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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明斯视觉诗中自然主体之生态构式与宗教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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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督教神学所阐释的上帝之形而上属性展现了生态思维。卡明斯视觉诗中自然主体叙事所蕴含的生态理想构式
高度契合了基督教神学之生态旨意，其生态自然观无不凸显了宗教文化于人类意识形态的约定俗成，吻合了基督教神学教

义之生态价值理念，彰显了宗教文化于文学创作无法分割的链接与无处不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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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著名神学家麦格拉思（ＡｌｉｓｔｅｒＥ．Ｍｅ
Ｇｒａｔｈ）坚信“基督教在塑造西方文化的传统和价值
观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１］１中国学者刘青

汉认为 “基督教文化是欧美生态文学重要的思想

资源、精神资源、文化资源、心灵资源及经验资源之

一。”［２］７６基督教文化所构建的“生态神学”（ｅｃ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ｔｈｅｏｌｏｇｙ）早已构成了基督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并建构了人类生态意识形态之底蕴，成为了正

面引导人类积极应对以及认真处理生态危机的重

要思想理念。的确，基督教塑形了西方文化，也影

响了西方人的自然观。卡明斯的视觉诗凸显了基

督教神学教义的生态精神，诠释了基督教神学倡导

的生态理想构式。基督教神学中所阐释的上帝之

形而上属性在其自然主体叙事中得到了充分的演

绎，自然主体在卡明斯的视觉诗中闪现着迷人的神

性光环。透过神性光圈，我们检索到了其字里行间

的宗教语符，探寻到了基督教理无处不在的渗透与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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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基督教神学教义之生态蕴含

基督教教义神学是基督教在其长期的发展过

程中、经过历代神学家的积累和整理并从中对其进

行系统的研究和理论化说明而逐渐形成的一门新

的宗教科学教义体系。基督教教义神学范畴包括

“上帝论、基督论、救赎论”［３］３５－３７等。张传开认为

“基督教以其朴素的信仰取代了繁芜的思辨和论

辩，用新的伦理化宗教的理想满足了人们的道德追

求”［４］１５３近几十年来，研究者们从《圣经》中挖掘出

了丰富的生态思想。韩狄明等整理了近年来学术

界对基督教生态思想的研究成果后认为基督教生

态价值观体现为“创世观、平衡观、位序观、回归观、

眷顾观、监督观、惩罚观、平等观、一体观、生态

观”。［５］３８－４１在基督教神学的版图里，生态智慧俯拾

皆是、生态密码琳琅满目。这里我们不妨就基督教

神学教义的生态蕴涵稍作解读。　
其一，物种多样化的生态信息。上帝创世论呈

现了物种多元化的生态意识。据《圣经》记载，上帝

用六日创造出了一个宇宙存在的完整生态体系，天

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陆地走的、地里长的、

空中飘的，凡此种种分明隐含了物种多样化的生态

密码，上帝的创世在暗示：物种多样化、万物生灵和

谐化、生命存在秩序化就是自然之道、生态之道。

其二，宇宙整体性生态理念。基督教神学所阐

释的上帝之形而上属性展示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

之生态隐喻。上帝论论证了上帝三位一体的假说，

“即从理论上阐述上帝是一个神，同时又具有圣父、

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并且上帝是通过圣父、圣子、

圣灵的行动或表现显示出其本体的”。［３］３６德国著名

新教神学家莫尔特曼认为，三位一体的互相渗透或

融贯的生命概念支配了生态创造论，它阐释了“一

切生物———各以其独特方式———彼此生活在对方

中，彼此共同生存，靠对方生存，为对方生存，”［６］２８

的生态理念。他强调上帝“是在自身中构成圣父、

圣子和圣灵的独特而完善的团契的上帝。……我

们必须把这种关系理解为复杂的共同体关系———

多层次、多侧面和多方位的关系。”［６］７－８他坚持上

帝的三位一体本体论证昭示了生态整体论理念，体

现了整合与完整的思维方式。他指出“三位一体的

融贯显示被我们称作神圣生命和永恒的爱的生存

的最高强度；”。［６］２６三位一体论的教义“把创造物

看作是由相互联系过程组成的动态网络。”。［６］１４４

“当我们说创造者圣灵渗透世界时，我们的意思就

是把每个个体看作整体的部分，把每个有限的事物

看作是无限事物的代表。”。［６］１４０不言而喻，三位一

体论解读了生态的整体性原则。它在讲述宇宙中

的任何生命都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自然万物都

是不可随意取代与毁灭的生态观点，它在倡导人必

须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生态理念。由此，上帝论不仅

演绎了上帝的神属性，更是阐释了生态创造论思

想。另外，上帝六日创世的物种类别同样彰显了生

态整体性自然观。人与自然世界是生死相依、休戚

与共的整体。自然界的日月星辰、江河湖泊、飞禽

走兽、草木花卉、沙石瓦砾、有机无机物等构成了一

个平衡的生态秩序，缺一不可。

其三，遵从自然节奏的生态思想。上帝设定创

世的第七天为圣日———安息日。设立安息日的举

止隐含了生态密码。因为，在安息日的寂静中，人

们不再以他们的劳动干涉外界，万物得到休养生

息，人与自然和睦相依。不难想象，莫尔特曼为什

么会认为，“安息日的和平…不仅包括灵魂，还包括

肉体；不仅包括人，还包括家庭和人类，还包括动

物；不仅包括生物，…还包括整个天地万物。因此

之故，安息日的和平也是当今许多人面对日益遭到

破坏的环境所追求的自然的和平的开始。”［６］３７５无

疑，安息日的设定暗示我们：遵守自然法则、遵从自

然律动、节制人类欲望、减缓对自然掠夺的步伐，人

类社会的进步才可以是持续性的，自然环境才可能

保持绿色的，生命的进程才会是生态的。

其四，善良慈爱的生态蕴含。《创世记》中洋溢

着上帝对其创造物的善良与慈爱，夏娃的问世就是

一个很好的佐证。“上帝说，独居不好，我要为他

（亚当）制作一个配偶帮助他。”［７］８《圣经》中多处

记录了上帝对其创造物的大爱。如《诗篇》中赞美

上帝：“耶和华啊，人民、牲畜，你都救护。”可见上帝

用自己的行为传导着善良慈爱的生态内涵。关爱

生命、保护物种正是生态神学传递的生态讯息。爱

是生态精神的构造元素之一，上帝强调了爱的无限

价值，告诫人们“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

样，其中最大的是爱”。”［８］《创世记》中记载：“真正

的认识并不希望支配被认识的东西，以便占有它。

它希望实现同认识对象的交往。真正的认识是交

往的认识，它像爱一样延伸得很远，爱就是尊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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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独立性，……。共同体认识的最高形式是爱的

联合”。［６］９９毫不奇怪，“每一伟大的宗教都会教导

人们要崇尚生命”。［９］１３６当然，这里的生命不是狭义

的人类范畴，而是广义的生命物种。珍惜生命、善

待彼此、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中与人类完全不同的

存在就是生态神学核心构件之一。因此，人类应该

建立的是一个万物和谐团契的共同体。总之，基督

教神学中充满了生态的智慧，因为篇幅的缘故，姑

且不多做解读。

　　二　自然主体之生态构式

Ｋｅｎｎｅｄｙ认为，“在卡明斯的晚年，他开始转向
宗教。卡明斯的写作也开始呈现出印度教、佛禅以

及道教倾向，……坚持上帝是无所不在的自然

神。”［１０］１６３可以说，Ｋｅｎｎｅｄｙ的分析仅总结了其晚年
诗作中的宗教情愫。我们认为基督教理的影响在

卡明斯晚年时期是张扬型地显现、是酣畅淋漓的挥

洒。而在卡明斯晚年以外的作品里，宗教意识却是

自然而然地输出、是毫无知觉地散发。其实，上帝

从来都活在卡明斯的意识形态中，上帝也活在了卡

明斯的视觉诗里。在他的大量视觉诗中，上帝的属

性遍布河流山川、上帝的内涵流连于花卉草丛、上

帝的精神弥漫于星辰日月。总之，自然主体叙事在

他的视觉诗里无不彰显了基督教文化中上帝之形

而上属性，同时也阐释了基督教神学所蕴含的生态

理念。

在‘ｂｒＩｇｈｔ’［１１］４５５［ｂＲｉｇｈｔｓ？？？ｂｉｇ／（ｓｏｆｔ）／Ｓｏｆｔ
ｎｅａｒｃａｌｍ／（Ｂｒｉｇｈｔ）／Ｃａｌｍ ｓｔ？？ｈｏｌｙ／（ｓｏｆｔｂｒｉＧｈｔ
ｄｅｅｐ）／ｙｅＳｎｅａｒｓｔａ？ｃａｌｍｓｔａｒｂｉｇｙＥｓ／ａｌｏｎｅ／（ｗＨｏ／
Ｙｅｓ／ＮｅａｒｄｅｅｐｗｈＯｂｉｇａｌｏｎｅｓｏｆｔｎｅａｒ／Ｄｅｅｐｃａｌｍ
ｄｅｅｐ／？？？？Ｈｔ？？？？？Ｔ）／Ｗｈｏ（ｈｏｌｙａｌｏｎｅ）ｈｏｌｙ（ａ
ｌｏｎｅｈｏｌｙ）ａｌｏｎｅ］这首诗里，自然主体叙事展现了上
帝形而上属性，体现了基督教义对文学精神的一种

规定、一种渗透。首先，诗人用三个‘ｈｏｌｙａｌｏｎｅ’
［Ｗｈｏ（ｈｏｌｙａｌｏｎｅ）ｈｏｌｙ（ａｌｏｎｅｈｏｌｙ）ａｌｏｎｅ］的构拟与
诗意的想象，把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上帝观解构无

疑，括号与三个‘ｈｏｌｙａｌｏｎｅ’无间距的排版，分明喻
示了上帝的本体论证。三位一体的上帝观阐释了

生态整体性理念，人类与自然万物合成的宇宙共同

体的关系犹如由‘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合

成的上帝一样是不可拆分的整体。卡明斯仿佛在

转达美国著名的生态神学家托马斯·贝里（Ｔｈｏｍａｓ

Ｂｅｒｒｙ）的忠告“宇宙中的每个存在物都亲密地呈现
在宇宙其他存在物的面前且对它施加影响，宇宙中

的每种存在都成就宇宙的宏大……”［１２］１４他认为

“人类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亚系统，在人类活

动的每个阶段首要关心的是维护地球的完整性，惟

其如此，各个亚系统方能有效运行，……主要的共

同体不是人类共同体，而是地球共同体，因此，人类

的主要义务是成就这个共同体的辉煌。”［１２］１１－１２其

次，三个“ｈｏｌｙ”（神圣的，圣洁的）仿佛 模画了上帝
的的真理性、上帝的神明性、上帝的圣洁性属性。

在这里，‘三位一体’的神话得到了充分的诗性证

明，上帝的本体特征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卡明斯以

诗歌的表现形式惟妙惟肖地影印了基督教理，阐释

了上帝形而上之属性———“上帝是永恒的、不受时

间限制的，因而具有无限性；上帝不受空间限制因

而又具有遍在性；”［３］５６此外，印刷体式的大小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手段也被用来展现
上帝之神性存在。即用‘ｂｒｉｇｈｔ’单词中每个字母的
分行逐一大写，模拟了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无限、上

帝的不朽、上帝的永恒、上帝的全能等属性。正如

基督教义所指“神不但在人心里撒下我们所谓真宗

教的种子，也在创造宇宙的整个事工上天天启示他

自己。因此，人一旦睁开眼睛就不得不看到

他”［１３］２０。先民们深信“自从创立世界以来，上帝借

着所有的受造物随时随地向我们彰显荣耀”［１３］２０。

同时，诗人用月光编织的空灵、幽静、和睦的生态审

美意境，惟妙惟肖地诠释了基督教神学之生态价值

观，让我们体验到了上帝一手创造的天人合和的生

态仙境。它更展现了一种生态的诠释：珍惜人与自

然的整体和谐，守护好上帝创造的生态秩序，恪守

上帝之生态意旨，人类才能永久诗意栖息在此仙

境中。

诗歌‘ｓｔｉｎｇｉｎｇ’［１１］６３（“ｓｔｉｎｇｉｎｇ／ｇｏｌｄｓｗａｒｍｓ／
ｕｐｏｎｔｈｅｓｐｉｒｅｓ／ｓｉｌｖ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ｔｈｅｌｉｔａｎｉｅ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ｂｅｌｌｓａｒｅｒｉｎ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ｒｏｓｅ／ｔｈｅｌｅｗｄｆａｔｂｅｌｌｓ／ａｎｄａ
ｔａｌｌ／ｗｉｎｄ／ｉｓｄｒａｇｇ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ａ／ｗｉｔｈ／ｄｒｅａｍ／－Ｓ）让我
们感觉到了上帝的无所不在。教堂的尖顶‘ｓｐｉｒｅ’
金色的光芒‘ｇｏｌｄｓｗａｒｍｓ’无一不是上帝的隐姓埋
名。难怪先民们感叹“宇宙如此井然有序地运行，

宛如一面镜子，叫我们思想到那位肉眼看不到的

神。先知之所以说到天上的受造物拥有一种万族

都明白的语言，是因为天上的受造物如此明显地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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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神性，甚至连最不开化的种族也无法视而不

见。”［１３］２１正因为有上帝的在场，这黄昏的景色是如

此的和谐宁静，才会看到人类与大自然和然相处。

就如诗中所言‘ｗｉｎｄ／ｉｓｄｒａｇｇ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ａ／ｗｉｔｈ／
ｄｒｅａｍ／Ｓ’（和煦的风儿能抚慰大海进入梦乡）。同
时，叙事者借用押韵技巧、印刷体式手段隐喻了人

与自然的内在和谐。如诗行的三角形排版所喻示

的是符合自然律的一种运动：在落日的余晖下微风

轻抚着海面、银色的浪花跳着蹦着追向天际……空

白处象征着白云和浮悬在海面的薄雾；拆字ｄｒｅａｍ／
－Ｓ隐喻暮色场景下的大海的温柔静谧安详，更表
白了天人合和的融洽、万物井然有序的排列。面对

“城市蚕食了牧歌般的房舍……精神被物质的激流

挤碎”［１４］２０１－２１０“花园被机器所占”［１５］３５４的大地，面

对“技术圈现在已经强大到能够改变主宰生态圈的

自然过程的程度”［１６］５的社会，面对“被改变了的生

态圈又反过来会淹没大城市，干枯美丽的农场，污

染我们的食物和水，毒害我们的身体……会灾难性

地减弱我们获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能力。人对生

态圈的攻击已经引发生态圈的反击。这两个世界

已经处于交战状态”的现状，［１６］５卡明斯在倡导“我

们得走向宇宙，研究有关现实和价值的基本问题，

因为宇宙自身深藏人类生存之奥秘”［１２］１９４－１９５因此，

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有上帝在场的人与自然和

谐一致的生态场景，让我们感受到了天人合和的美

丽。在这里，自然主体的叙事仿佛记叙了一个现实

版的伊甸园，凸显了宇宙生存共同体的相互关系是

互相依存、相互渗透的生态理念，吻合了基督教神

学的生态精神。

在‘ｉ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Ｇｏｄｆｏｒｍｏｓｔｔｈｉｓａｍａｚｉｎｇ’［１１］６６３

（ｉ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Ｇｏｄｆｏｒｍｏｓｔｔｈｉｓａｍａｚｉｎｇ／ｄａｙ：ｆｏｒｔｈｅ
ｌｅａｐｉｎｇｇｒｅｅｎｌｙｓｐｉｒｉｔｓｏｆｔｒｅｅｓ／ａｎｄａｂｌｕｅｔｒｕｅｄｒｅａｍ
ｏｆｓｋｙ；ａｎｄｆｏｒ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ｉ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ｗｈｉｃｈｉｓ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ｙｅｓ／…）这首诗中，诗人早已把上
帝的属性如数家珍：上帝是活力四射的绿色精灵

（ｔｈｅｌｅａｐｉｎｇｇｒｅｅｎｌｙｓｐｉｒｉｔｓｏｆｔｒｅｅｓ）；上帝就是那全
部的自然（ｗｈｉｃｈｉｓｎａｔｕｒａｌ）、上帝就是无限的存在
（ｗｈｉｃｈｉｓｉｎｆｉｎｉｔｅ）、上帝就是公道正义（ｗｈｉｃｈｉｓ
ｙｅｓ）。这里，诗人对自然主体身份的认同已然和上
帝链接。我们已无法区别什么是上帝的特征，哪些

是自然的属性。自然，在作者的眼中其实就是一个

如同上帝一样的独立存在主体。与此同时，自然主

体的阐释传递了基督教神学的生态精神：善良慈爱

是生态内涵的的另一个符号。因为爱上帝为我们

带来了‘活力四射的绿色精灵’（ｔｈｅｌｅａｐｉｎｇｇｒｅｅｎｌｙ
ｓｐｉｒｉｔｓｏｆｔｒｅｅｓ），因为爱上帝为我们创造了‘梦幻般
的蔚蓝天空’（ａｂｌｕｅｔｒｕｅｄｒｅａｍｏｆｓｋｙ），因为爱上
帝赠与了我们‘一切’（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诗人采用印刷
体式手段———大写（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ＹｏｕＧｏｄ）强调
了上帝形而上属性———上帝的“全在、全能、无限

性、永恒性”之属性，暗含了了上帝无处不在、无所

不能的超力；这证实了基督教神学家们的同感“‘自

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明是明明可知的，虽

是眼不能见……’无论在天上或地上，都有无数证

明神奇妙智的证据；不只是那些研究天文学、医学、

或一切自然科学深奥事的专家，就连那些没有受过

教育和最无知的人睁眼也可见这些证据，以至于他

们一旦睁眼便不得不为此作见证”。［１３］２１诗歌的第

二、四节的括号印刷体式手段的使用凸显了基督教

生态神学内涵———上帝“公义、良善、慈爱”之生态

特征：是上帝用他的魔力与慈悲让死者复活、让生

命重来、让阳光普照、让快乐飞扬、让世界充满难以

想象的美满。［ｉｗｈｏｈａｖｅｄｉｅｄａｍａｌｉｖｅａｇａｉｎｔｏ
ｄａｙ，／ａｎｄ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ｓｕｎ’ｓｂｉｒｔｈｄａｙ，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ｂｉｒｔｈ／
ｄａ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ｎｄｏｆｌｏｖｅａｎｄｗ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ｙ／ｇｒｅａｔｈａｐ
ｐｅｎｉｎｇｉｌｌｉｍｉｔａｂｌｙｅａｒｔｈ］此外，诗人仿佛在提醒我
们，上帝以他的爱心与法力创造了一个人间仙境，

人类应该做的就是为上帝的创造添砖加瓦，而不是

拆墙毁壁。“正如创世论中创造六日一样，上帝对

所创造的一切都‘看着是挺好的’，都合乎秩序，都

和谐无比……”［２］７７

诗歌‘ｉｎ’［１１］６６０［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ｃｏｍｅｓ（ｎｏ－／ｏｎｅ／
ａｓｋｓｈｉｓｎａｍｅ）／ａｍｅｎｄｅｒ／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ｗｉｔｈｅａｇｅｒ／ｆｉｎ
ｇｅｒｓ（ｗｉｔｈ／ｐａｔｉｅｎｔ／ｅｙｅｓ）ｒｅ／－ｎｅｗ－／ｉｎｇ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ｗｈａｔ／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ｔｈｒｏｗｎａｗａｙ
（ａｎｄｗｈｏｓｅ／ｂｒｏｏｋ／－ｂｒｉｇｈｔｆｌｏｗｅｒ－／ｓｏｆｔｂｉｒｄ／－
ｑｕｉｃｋ ｖｏｉｃｅ ｌｏｖｅ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ａｎ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ｉｎａｐｒｉｌ（ｂｕｔ／ｉｆｈｅｓｈｏｕｌｄ／Ｓｍｉｌｅ）ｃｏｍｅｓ／
ｎｏｂｏｄｙ’ｌｌｋｎｏｗ］让我们在春意盎然的四月感觉到
了上帝无所不能的霸气与仁爱慈悲的情怀。诗歌

在叙述：上帝就是一位万能的修复者（ａｍｅｎｄｅｒ／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上帝是一位慷慨大方的赐予者，他给与了
他的子民潺潺的小溪、绽放的花朵、咿呀的小鸟、可

爱的孩童、灿烂的阳光、莽莽的青山（ｗｈｏｓｅ／ｂｒｏｏ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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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ｉｇｈｔｆｌｏｗｅｒ－／ｓｏｆｔｂｉｒｄ／－ｑｕｉｃｋｖｏｉｃｅｌｏｖｅｓ／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ａｎｄ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当春天来临
时，我们无需去追问他是谁［Ｓｐｒｉｎｇｃｏｍｅｓ（ｎｏ－／
ｏｎｅ／ａｓｋｓｈｉｓｎａｍｅ）］，“因为我们透过大自然察觉到
神的存在”［１３］３７因为“这位先知也巧妙地将铺在天

上的苍穹比拟为他荣耀的幔子，也提及他在水中立

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

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１３］２１因为他无时不在为

他的子民造福，他无处不在为他的臣民解难。不难

看出，自然主体的叙事仿佛在告诉我们自然就是上

帝的化身，透过自然主体叙事，我们也感觉到了基

督教神学所隐含的生态讯息：爱就是人与自然保持

和谐的动力。诗人似乎在提示：人类如果富有像上

帝一样的慈爱，宇宙之中还会有杀戮，世界之中还

会有恶行吗？同时，诗文的竖形排版从视觉的角度

隐喻了上帝的伟岸、崇高、圣洁；单词“ｒｅｎｅｗｉｎｇ”被
拆成３部分（ｒｅ／－ｎｅｗ－／ｉｎｇ），且分段放置，这里的
印刷体式拆字手法喻示了不断修复人类的破坏行

为的艰辛，彰显了上帝爱心的厚重；同样，印刷体式

连字符的使用（－ｎｅｗ－）暗指上帝救赎人类的决
心，再苦再难也无所畏惧，一定要让世界永远保持

其创世时的模样，永远光鲜如新。诗人似乎要我们

牢记耶稣对其门徒的告诫“你们要谨慎自守，免除

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

富。”［１７］１２９卡明斯赞同“我们对自然过程造成的扰

乱只能为自然所吸收、在适于生态系统之回复的限

度内进行。”［９］６０的生态观，卡明斯对人类生存的生

态状态理解是：人类应该使自己的生活变得“跟大

自然自己同样地简单”。［１８］９９

在‘Ｓｐｒｉｎｇｉｓｌｉｋｅａｐｅｒｈａｐｓｈａｎｄ’［１１］１９７［Ｓｐｒｉｎｇ
ｉｓｌｉｋｅａｐｅｒｈａｐｓｈ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ｃｏｍｅｓ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ｏｕｔ、ｏｆ
Ｎｏｗｈｅ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ｉｎｇ／ａｗｉｎｄｏｗ，ｉｎｔｏｗｈｉｃｈｐｅｏｐｌｅ
ｌｏｏｋ（ｗｈｉｌ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ｔａ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ｐｌａ
ｃｉｎｇ／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ｔｈｅｒｅａｓｔｒａｎｇｅ／ｔｈｉｎｇａｎｄａｋｎｏｗｎｔｈｉｎｇ
ｈｅｒｅ）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ｓｐｒｉｎｇｉｓ
ｌｉｋｅａｐｅｒｈａｐｓ／Ｈａｎｄｉｎａｗｉｎｄｏｗ（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ｔｏ／ａｎｄｆｒｏ
ｍｏｖｉｎｇＮｅｗａｎｄ／Ｏｌｄｔｈｉｎｇｓ，ｗｈｉｌ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ｔａｒｅｃａｒｅ
ｆｕｌｌｙ／ｍｏｖｉｎｇａｐｅｒｈａｐ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ｏｗｅｒｈｅｒｅｐｌａ
ｃｉｎｇ／ａｎｉｎｃｈｏｆａｉｒｔｈｅｒｅ）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ａｎｙ
ｔｈｉｎｇ．］这首诗歌中，诗人用一个‘上帝就是春天的
手’的比喻把上帝拯世救世的超力彰显无遗；他用

大写的Ｓｐｒｉｎｇ、Ｎｏｗｈｅｒｅ、Ｈａｎｄ暗示了上帝的无处不

有的存在：以春天使者身份出现的上帝，在任何时

空与地域，只要他的子民需要，他都会立马变成一

只你想随心所欲使唤的手，给其子民送来鲜花、带

来空气 ［ｍｏｖｉｎｇａｐｅｒｈａｐ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ｏｗｅｒｈｅｒｅｐｌａ
ｃｉｎｇ／ａｎｉｎｃｈｏｆａｉｒｔｈｅｒｅ）］；此时，我们不禁想到了
中世纪哲学之父爱留根纳（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ｃｏｔｕｓＥｒｉｕｇｅ
ｎａ）对自然的理解“倘若我们了解到了上帝创造了
万物，我们不外是把这理解为上帝现存于万物之

中，也就是说，上帝是一切存在的本质。”［１９］１５９“宇

宙万物是‘神的显现’；宇宙是发展成为具体、由自

身而形成的上帝（ｄｅｕｓ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ｕｓ）。上帝和宇宙是
同一的。这同一个‘自然（ｎａｔｕｒｅ），作为创造万物
的‘一’，是上帝；作为被创造的‘多’是宇宙。”［２０］３８９

“上帝是万物，万物是上帝，整个自然在上帝这里达

到了统一”。［４］１７８卡明斯在字里行间无不叙述了上

帝对其子民的慷慨与呵护，他不会赞同对其创造的

世界作出任何破坏行为［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ａｎｙ
ｔｈｉｎｇ］。身处机器轰鸣、工具辈出的时代，面对物欲
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诗人目睹的是伦理道德的

渐行渐远，慈爱良善的消失殆尽。他多么想唤起人

们对上帝慈爱良善的记忆，让人们仿效上帝之行，

善待物种、呵护环境、遏制欲望、认识自然价值。人

类应该明白“贬低自然价值而抬高人类价值无异于

用假币做生意。”［９］１９６－１９７其结果是“导致了一种机

能失调的、独断的世界观。因为我们错读了我们的

生命支撑系统……我们自己给自己找理由说：这个

世界并没有规范结构，因而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

做。”［９］１９６－１９７此处，诗人不仅用比喻的方式阐释了

上帝之形而上之属性———神的全能性，而且展现了

基督文化对其生态自然观的介入与嫁接。自然主

体的展露深刻演绎了基督教神学生态价值观，让我

们领略了《圣经》中爱的生态主题。也许，卡明斯想

要强调的是：爱是上帝的生态名片，上帝用爱为我

们创造了一个律动的春天、一个神奇的世界，人类

应该秉承上帝的良善，与自然和谐相处，做一个自

然中的谦卑者。正如美国生态学家罗尔斯顿所言

“这种谦卑含有大量的爱，要让别的生命存在下去。

这样，谦卑者就继承了地球”。［９］４１４

显然，卡明斯视觉诗中自然主体叙事深层演绎

了基督教文化中上帝之形而上属性以及其生态精

髓。其自然主体叙事呈现了多维的生态理想范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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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宇宙整体性生态思维、人与自然和谐为一的

生态倡导、热爱自然善待生命的生态指向、符合自

然节奏生存的生态诉求等，再现了基督教神学的生

态价值观，体现了基督教神学所展现的自然之

道———万物团契之道。其生态价值观高度契合了

基督教神学之生态旨意。同时，卡明斯自然主体叙

事凸显了基督教神学于人类意识形态的浸染与渗

透，展现了宗教文化与文学创作不可分割的链接与

影响。难怪当代基督教神学研究者们感慨“科学家

们慢慢发现，基督神学并不保护陈腐的世界观，相

反，它不仅在宇宙论领域，而且在社会实践领域都

是值得认真加以考虑的合作者。……神学和科学

将共同实现对世界的认识。”［６］４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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