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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的诗歌是其记录自身生命体验
、

传达个人情感的重要途径与载体
�

劳伦斯善

于将质朴的语言化为膨胀着生命活力与激情的独特诗篇
，

展现了其为实现 自我的完整性所经历的心灵历程以及

对性爱
、

自然
、

死亡与再生的体悟与哲理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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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伦 斯 �压��� �������

助������
，
����一 �����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

，

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
。

他从写诗开始文学生涯
，

诗

歌创作贯穿其一生
，

成为他记录 自身生命体验
、

传

达个人情感的重要途径与载体
， “

血的宗教
” 、 “

两极

平衡
”

等思想在其诗歌中都有相应的诗意反映
，

诗

歌成为劳伦斯创作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

而绝不像

有些人所说的是他小说创作的
“

副产品
” �

从 】���

年春开始试着写作一些诗歌习作�劳伦斯最初写作

的是 �首以植物为题的小诗《致绣球花》和 《致石

竹》�
，

直至生命终结的 �� 年间
，

劳伦斯创作了近

����首诗歌
，

结集在 �� 多本诗集中
。

劳伦斯的诗歌很难归人某一具体流派
，

以主

题
、

风格划分
，

其诗歌创作大体上可分为早
、

中
、

晚

�个 时期
�
����一 ����年

，
����一 ����年

，
����一

����年
，

真诚地展现了他在实现 自我完整性的探

索中所经历的分裂一疗救一超脱的心灵历程和对

性爱
、

自然
、

死亡与再生的体悟与哲学思考
�

对自我及性爱的关注

劳伦斯的早期诗歌主要结集在 《爱情诗及其

他》 ������
、

��爱神》 ������
、

《新诗》 ������
、

《海湾》

������以及 《瞧�我们过来了�》 ������等诗集中
�

大多为书写个人生活中的情感危机
、

两性之间情爱

与交战的诗篇
�

父母失败婚姻造成的不和谐的童

年
，

分裂的自我
，

与女性的性爱纠葛
，

丧母后的情感

危机以及与 自己所爱的女人两性间和谐与冲突并

存的关系等
，

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
。

正如劳伦斯本

人在 ���� 年出版的《劳伦斯诗集》 “

按语
”

中所言
，

其早期诗歌以片断的形式组成了一部内心生活与

情感的传记
。

这些诗歌诗风清新热烈
、

情感真挚
，

诗中所传达出的震撼人心的赤裸裸的情感力量更

是传统诗歌中所少有的
，

不同于传统的特质已现端

倪
。

此外
，

相当一部分诗篇同其小说间存在的互文

关系也是劳伦斯此时期诗歌的一大特色
�

劳伦斯早期诗作中主人公的自我多是分裂的
、

不完整的
，

诗中充满了矛盾
、

对立
、

斗争等不和谐因

素
。

父母失败的婚姻给劳伦斯造成的心灵创伤成

为他早期诗歌表现的一部分
，

如在 《童年呕哑声》

中
，

诗人通过孩子无意中听到父母亲争吵的生活场

景
，

形象地揭示 了父母之间无休止的冲突
，

给孩子

稚嫩的心灵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害
。

屋内母亲的

尖细与父亲重浊逼人的争吵不休的声音
，

就像屋外

夜风中狂啸飞舞的岑树森然的枝条一样
，

无情地抽

打在孩子的心灵上
。

与长篇小说《儿子与情人》第 �

章
“

保罗的青年时代
”

中所描写的保罗幼年时的相

似经历可互为参照
。

而其对母亲的
“

俄狄浦斯情

结
”

则在 《钢琴》
、

《丧亲之痛》
、

《新娘》
、

《深思 的痛

苦》等诗中有所表现
�

劳伦斯在这些诗中表现出的

恋母情结比之 《儿子与情人》中保罗对母亲的感情

更为强烈感人
。

如写于 ����年
、

���� 年定稿的《钢

收稿日期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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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一诗写了 �架钢琴和 �个女人
，

往事与现实交

织
，

只是诗歌中诗人面前活生生的
、

为诗人演奏的

女人却始终敌不过诗人记忆中的母亲
�

暮色中
，

一

位女子轻柔地对我歌吟��引起我对往昔的追忆
，

直

到我看到 �一个坐在钢琴下的孩子
，

在琴弦颇动的

轰响中�触摸且唱且笑的母亲平放的小脚
�

���
·

…
��时的魔力笼罩着我

，

记忆的洪流淹没成人的气

度
，

我孩子似的为往事哭泣
。 �

现实只是往事模糊

的陪衬
，

全诗充满着对母亲
、

对童年往事温柔的回

忆之情以及对时不再来的深深惋惜
�

年轻的诗人试图通过性爱
、

通过与女性的联

系
，

弥合分裂的自我
，

获得自身的完整性
�

性爱是劳

伦斯一生创作的核心
，

是他于小说
、

诗歌
、

散文
、

戏

剧
、

绘画等全部创作中最着力探讨与表现的部分
�

性在劳伦斯笔下
，

不仅严肃
，

与生命相联系
，

更被斌

予了拯救的使命
�

劳伦斯痛恨压抑人性
、

使人 日渐

异化为机器大工业组成部分的机械文明
，

而和谐完

满的性爱则是他重塑完整人性
，

以对抗机械文明的

拯救途径与手段
�

当然
，

劳伦斯的性爱拯救之途与

兴起于 �� 世纪中叶
、

�� 世纪初达到高潮的西方非

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密切相关
，

叔本华
、

尼采
、

弗洛伊

德等关于性欲
、

本能
、

生命力的哲学思想影响着他
，

在对叔本华等人的接受与超越的基础上
，

劳伦斯形

成了 自己独特的性爱观
�

然而劳伦斯在 ����一

���� 年间所写的那些押韵诗中
，

两性关系大多是不

和谐的
，

充满着矛盾与斗争
�

抱着巨大的热情寻求

完美性爱的主人公却始终得不到满足
，

无论是与米

里安
、

海伦还是与《列车上的亲吻》中的女性的性

爱
，

带来的都只是更深的失望与幻灭感
。 《金鱼草》

、

《冬天的故事》
、 《闪电》

、 《爱的交战》
、 《致米里安的

最后的话语》等诗诗意般地记录了主人公与米里安

缺乏 肉体之爱的
“

白色的初恋
”

以及诗人
“

血性 自

我
’

与
“

灵性 自我
”

的激烈冲突
，

许多诗篇都可作为

《儿子与情人》中对保罗与米里安关系的让释与补

充
�

在《农场之恋》 、 《樱桃偷盗者》等诗中
，

诗人形象

地揭示出性爱令人迷狂与恐惧的双重性以及与死

亡在本质上的联系
�

他伸手扳转我的脸
，
�用手指在

我身上抚摸不停
，
�手指上仍旧残忍地散发兔皮气

味
，
�天哪

，

我被抓进了陷阱��我不知道什么美好的

绳索绕在我喉上 ��我只知我让他用手指捻摸我的

生命
，
�捻摸我的命脉

，

让他助一般地伸出鼻子
，
�在

吸血之前津津有味地又嗅又闻
�

���农场之恋》�这首

诗在节奏与押韵的运用上都嫌笨拙
，

语言也显得粗

糙过火
，

但读者却仍能感受到诗句中组藏着的强大

力量
，

而诗中所营造的意境与长篇小说《恋爱中的

妇女》中表现杰罗尔德同古娟之间充满张力的微妙

吸引与较量的场景有异曲同工之妙
�

直到 ���� 年遇到弗里达后
，

劳伦斯真正体会

到了性爱的真谛并将其反映于诗中
�

这些诗收录

在 ����年出版的诗集《瞧�我们过来了�》中
�

劳伦

斯以坦诚的诗笔
，

描攀了与自己终生一遇的女人弗

里达在最初岁月中的关系
�

他们之间的爱与恨
、

欢

乐与痛苦
、

顺从与抗拒
、

和谐与冲突
�

这种处于磨

合之中的两性之爱
，

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痛苦
�

爱

你的痛苦 �几乎令我难以承受���年轻的妻子》�
，

但

却生机盎然
�

你的生命
，

我的生命
，
�我的爱情不停

地流逝
，
�僧恨与爱情亲密地融合

，
�直到最终结成

一体���历史》��这非常痛苦��不必介意
，
�事情已

经结束
，

春天来到了这里
�

�我们将会像阳春一样

愉快
，
�—像阳春一样善良���春天的早晨���

�

在

这部诗集中
，

劳伦斯运用 自由诗�氏
� ������形式

直率地表达思想与情感
，

完全摆脱了束缚诗心的传

统诗歌格律的羁绊
�

劳伦斯在诗歌创作之初受到英国浪漫派诗歌

的影响
，

雪莱
、

华兹华斯
、

济慈等都是他所喜爱的诗

人
，

浪漫主义者热爱自然歌颂 自然
、

认为想像比理

性更重要
、

以 自由活泼的形式表达内心感受的优良

传统为他所继承
�

而家乡伊斯特伍德的自然风光

不仅培育了劳伦斯敏锐而细腻的体察自然的悟性
，

也滋润了他的诗情
�

在 ���� 年前的诗作中
，

伊斯

特伍德的毛莫
、

薄麻
、

蔷截
、

野兔
、

乌鹤
、

小澳等都成

为劳伦斯歌咏的对象
�

除了上述充满着激情
、

迷

惘
、

痛苦与渴望的诗作外
，

劳伦斯也创作了一些用

诺丁汉郡方言写成的诗歌
，

如《矿工之妻》
、 《紫罗

兰》等
，

斌予 日常语言以自由诗的乐感和内在韵律
�

而那些清新可人的小诗
，

则充分展现了他运用意象

的才能
�

我真盼婴孩朝我奔来
，
�就像风影在池水上

奔跑
，
�一双白净的赤足站在我膝盖

，
�我能两手感

觉到她的双脚
，
�像清晨的山梅花苞凉爽干净

，
�像

新开的牡丹花结实
、

柔润���赤脚跑步的婴孩》��黎

明一片苹果绿
，
�天空是阳光下举起的绿色美酒

，
�

月亮是两者间的一片金色花瓣
�

�她睁开眼睛
，

绿

莹莹地 �眼波闪姐
，

像未绽的花蕾一般纯净
，
�第一

次
，

此刻第一次为人发现���绿》�
�

①吴笛
�

劳伦斯诗选�阅
�

桂林
�

滴江出版社
，

����
�

本文所引劳伦斯诗作均选自吴笛所译《劳伦斯诗选》
�

劳伦斯诗作原文参
考

日

�姆 �冶�口��� �����
��� � 肠�化汉��闭

�

��������� ��� ��� ���� �� ����℃�仪���� ��� �

���
�
勿 ������ �� ���� 巧���

傲已 �越仗� 助��由 助以加
��

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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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对非人类生物及自然的礼赞

劳伦斯认为
“

诗歌的本质是它致力于唤起一种

新的关注
，

以便在已知的世界中
‘

发现
’

一个新的世

界
， �’���，。

到了创作中期
，

他将注意力从个人的小

天地转向自然界
，

力图找到 自我与 自然的有机联

系
，

恢复自我的本真状态
，

从而疗救分裂的自我
，

使

之完整
�

自 ����年起
，

从欧洲文明瓦砾堆中逃出

的劳伦斯
，

以意大利西西里岛
、

墨西哥
、

澳大利亚等

地区的各种非人类的生灵为主人公
，

创作了一系列

优秀的诗篇
，

于 ����年以 《鸟
·

兽
·

花》之名结集

出版
�

诗集包括
“

果实
” 、 “

树木
” 、 “

花朵
” 、 “

传道的

兽
” 、 “

生物
” 、 “

两栖动物
” 、 “

鸟
” 、 “

牲畜
”

与
“

幽灵
”

等

�组诗
，

共收录诗歌 ��首
。

每组诗歌大致集中写一

类生物
，

且前附一小段散文
，

将所写动植物的寓意

略作交代
�

如果说早期诗歌中的动植物似远景
，

那

么在《鸟
·

兽
·

花》诗中
，

劳伦斯以诗人与画家的敏

锐与细腻
，

将这些 自由自足的非人类生灵推到了前

台
�

这样
，

摆脱了自传束缚的劳伦斯
，

成功地在非

人类的 自然界
“

发现
”

并开拓出了一片崭新的诗歌

天地
，

创造性地发展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对自然赞

美的传统
。

虽然早在文艺复兴时期
，

亨利
·

霍华德
、

托马

斯
·

纳什等就写下过歌颂 自然的诗篇
，

但英国自然

诗的真正兴起还是在 �� 世纪初
，

蒲伯
、

温切尔西夫

人
、

汤姆森等创作了许多优美的自然诗
，

而 �� 世纪

的华兹华斯等浪漫派诗人
、

哈代
、

勃朗特姐妹等也

各以其创作丰富发展了自然诗
，

在英国诗歌史上形

成了颇为壮观的自然诗传统
。

到了劳伦斯
，

自然诗

的疆域更 因其在 《鸟
·

兽
·

花》为代表的中后期诗

歌创作中的出色实践而大大扩展了
�

他使动物诗在

自然诗中取得了与植物诗同样重要的地位
，

使动植

物的
“

性
”

成为 自然诗表现的重要内容
�

维
·

德
·

索
·

品托在《不戴面具的诗人》一文中指出 � “

浪漫

派诗人忽略了动物界
，

也忽略了 自然界性的因素�

他们倾向于把对自然中生命的领悟和对风景的宁

静关照混为一谈
�

劳伦斯旨在创作一种更完整的

自然诗
，

其中不仅包括飞禽走兽和鱼类
，

甚至包括

昆虫和植物
” ，

而
“

对生命波动的直接领悟
，

尤其是

对非人类有机物性生活的直接领悟
” ，

劳伦斯
“

处理

起来特别得心应手
� ” ����‘�

对于一般人讳莫如深的性
，

劳伦斯始终直言不

讳
，

并看到了性与美
、

与生命本源
、

与 自然的联系
�

‘

性是根
，

根之上
，

直觉是叶子
，

美是花朵
� ”

川犯在种

种 自由的动植物身上
，

劳伦斯发现了性的秘密与性

之美
，

发现了生命的源泉
、

生命的律动
，

而这些发现

都被他写人了《鸟
·

兽
·

花》中
，

并藉以丰富的愈象

来表达
�

如
“

果实
”

组诗中频繁出现的
“

裂缝
”

意象
，

劳伦斯赋予其以双重内涵
，

不仅仅指女性的私密�更

象征了生命的本源与新的开端
� “

果实
” 、 “

树木
’ 、

“

花朵
”

等植物诗
，

展示了诗人对诌然植物生命秘密

的探索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个体生命完整性的思索
�

正如果实
、

树木
、

花朵的生长
、

成熟
、

绽裂以致枯死
、

腐败而又再露生机循环不止一样
，

生命的完整性就

在于其遵循自然规律
，

有生有灭
，

生生不已
�

妖烧沉

重的桃子的凹痕
，

批把与山梨美味的腐败
，

十二月里

绽放杏花的杏树所显示的生命奇迹
· · ·· ·

一切自然生

命的自足与神奇对劳伦斯来说无疑都是一种启示
�

在
“

两栖动物
”

等诗里
，

为浪漫派诗人所忽略的

动物界
，

终于在诗歌中取得了绝对的主角地位
�

大

象
、

山羊
、

美洲狮
、

鱼
、

蛇
，

乃至蚊子
、

蝙蝠
、

火鸡
、

小

狗等无一不可人诗
。

这些诗作中
，

非人类的生灵甚

至 比人类更有血性
、

更接近生命的本真状态
。

而与

它们相 比
，

被教育
、

机械文明力量所异化的人类已

处于生命与非生命的边缘
�

他们害怕性及生命中

一切自然的冲动与激情
，

不敢正视自身生命里的黑

暗王国
。

如《蛇》
、

《人与蝙蝠》
、

《鱼》等诗中
，

人处于

自然的对立面上
，

而动物则尊重 自身本能
，

自由而

真实地活着
�

在这些富灵性
、

有感情的非人类动植

物身上
，

劳伦斯发现了一种异于人类的
、

更近于生

命真实的
“

它性
” ，

通过这种神圣的
“

它性
” ，

劳伦斯

对生命有了宗教性的领悟
�

要尊重上帝的召唤
�

在

强调动物
“

它性
”

的同时
，

劳伦斯没有忘记它们的
“

性
” �

在《乌龟的呼喊》里
，

雄乌龟交配时激情的呼

叫穿透一切
，

回响在诗人的血液之中
，

诗人不禁反

问
� “

为什么我们被钉于性的十字架�
”

乌龟那
“

来自

生命的深奥的黎明
”

的微弱尖叫
，

虽然
“

弱于我记忆

中的一切声音
” ，

却更
“

强于我记忆中的一切声音
” ，

它使诗人领悟到性的神圣
�

性
，

把我们劈成声音
，

迫

使我们透过深处 �呼唤
，

呼唤
，

为整体的完善而呼

唤
，
�歌唱

，

呼唤
，

再次歌唱
，

得到了回答
，

找到 了所

寻
�

�撕碎
，

为了再次变得完整
，

经过对于失落之物

的长久 �的找寻
，
�乌龟身上的叫喊仿佛来 自基督

的身上
，

地狱判官的 �放任的叫喊
，

�整体的东西被

撕成散片
，
�分散的部分通过宇宙又找到了整体

。

收人 《鸟
·

兽
·

花》中的诗篇大都自然天成
，

丝

毫不带早期诗作的那种形式上雕琢的痕迹
�

劳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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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在改造传统的象征
、

神话与文学典故时表现出的

非凡气魄与智慧
，

使得这些诗歌无不闪粗着幽默
、

智性与情感的光辉
�

当然
，

在面对充满灵性与神秘

性的自然生灵时
，

劳伦斯有时是痛苦的
，

甚至是歇

斯底里的
，

他常常把豪言壮语当成诗歌表现
，

因而

收人《鸟
·

兽
·

花》中的诗并非篇篇成功
�

但在一

部分诗歌中这种狂喜是由理性想像力所控制的
，

因

而成为令人难忘的佳作【’ ����
。

《蛇》是劳伦斯诗歌

中最著名的诗篇之一 《圣经》 “

创世纪
”

中就已给

蛇定位
�

使人类失乐园的罪魁祸首
，

夏娃后代�人

类�的天敌
�

但劳伦斯的想像是独特的
�

蛇是流放

的君王
，

人生的君主
，

是大自然黑暗神秘力量的化

身
�

而人则是濡弱的
，

终于错过了一次与人生君主

交流的绝好机会
�

整首诗的节奏随情节的起伏而

变化
，

平凡的口语化的文字中蕴含着神奇的力量
。

诗人通过《鸟
·

兽
·

花》传达了对人类异化困境

的优虑
、

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深邃思考
，

并进行了诗

歌形式与内容的双重探索
，

以非人类生灵为主角
，

开

拓了自然诗创作的新领域
，

与艾略特的《荒原》等诗

作共同成为英国现代派文学划时代的作品
�

三
、

对死亡及再生的歌唱

����年 �月
，

劳伦斯完成《鸟
·

兽
·

花》之后
，

将近 �年没有进行诗歌创作
，

直到 ���� 年末
，

他又

重拾诗笔
，

开始了思想小诗集《三色紫罗兰》的创

作
�

这些小诗比喻贴切
，

辛辣
、

幽默
、

尖锐
，

具有讽

刺意味
，

凝聚了劳伦斯对人生
、

命运与社会现实的

机智思考
，

闪烁着思想的火花
�

正如劳伦斯自己所

说
，

这些小诗的确
“

相 当有趣
” �

如在《中产阶级多

么讨厌》 �一译《布尔乔亚真他妈的���中
，

他将中产

阶级比作内部已经被虫蛀的空空荡荡的老蘑菇
�

中

产阶级多么讨厌 �特别是其中的男人—�干干净

净的小白脸
，

像个落菇 �站在那里
，

光洁
、

笔挺
、

悦

目�《蚊子知道》一诗写的意味深长
�

蚊子深深地知

道
，

自己虽然渺小
，
�却是噬血的野兽

�

�然而毕竟 �

他只会填饱肚皮
，
�不把我的血存人银行

�

����年
，

劳伦斯创作完成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

批诗作
，

在他死后由其好友理查德
·

奥尔丁顿编辑

成诗集《三色紫罗兰续编》和《最后的诗》出版
�

这些

诗歌一般篇幅较短
，

其中也写自然界的动植物以及

自然界的性爱
，

但死亡与再生成为大部分诗歌的主

题
�

劳伦斯始终认为
，

工业机械和物质文明使现代

人类异化
，

使社会陷人崩溃
�

他一生都在为人类寻

找出路
，

始终没有结果
，

此时又备受疾病的折磨
，

濒

临死亡
�

他思考死亡的实质
，

探索死亡的意义
，

寻求

死亡之后的再生
�

他把个人的生死与整个人类发展

联系起来
，

认为人类正在经历不可逆转的死亡过程
，

但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的结束
，

人类还会再生
，

获得

一个全新的世界
。

如《命运》
�

只有死亡通过分解的

漫长过程 �能够溶化分裂的生活�经过树根旁边的

黑暗的冥河 �再次溶进生命之树的流动的汁液�《死

亡之歌》 �我能感觉到 自己在死亡的黑暗阳光中绽

放
，
�变成花一般的完美之物

，

带着奇异甜蜜的芳

香
�

�人们之间相互残杀
，

可是在死亡的巨大空间
，

生

后的轻风把我们亲吻成人性的花朵
�

可见
，

在生命

的晚期
，

劳伦斯的诗歌兴趣已由个人经验世界转向

对超验世界的把握
�

劳伦斯晚期的诗歌代表作有《巴伐利亚的龙

胆》
、

《彩虹》
、 《灵船》

、 《阿尔戈英雄》等
�

其中
， 《巴伐

利亚的龙胆》是劳伦斯所有优秀诗作中最杰出的一

首
，

承载了劳伦斯对死亡与再生
、

人类完整性等问题

的思考
�

其圆熟的手法了无痕迹地与思想感情融为

一体
，

成为思想与艺术高度凝练统一的诗歌珍品
�

“

并非每个人家中都有龙胆 �在潮湿的九月
，

在阴郁黯淡的米迎勒节
� ”

诗作以否定句式开篇
，

除

了点题
、

表明诗情发生的现实时间外
，

还含有深惫
�

劳伦斯有自己的一套生命哲学
，

就是他著名的
“

血

的宗教
” ，

他相信血性和肉体比理智更聪慧
�

因而

他一生都尊重并高扬源于血性与肉体的作为生命

本能的性
，

然而他又真切地惫识到
，

高度发达的机

械文明正 日益摧残着人的自然本性
，

精神
、

道德等

压抑了肉体以及与美
、

与生命相联系的性的火焰
，

“

我们文明造成的一大灾难
，

就是仇恨性
” ， “

现代男

女之心理顽症就是直觉官能萎缩症
�

本来有一个

完整的生命世界是可以靠直觉去认知
、

去享受的
，

而且只能靠直觉
�

我们丢了这直觉
，

因为我们否定

了性与美—这直觉生命与悠然生命的源泉
，

它在

自由的动物与植物身上显得十分可爱
� ” �’ �，�在这

里
，

劳伦斯延续了在《鸟
·

兽
·

花》中对动植物
“

它

性
”

及
“

性
”

的认同
�

而能
“

表述在血液和心灵中隐

藏极深的完整的人类经验
’ �‘ ��的的四季神话的运

用
，

使简洁的诗句具有了丰富的涵义
�

投向冥王怀

抱—
“

包容在普路托双臂
”

中的拍耳塞福涅
，

是劳

伦斯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神话原型形象
，

劳伦斯常用

她的经历表现 自身完整性以及新生的获得
�

拍耳

塞福涅投向冥王怀抱的过程
，

首先是她 自我实现的

过程
�

在
“

黑暗中苏醒的黑暗
’

象征着冥王与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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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的诗歌创作

生命意识与性意识的觉醒
，

可视为劳伦斯作品性爱

主题的延续
。

可见
，

在生命的晚期
，

劳伦斯并没有

放弃性爱拯救的途径
，

而是更进一步地认识到
�

男

女两性的结合只是弥合分裂的自我
，

实现完整人性

的起点
，

要达到新生
，

最终要经过死亡这黑色的海

洋
。

隐含的四季循环的神话模式告诉人们
�

如拍耳

塞福涅会重返人间一样
，

经历了死亡洗礼的人类也

会再度获得新生
，

生后的轻风会
“

把我们亲吻成人

性的花朵
” 。

神话的运用使得死亡带有了宗教仪式

般庄严与肃穆的意味
，

死亡在诗人笔下不再是冷冰

冰的令人恐惧的存在
，

而被赋予了神性
，

与生命
、

激

情相连
，

神圣而温暖�死亡之途也就是再生之路
，

庄

严而肃穆
。

死亡超越性爱成为人类弥合分裂的 自

我
，

获得 自身完整性以致再生的必然途径
。

整首诗

想像大胆
，

意象鲜明
，

不押尾韵
，

不用连贯的句子
，

凭借大量运用介词
、

分词
、

名词性短语以及关键词

语的不断重复
，

创造出一种短促的
、

迅急的
、

咒语式

的节奏
，

颇得《圣经》中《雅歌》
、

《赞美诗》的神韵
。

劳伦斯在其诗歌创作中
，

一路高歌性爱
、

肉体
、

欲望
、

死亡与永恒
。

善于将质朴的语言化为膨胀着

生命活力与激情的独特诗篇
，

既有自传色彩浓厚的

爱情诗
、

地方色彩浓郁的方言诗
，

又有大胆运用宗

教与神话的自然诗
、

尖锐幽默的讽刺诗
�

诗歌内容

丰富
�

对童年情感生活的回忆
、

对和谐完满的性爱

的渴望
、

对自然及生命的礼赞
、

对扼杀人的本性的

机械文明的批判
、

对死亡与再生的形而上的深邃思

索以及贯穿始终的对人类 自我完整性的追求
�意象

鲜活生动
、

比喻崎岖贴切
、

色彩鲜明多姿�形式上多

采用 自由体
，

不受传统诗歌格律的限制
，

而讲求节

奏韵律与内在情感的和谐一致
，

使得解除了束缚的

内容可以根据心灵的跳跃而律动
�

劳伦斯的诗歌受到过庞德
、

奥登
、

弗莱彻等诗

人真诚的赞誉
，

菲力普
·

拉金等后辈诗人对他更是

推崇
�

英国学者维
·

德
·

索
·

品托认为
，

劳伦斯最

优秀的诗篇
“

属于二十世纪英语诗歌中最有价值和

最富内涵的作品
”
�’ 〕，。

基思
·

萨格在《劳伦斯诗歌

选集》 “

导言
”

中称
， “

劳伦斯从任何意义上讲
，

都是

一个伟大的诗人
·
�‘ ” ’ 。

可以说
，

劳伦斯虽然主要被

认为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
，

但他仅以那些洋溢着生

命体验与丰富意象的诗歌作品
，

也足以跻身�� 世

纪英国文学伟大作家之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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