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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世纪的美国精神乐观自信, 美国的民族观念是在优越感中建立起来的。惠特曼强烈的国家观念、国

家意识, 使他情不自禁地歌唱美国和美国人民, 他的诗歌洋溢着乐观豪迈的美国气概。在美国内战的非常岁月,惠

特曼创作的诗歌集中体现了联邦高于一切的国家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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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American sp iritwas opt im istic and con fident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national pride ofAmerica grew

up in superiority. Wh itman cou ld not help singing for his country and h is people ow ing to h is strong national sense

and consciousness, and his poetrywas filledw ith a boldAmerican spirit of op tim ism. In the very years ofAmerican

CivilW ar, W hitman s' poetry embod ied the nat iona l emot ion that the Federalwas above all else.

K ey word s: Whitman s' poetry; nat iona l emot ion; American spiri;t patriotism

19世纪之前, 美国属于农业型国家, 以注重国

内事物为其主要特征。在思想上遵循 18世纪的政

治、经济和道德原则, 经济上则从自然资源中不断攫

取和积累,由此建立了一种自信自强、自给自足的早

期美国个性。而在 19世纪之后,美国已经开始成为

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大国,现代化程度越来越明显,并

把目光投向世界。美国的民族观念就是在优越感中

建立起来的。惠特曼作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诗人,

他的诗歌情感丰富, 但国家情感是他诗歌情感的重

要主旨。

一 乐观豪迈的美国气概

惠特曼出生于 1819年, 美利坚合众国当时还只

是一个农业国。建立国家的宪法以及民主思想也不

过百年的历史。虽然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整个国家

洋溢着种种发展的可能, 但是美国是一个没有文化

根基的国家。众所周知, 直到 19世纪初期, 美国是

毫无本土文化可言的,美国生活庸俗不堪,需要虔诚

地学习欧洲文明。然而,在5草叶集 6 1855年第一版

问世前夕,美国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伟大发展,特

别是出版工业的崛起。惠特曼不仅目睹了他那年轻

的国家逐步走向成熟,而且看到了国家物质文明的

高度发展,看到了国家从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

充满自信、稳定的工业社会。惠特曼与美利坚共和

国同时踏上了探求自我的旅程。

惠特曼自豪地宣称: /美利坚合众国本身实际

上就是一首最伟大的诗歌。0
[ 1] 509

这种乐观的国家

情怀、积极的国家意识, 使他情不自禁地歌唱美国,

满怀深情地歌唱美国人民。他的歌唱洋溢着昂扬向

上、朝气蓬勃的美国气概、美国气度与美国气派。他

在5大斧之歌6里写道: /斧头跳起来了! /壮实的树

林说出了流动的言语, /它们跌撞着,它们站起,它们

成形 , , /形状出现了! /工厂、兵工厂、铸工厂、市

场的形状, /铁路的两根铁轨的形状 , , 0。
[ 2] 155- 156

5大斧之歌 6是一首开拓新大陆,建立民主理想的颂

歌, 热情奔放, 气势磅礴,奏响着时代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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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特曼从事诗歌创作的年代, 控制美国诗坛

的是所谓 /高雅派 0诗人, 他们一味以摹仿英国诗歌

为能事,而当时的英国诗歌也已是维多利亚式浪漫

主义的末流,这种诗风在美国产生的只能是等而下

之的仿制品。惠特曼来了, 带着手脚上的泥土和草

叶,带着汗珠和露水, 从码头、田野、矿山、街市走来,

放开嗓门, 大胆高歌, 带着开天辟地的一个崭新的

/姿态 0) ) ) 一开口就是一个崭新的文明的声

音 ) ) ) 后来的众多批评家没有说错, 这就是 /新兴

的美国文明 0的声音。惠特曼的时代是资产阶级共

和国在新大陆蒸蒸日上的时代, 5草叶集6反映了美

国在内战前后从农业经济发展到一个工业大国的进

程,用一个新的乐观的声音在歌颂一个新民族的崛

起: /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 我听见种种不同的颂

歌, /机械工的颂歌,每人以自己的心情歌唱,健壮而

快乐, /木匠歌唱着, 当他量着他的木板或横梁的时

候, /泥瓦匠在准备上工或歇工时唱他的歌, /船夫唱

着他船上所有的一切, 水手在汽船的甲板上歌唱着

, , 那歌声雄壮而悠扬。0
[ 2 ] 11

自我是惠特曼 5草叶集 6反复渲染歌咏的一大

主题。在诗中,自我是顶天立地的巨人,是昂扬奋发

的国家 /个体 0,他不同于欧洲浪漫主义传统中那种

感伤纤弱、自怨自艾的自我,而是一个强健有力的形

象。自我的健康完美就在于心灵与肉体、头脑与感

官的和谐发展。他呼吸着现代的空气, 立足于现实

的土壤, 是个实干家。他不怨天尤人, 而是自主自

强,掌握自己的命运,开辟自己的道路, 承担自己的

责任。这个自我具有微观和宏观的双重意义, 微观

自我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的肉体和灵魂构成, 但惠特

曼相信自我还有一个具备无限时间和无限空间的部

分。通过微观自我, 个人的生命得以融入自然的普

遍生命;借助宏观自我,个人的精神得以融入人类的

总体文化。因此,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自我都是

不朽的。

惠特曼从现实出发追求一种 /未来 0的浪漫主

义。在同仁们纷纷从城市向乡村逃遁时, 他却在钢

铁时代的纽约纵情歌唱,书写了一篇篇动人的乐章,

既狂放又豪迈。他颂扬 /自我 0, 抒发现代文明与原

始自然界的和谐之美。在惠特曼看来, 肉体与灵魂

处于平等的地位,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共同构

成了 19世纪美国的 /代表人物 0。他笔下那个 /辽

阔广大、包罗万象 0的 /我0是肉体与灵魂的统一,神

圣而又平凡,代表与诗人一样的每一个普通人,具有

与他们所处时代和国家相适应的特征。

惠特曼在 5草叶集6中用汪洋恣肆、磅礴大气的

笔触向世界人民传达了乐观、豪迈、开放、自信的

/美国精神 0、/美国气派 0。惠特曼的这种独特贡献

使他日益受到美国的重视。刘树森先生在 5美国何

以重视惠特曼在 21世纪的地位与使命6一文中说:

/美国需要拥有一个代表国家形象的杰出文学家,

正如早在 19世纪 30年代美国文坛泰斗爱默生所呼

唤的那样:美国需要与自己不断发展壮大的国家相

匹配的文豪与文学作品。艾德 # 福萨姆、肯尼斯 #

普莱思合著的 5重写惠特曼 6就在哈罗德 # 布卢姆

确定的这一宏观框架下, 通过追溯惠特曼作为美国

民族诗人成长的历程,阐释其思想与艺术遗产在当

代语境中的意义,即论证惠特曼在 21世纪的地位及

其历史性的使命。0
[ 3]
显然, 惠特曼已成为美国的象

征, 成为美国软实力的组成部分。

二 联邦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

1861年 3月 4日,林肯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

第 16届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最后谈到内战危机时,

他对他的 /愤愤不满的同胞们0是这样说的: /我们

一定不要成为敌人 , , 一定不要让我们之间亲密情

谊的纽带破裂,从每一个战场和每一个爱国者的坟

墓延伸到这片广阔国土上的每一颗跳动着的心和每

一个家庭,它们一定会被触动,必将高奏出联邦的大

合唱。0
[ 4] 176
惠特曼现场聆听了林肯的就职演说。林

肯的话语深深打动了惠特曼,他热血沸腾,情不自禁

地加入到 /联邦的大合唱0。林肯就职后不久, 惠特

曼在笔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誓愿: /今日此刻,我下定

决心要为自己锻炼出一个纯正的、完全的、可爱的、

血液清洁的、强壮的身体,办法是戒除一切饮料 (只

喝开水和牛奶 ), 不吃肥肉,不用夜餐 , , 0
[ 4 ] 177

惠

特曼的心愿表明, 他要调整自己的生活姿态以便接

受严峻的挑战,承担神圣的任务, 为国家统一贡献自

己的力量。

在如火如荼的战争岁月里,惠特曼秉笔抒怀,为

林肯领导的正义事业鼓与呼,为国家与民族高歌,这

部分诗作编为 5桴鼓集6。5桴鼓集6是反映美国南

北战争的一部史诗性作品, 是 5草叶集6中一个特别

重要的部分, 现存 44首。 5桴鼓集 6的全部内容和

精神实质表明,在整个内战时期, 诗人的心同他的国

家、同他视若生命的统一联邦是紧贴在一起的,而他

那饱和着柔情的爱的眼光又始终倾注在那些战斗

者、受伤者和牺牲者的身上。他同联邦军队血肉相

连,他的命运同他们在前线的胜败息息相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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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在精神上始终歌唱着他们,歌唱着跟他们一起

出发, 一起行军、追击、撤退;歌唱着抚慰和鼓舞他们

在病床上同死亡搏斗, 歌唱着同他们交换最后的一

瞥,然后送他们出殡,直到掩埋好他们的尸体;歌唱

着欢迎他们的凯旋, 共享他们的胜利、和解、向往乃

至回忆的梦幻。而所有这些,都主要来自他长期在

医院服务和两次上前线访问的实际体验。

惠特曼在战时完成的思想感情的转变, 反映在

创作中便是唯心主义玄想的内容和神秘主义的色彩

少了, 而风火交加般的现实主义激情和有血有肉的

描写多了;冗长单调的列举和漫无边际的浮夸之谈

少了, 而简洁朴实的速写和平易近人的抒情多了。

其中5敲呀! 敲呀! 战鼓6、5黎明时的旗帜之歌 6是

5桴鼓集 6的重要诗篇,鲜明地表达了惠特曼的国家

情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在 5黎明时的旗帜之歌 6中,

诗人向旗帜发出这样的赞颂:

黎明宣布者的你, 劈着空气、濡染着阳光、遨游

于太空的你 , ,

啊,你在高处! 旒旗哟, 你在那里舒卷着,象一

条那么奇妙地咝咝叫着的蛇,

无非是一个高不可攀的观念啊, 可是我却英勇

战斗、不惜牺牲地爱着你,

那样爱你啊! 你这以摘自夜空的星星引来白昼

的旗帜!

看来并不值钱的东西,凌驾于一切而又索要一

切 (一切的绝对所有者 )的你啊, 旗帜和旒旗!
[ 2 ] 243

联邦高于一切,联邦的统一高于一切,维护联邦

统一的战争高于一切, 这就是惠特曼在残酷的内战

岁月的主导思想,也是在这些热情澎湃的诗行中跳

动着的诗人的心。

惠特曼终生服膺林肯,服膺林肯维护联邦统一

的丰功伟绩。他们在有些政治观点, 特别是在奴隶

制问题上,在联邦高于一切的思想上,在对待宪法的

态度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到内战后期,惠特

曼不知不觉地把林肯当成了自我理想的一个标本,

终生不渝。正因为如此, 林肯之死对惠特曼的情感

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也唤起了他内心深处崇高的联

邦情怀、国家情感。他先后为林肯写了三首挽诗,其

中 5啊, 船长! 我的船长! 6脍炙人口, 作者将伟大的

美国比作一艘航船, 将美国的民主历程和南北战争

比作充满坎坷的 /可怕 0的 /航程 0、/航行 0, 将林肯

总统比作舵手,比作 /船长 0。全诗始终没有出现林

肯的名字,但 /船长 0的意象反复出现,贯穿全篇, 不

仅成为诗歌的题旨, 也成为诗歌的灵魂。巨轮乘风

破浪,船长的作用举足轻重。由于惠特曼的匠心独

造, 人们已习惯于把林肯和船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林肯作为美国政坛的 /船长 0形象永远耸立在美国

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心中。全诗感情充沛真挚, 洋溢

着对一位伟大领袖的景仰与敬爱之情。对于惠特曼

来说,林肯是联邦的象征,是 /我的时代和国家的最

可爱、最睿智的灵魂0,
[ 5]
他衷心地爱戴林肯、拥护

林肯。 /心啊! 心啊! 心 啊! /鲜红的血 在流

淌! 0
[ 2] 280
这颗心是船长的心。其实, 惠特曼也是在

举着自己的一颗心创作此诗,为船长而歌。惠特曼

在诗中还将船长称作 /亲爱的父亲 0、/我的父

亲0,
[ 2] 280- 281

其情感之真挚、浓烈不言而喻。更重要

的是,诗中的情感并不是诗人个人的情感,而是体现

了国家情感、人民情感。

作为一名美国公民,也作为一名伟大的爱国主

义者,惠特曼提出了 /美国诗人0
[ 1] 510
的概念。他认

为, 美国诗人们要总揽新旧, 因为美利坚是一个多民

族的国家,作为美国诗人必须要同整个民族相称。

惠特曼将美国诗人置于美国国家背景、民族立场来

予以界说,这体现了其诗学思想的国家性、民族性。

歌诗合为事而作, 文章合为时而著。惠特曼的诗歌

跳跃着鲜明的时代脉搏, 洋溢着强烈的现实精神。

惠特曼的诗歌创作始终没有脱离他生活的时代、他

生活的国家,他的诗歌张扬着壮阔激昂的国家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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