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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华斯式田园书写及其当代意义

邹建军#涂慧琴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6"##13$

摘4要%华兹华斯的田园书写有别于传统的田园诗!主要在于他融现实"想象和象征为一体!把客观的花儿"羊和贫

民等田园主体提升为主观意象!并依照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现实的乡村生活进行本土化改造# 田园意象是华兹华斯式田

园书写的要义!也是诗人的诗心"诗性和地理基因的外在表现!体现了诗人对自然"人生与人性的深入思考!寄托了诗人

的自然观念和生态思想# 华兹华斯式田园书写的主旨思想对当前中国重视生命共同体"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参

考价值#

关键词%华兹华斯式(田园书写(本土化(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C'#0444文献标志码%5444文章编号%'01!

2

1*")!!#!#"#!

2

#'#"

2

#*

44在 '*#! 年版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中#华兹

华斯强调其诗歌题材是)微贱的田园生活* "M%O

B.$ JEAD&-M&GF$#)因为在那种生活里#来自内心的

各种强烈情感都能够找到更好的土壤#能够臻于

完熟#少受一些约束#说出一种更质朴有力的语

言/因为在那种生活里#我们的各种情感可以在一

种更纯朴的状态中共存#从而使我们更准确地对

它们加以思考#更有力地把它们表达出来44最

后#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

和永恒的形式融为一体的%*

!他秉持这样的诗歌

创作理念#给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留下了许多

优秀的田园诗作#包括'致蝴蝶( '预见( '宝贝羊

羔('最后一头羊( '迈克尔( '丁登寺( '纺车谣(

'致高地少女( '孤独的割麦女( '坚毅与自立(

'西蒙+李(&)露西组诗*及'两个懒散的牧童(

等% 在这些田园诗作中#华兹华斯不仅以现实主

义笔触描绘英伦三岛独特的田园风光&地理风貌

和风土人情#以追忆的方式再现已逝的田园生活

画卷#而且还运用其丰富的想象力#采用象征等手

法#营造一系列的山水田园意象#如蝴蝶&水仙&牧

场&篱笆&果园&茅舍&羊羔和牧羊人等% 这些田园

意象是华兹华斯田园书写的要义#既有别于传统

的田园诗#又引领现代的田园诗% 在人与自然关

系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的今天#华兹华斯式田园

书写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4以意象为中心的田园书写

美国学者里奥+马克斯在'美国的田园主

义( "3'%1'"#0)%()$ ?(.")5## '3*0$一文中指出#

)欧洲田园主义更多的是指涉以游牧农业为主的

经济概念#并多表现为牧羊人抛弃机械工业文明&

投身原始自然的生活状态%*

"从一定程度来讲#

华兹华斯遥承了欧洲田园主义的浪漫传统#与古

罗马诗人维吉尔#英国诗人锡德尼&斯宾塞&弥尔

顿和库柏共享同一理念!回归乡村#享受大自然赐

予的田园风光% 然而#在英国工业革命上升发展

时期#他生活&漫步在英国的乡村#目睹农夫&牧民

等窘迫的生活% 他并未像他的田园诗先辈们那样

表达人们虚幻理想的生活主题#而是更多地关注&

思考和批评乡村的悲惨现实% 他的田园书写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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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别于传统#主要是因为他聚焦并突出田园生

活中的动植物和人类#给予丰富的想象#融合现实

的成分#进行本土化改造% 这可从他诗歌中的

)花儿*)羊*和)贫民*等意象中窥见一斑%

首先是自然山水中的花儿意象% 华兹华斯田

园诗涉及到的花儿有)草莓花*)雏菊*)三色堇*

)水仙花*)玫瑰花* )紫罗兰*等#这些花儿往往

被赋予灵性#由具象上升为意象% 花儿意象繁繁

复复&多姿多彩#构成了一幅幅理想的田园生活画

卷% 在'预见(一诗中#诗人告诫妹妹安妮草莓花

儿小&枝子矮#虽然美丽却不能采摘#因为)上帝

恩赐在草莓花身上+一种更温和的力量*

!

% 于是

邀约妹妹)这里有雏菊#你尽量来采摘/+还有三

色堇#剪秋萝/+颀长的水仙花#你也可采摘+撒满

你的床铺#装扮你的闺房/+装满你的衣兜#插满你

的衣襟/+除了草莓花#别的花任你采摘3*

"诗人

邀请自己的妹妹)采花*#并用采来的花装扮自

己&床铺和闺房#无疑传承了欧洲牧歌中的采花铺

床和编花环的田园爱情生活传统% 伊丽莎白时代

诗人克里斯多夫+马洛在'牧羊人的恋歌(中写

道#)我将用芳香的花束为你编织花床#+撒上满

铺的玫瑰花瓣#+也为你编织一顶花冠#绣一袭长

裙+缀满桃金娘的叶片%* )用香草和常春藤嫩叶

编织腰带#+有珊瑚扣钩和琥珀领扣嵌在%*

#牧羊

人借助采玫瑰花瓣铺床&编织花冠和腰带&绣制长

裙等情节表达他对情人炽热的情感#表现了邀约

与她共享美好田园生活的优雅情趣% 这种采编花

环的田园爱情传统#在华兹华斯的'致高地少女(

中也有所表达#)你是个多么美丽的姑娘呀#+谁

不想采编花环来献给你啊2 +啊#幸福的快乐#居

住在这里#+和你在石楠丛生的谷地#+过简单生

活#穿简朴衣着#+甘愿做一个牧羊人#你就是那牧

羊女3*

$这种情景与我国古代民歌集'诗经(中

'关雎(里描述的田园爱情也很相似#)参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

% 当然#因为

华兹华斯诗中的)安妮妹妹*#是指华兹华斯的妹

妹多萝西#所以不会存在爱情一说% 但是#华兹华

斯兄妹之间的感情非常诚挚深厚#他们是实际上

的精神伴侣% '1*"年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兄妹分

别被寄养在不同亲戚家里#但是自 '13) 年 0 月

起#多萝西就开始陪同华兹华斯#安顿在格拉斯米

尔湖畔#终生未嫁#以一生的努力用心照顾哥哥的

日常饮食起居#抚慰他受伤的心灵% 这种人世间

少有的兄妹之情可从'丁登寺(这首重要诗篇中

窥见一斑#)也许即使+我未曾受到这样的熏陶#+

我的欢愉心境也不会消蚀#+因为有你和我并肩站

在+这风景迷人的河畔#你呀#我最亲爱的朋友#+

我亲爱的#亲爱的朋友/从你的声音里+我听出了

自己昔日心灵的语言#+从你熠熠生辉的眼神中+

我读出了自己曾经的欢愉% +啊#哪怕只是片刻#

请容我+从你的形影里寻回曾经的自己#+我亲爱

的#亲爱的妹妹3*

&多萝西也曾称她和华兹华斯

及柯尔律治是)共有着一个灵魂的三个人*

'

% 故

而显然#'预见(中的)采花*之举既是诗人对欧洲

牧歌传统的回溯守望#也是他对悠闲的田园生活

的诗意表达#这与我国汉乐府'江南可采莲(中的

)采莲*和陶渊明的'饮酒(中的)采菊*#有着异

曲同工之妙%

其次是)羊*的意象% 华兹华斯诗歌中)羊*

意象往往体现了牧羊人勤劳善良的本质#折射出

牧羊人的悲苦命运% 在'圣经(中#)羊*一词经常

出现在上帝&耶稣和耶稣门徒的言语中% )羊*是

上帝子民的代名词#象征着纯洁&顺服和奉献% 耶

稣自称是)牧羊人*#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悉心照料

和引领自己的羊群!如果有羊丢失#必须将其寻

回/如果有羊受伤#必须将其缠裹/如果有羊生病#

必须将其医治% 华兹华斯'宝贝羊羔(一诗中的

羊羔与母羊离散#父亲将它从遥远的他乡带回家#

小芭芭拉则每天去小溪两次#用小罐打来新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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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水#一口口喂它#一天两次给它送来又热又新鲜

的奶汁#让它吃鲜嫩的草儿#睡在软和的草地上%

)小姑娘单膝半跪在草地间#+给那山羊羔喂香甜

的晚餐%*

!主人公躲在阴影里看她喂羊#听她给

羊唱歌#于是他认为小芭芭拉具有耶稣那样悉心

照料羔羊的品质#)因为她那慈爱的眼神和柔和

的嗓音#+已经使她那颗童心深深融入我的心%*

"

小芭芭拉对羊羔的关爱之情#给诗人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她所具有的纯真品质#也印证了诗人提出

的)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重要哲学思想% 在'两

个懒散的牧童(中#沃尔特与同伴詹姆斯照看千

百只出生不久的羊羔#但两人坐在山岩下的草地

上#衔着榕木哨子#吹奏圣诞欢歌#用狗尾草装扮

各自的破帽#快活得像那美好的五月天#完全没有

听见从地牢峡底部传到山坡和山崖的可怜哀叫%

直到詹姆斯挑战落在山罅里#站在连着两堵峭壁

的石桥上#才听到羊羔的哀叫#发现落入幽深峡谷

里的小羊羔% 本早已被脚下幽深峡谷吓怕的詹姆

斯#在弄清什么在悲啼后#又恢复了勇气#告诉同

伴那情景#两人冒险去救羊% 刚好路过此地的诗

人#从波浪起伏的水潭中拉起了羊羔#抱它走进阳

光#)两个牧童受到了他的责备+真是一幅意外的

景象3 +他们紧紧抱住小羊羔#+说#-它竟然毫发

未伤.,,,+他们大步爬上陡峭山坡#把羊羔轻放

在母羊身旁/*

#虽然作为抒情主人公的诗人此时

对两懒散牧童有所责备#但看到他们迎接小羊羔

并把它送到母羊身边的姿态#其责备也已经变得

相当的温和% 显而易见#两牧童虽然在照看羊群

时有疏漏行为#但他们在救治小羊时的言语与行

为#一如既往地体现出了他们爱羊的本性#体现了

他们本身所具有的牧羊人救护羊的品质%

'最后一头羊(中的牧羊人#年轻时买来了一

头会生会养的母羊#母羊下的羊羔足足有五十头#

他把羊群养得越来越肥% 他视自己的羊群为心

肝#像其亲生儿女一般对待#当羊儿一天天多起

来#他对儿女也更加疼爱% 可在饥荒年岁#为了给

六个孩子买来口粮#他不得不一次次卖掉自己的

羊羔#甚至连母羊也被牵走#只剩下最后一头% 他

不得不神色悲惨#把最后的一头羊抱在怀里#在路

上咧嘴大哭#)它们越来越少啦#先生#见了真难

受3 +十头剩五头#五头剩三头#+就剩羔羊&阉羊

和母羊/+到后来#三头剩两头/+我那五十头羊啊#

到昨天+我仅有这最后一头#+就在这里#它就在我

的怀里#+哎#我真的一无所有/*

$在中西传统文

化中#)羊*都是被视为一种温顺的动物#特别是

)绵羊*#被称为)顺民*中的)顺民*% 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中说!)羔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

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啼#类死义者/羔食于

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故羊之为言犹详

欤3*

%在'圣经(中#耶稣为考验亚伯拉罕#让其弑

长子祭神#亚伯拉罕遵从指令#耶稣见其能经受考

验#让其用羊代替祭品#这就有了)替罪羊*之说%

'最后一头羊(中的牧羊人如同他饲养的羊群一

样#虽然勤劳苦干#可终究摆脱不了饥荒年代遭人

摆布的命运#他去找教区请求救济#却被告知因有

羊在山上吃草#不能算穷人#只好按他们说的办法

去卖掉自己的羊% )绵羊*体现了牧羊人温顺善

良的本性#逐渐消散的羊群也暗示着牧羊人家业

的衰败和命运的衰退%

'最后一头羊(中的牧羊人及其生活情景#是

'*世纪末英国牧羊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 '* 世

纪末#随着)圈地运动*的开展及深入进行#大量

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成为城镇的手工业者%

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英国田园诗歌创作也发

生了巨大转变#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田园牧

歌*% 自 '*世纪初#英国田园诗歌创作开始了本

土化的进程#诗人们在其诗歌作品中植入了英国

真实的乡村社会背景#突出了劳苦大众的艰辛劳

作及其酸甜苦辣% 而在此历史发展过程中#)华

兹华斯的田园诗创作则为该本土化过程画上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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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的句号*

!

% 华兹华斯以其敏锐的眼光观察乡

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英国固有的自然风光#他

还特别关注乡村生活的主体,,,农夫&乞丐&猎

人&老妪&诗人等一批穷人与苦难者的生活% 在华

兹华斯笔下#这些人物不再是单纯的形象#而被注

入了诗人的智慧与生命#被赋予了特殊的时代含

义#成为了一种保持着纯朴民风的一系列贫民意

象% 在'坚毅与自立(中#诗人这样写到!)我想起

查特顿#那文采斐然的少年#+无安息的灵魂#在盛

年早早地凋谢/+也想起那位躬耕陇亩的诗人#+他

在山坡上犁地#一路颂歌一路喜悦%*

"查特顿是

英国浪漫主义先驱之一#'* 岁时因穷愁潦倒#而

绝望自杀% 华兹华斯正好出生于他死的那一年#

可以说后来深受其影响% )躬耕陇亩的诗人*是

指苏格兰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 彭斯出身在贫

困的家庭#'" 岁时父亲去世#他便承担起支撑大

家庭的责任#"1岁时却在贫病交加中离世% 在田

间地头辛勤劳作之余#彭斯)以家乡的语言去歌

唱爱情&欢乐#歌唱故土的乡村景色和农家趣

事*

#

% '*#"年#华兹华斯游览彭斯故居和墓地#

深受感动并为彭斯写诗三首#足见他对彭斯的敬

仰#也说明了彭斯及其诗歌对他所产生的影响%

华兹华斯在诗中写道!)他告诉我#只因年老又穷

困#所以+他才来此池塘#捕捉水蛭!+这是份危险

又辛苦的差事3 +他已经饱受了各种艰难困苦!+

浪迹于一口口池塘#一片片荒野#+住的地方#受上

帝帮助#选到或碰上/+就这样#他挣得一份微薄的

报偿%*

$在这首诗里#诗人不由自主地感叹老人

生活的艰辛#劳作的艰险% 然而#老人却以更庄严

的气派#愉快&亲切地谈论别的话题#这让诗人看

出#他那骨瘦如柴的身躯里藏着一颗坚毅而豪迈

的心% 这里的)老人*意象特别引人关注% 在抒

情长诗'西蒙+李(中的西蒙#年轻时是一位神气

的猎手#吹号无人能比#吆喝起来声音相当洪亮%

可他老了的时候又穷又弱#无亲无故#穿着破旧#

还病病歪歪#干枯消瘦#甚至连挖一截朽烂的树墩

的力气也没有% 当诗人帮他挖出缠结的树根后#

)泪水顷刻涌上了他的双眼#+感激和赞夸看起来

来得太快+但是真实的来自于他的心间#+它们却

实出乎我的意外% +,,,我早听说世人们无情无

义#+以冷漠无视回报种种善举/+哎呀#看见人们

满怀感激#+我又总是止不住酸楚%*

%虽然这里的

老人意象与上首诗中的老人意象有所不同#但他

们都是英国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华兹华斯第一

次把他们写进诗中#成为了华兹华斯诗中的一类

重要的田园意象#成为了英国诗歌史上一道亮丽

的风景%

显然#上述所分析的贫民形象已经转化成了

一种田园意象#因为他们不仅属于田园生活的一

部分#并且诗人也已注入了自己的情感#诗人的主

观的情意与客观的物象已经产生了高度的融合#

成为了一种在华兹华斯之前的英国诗歌中少有的

全新的意象% 正如科尔律治所言#)形象无论多

么美#总不能代表诗人#尽管它们是自然的真实写

照#尽管它们被诉诸同样准确的语言% 独创性天

才所创造的形象#已经受到一种支配一切的激情

或由这种激情所生发出的有关思想和意象的修改

44或者已经注入了一个人的智慧的生命#这个

生命来自诗人自己的精神%*

&

二4田园意象的艺术化处理

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田园意象#往往具有一种

流动的画面感和强烈的音乐性#让读者在一种开

阔的审美空间中#感受其丰富的内涵与特别的意

味% 诗人对田园风物进行主观改造和艺术化处理

的过程#也是其充分运用想象力&情感力&观察力

和审美力的过程% 这些田园意象是诗人的诗心和

诗性#以及他身上所具有的地理基因的外在表现%

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田园意象#往往是诗人在宁

静的回忆中对田园具物进行艺术化处理后#一种强

烈情感的外在流露% 诗人主张#好诗必须经过诗人

)长时间的沉思% 因为我们那源源不断的情感源泉

总会受到我们思想的修正和指引#我们的思想才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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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代表了我们过去所有的情感44*

!他认为长时

间沉思是情感流露的前提#而这种情感又与过去

相关% 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好诗产生% 在'致

蝴蝶(一诗中#诗人称蝴蝶是他)童年经历的见证

人*#蝴蝶的身影可重现)过去的时光*#快乐的蝴

蝶在心上勾画出)童年时代的家园*% 被视为)快

乐的生灵*的蝴蝶#勾起了诗人对童年生活的回

忆!)哦#那些日子呵#真快活#真快活#+那时#在

我们童年的游戏中度过#+我和妹妹艾米琳#+两人

一起把蝴蝶追赶3 +在林里#在树间#我东奔西

跑#+活像个经验丰富的猎人+去捕获猎物!,,,一

次次跳起#一次次跃起/*

"妹妹和我")猎人*$在

林间奔跑&追赶蝴蝶构成了一幅流动的&和谐的田

园图景% 即使是在回忆#诗人借助一连串动词

)追赶*)东奔西跑* )跳起*和)跃起*#再次体验

并表达了当时的)真快活* " IMFBAB.D$% 在)露西

组诗*中#诗人运用)玫瑰花*)紫罗兰*和)娇花*

三个意象#再现了)我*记忆中的露西#表达了对

她深深的爱恋之情#希冀与她一起静享美好的田

园之趣% 在'我有过奇异的激情(中#诗人追忆了

)我*看望露西的情景!)沐浴着傍晚的月光#+我

骑马前往她的小屋* )越过广阔的荒芜* )踏上我

心爱的小路*)我们来到了果园#+接着#登上了小

山岭*)我的马儿呵#不肯停蹄#+一步一步奔跃向

前*

#

% 诗人借助)月光* )小屋* )荒芜* )小路*

)果园*和)小山岭*等多个意象#描绘了一幅祥和

宁静的乡村图景% )我*那欢快的心情#则借助一

连串动词 )沐浴* )越过* )踏上* )登上*和)奔

跃*得以具体而生动的表达出来%

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田园意象#往往具有听视

感#即在给人以视觉冲击的同时#还给人以听觉冲

击% 诗人借助歌曲和声音延展田园画面的时间性

和空间性#建立起田园与人类之间的关联#以表达

其对生活&对人类的深入思考% '宝贝羊羔(全诗

共 '1 节#诗人在开篇就呈现了有)露水*和)星

星*的田园画面#紧接着听到呼唤羊羔喝水的声

音% 第 "节又出现了那柔和的嗓音#第 0b') 节

是小芭芭拉向羊羔吟唱的歌曲#第 '0 节)我*在

回家路上哼着歌曲#第 '1节后来我老是唱着这首

歌#这样的情景在诗中是一遍又一遍地出现% 诗

人采用民谣体#大部分诗节采用)歌唱*形式#小

芭芭拉的)歌唱*类似桥架#将眼前的羊羔与过去

的羊羔一并呈现#让我们对眼前的田园画面倍感

温馨% )我*的歌唱则将眼前与后来关联起来#让

人深刻领会到小芭芭拉歌声的含义% 这也正是诗

人所要表达的童心思想%

通过)歌唱*的方式打破时空界限的#还有

'孤独的割麦女(这首诗% 山地少女一边在田野

里割麦#一边歌唱#)唱的是一首忧伤的曲调/+

哦#你听3 这动人的歌曲+萦绕响彻在深山野

谷%*

$田野里传出的歌声弥漫了山谷#打破了空

间界限#诗人还借)夜莺*和)杜鹃*的歌声#遥想

到阿拉伯大漠&赫布里底天边的海岛和大海#进一

步扩大空间范围% 接着#诗人借)谁能告诉我她

在唱什么*为问题#将时间引向亘古往昔#回到当

今#又牵引未来!)也许这哀怨歌声是咏叹+古老&

不幸&遥远的往事#+很久以前的征战2 +也许是一

支平常的曲调#+唱的是当今寻常小事2 +一些常

见的哀伤&失意&或苦恼#+曾经有过的#或许还会

有2*

%即使不懂她在唱些什么#诗人仍然在悄悄

地听着#哪怕他已经登上山坡#歌调寂无声响#却

还在他心底悠悠回荡% 很显然#结尾处山地少女

的歌声#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产生

了强大的美感#全诗的思想和艺术境界达到了一

个全新高度%

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田园意象#是诗人对自己

的生长环境和所见自然山水的审美发现和艺术传

达#是诗人身上所具有的地理基因的外在体现%

)地理基因并不是一个文学作品里的概念#它只

与作家本人相关#是作家与自然之间的关联性之

体现#它的来源是自然世界#特别是作为人之生存

与发展基础的地理环境/它的目标是文学作品#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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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有转化为了具体的文学作品#它的意义与价

值才得到了完整而充分的实现%*

!华兹华斯出生

并生长在英国湖区#除了在剑桥大学上学和去欧

洲游历期间#他基本不曾离开过昆布兰湖区的湖

光山色% 他对湖区的自然地理是非常熟悉的#长

诗'序曲(的第四卷'暑假(开头写道!)夏日正午

天高云淡#我轻盈的脚步+越走越快#穿过沉闷乏

味的+荒野#爬上一座光秃秃的山脊#+独自站在山

脊之巅#像是站在城墙边#+俯视温德米尔的湖

床*)看着脚下的+湖水&岛屿&岬角&鳞波粼粼的

湖湾#我欣喜若狂*)我跑下山坡#高声+呼叫湖上

的老船夫#喊叫声在+山间回荡%*)我快步登上熟

悉的山岗#+直奔养育我长大的美丽山谷%*

"诗人

对曾经居住过的山谷周围的地理环境#如荒野&山

脊&湖床&山坡&山岗相当熟悉#对那里的自然地

理&人文地理和人物怀有很深的情愫#对童年的记

忆非常深刻% '131年#华兹华斯卜居英格兰西南

部的萨默塞特郡#'最后一头羊(中的匡托克山#

就在此郡% '133年#他定居英格兰北部威斯特摩

兰郡#'纺车谣(中的歌谣就在这里传唱% 华兹华

斯经常与这里的人们交谈#对这里的人们特别是

牧民生活非常了解#给予他们巨大的帮助% 他将

这些个人的情感和行为#转化为诗歌作品的一部

分甚至是全部!'迈克尔(中)我*喜爱谷地的牧羊

人#听他们讲故事#)那时#我还是个不关心读书

的孩子#+但却深深感受到自然的魅力#这个故事+

因其自然风物具有的祥和气质#+引导我去探索自

身之外的不同悲欢#+去思考"当然#是很随意的#

不充分的$+人#人的心灵#和人的生活%*

#诗人还

希望牧羊人的故事能被流传#)我将原本的把它

讲给+#一些天性纯朴的有心人聆听/+我还殷切的

期望#它能够打动+年轻的诗人们#在这山野丛林

里#+在我离去以后#将接替我传颂*

$

%

三4华兹华斯式田园书写的当代意义

华兹华斯的田园书写#不仅是其艺术创作思

想的体现#也是其对自然&人性和人生的思考% 他

曾称诗人)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受性#拥有

更深度的热情和更多的温情#他更了解人的本性#

而且有着更开阔的灵魂/他喜欢自己的热情和意

志#内在的精神活力使他比别人快乐得多/他乐于

思考宇宙中相似的意志和热情#并且习惯于在没

有找到它们的地方自己去创造*

%

% 他认为诗人

比普通人更加敏锐地感受到自然万物#以更深度

的热情去创作宇宙中相似的意志和热情% 他倡导

诗人努力去发现自然永恒的美和人类最纯朴的情

感#表达了其朴素的生态思想!即构建人与自然&

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理想田园% 虽然他这种朴素的

生态思想距今接近 !## 年#但其田园书写的主旨

思想对当今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特别是人与自

然的和谐关系及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仍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自然诗歌和部分关于人物的诗歌突出书写

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花儿意象总能给人

带来美感&带来快乐&让诗人在沉思中领会其灵

性#并与之达成)天人合一*的境界/其诗歌中的

动物如)羊*)蝴蝶* )杜鹃* )水鸟*等意象#不具

有动物凶猛的本性#而是大自然中能与人和谐共

处的生灵% 在当今社会#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土地

荒漠化及)雾霾*等问题的出现#人类生存环境问

题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加

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纳入了今

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体现党对生态文明建设

的高度重视#对自然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顺应了

时代要求#合乎民心民意% 我们只有视人与自然

的关系为)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 人类本身才有前途% 报告

还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及)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

%

)生命共同体*体现了我党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

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是对人与自然关系

准确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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