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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有着“东方的莎士比亚”之称，他所创作的《牡

丹亭》毋庸置疑是“临川四梦”中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一部作

品。“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是对杜丽娘和柳梦梅爱情最

深刻的诠释。莎士比亚的悲剧是绚烂的烟火泯灭在夜空中的悲

痛，他的喜剧《仲夏夜之梦》，虽不常被人提起，却总能使

人痴迷于那如梦如幻的世界。这两位戏剧大师虽在不同的背景里

进行创作，却对人性解放有着共同的追求，这也从一定程度上

反应出了人类在认识发展历程上的共性。

《牡丹亭》与《仲夏夜之梦》这两部诞生于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浪漫爱情剧，都采用“梦”的形式来冲破封建婚姻思想的

束缚，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虽然有着相似的艺术审美和爱

情追求，但是在语言风格、爱情观等方面也具有各自的特性。

1　共性的探析

1.1 共同的写作形式：梦境与现实相映

弗洛伊德曾以性欲望的潜意识活动的角度指出“梦是欲望的

满足，绝不是偶然形成的联想”[1 ]。汤显祖的《牡丹亭》和莎

翁的《仲夏夜之梦》都将梦境穿插在故事情节中，与现实相映，具

有浪漫主义色彩。

《牡丹亭》的创作是“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梦是情的反映，

梦也是杜丽娘和柳梦梅爱情的关键所在。《惊梦》一折中，从杜丽

娘游园写起，以[山坡羊]一曲，描写了她由景生情便倾吐埋葬于

内心深处的情感。之后，她在梦中游园与柳梦梅相遇，两人在芍

药栏处、牡丹亭畔幽会，难舍难分，最后却因为杜母的到来打破

了梦境，甚至遭到了“女孩儿只合香闺坐”的训诫。杜丽娘的梦

境是现实世界的升华，她的爱情是超越于生死之上的，而她的殉

情则是如梦如醉的初醒。汤显祖通过这一梦一醒的情节构造，表

现出理想与现实、情与理的冲突。

《仲夏夜之梦》是从现实世界里赫米娅的爱情受到她的父亲伊

吉斯的阻挠开始的。其后，在有着仙女和精灵的郊外森林中，两

对年轻男女进入梦境，因为被迫沾上仙花汁造成了他们四人感情

的错位。这种错位构成了这部喜剧的核心，使得全剧产生了梦幻

之境，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这两部剧作中，都采用一实一幻的写法将梦境与现实交相辉

映，来显示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矛盾，在不失浪漫的艺术特色下彰

显出对爱情自由的炽热追求。

1.2共同的女性形象：为爱执着反抗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和《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娅都是剧中

的女主公，她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度，但是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

都有着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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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牡丹亭》与《仲夏夜之梦》都采用“梦”的独特形式使梦幻与现实相交，表现了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鲜明主题。
论文从“梦”的形式、主题、语言风格和爱情观等方面出发，探讨了这两部作品的共性和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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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丽娘出身于封建社会的官宦人家，她温文尔雅，知书达

礼。在游园中与柳梦梅的相遇唤醒了她对爱情的渴望，不禁唱出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2 ]的感叹。梦醒之后，却陷入了相思的苦

痛，茶饭不思，病入膏肓，香消玉殒。杜丽娘不顾一切地用死摆

脱了现实的束缚，执着地追求着虚幻却又真挚的爱情。

《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娅虽然没有杜丽娘那般温婉聪慧，但

是却与杜丽娘一样勇敢追求自由的爱情。赫米娅是倔强、刚毅的，

她敢于直面来自于父亲伊吉斯的压迫。在父亲将她嫁给狄米特律

斯时，她毅然决然地与拉山德私奔。莎士比亚所描写的勇敢大胆

的赫米娅，是人文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敢于追求自由爱情的女

性形象。

杜丽娘与赫米娅，虽然她们所处不同的国度，性格也不尽相

同，但是她们却用自己的方式炽热地追求坚贞的爱情，勇敢地反

抗封建世俗伦理。

1.3共同的主题：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

《牡丹亭》和《仲夏夜之梦》作为出现于十六世纪末的浪漫爱

情剧作，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深刻的主题：追求爱情婚姻自由，个

性解放。它们都以梦渲染浪漫的氛围，贴切地将梦幻和现实相结

合，用独特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一个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并能勇地

冲破封建伦理的束缚，渴望个性解放的女主人公形象。

汤显祖身处的明朝是正统思想程朱理学发展繁盛的时期，“存

天理，灭人欲”，一步步地扼杀着人性和情感。汤显祖崇尚当时被

封建正统视为洪水猛兽的李贽，他抨击官场的黑暗、政治的腐败，

追求个性的解放。他的“至情论”是其所创作的“临川四梦”的

理论依据，他希望能至情悟人、戏曲救世。“生者可以死，死者可

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2]杜丽

娘追求的理想爱情只能在梦里实现，却又因相思郁郁而终。柳梦

梅借宿梅花观中与杜丽娘幽会，在开棺还魂后二人终成眷属。汤

显祖正是通过“梦而死”、“死而生”的梦幻之境表现了理想和现

实的矛盾。

文艺复兴时期所提倡的人文思想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提供

了思想的土壤。他创作的《仲夏夜之梦》虽不似悲剧《罗密欧与

朱丽叶》那般富有激情，有着死同眠的悲壮爱情，却具有浓郁的

传奇色彩。剧中封建婚姻与爱情自由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让故

事情节发展得更为戏剧性。赫米娅的父亲伊吉斯因为赫米娅违背

他的意愿，就用当时严酷的法律处置女儿，在他反驳拉山德时说：

“她是我的，我要把我在她身上的一切权利都授给狄米特律斯。”[3]

这样的父权专制阻碍着赫米娅追求自由的爱情，她与拉山德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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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束缚，勇敢坚定地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的平等。

即使被“存天理，灭人欲”压制了人性的杜丽娘，却依

旧能在炽热的爱情面前坚定地反抗束缚爱情自由的枷锁。即使被

父权专制和残酷的律法压迫的赫米娅，却果敢地冲破现实的牢笼

追求与拉山德炽热的爱情。不同的国度里，汤显祖和莎士比亚

都在用自己的笔触抒发着对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深刻主题。他

们都表现出了在所处时代里，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追求，也

反映出了新一代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梦与现实的交相辉映反映出那个时代，人类思想都受到压

迫，在现实社会中得不到解放，而只能求助于梦境；共同的女

性形象和主题，反映出那个时代，不同国度里，女性都受到封

建思想的束缚，他们渴望自由的婚姻，也亟待解救，这是对文

人思想的压迫，也是对大众行为的束缚。

2　差异的探析

2.1内容结构的不同

《牡丹亭》中以“游园惊梦”一折展开了杜丽娘与柳梦梅

爱情的邂逅，通过“一梦一醒”描写了现实与梦幻的矛盾；而

《仲夏夜之梦》以森林的幻境描绘出两对年轻男女感情的错位，

通过一实一幻的独特写法与传奇的浪漫色彩表现理性与现实的激

烈冲突。

《牡丹亭》在内容方面叙事性强，在表现形式上借用

“梦”的嵌入方式。《惊梦》一折中，杜丽娘在梦中与柳梦

梅相爱，这一出可以说是整部作品的关键所在，推动了故事情

节的发展。杜丽娘梦醒后，时常发出“生生死死随人愿，便

酸酸楚楚无人怨”[2]的伤叹，最后带着对梦中爱人的思念郁郁而

终。而当柳梦梅在梅花观的梦境中与杜丽娘再次相遇，将故事

发展推向高潮，情节波澜起伏，以“梦”为故事线索，让这

部作品更具神奇色彩。

《仲夏夜之梦》不同于《牡丹亭》的跌宕起伏，反而有

着西方戏剧结构严谨的特色，在故事情节上也相对舒缓，通过

森林梦境构成了“戏中戏”的戏剧效果。作品中对梦境的嵌入

使得作品发生激烈的变化，两对年轻男女感情的错位让故事情节

颇具戏剧效果，使读者啼笑皆非。不同于莎士比亚所作的四大

悲剧，《仲夏夜之梦》的女主人公爱情中有喜有悲，对于完美

结局的处理，使得整部作品显得轻快自然。

2.2语言风格不同

不同于诗歌、小说的语言风格，戏剧的语言更贴近于生

活。犹如《牡丹亭》的华美艳丽、细腻生动；又如同《仲

夏夜之梦》里的幽默轻快和浪漫。

《牡丹亭》在《惊梦》一折以浓墨重彩的笔调描绘了大量

的自然景物，语言细腻华美。[ 皂罗袍] 中“原来姹紫嫣红开

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

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2 ]一句，将满园的“姹紫

嫣红”与“断井残垣”进行鲜明的对比，就如同杜丽娘渴望

美好的爱情却不得不与封建礼教的枷锁作斗争。对于杜丽娘的心

理描写，汤显祖在语言的创作上也极尽细腻。[酔扶归]中“你

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镇。……踏草怕泥

新绣袜，惜花疼煞小金铃”[2]一句将杜丽娘自怜自哀的神情表现

得淋漓尽致。“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抒发了她在深闺

多年的寂寞心声。

在《仲夏夜之梦》中，莎士比亚巧妙地将梦境与现实相

互融合，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上，以幽默轻快的语言风格彰显喜剧

的特色。在剧中运用了大量的歌唱和独白，拉近了作品与读者的

距离，让读者感受人物的内心世界。其次，作者常用暗喻。如：

莎士比亚用凋零的玫瑰比喻拉山德和赫米娅苍白的脸颊，将二人

的爱情塑造得更加动人。第三，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剧中，两对

年轻男女在森林因为沾上仙花汁而进入梦境，一段啼笑皆非的感

情错位，不仅让作品更具喜剧特色，而且无意的梦境将故事的发

展笼罩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爱情既炽热真挚又浪漫。

2.3作者的爱情观不同

杜丽娘和赫米娅的爱情历程有着一定程度的共性。杜丽娘的

爱情是忠贞的，她向往自由的爱情，也曾勇敢地冲破牢笼追求

属于自己的爱情。赫米娅在果决地选择与拉山德私奔后最终收获

了炽热的爱情。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所创作的爱情观念却有着各

自的独特性。

《牡丹亭》中杜丽娘在梦中游园时与柳梦梅相爱，但在现

实却因“存天理，灭人欲”而受到父母的训诫，她饱受相思

之苦后郁郁而终。即使在梅花观中又一次的入梦，仍旧离不开

“还魂”。汤显祖构建了一个中式的“大团圆”结局，却仍

要依靠梦境和鬼神。汤显祖的戏剧尝试将爱情与仕途做到平衡，

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和程朱理学的影响，使得爱情的抗争之路多了

妥协，即使杜丽娘还魂后，却仍要受到“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的教化，可见他仍未真正摆脱封建思想的枷锁。因此，

《牡丹亭》的创作显示了汤显祖面对残酷现实的妥协性。

莎士比亚创作的《仲夏夜之梦》在爱情观方面有着乐观

性。当赫米娅的爱情受到父亲伊吉斯的阻隔，使她遭受严酷的

责罚时，她勇敢地选择与拉山德私奔，用自己的方式与绝对父

权下的统治思想进行抗争。莎士比亚运用梦境是为了增添喜剧特

色，而非是对现实的妥协，他描写赫米娅与拉山德的私奔则是

乐观性的体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想是莎士比亚创作爱

情的土壤，面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他用乐观的态度进行反

抗，深刻体现他创作中追求个性解放的主题。

3　结语

汤显祖的《牡丹亭》和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构建

了两个不同的爱情世界，他们塑造的杜丽娘和赫米娅都渴望炽热

的爱情，当她们的爱情囚禁在封建礼教的牢笼时，她们热情勇

敢地冲破世俗的阻隔追求自由的爱情。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赞颂

真挚自由的爱情，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的压迫，追求个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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