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论诗人叶芝的创作人生

张卓然 ，赫正芬

!西昌学院 预科部，四川 西昌 "#$%&& ’

【摘 要】叶芝 ()**)+, -./*01 20+/3 !#4"$ 5 #676 ’，爱尔兰诗人，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中心人物。叶

芝一生的诗歌创作可分成三个阶段，本文结合其人生经历谈叶芝的诗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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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芝 ()**)+, -./*01 20+/3 !#4"$ 5 #676 ’， 爱

尔 兰 诗 人 、 剧 作 家 。 出 生 于 都 柏 林 一 个 画 师 家

庭。是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中心人物、二十世纪西

方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作对当代英国与

爱尔兰诗歌发展影响巨大。叶芝一生经历了浪漫

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几个创

作时期。他出生在英国都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

庭，父亲是前拉菲尔派画家，从小深受家庭与爱

尔兰乡村自然风光、民间文化和神秘主义巫术的

影响，对雪莱、济慈、莎士比亚的文学传统了如

指掌。最初的叶芝以写一些后浪漫主义诗歌走上

文坛，接着由于结识德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等

人而撰写了大批唯美主义诗歌，辞藻美丽，情绪

朦胧，甜美而略带忧郁。不久，叶芝转而深入到

爱尔兰神话，为他的诗歌找到了深广的民族文化

原 型 背 景 。 按 照 《世 界 名 著 鉴 赏 大 辞 典 》 的 说

法，叶芝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 “找到了

自己真正的声音”，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叶芝形

成他独特的象征主义诗学体系，并在接下来的多

年中，不断地丰富、完善了这一体系，建构了他

在世界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诗歌成就。一九一二

年之后的四五年内，狂热地鼓吹西方现代派的尚

未成名的美国诗人爱兹拉·庞德担任了叶芝的秘

书，为晚年的叶芝汇入现代主义大潮并成为其中

坚 分 子 打 开 了 一 扇 通 往 斯 德 哥 尔 摩 的 凯 旋 门 。

#6&7 年，叶芝因 “始终赋于灵感的诗歌，并以精

美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而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艾略特称颂他为 “我们时代最伟大

的诗人”。

他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好作

品，而且内容和风格都有不同的特点。

#446 年，对叶芝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

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 《奥辛的漫游及其他》。这

部诗集的题材和语言都带有爱尔兰的地方色彩，引

起了读者强烈的兴趣。#6 世纪 6% 年代，他受当时

的诗人和画家的影响，倾向浪漫主义。#46# 年他

与一些诗人组织了 “诗人俱乐部”，叶芝及其友人

的创作活动，史称 “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主张

诗的语言要有梦境的朦胧、含蓄和超俗。他厌恶商

业文明所造成的不协调的生活，希望远离现代世

界。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表现出脱离现实的唯美

主义倾向，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富于音乐美。这方

面他深受斯宾塞、雪莱的影响，后来又接受了布莱

克以幻景表达诗思的艺术手法，因而他被认为属于

“先拉斐尔派”风格。著名的作品有诗剧 《心愿之

乡》 ! #46= ’，诗歌 《十字路口》 ! #446 ’，抒情诗

《茵 尼 斯 弗 利 岛 》 ! #46% ’、 《白 鸟 》 （象 征 灵

魂）、 《世界的玫瑰》 （象征爱情）等。

其中 《茵纳斯弗利岛》 （#46%）是叶芝早期著

名的抒情诗，它具有叶芝早期诗歌的特点。全诗内

容上具有躲避现实，美化退隐生活的消极倾向，在

艺术上，把退隐的幻想与小岛上的具体形象相结

合，具有吸引人的艺术力量。

还需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叶芝还认识了爱尔兰的

爱国主义者茅德·冈，并爱上了她。以后叶芝还帮

助过她进行革命活动，虽然最后他们未能结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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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把她当作理想的化身，写了许多优美的诗篇。

所以在叶芝早期的诗作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个更加

个人化的叶芝：爱情的不幸，感慨时光的逝去，对

美好的追求。在伦敦期间，叶芝还几次去巴黎，接

触到当时法国的诗派，特别是象征派，这对他的创

作有明显的影响。因此写下了许多思想上比较积

极，艺术上比较成功的作品。

如为毛特·冈写的抒情诗 《当你老了》、 《深

沉的誓言》等，以丰富的想象，缓慢的音乐节奏，

朴实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诗人对毛特·冈真挚、

健康的爱情。此诗极写诗人对有着 “朝圣者的灵

魂”的毛特·岗的苦恋。事实上，诗人对毛特·岗

的苦恋本身也构成了一种 “朝圣”性质的体验过

程 。 因 此 ， 此 诗 完 全 可 以 理 解 为 一 个 “空 筐 结

构”，人生的要义就在于百折不挠地走向 “朝圣者

的灵魂”，在于对人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追求、迷

恋和 “朝圣”。而要达到这一理想，就必须带着

“朝圣者”的心态去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犹如精卫

填海。如此，人生回忆的方舟就必能抵达一种丰富

而宁静的生命化境。此诗由十二个句子构成，酷如

中国古典排律，短小精致，高贵而又典雅，以假设

和对话建构全诗，充满了一种哀怨、执著的近乎宗

教式的感染力，却又蕴藉内敛，因而直抵人心深

处，可谓千古绝唱。诗的结句隐约显示了叶芝向神

秘主义的密林悄悄迈进的足迹。

他著名的诗篇还有 《丽达与天鹅》、 《天青石

雕》。所以他早期的诗常常把浪漫主义的幻想与理

智的思索融为一体，把抽象的观念与具体的形象结

合起来，语言富有音乐美和爱尔兰的地方色彩。

"# 年代以后，爱尔兰在新芬党领导下开展了

要求民族自治的运动。叶芝支持这一运动，并和剧

作家格雷戈里夫人、约翰·辛格一同创办 “阿贝戏

院”。 这期间，叶芝根据爱尔兰民间丰富多彩的

神话、民歌，创作了一些反映爱尔兰农民生活的戏

剧。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充分表现了爱尔兰民族特有

的热情和想象。诗风已摆脱了唯美主义的倾向，他

把象征手法用以表达现实内容，现实主义因素大大

增强，他的诗风从早期的虚幻朦胧走向坚实明朗。

他的诗已没有早期的虚幻和朦胧，而是充满着他自

己早期所排斥的战斗性和现实感。这时期他写了不

少 好 诗 ， 主 要 诗 剧 有 《胡 里 奥 的 凯 瑟 琳 》

（$"#%）、 《黛尔丽德》 （$"#&）等，另有诗集

《芦 苇 中 的 风 》 （$’""） 、 《在 七 座 森 林 中 》

（$"#(）、 《绿盔》 （$"$#）、 《责任》 （$"$)）

《柯尔庄园的野天鹅》 （$"$*） 《马可伯罗兹与舞

者》 （$"%#）等。

其中诗剧 《胡里奥的凯瑟琳》 （$"#%）采用爱

尔兰神话中关于女王凯瑟琳的传说，表达了爱尔兰

要 求 独 立 的 愿 望 。 另 有 《$"$* 年 的 复 活 节 》

（$"%$）为纪念工人起义而作，歌颂烈士们为民族

独 立 的 事 业 所 作 的 英 勇 牺 牲 ， “产 生 了 壮 丽 的

美”。其他作品还有 《谁与弗格斯同去》、 《梦见

仙 境 的 人 》 、 《秘 密 的 玫 瑰 》 、 《云 霄 中 的 群

仙》、 《流浪者安格斯之歌》等。并陆续出版了多

卷本的诗文全集。

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末，是叶芝生活和创

作的后期，是叶芝创作的成熟阶段。由于接近人民

的生活，吸取了创作素材和人民的语言；而对玄学

派诗歌的研究，又增添了诗作中的哲理性；他特殊

的想象力使他又继续发展了象征主义。这个时期叶

芝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哲理诗三种因

素，特别是抒情诗，以洗练的口语和含义丰富的象

征手法 + 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在后期，他花了很

多时间研究东方哲学，还翻译了印度古代哲学经典

《奥义书》，因此他在后期的哲学思想上强调善

恶、生死、美丑的矛盾统一并追求圆满和永恒。这

一切都反映在他后期的创作上。

如著名诗篇 《驶向拜占廷》 （$"%’）和 《拜占

廷》 （$"%"），它们歌颂古代贵族文明，把拜占廷

象征为永恒，是一个脱去了人间生死哀乐的乐园，

在那里精神与物质，个人与社会都达到高度和谐与

统一，是诗人所追求的圆满境界。我们说，叶芝既

是最后一个浪漫主义大师，又是现代主义鼻祖，

《驶向拜占廷》就是一个典型的文本案例。诗人的

浪漫逃亡倾向在此诗的最后两节表现得淋漓尽致。

唾弃肉欲，抛开尘世，远离心智的昏昧，抵达神性

的高迈⋯⋯诗写到这里，已进入宗教、艺术和生命

三位一体的哲学境界。青春美丽将会变成衰老的皱

纹，瀑布和大海一样的肉身活力终将曲终人散，灰

飞烟灭。于是诗人祈求进入时间与空间以外的形而

上的永生——— 让拜占廷占有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的同

时，也把自己的一切融进拜占廷。 “在那金枝上唱

吟”的金鸟，又一次与前文中 “迷恋于肉感音乐”

和 “树上的鸟类”形成艺术比照，从而将诗的主题

独出心裁地推入了我们的期待视野。

叶芝与他的好友、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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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到晚年，愈富有创作活力。他在最后两年中，极

力反对文艺创作从观念出发，主张从 “心智的洞

穴”中出来，到现实生活中，特别善于从原始的、

粗犷的事物中吸取艺术素材进行创作。所以他最后

两年的诗风又有新的发展，摆脱了后期象征派玄奥

莫测、意象繁复的弊病，使诗篇直接歌颂人生，表

现情欲，艺术上具有歌谣体的特色。套用叶芝自己

的说法，他晚期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智慧。

#$%$ 年 # 月 &’ 日，在德国入侵波兰的八个月

前，多年苦受各种病痛折磨的叶芝在法国辞世。这

个不断反省、不断面对自己和诗歌困境的爱尔兰诗

人，以伟大的人格走过了他漫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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