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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宠儿 是 20世纪 60- 70年代黑人作家探讨民族心理重建的背景下, 托妮� 莫里森尝试诗化现实主

义的力作, 通过对融合其中的隐喻象征性、抒情咏叹调、流动性视点等诗化技巧的分析, 可以发现莫里森对黑

人主题的诗性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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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妮�莫里森的哥特式寓言,被伯德纳� W�

贝尔评价为 ∀现实主义和诗歌、怪诞与美、启示与
抒情#融合的完美典型。[ 1] 337

这一特点在 �宠儿  

中尤为明显。全书哀婉凄楚, 平静外表下却拥有

令人颤抖的不安。黑人逃奴在奴隶主面前割断雏

儿喉咙以免其再度沦为奴隶的悲剧配以这样的风

格,可以溯源到莫里森的诗化现实主义探索。

贝尔将诗化现实主义解释为对传统的重客观

的物质主义的不满,看重感觉胜过事实,手法为结

合现实或然性的想象和抒情。
[ 1] 328

20世纪 60- 70

年代,在黑人权利活动等影响下,黑人作家意欲重

构黑人的双重意识, 将目光自觉转向社会现实中

的个体心理。莫里森以 �宠儿  为代表, 探讨本民

族心理的重建, 可以理解为对诗化现实主义的尝

试。需要指出的是, 莫里森反对只因作品色彩浓

郁而被称为诗意的。
[ 2] 25- 26 �宠儿  的诗意在于平

易中见深邃,表层是奇幻诗化, 深层触及的则是黑

人主题。�宠儿 中, 凄美而曲折的人生悲怆来自

于黑人个体及群体体验, 展现的是黑人民族为希

望而不懈的强大战斗力。凄婉却充盈希望,是 �宠
儿  高层意义上的诗性。

一 奇幻的诗化技巧

谈及创作经验, 莫里森说: ∀我只有 26个字

母,既没有色彩, 也没有音乐。我必须用技巧使读

者看到颜色听到声音。# [ 3] �宠儿  的奇幻诗化具

体体现在将诗的表达层面和内容层面上的隐喻象

征性、音乐抒情性、跳跃性等融入小说,把丰富的

象征、隐晦的意象同黑人历史文化及主人公的心

理真实结合起来,结构松散流动, 虚实相衬。

(一 )世情虚化的隐喻性

雅各布森认为诗以暧昧为特征; 威廉 �燕卜

逊更是详细阐述了 �七种 ∀暧昧 #类型  ( Seven

Types of Amb iguity )。语言符号用能指指代所指,

能指 (音响形象 )只是手段, 所指 (概念 )才是符号

过程的目标。诗以空灵为胜,语言隐而不露、缥缈

灵动,以诗意逻辑扩充再创造空间。

�宠儿 中随处可见跳跃性联想用以暗示心

理状态。雷格很是欣赏赛丝和保罗 � D结合时共

同忆起黑尔与塞丝在玉米地里的新婚及压坏的玉

米用作会餐的段落: ∀扒下紧裹的叶鞘,撕扯的声

音总让她觉得它很疼。 / /第一层一扒下来, 其余

的就屈服了,玉米穗向他横陈羞涩的排排苞粒, 终

于一览无余。花丝多么松散。禁锢的香味多么飞

快地四散奔逃。 / /∃∃ / /多么美妙、松散、自

由。#[ 4]
官能通感中, 感情使想象得以发挥,而想象

的语言又激发了感情。又如保罗� D中计遭宠儿

诱惑被逐, 一句 ∀风景隐去的声音依旧动人而嘹
亮#传情无限。[ 5] 139

这种虚化境界, 实为一种吁情结构 % % % 虚化

的空灵性,在莫里森手中呈现为以一种实写另一

种实,以一种虚托另一种虚, 精义内涵, 宝光外溢。

让 -科恩指出,隐喻的表意手段使诗即使在概念

层次上迷失也能在情感层次上重新获得完整

性。
[ 6] 295
而黑人文学突出的美学特征, 盖茨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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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性 #: ∀他们说的是一件事,指的是完全不同

的另一件事,这是他们在白人文化中求生存的一

种基本方式。# [ 7] 96
作为黑人作家, 莫里森在比喻

象征方面的天赋让�宠儿 成为婉曲隐约的典范。

莫的隐喻手法显出其洞察世情人性的敏锐。

如饥饿的意象。在 ∀甜蜜之家 #, 奴隶们忍受着生

理、心理和精神之饿; 塞丝对母爱的饥饿;贝比 �

萨格斯获得自由时发现自己 ∀这辈子从来没有这

么饿过 #,临死, 她对爱与尊严换化为对颜色的饥

渴;丹芙在封闭的家 ∀象山一样孤独 #, ∀太渴望爱

他人了 #。宠儿对母爱的贪婪形成比喻意上的吞

噬 % % % 塞丝始终被宠儿的目光 ∀舔着, 尝着,咀嚼

着 #,是莫里森对白人逻辑黑人有噬人性的戏仿。
小说人物斯坦普总结道: ∀白人们认为不管有没有

教养, 每一张黑皮肤下都是热带丛林。不能行船

的急流,荡来荡去的尖叫的狒狒, 沉睡的蛇,觊觎

着他们甜蜜的白人血液的红牙床。# [ 5 ] 237- 238

另外一种象征, 如 ∀雨水死死抓住松针,而宠

儿的眼睛一时一刻也不离开塞丝 #; [ 5] 68
又如全书

各章以 ∀ 124号恶意充斥 #, ∀ 124号喧闹不堪 #,
∀ 124号阒静无声#起首呼应内部情节; 又如宠儿

诱惑保罗 � D之前一对乌龟溪边交合的描写等,

与维柯论诗性隐喻 ∀以物度己#接近,
[ 8]
也像中国

诗学中的 ∀兴 #。刘勰语 ∀观夫兴之托喻, 婉而成

章;称名也小, 取类也大。# ( �文心雕龙 �比兴 )

是说象征寓意丰富, 被认为是人与世界的交往中

精神片断的回忆。由此, 莫里森赋予作品以更强

大的阐释力。

(二 )意韵幽婉的咏叹调

�宠儿  中, 多声部回响应和, 如古希腊戏剧

中的合唱,抒情的重叠宣泄消解了冲突。贝比 �

萨格斯感受自己心跳, 在林间空地传道的场面直

呈率真、感官, 大有原始仪式中诗、乐、舞融合之

风。叙事情节的抒情化还体现在每章以 124号的

∀恶意充斥#、∀喧闹不堪 #、∀阒静无声 #起首, 情感

线随故事情节发展, 摇曳多姿。以 ∀ 124号恶意充

斥 #开篇, 更象一种印象式咏叹而不仅是一种陈

述,形成独有的抒情效果。

黑格尔早就洞悉, 音乐能凭借声音的运动直

接渗透到一切心灵运动的内在发源地。
[ 9]
除语言

本身节奏外,声情和谐的诗性语言自然让读者领

会其中的音乐美。如尾声每段末 ∀ come from a far

- o ff place#, ∀ sw allow her a ll aw ay#, ∀ ra in ra ined

on#, ∀ never be the same if they do#, ∀ nobody nev�

er w alked there#, [ 4] 274 - 275
[ ei]、[ e�]韵连续或隔段

出现,徐缓悠长,哀惋之情回肠荡气。第三段起的

∀ It/This w as/ is not a sto ry to pass on. #有规律交替

如背景迭句, 回旋舒缓。从 ∀ It w as#到 ∀ This is#,

逐渐走近的节奏把隐去的故事拉到读者面前, 以

期获得希望的新生。最后独立成段的 ∀ Beloved#

前的 ∀ for a k iss#, [ s]音齿间的轻啐, 音韵幽婉, 意

犹未尽。

(三 )流动视点中的螺旋型上升

辞断意属, 意象间脉络隐伏 % % % 这种疏宕章

法见于�宠儿 中超越时空自由跳跃,照应意识萦

绕的方式或回忆的艰辛。这种印象式片断的连

缀, 却是全息式从局部进入世界的真实。莫里森

通过主人公眼前和过去在脑海中无意识的碰撞,

以多重叙述运动的视点, 将人为淡漠化的情感复

原。如中篇视角频繁转换, 跳跃进入各人物内心

及以 ∀你是我的 #为主旋律的塞丝、宠儿、丹芙三

人思绪交缠一节。

跳动的叙述不仅多角度再现了人物的内心世

界, 更巧妙在平面散见的多点聚合成的盘旋结构。

在斗争、妥协、再斗争、再妥协的过程中, 爱与恨、

生存与遗忘、屈辱与尊严反反复复诉说、分辩, 形

成特有的叙述动态, 将表面看似松散的跳跃式文

字拧成一种曲折的上升螺旋。流动的视点自成节

奏, 积累曲折成风起云涌之势,直到一连串的片段

产生一个较显著的结果。多视点而不杂沓, 在于

莫里森以内容把握视点,顺情感事理而移, 随事态

变化而衔接。时间顺序的打破造成了表面的涩

滞, 但恰如中国书法中的 ∀涩势 #, 运笔行墨沉著

审慎,运气如撑上水船, 用尽力气仍在远处, 比下

笔过分圆润而缺乏风力更胜一筹。工拙互衬则显

内秀,这是莫里森的 ∀厚 #、∀重 #之处, 使其女性作

家的身份更为突出。

二 精神苦难的诗性领悟

除了欣赏表达层面缤纷的诗化手法,对于 �宠

儿 的诗性意识我们还需有宏观的把握。马利塔

认为诗是事物的内部存在与人类自身的内部存在

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相互联系就是一种预言, 诚

如古人所理解的, 拉丁文 ∋vates(一词, 既是指诗

人, 又指占卜者; 它又是柏拉图所说的 ∋音乐 (

(monsik�)的另一名字。
[ 10]
即诗是一种高级的心

智活动,能洞见并沟通人与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

莫里森在访谈中也曾说到: ∀我的书是通向历史和

预言的出发点。这就是我所说的抹去神话上的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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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进一步看看里面隐藏着什么。#[ 2] 25
莫里森是

希望它能起到音乐曾为黑人起到的作用。

莫里森的作品植根于美国黑人独特的历史和

现实生活之中。贝尔指出, 欧美小说和非洲裔美

国黑人小说之间的差异, 不仅见于浇灌它们的不

同历史环境,还见于非洲裔美国黑人在叙述传统

和集体的形式运用中的变化, 从他们的视角阐释

人类条件的局限和潜在价值。
[ 1] 8
正如莫里森定位

自己的写作说, 她的作品 ∀源自希望的愉悦,而非

失望的凄怆 #, [ 11] 94
在 �宠儿  中, 莫里森本人也将

诗意首先归结其黑人性: ∀我想显示我们语言的美

丽:它的韵律,它的比喻,它的诗意, 我们的民众说

着美丽的话,带着圣经弥撒的节奏。#
[ 12] 199

�宠儿  
中处处折射出黑人的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可见

作者的想象和群体潜意识是融为一体的。

对 �宠儿  的诗性意识的解读, 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理解莫里森在传统文化氤氲下作为一名黑人

作家的严肃职责。作为一名以写作为 ∀思考方

式 #的艺术家,在心理、社会双重阴影下,对语言的

重视是莫里森应对精神苦难的必然外化,语言本

身可以帮助克服对那些无名的事物的恐惧,语言

本身就是一种 ∀坐禅式的领悟 #。[ 12 ] 341 �宠儿  中,

语言乘着爱和激情的翅膀摆脱了成为文字之后的

束缚,成为具有厚度和质感的立体存在,消融了文

字的确定性而获得与现实存在相一致的流动性和

无限性。如巴赫金的小说诗学研究所坚持的 ∀复
杂的手段体系,占有现实,在理解现实的同时使现

实臻于完美 #,体裁越高雅,越复杂, ∀对自己历史

的记忆便越深刻 #。[ 6] 277 �宠儿  以其思想性和艺

术性的完美结合,对此作了精彩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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