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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档案

华 兹 华 斯（1770—
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
歌的主要奠基人和成就最
高者，是20世纪欧美新诗
理论的先驱，开启20世纪
现代诗风的先河，被称为
“第一位现代诗人”。他首
创了一种洗尽铅华的新型
诗歌用语，用以前的英国
诗人从未用过的清新、质
朴、自然、素净的语言来写
诗，体现了深刻思想、真挚
感情与朴素语言的完美结
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直
至今日的诗人。

自然：诗意的来源

英国的湖区风景优美，群山环抱之中的湖
泊使这里宁静而壮丽，从这片湖区，走出了许
多伟大的诗人，华兹华斯就出生在这里。

学生时代的华兹华斯寄居于一位善良的
当地老人家里，老人没什么文化，不能在学业
上对华兹华斯有任何帮助，但是，老人给了年
轻的诗人以自然。在老人家不远处，就是澄澈
的湖水，华兹华斯与同他一起寄居在老人家里
的孩子们常常在放学后沿着蜿蜒的湖岸恣意
地奔跑。湖畔的花草树木、湖边小镇的风土人
情都深深吸引了华兹华斯，他甚至还在深夜偷
偷解开渔人绑在树上的小船，伴着星光和月色
在漆黑的湖面泛舟，那时，想必华兹华斯听到
的不仅仅只有桨声和鱼儿的对话，更有自己内
心与自然的共鸣。

在快乐时，自然是最好的伙伴，而在失意
时，自然也是华兹华斯最好的倾听者。华兹华
斯在湖畔求学时，家中突生变故，他的父亲辞
世，华兹华斯成了孤儿，而随后的一系列世态
炎凉更使华兹华斯对人间百态心灰意冷，于
是，他回到了学校，回到了湖边，却发现曾经伴
着他一起欢乐的湖水此时也变得沉寂了，阳光
不再在水面跳跃，四周的山色也一片肃穆。华
兹华斯意识到，自然是自己最好的朋友，甚至
说，自己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湖光山色在华兹华斯的生命中安放了诗
意，早在学校时，华兹华斯就曾经创作过一些
诗歌。华兹华斯的学校虽然地处偏远，但盛名
在外，每年，这里都会为剑桥等著名大学送去
一批学生，而这与校长开明的办校策略不无关
系。华兹华斯在校期间，热爱文学的校长对他
十分欣赏，并鼓励指导这位年轻的诗人进行创
作，自然的馈赠加上人文的陶冶，华兹华斯在
文学创作方面成长很快，这也成了他一生中最
为美好的时刻。

华兹华斯在他著名的《水仙》一诗中写道：
“后来多少次我郁郁独卧，/感到百无聊赖心灵
空漠；/这景象便在脑海中闪现，/多少次安慰
过我的寂寞”，正是湖区的美丽与淳朴，正是湖
区对诗人一如既往的守望，才使得这位少年成
长为举世闻名的诗人。而在华兹华斯的诗歌
中，自然是其永恒诗意的来源，可以说，华兹华
斯笔下的每一行诗句都是写给湖区的赞美诗。

那是华兹华斯欣慰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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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兹华斯

这是一个美妙的黄昏，安详而从容，

神圣的时辰安静得像一位

因崇敬而屏住呼吸的修女，醒目的太阳

正在这样的宁静中西沉；

天堂的柔和笼罩着海面 ：

听！强大的生命醒来了，

雷一样的声音在

永不停息地滚动。

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姑娘！走到我身旁，

假如你没有被庄严的思想感动，

那也无损于你圣洁的天性：

你一直都待在亚伯拉罕的心里，

如同在神殿的中心朝拜，

上帝出乎意料地与你同在。

这是一个美丽的黄昏

链接 华兹华斯诗选

今年4月，是属于桂冠诗人华兹华斯的月
份，4月7日，是他的250周年诞辰，而4月23
日，是他去世170周年的纪念日。熟悉文学史
的读者朋友都知道，4月23日这一天很不寻
常，因为此日也是世界文豪莎士比亚和《堂吉诃
德》作者塞万提斯去世的日子。这一天后来被
定为“世界读书日”，大约是为了纪念这些高贵
的灵魂在天堂的重聚。

华兹华斯是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
一，也是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中最伟大和最有影
响的诗人。他的作品一扫古典主义雅致雕饰的
诗风，强调“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
露”，以其纯朴清新的语言描写大自然中的景
物、人物以及人们的生活，抒发其感受和沉思，
对诗歌语言进行深入的探索和挖掘。

华兹华斯住在湖畔，因而湖畔从此与诗结
缘，华兹华斯的诗引得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
找自己心中的“湖畔”。

湖畔：心灵的归宿

在湖和山的细心照料下，华兹华斯
长大了，长大到不得不暂时离开这片美
景而去外边闯荡一番了。华兹华斯离开
了家乡，来到远方的剑桥大学，这是多少
人梦寐以求的学府，但它对华兹华斯而
言，却是一种折磨。

在剑桥的第一年，华兹华斯向人们
证明了他的实力，他在考试中一举获得
了优等生的荣誉，但是从第二年开始，华
兹华斯就开始对剑桥的学院式生活产生
了厌恶：那些为所谓“学院派”所青睐的
品质生活和社会荣誉在华兹华斯看来只
不过是醉心声色犬马和死命追名逐利罢
了，而隐藏在这些表象背后的诸如互相
倾轧、投机钻营、趋炎附势等见不得人的
勾当，更是使华兹华斯对这个为世人所
向往的高等学府深恶痛绝。于是，他在
毕业大考前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
——放弃考试，和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从英伦三岛跑去欧洲大陆徒步旅行。这
样的华兹华斯自然是无法从剑桥大学顺
利毕业了，于是他办了离校手续，远离了
这片尘世的喧嚣。

不得不说，在华兹华斯这样行为的
背后，是有着表演的痕迹的，他不留退路
地让自己同这个世界告别，而给予华兹
华斯这种勇气的，同样也是湖区。在剑
桥读书期间，华兹华斯曾经回到湖边，回
到他曾经居住的老人家里，朋友们为他
举办了一次晚会，大家一起在湖畔玩到
黎明，在黎明时分，华兹华斯突然顿悟
了，那些世俗的功名利禄并不属于自己，
而自己所拥有的却是金钱所无法衡量
的。湖区孕育了华兹华斯，而华兹华斯
生来就是要归依湖区，为湖区歌唱的。
湖区是温柔的，它安抚着华兹华斯的心
灵，同时，湖区又是坚毅的，它让华兹华
斯坚定地与世界挥别。

华兹华斯在自己的诗歌中说道：“孩
子是成人的父亲；/我深愿自己的一生/日
复一日持续有自然的虔诚”而在他心中，
自己作为诗人的任务就是“在你所在的
地方，并感到满足。”

生态文学的先驱

湖畔给了华兹华斯丰富的精神给
养，华兹华斯也深爱着湖畔。华兹华斯
一生中数次聆听湖区万物的声音，在他
的世界里，一切自然界的生命都是人类
的朋友，由此，他提出了“生态文学”。

即使是在现在，“生态文学”也是一
个十分先锋的观念，而早在19世纪，华兹
华斯就提出了生态文学的设想，在那本
著名的《湖区指南》中，华兹华斯写道：

“在培养人们更准确且全面的湖区审美
习惯的同时，让他们意识到原有的审美
习惯对湖区自然生态的危机”，华兹华斯
的文学不仅仅是在歌颂那令人神往的景
色，更是试图挽留这些在工业社会中必
将消失的美景，随着越来越多湖区外的
人涌入湖区，往日的宁静被打破，华兹华
斯很担心曾经给予自己生命和诗意的湖
区不复存在。

华兹华斯看到了一座座房屋在湖畔
被建起，一批批游客往来穿梭，带走了湖
区的回忆，却留下了垃圾，为了给游客
带来湖区丛林茂密的印象，当地政府甚
至在开阔的草地上种植了很多落叶松
等外来树木，曾经寄托着自己快乐和悲
伤的湖水早已不是以前的样子了，即使
泛舟湖上，也很难找回那份心灵的宁
静。华兹华斯焦急地向人们敲响了警
钟，但是，现代化的步伐是如此的强力，
华兹华斯的疾呼换不来湖畔城镇的往
昔，繁荣的工业将这片心灵的净土践踏
得面目全非。

华兹华斯去世后，长眠于湖畔，似乎
是要守护这片曾经的乐土。而在华兹华
斯去世后多年，人们也开始检讨自己曾
经的所作所为，他们开始恢复湖区曾经
的模样，包括华兹华斯曾经的寓所，人们
再次和自然和解。当宁静的夜再次降临
湖区，风吹动树叶，那响动是华兹华斯欣
慰的笑。

风吹树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