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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构成了强烈的冲撞，从而获得了具有玄学色彩的形态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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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纪，人类在天文学、化学、力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一个新

的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世界观的发展。尤其是在天文学领域，继哥



白尼之后，自然科学家对宇宙继续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这激发了人们的探索精神，

也激发了英国玄学派诗人对宇宙空间的浓厚兴趣。英国玄学派诗歌受 17 世纪自然科学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独特的宇宙观和时间意识，二是发现意识以及创造新词，三

是探索精神的形成。在玄学派诗歌中，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相互交织，诗人时常将无限放大

的为个人所拥有的微观世界与航海家所探索的宏观世界相提并论，从而突出人生的意义和

价值的发现。

一、空间想象与时间意识

自文艺复兴起，人们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 1543 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到

1644 年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出版，在这一个世纪中，天文学和天文学家研究的宇宙都改变

了”( 霍斯金 131)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一书的出版，“不仅是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而且在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自然科学开始从中世纪神学中解放出

来”( 岑特科夫斯基 199) 。尤其是大航海，使得人类对于自己所栖息的地球的真实面貌有

了本质上的理解。
同样，这一时代的诗人的宇宙观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一些诗人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视

野变得极其开阔。中世纪神学的阴影顿时消散而去，取而代之是诗人展开想象的羽翼，以宏

大的视角在宇宙空间自由翱翔。王佐良先生认为，玄学派诗人意象新颖，“往往取自天文、
地理、科学发现、海外航行之类”( 75) 。

当然，某些科学仪器的问世，也直接影响诗人的时空观。英国学者沃尔夫就认为: 要论

述近代科学史的最早阶段，就非谈到某些科学仪器不可。显微镜、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计、
抽气机、摆钟和几种船用仪器，都是在近代之初以某种形式问世的( 46 ) 。尤其是显微镜和

望远镜的问世，改变了诗人对物体实体的固定的认知模式。正因如此，“小小房间”和“大千

世界”的界限才得以模糊，发生转换。
科学仪器的出现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诗人的思维方式也因此发生很大的变更。如

在约翰·多恩的“告别辞: 节哀”①一诗中，恋人之间的分离已经不再限于地球上的距离，而

是形象地被放大成了宇宙空间天体的运动，不仅将个体的生命与日月星辰相提并论，而且借

助于自然科学的常识，认为星际之间的运动，属于天体运动的常态，不会像地球内部的地震

那样给人类造成伤害。而在约翰·多恩的“早安”一诗中，诗人将恋人之间爱情的觉醒看成

是灵魂的苏醒和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的一次重大发现，将恋人之间的关系比作自成一体又

相互拥有的新的世界这样一种新型的关系: “让航海发现家向新世界远游，/让无数世界的

舆图把别人引诱，/我们却自成世界，又互相拥有”( 149) 。
此外，在约翰·多恩的“早安”中，地图学和宇宙学的想象可以典型地发生在“引诱”

( shown) 和“拥有”( possess) 这两个词的区别上。前一个词主要体现在地图学的想象上: 无

数的世界的舆图被人们描绘出来，一幅比一幅更贴近世界的表象，这对于居住在陆地的人们

来说，无疑是航海发现的重要成果，人们得以了解所居住世界的真实形态。后一个词主要体

现在宇宙学的想象上: 追寻对一个世界或者一个球体的拥有，这是相互拥有而且又自成其一

的宇宙意义上的世界，或者人类微观世界中的宏观世界。正是从这一视点出发，诗中的热恋

者想象他和恋人的相互关系如同地球整体中的两个半球:“哪里能够找到更好的半球?”
16 世纪和 17 世纪自然科学的一些重大发现，不仅使得诗人们的空间意识发生变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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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时间意识同样有别于以前的作家，尤其是有别于中世纪的作家。譬如在多恩的“日出”
一诗中，诗人明确表现了爱情的永恒特性以及爱情超越时空的思想:“爱情呀，始终如一，不

懂得节气的变换，/更不懂得钟点、日子和月份这些时间的碎片”( 152) 。在此，作者利用时

间概念的悖论，典型地表现了对超越时间的永恒的爱情的向往以及对生命意义的尊崇。而

多恩在“遗产”一诗中，认为“恋人的每个小时都仿佛地久天长”( 45) 。
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更，不再像人们以前所设想的那个样子了。在安德鲁·马韦

尔的“阿普尔顿府邸”第 96 节诗中，诗人就表现了这一变化:“世界不再是原本的模样，/猛
然一掷变成粗鲁的堆砌，/海湾和沙漠，悬崖和石块，/出于疏忽而全被颠来倒去。 /你的小世

界也不过是这样，/只是在更好的秩序中驯长，/你是天国中央，自然之膝，/唯一的地图通向

极乐天堂”( Marvell，“Upon Appleton House”110) 。尽管世界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但是，在安

德鲁·马韦尔的笔下，人自身的小世界，尤其是费尔福克斯塑造并将在以后传给他女儿的世

界，还是没有太大变更的，不仅在“更好的秩序中驯长”，而且，“唯一的地图通向极乐天堂”。
不过，在时空观方面，英国玄学派诗人并非自然科学家，而且他们对自然科学的理解也

落后于科学发展的真实情形，他们关于空间的假定有时还依然属于旧的中世纪的传统，并非

出于严谨的宇宙学的学科知识，而是出自于文学的关于宇宙空间的想象。他们的空间想象

甚至依然充满着矛盾，其中包括宇宙学的假定以及相关的众多矛盾———宇宙想象中的新旧

方法的矛盾、世界想象中的宇宙学与地图学的矛盾、空间想象和叙述声音之间的矛盾。譬如

在约翰·多恩看来，上帝的永恒是没有时间顺序的永恒，上帝的空间也是被他设想的不受限

制的永恒的空间。他描述说，上帝是“天堂中数百万不可思议的空间”。这一思想则是属于

古老的宇宙哲学思想，这一关于不受时间影响的空间的永恒意象，也正是霍布斯、笛卡尔和

牛顿等自然科学家所反驳的一个观点。而且在“周年纪念”和其他一些文章中，多恩甚至表

现出了对新科学的一种怀疑态度。
约翰·多恩毕竟不是自然科学家，我们也难以从他的诗作中找到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

学术观点。我们只是应该看到，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更多的是强调积极发现的过程，表现出

了对固有的观点和诗学传统的怀疑，以及对探索人类新发现的热情。因此，多恩的诗歌“是

对 17 世纪许多现实领域进行的新探索的反映”( Corns 129) 。

二、发现意识与新词创造

约翰·多恩等玄学派诗人的创作显示出他们十分着迷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同样，那

个时代的自然科学中的一些新的发现，也促使了他们自身的“发现意识”的形成。而且，自

然科学家和玄学派诗人也有互通的一面，在各自不同的领域表现自己的发现意识。
譬如，17 世纪英国天文学家罗伯特·胡克认为: “已经在做直接和简单运动的所有物

体，不管它们是什么，都要沿直线继续向前运动。只有在受到别的有效的力的作用下，才会

偏斜或弯曲成用圆、椭圆或别的更复杂的曲线所描述的那种运动”( 转引自霍斯金 138 ) 。
同样，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韦尔也有类似的发现。在“爱的定义”一诗中，马韦尔认为，真

正的爱情是以直线的形式向前平行运动的，而婚姻等外在的作用，才使得这一直线发生偏斜

和交叉。这是同一种时代精神之下的发现意识在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科学领域中的不同的

体现。
类似的发现在玄学派诗歌中是较为普遍的。甚至在一些描写性爱的诗篇中，这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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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意识”也偶有体现。在多恩充满巧智的艳情诗“上床”中，男主人公不断地催促他的情妇

脱去衣服，解除禁欲，他像中世纪的侍臣一样恳求她给自己“滑动的手以合法权利”，抚摸她

的身体，探究其中的奥秘:“我的美洲呀，我的新发现的土地”( 214 ) 。诗中时而赞颂他的情

妇为所有欢乐乃至华贵的源泉，时而把她视为“人类即将开发和占有的土地”( Corns 134) 。
英国玄学派诗人的这一“发现意识”也被精巧地移植到了他们的诗歌创作之中，创造新

词便是其体现。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发现意识”，英国玄学派诗人才在自己

的一些诗篇中十分乐意地使用新的词语，或者善于通过多种构词方法来创造符合时代特征

的新的词汇。归纳起来，英国玄学派诗人使用以及创造新的词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借用自然科学的概念或学科术语，将它们巧妙地“转嫁”到诗歌创作的实践中。例

如，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各个学科领域所产生的一些新的术语，如“大千世界”、“轨道”、
“舆图”、“半球”、“地动”、“燧石”等天文学和地理学领域的术语、“滑轮”、“杠杆”、“轴心”、
“倾斜”等力学领域的术语、“炼金术”等冶金类术语、“总督”和“行省”等政治学方面的术

语、“平行线”和“斜线”等几何学术语、“元素”、“失衡”、“粘液”等生理学领域的术语，都被

恰如其分地运用到英国玄学派诗人的具体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从而增加了诗歌的独特的情

趣。
甚至在乔治·赫伯特的题为“致所有的天使和圣徒”( To All Angels and Saints) 这样的

宗教抒情诗中，也同样采用了一些当时与宗教相悖的、来源于自然科学的术语: “你是神圣

的矿藏，产出黄金，/这是青年和老年得以复元 /防止衰败的滋补剂; /你是贮藏宝石的橱柜”
( Herbert 71) 。此处的“矿藏”、“黄金”、“滋补剂”、“宝石”等词语都是与 17 世纪科学发展

密切相关的科技词汇。
由于英国玄学派诗人大多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着丰富的古典文化或外国文化的修养，

所以，他们也时常借用外来语来进行诗歌创作。如约翰·多恩在创作中就善于借用拉丁语

词汇。西方有学者评述说: “多恩的拉丁语词汇的实例有: dissolution ( 分解) 、vexation ( 恼

怒) 、discretion( 判断力) 、disproportion( 不均衡) 、corruption( 堕落) 、vicissitude( 变迁兴衰) 、i-
dolatry( 偶像崇拜) 、simplicity( 纯朴) 、ingenuity( 精巧) 、correspondence( 契合) 、以及 preroga-
tive( 特权) 。这些词汇说明，他所借用的外来语，无论是直接来源于拉丁语，或是经过法语

的途径，都是一些抽象词语，多半是抽象的名词，其中大部分是以典型的后缀‘-ion’结尾的”
( Austin 22) 。

二是直接使用融合法来创造新词或新的词组。玄学派诗人善于将两个普通的词语融合

在一起，既构成了新的词义，也体现了玄学派所特有的奇喻和夸张。以多恩为例，在“告别

辞: 节哀”中就有 tear-floods ( 洪水般的眼泪) 、sigh-tempests ( 风暴般的叹息) 、inter-assured
( 互相保证) 等词，在“早安”中就有 good-morrow( 早安) 、sea-discoverers( 航海家) 、by my troth
( 真的) 等词，在“告别辞: 有关那部书”中就有 out-endure( 长久忍耐) 、long-lived( 长存的) 、
all-graved( 所有雕刻的) 等等。

三是使用拆分法。如果说使用融合法还适合英语构词法规则的话，那么，拆分法则更是

具有独创性了。诗人通过拼写以及读音上的拆分，赋予该词语一种新的内涵。如乔治·赫

伯特就具有把一个单词分解为单个字母的能力，在一首题为“耶稣”( Jesu) 的小诗中，伤心

的主人公发现耶稣的名字被分解了，相应地分解为“I ease you”( 我使你感到安逸) 。在这种

独特的“创造”中，靠的便是玄学派所熟知的巧智。通过这种拆分，将原词所具有的深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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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独到地展现出来，从而用诗意的碎片传达了更为丰富的完整的意义。约翰·多恩描述

他的婚姻挫折，而戏称自己和妻子的姓名时，利用谐音，使用“John Donne，Anne Donne，Un-
done”( 约翰·多恩，安妮·多恩，破灭) ( Walton 29) ，也体现了这一特性。

英国玄学派诗歌的新词以及动态意象常常源自 17 世纪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术语。如多

恩诗中的“流星”、“地动”、“黄金的延伸”、乔治·赫伯特诗中的“滑轮”、安德鲁·马韦尔诗

中的“平行线的延伸”等等。西方学者拉戈夫对此作出了中肯的评论，认为:“多恩从疾病而

来的意象，主要由医学理论、解剖学、外科学衍生而来; 他的几何学和数学的其他分支派生而

来的比喻和类比; 他的由音乐的技术性方面、钟表的构造和运行、手工艺人的操作和战争用

的机器得到的意象———这些都表明他对事物的技术性或机械性方面的着迷程度很深，这就

解释了他时常从科学中寻求意象的倾向”( Rugoff 220) 。

三、圆形意象与探索精神

17 世纪，天文学家“已经能够通过仪器来扩展人类的感官，观看自古以来一直隐藏着的

天体。他们也拓宽了目标，他们的研究不仅包括天体是如何运行的，还包括为什么———即对

行星运动反映出来的力学的考察”( 霍斯金 131 ) 。由于受到天文学发展的影响，约翰·多

恩等英国玄学派诗人常常喜欢使用球体、圆圈、中心、星辰、环境等一系列与空间相关的意

象，以此来表现自己独特的玄学思想以及对世界的领悟。
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多恩的作品中充满着圆圈的意象，包括象征的、爱情的、社会的以

及精神的等各个层次的。他总是很善于用空间术语来表达他的思想观念。然而，由于我们

与他关于空间方面的假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我们很难理解他这类意象所揭示的奥秘。
其实，他的很多太空语言也是从传统的太空概念中获得形态和意义的，这对我们今天说来显

得非常奇特。空间对约翰·多恩来说不是没有个性的抽象，而是物质的、充实的、排列成同

心圆的、而且是有运动轨迹的。多恩思考太空时，会产生丰富的宇宙想象。然而，关于太空

的传统的概念却形成了他的太空想象的背景。
还有大航海的影响也不可忽略。在航海过程中，人们看到的远处船只的出现不是简单

的由小到大的过程，而是仿佛从远处海平面以下钻了出来。于是人们开始对海平面以及地

球形状展开种种猜测。15 世纪至 17 世纪，欧洲通往印度新航路的发现、美洲的发现、环球

航行的成功，以及其他航海探险活动的完成，使得人类对地球的认识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
这些通称为地理大发现的一系列事件，对于人类认知大自然的奥秘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英国玄学派诗人也不例外，他们深受地圆之说的影响，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努力体

现这一思想，表现出相应的审美观念和具有时代特性的探索精神。同样，思考宇宙空间时，

玄学派诗人也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有限的太空知识，并且充分发挥他们的太空想象，从传统的

语言和圆形概念中勾勒太空的轨迹，获得太空的形态和自身的意义。
一提起圆的意象，首先映入我们脑海的自然是约翰·多恩在“告别辞: 节哀”一诗中所

使用的圆规意象。圆规意象不仅表现了分离中的男女双方相互依附、相互牵扯的关系，同

时，终点便是起点的圆圈象征着完美。在玄学诗人多恩看来，圆是完美的象征，在圆规画出

圆圈的过程中，其起点就是终点。只要圆规的定脚坚定，另外一只脚才能画出完美的圆圈。
这里，定脚象征着妇女的坚贞，而这种坚贞又赋予诗人力量来完成圆圈，达到完美的理想境

界。多恩也在这首诗中，利用空间意象来与时间抗衡，利用圆规所画的圆来抗衡恋人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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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否定时间改变恋人关系的能力。
约翰·多恩在一首题为“告别辞: 哭泣”( A Valediction: of Weeping) 的抒情诗中，也同

样大量使用了多种“圆圈”的意象，既包括人类日常生活中的“钱币”( coin) ，也包括“地球”
( earth) 、“月亮”( moon) 、“球形天体( sphere) 等天文学词汇。在其中一节写道: “在一个圆

球的上面 /有一个工匠，身边备有摹本，能够布置 /一个欧洲，一个非洲和一个亚洲，/并且很

快将原来的空无化为实体。 /你眼中的每珠泪水 /也会是这样的情形，/它会成长为一个球

体，对，一个印有你影像的世界，/直到你的眼泪与我的眼泪汇合，在这一世界泛滥，/于是我

的天国被源自于你的洪水所溶解”( 但恩 96 ) 。这一节诗，使人联想到从地理学意义上理解

的圆形的球体以及从生理学意义上理解的人体的圆形的眼泪，再使人联想到自然界的洪水。
诗人正是凭借智性，进行自由地切换，表现了出色的艺术才华。

在安德鲁·马韦尔著名的抒情诗“花园”中，无论是葡萄、仙桃、玉桃、苹果等植物类的

意象，还是日晷等来自天文学学科的自然意象，其中都包含着“圆圈”这一内涵。而在他的

“致他的娇羞的女友”一诗中，男女恋人们则想象他们自己交融成了一个“球体”。诗中的抒

情主人公声称:“让我们把我们全身的气力，把所有 /我们的甜蜜的爱情糅成一球”( 马韦尔

156) 。在该诗中，太阳并不是恒星，而是运动的，体现的也并不是 17 世纪的自然科学的概

念，而是传统的宇宙观，即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只不过是围绕着地球旋转的一颗行星。
尽管在约翰·多恩的其他一些诗篇中，如“世界的解剖: 第一周年”这首诗中，这一观念早就

已经被打破了，已经被“新哲学”所取代了。但是，他的思想却是不定型的，受到传统宇宙观

的影响甚至是根深蒂固的。“按照亚里士多德 － 托勒密宇宙的构成，有形宇宙的主要特征

是圆形。位于宇宙中心的、静止不动的地球是圆形，地球外围的所有星体都是圆形，各重天

也一圈套着一圈地环绕地球作圆形运动。柏拉图说，神以自身的形象创造宇宙，把它做成了

圆形，这是所有形体中‘最完美、最自我相似的形体’……圆形是传统宇宙结构中占支配地

位的形状。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大多数是以圆形对世界上的一切进行观察和思考的”
( 胡家峦 52) 。约翰·多恩以“圆圈”意象表现永恒性，这与古老的宇宙哲学以及相应的物

理学密切相关。圆圈可以战胜时间，因为它反复的自我运转，使得每一个终点成为新的起

点。而且上帝也正是这样使得信徒的生命成为一个圆圈( 圆寂) 。因此，多恩写道:“上帝自

身是一个圆圈，他也让你成为一个圆圈”( qtd． in Gorton 25) 。可见，“圆圈”的意象不仅体现

了诗人的时空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诗人的宗教观。
至于玄学派诗人的探索精神，也是与当时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在约翰·多恩

的“早安”和“告别辞: 节哀”等诗中，圆的意象是探索精神和完美象征的结合。尤其是“早

安”一诗中的“两个半球”的意境，借地理大发现的概念表达了诗人对理想爱情的憧憬。圆

的意象在“爱的成长”一诗中表现得尤为美丽，他将时间本身转换成一个扩展的同心圆。

综上所述，17 世纪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玄学派诗人

的世界观的形成，以及诗歌创作技巧和创作主题等方面的形成和变化。我们从英国玄学派

诗歌的一些创作实践中，无疑可以看出历史星空的折射，发现文学经典的生成与其他学科之

间存在着内在关联。

14吴 笛: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玄学诗歌的生成



注解【Note】

①本文的引诗除特别注明出处的以外，均出自傅浩译:《英国玄学诗鼻祖约翰·但恩诗集》( 北京: 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2006 年) 。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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