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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菲利浦·拉金的许多诗歌带着一痕蓝色的忧伤。他眷恋旖旎的自然

风光，直陈工业革命对自然景物的蹂躏，意欲提醒人们大自然的独特内在生命价

值。他描写罹难中的动物，盛赞它们生存的独立意义和价值。物欲的膨胀使许

多女性变成了拜金女郎而从众多男性的眼中消逝。自然的风景、自由的动物和

美丽的女性都是英国风景中不可缺少的元素，是诗人心目中“英国性”的代表，

是诗人梦中伊甸园的内容，但这些正历经一场人为的浩劫灾难。拉金立足自己

的生存环境，用冷静、平实的笔调记录了这一道道风景的历史变更，书写自己最

深切的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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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浦·拉金（ＰｈｉｌｉｐＬａｒｋｉｎ，１９２２－１９８５）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杰
出的英国诗人之一，也是当代著名的小说家、爵士乐评论家和英国图书馆委员会

委员。拉金的性格在许多人的眼中有点冷傲、幽远和怪癖。可他的诗歌浸透着

一种清新、凝练与朴素。特别是他对身边景物的独特描绘构成了文学史上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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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丽的风景画。Ｋ．雷杰莫利（Ｋ．Ｒａｊａｍｏｕｌｙ）在其新作《论菲利浦·拉金的诗
歌》（ＴｈｅＰｏｅｔｒｙｏｆＰｈｉｌｉｐＬａｒｋｉｎ：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中的一小节探讨了拉金的自然
观，指出拉金是一个自然诗人。在拉金看来，自然蕴含着一种自我更新的、毁灭

人欲的无形力量；人类无法从自然中得到永恒的慰藉和欢乐，诗人常常远远地观

赏大自然的美丽风景，寻找片刻的欢欣。但雷杰莫利没有继续深入探讨拉金自

然观的具体内容和形成的原因。唐纳德·戴维（ＤｏｎａｌｄＤａｖｉｅ）在《托马斯·哈
代与英国诗歌》（ＴｈｏｍａｓＨａｒｄｙａｎｄＢｒｉｔｉｓｈＰｏｅｔｒｙ）中的第三章《拉金的的风景》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ｏｆＬａｒｋｉｎ”）指出，拉金是一个受哈代影响较深的诗人（６３）。他们
都关心英国的风景、人物和政治。拉金对自然风景的描写是提醒人们大自然的

传统意象正在丧失其潜在的意蕴，但戴维认为拉金是把自然比作一种象征。国

内学者对拉金式风景的研究不多，主要集中在翻译和介绍阶段。有评论家戏说

拉金有“偷窥癖”，喜欢站在窗边、门后、暗室等偷看外面的风景。于是，漂浮运

河上的废物、试验室里血淋的动物、伊家性感的女性等都绘进了拉金的风景画

卷，构成了一组组“失落的伊甸园”图景。

一、消失的风景

拉金的世界似乎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生活首先是厌倦，其次是恐惧”

（４５）。①“荒野一样的模糊国度／石头间出没的游牧者 ／……生活就是慢慢地死
去”（１－２，６）。拉金的这些蓝调诗歌直陈诗人的厌世、怀疑、期冀、选择及放弃，
反映了二战后英国社会的精神现实，寻找失落的伊甸园的历程。如“她边梳头发

边等早餐”（“‘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ｏｒ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ｗｈｉｌｅｓｈｅｂｒｕｓｈｅｄｈｅｒｈａｉｒ’”）：“一年后，无
色的日子容器里无痛地溢出 ／我的世界，那久远的失落伊甸园／像一只走失的
小鹿又出现在我家的小径上”（１３－１５）。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多的英属殖
民地相继获得独立，到了１９６２年，昔日伊甸园式的大英帝国已不复存在；英国在
世界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已逐渐被美国取代，特别是在埃及于１９５６年将苏伊士河
收归国有后引发的危机和６０年代的一系列国际事务中，英国的国际影响更是直
线下降；从４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英镑贬值和英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又进一步削弱
了英国的整体国力。英国文学的正统地位逐渐被美国文学取代。英国开始走向

衰亡，拉金的世界也因此抹上了蓝色的色彩，寻觅失落伊甸园里的“英国性”

（Ｅｎｇｌｉｓｈｎｅｓｓ）②成了诗人的使命。风景是拉金诗歌中的“英国性”的重要英国元
素。

拉金关心英国的风景，他用平静的语调描写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的英国风

景。如“这里”（“Ｈｅｒｅ”）“转向东面，从浓浓的工业化阴影里 ／从北面车辆喧嚣
的夜晚：转向田野／它稀疏长着蓟草而不能称作草地”（１－３）。工业革命给人们
带来废气笼罩的城市和寸草难生的荒野，以前旖旎的自然风光在人们的眼前消

失殆尽。又如“降灵节婚礼”（“ＴｈｅＷｈｉｔｓｕｎＷｅｄｄｉ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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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开开停停，缓慢的画下一条南下的弧线。

开过了大农场，影子小小的牛群，

浮着工业废品的运河，

罕见的暖房一闪而过，树篱随着地势

起伏；偶有草地的清香

代替了车厢椅套的气味，

直到下一个城市，没有风格的新城，

用整片的废汽车来迎接我们。（飞白编，王佐良译１３－２０）

火车是工业文明的标志，但它和铁路又是破坏自然美的工业文明和科技发

展的象征。铁路的延伸就是森林砍伐、田地淹埋、山丘夷平的过程；火车的行驶

又是浓烟弥漫、河水污染、废品漂浮的蔓延。清澈的江河、成群的牛羊、清香的花

草、绿油的麦田等作为自然美的代表随着火车的远去在人的视野中变得越来越

小，直至消失。拉金眷恋昔日自然风光美丽的伦敦：“我想到舒展在阳光下的伦

敦，／它那紧密相连的邮区就像一块块麦田（飞白编，王佐良译６９－７０）。阳光
和麦田代表了自然美，而铁路和火车却无情地破坏了这种自然美。这些美丽的

自然意象是英国元素不可缺少的一部份，而高速发展的的工业文明吞噬这些自

然景观！其中又有多少是不可再生的？人们利用地球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殖民地

开拓与残酷的财富掠夺的事实告知人们：人类自我意志过度膨胀所造成的独断

与专制，将会或正在给人类和自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拉金的风景诗歌没有热情洋溢的歌颂，也没有歇斯底里的愤怒和咒骂，有的

是平稳沉静的语调，真实的笔录。“拉金的如实写实并非毫无意图。相反，他正

是企图提醒人们正视现实”（傅浩 １５６）。拉金把工业化的城市风景赤裸裸地呈
现在读者的面前，希冀人类能够直面工业化对自然风景的恣意破坏，意欲提醒人

们保护自然，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关系。拉金的这种意图在他的“逝

矣，逝矣”（“Ｇｏｉｎｇ，Ｇｏｉｎｇ”）等诗中更为明显：

这一来英伦遂告逝矣，

绿荫、草坪、小巷、

会馆、雕饰唱诗廊。

书籍犹存，在展览馆中

苟延下去；但留下给我们的

只有混凝土和轮胎。（４４－４９）

拉金心中的伊甸园有阳光、绿地、小巷、会馆、歌声、书籍…… 可是这一切似

乎都正在人们的眼前慢慢地消失，科学的进步可能留给人类的只有一片冰冷的

水泥地和一堆废弃的轮胎。人类以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剥离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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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同自己的密切联系与和谐关系，使得梦中的伊甸园一去不复返了。拉金在诗

歌中不断地反问“除了在日子里，我们还能生活在哪儿？”（６）。“它去哪儿，这一
生的时间？／寻找着我。所留下的是阴郁”（１１－１２）。那如画的自然风景去了
哪儿？拉金在“来临”（“Ｃｏｍｉｎｇ”）、“缺席”（“Ａｂｓｅｎｃｅｓ”）、“日子”（“Ｄａｙｓ”）、
“继续活下去”（“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ｔｏＬｉｖｅ”）、“远离”（“ＦａｒＯｕｔ”）、“多么遥远”（“Ｈｏｗ
Ｄｉｓｔａｎｔ”）、“生活”（“Ｌｉｖｉｎｇｓ”）等诗歌中表达了徘徊在时间长廊寻找伊甸园的
困惑。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终有一线亮光。孤郁的拉金在《太阳能》（“Ｓｏｌａｒ”）中
赞道：“你烈焰花瓣的头／永无止歇地爆炸。／热是你黄金的／回声（１１－１４）。太
阳象征着能量、力量、温暖和生命。有研究者认为：“拉金世界里的太阳是慈善和

神秘的，象征着生命和希望的崇高意义”（Ｒａｊａｍｏｕｌｙ１６２）。希望总是埋藏在人
们的心中，不久的将来人们又会看到美丽的自然风景。正如“树”（“ＴｈｅＴｒｅｅｓ”）
中所道：“永不歇息的树丛依旧摇曳／在成熟茂盛的年年五月。／去年已死，它
们似在诉说，／开始重生，重生，重生（９－１２）。枯死的树丛在春风的吹拂下又焕
然一新。终究有一天，人类会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樊篱，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亲

密和谐关系，尊重自然的独特内在价值。于是，消逝的牛羊闲荡、牧笛悠扬、淡泊

清幽的自然风景如同冬后的绿树终究会发芽重生，绿意盎然。

二、罹难的动物

拉金诗作中的第二道风景是动物。拉金喜欢动物。当人类残忍地杀戮动物

时，诗人感到无比地痛心和痛恨。在“猩猩实验室”（“Ａｐ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ｏｏｍ”）
里，诗人描写了猩猩解剖室的场景：“埋葬在白色的屋里／灯光如炬／如突然降临
的痛苦”（１－３）。诗人向读者展现了一副血淋淋的解剖现场：白色的墙壁，刺眼
的灯光，手术刀切肤的剧痛…… 可怜无助的猩猩就埋葬在无情的医学博士手

中。再环顾试验室的四周，屋里陈列着一具具已被医学博士解剖的支离破碎的

动物尸体。“密密麻麻，Ｔ形面具／下面的，更小，有耳朵的／头盖骨像一枚暗淡
的坚果／手臂环抱着”（１４－１７）。那些动物的身份已经无法辨认，但那环抱的手
臂令人想起了人类自己。十八世纪晚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从骨骼结构到生理结

构，人类和动物都极为相像，相像得就像远亲近邻。拉金曾声称自己是无神论

者。他认同进化论，赞同猩猩与人都是灵长类的动物，猩猩与人本是同类。他们

和人类一样，有头、手臂、耳朵等，还有一颗同样能感受痛苦的心。虽然猩猩无法

用语言来表达他们的疼痛和恐惧，然而他们肢体的异样已经透露他们的痛苦已

经达到极限。这是一首警世性的作品。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动物滥加戕

害，就只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寂静的世界。

又如诗歌“瘤”（“Ｍｙｘｏｍａｔｏｓｉｓ”）：在静穆的田中被卡住 ／炙热的、漫长的时
间流逝 ／许多是什么陷阱？哪里是毒牙的藏入？（１－３）。可怜的小兔子在空旷
炎热的田里被一卡子掐住了咽喉，伤口开始化脓，等待它的是无情的死亡！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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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草机”（“ＴｈｅＭｏｗｅｒ”）：我曾见过这刺猬，甚至喂过，一次。／现在我扼杀了它
小心翼翼的世界／无法弥补。埋葬也无益（４－６）。诗中浸透一种无比懊悔和悲
伤的情愫，呈现了诗人对不幸刺猬的浓浓怜惜之情。在“带一只回家给孩子们”

（“ＴａｋｅＯｎｅＨｏｍｅｆｏｒｔｈｅＫｉｄｄｉｅｓ”）表达了诗人对那些被人类当作玩偶的小动物
悲惨命运的同情。由于人类的无情捕杀和自然的任意肆虐，自然中的许多动物

正慢慢从人类的视线中消失，地球的风景也即将失却一份生机。

为了人类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有些人漠视、利用甚至抹杀其他生命的存在，

无视人也是自然生物链中的一员，无限度地向动物索取，从而切断人与动物的血

缘亲情。如名篇“草地上”（“ＡｔＧｒａｓｓ”）：

眼睛几乎不能分辨

那躲藏在寒冷树荫下的它们，

寒风弄伤了它们的尾巴和鬃毛；

……

然而在十五年前，它们或许

在二十多次比赛中不负众望

成为传奇：那依稀的午后

到处是奖杯、赌注和障碍赛。（１－３，７－１０）

老马昔日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以前高大俊美的形象现已是羸弱病残。它

们容存的地方是阴冷稀疏的树荫，陪伴它们的是刺骨寒冷的西风。一些人把动

物当作人类的奴隶和机器。当马年轻时，人们利用它牟取暴利；当衰老时，人们

就把它遗弃路边。老马已经习惯由人喂养，此时的它既不能回到人类的生活，也

不能回归自由的原野。它是一只丢失家园的、无家可归的西风瘦马。失落的忧

伤弥漫在老马模糊的眼球，它抬眼望向远处依稀的森林，何时才能回到自己的伊

甸园？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它们的生存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兹举“鸽子”（“Ｐｉ
ｇｅｏｎｓ”）为例：

一群鸽子在薄薄的石板上挪动着，

迎着西风细雨

风掠过它们歪斜的脑袋和已固的羽毛。

拥挤在温暖的、舒适的烟囱周围，

直到冬季的日光变弱，而它们长大。（１－５）

诗人用寥寥的几笔刻画了一群小鸽子的可爱精神，迎着西风细雨顽强地、惬

意地成长。弱小的鸽子敢于抗争强大的西风，显示出九死不悔的伟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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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见”（“ＦｉｒｓｔＳｉｇｈｔ”）中，诗人刻画了一群在雪地里学习走路的小羊群。在
“铁丝网”（“Ｗｉｒｅｓ”）中，一群老牛老实地呆在装有电篱笆的牛棚里，小牛却在追
寻外面的精彩世界：“小牛犊总能闻到更纯净水的味道，／不在此处而在别处。在
铁网外”（４８）。又如“等待早餐，而她梳了头发”（“‘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ｏｒ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ｗｈｉｌｅ
ｓｈｅｂｒｕｓｈｅｄｈｅｒｈａｉｒ’”）诗中快活的小鹿意象……拉金诗中的动物都有自己的故
事。保护动物是人类应尽的义务。

三、女人如烟

女性，在男性看来就像一道流动的美丽风景。拉金也不例外，只是女性这道

风景对诗人来说还是一道遥不可及的如烟风景。如“明媚的普莱斯塔廷”

（“ＳｕｎｎｙＰｒｅｓｔａｔｙｎ”）：

来明媚的普莱斯塔廷吧

广告画中的女人媚笑着，

双膝跪在沙滩上

她穿着亮白的紧身衣。

身后，是蔓延的海岸线，一家

棕榈丛中的酒店

沿着她的大腿延伸，并

伸展着齐胸的双臂。（１－８）

画中的性感女人千娇百媚，摄人心魂。她们妩媚、多情、前卫、所向无敌，可

是漂亮的姑娘只出现在美丽缥缈的地方。现实生活中众多男人并没有机会邂逅

那些诱人的美丽女子。诗中的广告就像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分隔了现实和梦想。

正所谓女人如花，花是梦。画中的女子虚无缥缈，离现实的生活越来越远。“又

大又凉爽的商店”（“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ＣｏｏｌＳｔｏｒｅ”）：

爱是如此缥缈和可怕，

女人是什么，或她们在干什么，

或在我们年轻的不真切的愿望中

好像是：带着合成的、新的、

不自然的狂喜。（１６－２０）

女人是什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金钱的欲望不仅伤害了自然和

动物，也伤害了人自身，使人丧失天真纯洁和美好的心灵。许多女性的精神世界

变得黑暗和贫困，于是自私、贪婪的女性出现在拉金的诗歌中。如同“北纬８００
以北”（“Ａｂｏｖｅ８０ｏＮ”）中所言：“一个女人有十个锐利的爪子”（１）。许多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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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子都成了魔鬼般的拜金女郎，她们如同合成的人造美女一样虚假和可怕。

又如“彼此彼此”（“Ｓｅｌｆ’ｓｔｈｅＭａｎ”）：“现在她整天在那儿／／他把一生浪费在工
作上所得的钱／被她全部攫去当了津贴”（５－６）。主人公阿诺德把在工作上努
力赚的钱全部用来养家糊口，可是下班回家还得忙前忙后整理家务，甚至连晚饭

后读报纸的时间都被剥夺了。他的妻子如同洪水猛兽，吸干男人的腰包，叉着

腰，瞪圆双眼，指挥着男人按她的意愿不停地转动。拉金还在“题在一位年轻女

士影集上的诗行”（“ＬｉｎｅｓｏｎａＹｏｕｎｇＬａｄｙ’ｓ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Ａｌｂｕｍ”）、“极致美丽”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Ｂｅａｕｔｙ”）等诗歌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美丽可爱的女性已在众多男
性的现实生活中渐渐消逝，却又如烟如梦永远萦绕在男性的记忆中。“在众人的

脸庞中我寻找着你的脸／／美丽而虔诚”（６－７）。在“为什么昨夜我又梦见了
你”（“ＷｈｙｄｉｄＩｄｒｅａｍｏｆｙｏｕｌａｓｔｎｉｇｈｔ”）：“那么多我以为已经忘掉的事／带着
更奇异的痛楚又回到心间”（６－７）。又如“野燕麦”（“ＷｉｌｄＯａｔｓ”）：

大约二十年前

两个姑娘来到我工作的地方 ———

一朵乳房丰满的英国玫瑰

和她那戴眼镜的、能与我攀谈的朋友。

在那些日子里脸面放光

所有的一切，我怀疑

还有谁能拥有她那般脸庞：

但我带出去的却是她的朋友，（１－８）

那个玫瑰般的姑娘是发话者心中渴望得到的姑娘，可因为自卑而选择了“她

那戴眼镜的、能与我交谈的朋友”。在诗歌的结尾，发话者透露他最终与那戴眼

镜的姑娘分手的原因是：“我的皮夹子里仍珍藏两张快照，／乳房饱满的玫瑰戴
着毛皮手套。／不幸的魔咒，或许”（２２－２４）。发话者忘不了那玫瑰般的女人，
心中的玫瑰如中了魔咒，永远无法抹去。玫瑰是英国的国花，也是“英国性”的

象征。也许那就是发话者一直掩埋在心灵深处的、永不磨灭的根———“英国

性”！诗中的玫瑰女性是拉金心中“英国性”的一种象征。拉金在诸多诗歌中对

女性的责骂、痛惜和怜爱之情可以看作是诗人对“英国性”感情的一种移植。当

英帝国陨落、外来文化的干涉和英国风景的消逝使拉金时而痛恨，时而又痛惜。

长此以往，“英国性”恐怕会给日益强大的“美国性”（这里主要指美国的主流文

化）所淹没。拉金不仅在写女性的诗歌中表达了一种这样的情感，还在很多诗中

直抒其意。如在“基金自然会承担你的损失”（“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Ｂｅａｒ
ＹｏｕｒＥｘｐｅｎｓｅ”），诗人问道：“噢！英格兰什么时候长大？”（１９）。拉金追寻失落
的伊甸园，在“当我们第一次面对”（“‘Ｗｈｅｎｆｉｒｓｔｗｅｆａｃｅｄ，ａｎｄｔｏｕｃｈｉｎｇ
ｓｈｏｗｅｄ’”）中呼吁道：“这个世界，让它回到从前———没有代价”（１５）。回归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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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伊甸园是拉金的梦想。拉金对女性的责骂折射了诗人对“英国性”陨落的愤

許之情，对女性的惦念映射了对伊甸园的怀念。拉金的女性观反映了诗人对“英

国性”的历史变迁的情感变化，表达了一种寻找失落伊甸园的情愫。

英国的风景在工业革命和人们的物欲膨胀下花容失色。拉金关爱英国的风

景，用真实、客观的笔调告知世人，我们正在失却自然的独特内在价值；人类利用

甚至谋杀动物的存在，漠视动物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必将切断人与动物的血缘

亲情；物欲的膨胀使许多女性变得自私和贪婪，失却了天真纯洁和美好的心灵。

诗人梦中的伊甸园正在失落，寻找失落的伊甸园是诗人肩负的重大责任。拉金

虽不能称作一个完全的生态诗人，但他用诗歌的形式告知后人：学会尊重自然、

尊重动物和他人，培养博大的生命情怀。唯有如此，人们才能找回失落的伊甸

园。

注解【Ｎｏｔｅｓ】

①本文的诗歌引自ＡｎｔｈｏｎｙＴｈｗａｉｔｅ编的《拉金诗歌集》（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Ｐｏｅｍｓ）（１９８８），引文未注明
译者的姓名为本文作者翻译。

② 英国性：也称英国精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来源 ＤａｖｉｄＧｅｒｖａｉｓ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Ｅｎｇ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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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作品【ＷｏｒｋｓＣｉｔｅｄ】

Ｄａｖｉｅ，Ｄｏｎａｌｄ．ＴｈｏｍａｓＨａｒｄｙａｎｄＢｒｉｔｉｓｈＰｏｅｔ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２．
飞白编：《世界诗库》，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ＦｅｉＢａｉ．ＷｏｒｄＰｏｅ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Ｈｕａｃｈｅｎｇ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傅浩：《英国运动派诗学》，南京：译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ＦｕＨａｏ．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Ｐｏｅｔ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Ｙｉｌｉ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Ｒａｊａｍｏｕｌｙ，Ｋ．ＴｈｅＰｏｅｔｒｙｏｆＰｈｉｌｉｐＬａｒｋｉｎ．ＮｅｗＤｅｌｈｉ：Ｐｒｅｓｔｉｇｅ，２００７．
Ｔｈｗａｉｔｅ，Ａｎｔｈｏｎｙ，ｅｄ．ＰｈｉｌｉｐＬａｒｋｉ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Ｐｏｅｍｓ．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Ｍａｒｖｅｌｌ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Ｆａｂｅｒ，

１９８８．

责任编辑：李漫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