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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的两种表达式 !

!!!余光中)乡愁*与洛夫)边界望乡*比较

董正宇"刘春林

!南华大学 洛夫与湘南作家研究中心#湖南 衡阳 G%!&&!"

"摘#要#余光中)乡愁*和洛夫)边界望乡*为台湾乡愁诗歌的&双壁'$ 两位诗人都有着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又不约而同

走过由&西化'向传统回归的诗歌创作之路"时空阻隔所产生的乡愁为)乡愁*和)边界望乡*共同表现的内容$ 余光中)乡

愁*在一静态的情境中创造完成"所表现出的乡愁情感具有普适性#共通性%诗作结构整齐"节奏静缓"意象朴素明朗"语言体

现了一种纯净之美$ 坚持创造性为诗歌生命"洛夫近乡情怯而作)边界望乡*"抒发的是极具诗人个体性的乡愁体验%诗行参

差"结构跌宕"节奏激越"意象新奇"诗歌语言散发出魔性的色彩$

"关键词#乡愁%余光中%)乡愁*%洛夫%)边界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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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A> M:?SXOAPA>LB,:FPN;LAN# XUATU AFTN=F?@ YQPU?Y;:TZ A> PAS?N>@ FMNT?# AFPU?PU?S?FUNO?@ YQY:PU M:̀

?SFB,:FPN;LANYQ6= 8=N>LfU:>LO?V;?TPFPU?FPNPATFAP=NPA:> N>@ SN>QM?:M;?SNQUNR?PU?FNS?V??;A>L:V,:F̀

PN;LANNF\OB6= @:?FB5U?R?OF?FNO?:VP?> :VPU?FNS?;?>LPU N>@ PU?OUQPUSAFF;:XB5U?ASNL?FNO?FASM;?N>@

T;?NON>@ PU?;N>L=NL?AFT:>TAF?N>@ Y?N=PAV=;B-FV:O8NfA>LNP\Q0:S?5:X> >?NOPU?[:O@?O# APAFe=AP?=`

>Ae=?N>@ TO?NPAR?N>@ TO?NPARAPQAFPU?Z?QV?NP=O?:V.=:V=WFM:?SFB1PXNFT:SM:F?@ XU?> .=:V= XNF>?NOUAF

U:S?P:X> N>@ UN@ ONPU?OT:SM;ATNP?@ V??;A>LFB1P?dMO?FF?@ UAFA>@ARA@=N;?dM?OA?>T?:V>:FPN;LANB5U?;?>LPU :V

PU?R?OF?FRNOA?FVO:S;A>?P:;A>?N>@ PU?FPO=TP=O?AFV;?dAY;?B5U?OUQPUSAFe=ATZ N>@ PU?ASNL?FNO?>?XN>@

F=OMOAFA>LB.=:V=WF;N>L=NL?AFV=;;:VSNLATP:O?N@?OFB

@#A 3+"-$% >:FPN;LAN&6= 8=N>LfU:>L&,:FPN;LAN&.=:V=&8NfA>LNP\Q0:S?5:X> >?NOPU?[:O@?O

##)汉书0元帝纪*%+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

相附#人情所愿也(,故乡是与生俱来'生死相依'终

生相伴的#这是中华民族传统中的一种顽强的文化

习性( 乡土中国 J &&& 年#乡愁是中国文学永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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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旋律( 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先有近代 !&& 多年的烽火动乱#后有现代日

新月异的社会变革#无论人们出于被迫或者自愿#

频繁仓促的迁徙对于这个安土重迁的民族而言#不

能不算是一次又一次新的生命体验的开端( !CGC

年#国民党迁台#一大批军民背井离乡#流落到这陌

生的南国孤岛#还要时时警惕战火的威胁( 赴台者

有家难回#日思故乡#夜梦亲人#望海兴叹#普遍患

有+怀乡病,#乡愁成为台湾文学的催生剂和共鸣

曲( 在众多台湾乡愁诗作中#余光中)乡愁*和洛夫

)边界望乡*堪称经典+双壁,( 虽然余光中)乡愁*

一诗当年在大陆一纸风行'拥有更多的知名度#但

如要对两首诗分一个孰轻孰重#则相当困难#只能

说同为乡愁诗作#两者风格迥异'各有千秋(

##一#殊途同归的乡愁抒写与表现

洛夫'余光中对于乡愁情怀的诗意抒写#均与

两人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余光中#素有

+乡愁诗人,的美誉#祖籍福建永春#出生于江苏南

京( 抗日战争爆发#随父母逃往江苏'安徽一带#次

年到达上海( 后又辗转重庆#在四川读中学#随之

又转入南京的中学#毕业后#考取金陵大学和北京

大学#由于战火而留在了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

厦门大学"#!CGC 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

于台湾大学外文系( 之后在军中当了 $ 年翻译官#

退伍后在台湾东吴大学及台湾师范大学任教(

!CJ^ 年后赴美进修#'& 年代中期和后期两度赴美

国讲学( "& 年代先后任教于台湾政治大学'香港

中文大学( !C^J 年返台定居#任教于台湾中山大

学( 余光中的前半生大部分时间是在颠沛和流离

中度过的#乡愁成为诗人的习惯%+在台北时#他怀

念江南&在香港时#他眷恋台北&在高雄时#他回望

香港&在美国时#他渴望故国和故岛(,

-!.诗人习惯

性地从这种情感中唤醒诗的灵感( 司马迁)报任安

书*云%+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

思来者(,当思乡愁绪无所遣#+发愤著书,便是理

所当然之事#余光中写了大量表现乡愁的诗作#比

如)舟子的悲歌*)芝加哥* )我之固体化* )当我死

时*)新大陆之晨* )春天#遂想起* )小时候* )呼

唤*)大江东去*)雨后去夏菁*)乡愁*)乡愁四韵*

)白玉苦瓜*等等( 大陆诗人流沙河评价%+台湾众

多诗人#%& 年来#乡愁主题写得最多又最好的#非

余光中莫属(,

-%.

洛夫有着余光中类似的人生经历( 洛夫本名

莫运端#湖南衡阳人#!CGC 年离乡随军赴台湾( 先

后入台湾海军陆战队#到金门任联络官#赴越南任

+顾问团,顾问兼英文秘书( !C'" 年返台后入淡江

文理学院英文系读书( !CC' 年从台湾+自我二度

流放,到加拿大( 洛夫回忆%+当时初离家乡#孑然

一身#心灵孤寂而空虚#前途一片渺茫#生命失去信

心和方向#这对于一个 %& 几岁的年轻人来说#确是

难以承受的(,

-$.GJ诗人离桑田而赴沧海#+诗便成

为背井离乡后的家园#天涯游子的身世之感造就了

洛夫的乡愁诗歌(,

-G.!GG身世的颠沛流离#精神的孤

绝#洛夫犹如大海中漂泊的一根漂木#且行且歌#同

样创作了大量的乡愁诗歌( 如)时间之伤* )西湖

二题*)蟋蟀之歌* )车上读杜甫* )国父纪念馆之

晨*)酿酒的石头*)登黄鹤楼*)出三峡记*)家书*

)剁指*)寄鞋*)绍兴访鲁迅故居* )血的再版$$$

悼亡母诗*)湖南大雪*)杭州纸扇*)与衡阳宾馆的

蟋蟀对话*//这位天涯游子无论走到哪#斩不断

的+中国结,总是+撞击,出诗人无限的乡愁情怀#

而名作)边界望乡*无疑是最深的一次(

从创作路向观察#余光中'洛夫的乡愁抒写又

是一次不约而同的+回归,之旅( !CJ' 年纪弦等人

成立+现代派,#提出六大信条#主张+新诗乃是横

的移植#强调创新#追求诗的纯粹性,(

-G.C'这一口号

+横向移植,直接引导了台湾诗坛+西化,的潮流#

乡愁诗歌理所当然也打上这一潮流的烙印( 当时

以余光中为首的蓝星诗社'以洛夫为主力的创世纪

诗社以及纪弦领导的现代诗社形成台湾现代诗社

团三足鼎立之势#引领着现代诗歌潮流( 作为两大

诗社的旗手和掌舵者#余光中和洛夫理所当然走在

诗歌革新的最前沿#诗歌以前卫著称( 至 "& 年代

前后#余光中和洛夫不约而同地在诗学观上做了调

整#创作由现代回归传统( 余光中认为%+台湾诗歌

是由横的地域感#纵的历史感#加上纵横交错而成

十字路口的现实感构成的三度空间吧(,

-J.%%&

+在孝

子和浪子之中#能真正肩负起中国的文艺复兴的#

仍属后者( 经过西洋诗洗礼的眼睛总比仅读过唐

诗的眼睛看得多些#因为前者多一个观点#有比较

的机会( 我们要孝子先学浪子的理由在此(,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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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直言不讳地指认自己+浪子回头,的创作之

路( 无独有偶#洛夫也有类似的认识%+一个现代中

国诗人必须站在纵的!传统"和横的!世界"坐标点

上#去感受#去体验#去思考近百年来中国人泅过血

泪的时空#在历史承受无穷尽的捶击与磨难所激发

的悲剧精神#以及由悲剧精神所衍生的批判精神#

并进而去探索整个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意

义(,

-".自)魔歌*之后#洛夫诗风有明显的改观#

+他的诗风早期锐意求新#意象鲜明大胆#发展腾跃

猛捷#其主题不是在静态中展现#而是在剧动中完

成#洛夫以前卫的中坚分子自许#并运用超现实主

义技巧#为现代诗开拓一片新领域( 自)魔歌*以

后#风格渐趋转变#由繁复趋向简洁#由激动趋于静

观#由晦涩趋于明朗#师承古典而落实生活之企图

显然可见#成熟之艺术已臻于虚实相生动静皆宜之

境地#且对中国文字锤炼有功(,这是台湾吴三连文

艺基金会对洛夫的评价#诗人回眸传统的诗路可见

一斑(

两位诗人回归传统的自觉#直接影响到他们的

乡愁诗作( 两人乡愁诗歌中写得最好的是那些传

统与现代诗艺相结合的作品( 两位诗人不仅把中

华文化传统写入诗中#还积极学习古典诗词的创作

手法#为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 余光中因此得有

+艺术上多妻主义诗人,的美名( 他在)白玉苦瓜

0自序*中说%+到了中年#忧患伤心#感慨始深#那

支笔才懂得伸回去#伸向那块大大陆#去蘸汨罗的

悲涛#易水的寒波#去歌楚臣#哀汉将#隔着千年#跟

古代最敏感的心灵$$$陈子昂#在幽州台上#抬一

抬杠( 怀古咏史#原是中国古典诗的一大主题( 在

这类诗中#整个民族的记忆#等于在对镜自鉴(,

-^.J

两人乡愁诗作的内容题材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余光

中写有)戏李白*)念李白* )寻李白* )与李白同游

高速公路* )给屈原* )夜读曹操* )刺秦王* )飞将

军*)秦俑*)大江东去*)公无河*)唐马*//而洛

夫写有)李白传奇* )赠李白* )赠杜甫* )与李贺共

饮*)赠王维*)东坡居士*)长恨歌*)车上读杜甫*

)水祭*)观仇英兰亭序*//向中国伟大的诗歌传

统学习'借鉴成为两人的共识(

尽管两位乡愁诗人走的是同一回归之路#但两

人的分歧与区别还是存在( !C'& 年余光中在)现

代文学*中发表长诗)天狼星*#引发余光中与洛夫

关于诗歌+虚无,方面的论战( 洛夫本人对诗歌有

一套成熟的体系#那就是他的超现实主义诗歌创

造( 洛夫认为%+诗人的观察受到他对客观事物新

认识的支配( 他不是以以肉眼去辨识#而是以心眼

去透视( 这种认知不是浮面的或相沿成习的#故转

化为创造作品时能赋予事物新的意义与生命(,+文

学艺术的真谛不在于复制#而在于创造(,

-" .即使

洛夫后来诗风已作调整和改变#但其注重诗歌创造

的个性始终不改( 而余光中则在)再见#虚无1*等

文章中宣称自己+生完了现代诗的麻疹#总之我已

经免疫了( 我再也不怕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的细菌

了(,

-C.显然是有意识地与现代风告别( 两人诗学

观念的分歧已有不少论述#在此不赘言#但这应该

是)乡愁*和)边界望乡*两诗风格迥异的深层次

原因(

虽然两位诗人的人生经历'创作之路与创作的

动机有着某些的相似#但两首诗歌具体的创作情境

却大为迥异( 余光中)乡愁*是在相对安静的环境

下完成的( )乡愁*创作于 !C"! 年台北厦门街的旧

居内#此时诗人已离大陆 %& 余年#漂美回台不久(

诗人回到故地#念及一生的漂泊与别离#有感写下

这首)乡愁*( 据说在余光中写完后#热泪盈眶#不

能自已( 诗人述往事#思来者( 王国维说%+大家之

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

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 以其所见者真#

所知者深也(,

-!&.!$C诗人积蓄半世纪的忧愤而倾注

于)乡愁*#岂能不动人心肠1 洛夫的)边界望乡*

是在+撞击,这一动态环境中产生( )边界望乡*后

记%+!C"C 年 $ 月中旬应邀访港#!' 日上午余光中

兄亲自开车陪我参观落马洲之边界#当时轻雾氤

氲#望远镜中的故国山河隐约可见#而耳边正响起

数十年未听的鹧鸪啼叫#声声扣人心弦#所谓3近乡

情怯4#大概就是我当时的心境吧(,落马洲位于香

港#与大陆遥遥相望#诗人在余光中的陪同下#见到

阔别 $& 年的故土#情绪相当激动#$& 年的孤绝漂泊

之感瞬间点燃爆发#回去后依据这独特的情感体验

而写下)边界望乡*( 相对于洛夫)边界望乡*波涛

汹涌般的情感体验#余光中创作)乡愁*时#写诗理

性多于感性#至少诗人能够控制思绪流动的方向(

而洛夫创作)边界望乡*则是触景生情#近乡情怯#

诗人来到的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所生出的感情多为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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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之印象#感性要多于理性#往往是这第一印象#

能勾起诗人潜意识反应( 两首诗歌迥异的创作情

境#直接导致了两诗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

##二#同一乡愁情绪的不同况味

作为现代乡愁诗的杰出典范#)乡愁*和)边界

望乡*各有其独具特点的思想内容( 两诗都用了

+乡愁,这一字眼#也紧密围绕+乡愁,这一主题展

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诠释了何为乡愁(

)乡愁*用了四个比喻#来表现人生四个阶段的

乡愁( 诗人用邮票'船票'坟墓'海峡来寓意人生四

个阶段的乡愁%母子情#夫妻情#生死情#爱国情(

一如诗人所经历的那样#乡愁就是那一次次的分

别#时空的阻隔酿成了乡愁的全部悲痛( )边界望

乡*表现的也是时空阻隔所酿成的悲剧( 诗人尽乡

情怯#归心似箭#思念的应是边界那边的全部#有故

乡'亲人'中华的文化#诗人把对乡愁的感悟表现得

淋漓尽致( 首先诗人抒写的是近乡情更+怯,!+手

掌开始生汗,"#乡愁之+大, !+望远镜中扩大数十

倍,"和+乱,!+如风中的散发,"#乡愁之沉重悲苦

!+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象山坡上那丛凋残的

杜鹃//咯血,"#从乡愁之激越沸腾!+我这被烧

得双目尽赤#血张,"以及乡愁之偿还无望!+抓回

来的仍是一掌冷雾,"等#这些时空阻隔所引发的乡

愁在洛夫的笔下丰富起来(

两首诗歌对时空阻隔所产生的乡愁情绪的表

现#与两位诗人各自的人生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也和台湾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有着莫大的

联系( +一部四百年的台湾史#是一篇台湾移民的

血泪史(,台湾乡愁诗歌的渊薮可以追溯到明末移

台的文人沈光文#他在台湾的 $' 年间#一些怀念故

国及家乡的诗作开创了台湾乡愁诗歌的先河%+故

国山河远#他乡幽恨重,#+望月家千里#怀人水一

方,( 从一开始#台湾的乡愁诗歌就打上了对时空

距离所产生的悲剧烙印#而 !CGC 年以后#这种时空

的阻隔所造成的心灵痛苦更加明显( !C'G 年#国民

党元老于右任作)望大陆*!又名)国殇*"%+葬我于

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见兮#只有痛哭( 葬

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见兮#永不能

忘( 天苍苍#海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令无数人裂

腹恸心( 洛夫)汉城诗抄0如果山那边降雪*后记%

+!C"' 年 !! 月应邀访问南朝鲜之汉城时#曾在板

门店山头眺望# 透过远方重重的嶂峦#我们似乎看

到了长白山的大雪纷飞#听到了黑龙江的涛声( 在

感觉上#此处距故国河山好像比古宁头距厦门还

近( 这时#仰首拭目#手帕上竟是一片润湿的乡

愁(,余光中于 !C^J 年离开客居 !& 年的香港返台

后写成)十年看山*%+十年看山#不是看香港的青

山D是这些青山的背后D那片无穷无尽的后土D四海

漂泊的龙族#D叫它做大陆D壮士登高叫它做九州D

英雄落难叫它做江湖//,同样表现时空阻隔的乡

愁情绪( )乡愁*)边界望乡*可谓台湾文学乡愁传

统的继承和发扬( )乡愁*是人生离愁的概括#这种

乡愁是地理的乡愁#也是时间的乡愁#它选取的时

间段#涵盖一生#所遭受的乡愁一次比一次凄苦%生

离#死别#与大陆的决裂( )边界望乡*也同是抒写

这种时空阻隔所引发的痛苦#诗人与大陆分别 $&

年#与亲人音信全无#真是+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

生(,诗人面对大陆#所有的悲苦被+撞击,#决堤而

出#故感受是那么波涛汹涌( 从这种文化传统中去

看)乡愁*和)边界望乡*#更能理解为何两诗能如

此受到读者的欢迎(

)乡愁*在时间跨度基本上概括了人的一生#空

间跨度囊括了生离死别'祖国分离#距离一次比一

次阔大( 这些都是作者亲身体验的#是余光中个性

化的体验( 但作者对于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等意

象的营造#对母子情'夫妻情'生死情'爱国情的吟

唱#显然与大众性+审美期待,吻合( 首先#)乡愁*

意象均为日常生活习见之物#大部分人也有过类似

别离经历和乡愁体验#这使诗歌更容易引起读者的

共鸣( )乡愁*被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也就不足

为奇了( 换言之#余光中)乡愁*写的不仅是个体性

的乡愁体验#也写出了大众性!甚至是民族性'时代

性"的乡愁体验#其乡愁体验拥有更多的普适性和

共通性(

而洛夫作为创造诗社的旗手#一向标新立异#

视创造性为诗歌生命( !C"! 年#在)中国现代诗歌

的成长*中洛夫指出%+基本上#诗的创造完全建立

在个人的情感和经验上#但由于好的诗本身具有一

种超越性#故能使个人的特殊情思经验转化并提升

为一种普遍性的意义(,诗人创作执拗于+真我,的

探索上#重视自我的感觉和潜意识#使得洛夫)边界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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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乡*呈现出的是极具个性化的情感体验#也给读

者带来全新的感官冲击( )边界望乡*以游览时间

和空间顺序来行文#写景抒情#表现了诗人对+乡

愁,这一母题的个人独特感受#绝不雷同于其它诗

人( 读洛夫的)边界望乡*你永远不知道诗人在后

面会写什么#其乡愁之大#其乡愁之乱#其乡愁之痛

苦异常#其乡愁之偿还不得#诗人都用自己独特的

方式表现出来( 洛夫说%+乡愁是一种治不好病,#

洛夫的乡愁是个性化的#但他在)血的再版*后记中

也强调%+这种悲剧已在许多人身上发生过#而成为

这个时代的共同悲剧(,超越个人的#才是大众的#

)边界望乡*以其独特性乡愁体验打动读者的心#但

最终依托的是诗歌情感的超越性魅力征服了读者

的心( 这里#洛夫是乡愁病痛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挖

掘者(

##三#截然不同的诗歌表现方式

从外在形制看#)乡愁*)边界望乡*一规整#一

别裁&一回旋平缓#一激烈动荡( 自)诗经*起#诗歌

就讲究诗行的整齐和音韵的和谐#这种讲究发展的

极致是律诗和绝句的出现( 五四新文学革命后#中

国诗歌学习西方#出现自由诗歌#诗歌的形式有所

宽松#但并不是完全抛弃传统的结构和音韵( 朱光

潜在)诗的起源*中指出+诗歌与音乐'跳舞是同源

的#而且在最初是一种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

-!!.CC

故其为诗下定义%诗是具有音韵的纯文学( 这就注

定了诗必须讲究节奏'韵律和流动#讲究音乐和美

感( )乡愁*共 G 节#诗句有长有短#节与节之间均

衡对称#每节均有 G 行#每节对应的行数字数相等#

句式相仿给人以结构整齐之感( 作者于每节的同

一位置#安排同一词#叠词的运用也基本上保持一

致( 这种一唱三叹'回旋往复的诗歌变现方式可以

看到)诗经*等中国传统诗歌经典的影子#也大大增

强了诗歌的整齐感和音乐感#使之读来朗朗上口(

)边界望乡*的行文与诗行则倾向于散文化( 全诗

共 J 节#每节长短不一#诗行参差不齐#全诗随着诗

人的情感波动而跌宕起伏显得参差不齐#行文自

由'潇洒'写意(

从诗歌节奏看#)乡愁*的整体趋于平缓'静观(

首先#诗人选取人生少年'青年'中年'中老年几个

人生阶段来抒写乡愁#这种时间虽有跨度#但却平

复#如流水流动#没有波折#观之风平浪静#为全诗

奠定了平缓'静观的节奏( 其次#作者以邮票'船

票'坟墓'海峡等静物作为乡愁的象征物#此等静

物#仿佛没有生命#但却联系着动的人#这头那头#

给读者的想象可能是寄信'拆信'看信#或喜悦或难

受#静观中寓意着无限的动态想象( 诗歌以小小的

物来寄托大大的情#中国古典诗词中有诗云%+载不

动#许多愁,#但)乡愁*是小小的物载得动很多愁#

诗歌以静来表现诗人心中的波动'激荡#或许可以

说是诗人把心中的波涛汹涌化整得深深沉沉#桃花

潭水深千尺#表面风平浪静#但其深不可测#也没有

外显的波涛去感知它的深#这也是作者写完痛哭流

涕#不能自已#打动无数人的原因(

如果)乡愁*的节奏是+小弦切切如私语,#那

么)边界望乡*节奏是+大弦嘈嘈如急雨,( 诗人以

+说着说着,开篇#看似悠闲漫不经心#但诗人笔锋

突然一转#手掌开始生汗#继而又变为+撞成严重的

内伤,#伤又成为了+凋残的杜鹃,花#杜鹃花又变

为了杜鹃鸟( +咯血,已是不简单了#诗人还要用

+折回的白鹭, +鹧鸪以火发音,的冷热对比#最后

抓回来的仍然是一掌冷雾( 感觉瞬息万变#时间之

短#情绪波动之快'变化之繁复令人咂舌( 诗人任

由自己的感性之舞越舞越快#直至筋疲力尽#较余

光中)乡愁*诗#节奏显得激越'跌宕而变化万千(

从内在诗歌意象分析#)乡愁*明朗朴素#)边

界望乡*新奇繁复#风格迥异( 中国的诗词一向讲

究意象的运用#诗人更是以意象作为自己在诗中的

代言#对意象极为重视( 余光中认为%+意象是构成

诗艺术的基本条件之一#我们似乎很难想象一首没

有意象的诗歌#就像我们很难想象一首没有节奏的

诗(,

-!%.

)乡愁*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得益于诗中

意象的运用上( 黑格尔认为诗歌意象是一种审美

意象#而审美意象最基本特征就是象征性( )乡愁*

的意象是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意象简单常

见#但却最能寓意人生的离别#像邮票让人不由自

主想到家书#船票#好似古诗词中的杨柳枝#离别时

+执手相看泪眼,的画面浮动于脑海( 诗人思半世

的飘零#概括总结#选取这么几个人生中最常见画

面#用这 G 个意象来象征各个时期的母子情'夫妻

情'生死情'爱国情#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洛夫被称为诗魔#是诗坛对洛夫善用意象的肯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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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诗人一向重视诗歌的意象( +在风格的演变过

程中#我要掌握的另一要素是意象的鲜活和精炼(

慎选语言#并进而将其锤炼成精粹而鲜活的意象#

便成为我近年来特别关注的课题,

-!$.JG

( )边界望

乡*写的是作者离家 $& 年后的一次近乡情怯#诗人

百感交集#当诗人在表达这种情绪时#诗人选取了

望远镜这个意象#+手中望远镜扩大数十倍的乡

愁,#这里乡愁本是虚幻的#但在洛夫的笔下乡愁具

有形状#诗人看到的可能是大陆那边的景致#诗人

直接移情于景( 紧接着诗人用+风中的散发,来寓

意诗人内心的乱#以发的乱来表现内心的乱#可以

说是客观化为主观( +一座远山,这是客观之物#寓

意诗人对大陆家乡的巨大乡愁#+内伤,是客观化的

医学术语#这里还是用来寓意诗人内心的剧烈震

撼#主观通过客观变现出来( 从中我们能看到诗人

洛夫对意象的使用#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接下

来的一节#诗人用+杜鹃咯血,来变现诗人内心的强

烈归意( 杜鹃为传统意象#是凄怨哀婉的象征( 李

商隐+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秦观词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等诗都借杜鹃

传达了诗人悲凉的情绪( +白鹭惊回来,与杜鹃不

同#白鹭在古典诗歌中多表现对安静'平和生活的

自由向往#这里则借白鹭来表明自己渴望飞到故国

的愿望( +鹧鸪以火发音, +血脉贲张,#这是现代

人的表达方式#突破了古典的温柔敦厚( 这里全诗

情感波澜被推到了最高潮#渴望的热切和失望的疼

痛#诗人的心被烧得火一般的通红 +我冷#还是D不

冷,#感情斗转直下#这里冷与热的情感似乎出现了

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恰恰暗示了对残酷现实的一

种无奈#强烈地表达了诗人的悲愤和苦闷( 最后一

节#春分'清明等传统节日意象#可看出诗人对家乡

亲人的思念( 最后诗人用+冷雾,这一意象来表现

自己有家不能归的失落和凄冷之感( 怎样营造鲜

活的意象#洛夫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理论%+观照诗#

心是热的#眼是冷的#诗不能写完全的我#意象必须

客观化#内心孕育过程中无一非我#呈现意象时无

一是我(,

-!G.在洛夫看来#意象是诗人表现真我工

具#是主观情绪的客观化#也可理解为是把诗情转

化为客观化的象征物( )边界望乡*中诗人这种

+借物达我,物我转化的表达手法把诗人内心摧肝

裂肺的乡愁传达得淋漓尽致( 诗人巧妙地借助化

听觉于视觉与触觉的通感手法#使得思乡之情多纬

度'立体式地传达出来( 诗人花了很大力气对古典

诗意进行了当代转化#通过贴切又形象的意象把抽

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乡愁,具象化#把乡愁表现

得淋漓尽致(

从意象关系上比较#两首诗也截然不同( )乡

愁*中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它们有着

相似的性质#所象征的意义也有着一致性( 另外#

这些意象都有相似的修饰语#小小的#窄窄的#矮矮

的#浅浅的#在结构和句式上做到了整齐划一( 总

的来说#)乡愁*意象的营造呈现出整齐的特征(

)乡愁*的意象数量少#诗人仅选取了邮票'船票'坟

墓#海峡这 G 个意象物#如前所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为平行#而在结构上它们呈现出一种整齐美( G

个意象性质相似#在诗歌中的位置一样#诗句中承

担的作用也是一样的#修饰语也相差无几#这种意

象排列组合显然受到)诗经*的影响#回环往复#形

成一种整齐美( 而)边界望乡*的意象随诗人感情

变化而动#诗人选取的意象较为鲜活#有静#有动#

有现代#有传统#有象征#有借代( 意象与意象之

间#性质不同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意象和意

象的关系是自由转化的关系( 其一#)边界望乡*的

意象数量较多#造成了诗歌意象稠密的特征( 意象

是洛夫表达感情的工具#诗人尤其擅长对意象进行

物我转化#在诗人情绪千变万化的时候#诗人笔下

的意象也就纷至沓来'不绝如缕( 其二#)边界望

乡*意象排列复杂#且跳跃性大( 通过前面的分析

我们已知#)边界望乡*的意象有实有虚#有静有动#

有传统意象也有现代名词#在诗行中所处的位置也

大不相同#所蕴含的寓意大相径庭#这偌多意象组

合在一起#颇有纷繁复杂之感( 诗人写诗#象随意

动#当诗人情感跌宕起伏#那么意象也是跌宕起伏

的#意象与意象之间跳跃性极大#前面还是游山玩

水#其后便+撞成了严重的内伤,&前面还是现代的

生活#其后就回到古典诗词传统文化中去&前面还

是残酷的现实条件#其后就化为虚无缥缈的忧伤#

等等( 读)边界望乡*#你不知道后面将是怎样的惊

奇#诗人的感性之舞#化为意象在诗中翩翩起舞(

如果把)乡愁*比作为一曲优雅的单人舞#那么)边

界望乡*是一次光怪陆离的集体狂欢#意象富于变

化#跳跃性大#惊奇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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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歌语言分析#)乡愁*一诗直白纯净#朴素

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边界望乡*则魔性十足#令

人+惊奇,( 杜甫有名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

惊人死不休(,说的是诗人对诗言的追求( 诗词讲

究语言精美#古人作诗要反复锤炼推敲#可见佳句

之不易得( 现代诗歌也是#一首好的诗歌#首先它

的语言是美的(

)乡愁*结构整齐#句式一样#用词精炼简洁#语

言直白#形同口语#从中可以看到)诗经*的影子(

其一#音韵的和谐美( )尚书0舜典*云%+诗言志#

歌永言( 声依永#律和声(,这些)乡愁*都做到了(

其二#用字的凝练美( )乡愁*字数不多#除重复的

字词以外#诗人用字力求凝练简约#这是不言而喻

的( 余光中在写作中讲究炼字#以达到语言的+纯

净,美(

台湾诗论家萧萧说%+洛夫选字一向耸人听

闻(,

-!J.洛夫自己也在)诗的语言和意象*中肯定%

+一首诗就是一首特殊的艺术创造品#诗的语言不

仅仅是组织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创新的问题#而是

魔法的问题( 上帝创造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就

是因为世界上腐朽的事情太多#神奇的东西太少(

如何化腐朽为神奇( 这正是诗人的课题(,

-!$.!&&首

先#诗人通过物我自由转化#让诗句的搭配惊奇万

分( +当距离调整到让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

面飞来,#调整焦距是事实#但诗人却直接把距离和

调整搭配( +鹧鸪以火发音,已经很惊奇了#+冒烟

的啼声,则是耸人听闻#诗人自己心激动#火辣辣#

但诗人把其转移到鹧鸪的啼叫上#从感觉移到了听

觉#造成了语言惊奇的风格( 至于+一掌冷雾,#其

搭配更是匪夷所思( 这样的语句在)边界望乡*中

还有很多#显示出语言的魔性( 其次#夸张'拟人'

移情'通感等手法的运用#使得诗歌语言惊奇万分(

+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严重的内伤,#+内

伤,这是医学上的术语#被诗人搬过来#仿佛煞有其

事( +病了病了,#蹲在那块+禁止越界,的告示牌

后面+咯血,#诗人再次移情#并运用拟人的手法造

成诗歌语言的惊奇( +当雨水把莽莽大地译成青色

的语言,#这里运用的是通感的手法( 诗人不仅让

意象跳舞#也让意象发声#化无声为有声#的确令人

惊奇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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