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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延宕”
赵涛 1  张莉英 2

1 商洛开放大学，陕西 商洛 726000；2 商州区九年制学校，陕西 商洛 726000

摘要：关于哈姆雷特的延宕问题，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性格原因，哈姆雷特从无忧无虑的快乐王子，变成多愁善感
的忧郁王子，再变成了犹豫不决的延宕王子；二是复杂的多样性身份，他的王子、儿子、侄子、人文主义者的多重身份，导致复
仇行动顾虑重重；三是现实原因，反动势力太过于强大，哈姆雷特却势单力薄。本文从“延宕”的解释、哈姆雷特的形象分析、
哈姆雷特“延宕”的原因分析等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哈姆雷特的“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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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作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之一，一直被视为性格悲剧的经典之作，哈姆雷
特作为西方文学中最经典的文学形象之一，一直
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其中最受争议就是他性
格中的“延宕”，哈姆雷特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他“延宕”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
考。

一、何为“延宕”

“延宕”一词来源于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
一《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主要讲述了丹麦
王子哈姆雷特为父报仇的故事：丹麦王子哈姆雷
特在德国的威登堡大学读书过程中，听闻了父亲
老国王的死讯，回国后遇到了叔叔克劳狄斯继承
王位以及与母亲乔特鲁德即将举行婚礼的一系列
事件，哈姆雷特对这一切充满了疑惑与怀疑。霍
拉旭向哈姆雷特讲述了老国王被克劳狄斯毒死的
过程，为了证实霍拉旭的话，哈姆雷特开始装疯
卖傻并导演了戏中戏，认定克劳狄斯是毒死老国
王的凶手，哈姆雷特最终决定复仇。在经历了劝
母认罪却失手杀死大臣波洛涅斯、被流放后又死
里逃生返回、回国后遭遇情人奥菲利娅死亡的一
系列事件后，不得不接受奥菲利亚的哥哥雷欧提
斯的决斗，最终在决斗过程中，乔特鲁德误喝

了克劳狄斯为哈姆雷特准备的毒酒，哈姆雷特与
雷欧提斯在决斗中双双中了毒剑，在得知这是克
劳狄斯的阴谋以后，哈姆雷特最终杀死了克劳狄
斯，故事最终以主要主人公的死亡而结束。关于
延宕，学界一般都视之为哈姆雷特在复仇行动中
的独特行为。在戏剧中，它指在尖锐的冲突和紧
张的剧情进展中，作者利用矛盾诸方各种条件和
因素，以副线上的某一情节或穿插性场面，使冲
突和戏剧情势受到抑制或干扰，出现暂时的表面
的缓和，实际上却更加强了冲突的尖锐性和情节
的紧张性，加强了观众的期待心理。文学史普遍
的观点认为哈姆雷特的悲剧是因为自己性格造成
的，哈姆雷特在为父亲报仇的过程中，他表现出
了瞻前顾后与优柔寡断的一面，这一行为被称为

“延宕”。关于“延宕”，后世研究也呈现出“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也有“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这些都是“延宕”
的由来。

二、哈姆雷特的形象

（一）理想的人文主义者
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理想

人物 , 他对人自身、对人类的明天满怀热爱和信
心 , 是一个富有理想、热情充沛、目光敏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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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勇敢、胸襟开阔、嫉恶如仇的人文主义者形象。
他出身高贵，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眼里
一切都是美好的，他对生活、对人类和整个世界
都有着与传统的封建礼教不同的看法。故事开始
之前，哈姆雷特在德国的威登堡大学读书，那里
是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重镇，人文主义思想深深
的影响着哈姆雷特，关于人的评价，他曾经这样
感叹道：“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
贵的理性！多么无穷的才智！多么优雅的仪表！
多么敏捷的举止！多么值得赞美！美的化身！万
物之灵！”我们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哈姆雷特是
一个满怀人文主义理想的青年。

（二）忧郁的王子
 当哈姆雷特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他赶回丹

麦，发现一切已经全完改变了，父亲的离世、母
亲的改嫁、叔叔的篡位、朋友的背叛，这一切让
哈姆雷特的陷入深深的痛苦中，他整天郁郁寡欢，
一切都不能使他发生兴趣。哈姆雷特的恋人奥菲
利娅这样评价道：“啊，一颗多么高贵的心是这
样陨落了！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
剑、国家所嘱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
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这样无可挽回地陨落
了！”哈姆雷特既要面对亲人离世的悲痛，还要
处处提防克劳狄斯的监视及迫害，杀父仇人就在
眼前，但因为种种原因却不能复仇，他为自己的
处境而忧郁。

（三）延宕的王子
当哈姆雷特返回丹麦后，先是参加了父亲的

葬礼，后参加了母亲的婚礼。亲情的失落，人情
的淡泊，让他感到人世的苍凉和价值的虚无，老
国王托梦告诉了他克劳狄斯谋害自己的真相。作
为读者，我们都希望他能尽快的行动，杀死克劳
狄斯复仇，但哈姆雷特犹豫不决，错失了一次次
复仇机会。“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
的问题 ; 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 或是挺身反
抗人世无涯的苦难， 通过斗争把它们清扫，这两
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 ”关于哈姆雷特的行为，
黑格尔的解释说：“哈姆雷特的延宕，因为他不
肯盲目相信父亲的话。”生存还是毁灭？生要面
对父亲被杀、母亲改嫁、叔叔的篡位、朋友背叛
的现实，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幻灭了，他要复仇，
可是又因为重重阻碍阻止了他的复仇，他无力改
变现状，只能生活在痛苦之中。死亡，他又没有
面对未知世界的勇气，所以他用疯癫来掩饰自己
内心的痛苦。

三、哈姆雷特“延宕”的原因

（一）性格原因
哈姆雷特性格忧郁、沉思、犹豫。当新国王

在祈祷时，他放弃了杀死新国王复仇。关于哈姆
雷特放弃复仇机会，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争议。

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认为，哈
姆雷特不杀新国王的行为，可以解释为“俄狄浦
斯情节”。“俄狄浦斯情节”认为孩子对异性父
母心怀依恋，哈姆雷特对母亲的欲望使他对父亲

充满仇恨，在潜意识中想取而代之，而叔父实现
了他的愿望，叔父的行为让他照见了自己，从而
丧失了杀死叔父的勇气。精神分析学派的另一位
代表人物拉康认为哈姆雷特延宕的原因在于“欲
望”，指哈姆雷特的欲望迷失在母亲的欲望中，
他专注于母亲的欲望，而迷失了自己的欲望。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对比堂吉诃德和哈姆雷
特两个人物形象时，面对哈姆雷特自身强大的思
辨力，感慨“他的才智太发达了”。与柯勒律治
不同的是，他认为这种发达的才智能力根源于
哈姆雷特的怀疑主义精神 , 怀疑又来源于利己主
义 ,“他这整个是为自己而生存，他是一个利己
主义者……是他无休无息地绕来绕去的出发点，
因为他在整个世界上找不到他的灵魂可以依附的
东西 ; 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 , 永远为自己忙忙碌
碌 ; 他经常关心的不是自己责任 , 而是自己的遭
遇。”

德国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歌德对哈姆雷
特的延宕抱有消极态度，他认为哈姆雷特担不起
复仇的重任，作为一名王子，哈姆雷特是“皇族
的花朵”。哈姆雷特在经历父亲离奇死亡、母亲
改嫁、叔父即位、朋友背叛等一系列的现实打击
之后，他表现的不是积极勇敢的去复仇，而他的
表现是“惊愕和忧郁袭击这个寂寞的人”，“一
个美丽、纯洁、高贵而道德高尚的人，他没有坚
强的经历使他成为英雄，却在一个重担下毁灭了，
这重担他既不能担起，也不能放下；每一个责任
对他都是神圣的，这个责任却是太重了。他被要
求去做不可能的事，这事的本身不是不可能的，
对他却是不可能的。他是怎样的徘徊、辗转、恐
惧、进退维谷，总是触景生情，总是回忆过去，
最后失却在他面前的目标，可是再也不能变的快
乐了。”

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指出哈姆雷特“意志的
软弱，但这只是分裂的结果，却不是他的天性造
成的”。真正的原因是“现实与他的生活理想之
间的不相适应”。别林斯基认为哈姆雷特身上充
满着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伟
大的，自己的朋友是真诚、美丽、善良的。生活
在这样的理想中，是因为现实没有与理想背道而
驰，当发生父亲意外死亡、母亲改嫁、叔父即位、
朋友背叛的现实，他的美好理想破灭了，造成了
他的“延宕”。

笔者认为，哈姆雷特是王子，他代表王室，
他的复仇不仅仅是要杀死新国王，还要将新国王
的罪状公诸于世，让世人了解新国王的罪行，让
他接受公开审判，最终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
当哈姆雷特遇到这次复仇机会，他内心是经过挣
扎的。情感上他不想放弃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因为在自己面前的是杀父娶母的仇人，如果错失
良机，可能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了。理智上，
他是一个王子，他对整个国家有责任，他要肩负
起重整乾坤的使命，复仇行动一定要程序正义，
合乎法律道德规范，不然会被认为是篡位者，被
人们所唾弃，这样就不能承担重整乾坤的重任，
所以他不得不放弃这次复仇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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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份原因
哈姆雷特有多重身份，他是王子、儿子、侄子、

人文主义者。
作为王子，老国王托梦告诉他要承担起重整

乾坤的重任，他的复仇一定要程序正义，要将新
国王的罪行公诸于世，让他接受公众的审判，接
受应有的惩罚，光明正大的复仇，重整乾坤，恢
复社会秩序。戏剧一开始就提到，挪威王子为了
给父亲老福丁布拉斯报仇，准备带领军队攻打丹
麦，国家面临一种外敌入侵的风险。，如果在这
种情况下杀死克劳狄斯，那国家可能会陷入一种
群龙无首的混乱状况，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
影响非常不好。

作为老国王的儿子，他要尽孝道，为父报仇，
但父亲梦里叮嘱他，复仇行动不能伤害到母亲，
因此他要考虑复仇对母亲的影响，如果贸然杀死
新国王，母亲会再次守寡，这样就间接伤害了母
亲，违背了父亲的意愿。

作为克劳狄斯的侄子，他怀疑克劳狄斯是谋
害父亲的凶手，但是他不能完全相信父亲梦里的
话，所以就导演了“戏中戏”试探的反映，克劳
狄斯的诡异行为印证了父亲梦里的话。问题的暴
力是多么令人感到快意 :“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
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
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
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
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的一生 , 谁愿意负着
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上流汗 ?”( 第三
幕第一场 ) 哈姆雷特内心是复杂的，如果杀死克
劳狄斯，而不能及时公布他的罪行，在别人眼中，
他就是大逆不道的弑君者，所以他必须慎重选择。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具有人文主
义者的“全面发展”的性格。正像奥菲利娅那样
赞扬他“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
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
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福丁布拉斯预言他
“要是他能够登上王位，一定会成为一个贤明的
君主”。这些赞美中可以看出，哈姆雷特几乎具
有丹麦人的所有优点，所以他的一言一行都要用
人文主义的行为道德规范约束自己，复仇行动就
更不能轻举妄动。

雷 欧 提 斯 对 妹 妹 奥 菲 利 亚 说 过 这 样 一 段
话 :“他的真诚的意志是纯洁而不带欺诈的 ; 可是
你也必须留心，他这样高的地位，他的意志并不
属于他自己，因为他自己也要被他的血统所支配 ;
他不能像一般庶民一样为自己选择，因为他的决
定足以影响到整个国本的安危，他是全身的首脑，
他的选择必须得到各部分肢体的同意 ; 所以要是
他说，他爱你 , 你不可贸然相信，应该明白 : 照
他的地位说来 , 他要想把自己的话付诸实现，绝
不能越出丹麦国内普遍舆论所同意的范围。”( 第
一幕第三场 ) 这段话表面看是雷欧提斯告诫自己
的妹妹不要轻易相信哈姆雷特的承诺，侧面也反
应出哈姆雷特多种身份的现实。哈姆雷特的多重
身份、多重责任、多重使命，导致他顾虑重重，
行动的每一步都必须深思熟虑，合乎道德、法律

规范，正是这些层层束缚，从而阻碍了他的复仇
行动。

（三）现实原因
分析哈姆雷特“延宕”的原因要结合当时作

品的创作背景分析。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正处
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期，伊丽莎白
统治时期，社会矛盾比较少，社会比较稳定，新
兴资本主义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詹姆斯一世统治
以后，加强了集权专制，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被
镇压，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动摇了封建统治的
根基，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哈姆
雷特》是借丹麦的历史反映十六、十七世纪英国
的现实。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是一个“颠倒混
乱的时代”，而《哈姆雷特》正是“这个时代的
缩影”。剧中哈姆雷特与克劳狄斯的斗争，象征
着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与反动的封建王权代
表的斗争。通过他们的斗争，反映了人文主义理
想与英国黑暗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也反映出
当时封建贵族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批判
了封建王权与黑恶旧势力的罪恶行径。 

结合剧本来看，哈姆雷特从德国的威登堡大
学返回丹麦以后，他的父亲已死，母亲改嫁新国
王，反动势力已经掌权，他的朋友也背叛了他，
他的日常行为在新国王的监视之中，这就是当时
哈姆雷特的现实处境。哈姆雷特回国以后，除了
自己的好友霍拉旭，基本上没有可靠的人，他几
乎要一个人独自面对强大的新国王，如果直接去
面对克劳狄斯，那他基本上没有任何胜算。面对
这样的社会现实，他必须等待时机，等待机会，
也要必须谨慎小心，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能行动，
如果稍有不慎，自己及身边的人可能会遭来杀身
之祸，不仅不能复仇，而且还会连累身边的人，
他任何的决定都要讲究策略，所有行动可能产生
的利弊都要考虑到，这就导致他的“延宕”。

 综上所述，哈姆雷特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
物形象，他的“延宕”行为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
一是忧郁、沉思、犹豫的性格，这是导致他“延
宕”的性格原因；二是复杂多样的身份，导致他
所有的行动都要受到某种规则的限制，导致行动
时候总是顾虑重重；三是艰难的社会现实，反对
势力太过强大，自己势单力薄，要想复仇必须等
待时机。笔者认为，正是这些原因导致哈姆雷特
在复仇行动中的“延宕”，也是造成自己悲剧的
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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