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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尔顿，其时代的解说员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外语系  朱利勇* 

摘  要：本文结合英国历史和弥尔顿的作品，探讨了弥尔顿及其时代的关系。文章通过对弥尔顿作品
及其经历的分析与概括，找出他所处时代的英国历史状况和文化思潮的鲜明回应点，以论述弥尔顿是其时
代的解说员。 

关键词：文化思潮  回应点  解说员 
 
众所周知，文学界对弥尔顿及其作品的研究从未间断。研究者中有人评其诗歌；有人评其宗教信仰、

道德观念及其政治思想或人生观。近年来也有关于《失乐园》的评论，如，金发荣著的《<失乐园>二题》。
本文结合历史并分析他的主要作品，以便我们进一步了解他所生活的英国社会和其文化思潮，从其作品来
看弥尔顿如何解读自己所处的时代，并感受弥尔顿的个性魅力。 

英国一学者曾说，“诗人及其时代的关系，不应当是他本人的写照，他既不应当有意识地排斥现实，
它的外貌，它的时代精神，也不应宣称自己是它的解说员⋯⋯因此，诗人不应当宣称自己是‘当代的解说
员’，他可以从往昔选取主题，乃至于形式，但是，他既然不能回避，也不应回避‘当代的精神’，他的创
作只能是他所能认识与理解的那种时代精神的反映,是他所熟悉的那个事实本身不同于他所有前辈的，正是
这方面，他才是‘当代的解说员’”。此论断甚为精辟。对照弥尔顿，他是不是他所处时代的解说员呢？不
妨从其创作来回顾一下十六、七世纪的欧洲和英国，我们可以试着从其作品中找寻当时人文主义、宗教改
革思潮的回应点。 

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是英国 17 世纪中叶最杰出的诗人。他曾求学剑桥，通晓意大利、拉
丁、希腊语，钻研过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熏陶。良好的古典主义教育使他掌握
了一个人文主义者所能有的全部艺术本领。他早期的创作主要是中、短篇诗作，多体现人文主义色彩，但
又不乏个性--他把人文主义思想与基督教的思想融汇在一起。弥尔顿出生在文艺复兴晚期，并浸泡在人文主
义的氛围中，其作品必然少不了人文主义气息。14 至 16 世纪的欧洲，逐步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为
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资本的原始积累、工商业的发展，进行着进步的反封建和教会的斗争。他们政治上
要求民族统一，精神文化上提倡自然科学和唯物论，文学艺术上追求现实，用民族语言展现民族特征，他
们为了建立自己的文化，对抗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提出并宣扬“人文主义”，为的就是要发展自然科学和唯
物论哲学，强调理性与经验及二者的统一，批判继承古希腊罗马文化，做到古为今用，这些都对 17 世纪以
后的欧洲思想解放和文艺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尤其体现在这一时代里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身上，特
别是他们的伟大创作里。恰巧弥尔顿也成长于此时代，自然他身上也具有了这一时代特征，而且是不折不
扣的，甚至是有自己独创的一面。看看他早期诗歌创作，里面就充满着人文主义色彩。如《快乐的人》、《幽
思的人》、《科玛斯》（1634）、《利西达斯》（1637）。尤其是他为第二位妻子写的悼亡诗，全诗译文如下：     

我仿佛看见了去世不久圣徒般的妻， 
回到了我身边，像阿尔蒂斯的坟墓 
被尤比特伟大的儿子用强力从死亡中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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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白而虚弱，交给了她的丈夫，使他欢喜， 
我的妻，由于古戒律规定的净身礼 
而得救，洗净了产褥上斑斑的玷污， 
这样的她，我相信我还能再度 
在天堂毫无障碍地充分地瞻祝， 
她一身素服，纯洁得和她心灵一样， 
脸上罩着面纱，但我仿佛看见。 
爱，温柔，善化在她身上发光， 
如此开朗，什么人脸上有这等欢颜。 
但是，唉，正当她俯身拥抱我的当天， 
我醒了，她逃逸了，白昼带回了我的黑天。        
这首十四行诗涉及弥尔顿的爱情婚姻观。弥尔顿主张言论自由，私生活自由，宗教自由，政治自由，

中心是个人自由，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而人文主义基本思想之一就是提倡以”人”为中心，并且宣称：生
活的主要目的不是像教会所教导的那样，为人准备来世的生活，而是在此地人间作合理而正确的安排，做
一个全面发展的，在肉体与精神本质表现上都同样优秀的人是他们的理想。他们反对禁欲，肯定人生及其
享受，同时控制情欲（受道德约束），弥尔顿的主张并不排斥这些，同样肯定所有人们，不分阶级出身、
种族、民族和宗教信仰，一律平等，恋爱、婚姻也不例外。总之，他的爱情观是人文主义式的，又具有自
身的理解，是种积极的且有宗教色彩的爱情观。具体而言，全诗围绕“圣徒”（Saint）二字展开；“尤比特
的伟大儿子”（Jove’s great son）自然引起“上帝之子”即耶稣的联想，也即是耶稣使诗人亡妻得救；而“净
身礼”和圣徒概念的关系则更为明显（“圣烛节”Candlemas 的由来）。他的爱情观也映衬出当时柏拉图的
理想与道德糅合的思想，他认为爱不是欲，爱是“纯洁的，更为内在的天生的欢乐，是由于把自己和一个
相配的交流的灵魂相结合的产物，这种欲望才称得起爱。它比死亡还强有力，像基督妻（指教会）所想的
那样，多少水也扑灭不了它，洪水也不能淹没它”。 

再来看看弥尔顿，自 1640 年清教革命到 1660 年革命彻底失败、封建王朝复辟，弥尔顿经历了 20 年的
整个革命过程，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和考验，并不断成熟，也正是这个特殊的年代铸就了他鲜明个性。17 世
纪的英国，资产阶级日益壮大，40 年代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双方势均力敌。这期
间英国的政治斗争是和宗教斗争相互交织，资产阶级革命还是通过宗教口号进行的。而 16 世纪以来的英国
宗教改革，建立了“国教”，但国王夺取了教皇在英国的权利，和天主教没什么区别，因此，资产阶级的新
派积极分子出来“清教”，整顿教会，而资产阶级革命正是以清教徒领导的反国教的形式进行的。弥尔顿是
个实足的清教徒，且颇有影响。当时清教徒极度崇拜《圣经》，弥尔顿也不例外，《失乐园》就是他对《圣
经》里《创世纪》篇的大胆翻版和创作。1660 年革命彻底失败、封建王朝复辟后他结束了政治生活，重新
回到文学创作，以艺术形式表达清教徒的革命理想，同时歌颂着当时积极进步的时代精神。看看长诗《失
乐园》、《复乐园》和悲剧《力士参孙》。别林斯基这样评价《失乐园》，“他的诗很明显的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他毫不怀疑这一点，同时他在他的傲慢而阴郁的撒旦身上颂扬了对权威的起义反抗，虽然他又打算产生出
完全另一种权威”。《失乐园》气势宏伟，反衬出革命时代的英国。它有两条线索：一、亚当、夏娃失去地
上乐园。二、撒旦反抗天神，战败失去天上乐园，两条线索的交叉点是撒旦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情节。
诗中的撒旦把上帝说成是“一个独自统治，像是天上的暴君”（《失乐园》卷 1，245－247 行）。撒旦与上
帝交战中许多情节包含英王和国王间内战的回声，同时撒旦的反叛也是正是诗人所生活的英国 17 世纪时代
精神的折光反映，别林斯基说过“这本好作品是时代的产物，即使作者不是有意在作品中描写 1648 年的革
命，却也在不知不觉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在描写撒旦这一形象时，写出了敢于与权威斗
争的崇高精神境界，他反抗斗争失败后的愁绪正是英国人民和诗人自己的苦闷和郁勃情绪的流露。在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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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看来，神话传说与历史一样，都表现时代精神，且这个时代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和历史上
一切变革时代都有相通之处，撒旦失去天上乐园是必然，亚当夏娃失去地上乐园也是必然，诗中在亚当和
夏娃的堕落及被轰出天堂的叙述又体现了诗人在精神上有着与人文主义者血脉相通之处。弥尔顿认为亚当、
夏娃两个形象是在艰难道路上追求最完美生活形式的一切人们的象征、化身，亚当夏娃渴望知识，夏娃为
了理解生命的秘密，决定牺牲天堂的幸福。被赶后他们过着困难的生活，亚当却并不把被赶看作不幸： 

我要劳动养活自己， 
这将有什么损害呢？ 
懒惰下去怕会更糟。（《失乐园》卷 10：1054－1055） 
这些正是人文主义者们爱好科学、热爱生活、肯定人的力量的思想的体现，夏娃不是想揭开生命的秘

密吗？人文主义思想中就有以理性和科学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方面。总之，《失乐园》反映着诗人
生活的 17 世纪英国，也饱含人文主义思想。撒旦失去天上乐园和亚当失去地上乐园正是弥尔顿认为的人
间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严峻时代反映，亦是自己生活的时代。《失乐园》还体现了弥尔顿个人的坚强意志、
虔诚信仰和对真理追求的执著。他借亚当和天使长迈克尔之口，发出爱好自由的议论。不难看出诗人遭逢
共和国失败后虽有因革命失败希望、理想、壮志未酬的沉重心情，但更多的是对真理的热爱、对祖国的赤
胆忠心。他通过亚当与天使长对话表达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亚当失去乐园）后的革命志士（清教徒）
革命热情和寻求实现真理的良好愿望。 

《复乐园》和《力士参孙》更多地再现了他的鲜明个性，而其个性是其时代特殊性所给的，其个性又
体现了其时代的特殊性。《复乐园》取材于《新约路加福音》第四章，歌颂了复辟时期坚持立场的革命者，
也是诗人的自况，他们处于革命低潮期，面临困难但仍能抵抗敌人的威逼利诱，树立革命道德、气节、信
念，并有着崇高的风格。《力士参孙》中更多则是弥尔顿的自况，它不再是《失乐园》和《复乐园》的说教，
而是渴望行动和复仇，如果说《失乐园》的主题是对于英国革命失败原因的沉痛检讨，《复乐园》是清教徒
们追求实现真理的理想规划，那么《力士参孙》则是革命志士们重新振作，继续战斗的号角，也是弥尔顿
的入世斗争的思想。而这便是人文主义的真谛，他也把清教主义注入了人文主义，使它更纯洁更崇高。 

其实，文艺作品创作属意识范畴，是意识的反映，受客观社会环境的限制，文艺的创作者时刻受社会
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自古以来的文学家只反映了他那个社会里最有权威的意识，即支配阶级意识。不
难看出，弥尔顿以其作品独到地诠释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弥尔顿正是生活在文艺复兴晚期，生活在封建制
度的衰亡期，生活在资产阶级逐步壮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生活在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绝裂，但又不很
彻底绝裂的时期，正是有这些特殊的客观社会环境，他才可能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历史、文化中吸取精
华和养份，他的创作中也固然的映射出人文主义思想光芒。他对革命真理的执著、崇高的信念、对祖国的
无限热爱之情，也是特殊的资产阶级革命下才有的，他经受革命洗礼和考验，而革命又是宗教改革与政治
斗争交织进行，看来弥尔顿既是个虔诚的清教徒，又是个爱国的革命志士，这样清教思想和革命热忱也便
相互渗透交织于他的作品之中。至此可见，弥尔顿是其时代的写照，其作品是其所理解和认识的那个时代
精神的反映和折射，当时欧洲的两大思潮，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他身上汇合起来了，而他以弥尔顿式
的创作解说着那个时代，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他充当着他那个时代的解说员，只是他不自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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