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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商人》 中的服饰与消费话语
———从福根勃立琪的古怪装束谈起

陈伟彬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威尼斯商人》 中唯一的英国人福根勃立琪男爵， 因身着进口华丽服饰而被鲍西娅嘲笑为装束

古怪。 这一戏剧插曲可谓莎士比亚对现代早期英国服饰与消费话语的回应， 传达了莎士比亚对以服饰为主

的炫耀性消费的警惕之心， 同时， 莎士比亚通过一系列与羊毛相关隐喻的呈现， 表达了对 １６ 世纪末英国羊

毛布业危机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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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根勃立琪男爵是莎剧 《威尼斯商人》 中

唯一的英国人。 虽然他只是鲍西娅众多求婚失败

者之一， 只出现在鲍西娅与侍女尼莉莎的调侃之

中， 并未登台， 却折射出现代早期英国社会对服

饰相关话题的激烈讨论。 鲍西娅跟尼莉莎抱怨起

英国男爵： 他不会说拉丁话、 法国话、 意大利

话……他的装束多么古怪！ 我想他的紧身衣是在

意大利买的， 他的长统袜是在法国买的， 他的软

帽是在德国买的， 至于他的行为举止， 那是他从

四方八处学得来的 （１ ２ ６８ － ６９， ７１ － ７５）。①［１］

从创造戏剧效果来说， 鲍西娅的话只是为了逗观

众一乐， 但是， 对于现代早期的英国观众来说，
看到剧中唯一的同胞被鲍西娅嘲笑为不懂外语，
只会购买外来品， 没有品位， 恐怕难以一笑了

之。 １６ 世纪后期到 １７ 世纪初， 随着国际贸易的

开展， 来自世界各地的具有异域风情的商品走进

了英国上层社会家庭， 其中与服装相关的商品占

了相当大部分， 这些人想通过对进口服饰的拥有

来展现自己优越的审美品位， 但结果未必如其所

愿， 如同福根勃立琪男爵一般。 同时， 由于社会

阶层流动在加速， 为了保持原来的社会等级结构，

官方通过实施一系列抑奢法令来控制人们的服饰

类型， 以使不同阶层的人合法地穿着。［２］２０ 但是，
事与愿违， 服装 “明尊卑、 别贵贱” 的功能正在

逐渐弱化， 反而使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界线日渐

模糊。 上层社会着装奢华的现象纷纷被其他阶层

效尤， 引发了道学家对服饰奢侈之风的猛烈抨击，
对奢华服饰的追求在道学家看来就是个体道德堕

落的体现。 而这些奢华服饰大多有赖于进口， 因

此， 对个体道德堕落的谴责进而转化为对国家未

来发展的担忧。 从这些与早期现代英国社会服饰

与消费相关话语出发， 鲍西娅对英国男爵的着装

调侃就不只是简单的戏剧效果， 而是莎士比亚对

相关服饰和消费话语讨论的参与。

一

在现代早期英国， 随着新乡绅阶层的崛起，
中世纪私地和修道院的解体， 圈地运动和乡村工

业的持续增长， 还有城市商人阶层财富的增加，
新的精英阶层正威胁着旧贵族在文化上的优越地

位。［３］１７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威胁来自于服饰。 正



集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２ 卷　

投稿网址：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如苏珊·索尔兹所说， “一位绅士的着装不是偶

然的； 通过参与服装这一社会等级符号系统， 他

获得了在社会中相应的地位”，［４］１８为了获得与自

身日益上升的经济地位相匹配的社会地位， 新的

精英阶层在服装上向旧贵族看齐。 同样， 为了避

免自己的社会地位被新崛起势力赶超， 旧贵族的

服饰越发奢华与新奇， 引领不断变化的服装时

尚。 劳伦斯·斯通对这种服装时尚追求现象作了

有趣的描述： 心急如焚的裁缝们蹲伏在圣保罗教

堂的立柱后面， 观看在走廊上隆盛展开的一款新

式男子紧身上衣或者一双新式连裤袜。 君主自己

也想要领导时尚新潮， 伊丽莎白一世花巨资购买

服装， 想通过光彩夺目的衣服来树立自己在时尚

以及社会地位上的至尊形象。［２］２５５伊丽莎白通过

她的衣柜， 向她的臣民展示她的财富和权力， 目

的在于 “提醒他们在权力和着装上都受其控

制”。［５］１２

更能体现君主与贵族想通过着装来维持社会

等级秩序的是抑奢法的实施。 通过抑奢法的颁布

和实施， 统治者对个人及家庭消费行为进行了干

预。［６］５根据艾伦·亨特的研究， 英国 “抑奢法”
最显著的形式就是建构了一套按等级着装的规

范， 它开始于 １３６３ 年的 《饮食和服装法令》，
在其后的 ２００ 年间， 陆续有 ７ 部着装规范颁

布。［７］３０３当然， 抑奢法的颁布目的不在于堵死新

贵们的上升通道， 而是要终止非法的社会效仿，
要确保 “社会文化的变化尽在统治者的掌控之

中” ［３］３０４， 即新贵势力带来的社会等级结构变化

必须由统治者来监控和确认。 于是， 对于那些

“越界” 或 “超速” 的着装行为， 统治者通过法

令加以禁止并且从多个方面陈列其危害以警示民

众。 １５７４ 年的一份王室敕令在列出法令细则之

前这样写到： 过去几年， 穿着外来的不必要物件

的情况越来越多， 并且越发过分， 这种穿着过分

的极端现象已经造成国家经济衰退 （每年从外

国进口的丝绸， 镶金带银的布料太多了， 造成大

量的钱财流失）， 特别是大量年轻绅士， 以及那

些想通过服装来提升身份成为绅士者， 都被这些

衣服所展示的虚荣所诱惑……因为他们付不起这

些衣服的费用而负债累累， 甚至尝试通过违法行

为来获得购买衣服的钱财， 本是有用之才的年轻

绅士， 就这样变成社会的无用之人。［８］ 这段警示

性修辞话语强调了 “越界” 或 “超速” 着装对

个体道德和国家公共福利的危害。 “过分” “极
端” 的 “不必要” 服装消费影响进出口平衡，
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 服装所展示的

“虚荣” 导致个体道德堕落， 引发国家危机。 个

体对服装时尚的追求， 使有用之才堕落为无用之

人， 因此无法履行原本其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也

就等于破坏国家公共福利建设。 其实， 任何物品

的过分消费都可能威胁到个体及其所在集体的健

康发展， 但是， 在早期现代英国， 衣服是最能引

起道德关注的消费品， 成为各种道德论述的主角。
与官方抑奢话语步调一致的是道学家的道德

说辞与教会的警世布道。 １５８３ 年菲利普·斯塔

布斯在 《英国流弊之剖析》 中， 将人的自大归

纳为思想、 言语和着装三类， 并且指出着装上的

自大最 “冒犯上帝”， 而思想上以及言语上的自

大， 因其不为眼睛所见而不会引诱他人走向虚荣

和罪恶。［９］６４ － ５在斯塔布斯看来， 服装的可视性和

表演性蛊惑人心， 煽动人的罪恶之心。 他对一度

风行的高环领进行了强烈的道德抨击， 认为

“硕大丑陋的高环领” 一旦 “被骤起的风神之疾

风或海神之暴风所击中， 将犹如遍体鳞伤的树皮

在风中旋转， 像室外乱飞的破布， 像荡妇的抹

布， 最终掉落到着装者的肩上”。［９］６４ － ５伊丽莎白

时期的 “反对过度服饰长篇布道” 把穿着过分

与叛乱、 卖淫、 通奸和辱骂等行为一并当作教堂

日常布道反对的对象。 教民可能在教堂会听到如

下哀叹： 不幸的是， 我们正目睹不知多少人沉浸

于纵容自己的肉体之中， 他们只顾装饰自己， 把

情感投向世俗华丽之物， 他们在滥用上帝的善

意， 把上帝大量的善意用于满足自己低俗的欲

望， 完全不顾上帝是如何要求他们正确处置这些

欲望的。［１０］上面两段具有明显基督新教色彩的道

德训斥， 强调了 “内在精神得体与外在表现适

当” 的关联性。［６］８过分的服饰意味着关注的是肉

体而非灵魂， 有悖于新教对精神圆满的追求理

念。 从新教的理念来看， 服饰的出现与人类的堕

落是共生的——— 亚当和夏娃在偷吃了禁果之后

有了对自己裸体的羞愧之心， 开始用树叶掩盖身

体。 在 １６１１ 年的国王钦定英译本 《圣经》 中，
可以看到以下句子： Ａｎｄ ｔｈｅｅｙｅｓ ｏｆｔｈｅｍ ｂｏｔｈ ｗｅｒｅ
ｏｐ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ｋｎｅ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ｎａｋｅｄ； ａｎｄ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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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ｙ ｓｅｗｅｄ ｆｉｇ ｌｅａｖｅ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ｄｅ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ａｐｒｏｎｓ （Ｇｅｎｅｓｉｓ ３： ７）。［１１］在 １５６０ 年的日内瓦英

译本 《圣经》 中， 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ｅｙ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ｍ ｂｏｔｈ ｗｅｒｅ ｏｐ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ｋｎｅ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ｎａｋ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ｓｅｗｅｄ ｆｉｇ ｔｒｅ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ｂｒｅｅｃｈｅｓ （ Ｇｅｎｅｓｉｓ
３： ７）。［１２］ 我们可以看到译者把 “无花果树叶”
（ “ｆｉｇ ｌｅａｖｅｓ”） 转化为 “围裙” （ “ａｐｒｏｎｓ”） 和

“马裤” （“ｂｒｅｅｃｈｅｓ”） 这些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再

熟悉不过的日常服饰部件。 在驱逐亚当和夏娃离

开伊甸园时， 上帝 “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

作衣服给他们穿” （Ｇｅｎｅｓｉｓ ３： ２１）。［１１］作为离别

时的赠礼， 衣服代表了上帝对人类的愤怒与关

爱， 提示着人类对原罪的忏悔以及对上帝的敬畏

和感恩。 因此， 着装是为了铭记上帝的旨意而非

追求衣服本身的华丽。 然而， 现实生活中的男男

女女却难以抵抗华丽衣裳的诱惑， 也就有了斯塔

布斯等宗教道德学家对过分着装的强烈谴责。 斯

塔布斯还把对华丽衣裳的追求与魔鬼联系起来，
认为当下很多英国人年收入只有 ４０ 先令不到， 却

拥有两到三双价格昂贵的丝织长袜， 这是鲁莽和

无耻之举， 是 “撒旦， 这位黑暗王子与傲慢之父

被释放” 的体现。［９］９９因此， 对华丽服饰的抑制也

就等同于对魔鬼的驱逐。 同时期的另一名道学家

威廉·兰金斯把新贵阶层追求服装时尚的做法痛

斥为是 “虚荣心劫持了灵魂的自由”。［１３］８ 当然，
不是说所有人都不能拥有华丽衣裳， 重点在于追

求的欲望是否过分， 是否符合追求者的身份。 然

而， 由于现代早期的英国社会结构处于变化之中，
而且这种变化已经足够 “挑战任何贵族对丝绸、
天鹅绒、 绸缎等” 华丽服饰的垄断。［３］１７服装的时

尚之风冲击着原本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 模糊了

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 以至于 “几乎无法辨别哪

一位是社会地位卑微的女人， 哪一位是令人尊敬

的贵族女子”。［９］１２０

二

面对着来自新贵势力的挑战和冲击， 传统贵

族试图通过华丽多变的服饰等炫耀性消费来体现

自己的社会地位。 位于英国传统贵族体系 （公
爵、 侯爵、 伯爵、 子爵、 男爵） 中最低的一级，

《威尼斯商人》 中的福根勃立琪男爵， 试图通过

穿着各种外来的新奇服饰， 来显示自己的品味，
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 以期在贵族体系中保有一

席之地。 然而， 福根勃立琪的着装在鲍西娅眼

里， 却只是古怪的装束， 有失贵族的身份。 像福

根勃立琪这样的男爵， 为了避免被平民贵族、 乡

绅、 甚至商人所超越， 为了不被更高级别的贵族

甩开， 不得不在服饰上花费巨资， 可是最终却落

得不伦不类的下场。 这体现了在现代早期英国，
社会等级结构松动， 乡绅和工商阶层力量不断壮

大， 冲击了传统贵族阶层。 贵族阶层为了维护传

统社会结构， 坚持以中世纪贵族传统所倡导的慷

慨大方为生活理念， 坚持炫耀性消费， 高级别的

贵族在服装等消费上必须比低级别贵族显得更加

奢侈， 而低级别的贵族更不愿意被商人等其他新

崛起力量所超越。 在这一场扭曲的炫耀性竞争

中， 很多家族最终入不敷出， 引发了严重的贵族

危机。
经济上的危机并没有使贵族停止炫耀性消

费， 反而使其更加急切地想要通过奢华的生活方

式来弥补在经济上的心理落差， 因此， 他们便开

始借钱消费， 钱的借处除了贵族阶层， 新兴的商

人也成为贵族们的债主。 此外， 贵族也开始参与

投资伦敦商人的海外贸易和探险活动， 从中获得

钱财。［２］１７４ － ８ 巴萨尼奥向商人好友安东尼奥借钱

时， 阐明了自己的经济窘况： 我为了维持体面的

生活排场， 入不敷出地花销， 都快倾家荡产了。
我现在倒不是在哀叹家道中落； 我最大的烦恼是

怎样才可以清我过去由于铺张浪费而积欠下的重

重债务 （１ １ １３０ － １３７）。 巴萨尼奥口中描述的

其实是 １６ 世纪末 １７ 世纪初英国贵族的生活情

况。 他们继续奉行中世纪慷慨体面的贵族生活，
即使因此负债累累， 也必须继续维持这实际是外

强中干的虚荣。 安东尼奥对巴萨尼奥， 这位没落

贵族朋友的奢侈生活也表示认同， 并且愿意竭尽

所有供巴萨尼奥挥霍。 为了解除自己的经济危

机， 巴萨尼奥把目标瞄准了贝尔蒙特的富家嗣女

鲍西娅。
作品中的贝尔蒙特是一个以传统封建土地经

济为基础的社会， 在这里， 女主人鲍西娅奉行的

是传统封建贵族慷慨大方甚至奢侈的生活理念。
为了进入这个传统的封建社会， 巴萨尼奥必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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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封建传统贵族所拥有的慷慨和奢华。 当然，
身处商业气息浓厚的威尼斯， 巴萨尼奥也一样奢

侈挥霍。 为了博取鲍西娅芳心， 巴萨尼奥必须将

自己的求婚队伍进行装扮。 在见到朗斯洛特之

前， 他已经命令仆人 “叫裁缝把制服做起来”，
以显示自己的权力与财富。 虽然这只是一种假

象， 但是这种创造虚假繁荣的做法使他拥有向鲍

西娅求婚的资本， 因为鲍西娅看重的是他是否与

自己拥有一样的生活理念而非他是否真正拥有钱

财。 在第三幕第二场开场， 巴萨尼奥到达鲍西娅

家， 舞台指示说明 “巴萨尼奥、 鲍西娅、 葛莱

西安诺、 尼莉莎及他们的侍从等上”。 “侍从等”
创造出繁华富足的印象， 并且使巴萨尼奥与鲍西

娅融为一体。 为了进入鲍西娅的世界， 巴萨尼奥

必须带够穿戴格外鲜艳的侍从来表明自己的身

份。 作为一个经济拮据、 负债累累的贵族， 巴萨

尼奥的生活依旧奢华。 他想通过与鲍西娅结婚获

得偿还债务的金钱。 为了获得鲍西娅的青睐， 他

必须表现出与鲍西娅具有一样的贵族生活理念，
维持慷慨大方、 奢侈挥霍的生活方式， 他只有大

宴宾客、 雇佣众多仆人并且让他们穿着整齐得

体， 才能表明自己还是一个贵族。 只有贵族的身

份才能使他获得与鲍西娅结婚的基本资格。 巴萨

尼奥幸运猜中了鲍西娅父亲设计的匣子之谜， 没

有挑选金银匣子， 而是选择了存有鲍西娅画像的

铅匣子。 他之所以能够选中匣子， 正是因为他懂

得作为贵族， 应该表现出对自己的富足信心十

足， 让自己显得慷慨大方， 对金钱毫不在意。 虽

然巴萨尼奥最需要的就是金钱， 但是他深谙鲍西

娅父亲这样的传统贵族所秉持的生活之道， 于

是， 他弃金银匣子而选铅匣子。 可以说， 当巴萨

尼奥选中铅匣子时， 他与鲍西娅父女的生活理念

得到了统一。
巴萨尼奥最终如愿以偿， 抱得美人归， 债务

得以偿还， 作为没落贵族的他， 经济危机得以圆

满解除。 然而， 这只能发生在贝尔蒙特， 一个具

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地方。 鲍西娅拥有的财富似乎

用之不尽， 从她父亲那所继承的土地似乎足以给

剧中所有人带来富裕的生活。 这或许只是莎士比

亚对早期现代英国社会贵族怀旧情绪的呈现， 现

实中的英国更大程度上犹如剧中的威尼斯， 或者

说正朝着威尼斯商业社会的方向发展。 在威尼

斯， 巴萨尼奥的慷慨大方并不能够为他带来金

钱。 在巴萨尼奥向安东尼奥以及夏洛克借钱的过

程中， 可以看到， 在商业气息浓厚的威尼斯， 巴

萨尼奥自己无法从夏洛克那里贷款， 因为他没有

足够的信用。 慷慨大方的生活方式在鲍西娅那里

是贵族身份的体现， 使巴萨尼奥拥有信用值， 获

得鲍西娅的钱财， 但是， 在威尼斯商业社会中，
慷慨大方却失去作用。 夏洛克知道巴萨尼奥自己

没有还款能力， 也就是没有信用值， 因此要求安

东尼奥作保。 在三方立定合约时， 夏洛克认为

“安东尼奥是个好人” 意思是说安东尼奥 “是个

有资格的人” （１． ３． １３，１６） ， 是一个有偿还能力

的人。 如果没有安东尼奥作保， 巴萨尼奥在威尼

斯无法获得贷款。 相反， 他的慷慨甚至奢侈的炫

耀性消费只会加剧自己的经济危机。 在现代早期

英国， 贵族为了维持身份， 必须保持炫耀性消

费， 大部分贵族不像巴萨尼奥那样幸运， 他们的

经济状况越发窘迫， 陷入恶性循环。

三

传统贵族为了体现自己的贵族身份， 在服饰

等消费上大肆挥霍， 新兴乡绅和商人为了跻身上

流社会亦不惜在各种消费上赶超贵族阶层。 这样

的炫耀性消费不但加剧了贵族经济危机， 还可能

导致国家经济危机， 因为炫耀性消费品往往是进

口的新奇物品。 如果这些新奇物品在本国没有可

替代品， 那么对其进行消费往往既能体现消费者

的地位亦不会受到诟病。 反之， 如果本国拥有同

类产品， 那对进口物品的消费有可能造成本国产

品的滞销， 给本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被谴

责为不爱国的表现。
对于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来说， 从 １６ 世纪

初开始， 本国的纺织业， 特别是羊毛布业发展相

当成熟， 不仅能够满足国内消费者的服饰消费需

求， 同时还大量出口欧陆国家， 是英国人引以为

傲的支柱产业， 但是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晚

期， 欧陆各地的纺织产品超越了英国的羊毛布

衫， 成为炫耀性消费的对象。 各竞争国出口至英

国的服装成为人们追逐购买的对象。 为了保护本

国布业经济， 女王于 １５９６ 年下令禁止汉莎联盟

商人进入伦敦羊毛布料交易中心及商人冒险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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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布莱克威尔大厅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Ｈａｌｌ） 进行交

易， １５９７ 年驱逐汉莎商人离开英格兰并且在

１５９８ 年关闭了汉莎商人在英格兰开展进出口贸

易基地伦敦 “钢院” （Ｓｔｅｅｌｙａｒｄ）。 与这些经济措

施相呼应的是服装美学上的倡导， 让英国民众重

新认识本土羊毛布衣朴实得体之美， 呼吁民众不

要受外来奇装异服之一时潮流所蒙蔽。 这样一

来， 购买和穿着英国本土服装， 既能保持自身对

美的追求也能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成为爱国的

表现。 服装审美情趣因着装者的消费行为与爱国

精神产生了紧密联系。
《威尼斯商人》 中福根勃立琪男爵身上的服

装有来自意大利、 德国、 法国等竞争对手， 却唯

独没有英国本土的羊毛衣衫， 其购买行为明显与

当时的爱国话语相违背， 也因此必然产生不了良

好的美学效果， 注定 “装束古怪”。 与外来服装

一起成为嘲笑对象的还有男爵从 “四方八处学得

来的” “行为举止”。 向不同文化学习本是好事，
但是在这里因为与男爵不合时宜的着装连在一起，
产生了负面效果， 使英国男爵丢失了英国人的身

份特征。 在这里可以看到， 无论是买来的外国服

装还是学来的外国行为举止， 都无法让男爵博得

鲍西娅的芳心， 也就无法成为令人羡慕的对象，
相反， 各种舶来品， 包括物质和行为， 使其丢失

了英国人的身份特征。 英国人这一身份是从亨利

八世脱离欧洲天主教大一统世界以来， 英国逐渐

建构起来的民族国家身份。 这一身份到了 １６ 世纪

后期 １７ 世纪早期还是不够稳固， 特别是当伦敦变

得越来越国际化的时候。 随着英国经济发展， 到

了伊丽莎白统治后期， 伦敦有大量的外来移民，
他们中除了从法国等地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来的

新教教徒， 还有很多是外来的商人。 这些移民一

方面给英国生产和贸易带来新技术和增长， 另一

方面也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产生一定的危害： “他
们聚集一起形成自己的贸易市场， 赚到的钱没有

重新在英国投资而是把钱投回自己的母国， 同时

他们的宗教活动受极端分子影响而且正在诱惑英

国国教的好教民”。［１４］１ 在世纪之交， 有关英国布

业生产的抱怨之声日渐响亮： 国内外对欧洲其他

国家纺织品消费大幅提升， 造成英国主要出口和

就业行业的羊毛纺织业危机重重。［１５］１８６虽然王室

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试图规定人们的穿着， 但是，

民众自主选择自己的服装的欲望空前强大， 官方

根本控制不住， 最终民众购买和穿着外国服装与

保护国内纺织业之间产生了矛盾。 在这个时期的

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对英国纺织业的担忧以及其

引发的各种矛盾的表现。［１６］４９ － ６２

斯塔布斯认为身穿外国服饰是愚蠢之举： 其

他欧洲国家的人因为除了自己国家的服装无衣可

穿， 因此他们身穿这些服装情有可原， 而我们英

国人现在却把自己国家的衣服当成干草， 以身着

这些欧洲国家的舶来品为傲， 耗尽我们的钱财去

购买他们那些琐碎无用的商品， 让他们耻笑我们

对琐碎无用之物的喜爱。［９］Ｃ１ 罗伯特·格林在

１５９２ 年 《一位新贵朝臣妙语或天鹅绒马裤与羊

毛马裤之辩》 中同样嘲讽了这种媚外的着装行

为。 在此作品中， 天鹅绒马裤与羊毛马裤为了谁

能体现英国的价值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其中， 天

鹅绒马裤代表着进口的纺织品以及伦敦穿着进口

服装者的道德堕落， 而羊毛马裤则展现了英国工

业的美德并且歌颂了那些拒绝外来诱惑者的高尚

品德， 最终争辩以羊毛马裤的胜利而告终。［１７］作

品体现了格林对伦敦充斥着外国服装的担忧以及

对回归国货的呼吁。 与格林一样想通过作品来重

振国货的还有托马斯·迪罗尼。 在 １５９７ 年创作

的作品 《纽伯利的杰克， 伦敦著名和杰出的布

商》 中， 迪罗尼一开篇就强调了杰克作为布商

的美德， “慈善大方” “持续为五百名穷人提供

工作， 为国家创造财富”。［１８］２杰克手下的织布工

拥有 “国家最需要的织布技艺” 创造出 “如此

优良的商品， 赢得很多明白人的厚礼， 滋养着数

千名穷人”。［１９］３ 杰克还表达了他对王室的忠诚：
我不是绅士， 也不是绅士之子， 只是一名可怜的

织布商， 织布机就是我的土地， 我只有从羊背上

获得一点收入， 我也只认得木梭子， 但是， 我尊

贵的王后， 我的生命、 所有的商品及仆人， 随时

等候你的号召， 随时做好准备为了保护我们的国

王而流血牺牲。［１８］３３ － ４ 虽然 《纽伯利的杰克》 讲

的是亨利八世时候的故事， 但是从作品中所传达

出来的对英国羊毛布业的歌颂以及布商的爱国情

怀来看， 作品只是采用了借古喻今的手法， 想要

对伊丽莎白一世后期英国羊毛纺织业注入一剂强

心针， 同时呼吁国人成为 “明白人” 购买国货

成为爱国者。 进入 １７ 世纪后， 穿着外来服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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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越发普遍， 特别是 １６０４ 年抑奢法撤销之后，
英国羊毛纺织业面临欧洲丝绸业的空前竞争与挑

战， 这时候服饰与国族的关联性在作品中体现得

更为直接。 托马斯 · 德克尔 《伦敦七宗罪》
（１６０６） 中， 把英国人身上的着装比喻为 “叛国

贼的身体”： 这些叛国贼的身体被悬挂、 被拉

扯、 被拆分， 然后被安装在不同的地方， 裆部在

丹麦， 颈部和腹部在法国， 手臂在意大利， 这一

堆废品悬挂在乌得勒支笨拙的荷兰工人的货摊之

上， 他宽松的外套讲西班牙语， 波兰人给了他圣

经。［１９］５９ － ６０英国人的身体因为穿上来自不同国家

的衣服被结构了， 而且英国作为一个国家也被解

体了。 英国服装的混杂性通过叛国贼的身体这一

提喻性代替品的展示被置换成民族国家的他者与

外敌。［２０］１２５

从以上作家的作品和言论中可以看到， 在莎

士比亚时代的英国， 穿戴和消费外来服饰， 有可

能被谴责为不爱国， 甚至是叛国。 服饰消费成为

爱国话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这些作家相比， 莎

士比亚对福根勃立琪男爵着装的调侃显得温和许

多， 莎士比亚的爱国之心也显得不够强烈。 但

是， 外来服饰消费之所以成为其他作家讨伐的对

象， 主要还是出于对英国羊毛布业发展的担忧，
在这点上， 莎士比亚与他们是一致的。 他在

《威尼斯商人》 中对羊毛布业危机做出了回应。
作品中虽然没有直接讲述羊毛布业， 却使用了大

量与羊毛相关的词汇和典故， 比如 “金羊毛”
“公羊” “母羊” “病羊” “雅格放羊” 等。

正如约翰·阿斯丁顿所说， 虽然金羊毛出自

古希腊神话， 雅格为拉班放羊则引自 《圣经》，
但是对于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布商和织布工人来

说， 这些典故都具有现实意义。［２１］金羊毛不仅是

财富的象征意义， 对于英国羊毛布业来说， 就是

实实在在的财富来源。 英国的支柱产业就是建立

在羊毛之上。 而夏洛克在引用圣经中雅格为拉班

放羊的典故时， 对于当时的英国观众来说， 同样

能够产生现实关联。 只有像雅格一样小心看管羊

群， 让羊群生产更多的小羊， 英国的羊毛纺织业

才能蓬勃发展。 阿斯丁顿指出， 现代早期英国众

多文学作品和伦敦庆典活动， 都与牧羊人以及羊

毛纺织业息息相关。 在伦敦市长就职庆典以及埃

德蒙德·斯宾塞、 乔治·皮尔、 安东尼·曼戴伊

等作品中都把统治者和市民分别比喻为牧羊人和

羊群。 作为国家的统治者， 要成为合格善良的牧

羊人， 看管好他的子民 （羊群）， 创造社会财富。
与这些形成反讽的是， 剧中夏洛克引用雅格

放羊的典故来为自己放贷正名。 他想把自己塑造

成一个像雅格一样善于管理羊群的牧羊人， 但是

剧情的发展却完全颠覆了夏洛克的意图。 在法庭

上， 夏洛克坚持违约的巴萨尼奥必须以安东尼奥

的一磅肉作为罚金。 面对咄咄逼人的夏洛克， 公

爵等人无计可施， 安东尼奥表示众人向夏洛克求

情犹如 “责问财狼为什么害母羊为了失去它的

羔羊而哀啼” （４． １． ７４ － ７５） ， 只能认命自己

“是羊群里一头不中用的病羊， 死是我的应

分” （４． １． １１６ － １１７） 。 对着安东尼奥这头不中

用的病羊， 夏洛克磨刀霍霍， 而葛莱西安诺大骂

夏洛克 “是一头财狼” “像财狼一样残暴贪

婪” （４． １． １３６，１４０） 。 夏洛克的牧羊人比喻在此

被完全解构， 他成为要对安东尼奥这头 “不中

用的病羊” 下狠手的 “财狼”。 如果说安东尼奥

是 “羊群里一头不中用的病羊”， 那么威尼斯公

爵就像是失职的牧羊人。 面对夏洛克这头恶狼，
牧羊人公爵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可怜的病羊安东

尼奥任其宰割。 如果病羊不幸被豺狼吃掉， 即安

东尼奥真的被夏洛克割肉流血而死， 那么受谴责

的不仅是牧羊人公爵， 还有威尼斯的法律体系，
因为公爵和法律都无法保障子民的人身安全。 在

千钧一发之际， 鲍西娅利用巧智伎俩， 把安东尼

奥这头 “病羊” 从夏洛克的 “狼爪” 中救出。
剧终之时， 安东尼奥的商船也得以平安归来， 这

似乎说明， 只有 “羊” 安然无恙， 英国的海外

贸易才能得以顺利开展。
综上所述， 把安东尼奥的 “病羊” 形象与

福根勃立琪男爵的 “古怪装束” 联系一起放到

现代早期英国羊毛纺织业发展背景加以考察， 可

以发现 《威尼斯商人》 传达了莎士比亚对英国

经济的担忧， 或者说这是莎士比亚委婉的爱国话

语。 道德家对穿着外来服饰进行强烈抨击， 甚至

冠以 “叛国” 之名， 然而这样上纲上线的谴责

却有违人们对服饰消费的自由选择以及国际贸易

的大势所趋。 作为羊毛手套商之子以及务实成功

的剧团经营者， 莎士比亚只是取笑福根勃立琪男

爵 “装束” “古怪”， 对于他来说， 或许更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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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安东尼奥这头 “羊” 的安全问题， 因为这

才是英国羊毛纺织业健康发展的根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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