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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尤金 ． 奥尼 尔 的 名剧 《榆树下 的欲望 》 以 多层 面 的 象征主义手 法 ，

深刻 而 细微地揭示 了人性的善恶 ，
以 大手笔的恢弘气势在现代舞 台

上演绎 了一 出震撼人类心灵的 悲剧 。 象征主义手法在发掘心理现 实

主义的 内涵并将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发杨光大方 面发挥 出 巨 大的 艺 术

魅力 。 《榆树下的欲望 》 是戏剧舞台上心理现 实主义的不可 多得的硕

果 ，
承先启 后 ， 使美 国 现代戏剧在世界文 学 史上成 为 可 圈 可点 的

一 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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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现实主义

《榆树下的欲望》 是美国现代戏剧的开创性人

物尤金 ？ 奥尼尔 （
ＥｕｇｅｎｅＯ

’

Ｎｅｉｌｌ
，

１８８８
－

１９５３
） 的中期作品 ， 写于 １ ９２４ 年 ，

发表并公演于翌年 ， 被评论家誉为他平生创作的 ４９ 部戏剧中最受推崇 ， 也

是最受争议
［

１
］

， 更是最富有心理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之一。 六十多年来 ，

《榆树下的欲望》
一剧是奥尼尔全部剧作中演出场次最多的 ， 而且在美国现

代戏剧史上 ， 以演 出 场次论 ， 也许仅次 于阿瑟 ？ 米勒 （
ＡｒｔｈｕｒＭ ｉｌｌｅｒ

，

１ ９ １ ５
－

２００５
） 的 《推销员之死》 （

Ｄｍ访 ｑｆ ａ ＆ｆｃｍｍ
） ，
可见其被接受程度

之高和影响力之大 。 在中 国 ， 自上世纪 ３０ 年代起 ， 《榆树下的欲望》
一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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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反复地被搬上话剧舞台 ， 直至最近的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至 ６ 月 ， 该剧以翁虹饰

女主角阿比 、 以多媒体音乐话剧的新形式 ， 在上海公演 ， 在中国近年萧条的

话剧舞台上一枝独放 ， 引起意外的轰动 。 从美国戏剧发展史的角度看 ， 《榆

树下的欲望》
一剧已经被列为现代悲剧经典 ， 对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的戏剧

家 ， 如 田纳西 ． 威廉斯 （
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１９ １ １

－

１ ９８３
） 、 阿瑟 ． 米勒 、

爱德华 ？ 阿尔比 （
ＥｄｗａｒｄＡｌｂｅｅ

，

１ ９２８
－

） 以及当代的山姆 ． 谢泼德 （
Ｓａｍ

Ｓｈｅｐａｒｄ ，
１ ９４３

－

） ，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笔者认为 ， 《榆树下的欲望》 的最大特色在于剧作家以象征主义手法最 ？

大限度地表现现实主义的 内容 ， 在心灵层面上极大地扩充了现代悲剧的 内

涵 ， 将希腊古典悲剧精神延伸进现代语境中 ， 与 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现代心

理分析方法完美结合 ， 创造出现代戏剧中为数不多的最具感召力的作品 ， 对

人性的揭示达到震撼灵魂的程度 。 ３０ 年代的美国 ， 主流社会思潮趋于保守 ，

而 《榆树下的欲望 》
一剧在争议中几经波折 ， 终于获得成功 ， 直接将奥尼

尔的地位提升到世界级大师的高度 ， 预示着他此后的发展路径 ， 直至他于

１ ９３６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 登上他艺术生涯的巅峰 。

西瓦尔在评论奥尼尔 的悲剧意识时说 ， 奥尼尔具有
“

悲剧性的思维定

式
”［

２
］

， 善于在现实生活 中发现悲剧因素并赋予其崇高的意义 ， 创造出
“

无

望之中的希望
”

的人类大悲剧
［
３

］

。 这种悲剧意识的产生不仅同奥尼尔的个

人身世有关 ， 更重要的是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 奥尼尔 目 睹 了两次世界大

战 ， 亲身经历了大萧条期 ， 个人的坎河同时代的沧桑叠加在一起 ， 在他的生

命历程上打下了极深的印记 。 从 １９ １ ６ 年他投身于戏剧生涯以来 ， 作品不断 ，

几乎年年有新作 ， 直至 １９４３ 年发表 《私生子 的 月 亮 》 （
ＴｈｅＭｏｏｎ

ｆｏｒｔｈｅ

Ｍ５６ｅｇ〇？ｅｒａ ） ， 形成了成熟的奥尼尔风格 ， 将美国现代戏剧 以
“

百老汇
”

为

号召 ， 推到了世界文学的前台 。 发生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戏剧复兴 ，

也有喜剧的繁荣 ， 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还是以奧尼尔为代表的悲剧作品 。

《榆树下的欲望》
一剧所达到的现代悲剧震撼效果 ， 是通过心理现实主

义来实现的 ， 所以评论家们一致认为它是奥尼尔最成功的心理现实主义剧作

之一。 而象征主义手法在 《榆树下的欲望》 中 ， 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 ，

运用得非常娴熟 、 巧妙 ， 意蕴深邃隽永 ，
全剧的题 旨 同人物的个性浑然一

体 ， 从而对读者或观众的心灵产生巨大的冲击力 ， 掩卷或幕落之际 ， 悲剧的
“

净化作用
”［

４
］

久留人们的心扉而不去 。

象征主义手法在宏观层面上的运用 ， 剧名首当其冲——
“

榆树下的欲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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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

， 初读者一见此题 ， 就会有所联想 ， 当然是模糊泛泛的联想 ， 因为
“

榆

树
”

同
“

欲望
”

在人们 日 常语汇中极少发生关联 ，

一旦摆在一起 ， 立刻 引

人遐想 。 这就是广义的象征 ， 并不确指 ， 重在营造氛围 ， 拓展遐想空间 ， 这

对全剧要达到的悲剧效果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 读者急于知道究竟 ， 而奥尼

尔也没有卖关子 ， 在开始的舞台说明 中就把
“

榆树
”

的象征意义点拨开了 ：

两株 巨 大 的榆树分立在房屋 的 两侧 ， 枝 叶低垂 ， 覆盖 屋 顶 。 它 们 似 乎在保护 ，

同 时在压 制 。 它们 的样子显 示一种 凶 狠 的母 性 ，

一种 无坚 不 摧 的 妒 忌 的博 大胸 怀 。

从 同 屋 里 的 男 人的 生 活 的 亲 密接触 中 ， 它们 陶冶 出
一种惊世骇俗 的 慈爱之情 。 它 们

压抑地笼罩屋 子 ， 好像疲惫 的女人将她们 松垂 的 乳房 、 双手和 头发歇放在 屋 顶上 ，

一旦下 雨 ， 它们 的 眼 泪流淌 ， 发 出 单调 的 滴答声 ， 侵蚀着屋顶 的木 瓦 。

［
５

］

榆树象征着母性 。 在广义上 ， 母性孕育了大地的一切 ， 无论是人类的母

性或 自然界的母性 ， 她包容一切 ， 爱和恨兼容于其博大的胸襟之中 。 这样 ，

剧作家为全剧的演绎设定了一个框架式的或称背景式的象征 ， 人世间的一切

无不在榆树的卵翼下发生 ， 而母性的大爱大恨都足以震撼心灵 。 这是对母性

的槺慨讴歌。 作为一个性情剧作家 ， 奥尼尔置人类的真情实感于理智之上 ：

我们的情感
“

比起理智是更好的 向导。 我们的情感出 自 本能 ，
不仅导源于

我们个人的经历 ， 而且集所有世纪整个人类的阅历之大成
”

［
６

］

。

而在具体的层面上 ， 榆树的象征贯穿全剧 ， 是整个悲剧的内核 。 在剧情

开始时 ， 埃本的生母已逝 ， 但在埃本的意识中 ， 他的母亲并没有离开她的农

场 ， 她的母性的爱和恨一直弥漫在农舍里 ，
正如这两株枝叶繁茂的榆树屹立

不动 ， 日 日注视着农场里的是是非非 、 恩恩怨怨 。

母亲死时 ， 埃本刚 １ ５ 岁 ， 回顾起母亲的 日夜操劳 ， 他感同身受 ：

埃本 ［ 粗声粗气地 ］ ： 有好多 家务事要做啊 ， 是不 是 ？ ［ 停顿一然 后 缓慢地

说 ］ 在她死后 ， 我 才 想到这 些 的 。 我做饭——做她原来做 的 事——这 才使 我理 解

了她 ， 受她 受过的 罪
——

她会 回来帮 我 的 忙
——

回来帮 我 削土互皮
一

回来帮 我 煎

熏 肉
——

回 来帮 我烤饼干
——

她 的 手脚不 灵便 ，

一瘸 一瘸地 ， 回来帮 我拨火 ， 倒 炭

灰 ， 她 的 眼睛给烟和灰烬熏得流 泪充血 ， 就像她活着 时那个样子 。 她 回来啦——晚

上站在炉子 旁边
——

她觉得睡不好 ， 安 息不 了 。 她不 习 惯不做事——哪 怕在坟墓 里

也 闲 不 惯啊 。

［
７

］

？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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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尼尔以象征主义手法将现实主义的内容表现得 ＇

惟妙惟 肖 ， 把埃本的内

心世界充分揭示出来 。 所谓心理现实主义 ， 强调人物 内心世界的真实曝露 ，

作者的笔触聚焦于
“

心
”

而非
“

形
”

， 即人物的可见的外观可以模糊 ， 甚至

可以没有名姓 ， 以粗线条勾勒 ， 但人物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领域必须描摹人

微 ， 鞭辟入里 ， 企于
一种具有精神高度的现实主义 。 这是人类文学矢志不渝

地追求揭示人性的一个薪新阶段 。 然而直到 ２０ 世纪初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

分析学 ，
心理现实主义的产生才有了理论依据 。 在小说领域 ， 亨利 ？ 詹姆斯

开了心理现实主义的先河 ， 他的心理小说是现代派的丰碑 ； 而在戏剧界 ，
心

理现实主义的先驱当推奥尼尔 ， 他举起的心理戏剧的旗帜 ，

一直传承至今 。

奥尼尔借助象征主义手法 ， 以增强心理现实主义的表现力 ， 可以多维度

地挖掘人性 ， 从而使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得到复苏和提升。 在 《榆树下的欲

望》 的剧情推进过程中 ， 榆树这一象征体起到 了点染全篇 、 推波助澜的作

用 。 埃本的已故母亲的精神存在 ， 沉重地压在农舍中每一个人的心上 ， 始终

挥之不去 ， 避之不及 ， 言之动容 。 表面上 ， 剧情演绎的是一场财产之争 ， 直

接指向人的贪欲 ； 但在深层次上 ， 揭示的是人类出 自本性的各种欲望 ， 即所

谓七情六欲 ， 是凡人所难免的 ，
而各种欲望之间时有冲突 ， 必须做出取舍 。

老父卡博本想既得到年轻漂亮的妻子 ， 又因她而得子嗣以继承其家业 ， 结果

闹了个儿子埃本与继母私通 ， 生了一个既非他儿子也非他孙子的婴儿 ， 最后

他好歹保住了他的财产——农场 。 而阿比本为财产嫁给卡博 ， 始料未及地爱

上了她的继子埃本。 最后为了证明她对埃本的爱的纯真 ， 她竟然亲手闷死了

连她 自 己也说不清楚究竟是埃本的还是卡博的孩子 ， 但在剧终时 ， 她显然得

到了埃本的爱情 。 至于两个异母兄弟彼得和西蒙 ， 分了他们应得的那份财

产 ， 满怀美梦 、 髙高兴兴地到遥远的西部淘金去了 ， 没有参与农场上后来发

生的欲望生死之争 。 《榆树下的欲望 》
一剧的大戏应该从第二部分才展开 ，

在埃本、 卡博 、 阿比之间 ， 人性的各个侧面披露得淋漓尽致：

一贪欲 、 色

欲 、 射欲 、 妒忌等人性之恶在争财夺爱的殊死较量中 ， 纷纷暴露在阳光下 。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象征母性的榆树下 ， 换言之 ， 人性的善恶都是母性所孕

育 ， 既如此 ， 所以母性必须包容 。 这里 ， 颂扬了母性的博大胸怀 。 这样 ， 榆

树象征的母性指向大地 （农场 ） ， 这是象征的延伸和扩展 。 因此 ， 结局是冥

冥之中 ， 埃本母亲的农场是谁也剥夺不了的 。 全剧的结尾值得体味 ：

警 官 ［尴尬地 ］ ： 啊哈
——

我们 最好动身 吧 。

？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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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比 ： 等等 。 ［ 转 向埃本 ］ 我 爱你 ， 埃本 。

埃本 ： 我爱你 ， 阿 比 。 ［ 他们接 吻 。 三个警察尴尬地笑 ， 咕 噜 着什 么 。 埃本拉

起 阿 比 的 手 ， 他俩从 后 门 走 出 去 ， 警察 跟 随其后 ， 出 了 屋 子
，
他俩 手 拉手 走到 大

门 。 埃本停下来 ， 指着 日 出 的天 空 。 ］ 太 阳升起来 了 。 真美 ， 是不是 ？

阿 比 ： 嗯一是啊 。 ［ 他俩站 了 片 刻 ， 抬 头 仰望 ，

一 副 沉醉 的样子 ， 同 时怪怪

地淡远 而虔诚 。 ］

警 官 ［ 羡慕地环顾农场
一对他 的 同伴说 ］ ： 这农场可 真棒 ， 无 可 否认 。 我 也

巴望 占有 它 ！

幕 落

剧终 。

ｍ

结尾处 ， 阿比和埃本之间 的爱情得到了肯定 ， 这是种种欲望较量的结

果 。 这里还蓄意安排了初升的太阳这一象征 ， 具有双重含义 ： 在大的方面 ，

指向整个人类 ， 即尽管榆树下充满了欲望之争 ， 但人类仍然有希望 ， 人性的

总趋势是向善 。 这可 以 叫做现代悲剧 的
“

光明 的尾巴
”
［

９
］

， 不同于古典悲

剧 。 但无论古典悲剧或现代悲剧 ， 其终极 目的都是劝善 。 希腊悲剧本身所固

有的特质就是
“

强有力的悲观主义
”

［
Ｗ

］

。 继承希腊悲剧的传统 ， 奥尼尔认

为悲剧
“

是人生 的意义一也是希望。 最崇高的永远最具悲剧性的
”
［

１ １
］

。

而太阳的升起具体到埃本和阿比身上 ， 无疑指向他们爱情的永恒 ， 这是欲望

的升华 。 年龄相若的他们从陌生人 、 继母 （子 ） 、 情人 ， 最后成为情侣 。 看

来 自然力是强大的 ， 老父卡博最后还是败在儿子手下。 他的亡妻可能在冥冥

之中左右了这一切 ， 老父带回家的女人最后成为儿子的伴侣 。 在这个意义

上 ， 《榆树下的欲望 》
一剧根本不能算乱伦剧 ， 最多是悲剧中的一抹荒诞

色彩 。

对于同一个象征体的解读也不是单一的 ， 依据读者中心论 ， 这正是文学

作品产生意义的关键。 在文本的解读上 ， 读者比作者更具优势 ， 因为一个作

品在被阅读之前 ， 它的意义只是一种预期 ， 只有读者的阅读活动的介人 ， 这

种预期才得以实现 。 据此 ， 对于榆树这一象征的解读 ， 也存在下述可能 ： 笼

罩在农舍之上的两株榆树 ， 象征两个女人 ， 即 已死的埃本的生母和老卡博带

回家的埃本的继母阿比 。

一死一生 ， 各据阴阳 ， 进行欲望的较量 。 埃本的母

亲阴魂不散 ， 为全剧定下了悲剧的基调 ， 氛围极为沉重 ， 与开幕时三兄弟赞

叹的 田野上亮丽的落 日天际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 。 而当卡博兴冲冲地带着他

． ２ＶＴ．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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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婚之妻阿比回到农场时 ， 另
一个女人突如其来的出现立刻打破了农舍沉

郁的基调 。 这个漂亮的年轻女人似乎从外界带来一缕清风 ， 她的姿色和蓬勃

的精力同这个沉闷的农舍是如此的不相称 ， 立即引起埃本的敌意 。 然而 ， 谁

也逃不过人的本性中的欲望的冲击 ， 埃本第一次看见他的继母时实际上就已

经乱了方寸 ， 同时阿比以
一个年轻女人的直觉 ，

也立即感受到埃本对她的吸

引力 以及她对埃本的诱惑力 。 请看下面一段舞台说明 ：

［ 阿 比 ３５ 岁 ， 体态 丰盈 ， 活力 洋溢 。 她 的脸 圆 圆 的 ， 很漂 亮 ， 但被一脸粗俗 的

性欲破坏 了 。 她 的 下颚显 出 她 的 力 量和 固执 ，
眼 睛 显 示坚 搔 的毅力 ， 同埃本一样 ，

她 的个性 中有一种不 稳定 的未驯服 的 无所顾 忌 的 气质 。 ］

［ｍ

按剧本的说明 ， 埃本只有 ２５ 岁 ， 在一个成熟的女人面前 ， 他很 自然地

被两种本能冲动所左右 ： 既渴望得到阿比作为他继母的母爱 ， 又在下意识中

憧憬着她的性爱 。 最后尽管阿比以杀婴罪进了监狱 ， 然而她同埃本的爱情却

得到了高度的张扬 ， 爱情战胜了对财产的贪欲 。 榆树的象征意义得到了完美

的诠释 。

榆树是 《榆树下的欲望 》 剧中 的主要象征 ， 但奥尼尔还运用了其他局

部的象征 。 如石头垒的墙象征人际间的隔阂和农场与外界的隔阂 ， 金色的落

日象征彼得和西蒙所梦想的去加利福尼亚淘金获得的财富 ， 反复提到他们衣

服和鞋上的泥土以及他们身上散发的泥土味象征农民的朴实和农场生活的艰

辛 ， 所有这些为揭示人物的心理世界打开了一道道门窗 ， 让读者或观众有机

会更细微地窥见人性的善恶 。

１９２９ 年 ， 奥尼尔说 ：

“

对我的剧本影响最深的是我对所有时代的戏剧的

了解——尤其是希腊悲剧 。

”［
１ ３

］研究表明 ， 对奥尼尔的戏剧创作最有影响的

有易 卜 生 （
ＨｅｎｒｉｃＩｂｓｅｎ

，
１ ８２８

－

１ ９０６
） 、 斯特林堡 （

ＡｕｇｕｓｔＳｔｒｉｎｄｂｅｒｇ ，

１ ８４９
－

１ ９ １ ２
） 、 陀思妥耶夫斯基 （

Ｆ
ｙｏ
ｄｏｒＭｉｋｈａ

ｙ
ｌｏｖｉｃｈＤｏｓｔｏｙｅｖｓｋｙ ，１ ８２ １

－

１ ８８ １
） 、 高尔基 （

ＭａｘｉｍＧｏｒｋｙ ，１ ８６８
－

１９３６
） 。 这些影响都不是简单地出现

在他的创作中 ， 而是融会贯通于他为把希腊悲剧精神重建在现代悲剧中所作

的毕生努力 。 在谈到戏剧家的使命时 ， 奥尼尔这样说过 ：

当今 的戏剧家必须挖掘 当今的病根 ， 他 怎 么感觉 到 ， 就怎 么 写
——老 的上 帝 已

死 、 科学和物质 主义未能产 生 一个令人满 意 的新上帝 ， 以便正在努力挣扎 的原始 的

．娜 ．



略论 《榆树下的欲望 》 的象征主义手法

宗教本能借此找到 人生 的 意义 、 慰藉死亡 的 恐惧 。

他 自 己正是这样一位戏剧家 ， 终生致力于探索人性 ， 惩恶扬善 ， 在现代

舞台上演绎了一出 出震撼心灵的悲剧 ， 感召世人 ， 警示众生 。 至今他的戏剧

也未落幕 。

注释 ：

［
１

］１９２５ 年 《榆树下的欲望》
一剧在洛杉矶的首场演出后 ， 演员被当局以上演杀婴 、

酗酒 、 报复和乱伦剧 目而拘捕 ， 后经法庭激辩 ， 无罪释放 ， 该剧继续公演 。

［
２

］
“

悲剧性的思维定式
”

原文为
“

ｔｈｅｍｉｎｄｓｅｔｏｆｔｒａｇｅ
ｄ
ｙ

”

， 指作家受悲剧影响很深 ， 且

富有人生悲剧性的个人经历 ， 由此而形成一种心理上的对于事物的悲剧性特别敏感

的 比较固定的思维模式 。

［
３ ］ 程朝翔 ， 《美国人的工作理论与奥尼尔的悲剧意识》 ， 《尤金 ？ 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

集》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１９９７

， 第 ７７ 页 。

［
４

］
“

净化作用
”

的原文为
“

ｃａｔｈａｒｓ ｉｓ

”

。 亚里士多德首先在其著作 《诗艺》 中提出 ， 指

人们在阅读或观看悲剧时所产生的恐惧和怜悯两种激情 ， 而通过对悲剧主人公遭遇

的设身处地的体味 ， 发现这两种激情具有破坏性 ， 导致观众对 自 己身上的这两种激

情的升华 ， 即规避它们 。

［
５

］ 张顺赴译 ， 未刊 。 原文参见 ：
ＥｕｇｅｎｅＯ

’

Ｎｅｉ ｌｌ
：Ｄｅｓ ｉｒｅｉｗｗｆｅｒＴＶｉｅＺ＾ｅｍｍｒｅ

Ｖ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ｙＷａｌｔｅｒＢｌａｉｒ
，Ｓｃｏｔｔ

，Ｇｌｅｎｖｉｅｗ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ＦｏｒｅｓｍａｎａｎｄＣｏｍｐ
ａｎ

ｙ ，

１９６ １ ．ｐ
． １ １５５ ．

［
６

］ 缪勒特 ， 《不平凡的故事 》 ， 《霍夫曼》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１９８６

， 第 ２２ 页 。

［
７

］ 张顺赴译 ， 未刊 。 原文参见 ：
Ｅｕ

ｇ
ｅｎｅＯ

’

Ｎｅｉｌｌ
：Ｚ？ｅｈｒｅｕｍ＾ｅｒ７如Ｚｉｔｏｍｍｒｅ

Ｖ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ｙＷａｌｔｅｒＢｌａｉｒ
，Ｓｃｏｔｔ

，Ｇｌｅｎｖｉｅｗ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Ｆｏｒｅｓｍａ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ａ
ｎ
ｙ ，

１ ９６ １
，ｐ

．１ １５９ ．

［
８

］ 张顺赴译 ， 未刊 。 原文参见 ：
ＥｕｇｅｎｅＯ

’

Ｎｅｉｌｌ
：ＤｅｓｉｒｅｕｊｗｉｅｒｆＡｅＬｉｆｅｒｏｍｒｅ

Ｖ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ｙＷａｌｔｅｒＢｌａｉｒ
，Ｓｃｏｔｔ

，Ｇｌｅｎｖｉｅｗ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Ｆｏｒｅｓｍａ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 ，

 ？

１９６ １
， ｐ

． １ １９６ ．

［
９

］
“

光明 的尾巴
”

指在现代悲剧中 ， 剧作家在剧终幕落之际留给观众的隐隐约约 的希

望的暗示 ， 这是现代悲剧有别于古典悲剧的一个重要方面 。

［
１ ０

］
“

强有力的悲剧
”

的原文为
“

ｔｒａｇ
ｅｄ
ｙ
ｏｆ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

， 指古典悲剧的精神 ， 即悲剧不悲

观 ， 能给人以启迪和力量 。

［
１ １

］ 阿瑟 ？ 涅特卡特 ， 《尤金 ？ 奥尼尔的心理分析》 ， 《现代戏剧》 １９６０ 年第 ３ 期 ， 第

２４８页 。

？

２４９？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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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 张顺赴译 ， 未刊 。 原文参见 ： ＥｕｇｅｎｅＯ
’

Ｎｅｉｌｌ ：Ｄｅｓ ｉｒｅｉｗｗｉｅｒＨｍｓ
，

７７ｉ£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ｑｆ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ｙＷａｌｔｅｒＢｌａｉｒ
，Ｓｃｏｔｔ ，Ｇｌｅｎｖｉｅｗ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Ｆｏｒｅｓｍａ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 ，

１９６ １
，ｐ

．１ １ ６７ ．

［
１３

］ 阿瑟 ？ 涅特卡特 ， 《尤金 ？ 奥尼尔的心理分析》 ， ． 《现代戏剧》 １９６０ 年第 ３ 期 ， 第

２４８页 ０

［
１４

］ 张顺赴译 ， 未刊 。 原文参见 ：
Ｚ＾ｆｔｅｒｔｏＧｅｏｒｇｅＭｅｒｃｕｒｙ ，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２９
，ｐ．１ １９ ．

？ ２５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