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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浦·拉金早期诗歌的

“非英雄”共同体意识①

吕爱晶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拉金早期的诗歌折射了２０世纪上半叶英国文人焦虑和思变的担当。社会变革和战争纷飞的年代促使年轻
诗人探索新的诗歌救赎之路。拉金敏锐地避开当时所谓荣耀的宏大叙事，关注日常生活中的非英雄。拉金把非英雄的

故事和英国风景融入英国文学传统，用诗歌的形式加入了“英国性”的建构，力图保证英国文化的独立性，重塑了英国的

民族自豪感与归属感。拉金早期作品中文化观念的演变也影响着当时英国文学范式的转换。拉金对非英雄、英国性主

题的描叙折射了其构建“非英雄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显示了特定时期英国青年重新审视和修正英国文学，重新定位自

己，建构独特的存在方式。他们对日常生活中平凡个体的关注与尊重，彰显了其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肯定和对全人类共同

命运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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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第 １６届桂冠诗人、２０１１年普利策诗歌
奖获得者凯·瑞安（ＫａｙＲｙａｎ，１９４５－）十分钟爱
英国诗人菲利浦·拉金（ＰｈｉｌｉｐＬａｒｋｉｎ，１９２２－
１９８５）的诗作。拉金是英国“运动派”（Ｔｈｅ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诗歌的领军人物，曾荣膺“二战后最伟大的
作家”“英国最受欢迎的诗人”和“非官方的桂冠

诗人”等称号。作为英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诗歌
代言人，拉金承载着英国转型时期人们的焦虑和

思变的担当。经研究发现，诗人早期诗歌就反映

其创建英国新诗的想法，谋建 “非英雄”共同体

思想。

一　共同体中的普通人———非英雄
拉金写道：“我早年迷恋奥登、伊舍伍德和劳

伦斯等作家的作品。虽然现在也在读，这些作者

在我心中萦绕———剩下的我迷恋亚瑟·艾斯凯的

威士忌。因为一种新的事物必须找到。”①这是２１
岁的拉金写给朋友萨顿（Ｊ．Ｂ．Ｓｕｔｔｏｎ）的书信摘
录。年少的拉金在品酒之时一直寻找一种新的诗

歌救赎之路。他清楚地意识到英国本土诗歌面临

外来文化，尤其是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和侵蚀，

英国诗歌在世界诗坛的地位迅速降落，甚至即将

淹没在强劲的美国现代派诗歌中。作为时代知识

分子的拉金倍感焦虑，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

他开始重新审视英国文学蕴含的审美趣味、文学

语言和民族精神，寻找一种新事物和突破点，挽救

英国现代诗歌，希冀创建新的诗歌共同体：

噢！祈愿祈愿我只是

我自己：

我的思想已经冲上云霄

我的身体在支架上。②

诗歌中的“我”思变的豪情万丈，但“我的身

体在支架上”。诗歌表面上看似理想与实践的脱

节，其实隐含着更深层的涵义。支架往往可看作

是事物的主体和灵魂，是事物本质的核心部分。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支架可延伸理解为民族文化

的精髓。在历史上，英国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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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对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十分钟爱和固守。

“我的身体在支架上”也表明诗人的思变是建立

在一个主体的灵魂基础上。如此一来，拉金思变

的愿景可描述为：希冀新的英国诗歌要保留民族

文化本质，保留英国本土文化的特有经验，即下一

节要探讨的英国性（Ｅｎｇｌｉｓｈｎｅｓｓ）①。拉金在一次
阅读哈代诗歌中获得思变的灵感，从非英雄的

“小美”思想②切入诗歌创作，于是他旋即从美国

现代派诗歌的重轭中抽身，避开当时流行的宏大

主题的宏伟诗篇，明智地把握诗歌创作的新视角

和时代新的审美趣味，并获得了写作的源泉和快

感，结合英国诗歌经典的格律、鲜活的文学语言和

时代内容，开创了一种新诗歌体。拉金的诗歌在

英国迅速成为年轻诗人的仿效与标榜，从而最终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形成一个诗歌共同体，被后人
称之为“运动派”，与当时美国现代派诗歌并驾齐

驱于世界诗林。拉金最终的诗歌共同体实现了其

诗歌自救之路。拉金早年诗歌就表达了该思想，

如《太阳艰难地关闭了我们的眼睛》（“Ｔｈｅｓｕｎ
ｗａｓｂａｔｔｌｉｎｇｔｏｃｌｏｓｅｏｕｒｅｙｅｓ”）：

太阳用他粗大而灼热的手指，

艰难地关闭了我们的眼睛

远处，一只闪烁的手

笑意的一瞥

地上所有的生命

在布满尘土的树下绽放。③

仔细阅读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在诗中的深层意

蕴：一种新的审美趣味正在年轻诗人的心中悄然

兴起。以往崇尚的宏伟太阳在诗人和世人眼中显

得尤为灼热，令人无法睁眼看世界。远处，一只温

和闪烁的小手即将取代太阳粗大而炽热的手。而

地上所有的生命，不是在灼眼的太阳之下伸展，而

是在布满尘埃的树下绽放。全首诗中暗指过去敬

畏的宏大叙事正在人民的心中消解，英雄的光环

正在褪去耀眼的荣光。布满尘埃的树不同于高高

在上的太阳，是凡间万物中极其普通的日常事

物———普通人普通事。而这普通人不是英雄，也

不是反英雄，是非英雄，是拉金诗歌中的“非英

雄”共同体思想的主要人物。在拉金看来，一战

后英国人正处于转型过渡时期的焦虑状态。随着

大英帝国地位的动摇，人们不再盲目地崇拜政府、

英雄等的宏大叙事。兹举《诗歌：学习四章》

（“Ｐｏｅｍ：ＳｔｕｄｙｉｎＦｏｕｒＰａｒｔｓ”）为例：
在身体和灵魂上，

英雄孤独地站立着。

……

英雄的时代早已过去，

远过我们早已遗忘的孩童时代。④

诗歌大约写于１９４０年４月，当时的拉金只有
１８岁。而英国已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残酷的
战争改变了西方上千年的文化核心价值。战争没

有造就人们期待的时代英雄，反而夺走了无数无

辜人的生命，摧毁了人们的美好家园，也暴露了以

往崇拜英雄的虚妄性。敏锐的拉金清晰地意识到

时代韵律的变化，他不想被动地接受以往英雄主

义思想的主宰，开始用诗歌形式思索人的生存状

况和意义。《太阳艰难地关闭了我们的眼睛》中

的那种灼眼宏伟太阳不再是拉金诗歌的主题，取

而代之是日常事物、普通人式的“非英雄”诗歌主

题。如《一颗李子的祈祷》（“ＰｒａｙｅｒｏｆａＰｌｕｍ”）、
《一只鸟在花园边歌唱》（“Ａｂｉｒｄｓｉｎｇｓａｔｔｈｅｇａｒ
ｄｅｎ’ｓｅｎｄ”）、《丑妹妹》（“ＵｇｌｙＳｉｓｔｅｒ”）等等。这
些非英雄诗歌主题在拉金后期作品中尤为凸显。

如《一九一四》（“ＭＣＭＸＩＶ”）中小胡子青年、《去
教堂》（“ＣｈｕｒｃｈＧｏｉｎｇ”）中的无帽小青年等；动物
诗篇中的日常动物：兔子、小牛和燕子等。可以看

出，有关非英雄的诗歌贯穿了拉金早期和中晚期

的作品。拉金用诗歌的形式表明英雄不再是时代

的主题。拉金的这种思想也契合了时代的思潮。

如实用主义者杜威（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说：“事实上，专
家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⑤普特南回应道：“专家

属于特权阶层，并受杜威所说合理化的影响。作

为精英，他们习惯告诉别人如何解决社会问题。

但杜威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不是告诉别人如何

做，而是需要释放他们的能量，以便他们能为自己

行动付出。”⑥专家是人们崇拜的英雄，杜威和普

特南认为英雄不是民主社会的方向盘和风向标。

用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ＢｅｒｔｏｌｔＢｒｅｃｈｔ）
的剧作《伽利略传》（“ＬｉｆｅｏｆＧａｌｉｌｅｏ”）中的一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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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来说：“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①英国

启蒙运动精神告诉人们：要相信理智，不要迷信权

威。崇高的英雄神圣性正在被人们慢慢降解。在

杜威眼里“人类的荣耀在于他们变成一个自由民

主社会之公民的能力，变成这样一个共同体之公

民的能力：这个共同体一直努力看到自身边界之

外去———既有一种包纳当前被排斥或者被边缘化

的人群的眼光，也看到理智和艺术方面富于创新

的进取精神”②。杜威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民

主政治的需要问题上，“人类将变成什么样”是一

项人类必须共同反思的任务，而这种自我超越的

合作性探究，只有在民主社会里才能很好地完成。

理想化的英雄慢慢被非英雄群体取代成为民主社

会的大多数。

作为特定时代的特定群体，非英雄是拉金

“非英雄”共同体的主体和决定性力量，是其诗歌

的中坚人物，是民主社会中的你我他。拉金作品

不仅表达了对人性的热切关注，探索了社会变革

和战争灾难所带来的文化困境，也蕴蓄了一种宏

观的文化历史内涵。非英雄承载了时代的元素，

也承继了英国的伟大文化传统。拉金作品从先前

的文化观念发展史中汲取了普通人为历史主体的

重要养料，反映了普通人才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

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展现了文学对普通人的尊重，

对人的生存、自由和发展的尊重，对人尊严价值的

肯定以及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拉金将时代

非英雄的故事和经历融入英国文学传统，弘扬和

承继了英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其诗歌的形

式和风格也加入了民族身份的建构，体现了共同

体中的“英国性”，创建了新的诗歌共同体，挽救

了衰落中的英国诗歌，重振英国诗歌的雄风。

二　共同体中的“英国性”
一战后，面对美国新型地方主义的侵蚀和竞

争，拉金时常感到一种自性危机（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ｃｒｉｓｉｓ）。
尤其是英国社会的一些知识分子出现对美国的认

同感时，拉金感到英国国家的独特性、认同感和合

法性受到了威胁和挑战③。而在这危机与焦虑之

中，拉金用诗歌的形式对英国的经验、意识和现实

进行表述和阐释英国民族自我的认知和形塑，动

态地用文学形式定义和形塑国族的特性，是本文

特指的“英国性”的重要内容。

拉金诗歌时常围绕“英国性”主题探讨，表达

一种对逝去荣耀的缅怀和留念。如诗歌《鬼魂》

（“Ｇｈｏｓｔｓ”）：
据说这个公园的角落有鬼魂出没，

……

这些游走的幽灵不愿放弃他们的

梦想，

生前死后

带着幽灵的快乐追寻，竭力返回

人间。④

英国文学有一种鬼魂情结。从乔叟（Ｊ．Ｃｈａｕ
ｃｅｒ）、莎士比亚 （Ｗ．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笛福 （Ｄ．
Ｄｅｆｏｅ）、艾米丽·勃朗特（ＥｍｉｌｙＢｒｏｎｔｅ）到狄更斯
（Ｃ．Ｄｉｃｋｅｎｓ）、Ｍ．Ｒ．詹姆斯（Ｍ．Ｒ．Ｊａｍｅｓ）等大家
的作品中都是鬼魂萦绕。英国的鬼魂定义与中国

的有所不同：中国的鬼魂指人死后的亡灵，是在肉

身消失后存留在人间的意识形态；而西方的鬼魂

外延更为宽广，除了指死者的灵魂，还包括山魈水

魅、石怪树精之术、占卜术等。鬼魂多指一种超自

然的神秘现象，是人行为的动力源泉。在上首诗

歌中，年轻的诗人或许想借用英国文学中的鬼魂

情结喻指英国文学的灵魂，阐释英国性是英国现

代诗歌建构的基质。在２０世纪初，由于美国现代
派诗歌的侵蚀，英国诗歌在世界诗坛的地位一落

千丈，英国诗歌的隐退深深刺痛了拉金等年轻一

代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迪伦·托马斯（Ｄｙｌａｎ
Ｔｈｏｍａｓ）、Ｗ．Ｈ．奥登（Ｗ．Ｈ．Ａｕｄｅｎ）等都试图探索
一种具有“英国性”的诗歌与强劲的美国诗歌抗

衡。只可惜托马斯英年早逝，奥登出走美国，英国

诗歌的振兴该花落谁家？拉金在诗歌《昨夜我为

什么梦见你？》（“ＷｈｙｄｉｄＩｄｒｅａｍ ｏｆｙｏｕ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中写道：

昨夜我为什么梦见你？

此刻黎明灰白的光线撩过我的

头发，

记忆接踵而至，如记记耳光抽打。

我托手凝视窗外惨白的迷雾。

多少往事我以为忘却

回想起来时却带着更为陌生的伤痛

———宛如情意浓浓的信扎终于送抵

３４

①

②

③

④

ＢｒｅｃｈｔＢ．ＬｉｆｅｏｆＧａｌｉｌｅｏ，Ａｒｃａｄ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９４，Ｐ．１１７．
罗蒂：《实用主义哲学》，林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４页。
张朋：《政治认同与集体记忆的建构》，《天府新论》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ＴｏｌｌｅｙＡＴ．ＰｈｉｌｉｐＬａｒｋｉｎ：ＥａｒｌｙＰｏｅｍｓａｎｄＪｕｖｅｎｉｌｉａ，ＦａｂｅｒａｎｄＦａｂｅｒ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０５，Ｐ．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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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却已在多年前离开。①

该诗蕴含着浓浓的眷念之情，挥之不去的思

念萦绕诗人的心头。诗歌看似一首爱情诗，其蕴

含意义深广。拉金因患有一定程度的“恐婚症”，

终身未娶，爱情诗歌在其作品中不多见。这种魂

牵梦绕之物亦可理解为拉金心中萦绕的“英国

性”的象征或隐喻。由于外来文化强劲美国现代

派诗歌的影响，许多年轻诗人忘却了英国诗歌的

精髓，纷纷仿效美国现代派诗歌的风格。英国诗

歌的传统格律、纯洁的诗歌语言等标志性的“英

国性”已被多数人遗忘。诗人回想起来，如同被

人重重地抽了一记耳光，无名的伤痛挥之不去。

事实上，英国２０世纪初诗坛的凄凉景象无不令拉
金等知识分子黯然神伤！诚如批评家戴维·珀金

斯（ＤａｖｉｄＰｅｒｋｉｎｓ）所言：“因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繁盛
现代派诗歌的传播、强势、光艳和特质，后来诗人

不得不接受其风格而失去自我特征……在如此伟

大成就之后，英国诗人感到，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发

展新的风格。”②年轻的拉金对英国性怀有深厚的

情感和历史使命感。而历史和传统的英国性急需

当代元素的养分来破土萌芽时代的英国性。拉金

在诗歌的创作上承继传统的英国性基质的同时，

也融入了时代的英国元素。诗人刻意在人物描

写、语言、主题等方面凸显英国性。如上部分拉金

诗歌对普通人的描写体现了平凡中的、常态下的

崇高和神圣，承继了哈代以来英国审美趣味“小

美”的传统，也凸显了时代群体的新特质③。在诗

歌语言上，在承继诗歌“纯洁的语言”上，也加入

了一些所谓的诗歌禁忌语，打破了当时文学作品

用词的陈旧规则，从而推动语言本身的发展，增加

了 “非英雄”共同体的文学语言表现力④。这些

在《菲利浦·拉金的“非英雄”思想研究》书中有

专门章节论述，此处不再一一冗述。这里重点考

察拉金如何以地方性的描写来彰显现代英国诗歌

的“英国性”。

地方性是拉金诗歌中“英国性”的一个重要

隐喻。地方不仅是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空间，也

是生存于这区域空间的特定人群和生活相关联。

体现了生活于这一特定区域人群历时性和共时性

生活形塑于该区域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等。因此

地方总是常常被赋予一种文化的特殊性，具有一

定文化的排他性。诗人对英格兰景观的描写展示

了理想化的英国城市和乡村，揭示了 “英国性”情

节的文化心理机制。如诗歌《肃穆树林边的房

屋》（“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ｎｔｈｅ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ｗｏｏｄ”）
中的英式房屋和花园：《八月的学校》（“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Ａｕｇｕｓｔ”）中的英伦校园等等。这些诗歌
着墨描写英格兰一花一草，一水一屋，试图唤醒英

国人承载着民族的共同集体意识和记忆。兹特举

《假日》（“Ｈｏｌｉｄａｙ”）为例：
我们去斯特拉特福德去看戏剧吧？

把帕姆和芭芭拉从双人床拉出来，

带上早餐，踩上单车驶出窝棚，

在包里也塞上午餐，爬山涉水出发！

九月来了，夏天即将走了；

黑莓上的露珠；秋天迷蒙而湿漉的

太阳

靠过来了，四季即将轮完……

让幕布再次升起，观看戏剧⑤

诗歌中的斯特拉特福德（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ｏｎ－Ａｖｏｎ）
是英国文学大师莎士比亚的故乡，是英国人骄傲

的地方，象征着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个地方

通过文人不断地回忆和加工演变成英国人的集体

记忆。拉金诗歌中斯特拉特福德的再现如同桥梁

把过去与现在连接在一起，它包含了集体所有成

员遵循的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拉金通过对

地方性的描写，将英国性形塑于地方记忆，身份经

由记忆而形成对于自我同一性的认知，英国性在

拉金诗歌中反复的记忆而得到合法性的身份。

又如诗歌《这是你出生的地方，这白天的天

堂》（“Ｔｈｉｓｗａｓｙｏｕｒｐｌａｃｅｏｆｂｉｒｔｈ，ｔｈｉｓｄａｙｔｉｍｅ
ｐａｌａｃｅ”）：

这是你出生的地方，这白天的天堂，

玻璃的神奇，每个大厅

阳光如音乐充盈，洒在你的脸上

如花瓣轻柔；……⑥

房屋空间是最能表达英国性的场所。它能拓

展生存的疆界，帮助建立文化帝国的意识。该诗

歌的开端充盈着对故乡的美好怀念。明亮的玻

璃、温软的阳光、柔美的音乐、芬芳的花香是典型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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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ｋｉｎｓＤ．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ｅｔｒｙ，ＴｈｅＢｅｌｋｎａｐＰｒｅｓｓｏｆ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６．
吕爱晶：《菲利浦·拉金的“非英雄”思想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８－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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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化的英国居所。这种英伦式房屋空间也是一

种权力意志的境界。它的觉醒和扩张带着一种深

厚的忧患意识展现空间与文化的关联。在诗人看

来，传统的英伦房屋空间能给人安身立命诗意栖

居之感。相比外来文化的入境和世界大战对英国

文化的蹂躏，英伦房屋空间更能给人以家园感和

安全感。这种同一性在英国现实中倍受解构和肢

解，但在拉金的诗歌中又获得重构。这种用语言

形式建构的异质空间是一种与人类生存状态、精

神体验和文化历史等紧密相关的复杂织体。诗人

试图用这种特定的场所来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

营造地理乡愁，再现往昔英国性的空间。

２０世纪上半叶对于英国社会来说，是一个危
机重重的时代：物质进步与精神困惑交织，传统文

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时期，英国社会

的思想格局经历了世纪末的转变，经历了进化论、

物质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的碰撞与洗刷，特别是

帝国的衰落、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以及世界大战的

重创对英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与身份意识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拉金对“英国性”的探

索既体现出作者对英国本土历史和文化的深厚情

感，又体现了一位严肃作家的民族责任感，即唤醒

承载着民族共同的集体意识和记忆，保持英国文

化的独特性，增强英国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使

英国文化免受外来文化的侵蚀，保持其民族文化

的独立性。同时对“英国性”的探索也体现了拉

金作为人类共同体一员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是其对人类生命存在的关切，对全人类未来与发

展的关切。他对“英国性”的书写是继承性和开

放性的结合，虽然书写的是英格兰景观，但他却建

构了一个与人类的生存状态、精神体验和文化历

史紧密相关的空间，关注的是全人类共同的命运

与前途。因此，在诗人笔下的英格兰景观已成为

一种隐喻，蕴含着诗人重建人类和谐社会共同体

新文化理念的强烈愿望。

总之，２０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加速转型，文化
焦虑日益加深，这对英国现代文学的生成产生了影

响。拉金对非英雄和英国性等主题的描叙折射了

战后英国转型时期文人的焦虑和审美趣味的变化，

文学家矛盾的文化心态和社会价值取向。拉金和

一战后的非英雄青年群体主张普通人作为历史主

体，勇于承担时代赋予重建英国的艰巨责任，结成

英国新的共同体，即“非英雄”共同体。这些英国

文人在战争撕裂和美国文化的大肆侵袭期间，重新

审视了英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使英国本土文化

的特有经验得以保留，构建了“英国性”的时代内

涵，保证英国文化的独立性，重塑了英国国族的民

族自豪感与归属感。拉金作品中文化观念的演变

影响着英国文学范式的转换。所以，拉金“非英

雄”共同体的建构，一方面反映了英国诗歌发展的

新动向，重整英国诗歌的雄风；另一方面显示了特

定时期英国青年重新审视和修正英国文学，建构独

特的存在方式，也彰显了其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关

注和生命存在价值的肯定。共同体以人的生存和

发展为最终的依归，激励人类自觉投身社会历史进

程的建设，使人类的文明熠熠生辉。

ＴｈｅＮｏｎｈｅｒ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ＰｈｉｌｉｐＬａｒｋｉｎｓＥａｒｌｙＰｏｅ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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