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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杰弗斯是现代美国诗坛的一位思想和诗风都很独特的诗人。就他的

诗歌思想而言，其独特性主要在于他的诗歌反映了他对现代文明的厌恶与批判。

然而，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其诗歌的生态思想。他的诗歌

在谴责现代文明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自然的讴歌、对人类重返与自然的和谐的

倡导、对生态整体思想的强调以及对人类生态责任的呼吁。因此，他的诗歌中的

生态思想不仅是自觉的，而且也是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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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逊·杰弗斯（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Ｊｅｆｆｅｒｓ，１８８７－１９６２）是２０世纪美国诗坛一位多
产诗人，其创作鼎盛期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５０年代。１９２５年他以诗集《花公
马、塔马尔及其它》（ＲｏａｎＳｔａｌｌｉｏｎ，Ｔａｍａｒ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ｏｅｍｓ）一举奠定了他在现代
美国诗坛的地位。此后十年里，他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随着他的

《自选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Ｐｏｅｔｒｙ）在１９３８年的出版，杰弗斯达到了其诗名的顶峰。杰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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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诗歌分长诗和短诗两种，短诗题材广泛，多为抒情诗，长诗则大部分以神话

为题材，多为叙事诗，常常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体现。他的诗歌在形式上多为长句

自由体诗，风格脱俗，很少有传统色彩，在内容上则多表达激进的、反传统的主

题，堪称“一个思想和诗风都极为独特的人”（赵毅衡 ２８１）。由于其诗歌思想和
风格的独特性，杰弗斯一度成为２０世纪美国文学中最有争议的诗人之一，其诗
名也在２０世纪经历了几度沉浮。但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他已被公认为现代
美国文学中最具影响的诗人之一。杰弗斯诗歌思想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他的诗

歌中充满着对现代文明衰败的描述，透露出他对现代文明的极度厌恶和强烈谴

责以及明显的悲观厌世思想，正如有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他的诗歌的“中心

主题是尼采式的悲观主义”①。由于其诗歌中所体现出的厌恶和谴责现代文明

的思想，杰弗斯被称为“非人道主义诗人”（ＭｃＭｉｃｈａｅｌ１２８９）。非人道主义者反
对视人类为宇宙中心的传统哲学与宗教，拥护诸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等科学发现。

与其他“非人道主义”者一样，杰弗斯也强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②。在他看来，

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使现代文明充满庸俗、腐朽和堕落的罪魁祸首。正是由于

杰弗斯看到了现代文明的庸俗、腐朽和堕落，他才对它深感绝望，并进而对其进

行尖锐的批判。对现代文明的绝望使杰弗斯将目光投向了大自然，因为在他看

来，大自然是神圣与不朽的，与现代文明形成鲜明的对照。大自然的不朽和神圣

使杰弗斯在其诗歌中热情讴歌大自然，并进而呼吁人们回归自然，成为大自然的

一部分，重返与大自然的和谐。

因此，从当下方兴未艾的生态批评的角度看，杰弗斯的诗歌蕴含着丰富的

生态思想③。在生态批评看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鼓励人类“以统治者的态度

对待自然”，将自然作为征服与改造的对象，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

（Ｗｈｉｔｅ６－１４），也是导致自然生态失衡的根本原因，而自然生态的失衡“势必深
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状况”（苗福光 ２８），进而导致社会
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失衡，这也是生态批评将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作为其

终极旨归之一④的原因。可以说，杰弗斯对现代文明的谴责正是对社会生态和

精神生态的关注。而他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倡导也正体现了２０世纪
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下文拟从杰弗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对大自然的歌颂、对

人类重返与大自然和谐的倡导、对生态整体思想的强调以及对人类生态责任的

呼吁等方面对其诗歌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作一论述。

一

杰弗斯诗歌生态思想的主体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这也是其诗歌最重要的

主题之一。他清楚地看到了现代文明的取得所付出的代价，因而在其大量的诗

歌中对它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在诗歌“大拉网”（“ＴｈｅＰｕｒｓｅＳｅｉｎｅ”）中，他将现
代工业文明比作一张巨大的罗网：我想，我们开动了一台台机器，把它们全部锁

入／相互依存之中；我们建起了一座座巨大的城市；如今／在劫难逃。我们聚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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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人口，他们／无力自由地生存下去，与强有力的／大地绝缘，人人无助，不能
自立。圆圈封了口，网／正在收。……（转引自彭予 １７１－７２）。从这首诗中，我
们不难看出，在杰弗斯看来，在现代社会的机械化大生产中，人就像生产线上的

各个环节一样互相牵制着，为人类创造文明的生产实则变成了对人的控制，人类

难以逃脱它的禁锢，物我关系走向了异化。因此，人类创造文明变成了作茧自

缚，以至于在一定意义上，生存就意味着为物所役，人的生活变成了哲学家马尔

库塞所说的那种“被操纵、被愚弄、被欺骗的生活”（转引自张艳梅等 ３７）。杰弗
斯不仅看到了现代文明对人类的束缚，而且看到了它所滋生的各种罪恶。在诗

歌“阿尔卑斯山的基督”（“ＴｈｅＡｌｐｉｎｅＣｈｒｉｓｔ”）中，他这样历数了现代文明中的
人类的罪状：……淫乐、谋杀，／纵火，公开的暴行，暴政，／压抑的、隐秘的色欲，／
肉体的罪恶，／心灵的罪恶，灵魂深处／不可饶恕的罪过，亵渎，酗酒；／……女人的
罪过，／乱伦的，根深蒂固的，疯狂的……（转引自彭予 １７１）。在杰弗斯眼里，人
类罪恶的范围之广、危害之大已经让人触目惊心，而现代文明无疑是滋生这些罪

恶的温床。在诗歌“燃烧吧，你这消失中的共和国”（“Ｓｈｉｎｅ，ＰｅｒｉｓｈｉｎｇＲｅｐｕｂ
ｌｉｃ”）⑤中，他则进一步指出：现代文明已经使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蜕变成污浊的
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变得一天比一天庸俗、奸猾。他因此而诅咒美国早日

走向灭亡。在杰弗斯看来，现代文明注定会因为自身的堕落而使人类最终走向

毁灭。这一思想在他的“苏尔角的女人”（“ＴｈｅＷｏｍｅｎａｔＰｏｉｎｔＳｕｒ”）等诗中体
现得尤为充分。在“苏尔角的女人”中，他这样写道：“世界在变化中病倒，雨变

成毒药，／大地是一个坑，该毁灭了。／青藤枯萎，大自然的善良／腐蚀了过去她的
残酷使之强化的事物。／一旦你登上时间的顶峰你就开始毁灭”（转引自彭予
１７１）；在“夏天的假日”（“ＳｕｍｍｅｒＨｏｌｉｄａｙ”）中，他则通过隐喻的方式暗示了人
类与其所创造的文明最终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的思想：……铁，这不稳的金属，／
铁制的钢，不稳定一如其母；巍然高耸的城市将成为石灰堆上几点锈斑。／草根
一时插不进，慈悲的雨能解决问题，／此后，铁器时代无物存留，／所有这些人，只
剩一根大腿骨，几块碎片，……（转引自赵毅衡 ２８５）在杰弗斯看来，钢铁建成的
象征文明的高楼大厦最终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人类最终将“只剩一根大腿骨，

几块碎片”，文明的所有痕迹也将会最后消失。因此可见，杰弗斯实际上透过现

代文明的表面看到了它的没落。在他看来，现代文明的没落主要是由于“人类已

经致命地脱离了自然，病态地追求物质财富和感官享受”（ＭｃＭｉｃｈａｅｌ１２８９）。正
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他才在诗歌中表现出对现代文明的强烈厌恶，甚至诅咒。

杰弗斯对作为现代文明重要标志的科技发展的批判也突出反映了其诗歌的

生态意蕴。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无疑是推动

社会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力量。然而，科技具有天然的两面性，科技的非理性发展

必然会暴露出它的负效应，正如卢梭所指出的那样，“科学技术同样可以造成人

类的败坏甚至毁灭”（转引自斯特劳斯 １２）。正因为如此，在人们的整体生态意
识逐渐增强的今天，科技的潜在负效应越来越成为人们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



９８　　　 ＦｏｒｕｍｆｏｒＷｏｒｌ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杰弗斯正是深刻认识到了科技的潜在负效应，才导致他对科技发展的批判。在

“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一诗中，他将科学比作一种怪兽，以此揭示人类创造了科技
却反而被科技所控制、成为其受害者的荒唐悖论：“人创造了科学怪物，但却被那

巨怪控制／就像自恋和灵魂分裂的疯子不能管束／他的私生子／他造出许多刺向
自然的尖刀，本想／用它们实现无边的梦想，而嗜血的尖刀／却向内转刺向他自
己。／他的思想预示着他自己的毁灭”（转引自王诺 １８７）。在这一认识上，杰弗
斯并不是孤独的。１９世纪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ＭａｒｙＳｈｅｌｌｅｙ）早在其１８１８出
版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Ｆｒａｎｋｅｎｓｔｅｉｎ）中就对科技发展可能给人类带来的
毁灭性灾难提出了警告。在这首诗里，杰弗斯与玛丽·雪莱一样，对科学的非理

性发展作了具有远见卓识的预测。在“星光照耀着孤独的大洋”（“ＴｈｅＳｔａｒｓＧｏ
ＯｖｅｒｔｈｅＬｏｎｅｌｙＯｃｅａｎ”）里，杰弗斯更大胆地预测了科技发展到极端之后可能出
现的可怕景象：地球上的冰山融化，将大片陆地淹没，幸存下来的人寥寥无几，他

们在马尔帕索山顶上，靠残存的植物和昆虫为生，人的身体也大幅度退化。而星

光则照耀着孤独的汪洋大海，嘲笑着人类的可悲结局。在诗的最后，诗人总结性

地写道：“世界走错了路，我的人类，／而且还将更糟，在它被修好之前；／惟一不错
的选择是躺在这山顶上／等待四百或五百年，／瞧着那些星星照耀孤独的大洋”
（转引自王诺 １９０）。

对人类欲望膨胀的批判也是杰弗斯诗歌生态思想的重要体现。从某种意义

上讲，欲望是推动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现代社会中的人

们在追求欲望满足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变欲望的种类、扩大欲望的范畴，从而

导致了更大的不满足，以致出现了社会文明程度越高，人们欲望膨胀的速度越快

的现象。欲望的日益膨胀不仅加速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而且给人类

社会以及人自身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正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所指出

的那样，“物欲膨胀不仅伤害了自然，而且也伤害了人自身，使人丧失他的天真纯

洁和美好的心灵”（转引自王诺 １９４）。杰弗斯对人类欲望膨胀的危害有着深刻
的洞见，因而在诗歌中对它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挞伐。他在“傍晚的云”（“Ｃｌｏｕｄｓ
ｏｆＥｖｅｎｉｎｇ”）一诗中揭示了人类欲望膨胀的普遍性：“……可怜的大地，你难道和
你的孩子一样／也被无法克制的欲望折磨着，……？”（转引自赵毅衡 ２９４）在“被
打破的平衡”（“ＴｈｅＢｒｏｋｅｎＢａｌａｎｃｅ”）中，他直截了当地揭示了人类以满足欲望
为动力的发展所必然导致的结局：“不安、零碎的人，只能在周围人的／眼里和心
里找到中心，／他们唯一的作用是／维持和效力于人类之敌—文明，／怪不得他们
活得神神经经，舌尖的／欲望：进步；眼里的欲望：欢乐；心底的欲望：死亡”（转引
自彭予 １７１）。在杰弗斯看来，现代文明中的人类已经陷入欲望的深渊而不能自
拔，因此终日“活得神神经经”。耽于欲望而最终又将不堪欲望所带来的重负的

人类，唯一的解脱之路恐怕就是将死亡本身当作自己的欲望。这一讽刺的深刻

性不言而喻。

面对欲望膨胀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生态文学家和批评家呼吁人类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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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控制欲望。杰弗斯也以一连串的责问向无节制追求欲望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是什么？／一种长着稀疏的毛发和会说话的嘴唇，／能够直立行走的动
物。／难道可以说我们应该永远地被供养，／永久地受到庇护，永久地不被伤
害？／我们能够自我控制吗？”（转引自麦克基本 ９９）在杰弗斯的责问中，我们听
到了他对人类滥用自然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的控诉，以

及他对人们控制自身欲望膨胀呼吁。要控制欲望膨胀，人类就必须树立享受尽

可能简单化的物质生活、追求尽可能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意识。在杰弗斯的诗歌

中同样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他在“平静的承诺”（“ＰｒｏｍｉｓｅｏｆＰｅａｃｅ”）一诗中
哲理般地指出了人类应该简单地生活的道理：“对我来说，／如果我还想活得长
久／就只有以平静取代狂热，／想想坟墓里那些宁静而安详的死者吧／何谈享用他
们曾经拥有的巨大财富？”（转引自王诺 ２０６）显然，在杰弗斯看来，平静、简单的
生活才是健康的，这种生活显然是不能以物质财富的多寡来衡量的。

杰弗斯诗歌对现代文明的厌弃是强烈的，对它的批判也是尖锐的，其中所透

露出的悲观厌世思想也是明显的，由此他被视为美国文学中最伟大的悲剧诗人

之一、被视为“厌世派”诗人，甚至“宿命论者”或者“虚无主义的信仰者”。杰弗

斯悲观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和斯宾格勒（Ｏｓｗａｌｄ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的《西方的没落》（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然而，
他对现代文明的反对与挞伐绝不是对它的全面否定，而是对现代文明中的社会

生态的关注。他对现代文明中工业发展的狂热、科技进步的非理性、人类欲望的

急速膨胀等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的，也是能够引起人们的反思的。

二

如果说杰弗斯对现代文明的谴责体现出他对社会生态的关注的话，那么他

对大自然的讴歌、对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关系的倡导并进而对生态整体思想的强

调以及对人类生态责任的呼吁则充分揭示出他对自然生态以及生态整体的重

视，从而使其诗歌的生态蕴含更丰富。

杰弗斯的诗歌明显反映出他对自然的热爱以及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

的追求。杰弗斯认为人类只有摆脱人性而融于自然之中，才能找到自身的价值

以及生存的意义。在他看来，“大自然虽然是严厉的，然而却是纯洁的”（索普

２３６）。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杰弗斯隐居在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海岸的卡
梅尔山上的一座石头房子里，终日与大自然为伍，正是他向往自然的体现。对于

杰弗斯来说，大自然首先是永恒的。在“它们的美具有更多的意义”（“Ｔｈｅｉｒ
ＢｅａｕｔｙＨａｓＭｏｒｅＭｅａｎｉｎｇ”）一诗中，他这样写道：“……当整个人类／像我一样被
岁月磨掉痕迹，／它们仍将在这儿：暴风雨／月亮和海洋，／黎明和鸟”（ｑｔｄ．ｉｎＨｉｇｈ
１２９）。暴风雨、月亮、海洋、黎明等都是大自然的象征，它们的永恒存在代表着大
自然的永恒。在他笔下，大自然也是美丽的。他的“雾中船”（“ＢｏａｔｓｉｎａＦｏｇ”）
一诗展现了大自然的静谧之美：“……一群飞翔的塘鹅／比什么都好看；／一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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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比什么都高雅……”（转引自彭予 １６８）“傍晚的云”（“ＣｌｏｕｄｓｏｆＥｖｅｎｉｎｇ”）一
诗描绘了大自然的壮丽雄奇之美：“巨大的云山，在洛伯斯角的上空，映着斜阳，／
火的形象，在今夜风暴的墙上，／火的峡谷里有金色波浪，巨大的战神排成行
……”（转引自杨传纬 １８０）“神圣地多余的美”（“ＤｉｖｉｎｅｌｙＳｕｐｅｒｆｌｕｏｕｓＢｅａｕｔｙ”）
一诗揭示了大自然的力量之美：“海鸥的暴风舞蹈，海豹的嗥叫比赛，／在海面上，
在海水里……／神圣地多余的美，／控制比赛，君临命运，催树生长，／拔山巍耸，推
浪倒倾。／欢乐，这难以置信的美／像燃烧的星……”（转引自赵毅衡 ２８３）在“晚
潮退去”（“ＥｖｅｎｉｎｇＥｂｂ”）一诗展现了大自然的和谐之美：

大海已很久没有这样安宁；／五只夜鹭／越过几乎能映出它们翅膀的平
静的退／潮水面，／在阒寂无声的空中沿岸默默飞行。／太阳已经落下，海水
已经落下／那水草漫生的礁石，但是远处的云墙／壁立。退却的潮水在轻声
絮语。／巨大的云影在乳白色水面飘浮。／透过这世界的大幕的缝隙，淡淡
的金／光闪射，而那颗黄昏／星，突然滑动，像飞行的火炬。／我们似乎并非她
心目中的看客；她，／是在世界大幕后为另一批观众排演。（转引自江枫
２３０）

在“秃鹰”（“Ｖｕｌｔｕｒｅ”）一诗中，秃鹰则是美的化身：“凭那副大翼朝下滑翔的
它看来多漂亮；／从映着波光的悬崖转身飞去的它看来多漂亮。……享有它那副
翅膀和眼睛———／这将是躯体多么奇妙的结局……”（转引自黄杲? 黄杲昶
２１２）。大自然的美丽与和谐使杰弗斯萌生出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与敬畏。在“要
爱野天鹅”（“ＬｏｖｅｔｈｅＷｉｌｄＳｗａｎ”）一诗中，他呼吁人类尊重大自然中的生命，与
动物和睦相处：“这万千野天鹅不是人的猎物。……要爱野天鹅”（黄杲? 黄杲

昶２１１）。大自然的永恒、美丽与和谐使杰弗斯向人类发出了重归与自然和谐的
呼声。在“路标”（“ＳｉｇｎＰｏｓｔ”）一诗中，他这样表达了回归自然、融入自然的强
烈愿望：

转向那些可爱的东西，……／……设想你像百合那样生长，／依偎着沉静
的岩石，直至你感到它的神性／使你的血管冰凉，抬头凝望那些沉静的星辰，
让你的目光／……顺着那通天长梯向上攀升。／万事万物将变得如此美丽，
你的爱将跟随你的目光前行；……现在你自由了，即使你又变成了人，／也不
是妇人所生，而是出自岩石和空气。（Ｊｅｆｆｅｒｓ５７４）

在杰弗斯看来，那些没有经过现代文明污染的大自然中的“百合”、“岩石”、

“星辰”是具有“神性”的、可爱而美丽的，是值得人类追求的东西。人类只有与

它们融为一体才能真正恢复自己的自然本性。而在叙事长诗“花公马”（“Ｒｏａｎ
Ｓｔａｌｌｉｏｎ”）中，他甚至通过女主人公与象征大自然力量的公马结合这一听似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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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端的隐喻，来反映人类重返与大自然和谐的思想。

杰弗斯诗歌的生态蕴涵也体现在他对生态整体思想（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ｏｌｉｓｍ）的强
调上。生态整体思想是生态文学的核心思想。它认为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这

个整体内的万物休戚相关。它倡导从生态整体利益的角度审视包括人类在内的

宇宙万物。生态批评呼吁人类重返生态整体之中、重新确认人类在生态整体中

正确的位置、恢复和重建与生态整体以及整体中的各个其他组成部分的和谐、稳

定、生死与共的密切关系。在杰弗斯看来，生态整体具有最高的价值：“在我看

来，人、种族、岩石和星星，……它们之中没有哪一个具有单一的重要性，它们的

重要性仅仅存在于整体之中……在我看来，只有这个整体才值得我们付出深深

的爱……”（麦克基本 ７０）他进一步认为，生态整体是最大、最神圣的美，人类只
有维护这种生态整体才能长存于世界：“完整是一个整体，是最大的美，／生命与
物质的有机体，是宇宙最神圣的美，／热爱它们，而不是人。／除此之外，你就只能
分享人类可怜的困惑，／或者当它们走向末日的时候陷入绝望”（转引自麦克基
本 ２１１）。

此外，杰弗斯对人类生态责任的呼唤也充分反映出其诗歌的生态意蕴。生

态危机的逐步缓解有待人类的生态意识的逐步增强。生态意识是产生自觉的生

态行为的前提。为此，生态文学家与批评家以大量的、雄辩的、触目惊心的生态

危机事实对人们大声疾呼，倡导人们树立生态责任意识并积极主动地承担起保

护和回馈自然的责任。美国生态文学家卡森曾尖锐而忧心忡忡地指出：“具备了

无限能力的人类，如果继续不负责任、没有理性、缺乏智慧地征服自然，带给地球

和他自己的只能是彻底毁灭”（Ｇａｒｔｎｅｒ１００）。杰弗斯是一位具有高度的生态责
任心和神圣的生态使命感的诗人，他的名诗“卡桑德拉”（“Ｃａｓｓａｎｄｒａ”）充分体现
了他对生态责任的呼喊：

这目光凝滞的疯狂女孩用修长而苍白的手／勾住城墙的石缝，／长发在
狂风中飞舞，口中发出凄厉的尖叫；那／有用吗，卡桑德拉？／人们是否相信
你的苦口良言？人们确实讨厌真相，哪怕／真相是他们即将路遇猛虎。／所
以诗人们用谎言的蜜裹住真实；而把／老谎言浇盖上新谎言的／宗教骗子和
政客们，却被肉麻／地吹捧／为智慧。肮脏可鄙的智慧。／绝不：你依旧站在
那真相的坚硬墙角不停倾诉，对人们／和那些可恶的神。———你和我，卡桑
德拉。（ｑｔｄ．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２４２－２４３）

卡桑德拉是希腊神话里命运悲惨的女预言家，杰弗斯用她对即将面临灾难

的人们的“苦口良言”的劝说来隐喻具有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为生态危机而忧

虑不已并高声呐喊的人们。杰弗斯充分肯定那些能够正视生态危机现实、从而

树立起了生态责任意识、自觉承担起了生态责任的、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们，但同

时也对那些对生态危机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的人们进行了尖锐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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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回归自然，与自然和睦相处、繁荣共生是生态文学家与生态批评家的美

好愿望，也是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永恒主题。杰弗斯的生活与创作实践都充

分反映了这一愿望和主题。他一生亲近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找生活与精神依

托。他赞美大自然，因为在他看来，大自然是永恒的、美丽的、和谐的，人类只有

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复活并遵循自然本性，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他崇尚生态

整体思想，呼唤人类的生态使命，都体现出他作为一位生态诗人的远见卓识。

著名的《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杂志主编、美国内华达州立大学英文系教

授司各特·斯拉维克（ＳｃｏｔｔＳｌｏｖｉｃ）认为：“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完全拒斥生态批评
的阐释”（转引自苗福光 １５４）。杰弗斯的诗歌便是如此。在他的诗歌中既有对
现代文明的总体批判，也有对作为现代文明主要推动力的科学技术和人类欲望

的强烈质疑与深刻反思。他在诗歌中描写和讴歌大自然的永恒、美丽、纯洁、和

谐。由于他对现代文明的强烈谴责，他的诗歌被人们认为体现了尼采式的反人

类进步的思想，他甚至被视为厌恶人类的人。由于他在诗歌中常常以大自然的

纯洁、和谐与美来反观人类社会的腐朽、污浊与丑，人们往往认为他歌颂大自然

的美丽与永恒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证明现代文明的堕落和短暂。然而，杰弗

斯诗歌所反映出的绝不仅仅是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厌弃和逃避，从生态批评的角

度讲，他的诗歌富有深刻的哲理性、预言性和启示性，他对现代人类文明的谴责、

对大自然的赞美、对生态整体意识的强调、对人类生态责任的呼吁无不体现出其

诗歌的生态思想。他的诗歌所蕴含的生态思想是自觉和系统的。

注解【Ｎｏｔｅｓ】

①赵毅衡编译：《美国现代诗选》（上）（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序”，１２。有关
杰弗斯“悲观厌世”思想的论述还可参看彭予 １６６、１７０；杨传纬 １７９；庄彦选译：《二十世纪美
国诗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２６３、２６４；索普 ２３６；张礼龙编著：《２０世纪英美诗歌
导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９１。
②有关杰弗斯诗歌“非人道主义”思想的论述可参看彭予 １６６、１７０。
③ 关于杰弗斯诗歌生态思想的论述可参看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
④ 参看张艳梅 蒋学杰 吴景明 ９。
⑤ 董衡巽主编：《美国文学简史》（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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