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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马修撒拉时代 》
———萧伯纳思想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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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到马修撒拉时代 》是萧伯纳的一部重要剧作 ,在该剧里 ,萧伯纳对于其创造进

化论思想以及人类自身弱点与社会问题进行了阐释。萧伯纳认为 ,目前人类自身存在着严重
的劣性 ,在生命力的作用下 ,他们将进化为超人 ,而超人将能够解决目前人类无力解决的社会

问题和自身弊端。两性关系中的婚姻将不复存在。该剧对于帝国主义战争和英国议会制度也
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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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伯纳 ( George Bernard Shaw)于 1856年 7月 26日生于爱尔兰

的都柏林 , 1950年 11月 2日逝于英国的赫特福德郡的圣劳伦斯
市 ,是闻名世界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剧作家、文学评论家 ,也是英
国历史上重要的费边社会主义宣传鼓动家。萧伯纳是一位多产作

家 ,一生中写了 5部长篇小说、52部剧本和大量政治论文 ,其作品
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他对于人类社会问题的探索和对于其超人思

想的阐述。《回到马修撒拉时代 》是萧伯纳的一部重要剧作 ,在该
剧里 ,萧伯纳对于其创造进化论思想以及人类自身与社会问题进

行了清晰的阐释。

一、创造进化论
萧伯纳对于传统的宗教持否定态度。在本剧序言《寻求第一

起因》里 ,他明确地说 ,“宗教什么也不是 ,只是托儿所里儿童故事
中的妖怪。”[ 1 ]但他拥有自己创造的宗教———创造进化论。在本
剧序言《如何对待传说》里 ,萧伯纳直截了当地说 ,“创造进化论已

经是一种宗教 ,的确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的宗教。”[ 2 ]

萧伯纳的创造进化论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的

进化思想 ,他相信在所有生物中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生命
力 ,生命力使生物一代一代地向前进化。在本剧序言《创造进化

论》里 ,萧伯纳表述了这种进化。他说 ,“进化显示了生命力的各种
成果 :提供给蜈蚣一百条腿 ,清除掉鱼身上的腿 ,给陆地动物提供

肺与肢体 ,给海洋生物提供腮与鳍 ,让哺乳动物能够在体内孕育 ,

让禽类在体外孵卵 ,可以说给我们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任何装置 ,

以使我们行动自如与提高才智。”[ 3 ]

萧伯纳认为 ,生物的进化过程通常是缓慢的 ,以至于我们感觉

不到它们的进化 ,以为它们是停滞不前的。而实际上 ,生物的进化

从未停止 ,并彼此相互融合成为新的生命形式。在本剧序言《早期

进化论者》里 ,萧伯纳说 ,“生物在永远变化并彼此相互融合成为新

的生命形式 ,正如钟表的指针在不停地转动一样 ,尽管它运转如此

缓慢 ,我们以为它是静止不动的。我们觉得 ,这只钟表已经停止运

转好长时间了。不过 ,一只神秘的手会使其突然复活 ,千万别在意

它目前的状态。”[ 4 ]

二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 ,生命力可以使生物的进化发生跳跃 ,

从而产生新的生物物种。在本剧第二幕《巴拿伯斯兄弟的福音 》

中 ,萧伯纳通过康拉德与伯哥的对话 ,表明了这种进化的跳跃。

CONRAD:“大自然总是以跳跃的方式前进 ,她可能要花两万年才

下定决心跳跃 ,但一旦她最终下了决心 ,这一跳就足以把我们带入

一个新的时代。”BURGE:“超人时代 ,啊 !”CONRAD:“不 ,与我们

完全不同的人类。”[ 5 ]

根据萧伯纳的创造进化论 ,在生物的进化过程中 ,生物的意志

可以控制进化的方向。人类最早的祖先是女性李丽斯 ,她是当时

唯一的人类。当她看到一只小鹿由于外力而死亡 ,她开始意识到 ,

为避免人类灭绝 ,她必须再创造一个自我。她的意志强大 ,她开始

反复运用意志来自我创造。她忍受了可怕的剧痛 ,她的呻吟声使

整个伊甸园无法入睡。她说这种痛苦再也不要出现了 ,创造新生

命的负担超出了人类所能忍受的限度。当她褪去外皮之后 ,没有

出现一个新的李丽斯 ,而是两个 :一个像她本人 ,另一个就是亚当。

在萧伯纳的创造进化论中 ,生命力从无意识的阿米巴虫开始

形成生命 ,到逐渐进化到了有充分意识的人类。生命力在一步一

步地创造自我意识越来越高的生物 ,然后将所创造的生物作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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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产品遗留下来 ,继续创造自我意识更加强烈的生物。生物

从没有自我意识进化到拥有较低的自我意识 ,再发展到较高的自

我意识 ,从本能行为进化到自我理解。时代已经发展到了生物成

为拥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人类 ,他能够将进化的方向控制在自

己手中。在本剧第二幕《巴拿伯斯兄弟的福音 》中 ,萧伯纳通过弗

兰克林之口说 ,“追求无所不能与无所不知 ,这是我们宁愿舍弃快

乐和生命而追求的。进化就是这种追求 ,别无它求。人类不同于

微生物 ,只因为他在这条路上更进了一步。”[ 6 ]

根据萧伯纳的创造进化论 ,生物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 ,经过长

期的、一代又一代的生物特征的积累 ,会产生出新的生物习性并生

长出新的器官。新的习性和新的器官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而产生

的 ,是生物自身意志渴望得到的。萧伯纳通过法国博物学家拉马

克的话表达了他的观点。在本剧序言《早期的进化论者 》里 ,他说 ,

“拉马克认为 ,尽管外部条件 ,诸如气候变化 ,食物供应 ,地理剧变

等对于生命产生影响 ,生物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它们自身想要改变。

进化中的重要因素是有用或无用。如果没有眼睛而想要看 ,反复

试着去看 ,最终就会长出眼睛来。⋯⋯长颈鹿的长颈是如何长出

的 ? 拉马克会说 ,通过想要获得树高处的嫩叶 ,反复试着去得到 ,

直到最后成功地长出必要长度的脖子。”[ 7 ]人类走向更高级阶段

的进化也同样是要通过渴望与意志来完成。在本剧序言《最重要

的是自我控制》里 ,萧伯纳说 ,“如果长颈鹿能够通过渴望、意志与

尝试长出长颈 ,人类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发展其特性。”[ 8 ]

在人类进化到目前阶段之后 ,要进一步改善人类的文明 ,就要

以优生学为基础改造人类物种 ,需要经过很多代人类的不断努力。

另外 ,还要争取使人类更长寿。这样 ,人类可以在较长的生存时间

里开发自己的智慧 ,增长自己的知识和阅历 ,以便有更多的能力来

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在该剧中 ,萧伯纳提出人类最终要达到至

少 300岁的寿命。

在本剧序言《自愿长寿 》里 ,萧伯纳表达了人类长寿的必要性

与可能性。他说 ,“很明显 ,可以随意改变的事情当中包括人类的

寿命。⋯⋯死亡并非生命的永久现象 ,而是提供持续更新而不至

于过分拥挤的权宜之计。⋯⋯就人类来说 ,人类的寿命太短了 ,从

实现高度文明的目的来看 ,人类在死亡时只不过是儿童。⋯⋯如

果从机会主义角度 ,人类目前把他的寿命设定为 70岁 ,他同样可

以将之设定为 300岁 ,或 3000岁 ,甚至是无限长 ,直到或迟或早的

致命事故结束他的生命。⋯⋯这并非狂妄的猜想 ,这是推导生物

学 ,如果生物学有这么一门学科的话。”[ 9 ]

由于目前的人类寿命太短 ,从实现高度文明的目的来看 ,他们

在死亡时还处于儿童阶段 ,因此 ,他们无力承担实现高度文明的重

任。在本剧第四部分《老年绅士的悲剧 》第一幕中 ,萧伯纳通过女

长寿人竺对人类的评价的表明了他的观点。ZOO:“知道什么是正

确的还不够 ,必须有能力做才行。他们无力去做 ,因为他们生活的

时间太短了 ,发现不了如何去做 ,或不能摈弃孩童的幼稚 ,这种幼

稚阻止他们真正想要去做。”[ 10 ]

由于目前人类的孩童幼稚性 ,他们不但不能够承担实现高度

文明的重任 ,而且可能会毁灭这个世界。在本剧第五部分《思想所

能到达的极限》里 ,萧伯纳通过女古代人与新出生人的对话表明了

这一点。THE SHE - ANC IENT:“曾经有一个时期 ,这个世界被给

予孩童玩耍 ,因为他们承诺说要改善它。他们没有改善它 ,他们本

来会把它毁灭 ,如果他们的能力强大到与你现在所拥有的一样 ,而

你不再是孩童。”[ 11 ]

萧伯纳认为 ,由于目前人类的寿命过短 ,人类对于自己生命并

不十分珍惜 ,缺乏责任心 ,对于未来没有足够的关心。而长寿却可

以改变这种情况。在本剧第三部分《事情发生了 》中 ,他通过伯哥

- 卢宾说 ,“事实是 ,在过去某些时间我行为鲁莽 ,不计后果 ,因为

我觉得生命太短了 ,不值得为之过于烦心。不过 ,我刚刚知道我可

以活得比预计的时间长得多。理性会告诉你 ,情况不同了 ,因

而⋯⋯。”[ 12 ]

在本剧第四部分《老年绅士的悲剧 》第一幕中 ,萧伯纳通过女

长寿人竺的话 ,强调了长寿的重要与短寿的危害。长寿使得人类

拥有责任感 ,积极探索事物的真相 ,而短寿使人类失去探索事物真

相的兴趣 ,专注于眼前享乐。ZOO:“重要的是 ,并不是我们生活了

多少年 ,而是我们还有多少年要生活 ,这使我们认真负责 ,决心发

现一切事物的真相。事物的真相对于你们来说又算的了什么呢 ?

你们一生充满谎言 ,但我们不是。如果我知道我二十年后就要死

亡 ,我就会觉得不值得去获得知识 ,我就会对别的事情不感兴趣 ,

而只想在生命延续这段时间寻求一点快乐。”[ 13 ]

另外 ,萧伯纳认为 ,帝国主义之间战争的起因也与人类寿命过

短有关 ,拯救人类文明免于战争毁灭也使长寿成为必要。在《老年

绅士的悲剧》第二幕中 ,萧伯纳通过神谕对拿破仑的谈话表达了他

的观点。THE ORACLE:“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 他们的生命太短

了 ,不值得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你的战争游戏值得玩。”[ 14 ]

萧伯纳拟想在宇宙创造过程中有四种基本因素 ,即意志 ,生

命 ,生命力与物质。最初 ,一切都是意志的产物 ,而最终生命将会

成为四因素中的至高无上者。萧伯纳创造进化论中的生命力是存

在于所有生物中的、有目的的进化动力 ,它可以消除生物自身中的

软弱和不良的本性 ,使生物在精神和身体各个方面都达到完美的

境界。生命力通过实验而延续与捉高 ,在实验中会有错误的产生 ,

因而产生达不到生命力要求的不完美的生物。而生命力会继续实

验 ,最终产生完美的生物。

在本剧序言《文明的脆弱》里 ,萧伯纳表达了这种观念。他说 ,

“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多次 ,总是伴随着同样的结果 ,即文明的瓦

解。⋯⋯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人类找不到改邪归正的疗方 ,就无疗

方可寻。当猴子达不到标准时 ,生命力能够创造人类。同样 ,当人

类达不到标准时 ,这种力量也能创造出更高一级的生物。”[ 15 ]在本

剧第二部分《巴拿伯斯兄弟的福音》中 ,萧伯纳通过弗兰克林之口 ,

再次表达了这种观念。FRANKLYN:“进化背后的力量 ,无论你叫

它什么 ,决心要解决文明的问题。如果不能通过我们解决 ,它就会

创造出更有能力的工具。人类并非上帝最后的代言 ,上帝还可再

创造。如果你完不成它给的任务 ,它将创造出能完成其任务的

生命。”[ 16 ]

根据萧伯纳的进化论思想 ,产生超人 ,也就是产生完美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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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的进化模式还不是很清晰 ,但在其产生前的每一个出生的
生命都是生命力进行实验的组成部分。[ 17 ]人类进化的目标是意志

与生命力结合而产生新的人类。而且 ,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是

不可阻挡的。在本剧第一部分《世纪之初 》第一幕 ,萧伯纳通过蛇

之口 ,说出了他的信念。THE SERPENT:“去做吧 ,敢于去做。一切

皆有可能。一切 !”在本剧第三部分《事情发生了 》中 ,他通过孔子
的话重申了他的信念。CONFUC IUS:“我们能做的事情没有一件能

阻止它。引起这种改变的生命力会使我们的反对不起作用。”[ 18 ]

萧伯纳认为 ,人类的进化依靠四种精神因素 ,这四种因素是 :

渴望 ,想象 ,意志 ,创造。人类进化就是从渴望进入某种目标 ,到想
象如何去实现这种目标 ,再到拥有实现这种目标的决心和意志 ,最

后成功地实现目标 ,创造出新的人类物种。萧伯纳通过夏娃与蛇
的对话 ,表明了这种进化过程。EVE:“渴望 ,想象 ,意志 ,创造 ,这

个过程时间太长了。”THE SERPENT:“一句话 ,就是孕育。开始于

想象 ,结束于创造。⋯⋯想象是创造的开始。你想象你所渴望的
东西 ,你将意志投入想象之中 ;最终创造出你意志中的东西。”[ 19 ]

在这个进化过程中 ,意志是最关键的因素 ,萧伯纳通过蛇的话

表明了这一点。THE SERPENT:“当李丽斯告诉我它想象的东西 ,

我吩咐她渴望它并意志决心得到它。令我们惊奇的是 ,她渴望它
并意志决心得到的东西 ,在意志力的驱策之下在她身上自我创造

出了。”[ 20 ]

在本剧第五幕《思想所能达到的极限 》中 ,萧伯纳通过女古代
人之口重申了意志的作用。THE SHE2ANC IENT:“我可以设计和创

造。当我的手臂软弱无力时 ,我用意志使它强壮 ,我能够在上面创

造出一圈肌肉。当我明白了这一点 ,我知道我能够使我自己长出

十条手臂和三个头颅 ,这不足为奇。”[ 21 ]

二、对于人类恶性的批判

萧伯纳认为 ,目前人类自身存在着严重的劣性 ,他们的行为令

人厌恶 ,他们在想方设法毁灭这个世界。依靠他们来创造高度文
明是不可能的 ,他们必须被更高级的人类———超人所取代。在本

剧第五幕《思想所能达到的极限 》中 ,萧伯纳通过李丽斯之口表达

了他的思想。L IL ITH:“我是否要再分娩一次 ? 我是不是应当创造
出将他们扫除的人 ,正如他们扫除花园中的野兽和爬虫 ? 我耐心

地等待他们很久了 ,他们折磨得我很痛苦。他们做骇人听闻的事
情 ,他们与死亡拥抱 ,把永恒的生命看作神话。我震惊地看到我创

造出的东西在蓄意犯罪和毁灭。⋯⋯当有人忏悔并生活了三百年

时 ,我已感觉到了再分娩的剧痛 ,我等待看到将发生的变化。”[ 22 ]

在该幕剧中 ,萧伯纳通过人形的创造者马提勒斯与男人形、女
人形、新出生人等众人的对话 ,进一步揭露并批判了人类的恶性。

MARTELLUS:“我欠考虑 ,我没有预见到他们会杀人 ,会欺骗 ,会说

谎 ,会爱好邪恶。”THE MALE F IGURE:“你谴责我们的人类本性
吗 ?”THE FEMALE F IGURE:“我们只是凡人 ,并非天使。”ARJ IL2
LAX:“他们既淘气 ,又疯狂。我们不可以毁灭他们吗 ?”STREPH2
ON:“我们憎恶他们。”THE NEWLY BORN:“我们厌恶他们。”

ECRASIA:“他们有毒。”[ 23 ]

不过 ,萧伯纳同时认为 ,尽管人类自身存在严重的恶性 ,但在

在生命力的作用之下 ,人类的本性可以进化到高级阶段 ,恶性可以
消除。在人类本性改造之前 ,人类自私残酷 ,互相残杀。在被注入
新的生命力之后 ,人类的恶性消失 ,彼此关爱的美德与理性开始展

现出来。萧伯纳通过男、女人形在被注入新生命力前后与众人的
对话表明了人类本性的可塑性。

男、女人形在被注入新生命力前与众人的对话 : THE FEMALE

F IGURE:“别这么残酷 ,我不适合去死。我被创造得不好 ,难道这

是我的错 ? 杀死他 ,留下我。”THE MALE F IGURE:“不 ,我没有伤

害人 ,是她伤害的。如果你们愿意 ,就杀死她 ,你们没有权利杀死

我。”THE NEWLY BORN:“你们听到了吧 ? 他们要彼此残杀。”AR2
J ILLAX. :“怪物 ! 把他们全杀死 !”[ 24 ]

在被注入新生命力后与众人的对话 : THE HE2ANC IENT:“他们
没有任何自我控制能力 ,完全靠生理反射在活动。我们看看能不

能给他们多注入点生命力。 (他握住男人形的手放在其头上 )听

着 :你们两人当中有一个要被毁灭 ,哪一个应当死 ?”THE MALE

F IGURE (微微抽搐了一下 ,这期间他的眼睛紧盯着男古代人 )“放

过她 ,杀了我吧。”STREPHON:“有进步。”THE NEWLY BORN:“进
步很大。”THE SHE2ANC IENT(握住女人形的手放在其头上 ) :“我

们要杀死你们哪一个 ?”THE FEMALE F IGURE:“把我们都杀死吧 ,

我们失去了彼此 , 还如何生活 ?”ECRASIA:“女人比男人更

明智。”[ 25 ]

萧伯纳通过男、女人形在被注入新的生命力前后与众人的对
话 ,表明人类本性是能够进化与改良的 ,更高级的人类———超人是

可以产生的。

三、两性关系
萧伯纳思想中的有关两性关系的观念与其创造进化论思想有

着密切的联系 ,是其创造进化论思想的清晰体现。在萧伯纳的创
造进化论中 ,女性比男性更重要。他认为 ,人类的生命首先是从女

性开始的。在本剧中 ,人类的第一人是女性祖先李莉斯 ,当时人类

的寿命是无限的 ,为了避免由于意外而使人类灭亡 ,她将自己的身
体一分为二 ,创造了亚当和夏娃 ,以便人类繁衍。

萧伯纳认为 ,在两性关系中 ,性行为与情感和浪漫没有关系 ,

它只是为了种族的繁衍而存在。萧伯纳把性本能看着是创造进化

论中产生超人的手段。他鼓吹最终废除婚姻和家庭 ,因为婚姻与
家庭掩盖了性行为的真正目的 ,阻碍了人类物种的进化和超人的

产生。在他看来 ,性本能不受个人情感影响 ,也并非永恒的 ,它不

需要亲密关系 ,也并不必然建立两性之间的密切关系。性与爱无

关 ,并非因为爱才有性。人们错误地理解了性的本能与目的 ,这种

错误表现在家庭这种社会单位的建立。人们错误地幻想 ,丈夫与

妻子由于相爱才组成家庭 ,他们相互属于对方 ,不进行婚姻之外的
性行为。但实际上 ,情况并非如此 ,婚姻并没有阻止婚外性行为的

发生 ,因为性本能是非个人化的 ,它是生命力的工具 ,因而就会千

方百计地去寻求它的最佳的、最自然的组合 ,以完成生命力所赋予

的使命 ,使种族在进化之中不断地优化。因此 ,家庭的存在阻碍了

生命力的最大可能的发挥 ,也就阻碍了超人的产生。[ 26 ]

萧伯纳对于婚姻的反对态度开诚布公。他说 ,“对于婚姻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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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即是对于私有财产的进攻。因此 ,雪莱比憎恨盗马贼更加憎恨
丈夫 ;比憎恨夜盗更加憎恨妻子。⋯⋯婚姻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
过时的但却还没有修正的制度。”[ 27 ]

萧伯纳赞同女性在婚姻以外进行生育。他认为 ,怀孕生育的

权利是女性最神圣的权利 ,这种权利不应当附加任何条件 ,除非妨

碍了整个种族的利益。有很多女性 ,他们具有高尚的品格、优秀的
素质、强者的气质和独立性 ,她们不喜欢传统的、与男性在一起的

婚姻与家庭生活 ,但她们拥有生育的权利 ,她们往往是种族繁衍中
最珍贵、最适合做母亲的女性 ,没有必要强加给她们一个丈夫作为

她们生育的代价。[ 28 ]

在本剧中 ,萧伯纳描写了公元 3000年时的爱尔兰沿海高尔威

海湾地区生活景象 ,那里是萧伯纳心目中的理想生活之地。那里
生活着长寿人 ,他们的寿命是 300岁 , 50岁还属于青少年阶段。他

们不知道婚姻为何物 ,但生育繁衍没有停止。萧伯纳通过老年绅

士与少女竺的对话 , 表现了当时婚姻的消失。 THE ELDERLY

GENTLEMAN:“我觉得你应该还没有结婚 ,显然你太年轻 ,不过很

难肯定⋯⋯”ZOO: (完全莫名其妙 )“什么 ?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
我一点也不知道结婚是什么意思。它是不是‘做妈妈’的旧讲法 ?”

THE ELDERLY GENTLEMAN:“你的婴孩 ? 恐怕我涉及敏感话题 ,

不过 ,你的外表相当年轻 ,我可以问问有几个吗 ?”ZOO:“到目前只

有四个。对于生小孩 ,我很在行。第一个很成功 ,因此我就继续

⋯⋯”[ 29 ]

那时候 ,传统的家庭观念也不存在 ,人们既不清楚也不关心自

己的父亲是谁。萧伯纳通过老年绅士与一男子的对话表现了当时
的社会风尚。THE ELDERLY GENTLEMAN:“人们会觉得我是你父

亲。”THE MAN: (震惊 )“嘘———! 这里的人从来不提及这种关系。
这个话题不合适。你是不是我的父亲 ,这有什么关系呢 ?”[ 30 ]

在两性关系中 ,女性更主动于男性 ,这是由于女性意识到自己

是生命力是实现更高目标的工具 ,而男性是女性完成生命力赋予

的使命的工具。在本剧第五幕《思想所能达到的极限 》中 ,萧伯纳
通过刚出生不到五分钟的女孩与三岁男孩埃西斯的对话 ,表现了

在两性关系中女性的主动。THE NEWLY BORN: (对埃西斯 )“你
叫什么 ?”AC IS:“埃西斯 ”THE NEWLY BORN:“我爱你 ,埃西斯。
我要全部拥有你。拥抱我吧。”AC IS:“稳重点 ,年轻人 ,我已经三岁

了。”THE NEWLY BORN:“这有什么关系 ? 我爱你 ,我要全部拥有
你 ,否则 ,我宁愿回到蛋壳里不出生。”[ 31 ]

另外 ,两性关系中同性之间的妒忌也不复存在 ,人类在生命力

的驱策之下 ,为了创造更高级的人类而相爱繁衍。萧伯纳通过新

出生女孩与斯揣分等人的对话表明了这一点 ,并进一步表现了两
性关系中女性的主动。THE SHE2ANC IENT:“不要因为你的心上人

不爱你了就如此难过 ,新出生的人会顶替她。”THE NEWLY BORN:

“对 ,是的。我会做得比她更好。”STREPHON:“嫉妒 !”THE NEW 2
LY BORN:“不 ,不是的 ,那是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没有嫉妒。我爱

她 ,因为她曾经爱过你 ,因为你现在爱她。”[ 32 ]

四、对于战争的谴责
萧伯纳对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深恶痛绝。在本剧序言《技

术教育的恶魔功效》里 ,萧伯纳愤怒地批判了英国的学校教育把青
年人培养成杀人的魔鬼。他说 ,“学校青年被蓄意蒙蔽欺骗 ,因而
看不到根基于牟取不义之财的社会本性。他们被教育以尊崇寄生

懒惰与奢侈腐朽。⋯⋯在军队里他们尽最大能力地学会开飞机 ,

扔炸弹 ,用机关枪扫射。高威力炸药的发明者被授予奖励与荣誉。

他们被认真地教会如何制造杀人武器———军舰 ,潜艇 ,陆地大

炮———被用来毁灭。⋯⋯对他们来说 ,战争被当作宗教崇拜 ,杀人

就是成就。⋯⋯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不理解高尚政治 ,

他们甚至不知道有政治科学这门学科 ,他们只知道最大效率地强

制与奴役 ,甚至毁灭文明 ,因为他们作为杀人者的教育是如此彻底
而真诚。”[ 33 ]

萧伯纳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理论。他认为 ,达

尔文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是资本主义世界尔虞我诈
的理论基础 ,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 ,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战

争 ,也在实践着达尔文的信条。在本剧序言《为什么达尔文也使奸

商高兴》里 ,萧伯纳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评论 ,“而这一切 ,可以看

得出 ,从根本上说不是别的 ,正是每个交战国根据适者生存的信条

愚蠢地企图为自己获取最有利的条件。”[ 34 ]

在本剧第二幕《巴拿伯斯兄弟的福音 》中 ,萧伯纳通过弗兰克
林之口 ,对战争狂人进行了严厉谴责。FRANKLYN:“你们的名字

会作为欧洲不成熟的政客和君主流传给后人 ,你们为了你们各自

的国家而尽你们最大所能 ,成功地毁灭欧洲文明 ,事实上 ,消灭了
成百上千万的欧洲居民。”[ 35 ]

在本剧第四部分《老年绅士的悲剧 》第二幕中 ,萧伯纳通过拿
破仑之口 ,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组织者的恶毒与无耻进行了无情的

揭露。NAPOLEON:“我从不亲手杀人 ,他们互相残杀 ,他们死的时
候 ,口中高喊着胜利口号。他们咒骂着 ,但咒骂的人不是我。我的

才能是组织这场屠杀 ,把他们身上被和平捆绑的魔鬼释放出来 ,给
予人类这种可怕的快乐 ,他们把这种可怕的快乐称之为光荣。”[ 36 ]

萧伯纳通过拿破仑之口 ,表现了帝国主义战争对于各交战国人
民生命财产所造成的毁灭和人们道德观念的伤害 ,也表达了人民最

终会从战争中觉醒。NAPOLEON:“对于每个士兵来说 ,如果战争继
续 ,死亡成为必然 ,国民的破产也同样成为必然。这对于我意味着什
么呢 ? ⋯⋯战争使我受到国民爱戴 ,使我强大、著名 ,在历史上流芳

百世。但我预见到 ,如果我继续战争到底 ,我会被憎恶 ,被废黜 ,被监
禁 ,或许被处决。⋯⋯我可以保证战争的胜利 ,我是无敌的。但胜

利的代价是道德沦丧 ,人口灭绝 ,胜利者的毁灭一点也不少于失败
者的毁灭。”[ 37 ]

五、对于议会制度的鞭挞

萧伯纳反对英国议会制度 ,认为议会政府是由不懂得国家管

理、自私自利的政客组成。他们没有道德原则 ,唯利是图。他曾经
公开地说 ,“没有哪个还活着的、经历过二十年民主制度的、对于公

共事务热心的人会相信民主选举以及所选举出的机构是有效率
的。⋯⋯贵族政治的推翻给超人的产生创造了必要。”[ 38 ]

在本剧第二部分《巴拿伯斯兄弟的福音 》中 ,萧伯纳通过伯哥
与弗兰克林之间的对话 ,批判了英国政客的无耻与议会选举的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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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BURGE:“希望下届选举是根据原则搏斗 ,是吗 ?”FRANKLYN:

“我根本不想搏斗。选举是一场道德恐怖 ,像战争一样可怕 ,只是
没有流血 ,是每个与之有关的人的泥浆浴。你很明白它不会根据

原则而战。”BURGE:“相反 ,它不会以别的东西为根据。我相信 ,纲
领就是错误。我同意你的观点 ,原则是我们想要的。”FRANKLYN:

“没有纲领的原则吗 ?”BURGE:“一点不差。可以这么说。”
FRANKLYN:“为什么不用一个词———陈词滥调。这就是没有纲领

的原则所表达的。”[ 39 ]

萧伯纳对于英国议会深恶痛绝 ,认为议会是由一群疯子组成。

在本剧第三部分《事情发生了 》里 ,他通过伯哥 - 卢宾与孔子的对
话 ,表达了他对于议会的憎恨。BURGE2LUB IN:“英国人选举出由

疯子组成的议会 ,这有理由吗 ?”CONFUC IUS:“英国人的确总是选
举出由疯子组成的议会。”[ 40 ]

萧伯纳认为 ,英国政客只关心议会选举的成败 ,他们无耻地通
过贿赂选民、歪曲事实、鼓动偏见等卑鄙手段当选 ,他们没有治理

国家的方针策略 ,对此也不关心。在本剧第四部分《老年绅士的悲
剧》第三幕中 ,萧伯纳通过外交使节与老年绅士等人的对话 ,揭露
了英国政客的无耻嘴脸。THE ENVOY:“我知道如何来理解这个

启示了 ,我用三句话来讲 :我是陶工党领袖 ,我的党掌权了 ,我是首
相。”THE ELDERLY GENTLEMAN:“通过卑鄙手段获得 ,通过贿

赂、歪曲和鼓动最可耻的偏见。”THE ENVOY:“永远别介意贿赂与
谎言。⋯⋯我们必须设计一个能使公众兴奋的问题 ,把它推向全

国。”ZOO:“什么问题能使公众兴奋 ?”THE ENVOY:“那无所谓 ,我
也不知道。”[ 41 ]

对于英国议会政客只关心议会选举结果而对国家大事漠不关
心的丑恶行径 ,萧伯纳也通过神谕与竺之口 ,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当外交使节让神谕预告即将进行的议会选举结果时 ,受到神谕的
嘲弄。THE ORACLE:“回家吧 ,愚蠢的傻瓜。”ZOO:“与你所说的
杰出的前任十五年前得到的一字不差的回答。你来求神谕指点 ,

你也得到了同样的答复。想想你本来可以向神谕请教多少重要的
问题 ,神谕一定会告诉你。而你只求神谕告诉你能否当选。事情

总是这样。”[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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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to M ethuselah
———George Bernard Shaw’sManifesto of Thought

ZHANG M ing2ai
(D epartm 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N anjing Institu te of Technology, J iang Su N anjing 211167, China)

Abstract:Back to Methuselah is an important drama written by George Bernard Shaw. In this drama, Shaw exp lains his Crea2
tive Evolution, analyses human being’s weakness as well as social p roblem s. Shaw believes that the human being him self has se2
rious inferior qualities, and under the command of life force he will evolve into the superman, who will be able to solve social

p roblem s which are beyond the power of p resent human beings and overcome human being’s weakness. Marriage will disappear

between the two sexes. This drama also criticises B ritish parliament and wars among imperialist powers.

Keywords: George Bernard Shaw; the Creative Evolution; human being’s evi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exes; wars; parlia2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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