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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和他的《库尔湖上的野天鹅》

刘 爱 仪

.

美丽的秋色笼罩着树林
,

/树林中延伸着干燥的小路
,

/十月的晚霞衬着寂静的天空 /映

照在库尔湖的水面上 , /盈盈湖水上有天鹅五十九
,

/绕着水中卵石在飘游
” 。

这是爱尔兰著名

诗人叶芝 ( 1 8 6 5一 1 9 3 9) 的诗《库尔湖上的野天鹅》第一段的诗句
。

这几行诗寥寥数语就把
一

幅

秋天羡最的圈画呈现在读者面前
,

并把读者带入幽静的秋天树林中
,

使之漫步在干燥的蜿蜓的

小路上
,

站在盈盈的库尔湖边
,

观看那五十九只美丽的野天鹅在水面上怡然 自得地静静飘游
。

这是一首描写天鹅的抒情诗
。

既有描写
,

也有抒情
,

但更多的是抒情
。

诗人为什么着意

描写秋天的天鹅呢 ? 天鹅又象征什么 ? 诗人通过天鹅抒发一种什么感情?

《库尔湖上的野天鹅》这首诗写于 19 16 年 10 月
,

于 19 1 7年 6 月发表在《小评论》杂志上
。

诗

的第一段描写 了秋天树林里宁静的湖面上 那一群浮游的天鹅
。

但在整首诗中
,

诗人之意并 作

秋色的描写
,

也不在对天鹅的歌颂
。

诗人在诗中全然流璐出的是一种悲观
、

失望
、

沮丧和孤

独的感情
。

这还得从叶芝第一次到库尔庄园时说起
。

库尔庄园是格莱戈里夫人的房产
。

庄园内是一片树林
,

绿叶葱葱
,

林中还有弯弯 曲曲的

小路
,

树林旁就是库尔湖
。

湖上有一大群野天鹅
,

时而在水上游来游去
,

时而展翅在湖面土

空飞翔
。

叶芝第一次光临库尔庄园是在 1 8 9 6年
,

在那儿他结识了格莱戈里夫人
。

1 8 9 7年
,

叶

芝再次到库尔庄园拜访格莱戈里夫人
。

当时
,

叶芝正处在失恋的痛苦中
:

他爱上了一位关丽

的年青女子
,

她就是爱尔兰有名的民族主义者和独立运动的积极分子莫德
·

恭
。

他俩 18 8 9年初

次见面时
,

叶芝就被她的魅力和美貌所吸引
,

对她一见钟情
。

此后
,

叶芝多次向她求爱
。

但

奖德
·

恭只愿意成 为他的朋友而不愿与他结成良缘
。

叶芝为此十分痛苦
。

在失恋的煎熬下
,

叶芝郁郁寡欢
,

健康每况愈 下
。

正如叶芝在他的《自传》一书中回忆道
: “

18 9 7年我在库尔庄园

过夏天
。

当时我正陷入极度悲痛的爱情之中
。

多年来它一直占据着我的思想
,

在若干年内它

仍将占据着我的思想
” 。

叶芝就是在 这 样的心境下于 1 8 9 7年来到库尔庄园拜访格莱戈里火人

的
。

格莱戈里夫人是爱尔兰著名爱国主义剧作家
,

当时她 已四十五岁
。

她

—
一个心地善 良

的妇女— 见叶芝正处在失恋的痛苦谁涡中
,

便邀他一起到乡下去
.

到农民中收集爱尔兰古老

的民间传说
、 .

民间故事
、

神话等
,

希望能使叶芝情绪安定一些
。

格莱戈里夫人自己多年来也致

力于收集爱尔兰古老的民间传说和故事
,

并把它们译成简易英文
,

旨在让爱尔兰年青的一代

傲得自己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
,

增强民族自豪感
。

叶芝十分钦佩格莱戈里夫人的爱国热情以及她为振兴爱尔兰文化所作的努力
。

格莱戈里

夫人也十分仰慕叶芝的才华和品德
。

两人在 1 8 9 7年夏天那次见面时促膝交谈
,

十分投机
。

他

们从爱尔兰 民族的苦难谈到爱尔兰的未来
。

两人都希望为爱尔兰的民族独立尽自己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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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与格莱戈里夫人的这一次会见中
,

叶芝向她表达 了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愿望— 成立一个

剧团
,

专门上演爱尔兰作家写的以爱尔兰为内容
、

以爱 国主义为主题的剧本
,

以唤起爱尔兰

人民的 民族感情
,

恢复爱尔兰古老的文化传统
,

从而掀起一个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运动
。

格

莱戈里夫人完全支持这一倡议
。

在他俩的努力下
,

和约翰
·

辛等其他作家一起
,

于 1 9 0 2年成

立了爱尔兰国家剧 团
,

后又于 1 9 0 4年改为艾比剧团
。

叶芝是这个剧团的领导人
。

叶芝和格莱

戈里夫人都为这个剧团写过许多剧本
。

这个剧团在爱尔兰史上是空前的
,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

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内容
。

因此
,

1 8 9 7年叶芝在库尔庄园与格莱戈里夫人的会见
,

在

叶芝一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

叶芝曾经把这一年视为改变了他生活道路的一年
。

这一年
,

叶芝在库尔庄园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
。

在这儿
,

他和格莱戈里夫人一起 白天到

乡下去收集爱尔兰民间传说和故事
,

晚上共同把它们译成英文
。

闲暇中
,

他们经常来到库尔

湖边
,

观看那一大群在水面上飘游的野天鹅
。

叶芝把他对莫德
·

恭的怀念
,

对爱情的追求
,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寄托在这几十只洁 白的野天鹅中
。

看着这平静的湖面和浮游的天鹅
,

他

悲叹自己在爱情上的失意
,

但仍幻想着有一天他能获得莫德
.

恭的爱情
。

叶芝虽然因失恋而

消沉
,

但在这幽静的库尔庄园里
,

在格莱戈里夫人的关怀下
,

他的健康 日见好转
,

情绪也 日

渐平静
。

从这一年起
,

叶芝便专心致力于艾比剧团的工作
,

他与格莱戈里夫人的交往也就越

加频繁
。

他多次到库尔庄园
,

在那儿度过了很多个假日和夏 日
,

并写下 了许多诗歌
。

当时的

叶芝
,

正当三十出头
,

精力旺盛
,

雄心勃勃
。

他在诗坛上 已开始崭露头角
,

初步享有声誉
。

自1 8 9 7年在库尔庄园拜访了格莱戈里夫人之后
,

受她的启发和影响 (当然也有其他人的影响 )
,

叶芝参加 了一些爱国主义的政治活动
。

他热情地为艾比剧团写剧本
,

亲自挑选演员
,

组织演

出
。

他还亲 自带领艾比剧 团到美国演出
,

使该团名气大振
。

但艾比剧 团的活动
,

只是爱尔兰

文艺复兴运动的一部分
,

在争取爱尔兰民族独立的运动中它也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而 已
。

通向

爱尔兰独立 自由的道路坷坎不平
。

爱国者进行的斗争屡遭挫折
。

到了1 9 1 6年
,

爱尔兰的爱国

者举行复活节起义
,

却残遭英国政府的镇压而失败
。

在这次起义中
,

叶芝的一些亲密朋友牺

牲了
,

爱尔兰的独立未能实现
。

叶芝为此非常优虑
。

他担心着爱尔兰人民的命运和民族的前

途
。

也就在 1 9 16 年
,

莫德
·

恭的丈夫由于参加领导复活节起义而被处死
。

他死后
,

叶芝又一次

向莫德
·

恭求婚
,

但又一次遭到拒绝
。

叶芝继而向她的养女伊沙尔特
·

恭求爱
,

想 以此寄托

他对莫德
·

恭的感情
,

但也未能如愿
。

爱情上的又一次失意
,

使叶芝精神上十分痛苦
,

他感

到无限的孤独
:
他的朋友牺牲了

,

民族的独立
,

人民的 自由遥遥无期
。

他所钟情的莫德
·

恭

又一次拒绝 了他
,

就连她的养女也嫌他老而不愿与他相爱
。

这在精神上对叶芝无疑是一个沉

重的打击
。

是的
, 1 9 1 6年的叶芝 已是五十一岁的人了

。

他 1 8 9 6年第一次到库尔庄园
,

18 9 7年

在库尔庄园与格莱戈里夫人成为心腹之交
。

自 1 8 9 7 年到 1 9 1 6 年
,

足足过去了十九年
。

这十九年
,

是叶芝生活道路中一个转变的时

期
。

他从早期回避现实
,

追求神秘主义到这时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中
,

积极参加一些政治活

动
,

为爱尔兰的独立做 了一些工作
。

他在诗歌中转而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
,

表达他这时对爱

尔兰前途的忧虑
,

对为民族独立而牺牲的朋友的同情
,

以及自己爱情受到挫折的痛苦
。

就在

1 9 1 6年 10 月
,

叶芝又一次来到库尔庄园拜访格莱戈里夫人
。

他怀着无比失望
、

悲观的心情重

游库尔庄园
,

重临库尔湖畔
。

他又和格莱戈里夫人一起观看那群
`

光辉的天鹅
” 。

天鹅如昔
,

景物依 旧
: “

盈盈湖水上有天鹅五十九
,

/绕着水中卵石在飘游
” 。

此情此景
,

怎不使叶芝感触

万分呢 ? 他不 由得想起了十九年前他初 到库尔湖的情景
: “

自从那年我第一次来到湖 边
,

/也

是在这样一个傍晚
,

/我听见天鹅在我头上振翅飞翔
” 。

那年
,

叶芝才三十二岁
,

正是豆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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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

爱情的挫折并没有熄灭他心中的爱情 之火
,

他身上组藏着 巨大的能量和热情
.

正如诗中

所说
,

他那时
`

脚步还轻盈敏捷
” 。

十九年过去了
,

现在他 旧地重游
。

湖水
,

秋色仍是那样迷

人
,

天鹅仍是那样
.

神秘和美丽
” 。

但是他自己
`

全变了
” ,

一切也都
“

全变 了
” 。

1 9 1 6年的他
,

已是五十一岁
。

他的青春— 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
,

已经逝去
。

他的青春是孤独的
,

陪伴他

的是没有归宿的爱情
。

如果说
,

十九年前他还有
“

激情和勇气
” ,

那么现在
,

这一切都消逝

了
。

看着眼前的天鹅一对对
,

一双双
,

亲密无间地在水中浮游
,

叶芝不禁想到 自己的年迈
。

这时
,

他不仅对爱尔兰前途悲观
,

对自己也感到失望 了
。

他曾梦想爱尔兰成为一片到处是绿

色
,

洒满阳光的土地
,

但是
,

通过什么途径能使梦想变成现实呢 ? 他茫然 了
。

就他个人来说

他心里一直爱着莫德
.

恭
,

从未爱过别的女子
,

所以一直没有结婚
。

只是到了 1 9 1 6年
,

当莫

德
.

恭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拒绝他时
,

他才确实感到失望
,

意识到他再也不可能 与 她 结合

了
。

于是在 1 9 1 7年
,

当他五十二岁时
,

他才与一位叫乔治
·

海德
·

丽斯的女子结了婚
。

但他

材莫德
·

恭的爱情却始终不渝
。

他和格莱戈里夫人站在库尔湖畔
,

观看那一大群野天鹅
。

据格莱 戈里夫人后来写道
: “

湖

上有一群野天鹅正在水面上静静浮游
,

忽然拍打着翅膀喧闹地飞向天空
,

绕着库尔湖盘旋 了

好几个圈
。

不一会
,

天鹅重又降落在湖面上
。

然后
,

所有的天鹅都游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去休

憩
,

似乎在那儿他们可 以避免人类的烦扰
,

尽情享受大自然踢予的宁静和安闲
。

当时叶芝一

面肴着这有趣的景象
,

一面数着天鹅的数目
” 。

这天鹅触动了诗人的心灵
,

叩开 了他心中诗的

窗扉
。

于是
,

一首描写天鹅的诗
,

抒发失望
、

悲观之情
,

孤独之感
,

便随即诞生了
。

诗人写

道
, `

不知疲俗的天鹅成对成双
,

/相亲相爱在水中并肩而游
,

/时而极力向上方飞翔 ; /他们

的心还是那么年青
,

/不论他们游向何方
,

/总有激情和勇气陪伴
。 ”

诗人想起他逝去的青春
,

失去的舜情
。

天鹅成双成对
,

相亲相爱并肩而游
,

他们还年青
。

而这时的叶芝 已经五十一岁

了
。

天鹅还有激情和勇气
,

就象十九年前的他一样
。

现在
,

他的勇气和激情如流水般地逝去

了
`
他为了她

,

孤身过了五十一个春秋
。

他从一个满怀激情的青年变成一个孤独的老人 了
。

他也想到他那些在复活节起义 中牺牲了的朋友
。

那逝去的一切
,

失去的一切再也不会回来了
。

难怪叶芝此时是多么的伤心
,

多么的消沉 !
“

现在看着他们使我心碎
” 。

他在诗的最后一段写

道厂但有朝我醒来
,

他们 已飞去
,

/将在哪个湖滨歇息 ? /在哪个芦荡安居 ?
”

在这儿
,

天鹅变

成了爱情和青夸的象征
。

诗人把自己伤逝的情感寄托在天鹅之中
。

天鹅之飞去
,

象征他的青

套和爱悄已经消逝
,

他的激情和勇气也已一去不复返了
。

他感到空前的孤独
。

叶芝当时的这

种情感
,

说明了他的思想品德
。

他对莫德
·

恭的爱情纯真而执着
,

虽然最终不能和她结成伉

佰
,

但叶芝对她的爱到老不衰
。

叶芝怀念他失去的朋友
,

说明他对友谊的忠诚 , 他为民族的

命运
,

前途耽忧
,

说明他热爱自己的民族
,

热爱自己的祖国爱尔兰
。

但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
,

作为诗人的叶芝
,

遇到挫折时感到失望
,

迷惘
,

悲观
,

是不可避免的
。

他没有很坚强的意志
,

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摆脱这样一种处境
。

1 9 1 6至 1 9 1 7年之后
,

叶芝便很少参加政治活动
,

但

他仍继续写诗
,

表达 自己对人生
,

对社会
、

对艺术的态度
。

他晚年的诗集《塔楼》
,

《最后的诗

歌》 等
,

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

虽然 1 9 2 2年他出任爱尔兰自由邦的议员
.

但他只是管

管教育方面的事务而 已
。

1 9 2 8年他就辞职离去
。

晚年他决心退出政治舞台而转向宗教寻求慰

籍
。

这些都在他晚年的诗歌里有所体现
。

但叶芝对莫德
·

恭的爱情却至死方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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