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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市 与 超 越

— 为纪念布 莱希特逝世 四 十周年而作

李昌坷

在当许多人看惯了那些高耸奇特的建筑物
,

听烦了喧哗的人声车声
,

一心向往恬静纯朴
、

散发着农耕社会气息的乡落村野
,

或者鄙视身处喧哗
、

污浊
、

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
,

一心回

首长河激浪
,

荒野沼泽
,

草原戈壁
,

大洋海岛
,

追求粗糙 自然形态下质朴原始的人生的时候
,

对于那个倍受现代工业
、

商业文明浸淫
,

到处碰碰撞撞嘈嘈营营的大都市
,

布莱希特却可谓

顶礼膜拜
,

情有独钟
。

这不仅指他作为年轻的诗人
、

戏剧家和文艺批评家曾毫不犹豫地告别

自己崭露头角之地— 那颇具 乡村韵味的故 乡奥克斯堡小城前往州府慕尼黑
,

并又 以一种
“

壮士一去不复返
”
的态度毅然决然地从慕尼黑前

.

往都市柏林开创新的天地
,

而且还指在纳粹

分子肆虐的那些年代
,

被迫浮家泛宅流移异国的他也多是在布拉格
、

斯德哥尔摩
、

莫斯科
、

伦

敦
、

巴黎
、

纽约
、

洛杉矶等大都市里漂泊
,

尽管他乡的都会对于德国流亡作家们来说
,

将更

加集中地体现了他们所面临的世态炎凉
、

人情事故复杂多变的境遇
。

说到这里
,

我们 自然还

会想起布氏在北美颠沛流亡期间曾穿越美利坚大地的那段经历
;
美国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州

人烟稀少
,

给他的感受是何其荒芜苍凉死寂
,

有如到了寒冷杳辽生息艰难的西伯利亚一般
,

而

他对城市的眷恋也就折射其中了
。

如果说这些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布莱希特对城市的热爱
,

那么
,

他的书信
、

日记或其它文字则比比皆是
,

他执拗地认为只有在大城市里才有生活的坦

露
。

譬如在 《工作 日志 》 中可以读到
,

对于二战结束后残存的那个满 目疮痰
、

遍体鳞伤的废

墟柏林城
,

在布 氏眼中仍旧不营为
“

一座四 处时刻都在蠕动着生气活力的大都市
” , 工就鲜明地

表明他对都市似乎天生的有一种好感
。

还是在第一次探访柏林时
,

布莱希特就对这座都会城市产生了深切感受
;
顺理成章地

,

当

他第二次前往时便断然决定留驻不走了
。

当然
,

选择了都市不意味着就能在都市立足
。

1 92 2

年
,

因未能在戏剧界里取得所期的成功
,

布氏终于还是离开了柏林
,

不过这仅仅是他经过两

年准备之后于 1 9 2 4 年又再度进军该城的一个短暂前奏而 已
。

在这再度进军柏林的 1 9 2 4 年
,

值

得提及的是布莱希特曾前往意大利作了一次旅行
。

南部欧洲风光旖旎
,

令人神往
,

却不能打

动诗人的心弦
。

有报道说
: “
面对绚丽的景色

,

布莱希特不为所动
,

他甚至感黔这么多的美景

令他有些难以消受
。 ’ ,

②究其缘由
,

盖 因诗人更为崇奉人文荟萃的现代都市之故
。

从 1 9 2 4 至

1 9 3 3 年
,

布莱希特在柏林的文艺圈里站稳了脚跟
,

打开了天地
,

度过了生命的黄金岁月
。

尽

管大都会社会急剧擅变
,

生活动荡喧嚣
,

但他仍然挚爱都市
,

一以贯之
,

与其缔下一种难以

割断的情结
。

对此
,

有布氏在 1 9 3 3年前写下的许多诗为证
。

四处有人赤裸地说
:

这 一块化石

城市正在增长
,

成群增长
。

时时增长不停足
。

③



如同这里可以看到的那样
,

以都市为题的布氏诗作
,

不求严格
,

不假夸饰
,

自然而非造

作
,

读起来给人一种娓娓而谈的浅切
、

率直和纯朴的感受
。

尤其令人产生感触的
,

是布莱希

特在凭借着原始的力
、

本原的气在写作
。

现代化都市
,

以钢骨水泥加玻璃建成
,

既冰亦凉
,

没

有山川万物那种钟灵毓秀的灵性和鲜 明灵动的生命
。

相对于此
,

布氏对城市没有矫饰
,

他的

都市审美视角是平实
、

淡然的
,

淡然得近于冷峻
。

所热爱的都市
,

在他笔下不闪现富丽
、

华

美
、

色彩
、

声响等现代社会生活文明的浮光掠影
,

而是往往仅是一块
“

化石
” ,

一座用
“

沥

青
”
造就

、

以
“

水泥灰
”
砌成的

“

山峦
”
而已

,

给人一种灰色印象
,

令人不禁产生出诗人似

乎 要
“

回 归
”
自然的瞬间感受

。

然而
,

紧接着诗人笔锋一转
,

笔触突然一抖
,

坦 然诉说这
“

水泥山峦
”

确系他寄托灵魂的温柔乡邦
,

确系他感情的顶峰和爱的丰碑以及生存的依仗
,

又

使其获得某种
“

温馨
”
的气质和 内在张力

,

使得读者的心顿时坪然跳动
,

被带入一种真切厚

实
、

韵味深长的审美境界之中
。

譬如布莱希特写道
: “
沥青化的城市是我的家园

’ ,
④

,

便是借用

沥青和家园的一刚一柔
,

一冷一热
,

既对现代城市作了真实写照
,

又朴实地直抒对其情感沉

著
; 沥青化的城市在家乡之外也兼及家乡

,

而倾注入家园的炽热之情
,

更在故乡之外扩延到

了异乡都市— 朴素无华的字句与诗人对都会的耿耿深情浑然相盟
,

发 自生命根抵的真实自

然使读者难免不受到一次心灵震颤
。

布莱希特以高山仰止的态度礼赞都市
,

可以说与他从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故乡小城

来到大都会
,

体验到一种从狭小局限中解放 出来的感受密切有关
。

在 《献给城市居民之读

物 》 中的一首诗歌中
,

诗人就将这种有同如鱼得水
,

尽情戏嬉
,

大可施展才华和实现抱负的

感触坦露得淋漓尽致
:

城市 为你 而造
,

热情盼 望你 的到来
。

人们 不 清楚诸位的愿望

房屋 的门大开敞 着
。

饭菜 自然期待着大 家提 出建议
。

已 在桌上摆好
。

这儿 和 那儿

城 市固 然庞大 或许总有 不尽如人意

却 有熟习 情况者 但这很快就被改变

为茫然无措的制作 了指南 无需诸位把腿跑断
。

它们简显提示
,

怎样以 最快 的途径 简单说 来
:

大 家将会得到

达 到 目的地
。

最好 的际遇
。

一切早就 准备就绪
。

诸位

只 需前 来
。

⑤

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诗人对大都市的感激之情
,

溢于言表
,

自不必说
。

当然
,

表达对都

市的真挚感情
,

仅是布氏都市诗歌的一个方面
。

布氏所作的都市诗歌
,

也是他思想触角对人

生 进行探索的结果
,

也是他通过都市来感悟
、

理解历史以及世界的产物
。

如题为 《论大人

物 》 的那首诗歌
,

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

大人物说 出许多愚蠢至极 的话语 而 民众沉默无言
,

让他们 瞎 说

却视民众为笨伯 时 间就这样流逝而 过
。

④

不言而喻
,

这些看似简单明白的诗句
,

一旦细加咀嚼
,

就会体会出无穷的丰富内涵
。

而

且
,

这仍旧也是布莱希特都市诗歌的一个方面
。

从更深层次上看
,

布氏的都市诗歌还是对特

定时代社会文化的一个有力超越
,

体现其诗歌的独特价值所在
。

如所周知
,

布莱希特收录于

《家庭读物 》等的都市诗歌
,

其产生时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面临大萧条和大危机

的时期
。

其时
,

德国政治动荡不宁
,

社会生活严重物资短缺
、

匣乏
,

使整个社会上下弥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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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处于末 日边缘
、

忧俱危殆的凄迷低落情绪
。

施宾格勒那部 以危机为中心的历史循环论

《西方的没落 》
,

获得世人青睐
;
世界上最苦闷学者尼采那

“

我们欧洲人 目前正面临一个令人

发休 的废墟世界
。

废墟上尚有为数几件还在矗立着
,

还有一些虽说仍然站立在那里但是已经

破烂不堪
,

而更大多数的却早已经就瘫塌在地
”
的观点

,

导致人们在心态上趋于追求死亡的

精神愉悦
;
毫无理喻的荒诞

、

深沉厚重的孤独绝望感受占领着话语领域
。

凡此种种
,

不一而

足
。

今夭重思这一时代文化背景
,

我们可将布氏的都市诗歌视为一叶逆时潮而启航的小舟
。

相

对于譬如卡夫卡等作家在其作品表露的人生漂泊无定之虚无
,

忧郁灵魂之无所依托
、

无家可

归的感受和面对世人的心绪灰暗
,

布莱希特可谓横刀立马
,

以 自己对人生的坚定信念和对生

活的深刻哲学思索
,

在诗歌中大声呼吁人的主体意识
,

呼唤人的开拓锐气和进取精神
,

发出
“

诸位只需前来
”

的镬籍之声
,

给人以慰藉与鼓励
。

为此
,

布氏可谓矫枉过正
,

走向一个极端
,

把都市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的载体
,

给都市注染上真可谓
“

天欲堕
,

赖以柱其间
”
的拯

世救民的色彩
,

颂扬近在家门的都市就是人们寻求的家园
,

高声宣告道
:

许 多人说时代 已经衰老 也许 我现在就会死亡
,

但我确信

可我一 向知道它新生盎然 大都市今 天定 将迎 来公元三 千年
, ⑦

由此传达出人类社会虽然经历坎坷磨难
,

但终将前进发展的历史必然
,

传达出人类生存

的全部真情和心理
,

给受非理性主义认识论笼罩的沉闷文坛吹拂进一缕清新的风
。

当然
,

在对大都市顶礼膜拜
,

追寻
、

崇敬人类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同时
,

布莱希特并不讳

饰都市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
。

他的都市诗歌
,

并非都是散发着昂扬的调子
,

并非每每都在闪

耀着生活亮色
,

而同时也对都市作了诸多横向扫描和真诚无臂的表现
,

展现出一派现代都市

文 明畸形发展浓浓淡淡 的繁杂景象
。

疾速 发展的大都会
,

社会生活光怪陆离
,

急骤 变异

( 《关于城市 (之二 ))) ;
都市既是为生活而纷争角斗之地

,

也是生活节奏快速
、

短暂
、

瞬息万

变的象征 ( 《关于城市 ))) ; 人与人之间关系隔膜
、

离心
,

缺少真情
,

如同来来去去的旅店客

人
,

客套
、

敷衍 而虚 伪 ( 《客人 ))) ;
孤 独

、

忧郁
、

焦躁 不宁的感 知逼仄着都市 人的心灵

( 《城市的雷霆 万钧之力 ))) ; 纷纭复杂
,

难 以梳理的状态令人对都市 不禁产生困惑与迷惘

( 《律迪的城市观念 》 ) ;
高层建筑物阴影下的角落里四处是垃圾污浊

,

到处布满从旧时遗留至

今的肮脏
、

缝龋和黑 暗 ( 《关于欧姆 ))) 等大都市社会生活的灰色形态以及畸形擅变的真实
,

都被诗人描绘揭示
,

无褒无贬
,

冷静不加评论
,

显示出一种略带表现主义至味的现实主义的

审美追求
。

其实
,

早在进军柏林
,

由此亲身体会感受大都会社会生活之前
,

布氏便 已经在作品中频

频将目光投向现代大都市了
,

表现出对都市题材有着热烈的追求
。

那时
,

由于 自身缺乏都市

生活经历
,

布莱希特对都市的认识主要是依靠和来源于所阅读的文学作品
,

致使他的创作有

时难免不显露出受他人影响的
“

先天不足
” 。

当时
,

都市题材文学空前繁荣
,

在布氏走上文坛

之前雄踞各文学流派之首的表现主义文学
,

就曾着力反映大都市的丰瞻风貌和生活节奏
,

推

衍 出一部部反映都市生活的酒绿灯红
,

浮淫繁盛
,

揭示都市社会种种矛盾冲突的宏篇巨制
,

气

势磅礴
,

夺目耀眼
,

使从 19 世纪 中叶起开始勃兴的都市文学 由附庸蔚为大观
。

受其影响
,

以

及受到外国作品的影响⑧
,

对都市题材倍感兴趣的布莱希特
,

其用于截取都市社会生活的视角

也是当时盛行文坛的审美视角
。

在这个视角网膜里
,

现代大都市犹如一个强悍凶险的生物世

界
“

丛林
” ;
生活在都会里的人似乎不具备人性

,

不受社会道德规范约束
,

只有生物性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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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犹如生活在原始森林中的野兽一般
:

自然界荒蛮
、

冷酷的生存原则是他们的游戏规则
,

他

们相互为敌
,

屠戮杀伐
,

进行着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
,

要么吃掉对手而耀升
,

要么被对手吃

掉而沉沦
。

这些
,

均在布氏从 1 9 2 1年起开始创作的剧作 《在城市密林中》 得到集中体现
。

该剧故事发生地点是美 国大都会城市芝加哥
,

布莱希特后来解释道
:

他本来完全可以
“

以柏林作为故事发生地点
” ,

但由于担心观众有可能产生不必要的
“
误解

” ,

故而选择一座美

国都市作为人物活动的空间背景
;
此外

,

布氏暗示说
:

如此处理
,

能使观众得到一个站得远

看得清的角度
,

也使他的创作思想更能得到体现
。
⑨至于创作思想

,

布莱希特在该剧的卷首开

宗明义地写道
: “

诸位 (观众 ) 现在置身于 1 9 1 2 年的芝加哥城
,

将会看到一场难以解释的两

人争斗… …大家不要劳心
,

去探索他们为何争斗的种种
,

而是应当去进入这场冲突
,

不偏不

倚地评价格斗双方所用的交战方式与手段
,

把注意力放在最后结局上
” 。 L
换言之

,

布氏在剧中

追求的
,

是大都市社会生活的一个急剧律动
; 他要观众仅对谁为胜者感兴趣

,

如同观看一场

拳击 比赛一般
。

在 《在城市密林中 》
,

现实生活中通常适用的逻辑因果关系法则彻底失效
。

斯林科无端挑

起风波
,

伽 尔噶立即应战
,

一场不可思议
、

不可理解的冷酷拚杀顿时展开
,

腾挪翻卷
。

没有

心理揭示
,

没有灵魂搏斗
,

没有道德上的
“

美丑
”
二元对立

,

只有人的外部行为
、

外部活动
,

只有厮打
、

斗狠的赤裸裸外观暴露
。

争斗就是 目的
,

获胜便是动机
。

人的能量在争斗中消耗
,

生命在争斗中消解
。

双方斗得心力交瘁
,

两败俱伤
。

这就是都市生活
,

人们忧郁
、

孤独
、

恐

惧不安又无法逃避
。

布莱希特以 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
,

用自己的独特话语表达了人们对都市

社会生活的认识
。

他这出剧作的美学意义
,

在于它从一个侧面鲜 明地描绘了现代都市人陷入

一种身不由己
、

无可奈何的生存环境
,

描绘 出他们所坠入的生存斗争之粗犷狰狞
,

之可怕
、

残

酷
、

惊心动魄和非理性
。

由于 《在城市密林中》 打破了人才门的习惯性思维
,

具有悖理 的
,

不规律 的
,

即理性判断

难以捉摸的因素
,

因而显得十分鲜活
,

令人咀嚼回味
。

我们可以由此对人性中存在的邪恶
、

残

忍
、

疯狂作深刻反省
,

可在庞杂繁复的地下黑社会 中看到都市生活的危险与罪恶
,

可以感悟

人生犹如战场
,

到处硝烟弥漫
,

血污流淌
,

杀机潜伏
,

也可以以此对当时在西方被奉为神圣

的阴沉悍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作批判
,

等等
。

总之
,

这是一出在思想上颇难梳理的剧作
,

布

氏 自己也没有从 中提炼哲思
,

只是说对于它
“

哲学家比心理学家更能有所体会
’ ,
@

,

将一个空

白留给了观众
。

应当着重指出的是
,

如前所述
,

《在城市密林中 》 仅是一种艺术上的同中求异
,

即布莱希

特对都市题材的题 旨没有作新的开掘
,

只是以不同的内容形式来表现当时流行的人们对现代

大都市的意念而已
。

都市是个野蛮恐怖的
“

丛林
” ,

都市人在
“

丛林
”

里搏斗挣扎
,

人性沉沦
,

生物性急剧膨胀
,

因而实质上是些被异化了的人
。

而人被异化
,

这在当时就是一个被许多作

家有意识无意识所表现的主题
,

尽管他们几乎从不使用异化这一概念
,

并通常略去了产生异

化的原因
,

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异化原因或者认 为异化原本没有原因
。

布莱希特也是如此
。

他

的那些在此之前创作的剧作
,

如 《巴尔 》
、

《黑夜鼓声 》 等
,

表现的均是人间冷酷
,

世态炎凉
,

人受原始本能支配
,

只有生物性没有人性这个主题
,

但是却没有去探索其缘故为何的种种
。

在

《在城市密林中》
,

作家一方面哀惋伽尔噶不能认识到斯林科与他同样都是被外部世界所异化

扭 曲的人
,

一方面 自己显然也没有感悟出现代都市社会中的人之所以被异化背后的深长社会

原因
。

以至他的作品内容虽然新奇灵动
,

但单薄不厚实
,

表象化表层化
,

缺乏深远恢宏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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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内涵
。

这与布氏急于排遣自己对都市题材的兴趣有关
,

也与他当时对世界对社会的理解认

识有关
。

然而
,

作为追求光明
、

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

布莱希特在不断地寻求着对人生的新的

认识
。

从 20 年代后半期起
,

为了获得对社会的清晰和深刻的认识
,

布氏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

主义
,

使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制高点
,

并使创作跃上一个新的境界
。

马克思言
:

“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

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

布莱希特深感于此端
,

于 20

年代末及 30 年代初开始创作
“

教育剧
” ,

以此教育
、

启发
、

开导民众
,

思索社会制度与人的

生存处境之间的关系
,

启迪民众起来向现行社会制度作斗争
,

达到改变这个世界的 目的
。

1 9 2 6

年
,

布氏创作出 《人就是人 》 一剧
,

描写人丧失个性
,

被异化成为机器
,

警告世人要
“
学会

辨别
,

不要一切顺从
,

要学会思考
,

不要对一切盲从
” 。

叭 92 8 年
,

他推出 《三角钱歌剧 》
,

引

导观众伸展思考的锋芒
,

直接思考现实社会制度是使人异化的原因
: “

谁不想把日子过得宁馨

和睦 ? 但是社会环境却不许可 !
’ ,L剧中

,

人被社会环境几乎还原成为兽性的动物
,

剥削制度社

会的罪恶也就 由此最大限度地凸现出来
。

不难想象
,

在不明了使人异化的原因的时候
,

有可能认为异化是人无法逃避的命运
。

而

一旦认识产生异化的原 因之后
,

距号召人们奋起斗争
,

消除异化原因就 自然是只有一步之遥

了
。

一年之后
,

于 1 9 2 9 年
,

布莱希特的 《屠宰场的圣约翰娜 》 问世
。

该剧以历史镜角
,

清晰

展现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所面临的经济大危机
,

揭露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
,

捕捉着

阶级斗争的历史脉络和时代风云
。

在探索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使人异化的问题上
,

更达到一

种一矢中的的效果
。

失业工人贫困潦倒
,

生活无依
。

为了帮助他们
,

济世军上尉约翰娜请求肉食品大王毛勒

尔协助
。

毛勒尔力图向她证明穷苦人之所以生活遭受不幸
,

是 由于他们自身本质上的固陋所

致
。

而在工人干活的屠宰场
,

约翰娜了解到贫困是致使人变得卑微的原因
。

她领人进入股票

交易所恢复秩序
。

表面上看
,

她获得了成功
。

但实际上却是毛勒尔在背后重新操纵股市
。

毛

勒尔得以重新垄断市场
,

约翰娜认识到这不久就会导致人们更加贫困
,

于是开始全力支持失

业工人的斗争
。

然而
,

当工人们筹备举行总罢工
,

并号召使用暴力时
,

由于得到错误的消息
,

再加上 自身反对使用暴力的善良世界观
,

约翰娜无意铸成大错
,

使得罢工遭到镇压
,

毛勒尔

之流露出胜者的狰狞笑容
。

深感负疚的约翰娜
,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崩溃倒地
。

她本是个位

于两个相互尖锐对立冲突的社会阶层之间的人物
,

其经历却沉重苦涩
,

发人深思
。

她试图在

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斗争中调和
,

试图以不使用暴力的观点使世界得到改 良
,

这些
,

都是对

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思想潮流的如实反映
。

她追求着
,

在追求中遭遇到丑
,

在对丑的认识中又

认识到 自己世界观上的误区和幼稚
。

希莱希特描绘这一认识过程
,

体现了生活与艺术的真实
,

表现 出自己对只要人们采取正确行动就能改变社会
、

世界的确信
。

在剧中
,

布氏让约翰娜临

死前疾呼
: “

在暴力肆虐的时代
,

只能诉诸暴力
,

面对着人的时候
,

只有人能拯救自己
。
@ ”
约

翰娜的话
,

是在暗示只有革命
,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

这是一个觉醒的人对特定时代的社

会和人生所作的深刻哲学思索
,

是对 自己原有的社会文化观念的一个本质性超越
。

无庸赘言
,

这当然也是作家布莱希特以强烈的时代政治意识
,

洞穿社会现实和人生而掘出的与历史发展

相契合的信仰和追求
。

《屠宰场的圣约翰娜 》是一部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
,

是布氏在学习马克思著作基础上创

作的第一个剧作
。

布莱希特在毛勒尔这个人物形象上提出了人的两重性问题
,

并将人的两重

9 9



性与其所处的社会和社会阶层地位联系起来
,

从而从正面切入和投射出马克思关于私有财产
、

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阶级社会结构使人异化
、

扭曲
、

丧失人性的学说
,

由

此昭示出对 自己以前在这个 问题上的认识局限的一个大跨步超越
。

有了这个巨大的超越后
,

布

氏以后创作的表现人的两重性问题的作品
,

如 《潘第拉先生和他的男仆马狄 》 以及 《四川好

人 》 等
,

都带有鲜明的阶级和社会烙印
,

注重了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的结合
,

体现了

马克思的关于
“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

在其现实性上
,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
”

的学说
。

我们在这里着重列举了 《屠宰场的圣约翰娜 》
,

因为这出剧与 《在城市密林中 》 一样
,

在

一定意义上讲是一部表现现代大都市题材的作品
,

而且该剧的故事情节也是在美国大都会城

市芝加哥展开
。

当然
,

这个现代都市在 《屠宰场的圣约翰娜 》 剧中一如往常
,

仅仅是个人物

活动的场景而已
。

作家的意图
,

在于揭示特定社会制度的黑暗与丑恶
,

展示新的社会发展力

量
,

从而预示新社会的曙光
。

对于布氏之所以在继 《在城市密林中 》 后再次选择芝加哥为戏

剧故事发生地点
,

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

布莱希特认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代言词
,

其

中美国的现代大都市更是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社会制度的渊蔽与象征
,

同时当然也是 已经走向

历史舞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主要战场
。

将视野聚焦在美国现代大都市
,

因

而实际就是找到了把握时代
、

生活
、

历史的最佳交汇点
。

尤其是通过对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毛

勒尔这个人物形象的描绘
,

布莱希特在剧作中真切地描绘了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在特定时期的

虚伪
、

阴暗
、

罪恶和血腥
,

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
,

既有厚重的历史感
,

又是一个深刻的警

不
。

还值得指出的是
,

布 氏的 《屠宰场的圣约翰娜 》 将自己开创的戏剧艺术发挥到了一个较

高层次
。

他在剧作中注入新的表现手法
,

不让观众与戏剧主人公在思想感情上产生
“

共鸣
” ,

而是让他们与戏剧主人公之间产生
“

间离
” ,

通过对剧中人物的思想行为冷峻思考来认识
、

接

受向他们传播的革命思想
。

这种众所周知的
“

叙述体戏剧
” ,

是对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戏剧文

艺形式的一个跨时代性的超越
。

而与布 氏以前创作的现代都市为题材作品相比
,

《屠宰场的圣

约翰娜 》 在思想 内涵和艺术手法上都呈现出一个总体性的超越
,

是布氏在这两方面开始走向

百炼成钢
,

柔可绕指的成熟的一个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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