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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要 :华 兹华斯在作品中频频论及生死问题 ,从 不同角庋和层面闽发 自已的生命志识 ,形 成了一个引人注目

的、比较独特的文学现象。但令人遗憾的是 ,学 界对他生命忘识的研究却出现了不应有的忽视现泉。从哲学思考

和文学创作的命题出发 ,在 西方社会和宗教文化的背景下,对 他的生命志识作比较详细的研究,应 该是一件有志义

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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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 ·华兹华斯 (William w。 rdswo沈h,1770—

1gsO)是一个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的诗人和文学理

论家 ,研究他的著述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看都已经

有很多。从范围来看 ,已 有的研究涵盖了他的自然

观、社会观、民主观、主题性复归、时间性修饰、意象

意境、诗歌语言、诗歌题材等众多领域。但令人遗憾

的是 ,对他生命意识的研究却好像被忽视了。其实 ,

他在作品中频频论及生死问题 ,从不同角度和层面

阐发自己的生命意识 ,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比较

独特的文学现象。对这一文学现象作一研究 ,无论

对于弥补学界的疏漏还是全面认识华兹华斯 ,均将

是颇有裨益的。

始而必终、生而必死是宇宙本身和宇宙之中万

事万物遵循的自然规律 ,在浩瀚的宇宙之中,人只是

沧海一粒 ,无法抗拒与超越这一自然规律。阿拉伯

诗人阿塔希叶(al~‘ atahiyah)在 《为死亡而生殖》中

写道 :“ 为死亡而生殖 ,为毁坏而建筑!/灭亡是你

收稆 日期 :2003ˉ03ˉz1

作者筒介 :张叉 (1%5-),男 ,四川省盐亭县人 ,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102

们所有人的归宿。
”
[丬 (227页 )人是高等智能生物 ,

人的死亡不仅标志着生命个体的消失 ,而且意味着

一个文化体的灭亡 ,因 而向来为圣贤哲人所重 ,它也

是华兹华斯哲学思考和文学创作的重要命题。

(一 )哲学思考的重要命题。在西方 ,人的生死

问题始终是哲学家探讨的主题 ,“ 人们在迎接新生

命、送走死亡的社会性实践中必然要以各种方式对

生死特别是死亡进行思索、把握
”
[2]。 雅斯贝尔斯

(Jaspers)宣 称,从 事哲 学就是学 习死亡。蒙 田

(Montaigne)也认为 ,哲学的真正课题是对死亡的研

究 ,哲学就是死学。华兹华斯是个过早过多经历亲

朋好友离逝苦难的人。1778年 3月 ,母亲去世 ,他

年仅 8岁 。几个月后 ,他所钟爱的妹妹死去。17Bg

年底 ,距母亲去世仅 5年 ,他父亲去世。1805年 2

月 5日 ,他年仅 s3岁 的弟弟、海军军官约翰船沉遇

难。1812年 ,他的第二个儿子托马斯和小女儿凯瑟

琳去世。1835年 ,妻妹、他忠实的抄写员赫金森去

世。1846年 ,抚养他成人的叔父克里斯托芬去世。

1847年 ,他最心爱的女儿多拉去世。1795年 1月 ,

他的老同学、好朋友卡尔弗特去世。1832年 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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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司各特 (sco仗 )去 世。18“ 年 ,好 友柯勒律治

(ColeⅡ dg。 )去世。同年 ,好友兰姆 (Lamb)去世。华

兹华斯不仅有幼年丧父之痛 ,而且有晚年失子之苦 ,

这-切不仅让他心中感到非常的痛苦 ,灵 魂受到极

大的震动 ,而且促使他对生死命题进行哲学思考 ,他

在《论墓志铭》(1810年 )中 感叹道 :“ 在人世间,每

个人像云影一样飘过——”
[3]sO9页 )说生死是他

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 ,可能一点也不过分 ,这从

《我们是七个》(1798年 )一诗中即可得以证明。在

该诗中,叙述人
“
我

”
遇到一个小姑娘 ,她始终坚持

认为她们是七个兄弟姐妹 ,-个也不少 :

“
有两个进了天国,” 我说 ,

“
那你们还剩几个?”

小姑娘回答得又快有利索 :

“
先生!我们是七个。

”

“
可他们死啦,那 两个死啦 !

他们的灵魂在天国!”

这些话说了也白搭 ,

小姑娘还是坚持回答 :

“
不,我 们是七个 !” [4](15-16页 )

七个兄弟姐妹死了两个 ,但死去的两个同上帝

在一起 ,他们的精神和灵魂是永恒的,故小姑娘坚持

认为 ,她们是七个兄弟姐妹。表面上 ,诗人在这里讨

论一个小姑娘对生死的看法。但实际上 ,诗人在借

用小姑娘之口,巧妙阐释自己万物有灵、视死为生、

灵魂不朽的生死观 ,具有浓郁的基督教哲学思辩色

彩。

(二 )文学创作的重要命题。在西方 ,早在《圣

经》中就已开始对生死进行讨论 ,如耶酥基督和犹

大都提到过生死之事。自此以降 ,生 死成了西方文

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命题 ,仅在英国文学史上 ,就有乔

叟(Chaucer)的 《坎特伯雷故事集》、15世纪民谣《道

格拉斯的悲剧》、莎士比亚 (shakespeare)的 《哈姆雷

特》、培根(Bac。n)的《论死亡》、弥尔顿(Milton)的

《失乐园》、班扬 (Bunyan)的 《天路历程》、格雷

(Gray)的 《墓园挽歌》、丁尼生(Tennyson)的 《悼念

哈拉姆》、萧(sh⋯ )的 《魔鬼的门徒》、麦克迪尔米德

(MacDiamid)的 《悼念詹姆斯 ·乔埃斯》、托马斯

(Thomas)的 《我谈面包》)等众多作品,都讨论到了

生死。对于华兹华斯来说 ,不仅 自然景色、农夫猎

人、田园生活是他描绘的对象 ,而且生死也是他创作

的重要命题。《露西组诗》之一《无题 :三年里晴晴

雨雨 ,她长大》(179g年 ):

造化说过了,便 着手施行——

好快呵,露 西走完了旅程 !

她死了,给 我留下来

这一片荒原 ,这 一片沉寂 ,

对往事欢情的这一片回忆——

那欢情永远不再。[4](9z页 )

露西死了,她 回到了自然的怀抱 ,她 的灵魂在宇

宙中永存。但他还是对她的死依依不舍 ,字 里行间

流露出了淡淡的哀惋。在其它一些作品中,他不仅

表达了相似的痛苦心情 ,而且还广泛讨论了与死亡

相关的其它一些问题。有关生死问题的诗文作品在

他全部作品中到底占了多大的比例 ,实在难于统计。

今仅据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⒛00年版杨德豫译

《华兹华斯诗歌精选》初略统计 ,结果如下 :在他的

精选诗歌中,直接或间接论及生死问题的有《无题 :

我一见彩虹高悬天上》,《 露西 ·格瑞》,《 我们是七

个》,《无题:我有过奇异的心血来潮》,《无题:她住

在达夫河源头近旁》,《 无题:我 曾在陌生人中间作

客》,《最后一头羊》,《 傻小子》,《 迈克尔》,《 致云

雀》,《 有一个男孩》,《 无题:记得我初次瞥见她倩

影》,《无题:三年里晴晴雨雨,她 长大》,《 无题:昔

日,我没有人间的忧惧》,《罗布 ·罗伊之墓》,《 鹿跳

泉》,《无题:当 欢乐涌来,我 像风一般焦急》,《 致图

森 ·路维杜尔》,《 献给肯特的士兵》,《 预 卜》,《 霍

弗尔》,《 为滑铁卢之战而作》,《 踏脚石》,《 无题:阿

尔法秀丽的教堂,在游客看来》,《 追思》,《 无题:这

样的旅人最愉悦》,《 低垂着双眼》,《 西蒙 ·李》,

《来吧,睡眠》,《 乔治和萨拉 ·格林》,《 哀歌》和《永

生的信息》,共 31篇 ,在总数 110篇诗歌(包括置于

卷首的《序诗》和译自托马斯 ·沃顿用拉丁文创作

的《来吧,睡眠》)中 约占35%。

通过对相关文学作品的解读可以看出,华 兹华

斯出于爱惜生命的本能 ,希望人的生命能得以永恒 ,

但出于生命意义的重视 ,他又主张为真理献身。

(-)希望生命永恒。人同飞禽、走兽、爬虫、游

鱼等世间其它一切生物一样 ,都有爱惜生命的倾向。

弗洛伊德(Freud)认为 ,人有生与死的本能冲动。卢

梭(Rousseau)认 为 ,憎恶死亡是人的天性。靳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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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死亡无疑是一切生命的最终归宿 ,生 物出于本

能无不极力趋避这一无可改变的命运。
”
[5]爱惜生

命的自然结果是希望生命能得以永恒 ,顾 晓辉说 :

“
追求永恒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

”
[6]由

爱惜生命、希望生命永恒产生对死亡的焦虑甚至恐

惧。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之说 ,波斯国王薛西

斯
“
眼看着 自己的百万雄师 ,想 到百年之后竟没有

一个人能幸免黄土一坏的厄运 ,感慨之余 ,不禁泫然

欲泣
”
[7](15页 )。 泰戈尔 (Tagore)说 ,当 死亡出现

的时候 ,财富就褪色、枯萎、化为尘土了。克雷洛夫

说 ,虽然人生充满
'了

苦恼 ,可是死亡却更加令人苦

恼。阿塔希叶说 ,死亡
“
把希望连根斩断

”
,“ 教会人

们哭声震天
”

,“ 使我们肝肠寸断
”

,“ 让我们知道何

为灾难
”
[丬 (《 为死亡而生殖》,zz7页 )。 华兹华斯生

活在时局风云变幻、政权飞速更迭的年代。1792年

8月 9日 至 10日 ,巴 黎人民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 ,

他们攻占王宫屠勒里宫 ,囚禁国王路易十六 ,大肆逮

捕国王的同情者。17gz年 9月 ,“ 九月大屠杀
”
事件

爆发 ,几百个保皇党人在监狱中被屠杀。1793年 ,

吉伦特派统治下的法国宣判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

雅各宾派专政后 ,吉伦特派党人纷纷下狱 ,不少人被

送上了断头台。在这个非常的年代 ,上 自达官贵人 (

下至黎民百姓 ,所有人都受到了巨大威胁 ,安全感已

不复存在。越是生命面临灾难的人 ,对永恒的追求

也就越强烈。托尔斯泰说 :“ 生命的意义 ,只 是助长

人生的爱。
”
[8](30页 )顾晓辉说 :“ 人世的灾难很容

易使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超世、超时间的形式当中,在

上帝与不朽中去追求永恒。
”
[6]非 常的时代促成了

华兹华斯对生活的执著和热爱 ,激发了他对生命永

恒的兴趣 ,使他对生命的毁灭尤感痛苦。他在《罗

布 ·罗伊之墓》(1805或 1806年 )中借罗布 ·罗伊

之口说 ,“ 人生短促 ,岁 月无情
”
[4](1“ 页)。 他在

《乔治和萨拉 ·格林》(180B年 4月 )中 对乔治 ·格

林和妻子萨拉表示了沉痛的哀倬 :

谁为陌生人哭泣?不少人

为乔治和萨拉哭泣 ,

哀悼这一对不幸的夫妻——

他们就葬在此地。[4](za4页 )

他在《哀歌》(1805年 )中 同样对死亡流露了痛

苦的心情 :

如今我再也见不到含笑的碧海 ,

再也无法回到当时的心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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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伤悼的情怀会常新永在 ;——

这番话 ,我 说的时候神智清明。

博蒙特 ,好友呵!我 所悼念的死者

要是还活着 ,你也会乐与交往 ;

对于你的画,我 赞许 ,决 不指责 ;

这阴沉的海岸,这 喧嚣暴跳的海洋![4]
(241 页)

他在弟弟约翰死去后不久 ,看到了友人博蒙特

所画的皮尔古堡图。图中风雨大作的情形使他触景

生情 ,勾起对死难弟弟的哀悼 ,于是写下了这首诗 ,

表达了自己痛苦的心情。在《露西 ·格瑞》中,他对

露西 ·格瑞这一年轻生命的毁灭表示了深切的怀念

和绵绵的忧伤。上引诸诗中所表露出来的对死亡之

哀悼、痛苦、惋惜等情绪 ,是华兹华斯希望生命永恒

的曲折体现 ,体现了他的某些生命意识。

(二 )主张为真理献身。在西方传统文化中,生

命的价值取向是非常明显的。佛洛姆 (Fr。mn)说 :

“
生命本身并无任何意义存在 ,除非人类利用 自己

的力量去赋予生命意义。
”
[8](zB页 )爱 因斯坦

(Ⅱnstein)说 :“ 人只有献身社会 ,才能找出那实际上

是短暂而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
[8](sO页 )泰 戈尔

说 :“ 生命赐给我们 ,我们必须奉献于生命 ,才 能获

得生命。
”“

我将以一再的死亡 ,去体认那生命是无

穷尽的。
”
[8](28-29页 )歌德(Goethe)说 :“ 无用的

生命只是早的死亡。
”
[8](28页 )辛尼加说 :“ 生命是

-篇小小说 ,不在长 ,而在好。
”

[8](zB页 )莎士比亚

说 :“ 耻辱的生命更可恨。
”
[8](29页 )萧说 :“ 生 ,使

一切站人在一条水平线上死 ,使卓越的人露出头角

来。
”
[8](29页 )拜伦 (Byr。n)说 :“ 死得伟大的人 ,水

远没有失败。
”
[8](29页 )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是为

真理献身。狄金森 (Ⅱckinson)在 《我为美而死》一

诗中写道 ,“ 我为美而死
”

,“ 真与美——/是一体
”

[9](1ss页 )。 哥伯尼 (Copernicus)、 布鲁诺 (Bmn。 )

为捍卫真理 ,不惜被烧死于鲜花广场的火刑柱上 ,他

们是为真理献身的光辉典范。华兹华斯深受传统文

化的影响 ,他认为生命虽然宝贵 ,但也要有价值 ,为

了使生命赋有价值 ,必要时要舍弃生命 ,为真理献身

是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在谈到英国的自由之时 ,

他说 ,“ 英武祖先的铠甲在堂上高悬/我们别无选

择 :不 自由,便死亡
”
[4](《 无题:不列颠自曲的洪沉,从

古昔年代》,191页 )。 在谈到蒂罗尔人保家卫国的时

候 ,他写道 :“ 祖先托付给我们的土地 ,只能/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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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子孙 ,否则 ,毋 宁死 !”
“
看我们踊跃前趋 ,虽死

不悔 /刚强无畏的手里紧握着刀枪 ,/要永保高风

亮节 ,要保卫人类。
”
[4](《蒂罗尔人的心情》200页 )霍

弗尔(Hofer)是奥地利西部蒂罗尔的爱国之士 ,是一

个敢于为正义而牺牲的英雄人物 ,这引起了华兹华

斯的感慨和赞叹 ,他在《霍弗尔》(1809年 )中写道 :

无畏的蒂罗尔人的英雄领袖 ,

当真是凡间父母所生的儿子?

也许是退尔的英灵返回人世 ,

想叫这衰颓的世道重新抖擞?

当天昏地暗的黑夜终于退走 ,

他从晓色中来临,似 天边旭日;

却平易谦和 ,头 上简朴的装饰

是一茎苍鹭羽翎 ,别 无所有。[4](198页 )

1803年 ,拿破仑正积极筹划渡海入侵英国,英

国的肯特郡位于英格兰东南端 ,与 法国海岸相距仅

sO余里 ,是法军首当其冲的进攻目标。对于肯特士

兵而言 ,投降意味着可能生存 ,抵抗意味着可能死

亡。华兹华斯认为 ,为 了保家卫国和维持人间正义 ,

肯特士兵应选择战斗。他在《献给肯特的士兵》

(1803年 10月 )中 对他们高声疾呼 :“ 肯特的士兵

呵!不是死 ,便是胜利 !” [4](194页 )他 在《预 卜》

(1803年 10月 )一诗中作出想象 ,拿破仑的军队人

侵英国,被打得尸横遍野、一败涂地 ,英 国军民庆祝

胜利 ,举国狂欢。诗末三行则体现了他为了真理要

勇于牺牲、为了正义而死得其所的生命意识 :“ 就连

惨祸 ,痛 苦 ,亲 属的牺牲 ,/也能使我们感到欣慰和

光荣——/死者将永享英名 ,永 蒙天宠。
”
[4](1gs

页)《 为滑铁卢之战而作》(1816年 2月 )一诗能更好

体现他舍生取义之生命意识 :

艾尔宾英武的儿郎!你们并不

轻贱自己的生命 ;看偌大人寰

再没有另一个民族像你们这般

得天独厚,拥 有这么多宝物 ;

信上帝,依顺自然,把 生命珍护 ;

然而,当 流血作战是义不容辞 ,

你们便舍生取义 ,勇 于效死 ;

这样 ,终 于扫灭 了那一伙狂徒。[4](zO5

页)

1915年 6月 18日 ,英 国、普鲁士联军同拿破仑

率领的法军在比利时中部滑铁卢展开决战 ,法军遭

到前所未有的大败 ,四 天后 ,拿破仑被迫退位 ,从此

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次年初 ,英 国政府决定建立

滑铁卢战役纪念碑 ,华兹华斯创作了这首诗 ,歌颂英

国军队击败拿破仑的功绩。英国士兵是珍惜自己生

命的 ,但 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他 们又舍生取

义、勇于效死 ,以 鲜血和生命谱写出壮丽的诗篇。苏

格兰高地氏族首领罗伊为了反抗民族压迫、为了平

民的自由率领山民起义 ,英勇战斗 ,华兹华斯对罗伊

极为推崇 ,他 在《罗布 ·罗伊之墓》(1BO5或 1806

年)中 写道 :

你的命运若是安排你

活在今 日——和我们一起 ,

你也会奋然挺身而出,

去战斗,为 了正义。[4](171页 )

华兹华斯认为 ,注重生命价值并不等同于作无

谓的牺牲。相反 ,一个人为了真理和正义应该珍惜

生命 ,勇 敢地活下去 ,在身处逆境之时更应如此。当

海地的黑人革命领袖图森 ◆路维杜尔被西班牙殖民

者诱捕投入监狱之后 ,华 兹华斯在《致图森 ·路维

杜尔》(约 18∞ 年 8月 )一诗中写道 :

哦,蒙难的领袖!何 时何地

你才能平息怒火!可不要死去 ;

身遭囚禁,你 也要面露欢愉 ;

你本人虽已蹉跌 ,势 难再起 ,

也要活下去,要宽心。[4](185页 )

从对相关文学作品的解读可以看出,华 兹华斯

的生命意识具有浓郁的基督教文化色彩 ,一是他倾

向于顺应自然 ,一是他对此岸彼岸均持肯定的态度。
(-)倾向于顺应 自然。在基督教文化中,人 的

生死是同上帝相关的 ,《 圣经》说 :“ 上帝就照着自己

的形像造人 ;乃 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
[10]

(“ Gene⒍ s” ,p,1)宇 宙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上帝创造

的 ,人的生死归之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 ,带有浓

厚的宗教色彩 ,如格雷《墓园挽歌》:“ 莫再想法揭示

他的优点 ,莫再从墓穴挖掘他的缺点 ,让它们在天父

和上帝的心田,同样战战兢兢怀着希望安眠。
”
[11]

(237页 )奥古斯丁(Augustine)认为 ,天主负担了人的

死亡。蒙田认为 ,人对死亡应顺任 自然、知命不避。

人的生命是由上帝赋予的 ,生死是由上帝决定的 ,人

除了顺应自然、听从上帝的安排之外别无选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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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华斯对生死采取的是顺其 自然的态度。如在《无

题 :昔 日,我没有人间的忧惧》(1,99年 )一诗中,他

没有直接表示 自己对露西之死的感情 :

昔 日,我 没有人间的忧惧 ,

恬睡锁住 了心魂 ;

她有如灵物 ,漠然无感于

尘世岁月的侵寻。

如今的她呢 ,不 动 ,无 力 ,

什么也不看不听 ;

天天和岩石、树木一起 ,

随地球旋转运行。[4](93页 )

他在这里冷静地列举了露西伴随石木长眠于地

下的死亡预兆 ,它和诗序中传统的乐观情绪一道 ,表

现出了严格的朴素和克制。在他看来 ,露西只是自

然界的一部分 ,生前不为人注意 ,死后无人忧虑。她

的死如同回归自然 ,自 然而然。而在《傻小子》中 ,

他
“
整篇诗到了末节就在读者面前显得仿佛是劝人

顺从
‘
天命

’”
[12](99页 )。 这些作品反映了他生死

顺应自然的思想倾向。

华兹华斯生死应顺应自然的态度是建立在以下

两个前提之下。第一 ,人 的生死是由上帝支配的 ,生

死顺应自然实际上是对上帝的归依 ,这在他的诗歌

中有不少流露。如 《永 生 的信息》(1sO2— 1804

年):“ 我们披祥云 ,来 自上帝身边—— /那本是我

们的家园⋯⋯”
[41(246页 )又如《为滑铁卢之战而

作》(1816年 2月 ):“ 信上帝 ,依顺 自然 ,把 生命珍

护⋯⋯”
[4](205页 )人来于上帝 ,死后又归于上帝 ,

人与上帝的关系更为亲近。顺应自然就是投向上帝

的怀抱 ,这具有浓郁的基督教文化色彩。第二 ,人的

死亡是无可逆转的残酷现实 ,生死顺其 自然是无可

奈何的选择。

(二 )对此岸彼岸均持肯定的态度。在西方文

化中,对生死的探索较为抽象 ,注重从本质上对生死

进行理性描述。德谟克里特 (Dem。critus)认 为 ,死

亡是自然之身的解体。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认

为,灵 魂不死 ,死亡是灵魂的暂时解脱。苏格拉底

(socrates)认为 ,死 可能比生更好。柏拉图 (Plato)

认为 ,死亡是灵魂从身体的开释。黑格尔(Hegel)认

为,死亡是精神同自身的和解。勃朗宁 (Br。wning)

认为 ,死亡不是终结 ,死亡就是生命。在基督教文化

中,人死后若能升天复活 ,便能进入到天国。据天主

教《要理大全》描述 ,天 国之中黄金铺地 ,宝石盖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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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美景 ,耳听音乐 ,口 尝美味 ,每ˉ官都能有相称

福乐的天堂。在华兹华斯看来 ,不仅有此岸 ,而且也

有彼岸 ,人生有苦难 ,天 国是幸福之所在。他认为 ,

死亡是对罪孽和痛苦的解脱 ,是到达天国的必经之

路。他在《论墓志铭》中写道 :“ 死亡如战胜了疲倦

的远行者的睡眠——”
[3](311页 )“ 死者仿佛从其

墓石中向人表述自己。让这离世者向你述说他的苦

痛已远 ;安 宁的休息已来临 ;他 恳求你不再为他哭

泣。他以陷于人间林林总总的爱之虚荣之经历者的

口吻告诫世人 ,像超越者一样给予决断 ,如执行法官

之职责 ,没有诱惑能误导他 ,其决定不再有偏颇。死

亡解除了他的苦痛 ,苦难也消散了。
”
[3](318页 )他

认为 ,死亡是人的最终归宿 ,死亡是重回自然 ,死亡

只是人的肉体的消亡 ,人 的灵魂是永生的 ,人的精神

是永存的 ,“ 思索的灵魂 ,循着道德的方向,前往永

生之国
”
[3](《论墓志铭》,310页 )。 如在《露西 ·格

瑞》中,露西 ·格瑞是 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她

和自然界融为了一体 ,她的死去和活着一样 ,都显得

自然而然。又如在《露西组诗》中,露西只是 自然界

的一部分 ,生前不为人注意 ,死后无人忧虑。露西之

死如同回归自然 ,自 然而然。他在《露西组诗》中多

次写到露西之死 ,但这种死又不是真正的消亡 ,她的

灵魂在大自然中得到了永生 ,她 的精神在宇宙中得

以永存。他在《乔治和萨拉 ·格林》(1808年 4月 )

一诗中先对乔治 ·格林夫妇的死亡经过作了大致的

叙述 ,然后他写道 :

森严险怪的山岭,如今

蔼然眺望着墓地 ;

天宇的喧嚣已化为静默 ,

像大海波平浪息。

平静的心灵深深地埋藏了——

藏入深深的沉寂 ;

沉寂的心灵长留在这儿了——

被这片墓园幽闭。

墓园里 ,他 们安然无事了——

再没有烦恼、忧伤 ,

再不知恐惧、悲痛 ,再 不要

阳光或指路的星光。

凄惨的人间最后一夜 ,

充满了恐怖、悲辛 !

那一夜之后便是墓穴——

黑洞洞,何 等幽深 !



张 叉 威廉 ·华兹华斯的生命意识

墓穴是死者神圣的婚床,         与幸福。乔治 ·格林和妻子萨拉充满恐惧悲辛的人
两口子并肩睡稳,            间最后一夜是他们人间苦难生活的象征 ,他们的死
和平的纽带,爱 情的纽带,         亡已变成了对现世生活的解脱 ,烦恼、忧伤、恐惧、悲
使他们永不分离。[4](234-235页 )     痛 ,世间一切磨难与痛苦均由烟消云散、荡然无存。

静默的天宇、平静的大海这两个意象极具象征  婚床和纽带两个意象暗示着 ,他们的灵魂已得到永
意义 ,它们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上帝和天国的宁静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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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ⅡⅡaⅡ⒒Wordsworth’ s Ouuook on LⅡ 1⒊ aⅡd】Death

zHANG Ca
(Foreign Language Ins1itut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WnhaⅡ l w。rdswoHh, a poet and literary theorist, arouses great atten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He mentions frequently the question of life and death in his works from vaFious levels and difFerˉ

ent Perspectives, and forms a pecuhar literary phenomenon, which, unfortunately, is ignored by the critˉ

ics。  It is signiflcant to study it thoroughly in view of ph⒒ osophical renecti。 n and literary creation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westem culture and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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