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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泰戈尔象征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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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罗宾德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5.7- 1941.8.7）作为印度著名的诗人、戏曲

家、宗教家，他的一生创作了 40 余部戏剧作品，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他的戏剧作品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

义的技巧和艺术手法，他重视作品的“情味”，追求“梵我合一”的精神境界。他的作品内容深刻反映了

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人民的悲惨生活。泰戈尔的戏剧与传统西方戏剧的区别在于，他的作品从反映

现实到反应哲理，戏剧矛盾从外部冲突到内在情感矛盾。他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剧有：《春之循环》、《修

道士》，《邮局》，《红夹竹桃》等，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了作者追求美与和谐——在有限之中

享受无限愉悦的人生态度和追求自由的人生理想，以及对当时资本主义侵略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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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abindranath Tagore (1861.5.7~  1941.8.7) was a famous Indian poet, dramatist and religious 
scholar. He wrote more than 40 plays in various forms and types during his lifetime. He show the symbol of 
success of using the technique of symbolism and artistic mean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work of "flavor", 
the pursuit of "Vatican I unity" spirit realm, and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ofthe miserable life of 
the people of India, his work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drama from the reality to the reaction 
philosophy, drama contradictions conflict from outside to inner emotional conflict. He has: the symbol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drama "cycle of spring", "the monk," "post office", "red oleander", etc., all these works show the 
author the pursuit of beauty and harmony of different level - enjoy the infinite pleasure in limited life attitude, the 
pursuit of free life ideal, and at the time of colonial aggression against capitalism. 

【Keywords】Symbolic drama; Cultural origin; Characteristics; Theme 
 

引言 
罗宾德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5.7—1941.8.7）作为印度著名的诗人、戏曲家、

宗教家，他被世人熟知是由于他在诗歌创作上杰出的

天赋。 
1913 年，他凭借着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

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也因此成为亚洲第一位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所以被尊称为“诗圣”，他用

诗歌为自己赢得了世界声誉。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

涯中，泰戈尔的文学作品涉及到诗歌、戏剧、小说等

领域，人们开始发现，泰戈尔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表

现出令人惊叹的才华，在戏剧和小说领域也有出色的

表现和杰出的作品。他以其特有的诗人情怀和诗性表

达应用到他的戏剧和小说创作中，把自己对世界和人

生的理解投入到他的作品里构建了自己的精神文学

世界。 
但是和泰戈尔戏剧和诗歌相比，无论是印度本土

还是国际文坛都对其戏剧的关注度和推广度严重不

足，泰戈尔始终还是以“诗圣”的角色立于世界文坛

之上的。1915 年，印度出版社最先出版了泰戈尔十

卷本的文集，其中包含一部分戏剧作品；1917 年，

伦敦的麦克米伦图书公司出版了《牺牲》、《春之循

环》等戏剧作品的单行本，1925 年出版了《红夹竹

桃》；随后又出版了《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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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1950 年孟买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了《剧

本三种》内含《摩克多塔拉》、《宫廷舞女》、《大

自然的报复》等三个剧本。这些剧本都是泰戈尔戏剧

作品中的经典且以象征剧居多[1]。 
对泰戈尔象征剧的研究是在印度梵语戏剧研究

的成果上继承和发展的，这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要理解泰戈尔戏剧的精髓首先要认识到东、西方戏剧

在长期发展历程中形成的迥乎不同的美学风格，这两

者同起源于祭祀典仪，是一种由敬畏驱使的宗教崇

拜。东方戏剧追求的艺术境界是写意而非写实，是一

种以内纳的方式营造出一种精神性的、和谐的艺术氛

围。西方戏剧讲求探索真理过程的艺术精髓，目的是

表现生活、努力还原生活本真。隶属于东方戏剧的印

度梵语戏剧同样起源于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融入了

音乐、舞蹈、诗歌等形式，尽管泰戈尔戏剧在表现形

式上与传统的梵语戏剧存在差异，但其主要特点如，

淡化戏剧冲突、抽象 概念的人格化、冲淡平和的风

格等都和梵语戏剧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研究泰戈尔

戏剧也可以成为研究东方梵语戏剧的典范,这不仅可

以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东方戏剧，同时也是对泰戈尔

戏剧自身理论的丰富和拓展。 
1 泰戈尔象征剧创作的文化根源和时代背景 
1.1 情味论的观念 
《舞论》是印度最早阐述戏剧表演和戏剧主题的

作品，它的作者婆罗多牟尼在其中最先提出了戏剧

“情味”的概念，他认为“没有味，任何文学意义都

不存在”，至于戏剧“正如善于品尝食物的人们吃着

有许多物品和许多佐料在一起的食物，尝到味一样，

智者心中尝到与情的表演相联系的常情的味。因此，

这些常情相传是戏剧的味”[2]常情是一种潜在的情

感，每个人需要根据各自的鉴赏水平，发挥自身的审

美能力才能体会到不同的“情”。在戏剧演出中，“情”

具有出三种不同重要表现：第一，情由即是缘由，作

为感情产生的原因和剧中的任何及场景密切相关；第

二，情态即情感的外在表现，即在戏剧表演中欣赏者

可观可感的语言、动作、神态的表现；第三，不定情，

则是 33 种不断变动的感情，用来强化和辅佐常情，

可以说“味”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情的回应和结果。

作为印度最富有特色的诗学理论，“味论”从公元前

15 世纪的吠陀时代发展到 21 世纪已经具有了 3000
多年的发展历程[25]，其影响已经融入到印度文学的创

作和发展当中。泰戈尔根据自身的时代背景、思想观

念和创作手法自觉地继承了情味论“味出于情”的思

想，并把自己的观念和传统的思想体系相结合应用到

了他的象征剧中，对他而言“诗歌的情 味的真实东

西，它借助于表演，像喷泉一样洒落在四周观众的激

动的心灵上”。泰戈尔用诗化的语言描述到“我们的

情感是胃液，它把这个现象世界变成了较为亲切的情

感世界[3]。另一方面，这一外部世界也有自己的汁液，

它有着种种特性，激发起我们的情感活动。这在我们

梵文修辞学中被称作是味，它意味着外部的潮流在我

们情感的内在汁液中获得反应。照此看来，一首诗就

是一个或几个包含汁液的句子，这些汁液刺激着情感

汁液”[4]。 
在这里，“味”便是一种汁液，它是存在于人的

心里能够被作家和读者深刻感知的东西，“味”便是

建立起客观世界和人心灵感受的桥梁。泰戈尔著名的

象征剧作品《邮局》十分典型地表现出人物主人公由

情生味，在有限的人生中取得无限的快乐的故事，作

家同过角色的措辞、行为和舞台效果等要素烘托出情

味。《邮局》的主人公——阿马尔是一个情感细腻、

热爱生活、憧憬、渴望自由的小男孩，不幸地是病痛

将他的脚步困住让他无法接触到他所热爱的自然，老

大爷的出现改变了阿马尔的内心，老大爷用言语描述

的方式为阿马尔描绘了这个精彩的世界，这些语言拼

凑出这个世界美妙与宽广的画面，同时也展现在观众

的眼前。表演的过程激发了阿马尔的想象，与此同时

这种讲述的过程也激发了观众的灵感，观众通过情绪

饱满的表达在头脑中的映射获得了“味”的体验进而

感受 到最高存在与自然万物奇妙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5]。 

1.2 梵我合一的精神追求 
“梵”作为印度神学和宗教的本体概念，印度神

学家们从万物中抽象出了一个本体——梵天，它代表

着整个世界的最高存在，即世间万物的主宰。神学家

们把人的主体——阿特曼（灵魂和我）与梵结合并等

同建立了“梵我一如”的原理，它代表着：作为外在

的，宇宙的终极原因的梵和作为内在的、人的本质或

灵魂的阿特曼在本性上是同一的[6]。泰戈尔毕生追求

的就是通过文学作品来展现自己的内心达到“梵我合

一”的境界。在印自我，它指的是宇宙，也可引申为

“梵”。印度哲学中有句名言“你就是它”，你指的

便是泰戈尔希望超越时空的界限找寻生命的意义。 
在《修道者》（又译《大自然的报复》）中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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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位与尘世绝缘的修道士希望通过苦心修炼，封闭

自我来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然而，这时一位天真可

爱的小姑娘梵珊蒂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在与梵珊蒂的

接触和对话中，他的思考和情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修道士从最初的“对任何人既不热衷也不厌弃，谁想

来就来愿去就去”[7]到后来被小姑娘的真诚与亲情所

打动，改变了自己的处世态度——“我是个自由而冷

漠的瑜珈道士，已经摆脱了尘世的纠葛，自由而有力

气，你为什么要用灰土把我眼睛蒙蔽！”[8]小姑娘积

极的人生态度影响了修道士使他回归现实的精神归

宿。泰戈尔在这部戏剧中借修道士这一形象，对“梵

我合一”做出了新的阐释和理解，他认为与世隔绝、

自我麻醉堕入空门不能达到真正的解脱，摆脱虚幻选

择现实，摆脱孤独选择大爱，只有在爱中人才能从心

灵上获得解放。“一旦我们认识到需要并非是社会的

最根本的基础，而爱才是维系这个社会的最深层的纽

带，我们就会立即找到解脱之道”[9]。 
在这里，泰戈尔并不认同追求梵我合一需要脱离

尘世，而是要在有限的人的生活和生命之中寻找无限

快乐和自由。他在《回忆录》中说到“除了形式稍稍

不同外,这是我自身经历的故事,也是迷人的光的故事,
这光射进我遁世隐退的深穴,使我更圆满地重与本性

一体。《大自然的报复》可以看作我以后的全部文学

作品的序曲，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我所有作品都详

述的一个主题——在有限之内获得无限的喜悦”[10]。

此外，泰戈尔在另外两部象征剧《国王》（又名《暗

室之王》）和《邮局》中也突出表现了小我与大我结

合，单独生命体与全部命运体相结合的渴望。《邮局》

的主人公阿马尔内心向往不被束缚，但是他心有余而

力不足，所以获得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摆脱肉体的束

缚，当国王派遣信使送来御医开出的药方便是死亡。

最终，阿马尔在通往死亡的这一条路上得到了真正的

自由，突破障碍达到有限生命和无限自由结合之境

界，从而实现梵我合一的境界。 
1.3 黑暗的殖民统治 
1600 年 12 月 31 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英

国依靠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组建军队扩展殖民势力由

此拉开了资本扩张的序幕。英国人在印度的殖民统

治，严重破坏了印度的政治、经济结构，给印度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英国殖民者在政治上疯狂

掠夺，在经济上也占领了印度的茶园、煤矿、运输等，

主要以棉花、丝绸、硝石、靛青和茶等日用品的买卖

为主。英国资本的入侵、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给印度传

统的社会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事不同工作的

人们为了生存而变成资本主义剥削的牺牲品。1670 
年，查理二世宣布东印度公司拥有获取领土、组建军

队、铸造钱币等权利。不仅如此，英国在对印度政治

经济入侵的同时，也加紧了文化侵略。 
1813 年，英国议会颁布了《印度规管法案》，

随后派遣大批英国传教士到印度开展“基督化”工作，

主要是面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农民。那时，一些著名

的英国教会，如伦敦传教会、浸礼派教会、教堂传教

会、苏格兰教会都来孟加拉地区积极参与传教活动
[26]。传教士们通过建学校、办报刊、开设医院、创立

慈善学业 等吸引印度群众。在他们的宣传下，大批

低种姓的印度教徒改信基督教。1850 年，南印度的

特里维尼亚地区的印度教改信者就达 400000 人[11]。

大城市中不少崇拜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以及在基督

教教会学校学习过的青年人也纷纷改宗。在这种情况

下，印度教徒的危险与日俱增，他们亡国危险的面前，

也面临着亡种、亡教的可能。泰戈尔作为具有强烈爱

国主义情怀的诗人奋起反抗，用文学创作的方式揭露

殖民统治的黑暗与压迫，讽刺那些追逐权力金钱抛弃

道德的人，因此在他的戏剧作品中也出现了大量反抗

殖民统治的作品，其中以《摩克多塔拉》和《南迪尼》

为典型代表。 
2 泰戈尔象征剧的创作特点 
2.1 抽象概念的人格化 
泰戈尔认为“戏剧的主旨，在于表现人格，不在

于表现抽象的与分析性的事物。一切抽象化的概念，

在真正的艺术中都是格格不入的。这些抽象观念如果

想让艺术接受，就必须披上人格化的外衣”[12]。泰戈

尔剧中的人和物既是现实存在又具有象征的意义，当

一些抽象化的概念和思想拥有了人格化的载体时，它

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和理解，同时观众也可以根据各

自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去填充丰富艺术想象。此外，泰

戈尔认为戏剧不能单单表现个人的境遇命运，而应该

表现整个人类的普遍问题，所以那些描写个人命运的

戏剧理所当然会被具有普世价值的象征剧所取代。由

此，象征剧的评判标准就不能是是否塑造了个性化的

人物形象，而应更加注重作品内容所展现出的象征意

蕴，这是他个人从传统戏剧作品中的提炼和升华，其

成功表现出概念的人物话的戏剧有《春之循环》、《暗

室之王》、《邮局》、《摩克多塔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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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象征剧《春之循环》中的首领代表着“我们生

活中的恒动”，“章特拉”代表着“是使生命与我们

相亲爱”，达达代表着“以义务为生之本质，而不是

快乐”[26]，冬天是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形象，春天则

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孩童[13]，剧中孩童拉住年迈的冬天

把冬天的斗篷拉下时，大家发现原来冬天就是春天。

泰戈尔在解释这部剧的主题时说“在每年四季的戏里,
‘冬天’这位老人的假面具揭去了，‘春天’的景色

极美丽地显现出来,这样我们看见老的永远是新的”
[14]。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整部

戏剧充满着欢快的氛围整个戏剧展现出万物自然更

迭，宇宙时间变化的法则，这是人类无法抗拒存在于

有限和无限当中的真理。 
2.2 淡化戏剧冲突 
从莎士比亚到黑格尔，戏剧冲突被认为是西方的

戏剧基本要素之一，戏剧主要是由矛盾冲突构成的,
通过具体的舞台形象表现出真实的社会斗争生活,从
而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达到社会教育目的的艺

术表现形式[26]。然而在泰戈尔大部分的象征剧中都表

现出区别于传统戏剧的审美取向，不是描写人物的行

为矛盾和外部冲突而是内化转变为人物的情感冲突。

简而言之，即具有淡化冲突、淡化情节的倾向。 
泰戈尔的在戏剧创作中最重视人的内心世界活

动和人精神世界的冲突与追求从而达到戏剧审美的

和谐性。刘安武先生指出：“抒情的成分在泰戈尔的

戏剧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他作为抒情诗人的特性在戏

剧中也有充分的反映。他的重点或注重的焦点不在戏

剧冲突，而在于带戏剧性的描写或倾诉”[15]。泰戈尔

戏剧多是抒情为主的戏剧作品，他的一部分象征剧中

没有多少外在情节、外在冲突，甚至没有明显的对立

面，但这也正是象征剧表现作品的戏剧性的方式，将

外在冲突内纳为戏剧的内在冲突，这种内在戏剧冲突

在象征剧《邮局》中有突出的表现。 
在《邮局》中，庸医建议养父马陀夫身患疾病的

阿马尔在囚禁家中与外界隔绝，心中向往自由的阿马

尔只能通过房间小小的窗口感知外面的世界，在与过

往的小贩、更夫、邻居、村长交流的过程中，阿马尔

透过常人早已熟知的景象领悟到了深层的人生的意

义和价值，他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对自由的

渴望与热情感染了辛勤劳作的卖牛奶人，使他在枯燥

乏味的叫卖声中体会到生活意义；好心的更夫面对希

望得到国王邮差送来信阿马尔，善意安慰他邮差正在

跋山涉水为他带来国王给 
每一个小孩的信；心底善良的老爷爷被阿尔马与

纯洁的心灵所感动[16]。阿马尔渴望自由，但他的灵魂

因为肉体的限制无法获得自由，获得自由的唯一办法

就是摆脱肉体的束缚。最终，国王的邮差送来信件得

知御医开出的药方是死亡时，阿马尔在通往死亡的这

一条路上获得了绝对的自由，突破障碍达到有限生命

和无限自由的结合。 
整体看来，《邮局》基本没有戏剧冲突，故事情

节和展开也比较松散，但是整部戏剧都能发现阿马尔

用自己微小寻找自由的力量同世俗的保守势力作斗

争，戏剧看似平静和缓发展，但是人们都能感受到在

平静背后孕育的不断增强的矛盾冲突，在这部剧中存

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而那个小小窗口便

是连接两个世界的端口。这种使戏剧发展进入相对缓

慢、停滞的状态，同时弱化情节、结构的艺术手法称

之为静止戏剧，这在泰戈尔戏剧创作中是一类典型性

特征。泰戈尔在《邮局》中表现出来的静止特性和他

的审美观念和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他说“完美的韵

律使艺术作品具有星星的属性。这星星乍看是静止不

动的，实际上内部却有着运动的火焰”。泰戈尔淡化

冲突并非是对冲突的漠视，他更看重的是刻画戏剧主

人公心理情感变化，在潜移默化的苦恼与不安中表现

冲突，这样能更好的直达观众的内心，人物带领着人

们直达精神世界，探索领悟无限的人生哲理[17]。 
2.3 片段式的叙述结构 
泰戈尔在戏剧创作中使用大量抒情、片断的手法

和结构，对整个戏剧的幕次顺序、场次划分有着巨大

的影响。他的作品中大多时候没有分幕只有分场，片

断式的叙述结构使整个戏剧被分割成一个个的单元，

每个场景都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既彼此相连又相

对独立，这样的创作手法使剧中人物像走过场一般，

有些人物仅仅出现了一次，且人与人之间少有交集避

免了冲突对抗，这样的表现形式极大地削弱了戏剧冲

突。 
在作品《修道士》，首先是修道士用大段的内心

独白展开自我介绍，然后是其余角色一一登场，如女

人甲、乙，长者，乡下人甲、乙、丙，学生甲、乙、

丙，采花女甲、乙、丙，梵珊蒂，旅客，抬床的人甲、

乙、丙，牧羊女，男人甲、乙、丙等。这些人物绝大

多数只在舞台上出现过一次，有去无回，并且这些人

与人之间也没有集中的谈话主题，更没有与修道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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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观念上的交锋和冲突。 
在《春之循环》中很难找到中心人物，这部戏无

论是人物还是剧幕都表现出片断式的特征。序幕一场

戏的发生地点使宫廷，出现了国王、国务大臣、将军

（毕儒）、中国大使、婆罗门学士（斯鲁迪·步山）、

诗人（加比·喜加）等，但是从戏剧的第 1 幕开始到

第 4 幕结束，所出现的人物是完全区别于序幕的另外

一群人。如第 1 幕出现有章特拉、达达、首领；第 2
幕有船夫、更夫、章特拉、达达、油商、青年、乡民、

男孩；第 3 幕有一群青年，章特拉、歌手；第 4 幕有

歌手、章特拉、首领、达达。可以看出章特拉是这部

剧从第 1 幕到第 4 幕每场戏都会出现的人物，但是在

整部戏剧的比重还不如歌手、更夫和首领那样大，剧

中角色也表现出时隐时现的状态[18]，这种戏剧人物和

场次的安排实际上在不断地削弱戏剧的矛盾冲突，从

而使戏剧走向静止状态。 
3 泰戈尔象征剧的主题内涵 
3.1 崇尚美与和谐 
崇尚美与和谐是泰戈尔戏剧的一大主题，在对于

情味的追求和运用中，泰戈尔戏剧大多形成了没有明

显外在冲突以至于没有使戏剧达到高潮的的外在矛

盾。这种情感的审美取向是冲淡平和的，剧中的人物

矛盾也不再尖锐，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显得平淡和谐。

这种审美取向也自然形成了泰戈尔剧追求自然之美、

爱与和谐的作品主题。在泰戈尔创造的诸多戏剧情节

中人物角色之间没有无法调和的矛盾，他也尽量避免

笔下的作品角色遭受惨痛的经历。因为在他看来，没

有极端的对立面，主流印度传统文化思想追求地是和

谐、自然，排斥分裂、对立，泰戈尔就是在这种文化

背景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剧作家。他认为“真理的全

貌就表现在有限与无限的调和中，表现在经常变动的

东西与完美性的永恒精神的调和中。他主张人生的基

本原理就是和谐与协调,主张梵我合一，其间的关系，

也就是宇宙万有的关系，就只能是和谐与协调”[19]。 
《国王》（旧译《暗室之王》）讲述了对未知世

界的憧憬的王后苏德尔希娜在超越尘世通往无限境

界之时心不在焉铸成大错，将花环误交给假国王，然

后经历磨难 寻找国王真实面目的故事。王后苏德尔

希娜幻想自己的丈夫是一个无比英勇、英俊潇洒的男

子，然而上了假国王的当，只能每天在暗室中与国王

会面，在之后面临地危机中王后终于意识到真实的意

义和如何寻找真实的道路。在这部戏剧中国王和王后

本应具有强烈冲突，但因假国王的出现起到了弱化冲

突的作用。在《国王》中，国王是神的化身，象征了

真理，无限和大我，而王后则相反，是小我，有限的

象征。在戏剧结尾当王后抵御了外在诱惑，明白人最

重要的是内在美，放弃了外物执念之后的王后也终于

能够获得心灵上真正的平静和满足，由此感悟到了生

命之美与和谐[26]。 
在结局的设置方面，印度戏剧与西方戏剧不同之

处在于：印度戏剧大多以大团圆结尾，而在西方戏剧

中因为人物对周遭以及自身的命运的不可知，这种迷

茫无助为人的命运增添了一丝痛苦与无奈。但印度戏

剧认为个体是来到人间经历苦难，终究是要回到天

上，所以并不纠结现实的苦乐。泰戈尔受印度戏剧的

影响，在他的笔下中更看重追求诗意的和谐与平衡，

他不拘泥于探讨人物现世经历地磨难而是将更多的

笔墨放在探讨人灵魂的归宿上。 
3.2 追求自由的人生理想 
泰戈尔在他的诗歌和戏剧作品中尽力想表现出

的主题是他追求自由的人生理想，他希望通过文字的

方式能让读者在有限之中感受到无限境界的愉悦，这

与他从小的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泰戈尔从小生活在

一个民主自由的家庭中，因为受到了当时印度启蒙运

动的巨大影响，在当时他便拥有了诗人的敏锐感知

力，他透过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发现了当时社会、宗教、

政治中的诸多弊病，留英期间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对泰

戈尔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希望印度也能

拥有如同西方一般民主自由的的社会制度，在这种自

由气息熏陶下长大的泰戈尔很自然的将这种思想传

达在了他的艺术作品当中。 
《红夹竹桃》（1926）是泰戈尔戏剧艺术的高峰

之一，该剧讲述了在雅克夏城里，矿工像奴隶一样在

地下整日整夜的为统治者挖掘金矿的故事。国王利用

有孔雀的屏风遮挡住人们的视线，用自己的铁腕和宗

教手段控制人民，给人民编上编号变成机器附属品，

成为机器号码，没有人格，人民没有出路和光明只能

等待着被榨干的那一天。然而多年后的一天，一位身

上佩戴红夹竹桃花环的姑娘出现在雅克夏成寻找她

的心上人蓝震。南迪妮是一个内心渴望自由、蔑视权

力、蔑视金钱的女孩，她的到来引起了工人的恐慌，

工人开始思考，长期麻痹的反抗意识也开始觉醒。国

王一方面因为南迪妮的到来感到愤怒，一方面又被南

迪妮的美貌所吸引。国王在搏斗中杀死了蓝震，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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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使他的人性觉醒，并且希望南迪妮和他一起毁掉这

座象征着统治权力的“圣旗”，向反对他的御林军宣

战，最终泰然赴死。在一封泰戈尔给朋友写的信中有

对此剧的解释为:“嫩迪妮（即南迪尼）是生活的感

触,是生活欢乐情绪的化身，伦詹（即蓝震）是工作

欢乐情绪的化身，爱的情感在他们两者的结合中具体

化了。结合中的爱，爱中的结合,两者如此和谐，致

使贪婪的倾轧在和谐面前，仿佛给符咒镇住而溃散

了。”在剧中南迪妮和蓝震都象征着自由和正直，他

们为雅克夏这座黑暗腐朽的城带来了光明和生机[20]，

剧中工人的悲惨命运是泰戈尔根据当时社会的象征

性反映。这些象征形象分别代表着印度自由的灵魂、

受压迫落后腐朽统治下的印度以及遭受着悲惨境遇

的印度普通百姓，泰戈尔认为只有像南迪妮这样的人

物作为自由的化身和精神领袖出现才能领导印度人

民觉醒并且得到拯救，泰戈尔赞扬独立精神、追求自

由，谴责当时印度的专制制度，鼓励民众抵抗压迫，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争取个人自由。 
3.3 对殖民统治的反抗 
1600 年，英国殖民统治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严重破坏了印度的政治、经济结构，为

印度带去了前所未有的沉重灾难。英国殖民者不仅仅

是在政治上进行疯狂掠夺，同时在经济上也展开疯狂

输出，英国人占领了印度的茶园、煤矿、运输等各个

产业，控制了印度的经济命脉，目的是摧毁印度传统

手工业和家业。英国资本的入侵、机器大工业的发展

极大的改变了印度传统的社会生活，各个阶层的人们

为了生存逼不得已变成资本主义剥削的对象、成为英

国殖民统治的牺牲品。此外，英国在对印度政治经济

入侵的同时，也加紧了文化的侵略，泰戈尔十分敏锐

的捕捉到了时代的变迁，并且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极

力反对殖民统治，反对对资本的无限崇拜而带来的人

性的压抑与扭曲，因此在他的戏剧作品中也出现了大

量反抗殖民统治的作品。 
《摩克多塔拉》（意为“自由瀑布”），讲述了

摩克多塔拉的水顺着山谷流下灌溉希沃特拉沃田野，

残暴的国王制下游庶民的饮水，于是在巫多尔古特的

河上修建了巨大的水闸。摩克多塔拉的截流导致了严

重的干旱，巨大影响了下游百姓的农业生产、生活。

这部剧是从国王召集民众参加水闸建成典礼开始的，

巫多尔古特城的居民不知道国王的居心，误以为这个

水闸是百姓的福祉，为他们带来了现代文明，是为百

姓幸福生活而建设的。然而出身卑微的太子心里清楚

水闸建成会对下游的百姓带来太多不幸，善良的王子

决心要为下游的百姓清除这一人为的巨大障碍，戏剧

结尾太子带领众人成功找到了大坝的软肋，一行人最

终打开了水闸的涵洞，成功毁掉了大坝，然而滔滔河

水裹挟着王子远去，他为百姓付出了生命，全剧也在

赞歌中结束[25]。 
在这部剧里，水闸象征着现代机器文明，国王象

征着邪恶的殖民统治。国王希望利用现代机器统治人

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应当指出的是，

1918-1922 年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恰逢其时，

这部戏是在 1922 年写成的，当时英国殖民当局正在

对印度人民实施暴虐地镇压。因此，不难看出泰戈尔

写了这部戏来表明王子领导人民摧毁了水闸——这

台现代机器的象征，表明印度人民将克服被统治的命

运不甘沦为殖民地，谴责使用科学技术为殖民统治的

皇家技术人员，取笑了为奴隶制和压迫服务的洋奴教

育[21]。简而言之，这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战斗

精神的象征主义戏剧。 
4 结论 
泰戈尔戏剧中贯穿的主题是对美丽与和谐的渴

望，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及对 黑暗殖民统治的抨击。

从泰戈尔的戏剧作品中可以品味出他的作品追求的

是一种灵性，一种以冲淡平和、自然和谐为主的人生

哲理，这也是泰戈尔的象征性剧创作的整体基调。梵

文戏剧包含了泰戈尔戏剧的各种典型特点，例如：淡

化戏剧冲突，冲淡平和的艺术特点。因此，泰戈尔的

戏剧也成为研究梵语戏剧不可或缺的典范和指引，象

征剧的成熟和发展也提高了戏剧理论的丰富性。事实

上，泰戈尔的戏剧思想的意义不是它在东西方文化之

间的交融，而是他摆脱了东西方戏剧文化之间的鸿

沟，所以他的戏剧作品确实是一个大熔炉，具有戏剧

性的创造力和意识形态的表现力，这两者均达到了独

特的艺术领域的成就。泰戈尔戏剧源于印度古典戏剧

诗歌文化，并受到西方戏剧的启发，他将戏剧性的诗

意内蕴，融合个人创造和表演的经验，形成独特的戏

剧性思维，这是东方戏剧诗学从传统转变为现代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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