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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具创造个性、最有争议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对自然的依恋，对人与人、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等都值得研究。劳伦斯一生都在思索探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其作品中此主题始终被国

内外学界所关注。本文主要从劳伦斯的历史背景、文化熏陶和生活经历等方面来探讨劳伦斯的生态思想渊源，从而揭示劳

伦斯的创作动机和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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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是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最富有创新成就的代表作家之一，同时也被认为是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劳伦斯在世时间不长，但创作成果十分丰硕。在他创作的各类作品中，他对

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生态主题近年来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欧洲各国的人们始

终保持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即人与自然平等和人与自然对立。坚持人与自然是对立关系的人们认为，

人类应该成为自然的主宰，凌驾于自然之上。而坚持人与自然是平等关系的人们则认为，人与自然不存在

贵贱优劣之分，都是自然宇宙的一部分，因而应该融入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不难

发现这两种自然观也经历了一个相互转变的过程。在茹毛饮血的时代，人类面临自然界的各种风险和威

胁，历尽千辛万苦去战胜自然中的一切灾难就成了人们的首要任务。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渐渐远

离了自然界，过着丰衣足食的现代化生活。此时，面对环境的污染和城市的喧嚣，人们又开始怀念大自然

的纯净和美好，油然而生一种向往自然、眷恋自然的心态［1］。英国文学巨匠劳伦斯就是这样一个崇尚自然

的典范，他的作品，包括他的小说、诗歌、游记、散文以及绘画都反映出了他的生态哲学思想。

1 劳伦斯的生态思想及生态意识

劳伦斯出生于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世界工厂”时代，面对一切都被机械化的社会，劳伦斯在其

作品中深刻地批判了工业化、机械化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带来的破坏，用自己的创作

对自然之美高唱赞歌，竭力寻求自然和谐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

批判讨伐，希望以此唤起世人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回归自然和谐的社会。

1.1 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劳伦斯的作品里，几乎一切野生动植物都是神圣而有魅力的，《鸟、兽、花》中的自然被劳伦斯描述成

了一个“新地球”，他以一个非人类的视角来探索自然世界，自己仿佛是其中一员来表达动物的欢快和自

由。［2］在他的收山之作《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开篇，劳伦斯却直言不讳的指出人类已经到了一个悲剧性的

时代，人类已身处废墟之中。这部作品塑造了一位精神萎靡的庄园主夫人康妮，半身瘫痪且追求不同的丈

夫令她几近绝望，身体也日渐消瘦，面对丈夫附庸风雅的追求也是厌恶至极，此时的康妮只有逃离令她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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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庄园，通过在自然中的释放，对生活重又有了新的希望。而为了逃避妻子纠缠的梅勒斯在自然中找到

了宁静，过着简单却又平静的生活，他们在自然中的相遇给彼此带来了重生。备受读者和评论家喜爱的

《虹》这部作品中，汤姆那强健的生命活力和气息也来自于他常年随着自然节奏的劳作，因为有着模糊的理

性意识，汤姆能够很好地顺应自然的规律，从而收获了和莉迪亚的幸福生活。在劳伦斯的作品里，处处流

露出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图景，让人油然而生对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向往，学者蒋家国就曾评述：“劳伦斯对自

然的崇尚，绝不仅仅是对大自然和自然美的崇尚，更主要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尊重与推崇。”［3］

1.2 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劳伦斯的作品中，大多是以英国工业社会的大环境为创作背景，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本身和人

类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影响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和批判。作为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原

来拥有的恬淡安宁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快节奏、高速运转的都市生活模式。在《查泰莱夫人

的情人》中，梅勒斯本来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从此过上风光的生活，但他的不愿循规

蹈矩本性使然，怀着对活力和自由的渴望，他最终选择回到家乡的森林作了查泰莱的猎场守护人。他本可

以说一口流利的上流社会的语言，但他却宁愿使用那有血有肉的下层阶级的土话来表达他真正的思想。

在梅勒斯看来，军营里的上层阶级同样形同缺乏生命力的机器，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梅勒斯对战争的无情和

残酷认识深刻，对于金钱对人精神的毒害和所谓文明对人类精神的摧残更是深恶痛绝，他希望极力保持着

自己纯洁和独立的生活。在康妮出现之前，梅勒斯本想守住自己的孤独，没想到康妮的出现便将这一切彻

底打破，使他又一次建立起了人间的关系。梅勒斯甘愿做一个守林人，其目的是为了能远离机械和金钱。

劳伦斯理想地希望顺从人的生命本能，让本能的欲望得以满足，从而建立理想中的“新文明”，这是一种富

有人文情怀和人道精神的设想，因而具有其积极的意义。同时，尽管劳伦斯的习惯是用感情去衡量一切，

但他又确确实实从未放弃过理性，对周围理性世界的一切，他的心理是既接受又拒绝的，充满了不满的矛

盾心理。劳伦斯在其作品中关注和考察的是人类存在的整体状况，他在呼唤一种人的新型关系和新的人

性，在企盼一个伟大的人类、自由的民族和理想社会形态的诞生［4］。

1.3 人与人的关系

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不可避免地破坏了自然生态，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代价。在自然环境遭

到破坏的前提下，为了生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竞争也渐渐异化，从而导致社会生态失衡。在自然环

境和社会生态双双遭受破坏的情形下，人类精神层面的异化也成了不可避免的悲剧。在劳伦斯最负盛名

的短篇小说之一《菊馨》中，他深刻地刻画了工业社会人与人的冷漠和隔阂。矿工妻子伊丽莎白的生活充

满了恐惧，酗酒的丈夫常常过家门而不入，她只好在猜测、悔恨与烦躁中等待。最终她却等来了在矿井事

故中丧命的丈夫。这一刻，面对丈夫沃尔特仍然温热的身体，她才在猛然间意识到丈夫和她彼此之间是多

么陌生，作为夫妻，除了孩子是唯一的纽带，他们之间甚至从没有真正地了解过对方。伊丽莎白与丈夫之

间由于缺乏了解与信任，她从内心排斥丈夫，甚至不尊重丈夫，直到丈夫死亡她才意识到他们的婚姻有多

么失败。在这部作品里，劳伦斯给我们刻画了煤矿工人的不安、忧虑和艰辛，反映了工业文明社会环境下

人与人甚至是夫妻之间的冷漠和疏离。在《儿子与情人》中，无论儿子保罗与母亲之间，还是莫瑞尔夫妇之

间、以及保罗和克拉拉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其实质都是文明价值观与自然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而劳

伦斯所希望体现的，正是他一以贯之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2 生态思想渊源

2.1 历史背景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开启了西方近代社会发展的大门，也打开了中世纪束缚着西方人智力的枷锁，从而

带来了17世纪和18世纪的科学技术的腾飞。在手工劳动逐步被蒸汽机的利用取代之后，各种自然资源的

开采和利用以及钢铁的冶炼都让科学技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因而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而

地处大不列颠岛的英国，有幸第一个享受到这场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丰硕成果。作为一个以农业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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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核心的国家，有着相当比重的农业人口此前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从1770年至1870年为期仅

100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己经一跃而成为“世界工厂”，手工生产被机

器生产取而代之，手工作坊也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机械工厂所代替。工业革命的后果是：尽管英国的经济取

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与发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结构，然而变成了工业国之后的英国，绝没有变

成人间的乐园与天堂。“在工业革命前夕，就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来说，英国并不比其他国家高出多少，英

国工业的某些技术还落后于一些国家。然而，工业革命的巨大变革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使得英国的经济

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的工业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获得了领先地位，成了‘世界工厂’。”［5］原来英

国人享受的“田园诗”般的美好生活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渐渐远离，曾经茂密的森林也由于工业生产的需

要几乎被砍伐殆尽，而随着工业机械的开进，田野里的花草也同样遭遇了被铲除的命运，工业革命后的英

国乡村因此而变得满目苍夷与荒凉。乡村不再宁静，取而代之却是隆隆的火车和机器的马达声。随着科

技的进步，人类开发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了增强，但过度的开发和不合理的利用严重破坏了生态平

衡，导致了环境污染，其后果是人类不得不再一次受到自然的控制。同时，高科技的战争武器也在两次大

战中给人类带来了深重可怕的灾难。“英国变成了弥尔顿笔下的‘失乐园’。工业化的步伐扰乱了托马斯·
哈代的‘牧歌式田园’，哈代《绿荫下》再也没有了乡村的自然风光。”［6］

一代文学巨匠劳伦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于1885年9月10日在英国出生了。

2.2 文化背景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一方面，西方国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

明来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固有的资本主义矛盾也由于这些进步的科技和

发达的物质文明被激化出来，从而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然西方国家在战后都对政治经济等方

面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整并在短期内收获了相对明显的成效，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系列困扰西方国

家的问题，这些问题一起被概括为人和社会的异化问题。19世纪，西方世界发生了三次重大的技术革命：

19世纪70年代发生了以电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技术革命，生产力走向了电力时代；20世纪初，以爱因斯坦

的相对论为标志的自然科学领域的“物理学革命”，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对于时间与空间、物质与运动之间的

统一性问题；第三次技术革命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这一次的技术革命以原子能利用、计算机和空间技术

的开发利用为标志。在这几次技术革命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和文化得到了高度发展，从而帮助

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从危机走向发展。但伴随而来的也有很多严重后果。一方面，技术革命增强了人类控

制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又演变成难以控制的异己力量，反过来控制人，导致个人的无能为力和严重的依

赖感，从而引发一系列诸如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问题。另外，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导致生态平衡遭到

极为严重的破坏。这些伴随现代高科技发展而来的问题和后果，成为西方哲学和文学艺术关注的焦点，对

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劳伦斯是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最富有创新成就的代表作家之一，这一代作家的创作都受到了西方

哲学的影响，无论是把艺术家的生命意义从理性转向意志本能和直觉，从客观世界转向人的内心深处的尼

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还是从现实生活走向人的个性潜意识道路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他们都把人

的生命的展开作为核心思想，高度重视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致力于通过解放传统理性束缚来获得生命的

自由和创造精神。劳伦斯等现代作家对社会、人生以及艺术的崭新观念无不受到这种生命一时的深刻影

响。从19世纪末期开始，西方文学艺术的多元化趋势开始呈现，出现了多种流派和多样的创作手法。尽管

如此，在表现认得的异、重视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探究这一文学思想内容却是基本一致的。这一时期的作家

对违背自然人性的现代社会深为不满，他们的创作多以人本主义为核心，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动因侧重从人

性的角度和人类灵魂深处进行审视。而这种创作的整体环境无疑也深深影响了劳伦斯的写作。

2.3 生活经历

劳伦斯自幼体弱多病，终其一生都没能摆脱肺病的困扰。而父母由于个性和文化差异导致失和的家

92



第1期 单伟红：劳伦斯的生态思想及其渊源

庭氛围让幼小的劳伦斯获得了非同一般的母爱，母亲把她几乎全部的情感都倾注到儿子身上，而体弱多病

的幼子劳伦斯更是得到了母亲的特别钟爱，这种超出了正常母子亲情的关爱致使劳伦斯的心理和情感发

展都失去了平衡，这些经历给他的创作和人生轨迹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劳伦斯的初恋以失败告终。1912年，他到语言导师家拜访时与教授夫人弗里达·威克利的一见钟情改

变了他的一生。经过一年的努力之后两人最终结为夫妻，而弗里达也成为了劳伦斯的终生伴侣。从此之

后，劳伦斯的生活都是在弗里达的陪伴下度过的。因为身体健康状况的缘故，劳伦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

在寻求一种自然舒适的生态环境，来缓解城市的污染空气给他带来的不适。他们先后到过意大利和巴伐

利亚。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弗里达的德国藉身份，他们到处受到驱赶，为此夫妻二人只能远离

城市游走于乡村之间，不过，乡村环境的优美幽静以及廉价的房租更适合需要呼吸清新自然空气的劳

伦斯［7］。虽然在此期间劳伦斯也到过伦敦做短暂停留，但污染严重的空气终究不适合肺病缠身的劳伦斯，

于是，他们只得再一次踏上寻找心中自然生态的旅程，这一次，意大利、澳大利亚、美国西部等地的自然原

野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直到1926年，劳伦斯的身体已经有比较严重的不适，他因故回到家乡诺丁汉短暂

停留之后，不得不为寻求一个能让他的肺呼吸道新鲜空气的地方而再次踏上追寻生态荒野的征途，辗转于

法国和意大利。1925年他被确诊为肺结核，1929年，劳伦斯的朋友为他寻找到法国的旺斯作为疗养之地，

他于1930年3月2日死于此地。

纵观劳伦斯的一生，由于出生时就体弱多病，身体的虚弱和肺病的折磨给他的生活环境带来了局限，

他不得不一次次离开环境恶化的工业城市，游走在没有受到污染和破坏的自然荒野中。劳伦斯的生活经

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出生时家庭经状况的拮据，父母背景和文化差异不同所带来的争吵和冷

漠，这一切都没能让幼小的劳伦斯感受到童年该有的快乐和幸福。青春年少时，正赶上英国工业化基本完

成，呈现在他眼前的是：富饶的田地被侵吞，美丽的自然被践踏，宁静的生活不再，资本家对工人进行着残

酷剥削，工人即使辛苦劳作也不能过上安稳的生活，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明显。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社会

环境双重影响之下，劳伦斯变得多愁善感起来，性格也变得沉默内向。他的作品“扎根于英国土壤 ，又站在

时代这个制高点上审视社会所有的骚动和危机”［8］，他对和谐美好自然环境的向往和追求在他的创作中也

是无处不在。

3 结语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条件以及生活经历的影响之下，劳伦斯的生态思想在他的创作中随处可

见。从他的第一部作品《白孔雀》开始，就对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并揭示了导致作品中主人公婚

姻悲剧的深层次原因，那就是田园生活的淳朴与工业文明带来的铜臭的矛盾，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自然生态

与人的关系的关注已初露端倪。在他的谢幕之作《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他把自己对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部作品中阐释得淋漓尽致，无论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还是精神生态方面都表

现了自己一贯的探索和追求，给人们展示了自然之美以及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扼杀与摧残。尽管劳伦斯的

习惯是用感情去衡量一切，但他又确确实实从未放弃过理性，对周围理性世界的一切，他的心理是既接受

又拒绝的，充满了不满的矛盾心理。劳伦斯在其作品中关注和考察的是人类存在的整体状况，他在呼唤一

种人的新型关系和新的人性，在企盼一个伟大的人类、自由的民族和理想社会形态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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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awrence’s Ecological Thinking and Its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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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David Herbert Lawrence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and controversial writers of the early

twenty century. Most of his works attract scholars and reporters’attention and their comments. His attachment

to nature and analysis to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man and society are all

worthy of study. He contributes his life to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kind and nature，which is at-

tracted scholars’atten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origin of Lawrence’s ecological think-

ing from 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cultural influence and life experience to reveal his writing motivation and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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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rain Operation Plans of Intercity Railway Based on DEA

Qu Siyuan，Xu Xingfang

（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1804，China）

Abstract：The train operation plan evaluation is one of important means of optimizing train operation plan. By

analyzing intercity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the intercity railway train operation plan index system is

set up. Combining DEA method，the features of the inter-city railway train operation plan feasibility is analyzed

and the DEA evalua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Applying DEA method of C2R and BC2 model，the overall effec-

tiveness of and technical effectiveness of Shanghai-Nanjing intercity high-speed railway train operation plan are

analyzed. The result indicates the method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inter city railway and has

been taken into practice. The use of the method will be a reference for the inter city train operation plan evalua-

tion index system.

Key words：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intercity railway；train operation plan；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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