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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戴维
·

赫伯特
·

劳伦斯是二十世纪英国诗坛上一位具有浓郁现代特色的杰 出诗人
,

他的诗歌创作如 同他的 小说

创作成就一样伟大
。

返朴归真
,

摈弃矫操造作的格律
,

返 回质朴清新的形式和 自然率真的语汇是劳伦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

色
。

他使用 日常自然 口语的词汇
、

句法和节奏写诗
,

诗行却具有 日常口语所没有的那种音乐感和抒情性
。

他以社会批判和心

理学探索相结合的方式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 自然和人性以及对人的价值的摧残
。

探索和研究 了 D
.

H
.

劳伦斯

的诗歌创作风格
,

并通过几首作品的具体分析论证了劳伦斯的诗歌艺术具有品质率真
、

意象鲜明
、

感悟深邃的特点
,

该特点确

保 了劳伦斯诗作在现代诗歌史上的一席之位
。

【关键词」劳伦斯 ;诗歌 ;艺术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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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性的自由体形式
,

借以抒发他内心的激情
、

矛盾与

戴维
·

赫伯特
·

劳伦斯 (D va id H e
br er t aL ur en ce

,

冲突
。

劳伦斯在一封信中指出
, “

我总是试图直抒

1 8 8 5

—
193 0 )是 20 世纪最伟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作 胸臆而不改变它 的原样

,

这不仅需要技巧
,

更需要

家之一
,

其创作涵盖小说
、

诗歌
、

文学评论
、

书信等 精致敏锐的本能和知觉
。 ”

劳伦斯努力表现
“

即时即

各个方面
。

劳伦斯诗歌方面的成就长期以来被小 刻
”

的情感
,

在这种迫在眉睫的现在时刻
,

没有尽善

说的光芒所遮蔽
。

但是越来越多的评论家认为
,

仅 尽美
,

没有高潮迭起 ;它变动不已
,

稍纵即逝
,

永无

凭其洋溢着生命体验与丰富意象的诗作
,

劳伦斯就 结局
。

表现即时情感的诗歌具有永久性
,

因为它恰

可以在 20 世纪英国文学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

而且 恰捕捉和记录了一阵风似的短暂的情感和过度的
“

他的诗歌作品也是他文学成就中很重要的一部 意识
。

意象派诗歌的倡导人艾兹拉庞德曾声称
,

意

分
” 。

西方某评论者指出
: “

假如劳伦斯只写诗歌
,

他 象派诗歌的宗旨是表现转瞬之间复杂的情感和思

一定会被看成是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
” 「1] 。

有的 想
。

劳伦斯的一些最出色的诗歌被收人意象派诗

评论者认为
, “

他最好的诗属于本世纪最有价值和 歌的集子
,

就是因为他对表现即时即刻情感和对形

最有意义的诗作
” 。

劳伦斯先后发表过《情歌 》 象或意象的创新运用
。

(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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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e m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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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
,

我们成功了 ! 》 ( oL ok ! w 。
返朴归真

,

摈弃矫揉造作的格律
,

返回质朴清
Hva e

co m e T hr ou hg
,

19 17 )
、

《 鸟兽 花 卉 》 ( iB dr s ,

新的形式和自然率真的语汇是劳伦斯最成功诗歌

B e a s * s , 。 n d F lo w e r s ,

一9 2 3 )
、

《紫 荃 花 》 ( P
a n s i e s ,

的重要特色
。

在这方面美国诗人惠特曼曾给予他

19 29 )
、

和 《火 》 ( iF er
,

19 4 0 )等十本诗集近 800 首诗 重大的影响
。

劳伦斯认为惠特曼是最伟大的诗人
,

歌
,

部 分诗 歌经 改写 编成 《劳伦 斯诗 集 》 (hT
。

他用 自由诗的形式把人的全部心声在某一瞬间直

c o l l e e *e d P o e m 、 。 f D
.

H
.

L a w r e n e e ,

一9 2 8 )三卷
。

他的 接吐露出来
,

是
“

对短暂瞬间的心领神会
” 「Zlp ZO 3 。

因

诗歌涉及 自然
、

爱情
、

死亡以及社会生 活
。

他的诗 此他自己的诗也是师法惠特曼的自由诗
, “

寻求的

集不仅是他一生欢乐与痛苦的记录
,

也是他人生哲 是短暂的
、

瞬间的
、

激烈的
、

赤裸的悸动
” 口护 05 。

他从

学和情感的重要见证
。

惠特曼那里学会使用 日常自然 口语的词汇
、

句法和

在劳伦斯 的诗歌里可 以 听到两种不 同的声 节奏写诗
,

诗行却具有 日常 口语所没有的那种音乐

音
。

一种具有叙述性和戏剧性
,

常伴以道德上的评 感和抒情性
。

论
,

属于二十世纪初乔治时代的诗风
。

另一种借助 劳伦斯早期的诗歌具有 自传性
,

它们奏响了一

精练鲜明的形象而不归结到道德说教
。

当他起初 些在他的小说中将得到更深人表现的主题
。

例如
,

拘泥于传统的格律韵法时未免显得局促笨拙
,

但是 写于 19 11 年前后 的 《矿工之妇 》 (
“

hT
。
iM en r ’ 、

随着他对形象运用的加强
,

他越来越摆脱严谨的传 W ife
”

)以通俗的语汇重现了《菊馨》等故事中弥漫于

统形式的束缚
,

逐渐形成了一种质朴通俗
、

富有个 矿工家庭中的那种恐惧气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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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
,

有个人在那儿敲 门
,

你下来看看是什 么人
。

—
恐怕只是个要饭的

,

告诉他我正忙着没空… …

… …他说
, “

告诉你妈
,

她男人在井下受了伤
。 ”

— 什 么 ? 呵
,

我的老天 ! 他可从没

说过会出事
,

从来没有 … …

在《一朵 白花》 (
“
A w h i *e B l o s s o m

” ,

一9 一。 )那首

小诗中
,

只求精神
、

回避肉体的
“

米丽安
”

虽然像白

花那样圣洁
,

却像月光一样遥远而不可企及
:

月儿皎洁而娇小
,

像一朵茉莉花独 自开放
,

从苍凉的夜宫依傍在我窗 口的上方
,

柔软有如清泉雨水
,

晶莹有如酸橙花瓣
,

她闪烁着我年轻的爱
,

没有罪孽能站 污她的洁

白
。

劳伦斯早期的爱情诗除了吟咏他的初恋之外
,

还记述了他对母亲情谊缝蜷的思恋和难以排遣的

怀念
。

一首《钢琴》 (
“ T h e iP an

。 ”

)诗人用平和 的叙

述语言
,

描绘了暮色中吟唱的女子的歌声和钢琴的

伴奏声
,

勾起 了对童年的深情回忆和对母亲的追

思
:

暮色中一位女士对着我唱起温柔的歌声
,

带我穿过岁月的长廊
,

直到我看见

一个孩子坐在钢琴下倾听琴弦的和鸣
,

他抚摩一下母亲娇小 自在的脚
,

母亲正在含笑

吟唱
。

此情此景竟然使诗人感动地为之挥泪
:

往事如流水
,

我像孩子一般为过去哭泣
。

这种平和的叙述性语言把我们带进一个清晰
、

主次分明的场景
,

使读者眼前呈现出一幅温情
、

美

丽的画面
,

而且这画面是立体的
,

有远近之分
,

既有

今 日的场景
:
一女子在暮色中为

“

我
”

低声吟唱 ;也

有昔 日的景象
:
一小孩坐在钢琴下双手按着母亲小

巧的双脚
,

而母亲和着琴声吟唱
。

这两个场景互相

掩映
,

又互相照应
,

既有视觉之美
,

又有听觉之美
,

令人浮想联翩
。

像他早期的小说一样
,

劳伦斯早期的诗歌大多

含有 自传的因素
。

但是
,

真正杰出的诗歌必须超越

自身的狭隘经验
,

将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
。

劳伦

斯最成功的诗歌是那些吟咏大 自然的诗
,

诗人通过

对昆虫
、

鸟兽
、

花草的吟咏表现自然的灿烂辉煌和

生命的神秘力量
。

在他的笔下
,

一草一木
,

一切自

然生物都充满了诗意和活力
。

他用 自己的眼睛观

察新鲜的世界和人生
。

这一类诗中最著名的一首

是《蛇》 (
“
S an k e ”

)
。

诗歌记述了一个普通的经历
:
诗

人清晨汲水
,

在水槽边与一条正在喝水的蛇不期而

遇
。

诗人在生而有之的自然本性与后天接受的教

育观念这两者的冲突之间对人与 自然的关系进行

了反思
。

一方面
:

我所受的教育向我说

一定要杀死它
。

同时
,

我内心也有声音说
:

你要是人的话
,

此刻就应该找根棍子打折他
,

把他干掉
。

然而
,

另一方面
:

我得招认我是多么喜欢他
,

多么 高兴他客人似的静静光临
,

来我的小槽喝

水
,

然后 离去
,

安然地
、

和平地
、

不道谢
,

潜回大地燃烧的肚肠中去
。

诗人于是责问自己
:

是怯懦
,

叫我不敢杀死他 ?

是乖僻
,

叫我渴望跟他交流 ?

是谦虚
,

叫我觉得是这么 荣耀 ?

我真的觉得是十分荣耀
。

然而
,

正当这条蛇透逸游动即将进洞 的时刻
,

诗人在一阵莫名的冲动之中突然投木打蛇
,

蛇却脱

身钻进了墙缝
:

而我立刻懊悔了
。

我想
:
这样的行为何等可耻

、

庸俗
、

下流
,

我恨极 了 自己和那个该死的人类教育的声音
。

诗人就这样用极其明白晓畅的语汇
,

用 日常自

然说话的节奏
,

借助一个曲折的心理和行为过程
,

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文明与自然的对立
。

劳伦

斯提倡人性 自由发展
,

反对工业文明对 自然的破

坏
,

理性对人性本能的扼杀
。

劳伦斯对资本主义工

业社会扭曲的人性有深刻的理解
,

因此他在这首诗

中艺术地表达对这一问题的哲学思考
,

侧面批判了

现代社会否认人的自然本能和扭曲人的心灵
。

劳

伦斯被马克
·

罗伯兹认为是有平衡视野的道德家
。

因为他倡导人类回归自然
,

寻求本性
,

恢复活力
。

自

然是疗救现代工业社会垢病的有效药剂
,

又是人类

生命能量的来源
。

对现代文明的憎恶
,

对 自然的向

往
,

对生命神秘力量的探究恰恰是劳伦斯创作的一

个基本思想
。

维
.

德
.

索
.

品托认为
:
这首诗的意义不仅在于描

写了 日常生活经验
,

而且在于加工了 日常经验
,

赋

予它神秘的宏伟感
3[]
泌

。

因为诗人把蛇看作像个被

流放的国王
,

在地下尚未加冕
,

如今又到加冕之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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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最后为 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
,

因为
“

我错过了

与神相遇的机会
,

与生命相遇的机会
” 。

也许今天

我们再读这首诗时
,

感到它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此
。

这首诗真正让人感到震撼的地方在于
,

在人与自然

的关系中
,

人往往扮演了一个卑鄙
、

虚伪而又夜郎

自大的角色
。

蛇是无辜的
,

所以它坦然从容
,

它 的

出现使心怀巨测 的人感到既崇敬又畏惧
。

当畏惧

超过崇敬时
,

人往往使出卑鄙 的手段去取胜
,

像
“

我
”

那样去搞突然袭击
:
对这样卑鄙的行为

,

人必然

要付出代价
,

并为失去的东西
,

不论它是
“

国王
”

还

是
“

神
” ,

而懊悔不已
。

灵剑指出
: “

此诗给我们以强

烈的精神灼痛
。

我们在顿悟和沉思中感受到诗的

深沉和历史感
,

而不是一时的语言快感和仓促的诗

意满足
, , 。 4[]

劳伦斯在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教育制度
、

宗教
、

道德观的诗中更加表现出率真的品质
。

像《资产阶

级多么讨厌》
、

《反驳耶酥》
、

《死亡并不邪恶
,

机器才

是邪恶 》这样直白
、

辛辣的标题本身就已令人触 目

惊心
。

他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已彻底失望
,

认为是

工业文明
、

教育制度以及基督教道德是使人异化
、

扼杀人创造力的罪魁祸首
协l 。

在这类诗歌中
,

恐怕

没有 比 《资产 阶级多么讨厌 》 (
“ H o w B e a s * l y *h e

B ou gr eo u 、 sI ”

)这首诗更形象
,

更惟妙惟 肖
、

一针见

血
、

人木三分的 了
。

我们也读过布莱克
、

狄更斯和

萨克雷等作家对资产阶级的鞭挞和讽刺
,

但同劳伦

斯的一比
,

则相形见细
。

劳伦斯把资产阶级刻画成

衣冠禽兽
:
他们衣冠楚楚

,

仪表堂堂
,

英俊潇洒
:

他难道不 漂 亮? 他难道不健康 ? 他难道 不是

个好标本 ?

他外表难道不像个精神饱满而纯洁的英 国人 ?

难道不是上帝自己的形 象? 一天跑三十英里

追逐鹤鸽或一个小橡皮球 ?

你难道不喜欢他那样阔气有派头 ?

但是在他们体面的外表之下
,

是崛故
、

丑恶
、

卑

鄙的灵魂
。

他们自私
,

狭隘 ;心灵如同一潭死水
,

思

维机械僵化 ;心怀偏见
,

不能接受新的事物
,

不敢迎

接情感和道德上的挑战
:

哎呀
,

且慢 !

让他应付一桩新的激情
,

让他面临别人的需要
,

让他完全懂得一点道德上的难题
,

让生活对他的理解力提出一点新的要求
,

然后 注视他变得迟钝呆木
,

像一块潮湿的甜

饼
。

注视他变成一 团糟
,

不是傻瓜 便是暴徒
。

就 只要注视他的表演
,

当他面 临智 力的新要

求
,

一个新的生命彼关的要求
。

他们不劳而食
,

寄生于别人的劳动成果之上
,

内心完全的腐烂
,

心灵空虚
,

失去了一切的新鲜和

活力
,

正可谓金玉其外
,

败絮其中
:

装扮得俊俏
,

像一裸蘑菇

站立在那里那般时髦
、

笔挺而又 中看—像一株覃菌依赖过去生命的残余为生
,

从那些比它 自己伟大的生命枯叶中吸取生命
。

即使如此
,

他是陈腐无生气的
,

他在那儿也呆

了太久
。

触动他一下
,

你会发现内部一无所有
,

就像一裸老蘑菇
,

内部长满小 虫而 空洞
,

掩盖在平滑的皮肤和挺直的外相下
。

充满了激昂
、

卑鄙
、

空洞的情感
,

相 当肮脏—最后
,

诗人作出结论
,

既然他们对社会毫无益

处
,

还不如把他们统统除掉
,

化为尘土
:

可惜他们不 能一古脑儿被踢翻
,

像令人作呕的毒菌
,

让他们迅速地溶化
,

返回到英格兰的土壤
。

在这首诗中
,

劳伦斯创造了多个生动的形象比

喻资产阶级
:
把他们比喻成好看不中用的毫无生命

力只供人观赏的
“

标本
” ;像蘑菇一样亭亭玉立

、

虚

伪的浪漫人物 ;像真菌一样是寄生虫 ;像令人恶心

的
,

毫无生存价值的毒菌
。

劳伦斯所刻画的资产阶

级的这幅肮脏嘴脸
,

不仅陈腐
、

毫无生气
,

而且令人

作呕
,

难怪英国的绅士对劳伦斯无法容忍
。

可以想

象
,

他的这一首诗无疑会在正统观念中引起轩然大

波
。

他对当时资产阶级不抱任何幻想
,

以致毫不留

情地抨击和嘲讽
。

劳伦斯因此被称为
“

不戴面具的

诗人
” 「狮222

。

这使我们不得不佩服诗人的勇气和胆

识
。

而同时
,

这也就是劳伦斯诗作遭批评的缘故之

一
:
语言过于直白

,

诗意过于裸露
。

确实
,

这样的诗

风与维多利亚时代遗留下来的文雅诗风太格格不

人了
。

大英帝国的绅士淑女怎能接受呢 ? 劳伦斯天

真而犀利的大白话不幸刺破了英国社会已长满了

虱子的华美外袍
。

从劳伦斯整个的哲学思想来看
,

他反对资产阶

级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对人的压抑和侄桔
,

主张自由

地发展人的个性和心灵的自由
,

以及解放人的本能

和潜能
。

认为所谓文雅的资产阶级的文化只会僵

死人的灵魂和创造力
,

最终会导致文化的死亡和人

类精神的窒息
。

举止粗野的农 民
,

流浪的吉普赛

人
,

工人
,

以及带有原始气味的人或事物
,

都比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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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文而雅的资产阶级更有活力
。

他的这些思想都

决定了他在这首诗中对资产阶级的态度
。

这首诗

用 自由诗体写成
,

诗节和诗行的长短以及韵律都毫

无规律
,

暗示 出诗人强烈的情感容不得任何的限

制
。

我们可以品位出
,

诗人的 口气是赤裸裸的辛辣

的讽刺
,

是不怀好意的戏谑
,

是按捺不住的憎恨
。

劳伦斯的很多诗歌都表达了对资产阶级尖锐地讽

束」和对清教主义的愤怒以及揭露传统的盎格鲁一
撒

克逊社会的伪善
。

二
、

结语

劳伦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文坛上造成

了强烈的震动
,

他的独特的创作风格引起了极大的

争议
。

他的一生都在斗争
,

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边

缘
,

痛苦挣扎
。

也许正是这坎坷复杂的经历
,

造就

了这样一位传奇的诗人
,

赋予他丰富的内心世界
,

创造出富有激情和张力的诗歌
。

无论是激情澎湃
,

还是安详宁静
,

都是活生生的
,

甚至是血淋淋的
,

都

是发 自诗人内心的呐喊
,

真实坦诚地向世人展示着

人性的美好与丑恶
,

散发着生机
,

散发出永恒的生

命之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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