉妾多姿
,

有一个扮成皎人模样的富女掌着舵
,

她那如花似玉的纤手敏捷地 执 行她 的 职

务
,

沾沐芳泽的丝缆随着手的抚摩而起伏
。

从画舫里散发出一股奇妙扑鼻的芳香
,

弥漫在附近 的两岸
,

全城的人

都跑出来看她
,

只剩安东尼一个人

高坐在市场上向着空气吹啸
。

那空气若不是为了填充空隙
,

也一定飞去观看克莉奥佩特拉
,

而在天地之间留下一个大缺 口了
。

上面用来比较的引文
,

虽当稍微长了一

些
,

但我们从这里获得了一个有力的论据
,

可以确定莎士比亚形象思维的一大特点
。

托

马斯
·

诺思爵士的片断
,

主要是用白描手法

写成的
。

其中只有三个把人比作神的明喻可

算是形象性语言
:

她 ( 即克莉奥佩特拉 ) 象

画中通常描绘的维纳斯女神
,
小童象画家笔

下的丘必特神
,
女仆和侍女象海上的仙女和

希腊女神
。

莎士比亚的儿段文字
,

基本上借

用了素材 中的一些语句
,

但他的语言风格的

特色
,

很明显地流露了出来
。

莎士比亚在自

然景物的描绘上匠心独运
,

他用拟人法刻划

出风儿和水波的生动形象
:

片片蓬帆逗引得

风儿害相思病
,

和它们依偎在一起 , 船桨使

那被它们拍打的痴心的水波加快 了速度
,

紧

追不舍
。

最后莎士比亚摆脱素材的局限
,

独

创性地赋予空气 以想象力
,

使描绘更加神奇

活泼
。

诺思的语言平板呆滞
,

沉寂无生气
,

莎士比亚的笔下则充满了诗情画意
。

他以
“

人

化 了的自然
”

作为人物的陪衬
,

人和 自然浑然

一体
。

情景交融
,

达到了和谐的极致
。

而且

莎士 比亚在人和神的比较上取得了突破
:

克

莉奥佩特拉比图画上巧夺天工的维纳斯女神

娇艳万倍
。

有血有肉的人和图画上的神是不

能同日而语的
。

虽说莎士比亚保留了素材中

将小童比做丘必特神的明喻
,

但他还是在丘

必特神的前面加了一 个 形 容 语—
“

微 笑

的
” ,

尽可能给神涂上
“

人化
”

的色彩
。

莎 七比亚的
“

人化了的自然
” ,

都是感情

充沛
、

生机勃勃的个体
,

这同从中世纪封建

神权栓桔下解放出来的人的精神面貌
,

是完

全一致的
。

莎士比亚放声歌唱
:

我多次看见灿烂的清晨
,

用庄严的目光爱抚 山岗
,

还用金色面颊亲吻绿原
,

使灰暗的溪水闪出金光
。

(第三十三首十四行诗 )

即使在悲剧里
, “

人化了的自然
”

也 给 人

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

可是
,

瞧
,

清晨披着赤褐色的外衣
,

已经踏着那边东方高山上的露水走过来

了
。

(《哈姆莱特》第一幕第一场 )

从莎士比亚的作品看来
,

他对于
“

人化物

事
” 、

使
“

物事有精神
”

的拟人法
,

是不肯滥用

的
。

他颇为严谨地把
“

人化物事
”

的思维活动

限制在描摹自然景物和抽象概念 (如
“

爱情是



一个有绝大威权的君王
,

/我已经臣服在他面

前 /他的惩罚使我甘之如怡
,

/为他服役是世

间最大的快乐
。 ” 《维洛那二绅士》第二幕第四

场 ) 的范围之内
。

至于 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事

物
,

他几乎从不将它们人格化
。

这也表明了

他的美学观点的一个方面
。

形象的生动性
,

必由一定的情状或情势

来表现
。

形象思维的过程
,

实际上就是描摹

情状的过程
。

作家要将事物的情状描摹得维

妙维肖
,

首先要体验生活
,

深入实际
,

要善

于观察
,

善于概括
。

这就是说
,

要抓住所描

摹对象的本质特征
,

通过思维以类似的鲜明

形象把它呈现在人们面前
,

使它产生强烈的

艺术感染力
。

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描摹情

状
、

强化动态的艺术大师
。

在《李尔王 》第四

幕第六场中
,

我们看到
:

—
在那半山腰上

悬挂着一个采茵香的人
,

这是莎士比亚描绘杜佛海边峭壁上一个

人影的形象逼真的诗句
,

它曾受到华滋华斯

的称赞
。

华滋华斯指出
:

莎士比亚在使用
“

悬

挂
”

这个字眼上
,

运用 了想象的能力
。

一只鹦

鹉会用它的嘴或爪子把 自己挂在笼子里的铁

丝上
,

一只猴子也会用它的爪子或尾巴把 自

己挂在树枝上
。

采茵香的人并没有象鹦鹉或

猴子那样真正悬挂着
。

但是
,

由 于 感 官 面

前出现这种模样的东西
,

就认为它是悬挂着

的
。

②

我国唐代大诗人李 白作诗 也 常 用
“

挂
”

字
。

如
: “

枯松倒挂倚绝壁
”

((( 蜀道难》 ) , “

遥

看瀑布挂前川
”
((( 望庐山瀑布》 ) , “

银 河 倒 挂

三石梁
”

(((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 ,
“

布帆无 恙

挂秋风
”
((( 秋下荆门 )))

。

但李白挂的是物 (枯

松
、

瀑布和秋风 )
,

只
“

挂秋风
”

有新意
,

莎士

比亚挂的却是一个采茵香的人
,

在
“

穷 气 图

貌
”

方面似更精采
。

莎士比亚特别注意观察人物的动作
,

常

借助其他形象来加以谊染
:

你从前笑起来好象一只公鸡报晓
。

(《维洛那二绅士》第二幕第一场 )

在描写心理活动时
,

莎士比亚也总是展

现出一幅有声有色的动态图
:

… … 这一顶王冠为什么放在他的枕上
,

扰乱他魂梦的安宁 ?

啊
,

光亮的烦恼 ! 金色的优虑 !

你曾经在多少觉醒的夜里
,

打开了睡眠的门户 ! 现在却和 它 同枕 而

臣卜!

可是那些戴着粗劣的睡帽

奸睡通霄的人们
,

却睡得酣畅甜密得多
。

( 《亨利四世》下部第四幕第五场 )

如果不妨套用
“

现代派
”

的术语
,

那末这

里显然可以看出一股
“

意识流
” 。

亨利四世卧

病不起
,

太子望着摆在床头的王冠
,

产生了

一则以喜
、

一则以惧的矛盾心理
。

想到黄袍

加身
,

他喜不 自胜
, 想到权力可能丧失

,

他

又感到恐惧
。

王冠这权力的象征在他面前闪

闪发亮
,

却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和忧虑
。

于是

太子的意识顺着烦恼的方向流去
:

做国王的

人唯恐失去王冠
,

总是通宵睡不着觉
。

接着

太子又向对立面想去
,

想到穷苦的老百姓
:

他们身外无长物
,

倒是无忧无虑地睡得又甜

又香呢
。

太子的
“

意识流
”

就这样展现了做国

王的人 ( 已在位的和即将登基的) 夜不能寐
、

辗转反侧的动态
。

莎士比亚在这里进行了积

极紧张的形象思维
,

既用 了矛盾形容法 (光

亮的烦恼
,

金色的忧虑 )
,

又用了拟人化的隐

喻 (烦恼打开了睡眠的门户 )
,

还用了对比手

法
,

揭示那些生怕失去权势和尊荣的富贵人

的危机感和除脖子上的锁链外无物可失的贫

贱者的安全感
。

通过这短短的
“

意识流
” ,

莎

士比亚不仅深刻地表现了太子的内心矛盾和

统治者外强中干的本质
,

而且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阶级利益不同的人们的不同精神状态
。

莎士比亚在艺术创作中人化物事
、

强化

动态之所以生动
,

所以感人
,

就因为他有驾



驭源于现实生活而又高于现实生 活 的 形 象

思维的能力
。

莎士比亚的人物所用的形象语

言
,

除了极个别场合有矫饰和堆砌之嫌外
,

一般都非常得体
,

非常切合人物身分
,

非常

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
。

他让想象 在 高 空 翱

翔
,

但不让它遁于太虚幻境
;
他让想象在大

地上驰骋
,

但不让它浪迹于乌有之乡
。

莎士

比亚有丰富的幻想力和联想力
,

还善于扩展

联想
,

深化联想
。

这是文艺复兴时代力量的

表现
。

请看莎士比亚是怎样揭露谣言的
:

· ·

…不
,

那是谣言
,

它的锋刃 比刀剑更锐利
,

它的长舌比 尼罗河中所 有的毒蛇更毒
,

它的呼吸驾着疾风
,

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散播它的恶意的诽谤
;
宫廷之内

,

政府之

中
,

少女和妇人的心头
,

以至幽暗的坟墓
,

都是这恶毒的谣言伸展它的势力的所在
。

((( 辛白林 》第三幕第四场 )

还有谁能象莎士比亚这样把谣言鞭答得

体无完肤呢 ?

再请看莎士比亚怎样暴露金钱的罪恶
:

金子里 黄黄的
,

发光的
,

宝贵的金 子
,

不
,

天神们啊
,

这一点点东西就可以使黑的变白
,

丑的变

美
;

错的变成对的 ; 卑贱变为尊贵
;
老人变成

少年
,

儒夫变成勇士
。

啊
,

天神们
,

为什 么给我这东西 ? 这是什

么 2 天神们

嘿
,

这东西将拉走你们身边的祭司和仆役
,

从健汉头下抽去他们的枕垫 ,

这黄色的奴隶

可 以操纵教派的分合
,

使恶人得福
;

使灰白癫病患者受到爱慕
;
使贼子窃居高

位
,

获得爵号
、

荣耀和称颂
,

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

它可 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

即使她的尊容会使恶疮患者见 了呕吐
,

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

(《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 )

莎士比亚对金钱的魔力发挥了汪洋态肆

式的联想
,

他的形象描绘所达到 的 深 度 和

广度
,

是一般人所不能 企 及 的
。

马克思 曾

以赞赏的口吻说
: “

莎士比亚是多么出色地描

绘了金钱的本质 ! ” ③ 金钱的本质是什么 ? 就

是
“

对个性的普遍颠倒
” ,

④就是
“

这种颠倒黑

白的力量
” ,

⑥也就是
“

直接与个人的独特性

相对立
” 。

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 “

关于这一

点
,

莎士比亚要比我们那些满 口理论的小资

产者知道得更清楚
。 ”

⑦有意义的是
,

马克思

为了充分揭示金钱的本质
,

在引用莎士比亚

作品的同时
,

还引用了索福克勒斯和歌德的

作品 (分别见《资本论》和《一八四四 年 经济

学

—
哲学手稿》 )

。

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对比

的材料
,

来考察莎士比亚形象思维的另一特

点
。

索福克勒斯是这样写的
:

人间再没有象金钱这样 坏的东 西 到处 流

通
,

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
,

使人们被赶出家

乡
,

把善良的人教坏
,

使他们走上邪路
,

作些

可耻的事
,

甚至叫人为非作歹
,

干 出种种罪行
。

(《安提戈涅》 )

这是一般论述
。

由于缺乏形象性
,

因而

显得平淡
。

同泰门的独白相比
,

艺术力量差

得太远了
。

歌德是这样写的
:

只要我出钱买 了六 匹马
,

它们的力量 岂不就得供我役使?

我仿佛有了二十四只脚
,

耀武扬威地四处奔跑
。

(《浮士德》 )

这四行诗句绘声绘影
,

形象雄健有力
。

但在扩展联想
、

深化联想方面
,

却不免逊于

莎士比亚
。

这里
,

歌德的联想是单一型的
,

莎士比亚的联想则是复合型的
,

它丰富多采
,

几乎囊括了一切有关的摄入想象领域中的形



体
。

《雅典的泰门》是莎士比亚创作中期的作

品
。

在这个时期
,

他对金钱的罪恶本质的认

识
,

显然比创作初期更加深化
,

他的形象思

维和艺术概括能力
,

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

在初期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
,

他只是

把金钱比拟为比毒药更毒的东西
。

罗密欧从

卖药人那里买了致命的毒药
,

接着付给他四

十块钱
,

说道
:

这儿是你的钱
,

那才是害人灵魂的更坏的

毒药
。

在这万恶的世界上
,

它比你那些不准贩卖

的微贱的药品更会杀人
。

你没有把毒药卖给我
,

是我把毒药卖给你
。

(第五幕第一场 )

这里也有形象
,

但形象是单一型的
。

莎士比亚对金钱的批判
,

贯彻了他的创

作过程的始终
。

到了晚期
,

他的焕发着激情

的批判锋芒仍然锐利无比
:

—
有了钱

就可 以到处通行
,

事情往往是这样
。

是呀
,

只要有了钱
,

替狄安娜女神看守林

子的人⑧
)

也会把他们的鹿偷偷地卖给外人
。

钱可 以让好人含冤而死
,

也可以让盗贼逍

遥法外
。

嘿
,

有时候它还会不分皂 白
,

把强盗和好

人一起吊死
。

什 么事它做不到
,

什么事它毁不了?

(《辛白林》第二幕第三场 )

形象思维要求丰富的想象力
,

也要求强

烈的感情
。

不带感情的形象思维
,

同缺乏实

际生活体验的形象思维一样
,

是苍白无力
、

4

暗淡无光的
。

只有切身的生活感受
,

包括实

际经验和炽烈地燃烧着的激情
,

才能使形象
.

思维获得不朽的生命力
。

请看
,

无家可归的李尔王流 落 在 荒 野

上
。

狂风暴雨把他赶到一间茅屋的檐下
,

电闪

雷鸣轰开 了他的一直闭塞着的思路
。

他从自

己的处境联想到苦难的百姓
“

无衣无食
,

何以

卒岁
” 。

一阵心酸
,

他在祈祷中焚起一灶同情

的心香
:

一

可怜的赤身露体的穷人
,

无论你们在哪里

忍受着这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
,

你们 头上没有片瓦
,

腹中饥肠辘辘
,

身上破衣烂衫
,

怎么抵挡得了

这样的气候? 啊
,

我一 向

对这种事情想得太少了
。

(《李尔王》第三幕第四场 )

他接着呼吁安享荣华的人都来关心民间

疾苦
。

李尔王这一番话鲜明地体现了莎士比

亚民胞物与的胸怀
,

永远为人们所传诵
。

我 国唐朝大诗人杜甫 和白居易
,

也给后

人留下了将宏愿
、

真情实感与美好形象密切

结合在一起的名句
:

安得广厦千万 间
,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

风雨不动安如山?

(杜甫
: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

安得万里裘
,

盖裹周四垠
,

稳暖皆如我
,

天下无寒人
。

(白居易
: 《新制布裘》

杜甫有感于老翁的茅屋为秋风所破
,

提

出了
“

住
”

的问题 , 白居易有感于新制布裘
,

提出了
“

穿
”

的问题 , 莎士比亚哀 民 生 之 多

艰
,

全面提出了
“

衣食住
”

的问题
。

虽然三位

诗人提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
,

但他们都同样

关怀万家忧乐
、

人溺己溺
,

人饥己饥
。

他们

的心和劳动人民的心息息相通
。

用莎士比亚

的话来说
,
就是

“

感不幸者之所感
”

(ot f ee l

w h a t w r e t e h e s f e e l )
。

莎士比亚的联 想 力

是和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携手同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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