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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与回归：叶芝时代的爱尔兰伦理话语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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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金融学院爱尔兰研究中心　河北　保定　0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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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爱尔兰时代精神的缔造者叶芝及其所处的“爱尔兰文艺复兴”的特殊时代，进行自我及其精神发展的问题探索。

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理论资源，认为叶芝与爱尔兰时代精神的统一，也是叶芝

自我精神对爱尔兰时代精神的一种外延。

【关键词】伦理；爱尔兰；“成为人”并“在一起”

1 伦理话语与精神气质的时代同一性

“‘伦理’是一种理念，具有深刻的文明史意义。[1]”伦

理所演绎出的文明形态与精神气质对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

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伦理话语精神气质”，是“演绎了家国

一体、由家及国的伦理话语的文化表达。[2]”西方文化中，“伦

理”作为一种特殊的契约方式，以一种需要的价值体系融入

利益思考。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论述到：“人

是社会关系的总和。[3]”在每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与其相对的

伦理观和文化观等等，作为能够影响到“绝对精神”的时代

发展的人的各个方面，任何的变化，都会对时代产生巨大的

影响。“因为精神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每个人既是外部精神（客

观精神）的接受主体，同时还是精神现象的发生主体（主观

精神），两者交汇才作用到个人的全部精神生活。[4]”反之，

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自然与欲望（自我与个人意识）、

认知与毅志（自我与社会群体道德意识）、自我意识与自我

超越（人文意识与人类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从自我到绝

对精的发展图示。从黑格尔的辩证循环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精

神发展，主客观精神统一的对象化活动，构成了精神发展的

基本规律。

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

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

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

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

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在

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

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

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5] 在马克思语义逻辑中，动

物的存在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单一的从属于自然界；动

物对于自然界的生理反应、被动的应付环境的刺激行为，是

一种本能活动，而非人作为自由的生命活动，人的生命活动

是人的自由与自觉的特性是自我的本质。

根据伦理的文化体系，人类从类生命的个体超越自我个

体意识，由个体意识到集体意识的变化，乃至形成绝对精神

回归至人类个人的类的生命历程的螺旋上升过程，“源于彼

岸终极实体的宗教思考和“道”的道德思考相区分，“ethic”

相分殊。[6]”在黑格尔语义中，自身在他物的对象化中，经

历与回归与自我的圆满。

2 叶芝的创作过程的伦理话语与爱尔兰时代精神气质的

同一

叶芝的创作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回顾爱尔兰历史，

由于英国与爱尔兰的特殊关系，特别是“爱尔兰大饥荒”之

后爱尔兰的大变化，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开始使得，爱尔兰人

对爱尔兰文化的不同建构，主要分为：抗英独立、暴力独立、

融合独立的三个阶段。

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对于意识的开端有“意识”---

从“这一个”到“共相”、“自我意识”-- 从“欲望”到“苦

恼的意识”、“理性精神”-- 从观察伦理到道德实践的独特

的介绍。按照黑格尔的三分法，事实上 1600 年以来的爱尔

兰民族运动，也是符合以上逻辑。

2.1 从“这一个”到“共相”，爱尔兰意识的诞生

第一阶段是从 1865-1900 年，是叶芝创作的早期。叶芝

受到英国贵族教育与爱尔兰什么主义影响，其间作品多为浪

漫主义色彩，如《当你老了》等。此时的西方文明处于一个

混乱的状态 , 新旧交替 , 秩序消解。这一时期，叶芝主要追

求浪漫主义，长期的英国定居生活与青少年时期由于爱尔兰

民族身份所受到英国的欺辱，让叶芝产生脱胎于殖民地的民

族情绪，这时可以说叶芝有了一种“反抗精神”的萌芽。叶

芝的诗歌《因尼斯弗里湖岛》、《在七片森林里》极力赞颂爱

尔兰美丽的田园牧歌景象。通过赞美农耕传统，叶芝将爱尔

兰的美丽画卷借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以文笔勾画出爱尔

兰民族的基本面貌。通过对于美丽事物的勾画，叶芝对象化

的对于英国为代表的工业文明进行隐喻的批判。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经提到：“伦理王国在它

的持续存在里始终是一个无瑕疵、无分裂而完美的统一世

界。[7]”对于爱尔兰文化是否存在，在“这一个”被称之为

爱尔兰的国度事实上并没有概括出来。叶芝初期的爱尔兰，

由于对象化认识的缺失。对于爱尔兰本身的意识，只是前提

性的存在，并没有进入自我。因此，爱尔兰作为独立民族的

民族意识依旧被英国的国家意识所笼罩。爱尔兰人所感受的

一种歧视和认知，只是一种矛盾的共相，甚至于可以理解为

不知无知。

2.2 从欲望到苦恼——爱尔兰自我意识的初次实践

武力抗争是爱尔兰民族运动的一个新的变化，由于英爱

双方的不对等特殊关系与爱尔兰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区别

于英国的爱尔兰是当时爱尔兰有识之士的第一认知。正如，

中国依据古词语“矫枉过正”，在对于何为爱尔兰？何为英

国？对于两个民族文化交融的分离，甚至于语言习惯的彻底

分离的想象实践，使得爱尔兰民族”自我意识开始经历从“欲

望到苦恼”的变化。 

该阶段，也是叶芝创作的重要节点。除了野蛮的武装反

抗，以叶芝为代表的爱尔兰人也尝试过议会斗争，爱尔兰也

因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自治运动。这些政治因素深深地影响

到了叶芝。叶芝的创作风格开始从田园、浪漫的风格转向现

实、冷峻的写实风格。

因英国和爱尔兰的民族矛盾激化，爱尔兰在新芬党领导

下开展了民族自治运动，激进民族主义者认为爱尔兰要实现

独立，必须以暴力手段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叶芝认为激进

的民族主义者和英国殖民者都造成了爱尔兰现在的暴力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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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不安 , 以叶芝为首的文化民族主义者担心，激进民族主义

者将摧毁在爱尔兰文艺复兴中建立的“农业爱尔兰”。1916

年复活节抗英起义震惊了对政治和现实失望的叶芝，叶芝对

爱尔兰未来陷入沉思。这一阶段，四首以英爱战争和爱尔兰

内战为题材的诗歌即《1913 年 9 月》,《1916 年复活节起义》,

《1919 年》,《内战中的沉思》, 以《一九一六年的复活节》

为例，其中的壮烈而优美的字句，显示出叶芝对激进民族主

义者暴力行为的矛盾心态，表现出叶芝对爱尔兰民族自治运

动的复杂情感。爱尔兰文艺复兴的领袖们，在对于国家的独

立从欲望的实现，与现实经历的苦恼中得到了并想象的爱尔

兰现状使得大家都很苦楚。叶芝本人由于英国的经历，甚至

于被大家看作反动的异己的力量。流血之后的爱尔兰，经历

了实践的客观现实，对于何为爱尔兰展开了自我意识的实践

思考。

2.3 从观察伦理到道德实践爱尔兰理性精神的形成

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在自我追逐自由

与对于客观现实的否定中，无法实现自由与自我实现的目的，

从而自我意识进入理性阶段，对于客观存在的他物，作为自

我意识的一部分，以肯定地态度，进行自我即实在的认知。

使得自我将历史融入自我不同阶段之中，而非孤立情境。尽

管英国对于爱尔兰在相当一定时间，进行了殖民统治。但是，

全盘否定英国对于爱尔兰发展的作用与民族文化的影响，对

于爱尔兰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爱尔兰文化与英国文化事

实上已经在某一时期同为一物。历史不是部分，而是全体。

正如一句谚语：“我们无法在倒洗澡水时将孩子也一起扔掉。”

叶芝对于爱尔兰文艺复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将爱尔兰文化

融入世界文化之中，在保留爱尔兰文化的生命力的前提下，

使得爱尔兰文化再次辉煌。

经历了复活节运动，在一系列的武装反抗与爱尔兰民族

内部对于爱尔兰文化的思考，无论是爱尔兰文艺复兴的各

个群里还是爱尔兰民族的群体大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爱尔

兰独立实践之后，对于爱尔兰的未来进行了思考。在叶芝

看来，爱尔兰文化的存在与什么是爱尔兰文化之间的矛盾，

是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主要矛盾。单一的追求什么是爱尔兰

文化，相比起延续发展爱尔兰文化来说，爱尔兰文化的存

在更重要。

爱尔兰民族的第三次精神气质的同一变化，就在于该民

族抓住了民族发展矛盾的同一性，使得矛盾得以以场所进行

而非瓦解。第三阶段是从1919年到1939年，叶芝创作的晚期。

1992 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爱尔兰在一定意义上宣布了

独立，颠沛流离斗争不休的革命时代成为过去时，压力和杀

戮成为历史，政局也逐渐平和，在外部环境相对缓和的情况

下，这一时期，叶芝受到现代诗歌具有鲜明、确切意象的影

响，他的创作更加具有坚强、有力、凝练的现代主义风格。

随着激进民族主义在爱尔兰的不断壮大与时局的持续动

荡，叶芝以艺术为战场，开辟了自我的爱尔兰民族自救之路。

叶芝从人民生活的角度发掘创作灵感与素材，并在世俗与现

状中达成和解，叶芝的创作也升华到了一个由物质追求到精

神探索的高度。

叶芝希望通过文艺创造出一个民族的灵魂，进而造就一

个新的爱尔兰民族。叶芝认为要使整个爱尔兰民族团结起来，

实现爱尔兰民族独立，必须在爱尔兰建立一种高雅的民族文

化，必须培养一群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爱尔兰民众，而能够

胜任这项工作的即是以叶芝为代表的艺术家。

这一时期叶芝的创作日臻成熟，作品具有现实主义、象

征主义、哲理诗三种因素，诗篇直接歌颂人生，表现情欲，

艺术上具有歌谣体的特色，由此唤醒了叶芝作品对人文意识

的回归，从大众化的生活和语言中汲取灵感，使创作更具有

时代精神。

3 超越与回归：叶芝时代的爱尔兰伦理话语精神气质

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具有其

时代特征的精神，是国之根本，而非普通的大众意识或社会

意识。在世界文明话语中，国家是文明多样性、文化多样性

的体现。“精神”虽然源自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大众意识或

社会意识，是这些意识的升华为时代精神具有一个漫长的过

程。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

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

向前。”成为人，并在一起，不仅是伦理话语的精神气质，

更是一个民族与国家长期以来的时代精神的高度凝练。时代

精神作为超脱于一般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代表着时代的发

展潮流。国家与民族的伦理话语及其所产生的文明与文化形

态作为“市民社会”话语表达，缔造出迥然不同的伦理话语

与精神气质。

伦理话语与道德传统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部分，是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同一性”体现，其具有内在特殊的精神气

质。叶芝时代的爱尔兰文艺复兴以“爱”为主题，超越爱尔

兰传统文化的限制，创造性地将凯尔特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之

中，使得爱尔兰文化得以延续发展。

爱尔兰 19 世纪时代精神乃至叶芝本人，都早已成为历

史的银河中璀璨的星光。从意识——精神——时代精神的发

展来看，个人意识必然要经历一个长远的历程，才会与时代

精神相融合，并在时代的发展中得以统一与回归。

经历了文艺复兴的爱尔兰，从实践中获得对于未来社会

的道德意识。随着爱尔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爱尔兰民族精

神从自我的异化中得以显现，在不依赖于他物的前提下，将

爱尔兰的民族性与大众性在符合自我道义的前提下，统一起

来。在这个由他物规定到自我规定的民族性变化中。爱尔兰

民族以一种自觉地、属人的活动中，再次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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