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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与信用视域下(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的忧郁之阐释

焦!敏

摘!要! 0威尼斯商人1一剧的标题彰显了经济生活在该剧中的重要性#因此对情感-种族与宗教等问题的讨论不能忽略
莎士比亚所处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经济生活的巨变$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莎士比亚所处的前资本主义时期金钱-信用的实
质的变迁#探讨剧中的种族与宗教问题#分析剧中人物与冲突的实质#从而揭示安东尼奥忧郁的根源以及莎士比亚的隐
忧$ 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的自我衍生属性带来的心理冲击-以血肉为抵押的信用体系取代充满情感纽带与社区归属
的信用体系#以及人的逐渐商品化-物化-符号化#使安东尼奥充满着隐忧却无法表达#陷入一种无可名状的忧郁中$ 透
过安东尼奥的忧郁#莎士比亚表达了其对生命意义-情感与内涵的追求$
关键词! 莎士比亚'!0威尼斯商人1'!文学阐释学'!忧郁'!借贷'!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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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与信用视域下)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的忧郁之阐释

引8言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一剧中安东尼奥
忧郁的原因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中外的学
者对此有不同的解读$ 凯瑟琳,贝尔西(>+*638753
23?;34+认为安东尼奥那原因不明的忧郁是源于
"无望的同性爱欲#(23?;34X-+$ 持类似观点的
还有西摩,克莱因伯格( ?̀375<38K&&#+%阿伦,
辛菲尔德(G75)73?( %# 'W+等$ 西方学者倾向于
从心理学及同性恋的视角来解读安东尼奥的忧郁

的根源$!
当然'也有西方学者对上述解读提出了

质疑'认为将安东尼奥的忧郁归因于主体(无意
识地+拒绝(同性+欲望对象'没有充分考量该剧
(人物+所面临的伦理和政治困境$ 因此'对该剧
人物的欲望的阐释'需先理解剧中人物均面临的
两难的伦理与政治抉择(fB8538X&Y+$

德鲁(d+573?d83=+梳理了对安东尼奥的忧
郁的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解读& 因失去他者而引起
的忧郁症(d83= "$W+2由主体(无意识+拒绝(同
性恋+对象构成的普遍哀悼("$W+2忧郁症为主体
提供了认知真理的途径("&$+2对海外贸易风险
的担忧引起的忧郁("&$+2忧郁症的表面善良和
幸福掩盖了耻感%内疚感和病态'使其能积极攻击
他人("&"+2令人忧心的忧郁情绪表达和"我不知
道为什么我如此难过#的公开声明不过是抑郁症
患者累积文化资本'以获得如圣人或天才般特权
地位的工具("&X+$ 德鲁认为上述阐释仍然不够
全面$ 他从忧郁症向受虐症转化的角度'阐释了
安东尼奥忧郁的源头与他令人讶异%难以解释的
想要在审判时受难的欲望之间的联系 ("&Y!
"#X+$ 他认为"接受一磅肉的割取体现的不只是
安东尼奥的自虐'也体现了他对周围的政治(环
境+和伦理的服从#("$-+$

中国学者更多从社会%经济环境的角度来阐
释安东尼奥忧郁的根源$"

吴兴华认为安东尼奥

的忧郁是整个生活环境的产物$ 在威尼斯城表面
繁华的背后'潜藏着复杂的新旧矛盾%宗教冲突和
经济势力的对立'尤其是商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之
间相克相生的矛盾关系$ 李志斌认为使安东尼奥
陷入忧郁之深渊的是暗影重重的社会大环境!!!
安东尼奥具有的崇高%优美%真诚%纯朴%无私等理
想人格被周围脸带笑容的奸徒%心如铁石的对手

所包围(李志斌 &&#+$ 刘立辉指出'安东尼奥忧
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作为基督徒'安东尼奥不
认同夏洛克的高利贷行为'认为有悖于基督教经
济学伦理标准'且有悖于海外贸易时代的大环境
(刘立辉 &"W!&"Y+$ 肖丰认为安东尼奥的忧郁
源于他对自身伦理身份认识的暧昧与模糊&"安
东尼奥以商人身份存在于威尼斯的现实生活中'
精神和灵魂却总是追索已经逝去的封建贵族式价

值观念和道德规范/001时时处于精神诉求难
以满足的撕裂式生存状态'一种痛苦的焦虑灼烧
之中$#(肖丰 X'+华有杰认为安东尼奥忧郁的经
济根源在于安东尼奥的海外贸易的海盗属性'导
致其在威尼斯城邦的经济地位和伦理地位不相匹

配(华有杰 #YX+$
西方学者深感单纯从心理分析视角讨论安东

尼奥忧郁的根源的不足'并尝试从心理分析出发'
联系伦理与政治环境解读安东尼奥的忧郁'然而
却忽略了经济环境对人物的心理影响$ 事实上'
莎士比亚研究越来越关注经济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与支配'特别是新经济批评或经济 文学批评领域

的众多学者$ 如格拉夫(L3*38S8+@+就指出')威
尼斯商人*等作品表达了莎士比亚的担忧&"鲍西
娅认为经济已成为人类意识的基石#(S8+@--+2
)一报还一报*则呈现了"市场思维下冷酷无情的
交换模式# (&"'+带来的可怕后果$ 正如霍克斯
(d+@7( H+=M;+所述&

莎士比亚和他的同时代人意识到了

前所未有的从古希腊时期对美学价值的

追求转向前资本主义时期对货币价值的

追求!并见证了传统的本体论上认为无
法商品化的三类事物的商品化& 土地'
劳动和金钱" ())* +土地,的商品化
意味着外部环境的商品化!即客观世界
本身" 而+劳动,的商品化指向的是包
括人的生命本身以及主观活动的商品

化" $H+=M;! ?*$>"/L"$%"$(& 94,(,:'4
A*",%C &X%

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是同一进程的两个

方面'它颠覆了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类社会的
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段强烈变化的时期恰
好与莎士比亚的一生同步'他的戏剧富有洞察力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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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认知结构的改变而导致的

社会和心理的改变(&W-!&Y$+$
陈开举在)货币哲学*一书的导读中指出'

"自卡西尔起'文化哲学重点关注由符号表征和
建构的社会生活/001(西美尔+从具体文化社
会现象即货币入手'展开对社会%文化%个人与群
体心理的分析/001#(陈开举 &"!&#+$ 本文
的分析正是从货币%信用%借贷等文化社会现象入
手'展开对个人与群体心理的分析$ )威尼斯商
人*是莎士比亚作品中商业气氛最浓郁的一部
剧$ 因此'除了结合伦理与政治环境探讨人物的
心理动因外'结合经济认知阐释人物心理更是不
可或缺$ 国内学者对此已有积极的探索'但主要
是从高利贷%海外贸易等视角出发$ 西美尔认为
货币在社会经济事务中产生了宏观效应'更重要
的是引发了社会文化主导精神观念的转变和对个

体心理气质的影响(陈戎女 "!#+$ 因此'本文
秉持视域融合之理念'依托)货币哲学*关于金
钱%信用的实质的讨论'从货币%信用%借贷等文化
社会现象入手'揭示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人物的心
理影响$ 通过分析莎士比亚所处的前资本主义时
期金钱%信用与借贷的实质及变迁'并联系身体%
情感%种族等问题'探讨剧中主要人物的心理特点
及冲突实质'以期更深入地理解该剧的人物%主题
与作者的创作意图!!!莎士比亚通过安东尼奥的
忧郁所表达出的隐忧'同时'进一步拓展了经济
文学批评理论(焦敏 "%!##+#

的批评实践$

一" 借贷与利息

借贷问题一直都是人类生活的主旋律$ "大
多数社会中'借贷与信用都普遍存在'因此借贷与
信用也普遍存在于欧洲各个历史时期$# (t*(/75
FB?(83= -%+塔萨(f6,1+;fB;;38+在 &%W# 年就
写道&"谁活着要是不被借钱'那就一定会要找人
借钱2不然买卖就是空中楼阁$# (fB;;38""+由
此窥之'莎士比亚所处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借贷
非常普遍$ 莎士比亚戏剧中关于借贷的话题频繁
出现$ )哈姆雷特*的第一幕中'当年轻的雷欧提
斯动身前往法国'他的父亲波洛涅斯给了儿子非
常实用的关于借贷的建议&"不要向人告贷Z也不
要借钱给人Z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不但丢了本
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2Z向人告贷的结果'容易养

成因循懒惰的习惯$# ()莎士比亚全集* (五+
#$$+这里体现了放贷管理的困难'以及借贷导致
友谊和收入的崩溃$ )罗密欧和朱丽叶*一剧中'
劳伦斯神父责备罗密欧自杀的企图'指出自杀的
人"他的美貌%爱%智慧都将蒙羞'他就像高利贷
者一样' 拥有颇多Z却没有将其用于正途 #
(G6+M3;:3+83&$"W+$ 莎士比亚戏剧中借贷这一
概念的反复出现反映了借贷在当时的普遍性及对

借贷带来的问题的思考$
)威*剧的剧情围绕安东尼奥代表巴萨尼奥

向夏洛克进行借贷展开$ 安东尼奥对夏洛克的鄙
视源于夏洛克借钱予人却又收取利息'而他"从
不讲利息#&"夏洛克'我跟别人互通有无'Z借进
借出'利息不收不付$# ()威尼斯商人* "#+这与
)圣经,诗篇*中的陈述颇为相似&"他不放债取
利$#$(G'(# U$:"/O'21"' L;+?1 &%b%+而夏洛克
则引用)圣经*中雅各为舅父拉班牧羊时直接取
利来反驳&"只要不偷不抢'天理也爱赚钱$#()威
尼斯商人* "X+$ 由此'利息之争上升到了种族
与宗教的层面$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
的基督徒被禁止从事放贷'但犹太人却被允许放
贷$ (H+;;3?h8/#W#+不让犹太人放贷'意味着让
他们失去生计$ 而安东尼奥的进一步反驳则道出
了他反对取利的核心&

安东尼奥())*你提起这一件事!
是不是要证明取利息是一件好事-

还是说

金子银子就是你的公羊母羊-
夏洛克!这我倒不能说0我只是叫

它像母羊生小羊一样

地快快生利息())* $.莎士比亚
全集/$二% &-%

安东尼奥认为钱生钱与公母羊繁殖有着本质

上的不同&"哪有朋友之间通融几个钱'也想靠它
生出钱崽子成串5#(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
安东尼奥对钱生钱的不满折射的也是莎士比亚对

钱生钱的隐忧$ 笔者认为'莎士比亚的隐忧是在
潜意识层面'虽然担心'却无法确切表达'只能让
安东尼奥陷入无可名状的忧郁中'而从西美尔的
货币哲学的角度却能让我们窥见钱生钱带来的社

会与心理效应&

,&WX,



借贷与信用视域下)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的忧郁之阐释

从来还没有任何对象能象货币一

样!如此畅通无阻'毫无保留地发展成为
一种绝对的心理上的价值!一种控制我
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现实注意力
的终极目的" 这种对货币最大限度的追
求必然要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货币
担负起了作为纯粹手段的特质" 这意味
着货币可支配对象的范围在持续增加!
事物也在越来越毫无防范地臣服于货币

的力量!而货币自身也越来越缺少个性0
但与此同时!货币在与事物的关系中却
变得越来越力量强大" $G7113?"#"%

正如西美尔所述'货币已经成为一种绝对性的心
理价值'一种控制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
意力的终极目的$ 货币本质的内在极性表现为货
币是一种绝对的手段'因此在心理上成为一种绝
对目的&"货币从绝对的手段向绝对目的的转换
是现代货币经济深度化的逻辑产物'西美尔认为'
经济活动导致了人们心理认知和心理依附的重心

偏移'货币替代其他的价值上升为生活追求的最
终目标$#(陈戎女 Y+货币引发的手段与目的倒
置的文化转型现象深入现代人的精神领域$ "方
式凌驾于目的的过度增长'在外部生活凌驾于我
们灵魂生命的力量中'找到了它的顶点$ 最终'人
的精神中最内在%最隐秘的领域也被货币这种
-绝对目的.导致的物化和客观化占领了$#(陈戎
女 Y!-+这一切都加深了社会本已存在的世俗
化倾向$ 金钱不仅成为物质 经济世界的流通者

和统辖者'它还成为精神世界的流通物'占据了精
神世界的地盘$ 货币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 (陈
戎女 -+马克思在 &YXX 年的)经济学和哲学*的
手稿中'也描述了金钱对金钱拥有者的心理异化
作用&"货币权力的范围即是我的权力范围$ 金
钱的特性即是金钱拥有者的特性和权力的本

质$#(F+8Q' 94,(,:'4&#W+
)威*剧以安东尼奥的忧郁开启帷幕$ 可是

他为何忧郁5 安东尼奥的担心'切合威尼斯当时
的情境& 信仰%尊严%信用都要被置于货币的审视
之下$ 纵观全剧'莎士比亚并未再回归到安东尼
奥的忧郁$ 安东尼奥的忧郁'折射的是莎士比亚
对金钱的矛盾认知&"莎士比亚的作品表现了其

对金钱的认知从充满矛盾'到越来越焦虑'到最后
对金钱对生命%爱情%艺术和人类灵魂的破坏性影
响感到绝望$#(H+=M;' !"M'"@ "W"+然而'安东尼
奥的隐忧'超越了莎士比亚的认知'难以名状'让
安东尼奥陷入不知所措的忧郁中$ 西美尔则将这
一心理与情感的感受与"由伦理%道德支撑的传
统道义社会向现代功能性社会的转型#联系起
来'与现代性联系起来&"齐美尔从货币的影响及
其所带来的文化后果来分析货币这一不可或缺的

经济符号'并成功地将原来是经济符号的货币转
化成为一种现代性的表征符号$#(陈开举 &#+

二" 借贷与信用

除了追问金钱是否可以被允许自我繁殖外'
另一个被拷问的经济问题是信用的本质是什么$
信用(>83(7*+在 &' 世纪后期主要被定义为"信
任#(*8B;*+$ 尼古拉斯,格里马尔德(>871+?(3+
在 &%%' 年翻译西塞罗(>7038,+的)论义务* (F"
.--'4''/+时'将"信任#译为"信用#'格里马尔德用
信用这个词所表达的是一种社区%邻里的信任&
个体履行承诺和债务才能获得社区的尊重'这种
信用与个体的声誉利益攸关$ (D*M75;Q?@7+%

今

天'"信用#一词有两种基本的用法$ 一种是指个
体的声誉'是对个体品性或其声望可信度的评估$
霍布斯(f6,1+;H,<<3;+在)利维坦*(&'%& 年+中
指出&"个体的价值(@+?B3+'或价值(=,8*6+'是除
了价格外的所有其他的东西& 也就是说'价值不
可能是绝对的'因为要与赋予他的权力相匹配&
个体的价值取决于他人的要求和评价$ /001
我们彼此价值的体现'就是通常所说的荣誉和耻
辱$#(H,<<3;%-+"信用#的另一种用法源于人
类经济行为的功利主义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中'
动机被简化为对事物%利润和财产的可量化的欲
望$ (FB?(83= #+

在安东尼奥看来'信用的本质是个体的声誉%
人格以及个体间的情感纽带$ 巴萨尼奥为向美丽
的富家女鲍西亚求婚而向安东尼奥告贷时体现的

就是类似的信用观$ 他自喻为希腊神话)金羊
毛*中的伊阿宋(h+;,5+'既机智英勇'且魅力无
边$ "安东尼奥啊6 只要我有相当的财力'Z可以
和他们中间无论哪一个人匹敌'Z那么我觉得我有
充分的把握'一定会达到愿望的$#()莎士比亚全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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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二+ &&+巴萨尼奥提供的除了他认为胜算颇
大的一个还款计划外'还以他个人的人格与魅力
作为信用担保$ 而安东尼奥则说&"只要您的想
法跟您的为人一样Z体面%光明'那么'我的钱囊%Z
我的资源'还有我这个人本身Z全都向您敞开$#
()威尼斯商人* &%+安东尼奥认为'人格与借贷
用途便是合适的借贷信用$ 由于他所有财产都在
海上'现在既没有钱'也没有可以变换现款的货
品'他决定去试一试他的信用&"哪里有钱'我就
必到哪里赊账'Z一凭我的信用(*8B;*+'二凭我的
声望$#()威尼斯商人* &W+安东尼奥所指的信用
是他的财产的信用'还有他过往的商业信用'而声
望则应该是指他的人格与声誉$

然而无论从声誉%人格还是物质财产方面来
看'安东尼奥替巴萨尼奥作保均为不明智之
举!!!巴萨尼奥举债过多'濒临破产'挥霍浪费'
且其投资项目是令人无法捉摸的"爱情#$ 安东
尼奥为何仍然替他担保5 完全无关经济目的'更
关于情感纽带'他声称&"求上帝'让巴萨尼奥来
亲眼看见我替他还债'我就死而无怨了6#()莎士
比亚全集(二+ 'X+安东尼奥偿付这笔一磅肉债
是为了让巴萨尼奥目睹他的牺牲!!!如果巴萨尼
奥感激地珍惜他'则他的牺牲是值得的$ "这种
救赎使接受人欠债权人'使债权人!!!哪怕只是
在情感上!!!比债务人更占优势$ 安东尼奥在
)威尼斯商人*中希冀用这种方式来保持与巴萨
尼奥的情感关系$#(A5K8+1 &$"+可见'在安东尼
奥看来'信用的实质除了声誉%人格外'也包含情
感的纽带$

而夏洛克的信用观则明显表现为对事物%利
润和财产的可量化的欲望$ 当巴萨尼奥向安东尼
奥的宿敌夏洛克借三千块金币'借期三个月'由安
东尼奥作保时'巴萨尼奥提出的借贷抵押是安东
尼奥'他的人格及他的声誉$ 而夏洛克则说&

夏洛克!安东尼奥可是个好人哪"
巴萨尼奥!难道有人说过相反

的话-
夏洛克!啊!没有!没有!没有!没

有2 我说他是好人!是要你明白他是有
些财产的人" 不过他的财产有点不可
靠& 他有一艘商船开往的黎波里!还有
一艘开往西印度群岛" 我在商务交易所

里时!还得知他有第三艘船在墨西哥"
第四艘呢!驶往英格兰去了" 他在海外
各地还有些零星的买卖0可是船毕竟只
是些木板!水手也只是些普通人" 要知
道岸上有鼠!水中也有鼠0岸上有贼!水
中也有贼###我说的是海盗###此外还
有危险啊!风险'水险'礁石险" 不过话
又说回来!他这个人倒还算是有点资产
的" 三千块金币!我想我可以把钱借给
他" $.威尼斯商人/ "&%

双方对"好人#一词的解读出现了分歧'巴萨尼奥
强调的是安东尼奥的人品与声誉'而这些对夏洛
克而言却无关紧要'他眼里的好人是"有些财产
的人#'因此在他看来'安东尼奥是有瑕疵的人'
因为他财产的风险比较大'"我一定要万无一失
才行$ 只要我万无一失了'我就考虑借钱这件
事#()威尼斯商人* "&+$ 由此'双方对信用的不
同理解便浮上水面$ 安东尼奥理解中的信用'与
个人的正直%信任度以及社区%邻里密切相关'还
与个体间的情感纽带息息相关$ 而在夏洛克看
来'信用是像木制商船一般的物质存在$

此外'在夏洛克看来'信用的实质除了物质
外'就是血肉!!!夏洛克要求安东尼奥以一磅肉
为巴萨尼奥作担保$ 在夏洛克看来'金钱的实质
的的确确是血与肉$ 当得悉女儿与基督徒私奔之
后'夏洛克的反应是&

哎呀!糟糕2 糟糕2 糟糕2 我的钻
石丢啦!())*我们的民族当下被诅咒
了!我以前从没有过这种感觉" 一颗两
千块钱的钻石!还有其他贵重珠宝" 我
希望我的女儿死在我跟前!耳朵上挂着
那些珠宝2 我希望她在我面前安葬!那
些钱就放在她的棺材里2 $.威尼斯商
人/ %'%

夏洛克对金币与宝石的看重远胜其对女儿的看

重'他恨女儿偷走了珠宝'要女儿死'旁边是他的
金币与宝石$ 因此'当夏洛克说"我自己的骨肉
()?3;6 +5( <?,,(+造反了$ /001我是说女儿是
我自己的血肉#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X!
%%+'毋宁说女儿是血肉'还不如说'金币与宝石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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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血肉$ 对女儿恨之入骨'找回女儿无非为
了找回宝石和金币$ 当他说他自己的血肉造反了
时'其实指的是他的金币与宝石造反了!!!女儿
带着宝石与金币离开就宛如剜了其心尖肉$ 正如
马克思在对前资本主义时期信用体系的变迁中的

论述&

在信用体系中!人代替金属或纸张
成为交换的媒介" 然而!他不是作为人
而是作为资本和利益的存在 $此在%"
())*金钱的实质'肉身'外衣'及灵魂
不是 钱' 纸! 而 是 个 体 的 存 在 $此
在%###我的血肉'我的社会价值和地
位" 信用不是通过实际货币!而是通过
人的 肉 体 和 灵 魂 体 现 货 币 价 值"
$F+8Q! +>,1135*;,5 h+13;F7??,%

夏洛克认为信用是可以用物质财富精确衡量

的'是对个体物质财富的量化'其实质是个体的血
肉$ 而在安东尼奥看来'信用有着丰富的内涵'是
社区与邻里的信任'是过往履行承诺与义务后的
累积'是人格与魅力的积淀'是倾注着情感的'流
动且丰满的'支撑这一信用的是基督教的教义&
"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对承诺和其他形式的债务
的信任的基础主要源于对基督教信仰的正确性的

强调$ 从基督教的角度而言'这种信任源于对上
帝的信仰$ 基督教社区因信仰一个神%信任神的
天赐以及基督教教义的真理而团结在一起$#
(FB?(83= &#$+由量化的货币主导的信用与基督
教的教义支撑的信用之间的深层冲突在剧中也被

呈现&

夏洛克())*我可以跟安东尼奥
谈谈吗-

巴萨尼奥!只要你乐意跟我们一起
吃一顿饭"

夏洛克!乐意啊!乐意闻猪肉味!乐
意吃我们拿撒勒先知让魔鬼附体的脏身

体2&陪你们买!陪你们卖!陪你们闲聊!
陪你们逍遥!如此这般!我都可以奉陪!
但我就是不能陪你们吃!陪你们喝!也不
能陪你们做祷告" $.威尼斯商人 /
"&#""%

巴萨尼奥邀请夏洛克一起吃饭应该说是当时威尼

斯的基督教社区的生意惯例'即生意与友情的共
存'交换%借贷的过程也伴随着情感的投入$ 夏洛
克则害怕以至抗拒建立这种情感联系$ 夏洛克体
现的是货币经济带来的情感与生命的萎缩&"货
币经济也使人与人关系中的内在维度不再必需'
人与人内在情感的维系被人与金钱物质的抽象的

关系取代/001人的情感一旦寄托于这个无动
于衷的中介物之上'生命感觉注定要随之萎缩$#
(陈戎女 W!Y+

此外'还需要关注的是货币经济与宗教信仰
的冲突& 夏洛克利用巴萨尼奥邀请时未注意到犹
太教不吃猪肉的疏忽'拒绝了吃饭的邀请并表达
了他的愤懑& 一是被忽视的不满2二是被同化的
恐惧2三是被歧视的愤懑$ 犹太人在欧洲的存在
历史久远'而巴萨尼奥却全然不了解他们的风俗
与禁忌$ "没有什么比犹太人的存在更能说明货
币影响力与社会性剥夺这两极之间的相关性$#
(G7113?""X+在基督徒眼里'犹太人就是没有血
肉存在的他者'然而犹太人拥有的货币所具有的
影响力却不容小觑$ 西美尔认为犹太人作为外乡
人'不能有机地与其所处的经济群体发生联系'这
一事实把他们引向了贸易及纯粹的货币交易'导
致犹太心灵的基本特征是对逻辑 形式的关系更

有兴趣'而较少对物质性的创造性生产感兴趣$
(西美尔')货币哲学*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犹太人的这一特点使之更容易接受货币经
济'也更易受符号经济的影响$ 与此相对应'基督
教社区信用的基础是信仰一个神'信任神的天赐
以及基督教教义的真理'更不易接受货币经济$
如果夏洛克不收取任何的抵押与担保'某种意义
上就是接受基督教社区的信用体系'甚至是接受
基督教信仰与教义&"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
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 这样'耶和华你上帝必在
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赐福与你$# (d3B*38,5,14"#b"$+因此'夏洛克
必须将一磅肉的条款写入借款合同以示其与基督

教教徒的区别!!!意即这一磅肉只是象征性地写
入契约&

亚伯兰老祖宗啊2 瞧这些基督徒因
为自己待人刻薄!所以疑心人家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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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X 期

不怀好意" 请您告诉我!要是他到期不
还!我照着约上规定的条款向他执行处
罚了!那对我又有什么好处- 从人身上
割下来的一磅肉!它的价值可以比得上
一磅羊肉'牛肉或是山羊肉吗- 我为了
要博得他的好感!所以才向他卖这样一
个交情0要是他愿意接受我的条件!很
好!否则就算了" 千万请你们不要误会
我这一番诚意" $.莎士比亚全集/$二%
"&%

巴萨尼奥可能也真的以为夏洛克只是以此表

示其并非基督教社区的成员$ 然而'剧情的发展
却揭示了夏洛克的欺骗性!!!"货币纯粹的手段
特征成为那些不被社会圈子所容的人的领地#
(西美尔')货币哲学*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 这一磅肉量化的是夏洛克的仇恨!!!不
仅信用可以以金钱量化'以人身抵押'情感'包括
仇恨也可以被量化为金钱'以血肉作为抵押物$
门茨(F35*O+也注意到了身体在该剧中的重要
性&")威尼斯商人*中'审判令人讶异的圆满结局
折射的是契约背后身体的持续存在& 鲍西亚聚焦
于夏洛克的契约所象征的一磅肉的真实性!!!不
带安东尼奥的血的精确称重的肉才得以使上述借

贷合同失效$#(F35*O&W-+鲍西亚以其人之道还
治其人之身'将金钱更精确地用血与肉进行了量
化$ 由此观之'两种信用观的冲突揭示的是背后
信用体系的冲突!!!以血肉量化的信用与基督教
教义所支撑的信用之间的深层冲突$ 上述分析充
分说明)威尼斯商人*一剧以信用体系的冲突为
主线'阐释了信用与身体%情感%种族以及宗教的
联系'以及上述冲突对人物的精神气质与心理的
影响$

结8语

本文的分析表明')威尼斯商人*中冲突的实
质是金钱观与信用观的冲突'以及背后所折射的
深层文化与种族%宗教差异$ 夏洛克秉持的货币
与信用哲学'如钱可以生钱'意味着主体和客体之
间的界限被侵犯'客观实体可以以主体方式行事'
而人的主观活动则被具化%商品化2事物'包括情
感%信仰等的空心化&"货币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

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
间一切质的区别$ /001货币挖空了事物的核
心'挖空了事物的特性%特有的价值和特点$#(齐
美尔 "'%!"''+夏洛克对生活的理解'他对信
用%身体%情感甚至宗教的理解已经完全物化%商
品化%符号化'能指层面下的所指!!!意义%内涵
于他已经完全被抽空'手段于他而言已经完全成
为目的!!!过去积累金钱是为更好地生活'而夏
洛克则是为了金钱而积累金钱$ "人们受到能指
的轰击'渐渐无法赋予其-所指.即意义$# (拉什
!厄里 X+这种"现代主义所发端的抽象化%无意
义性#(拉什!厄里 %+'是安东尼奥所无法认可'
却也无法言说的'他面对货币社会无可避免的到
来只是感到手足无措'继而忧郁$ 夏洛克不知不
觉中极化了货币经济的逻辑'却将安东尼奥对他
的不屑归咎于宗教歧视$ 然而两者的差异'正如
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差异一样'不仅仅是符号Z能指
层面的差异'而是意义Z所指层面的差异$

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使人们认识到'货币是
一个符号'而非拥有实质与内涵的东西'对以符号
(货币+的自我衍生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认识带
来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而上述新的视角可以为解
决文本阅读中的顽症带来思路& 为何安东尼奥充
满忧郁5 安东尼奥对生命意义%情感与内涵的追
求的受挫产生了忧郁!!!剧中'最后鲍西亚将金
钱与债务更精确地用血与肉进行了量化'暂时化
解了安东尼奥与巴萨尼奥的危机$ 然而'用这一
方式化解危机也标志着以量化的血与肉为代表的

信用体系的胜利'以及基督教社区的信用体系开
始走向溃败$

由此观之'安东尼奥的忧郁折射的是莎士比
亚时代的集体视野!!!对货币因具有自我衍生能
力带来的心理影响力的隐忧2对以血肉为抵押的
信用体系取代充满情感纽带与社区归属的信用体

系的隐忧2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的逐渐商品
化%物化%符号化的隐忧$ 霍克斯概述了马克思对
)雅典的泰门*的评析后'指出莎士比亚的作品所
传递的重要信息& 首先'金钱化本质为外在2其
次'金 钱 使 人 物 化 ( H+=M;' ?*$>"/L"$%"$(&
94,(,:'4A*",%C X$+$ 通过塑造安东尼奥这一商
人角色'莎士比亚揭示了他对逐渐货币化的前现
代社会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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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与信用视域下)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的忧郁之阐释

注释%:0#%)&

! 更多关于安东尼奥忧郁的解读'参见 J+8;V5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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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身份和异教信仰的犹太身份具有一致的象征'都
是不能见容于天主教世界的异端$ 这是安东尼奥忧郁的
深层次原因$ (徐振 &""+
# 更多关于"经济 文学批评理论#'参见 G34<,?(IF+**/
o F7063??3 >676+83(;/ A*" !,3)1"&#" K,: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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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利息定义为高利贷'而不管这个利息率是多少$
% 原文为 D̂83?+*7,5;67: ,--'&"/<3*=335 *=,:+8*7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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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IF75/ Ĝ6+M3;:3+83+5( V05,[J7*38+84>87*707;1/a
A*",%")'4$1?)3&'"/'( N')"%$)3%"$(& J%)/"r"$"$s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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