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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自英王爱德华一世下令驱逐犹太人以来，直到

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犹太人作为化外之民，始终无法在英国

社会生存立足。由此引出的一个疑问，即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

商人》的故事情节及剧中犹太富商夏洛克的原型到底来自何

处，便成为400年来莎学研究者聚讼不已的话题。

最早的说法是该剧情节源自中世纪佛罗伦萨作家乔万尼·

菲奥伦蒂诺的短篇故事集《蠢货》，尤其是书中讲述男女爱情故

事的两个短篇：“威尼斯的吉安尼托”和“贝尔蒙特小姐”。后来

也有学者指出该剧中“三个匣子”的情节是对薄伽丘《十日谈》

中“三枚戒指”故事的仿拟。另外，中世纪英国诗人约翰·高尔

《情人的忏悔》中有关择偶和私奔的描写对莎士比亚的创作也

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影响更大的是莎翁同时代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娄

的名剧《马耳他的犹太人》。该剧中的主人公巴拉巴斯是嗜钱如

命的犹太商人，为了金钱不惜毒杀妻女，甚至不惜向土耳其人出

卖马耳他岛，结果计划破产，他本人也身败名裂。剧中人物巴拉

巴斯是《圣经》中涉嫌谋杀耶稣的凶手之一，后被总督彼拉多赦

免，但从此被迫在左胸佩戴○型标记，四处流浪。事实上，马娄在

剧中刻画的人物及其背景也是欧洲反犹运动高潮的一个缩影。

犹太人是古代希伯来人的一支。在历史上，希伯来是一个

灾难深重的民族，它先后遭受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

罗马等许多异族的奴役，受尽欺凌侮辱，饱尝亡国灭种之痛。公

元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十字军

的铁蹄下，犹太人如蝼蚁一般，任人践踏，“敌人杀他们（犹太

人）如同屠宰牲畜一般，将他们推到刀剑前面……母亲倒在孩

子的尸体上，父亲倒在儿子的尸体上”。除此之外，基督教还杜

撰谣言污蔑犹太人，如宿主亵渎罪、血祭诽谤等，并诬陷犹太教

徒为黑死病的始作俑者。如此一来，尤其是在基督教盛行的国

家，犹太人的命运更为悲惨。1209年，爱德华一世下令驱逐犹

太人后，返回者将被处以死刑。1492年，仅西班牙就烧死了

2000多名犹太人，驱逐了20多万，因为他们是异端分子。于是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漂泊。

基督教对犹太人的憎恨之情最早在《圣经》中便有所表现。

《诗篇》第83篇第4节表达了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愿望：“来

吧，我们将他们剪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

人纪念。”在《出埃及记》第1章第22节中，法老吩咐他的众民

要对以色列人赶尽杀绝，“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

河里……”后世的基督徒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这些反犹精神的

影响，他们也将这些言论当作自己迫害犹太人的行动指南和理

论依据。同时，《圣经》中的反犹言论也为基督徒们带来了一种

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上帝的拣选和教化，他

们的道德比之犹太教徒更为高尚。

基督徒仇视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犹大出卖了耶

稣基督，致使耶稣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这只是一个

传说——俄国文艺理论家考茨基曾经深刻揭示出基督受难的

真相：“传说中耶稣被罗马人钉死，因为他是犹太人独立的倡导

者，罗马统治的叛徒。但是后来，基督教要反对犹太人而站在罗

马政权之下。这时让基督徒再相信罗马人钉死耶稣这种传说无

疑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把这种传说加以

曲解，务必移去罗马人钉死耶稣的责任，归罪于犹大身

上。”——这也是犹太人作为替罪羊这一形象的由来。

早期基督教之所以能迅速壮大，皆因其是穷人的宗教，特

别强调不分种族、贫富，凡信耶稣是基督者，即可赎罪得救，由

此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从教父时代的奥古斯丁到中世纪的托

马斯·阿奎那，教会一直颁布禁令，严禁基督徒从事有偿借贷活

动，违者将受到重罚。“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但丁在《神曲》中

描述在地狱之中另辟一层，专为高利贷者而准备，可见其憎恶

之情。然而，长期以来，不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在欧洲不得拥

有土地，因而被排斥在主流经济活动之外，只能从事和土地无

关的经济活动，比如放高利贷——早期的放债人只需要一条长

凳（意大利语banchi）在街头做生意，慢慢发展成后来的银行

（这也是意大利语bank的起源）。犹太人为什么能在威尼斯从

事金融活动呢？因为原来的威尼斯并不是陆地，而是一片滩涂，

涨潮时就会被淹没——所以说威尼斯严格来讲不是土地，这样

就规避了犹太人不能拥有土地这条法律——即便如此，犹太人

在威尼斯的活动也只能被限制在犹太区，欧洲最早的银行就出

现于此地。

这也是莎士比亚将他的戏剧背景设定在意大利威尼斯的

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剧中人物夏洛克的原型，迄今仍是众说纷

纭。有人说，夏洛克的原型是伊丽莎白女王宠臣埃塞克斯伯爵

远征欧洲大陆带回的犹太战俘，名叫赫雷拉；他是佛罗伦萨人，

为人机敏，学识渊博，深得女王欢心，可以随意出入宫廷，甚至

主导了英国和西班牙的和平谈判。学者们深信，在莎士比亚生

活的时代，赫雷拉威名赫赫，权倾一时，他的故事极有可能成为

莎剧的题材。

也有人说，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是以诗人埃德蒙·斯宾

塞的长诗《仙后》中的财神玛门为原型。作为邪恶势力试探正义

的手段，金钱的诱惑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托尔金创作的《霍

比特人：史矛革之战》中的喷火巨龙史矛革就是为聚敛金钱，而

甘愿隐藏在黑暗的巢穴之中，企图以此逃避天神的审判。作为

《仙后》中的经典场景，盖恩爵士在“玛门洞”经受了金钱的诱

惑——玛门意在以尊贵的身份博取盖恩的敬仰，进而使他臣服

于金钱财富，以此达到腐蚀人性的目的。因此，斯宾塞笔下的玛

门极有可能就是夏洛克的原型。

还有学者认为，夏洛克的原型更大的可能是西班牙人洛佩

兹。1594年，也就是《威尼斯商人》写成的前两年，一件未遂的

谋杀案震动了整个伦敦城。1月21日，富有的西班牙籍犹太医

生洛佩兹被指控受西班牙国王指使，阴谋毒杀伊丽莎白女王。

西班牙是英国的死敌。谋杀未成，洛佩兹便在一片咒骂声中被

送上绞架。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整个伦敦因此而出现了一场

狂热的反犹运动。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洛佩兹事件引来的是

一场锋芒直指整个犹太人的反犹运动? 显然这背后有着更深

的宗教背景。虽然“反犹主义”一词直至19世纪才被正式提出，

但欧洲社会的反犹排犹思想却由来已久。1300年以后，对犹太

人的驱逐行动愈演愈烈——据记载，直到1609年犹太人在英

国仍然受到严厉地驱逐。

在这高涨的反犹声浪中，莎士比亚不可能丝毫不受这种社

会情绪的影响；而作为一位有良知的剧作家，莎士比亚也不会

轻易放过这一敏感题材。他“为了投观

众所好，自然会在舞台上再现这个西班

牙医生的某些特点——无疑，夏洛克会

最有效地使人联想起那个可恨的洛佩

兹医生……”洛佩兹视财如命，一如巴

拉巴斯——在马娄的剧中，马耳他的长

官向犹太富翁征集钱财时，宣布了一条

法令：“谁要是不肯出钱，马上叫他成为

一个基督徒。”而在莎士比亚笔下，犹太

人夏洛克则老老实实地答应改信了基

督教，以免家财散尽。

学者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证了洛

佩兹案与《威尼斯商人》的紧密联系：第

一，角色的名字。主人公安东尼明显指

涉了洛佩兹医生的主要原告和敌

人——安东尼·佩雷斯。第二，戏剧的

写作时间。1598年夏天，宫廷大臣供奉

剧团登记印刷了“一本关于威尼斯商

人或叫威尼斯犹太人的书”。第三，夏

洛克的性格特点。洛佩兹与夏洛克一

样具有强烈的复仇心理。第四，剧中的刑罚和法庭与当时历史

事实的联系。由此看来，《威尼斯商人》在创作思想方面闪现出

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光辉，体现出对苦难的犹太民族的真切

同情；而在具体艺术表现方面又不可能不受西欧长期存在的

反犹主义影响——这也是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向近现代过渡的

时代特征。

时至21世纪，莎学研究又有新发现。有学者认为，夏洛克

的原型另有其人——他便是15世纪初佛罗伦萨最著名的犹太

富商所罗门。自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克莱芒七世施行仁政，犹太

人便获准在该城居住。所罗门经商有道，很快富甲一方。高利贷

当然也是他的一项业务。在拓展生意的过程中，所罗门假借儿

子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合约，结果遭人诬陷，被告上法庭。本来这

只是一起极为普通的民事纠纷，但判罚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

镜。所罗门被判处罚金两万弗洛林——这一笔天文数字足够科

西莫·美第奇购买教皇之位，甚至也足以为某位被俘的罗马皇

帝赎身。所罗门倾家荡产，整个欧洲也为之轰动。事后才知道，

当时的佛罗伦萨执政为扩张势力，亟欲购买邻近城镇；苦于囊

中羞涩，于是照例拿犹太人开刀。

犹太人以饶于资财且视钱财如性命而闻名于世。在中世纪

的欧洲，金钱之于犹太人如同甘霖之于草木。犹太人的出入往

来、生老病死等一切社会活动都需要缴纳税金。在过去的2000

多年间，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颠沛流离，不得安生。他们被驱逐的

理由多种多样，但究其根本，不外乎宗教、政治、经济三大原因，

其中经济因素又是决定性的原因。很多时候，统治者为了巧取

豪夺，会率尔颁布法令，以种种不相干的理由将国内的犹太人

驱逐出境，待其将犹太人的资产尽数搜刮之后才会允许他们返

回原处，而返回的条件则是再缴纳一大笔税款，名曰“居住权购

置费”。换言之，没有了金钱，犹太人就没有了生命。自公元5世

纪末起，欧洲的犹太人便被禁止拥有土地，无法从事农业生产。

因此，犹太人只能徘徊在城市的角

落，以小作坊手工业为生。然而，随

着欧洲城市化的兴起，欧洲本地人

为了垄断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不

断排挤犹太手工业者和犹太商人，

制定了一系列阻碍其发展的规定。

处于劣势地位的犹太人不堪重压，

只得转向被基督教徒所鄙视的高

利贷行业。由此可见，“犹太人并非

因放债才遭受人们的憎恨，而是因为遭受憎恨才走上放债之

路”。至于高利贷在佛罗伦萨、威尼斯这样的城市为何屡禁不

止？一言以蔽之，因为它们是商业城市。城市为了自身发展需要

投机的资金，这也正是夏洛克之流能够在威尼斯生存的前提。

威尼斯、佛罗伦萨如此，同样作为商业城市的伦敦亦是如

此。只不过在伦敦，抄家罚没的对象既有富商巨贾，也有名门望

族。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在《贵族的危机》中指出，1580—

1610年间贵族的“炫耀性支出”后果相当严重，导致贵族越来

越依赖借贷——这样的行为超出了许多家族的承受能力。中世

纪封建和教会势力所鼓吹的“永恒的”等级秩序，在金钱的冲击

下开始崩溃。“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超出自己的本分，此消彼长，

混乱地交替变更着社会地位：农民眼望着市民，市民眼望着绅

士，绅士眼望着贵族”——但是向上爬还要以金钱为阶梯。对于

统治阶级来说，他们始终需要夏洛克或所罗门这样的冤大头来

为他们的奢侈买单。

从这个角度看，莎士比亚对从事高利贷的犹太富商的同情

不言而喻。莎学专家霍尼希曼在分析莎士比亚年轻时的商业兴

趣时说，“他（莎士比亚）活跃地参与了借贷很多年，也许是作为

父亲的助手”，并断言莎士比亚作为父亲的协助者参加了许多

家庭经济事务。到1591年，国家对高利贷的限制放松了；莎士

比亚在戏剧界发家致富后，似乎也参与过至少一次类似的交

易——他也许是债主，或是中间人。本世纪初，历史学家在斯特

拉福德市政档案馆发现一封书信，据考证是当地一位颇受尊敬

的商人理查德·奎尼写给莎士比亚的，可以作为莎士比亚参与

商业和信贷活动的明证。由此可见，莎翁在《威尼斯商人》中选

择以宗教冲突作为该剧的主题，不仅表面上迎合了当时伦敦观

众对洛佩兹和所罗门案件的兴趣，同时也深入反映了伊丽莎白

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全貌——《威尼斯商人》堪称是英国

乃至欧洲新旧世纪之交的一幅全景风俗画。

《威尼斯商人》原型考
□杨 靖

盛夏的巴黎，卢浮宫人潮涌流，各方游客竞相

前来参观德拉克瓦（又译德拉克洛瓦）画展，赞誉

不绝，短短时间内人数高达数十万。此次德拉克瓦

绘画艺术回顾展系由两位研究19世纪绘画的专

家塞巴斯蒂安·阿拉尔和柯姆·法布尔共同设计，

由“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协办，呈示180幅重要绘

画作品，是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内容最丰富、

规模最可观、而且迄今反响最大的，今秋还要转至

美国纽约继续展出。

德拉克瓦早年父母双亡，孩提时期，他就爱好

美术，不时在小本子边沿速写，14岁获得“绘画

奖”。17岁上，他突然放弃了已经写出的《险恶庭

院》《阿尔弗莱德与维克多丽娅》两篇小说和一个

剧本的文学征程，由叔父、细木工匠里斯奈引见，

到彼埃尔-纳赫希斯·盖兰画坊见习。闲时，他常

去卢浮宫欣赏普桑、米开朗琪罗、提香、委罗奈斯

的作品，深受希腊、拉丁文学熏陶，滋润艺术灵感。

24岁时，他决意“与命运拼搏”，将自己得到《神

曲》“地狱篇”启迪的处女画作《维吉尔引但丁游地

狱》呈送“美术沙龙”，希冀进入卢浮宫。不料碰了

一鼻子灰，被艾蒂安-让·德雷克兹和安东尼-让·

格罗等经院派的卫道士们贬斥为不折不扣的“涂

鸦”、“简直是屠杀绘画”。德拉克瓦屡遭传统美术

大师安格尔非议，被“美术沙龙”弃置。直至1849

年，他与卢浮宫的画缘方才有了转机，应了他给友

人信中的一句话：“对我来说，荣耀不是虚妄之

言”。终于，他继美术大师勒布伦之后，被请进卢

浮宫装饰其天顶，在画廊中心绘出《阿波罗制服巨

蟒图》。现在德拉克瓦竟成了卢浮宫的特邀主宾，

今昔对比，景况迥异。

迈进卢浮宫的拿破仑大厅，迎面出现的正是

1822年遭拒的《维吉尔引但丁游地狱》。维吉尔举

臂引路，跟但丁同舟在冥河风暴中颠簸，地狱里的

佛罗伦萨囚徒攀附船沿，滑向深渊。作品大有米开

朗琪罗和鲁本斯的气魄，开19世纪浪漫潮流之先

河，于今已被公认为继热里戈《美杜莎木伐》衣钵

的“浪漫派宣言”。不久后德拉克瓦所绘的《希阿岛

屠杀场面》和《墓地孤女》，揭露土耳其对争取独立

的希腊人的残酷屠杀，黄与蓝两色对比夺目，放浪

画风冲决大卫和安格尔守旧的大理岩化格调。有

人将《希阿岛屠杀场面》比为19世纪的《格尔尼

卡》，虽然从视觉美学的角度审视，大概不会有许

多人能透彻懂得毕加索精心的立体派解构。

1827年，取材于拜伦同名史诗的《萨赫达纳

帕尔之死》，描绘了暴虐的年轻亚述王萨赫达纳帕

尔被波斯和米提亚入侵者围困在大火燃烧的尼尼

沃宫中，陷入绝境，勒令奴仆们杀死所有嫔妃和宫

娥，在柴堆上自焚。场景酷烈，色彩似灼灼赤焰，显

出鲁本斯彩笔的激情力度，达到浪漫派想象的巅

峰。尚有《自由引导着人民》和《立于米索隆基废墟

上的希腊》《普瓦捷战役》等作，也展于拿破仑大厅

入口，皆有丰神，绝妙臻极。集中在这里的几幅德拉

克瓦最杰出的浪漫派作品，连同他为歌德《浮士德》

制作的《靡菲斯特巡游天空》等系列石板画则展示

了画家19世纪20年代最早期的创作轨迹，给人

们留下苍凉雄浑的强烈观感。

纵观此次卢浮宫推出的德拉克瓦180幅画

作，可见他是个兴趣广泛、兼收并蓄、热衷进取、绝

不固步自封的艺术家。起初，他如雕塑家运用泥塑

和凿石那般，以色彩浓郁绚烂出奇，“每幅画都是悦

目的节日”。最典型的是1830年的油画《虎仔与母

虎嬉戏》。可是，他不久就宣称：“色彩不再，惟余印

象”。为了获取“印象”，一向深居简出的德拉克瓦到

诺曼底的多维尔观赏海水浮蓝，寻觅莎士比亚式的

动感之情，将“从迪耶普高岗纵目观海”绘入画面。

不过，德拉克瓦一生中更重要的是“东方印

象”。所谓东方，对当时的法国人而言，指北非和近

东黎巴嫩一带。1832年，德拉克瓦陪同七月王朝

外交官莫赫奈伯爵出使摩洛哥，去到直布罗陀海

峡的丹吉尔采风两个月，还了他“热切盼望看到东

方”的夙愿。他在海滩和街巷体验异域风景和孕育

生命的太阳光辉，尤其注目穿红条纹白长袍的柏

柏尔农女，即兴捕捉转瞬即逝的印象，画了满满7

册，千余张速写，为尔后80幅《东方灵感印象图》

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给法国印象派，特别是东方学

奠定了文艺基石。这期间，他还到阿尔及利亚闪电

式游历，遂有了他最具标志性的东方印象杰作《摩

洛哥苏丹》《摩洛哥的犹太婚礼》《黑夜的阿拉伯营

帐》《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和《套房里的阿尔及尔

妇女》。到了20世纪，梵高、塞尚和毕加索都无不

从后一幅画中得到过创作启迪。

3月底以来，法国媒体纷纷报道卢浮宫举办德

拉克瓦回顾特展，4月19日的《观察家》杂志的醒目

标题是《燃烧的德拉克瓦》，《费加罗报》则惊呼：“德

拉克瓦点燃了卢浮宫”。该报和《美术》杂志一同选

登了卢浮宫展出的主要画幅，详细介绍了展览会

三个主要部分，即德氏创作生涯的三个时期。

第一部分，除了上述数幅典型的浪漫派名画

外，还有《南锡之役》，追述勃艮第公爵查理在南锡

围城中被寻求复仇的宿敌勒内公爵派骑士博塞蒙

刺死的历史，突显浪漫派绘画悲壮、梦幻的艺术特

征，预示德拉克瓦将步入另一个活跃的创作期。

从1835-1855年的20年间，他应对新的挑战，跻

身枫丹白露画派，依约为卢浮宫、波旁宫、卢森堡

宫、巴黎市政厅和京城的几座大教堂赶制大型“天

庭壁画”，在法国完成了米开朗琪罗和委罗奈斯一

般的业绩，1855年他以首次作品大型回顾展声震

巴黎世界博览会。在德拉克瓦所绘的宗教历史壁

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除了早期的《耶稣在热奈萨

莱特湖上》《圣塞巴斯蒂安得到女圣徒救护》《耶稣

在橄榄花园》《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和晚期的

《奥维德隐居斯基泰人部落》外，当数现存巴黎第

三区圣丹尼圣体教堂圣母祭台的《圣女哀痛耶

稣》。其人物表情之真切深沉可与米开朗琪罗的同

名雕塑媲美。画家用色彩的明暗衬托出圣洁的光

影，如绘彩虹，实属壁画中鲜见。卢浮宫艺术史学

家柯姆·法布尔指出：“它寓意深邃，令人思索人类

的历史与文明。”

德拉克瓦很钦佩与他同时代的画家库尔贝的

才华，二人具有同样的不屈服压迫的法兰西叛逆秉

性。同他一样，库尔贝生浮逆旅，作品屡被传统“美术

沙龙”拒之门外，于是在巴黎举办“现实主义画馆”，

与经院美术抗衡。德拉克瓦同他不从流俗庸趣、昂

然独立的精神共鸣，前去参观其“异端”画展。他在

库尔贝的画坊发现库氏所绘《浴女图》，感于其对传

统理想女性美标准的颠覆，回去也画出了自己的

《浴女图》与之呼应。德拉克瓦的绘画气质与库尔贝

确有相似之处，只要将他《愤怒的美狄亚》与后者的

《受伤者》对比，就不难看出他们的共同点。《愤怒的

美狄亚》依据希腊神话，描绘魔女美狄亚出于对其

夫婿伊阿宋背叛自己、另觅新欢的愤怒，忍心杀死

二人所生的三个幼儿，其情其景跃然纸上，深层情感

上与悲情满怀的《受伤者》异曲同工。

不过，德拉克瓦并不那么赞同库尔贝反映社

会现实的“活力艺术”观，而更醉心于历史传说。柯

姆·卡尔布强调：“德拉克瓦早在马赛尔·普鲁斯特

之前，就在他的《日记》中表达了一种奇特的思想，

即‘回忆与创作的平衡机理’，按照每一个体固有

之模式，通过无意识记忆来实现视觉、味觉和感觉

必要的融合。在他看来，凭回忆作画乃是连接所有

绘图成分，保持整体和谐最可靠的方式。将现实的

因素与其他文学，或更久远的创造果实相配合，定

能保持其艺术特性。”柯姆·卡尔布又说，德拉克瓦

受时代感应，在《奥维德隐居斯基泰人部落》一画

中绘出了蓝雾缭绕的山岗和密遐的远方，仿佛进

入胜境，寄托艺术家的奇异思索。德拉克瓦画古罗

马诗人、《变形记》作者奥维德立在一匹紫骝雌马

旁边深思，好似自己晚年仍在考量中探求“回忆机

理”的画面。

谈到德拉克瓦的绘画生涯时，波德莱尔于

1868年在《美学奇趣》中确认：“他充满对艺术孜

孜不倦、执著的爱”。德拉克瓦本人1861年在其

《日记》里也自述他一生的奋斗历程，说道：“这场

永恒的搏斗没能将我打倒在地，我又站起来了；它

没能让我气馁，反而在我离开角斗场时得到了慰

藉，这是什么缘故呢？”实际上，他就在前一年1月

15日的日记里坦露情怀，给出了答案：“要敢于维

持自我，需要一种罕见的素质”。

德拉克瓦1835年完成大型油画《异教徒与帕

夏的搏斗》，充分显示了艺术家整个作品里的斗争

精神。这幅画源自拜伦的一则东方故事，古意苍

茫，生动表现一个异教徒跟奥斯曼帝国总督帕夏

在低沉苍穹下的决死搏斗。激战中，只见刀光剑

影，双方身躯极端扭曲，酷烈到惊心动魄的程度。

这无疑是画家狂放不羁奔赴疆场的心态写照。然

而，这一幅气息可泣鬼神、扣人心弦的巨作却遭经

院派“美术沙龙”拒绝，作者经九度申请，方获“法

兰西美术院”接纳，挤进了国家画坛的“先贤祠”。

另一幅蕴含同一寓意的作品是《雅各与天使

的搏斗》。上世纪70年代末，笔者到卢森堡公园附

近的圣苏尔比斯教堂参观，那里至今仍保留着德拉

克瓦当年绘制的系列壁画，其中最为人知的就是《雅

各与天使的搏斗》。该壁画勾勒犹太人族长雅各初出

茅庐时路遇天使——实为上帝显灵，与之搏斗获

胜，遂得了“以色列”的称谓，成为后来12个“以色

列”部落的祖先。站在这幅年久褪色的壁画前，不禁

由此情此景联系画家德拉克瓦的心路历程，想到他

一生就像雅各一样，在与上帝这个命运主宰拼搏，将

他用心血凝结成的一幅幅绘画瑰宝留芳于后代。大

仲马在画家遭人诟病时曾当众宣称：“德拉克瓦的

天才是不容置疑的！”现在卢浮宫的作品回顾展，表

明大仲马的预言一个半世纪后再度得到了证实。《立于米索隆基废墟上的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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