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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状及意义：  

《大雷雨》是俄罗斯著名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完成于1859

年， 是其在俄国农奴制改革之前艺术成就最高的剧作品，文学评论

家杜勃罗留波夫特为此撰文《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而《雷雨》则

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曹禺的成名之作，完成于 1933 年，它的出现是

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两部相差大半世纪的剧作，都以“雷雨

命名，由“雷雨’’贯穿整个戏剧，并借用雷雨爆发之时惊天动地的

能量来点透自己文章的主旨，这样的安排，显然并非巧合， 而是时

代的呼唤，是生活在当时社会中的人们的追求与向往的一种表现形

式。  

目前为止，国内将《大雷雨》和《雷雨》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对比分

析的仅有少数。同时，考虑到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曹禺受到奥斯特洛

夫斯基的影响，本论文决定从比较文学类型中的平行研究出发，着重

历史的和民族特征的角度， 从作品的主题、戏剧体裁、人物形象和

艺术手法等方面来进行彻底的比较与分析，以便得出确切结论。

 

平行研究是20 世纪 50年代后期由美国学派所提出来的一种研究方

法。它是一种有别于以实证方法为主的影响研究的新型研究方法。它

主要是考察和研究那些在跨地域、跨文化和跨语言背景下没有明确的

渊源与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异同或互动，它还包括跨学科的交

叉研究，它运用的方法基本上是逻辑分析与审美批评的综合。平行研

究的目的是去探寻和认识文学的共性、发展规律及其本体价值。

 

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在于，自1921 年耿济之先尘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

《大雷雨》翻译到中国以来，关于其与曹禺《雷雨》的全方位的对比

研究目前还较少。而近年来，随着中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

的文化交流也 R益频繁。因此，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对《大雷雨》和



《雷雨》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曹禺

各自独特的写作风格，体会两部作品中所渗透的民族文化根本特征，

还可以促进中俄两国戏剧文学的交流，并进一步丰富比较文学的内

容。  

 

 

通过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对《大雷雨》和《雷雨》进行全方位的比较

分析，探寻两部作品的异同之处，体昧其中所蕴含的各自民族特色，

从而有助于促进中俄两囤戏剧文学的交流，电丰富了比较文学的内

容。  

 

该论文可为今后对《大雷雨》和《雷雨》进行更为系统和具体的比较

研究提供参考价值，并有助于深入了解奥斯特洛夫斯基与曹禺的创作

特点，品味他们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民族文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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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论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均以“大雷雨 命名的

两部作品，在作品的主题寓意上不谋而合，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有较

多的相同点， 在悲剧体裁研究及艺术手法的描写中也有着些许相似

之处。然而，这些相似处背后却又都沉淀着两部作品各自鲜明的民族

特色。通过对《大雷雨》和《雷雨》中的悲剧冲突、高潮和效果的研

究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它们纯粹的悲剧特点差异，曹禺即便是借鉴了

西方悲剧结构中“一悲到底 的结局特点，也不忘中国观众的欣赏习



惯，以“间情 的手法来缓和他们的情绪。而《大雷雨》中大量的内

心独白描写与《雷雨》中大量“借代”手法的使用也形象地体现出了

俄罗斯人民的热情奔放与中国人民的含蓄内敛，其各自人物语言的特

点也展示出了俄罗斯人民与中国人民迥然不同的民族性格。可以说，

两部作品在有着较多相似之处的同时却又神奇地体现出了各自民族

性与时代性的众多差异，二者浑然一体而无丝毫生拉硬拽的痕迹，这

不能不令人赞叹。此外，作为中国现代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雷雨》

可以说是曹禺在借鉴了外国戏剧的优长而又不忽视民族戏剧宝贵经

验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戏剧所做出的创造性文化成果。

 

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曹禺在各自国家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都是永恒的，

而他们作为伟大的民族作家也将会被历史所铭记。  

 

 

 

引言  

《大雷雨》创作于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夕的1859 年，是著名戏剧家奥

斯特洛夫斯基在俄罗斯农奴制改革之前艺术成就最高的剧作品。文学

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从社会现实出发，为剧作写了一片著名的评论文

章，题为“黑暗王困的一线光明”，认为作品是对农奴制俄罗斯这个

“黑暗王国”的揭露；而《雷雨》则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曹禺的成名

之作，完成于 1933年，它的出现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两部

相差大半个世纪的剧作，采用了同一样的名字，都借用雷雨爆发之时

惊天动地的能量来点透自己文章的主旨。这样的安排，显然并非巧合，

而是时代的呼唤，是生活在当时社会中的人们的追求与向往的一种表

现形式。  

目前为止，国内将《大雷雨》和《雷雨》作为整体研究对象来进行对

比分析的尚且不多。同时，考虑到没有切实的证据表明曹禺确实受到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影响，本论文决定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从比较文学

类型中的平行研究出发， 着重于历史和民族特色的角度，从作品主

题、体裁、人物形象、创作技巧和艺术手法等方面来进行比较与分析。



 

本论文的研究新意在于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从客观的角度比较出两部

作品的异同之处。  

 

《大雷雨》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悲剧《大雷雨》是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戏剧发展史

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作品完成于农奴制改革前夕的 1859 年，是奥

斯特洛夫斯基1856 年随海军部组织的“文学考察团 沿伏尔加河进

行的一次长途旅行的一个重要收获，伏尔加河畔两岸的生活习俗、自

然景观和民间口头创作给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剧作《大雷雨》1895

年先后在莫斯科小剧院和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上演，1860 年在《读

者文库》杂志上首次发表，获得乌瓦罗夫奖，同年出单行本，震动了

整个文坛，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和热烈的争论。文学评论家杜勃罗留波

夫从社会现实出发，为剧作写了一篇著名的评论文章，题为“黑暗王

国的一线光明”，认为作品是对农奴制俄罗斯这个“黑暗王国 的揭

露，女主人公卡捷琳娜是这个“黑暗王国 中的“一线光明 ，她的死

是对“黑暗王国’’的一种反抗。  

 

悲剧《大雷雨》无论从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来看都是俄罗斯戏剧文学

中杰出的作品之一，体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的基本特点。它富有

浓郁的俄罗斯气息，十分生活化，把商人的日常生活搬上了舞台，并

且让一个普通的女子成为悲剧的主角，令人耳目一新，充分体现了现

实主义戏剧的民主化趋向。剧本中描写的生活是以秀丽的伏尔加河畔

的一座闭塞小城卡利诺夫为背景展开的。这里有着田园诗般的美丽风

景，小城里的居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遵循着占老的传统，相

信着关于两个苏丹、人长狗头、天上掉下的立陶宛等无稽之谈，只从

香客那里获得关于外界的“知识 。这种愚昧与屈从与小城里美丽的

风景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通过人们忙于家务、吃喝、上教堂、过节、

斋戒、在河畔林荫道散步等平和的生活表面，揭示出其中形形色色的

守旧传统，展示出在精神停滞状态里萌芽成长的新生力量与陈腐愚昧

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大雷雨》中也提出了当时



最迫切的社会问题之一，即妇女如何摆脱封建家庭中的奴役地位而获

得解放。作品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卡利诺夫城里，受传统思想和道德

规范影响颇深的卡捷琳娜无法忍受婆婆的专横霸道和丈夫的懦弱无

能，心中极度压抑苦闷。她爱上了从莫斯科来的年轻人鲍里斯，为自

己的生活寻找到一点希望。然而， 这段爱情却也给她带来无尽的精

神折磨，大雷雨到来之时她再也忍受不住内心的煎熬，在专横的婆婆

逼供之下，当众忏悔了自己的罪过，之后投河自尽。

 

这样一个并不新奇的故事之所以能引起广泛的关注，是由于剧作家不

仅仅讲述了一个外部事件，而更主要的是借卡捷琳娜的爱情悲剧，展

现了女主人公内心中传统的生活理念和道德规范与逐渐萌生的对精

神和个性自由的追求之间剧烈冲突而产生的良心悲剧，从而揭示了旧

的生活方式已经失去了昔同的生命力，变为僵死的、压抑人性的黎明

前的黑暗，新的生活方式正在痛苦中萌生。剧中的大雷雨象征着新与

旧的冲突。  

 

 

两部作品的可比性  

可比性是平行研究的理论基础。所谓可比性，简单地说，就是两个没

有互相联系和影响、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物之间具有可比较的基点。

《大雷雨》和《雷雨》之间的比较基点就在于： 首先，两部作品都

传达了一种反抗的精神。自然界爆发的雷雨，是由于空气中上升的热

气流无法承受住不断膨胀的积雨云而变成雨滴直冲地面，这里体现了

两种力量的抗衡。同样以雷雨而命名的两部作品，凭借各自女主人公

的形象，都很好地表现了雷雨的原始力量：卡捷琳娜的纵身一跃与蘩

漪的执拗复仇犹如惊天响雷，震撼了各自时代里那阴霾满布的上空。

她们有着女子的柔弱，却也充满不屈的斗争精神，以自身的力量对抗

那令人窒息的生存环境，向当时的社会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其次，两部作品都体现了“反封建 和“个性解放”的主题思想。

 



 

在《大雷雨》和《雷雨》中，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曹禺都借各自笔下主

人公的悲剧命运抨击了腐朽的封建农奴制与封建制度，揭示了在封建

农奴制和封建制度统治下的“黑暗王国 里的种种罪恶，并表现了人

们追求个性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再次，两部作品都以“雷雨 的爆发过程作为结构主线，勾画人物心

境， 凸现矛盾发展。  

在《雷雨》和《大雷雨》中，雷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构成一条清晰的

脉络， 伴随着它的仞始形成和猛烈加剧，主人公的思想行为及心境

也发生着急促的变化，矛盾也在加剧和激烈化。直至最终雷雨彻底暴

发之时，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也到达崩溃的边缘，情绪得到淋漓尽致的

释放，矛盾也因此激化到高潮。可以说，“雷雨”穿插于两部作品整

个的情节中，既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又是各自作品中推动情节发展

的线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最后，两部作品都属于戏剧体裁中

的悲剧，这也是其可比点之一。  

 

《大雷雨》与《雷雨》同属于悲剧，必然具备悲剧共同的特点。然而，

由于文化与时代差异，它们在悲剧结构、冲突、高潮、效果部分又具

有各自的特色。  

 

第 2 章《大雷雨》和《雷雨》的主题研究  

《大雷雨》和《雷雨》的主题分析  

主题的平行研究主要是打破时空界限，穿越文化壁垒，研究同类主题

在不同国度文学中的具体体现，如情感与理智的冲突、意志与命运的

抗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等等。尽管《大雷雨》和《雷雨》中故事发

生的时代背景不同，故事的内容情节和其中的人物性格也有差别，但

它们在“雷雨”的基本主题上却不谋而合，存在诸多相似点。本章节

主要就“雷雨”形象的代表卡捷琳娜和蘩漪的命运为线索，对其主题

进行分析。  

首先，卡捷琳娜和蘩漪都生活在窒息压抑的环境中，内心极度苦闷。



卡捷琳娜常常会受到婆婆卡巴诺娃的无端指责。她专横而霸道，吃卡

捷琳娜的非醋，丈夫卡巴诺夫生性懦弱，不敢顶撞母亲，他非但不能

保护卡捷琳娜，反而转过来埋怨她，卡捷琳娜满腹的委屈无处诉说。

她回忆起自己自由自在的少女时期，向小姑子瓦拉瓦拉诉说自己的痛

苦，当丈夫要出门远行时，婆婆卡巴诺娃更是野蛮专横，她一字一句

教导儿子来约束卡捷琳娜，懦弱的季洪无力顶撞母亲，只能言听计从，

苦万分的卡捷琳娜将仅有的一丝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请求丈夫不要

离开自己，却遭到卡巴诺夫的拒绝。她又恳求丈夫带自己一起走，却

还是被他否定。  

 此时的卡捷琳娜如同被囚禁在笼中的鸟儿，焦急地看着外面的世界，

却对自身的处境毫无办法。婆婆的专横让她几近窒息，丈夫的懦弱又

让她失望至极， 她的生活全然失去了曾经的色彩。卡捷琳娜已很少

做梦，即使偶尔有梦，也已不再是少女时代神奇美妙的梦，过去的美

好生活已经彻底地远离了她。这让她无法接受。  

 

而蘩漪的处境也极为相似。十八年前的她正值青春芳华，婷婷的大家

闺秀， 知书达理，温柔秀美。嫁给周朴园后，她便在监狱般的周公

馆开始了自己痛苦的生活。周朴园以一家之长自居，独断专横。“什

么事自然要依着他，他是什么都不肯将就的’’。而最让蘩漪无法容

忍的则是周朴园一直自认为她有病，逼迫她吃药。蘩漪的病在心里，

是内心深处的痛苦。作为丈夫，周朴园并不了解她，也不仔细询问她

的状况，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她犯了肝郁，自然要吃药。蘩漪不想吃这

样的药，几番犹豫之后，仍让四风将药倒掉。而当周朴园得知蘩漪不

听从他的命令，擅自把药倒掉之后，毫不犹豫地立刻逼迫她继续吃药，

当周萍即将下跪时，蘩漪急促地一口气将药喝下。她的眼泪瞬间涌了

出来， 内心深处充满屈辱的愤怒。周朴园始终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对

待家人，他的命令不容许任何人反抗。逼迫蘩漪吃药与其说是为蘩漪

的身体着想，不如说是他为了维护自己说一不二的统治地位。吃药一

事是他压制蘩漪最好的体现，却远不能代表他对蘩漪带来的所有痛

苦。因此，蘩漪说自己是陪着一个阎王生活了十八年。她心里的痛苦

已不是常人所可以想象。令人窒息的周公馆吞噬了她美好的年华，一



天天折磨着她鲜活的生命。她如卡捷琳娜一样，急需一口救命的新鲜

空气。  

 

两部作品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  

1 社会历史背景  

《大雷雨》的创作完成于1859 年。五十年代末的俄罗斯，正处于封

建农奴制崩溃的前夜。尽管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却

受到封建农奴制的严重束缚，而克罩米亚战争的惨败更是加剧了国内

的社会经济危机，导致人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阶级矛盾同益尖锐，

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国内新生的自由力量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而

旧的统治势力却始终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做着顽固的抵抗，苦苦

守卫着“黑暗王国 的秩序。这种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不但反映在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反映在精神思想领域中——专制统治思想与民

主思潮的对抗性矛盾是人民要求改革现存制度而展开斗争的反映。作

为现实主义者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即从文学领域中，深刻而透彻地揭

露了俄国的黑暗现实，歌颂了人民坚贞不屈的反抗力量。剧本《大雷

雨》在使人民认识生活， 从而获得力量去推动解放运动的发展方面，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为旧势力的代表，卡巴诺娃正是凭借传统《治

家格言》中对已婚妇女的种种要求严格约束限制卡捷琳娜，对她造成

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这与卡捷琳娜自由自在的本性是相违背的。无法

化解的矛盾在卡捷琳娜内心形成剧烈的冲突。她的深切的痛苦， 被

压抑的屈辱，苦苦挣扎如蚕蛹极力想要摆脱束身的茧；她的毅然决然，

宁死也不愿再回去代表旧势力统治的卡巴诺娃家庭，正是这两种力量

斗争的表现。而最终她的纵身一跃，则是表达了宁死也不屈服的坚定

信念。这是一种象暴风雨一样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来昭示自然的行

为，而她的以死抗争也以暴风雨摧枯拉朽的形式预示着旧势力的崩

溃。  

 

而《雷雨》尽管完成于 1933 年，但剧本所反映的时代，大约是从 1894

年到 1924 年这一段历史期间。(第二幕中，周朴园曾问鲁侍萍：“你

来无锡是什么时候?’’鲁侍萍回答：“光绪二十年，离现在有三十



多年了。”据此，我们判定此剧约略反应的时代。)这三十年正是中

国社会急剧变动的时期，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帝国主义的侵

略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给予了封建专制制度致命的一击， 也沉重地

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得

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

压迫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中国近代一次影响深远的启

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呼唤着“人的解放”，而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更是掀起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高潮。时局的引导下，人民革命的浪潮

fi ；J41、后继，无产阶级力量也日益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一支独立

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与旧势力做着略决的斗争。就在那“于无

声处昕惊雷 的时代，革命的高潮在母腹中孕育着，人民反抗的怒火

在地下奔突着，时代的低气压虽然是郁闷的，但却呼唤着雷电的爆发，

预示着大雷雨的袭来。  

在《雷雨》中，曹禺虽然没有明显意识到要匡正、讽刺或是攻击什么，

但他却把对时代的敏锐感结晶为“雷雨”的艺术形象，通过戏剧气氛

透出时代精神。他渴望“雷雨 的巨大热情和正义力量，他感到“隐

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洪流汹涌而来”。6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

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们必需要在“雷雨”中毁灭，作者正是借用

“雷雨 的形象来毁灭天地间的残忍与冷酷。而蘩漪那执拗的反抗也

形象地体现了出时代的精神特征。在周公馆这个牢笼里，她感到无比

的压抑和愤懑，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

忽然而来的力量，把她化作一团烈火，化作无情的雷电，来摧毁周公

馆的罪恶。她是时代的“炎炎夏日”酝酿出来的“雷雨”。

 

由此可见，相似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两部作品主题相似性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 19 世纪 50 年代末的俄国，还是20世纪初的中国，都充斥着

尖锐的阶级矛盾， 激荡着一触即发的斗争。在两国那乌云满布的历

史上空，都酝酿着一场轰轰烈烈的雷雨，需要一次彻底激烈的爆发来

涤荡一切旧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从而迎接新生力量的到来。

 



2  

论及《大雷雨》的文化背景，我们就不能不谈到东正教信仰对俄罗斯

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这一影响从公元988 年的“罗斯受洗 开始，

就如同一股清泉灌溉着俄罗斯这片干渴的大地，并不断流淌在每个俄

罗斯人的血液之中，不断地更新着多元发展的俄罗斯文化。而“罗斯

受洗”无论是作为文化事件还是作为信仰事件，都对整个俄罗斯的民

族、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东正教信仰的印记从此烙在了罗斯冰冷广

袤的大地上，并对国家以后的发展起到了及其重要的精神影响作用。

可以说，基督教已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食粮的一部分，对俄罗斯人民

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正如传统的俄罗斯人所认为的那样，东正教是

俄罗斯民族精神生活的惟一原则，是联系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之间

的纽带。它曾经乳养罗斯民族成为一个巨人，曾经支撑起俄罗斯民族

的脊梁，曾经帮助俄罗斯走过漫长的黑夜，也曾引领俄罗斯走上大国

崛起和民族复兴之路。只有依靠那种由信仰所产生的强大而持久的力

量，才能引导俄罗斯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由此可见，深厚的宗教情

结，是浩瀚的俄罗斯文化中最为绚烂和耀眼的部分，也是民族文化中

当之无愧的瑰宝。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宗教观念自然是根深蒂固，因此《大雷雨》

中始终弥漫着浓烈的宗教氛围，尤其是在卡捷琳娜的人生经历中。由

于自幼耳濡目染，听香客讲故事，去教堂祭拜等使得卡捷琳娜心中有

了十分深厚的宗教情结。  

 

如果说农奴制本身在向人们脑中灌输着宗教观念，那么，卡捷琳娜受

到它过于深刻的影响无疑也是导致自身悲剧的原因之一。她追求自由

和无拘无束的生活，却不知道自身已陷入了宗教教义的束缚中。当她

爱上丈夫以外的男子(鲍里斯)的时候，她的心里首先感受到的并非是

爱情的喜悦，而是强烈的恐惧和负罪感。因为按照上帝的律法，妻子

不可背叛丈夫，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如果妻子同他人有了性关系，就

被视为淫妇，并且“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 主权在丈夫”。7

卡捷琳娜并不畏惧死亡，却十分害怕自己在上帝面前犯了错， 这是



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触犯教规的恐惧交织在一

起，分裂着卡捷琳娜的灵魂。

她及其痛苦，神经也变得敏感而脆弱。路人的话她都认为是对自己罪

过的暗示，在她看来，大雷雨预示着上帝要对她做出严厉的惩罚，要

让她在地狱里受到煎熬，如果说教堂墙壁上所画的地狱之火己加深了

她的恐惧，那么周围那些愚钝而又守旧的人们不时的窃窃私语则更使

她感到被逼到了生活的绝路上。所以， 她的抗争始终无法摆脱深厚

的宗教情结，带着深深的恐惧和虔诚的忏悔。但是， 这种暂时的现

象不能看成是她的本性。事实证明，她仍然有力量同旧世界彻底决裂

的，而这种决裂就成为了悲剧。而中国自古以来受儒家思想影响，宗

教观念甚微。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

期奉为正统思想。直到 20世纪初，在中国那阴霾满布的上空，响起

了一声惊雷，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封建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

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在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 受西

方启蒙思想的影响，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掀起的一场思想文化运

动，其直接目的是反对袁世凯的尊孔复古逆流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

治。它以“民主’’ 和“科学 为口号，以白话文为主要形式，对几

千年的封建伦理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民主政

治的强烈愿望。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也使民主和科学思想

得到了弘扬。而随后爆发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运动，既

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又是我国 20世纪第一次影响巨大的思

想解放运动，并开启了此后思想解放的先河，深深地影响了 20世纪

中国文化的发展。  

 

《雷雨》中的蘩漪，就是一个曾经历过“五四”新文化风暴洗礼的富

家小姐，她受过新式教育，能涛会画，读《西厢》，《新青年》。在

她的身上， 尽管我们可以感受出些许儒家思想的印痕，例如她遵循

封建社会的门第观念非己之愿而嫁于周朴园，但她明显更多是受到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影响， 极力追求平等自由的新观念。《雷

雨》中她对周萍尖锐而犀利的讨伐处处可见： 蘩漪：你欠了我一笔

债，你对我负着责任；你不能看见了新的世界，就一个人跑。



 

由此可见，由于两国文化背景的差异，两位女主人公的反抗行为也呈

现出不同的面貌来。卡捷琳娜的内心始终充满激烈的斗争，她一方面

感受爱情带来的美好，另一方面却煎熬在触犯宗教教规的痛苦罩，无

法寻到一个平衡点，精神也几近崩溃；而成长于儒家文化传统下的蘩

漪则丝毫不受教规的影响，也不会充满自责感。在“五四 新文化运

动的影响下，她甚至毅然抛弃了封建的伦理道德去追寻自己渴望的爱

情，不惜一切代价。她以一种火一般的热烈去爱去恨，又用火一般的

热烈去反抗去报复。所以如果说卡捷琳娜的反抗是水花激起千层浪，

那么蘩漪则是烈火燃起万丈焰。这就是因文化传统的差异而造成的两

部作品相似主题背后不同之处的原因。  

总之，两部作品主题的相似性缘于各自创作历史背景的相似，《大雷

雨》和《雷雨》都抨击了“黑暗王国 的丑恶，传达了时代的强烈呼

唤，表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主题相似性背后的不同之处又是由各

国的文化背景差异所造成的，体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曹禺均深谙本

民族文化的创作特点。  

 

 

第 3 章《大雷雨》和《雷雨》的体栽分析  

《大雷雨》和《雷雨》都属于戏剧体裁中的悲剧。  

1《大雷雨》和《雷雨》的悲剧结构  

关于悲剧结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作如是说：“我们不应要求

悲剧给我们各种快感，只应要求它给我们一种特别能给的快感。”要

达到这个目的，除了抛弃那些“滑稽的词句”之外，还应注意结构

——特别是悲剧的结构。可见悲剧的结构对于剧本来说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大雷雨》结构匀称，剧情发展合乎内在规律，协调而自然，体现了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创作风格。从整体上来讲，《大雷雨》是疏散的网

状结构，时间和空间都较为开阔。在时间上，《大雷雨》前后跨越了

12 天的长度；地点上，作品同样不拘泥于一处，而是变换于伏尔加



卡巴诺娃家旱、卡巴诺娃家门前的街道与其后花园里、

卡利诺夫城里古老的拱形门下、风景秀丽的街心花园等不同的位置来

展开故事情节。这就打破了欧洲戏剧中传统的“三一律” 格式，即

剧情不能超过 小时，地点只能是一个，情节线索只能有一条。在

《大雷雨》网状的结构中，贯穿着一条最主要的情节主线，即女主人

公卡捷琳娜的悲剧命运，剧本的情节也主要围绕她的抗争而展开。少

女时代她自由自在的生活，嫁给卡巴诺娃家后感受到的痛苦和压抑；

爱上鲍罩斯后她重新感受到生命的甜蜜和喜悦，内心深处深厚的宗教

情却又让她饱受煎熬；大雷雨中她濒临崩溃的当众坦白，伏尔加河畔

她义无反顾的纵身一跃..《大雷雨》中，正是卡捷琳娜的悲剧命运构

成了全剧的结构主线。而瓦拉瓦拉与库德利亚什、鲍里斯与季科伊、

卡巴诺娃与季洪等的命运也都作为分散的支线点缀着剧本的结构主

线，起到了有力的陪衬作用。同时，这些主人公们又分成了鲜明的对

立集团：卡巴诺娃与季科伊处于压迫集团，利用旧的风俗习惯和宗法

习俗进行统治，而卡捷琳娜、鲍里斯、瓦拉瓦拉、季洪、库利金等则

处于被压迫的一方，他们都感受到了来自压迫集团的强硬，于是各自

或反抗，或逃避，做着自己的选择。就在这些选择中剧中人物人格的

高度和亮度也拉开了距离。作者正是将这些线条有机交织在一起，用

对照的手法突出了剧中人物的个性，也合理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

展。  

 

 

此外，在这五幕中，作者还精心安排和布置了故事情节，以“现在的

戏剧 为主，“过去的戏剧 穿插其间，发生一定的推动作用。“过

去的戏剧”主要是指卡捷琳娜少女时代自由自在、叛逆性极强的生

活，这是剧中冲突的基础， 它直接向观众表明了卡捷琳娜前后生活

鲜明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也必然会导致她内心剧烈的冲突，从而做出

相关的举动来。而在结局一 L， 《大雷雨》的安排则是以女主人公

卡捷琳娜的自我毁灭来表明“历史的必然要求 在现实中的不可能实

现。这也是符合旺罩士多德对于悲剧结构的要求的，即摒弃“大团

圆” 的结构安排．获得“一悲到底”的纯正悲剧风格。相对于《大



《雷雨》可以说是一个纠缠的“线团”结构。全

文把周家和鲁家两代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与紧张激烈的矛盾

冲突全部集中在从夏天的上午到午夜短短的十几个小时里，在周家客

厅和鲁家住宅的两个场景的有限时空之中来表现，时间地点高度集

中，故事情节高度凝练。从这可以看出作者是受到了西方古典戏剧

“三一律 原则的影响，使得矛盾冲突高度集中。

 

曹禺在安排《雷雨》的结构布局时很注意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既能

“立主脑”，又能“密针线”。在《雷雨》中，数条结构主线紧紧纠

缠在一起，连成一个死结，盘根错节，密不透风。周朴园对蘩漪的压

制与蘩漪的强烈抗议、周萍三年前与蘩漪的“闹鬼 事件、周朴园三

十年前与鲁侍萍的私情，四凤对周萍纯真的爱恋、蘩漪对周萍的爱恨

以及对四凤的嫉妒、周冲对四凤纯纯的爱恋等等，这些人物之间关系

及其复杂，却又在命运之手的安排下相聚在一起，上演了一幕真实的

命运悲剧，震撼着观众的心。《雷雨》中这八位主人公的命运紧紧交

织在一起，没有一个人的命运脱离群体而单独存在，因此，任何一个

人的悲剧也就造就了八个人的悲剧。  

 

《雷雨》中，也有“过去的戏剧’’穿插期间。这“过去的戏剧 是

指周朴园与侍萍三十年来的恩恩怨怨和蘩漪与周萍三年来的乱伦关

系。这段“过去的戏剧 较之《大雷雨》占有更大的比重，它直接导

致了剧中人物的悲剧命运。它像一颗威力强大的地雷，随时都会把卷

入其间的人炸得身败名裂甚至是粉身碎骨。而能在及其紧凑的故事情

节罩，让这段“过去的戏剧”巧妙地通过剧中人物的口交待出来，穿

插到“现在的戏剧 中来，而没有留下一点生硬的痕迹， 不仅显示出

作家组织情节的巨大才能，而且表现了他熟谙民族戏曲结构的底里。

尽管情节复杂，但为了照顾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于人物的关系、事

件的缘起及其周折变化，曹禺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在结尾部分，曹禺

并没有按照中国古典悲剧“善恶有报”的形式来进行创作。《雷雨》

中，四凤、周冲与周萍显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恶人”，却失去了

宝贵的生命；蘩漪与鲁侍萍本身也并无大错，却落得痴傻的结局；唯



但他却反而是健全的。可见，《雷

雨》的结局部分，作者有意识地在传统悲剧结局的基础上做了革新，

主人公的毁灭多少也有些“历史的必然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

实现的意味。但是，作者依然根植于民族戏剧的土壤之中来进行写作，

在作品中利用序幕和尾声部分来舒缓观众的紧张情绪，起到一种“问

情’’的作用，有利于观众保持正常和健康的精神状态，能让人看到

光明前途和胜利的希望，鼓起生命意志的风帆。正如作者本人所言：

“是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8 这也是对中国

古典悲剧特色的继承。

 

由此可见，《大雷雨》的结构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三一律 结构原则。

作者用神奇的手笔，为观众精心编织了一张跨度为十二天的大网，以

悲剧女主人公卡捷琳娜的命运为结构主线，采用变换的时空，使得剧

中笞个人物游走于“大网 之中，一气呵成，顺理成章，剧中各个人

物之间并不全都存在直接的联系。而《雷雨》中作者则是巧妙地借鉴

西方古典戏剧的“三一律”结构，把强烈的戏剧冲突和复杂的结构主

线纵横交错组织成一个紧紧纠缠的线团，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把冲突

推向高潮，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较之《大雷雨》而言， 《雷

雨》的结构安排显然更为纷繁复杂，矛盾冲突也更为集中紧凑。

 

此外，在《大雷雨》和《雷雨》中，都有“过去的戏剧”穿插在情节

中， 有力地推动着剧情的发展。而在悲剧的结尾部分，《大雷雨》

继承了西方古典悲剧的特色，以悲剧主人公卡捷琳娜的自我毁灭来表

示“历史的必然要求 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可能实现。而《雷雨》中，

作者也借鉴了西方古典悲剧的这一结局特点，摒除了传统“善恶有报

的结局，以众多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也表达了“历史的必然要求 在现

实生活中的不可能实现。但同时作者又照顾到了中国

 

观众的欣赏习惯，以一种“间情”的手法来缓和观众的情绪。这便是

两部作品在悲剧结构上的异同之处。  

2《大雷雨》和《雷雨》的悲剧冲突  



冲突是戏剧的灵魂，是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冲突经过剧作家的艺术创

造在戏剧作品中的集中反映，是戏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大

雷雨》中，整个戏剧是冲突逐步升级的抗争过程，主要是以行动的抗

争来展开冲突。正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

成为悲剧 ，别林斯基也认为“悲剧的实质..是在于冲突、斗争”。

《大雷雨》中，卡捷琳娜之所以饱受心灵的折磨，并最终投河自尽是

源于她对现实压抑生活不屈的反抗；卡巴诺娃之所以如此严厉地约束

儿子和儿媳，是源于对周围环境中自由空气的抵抗；瓦拉瓦拉之所以

和库德利亚什私奔是因为他们对于现实生活无法成全自己爱情的反

抗；库利金因对现实的不满而梦想发明永动机来改变这个社会；季洪

之所以借酒浇愁出门远行是因为他无法直面母亲的专横和妻子的无

助，于是他用消极逃避的方式柬反抗现实的阴郁.. 

 

 

就这样，在众多人物压抑与反压抑的抗争中，戏剧冲突也依次展开。

《大雷雨》中的冲突随处可见：卡巴诺娃与卡捷琳娜的冲突；鲍里斯

与季科伊的冲突； 卡捷琳娜与季洪的冲突；瓦拉瓦拉与卡巴诺娃的

冲突；库利金与季科伊的冲突等等。这些冲突基本围绕新风尚与旧传

统、被压迫者要求自由生活的权利与迫者维护宗法秩序之间的斗争而

展开。可以说，用行动来抗争是《大雷雨》中冲突的实质，这种冲突

可以称为是一种“挣扎的冲突”，它更多地是表现了人与自身、人与

异化了的社会、人与上帝、个人与国家等方面的冲突以及人对于其对

立物(命运、性格、社会、道德等)的挣扎和斗争。同时，《大雷雨》

中的悲剧冲突也追求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复杂性和人物或多或少带有

某方面的致命的缺陷：卡捷琳娜热烈向往着自由和爱情却又有着深厚

的宗教情结；卡巴诺娃～贯的蛮横霸道却是为了遮掩内心对于新生事

物的恐惧感；季洪口口声称自己深爱着妻子，却又摄于母亲的淫威而

无力保护她等。  

 

而在《雷雨》里，戏剧冲突的开展最明显的特色是它们大多不单是外

露的人事纠纷，而是兼示世态(社会一 L人与人之间的重重矛盾冲突)



与人情(剧中人物或人物之间情感上的冲突)于一体，而又重在深入展

现内向的情意波澜， 可说是落笔在世态，而开掘在人情。剧中的冲

突可称为是评判的冲突，带有鲜明的伦理批判倾向，侧重在于展现苦

难(苦情)的冲突历程。  

 

作者在渐次展开《雷雨》中的主要戏剧冲突时，并没有把笔触仅仅停

留在周朴园与蘩漪，周朴园与鲁侍萍以及周萍与蘩漪和四凤之间的

“人事 冲突上，而是更深入一层地写出了各个主人公在黑暗的封建

社会里，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却事与愿违，连遭不幸，以至于被生活

逼到绝望之境而引起的内心种种悲情苦意的波澜，以及这种情意波澜

的激荡与高涨。没有爱情的婚姻已让蘩漪窒息，周萍的冷漠又进一步

粉碎了她仅有的希望， 于是她所有的期待都转化为愤怒，随着她情

绪的爆发戏剧冲突一次次爆发；对于自身的命运鲁侍萍早己屈从，然

而生活却并没有放过她，一次一次将她逼上浪尖。在得知亲生女儿与

儿子相爱并已怀有身孕时，她的精神达到崩溃的边缘。

 

戏剧的冲突也随着她满腔的悲情苦意一步步达到顶点，并在她精神失

常刹那达到高潮；周萍一直为自己三年前与蘩漪的私通背负沉重的精

神负担，后来他遇到了四凤，寻到了生活新的希望。就在他准备带上

四凤远离蘩漪之时，却发现四凤原来是自己同母异父的亲妹妹。在他

内心情感的压抑、愤懑、期待、等待和绝望中，戏剧冲突一次次展开。

同时曹禺在处理剧中的这些冲突时，能够深入人物内心世界，或则表

现人物与人物之问的心灵交锋，或 llIl 画人物内心的自我交战。所

表现的争执、外部的冲突都包蕴着剧中人的内心交战，而一切外在的

冲突、争辩与同常生活场景，都在酝酿、激发与表现内心冲突。于是

《雷雨》一剧就这样落笔于“人事 冲突的展开，在紧张激烈的戏剧

冲突中展开人物之间的心灵交锋，同时又着力于与人事冲突紧相关联

又步步相随的情意波澜的揭示，来交织开展戏剧冲突，塑造人物形象，

表现主题思想，从而达到以情感人的艺术效果。《雷雨》一剧中的矛

盾冲突多达数十次，而次次冲突都是以社会伦理道德为背景来激化矛

盾。在这一点上，曹禺同样很好地传达了中国古典悲剧冲突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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