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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字子沅#生于湖南沅陵#新月派的代表诗

人之一#创作诗集+夏天,+草莽集,+石门集,+永言

集,#+采莲曲,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 他天赋非

凡#对诗和文学有着发自天性的热爱和自得' 由于

个性孤傲&急躁&敏感#使他一度处处碰壁#生活困

窘#!BAA 年从船上投江自杀' 朱湘以一种洋溢着中

国古典风的情性诗歌见长#他的作品有一个突出的

特征#即在多文化的矛盾里力争用复活的旧诗词语

灌注的新诗语言系统来恢复古典诗歌的理想形态'

朱湘说过他认为新文学的成功道路应该是-复

古而获今#迎外而亦获今之中.#他也的确是向着这

个目标孜孜不倦地试验着的' 其实在-复古.与

-迎外.之间便有太多的纠葛与矛盾分解不清#而

-今.究竟如何定位#朱湘至死也没有实现#其实要

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式的新诗#便是要如何做

出现代化的中国新诗的问题#如何使西方文化与中

国传统文化通过互补和整合实现一种理想中的兼

美的诗艺#同时减少这些文化元素在诗歌创作中造

成的文化的冲突#是摆在包括朱湘面前的难题' 对

于朱湘而言#诗歌发展可供采掘的-矿山.#有-亲

面自然.&-研究英诗.&-攻古民歌.

(!)三处' 他的

基本审美倾向是中国传统式的#西方诗歌作为先进

文化的化身又给予他汲取诗歌新的生命力的期望

以无限诱惑' 所以他的诗歌是以西方文化为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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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为神#努力在用古诗词语灌注的新诗语言

系统中呈现新诗的时代性和旧诗的风情'

朱湘+草莽集,里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诗篇#

恰恰都是有着中国古典风的#如+采莲曲, +催妆

曲,+婚歌,等等#-这类诗的共同特征是%意境美丽

和谐#气氛轻婉柔和#词汇华丽#音节动听#完全是

一个现代诗人吟唱的古典歌曲#是一个现代人所陶

醉的古典梦'.

(%)而在+石门集,里#也不乏此种偏

好的延续#之所以谓之-偏好.#是因为朱湘这位热

情洋溢的诗人并非能将古典风韵与诗本身的艺术

要求理智地紧密结合起来#他的诗有时与主题&意

境等因素结合得好#便能韵致天然&婉媚别致$有时

也一厢情愿地一味追求古典意趣#至诗本身的情境

于不顾#这一类诗便显得乔张作势&神形分离'

朱湘是本着扬弃的态度来看古代文化#可是他

的诗作固然用古典的流风余韵充实了初期新诗简

陋的形神#写出了不少独具风格的杰作#但是大部

分诗歌缺乏隽永的艺术价值#与中国古典婉约词的

水平相距甚远' 可以说习得的是古代婉约词的形

的皮毛#在技巧与神韵上都力不能及#不过在当时

的新诗创作群体里也依然别具一格#他的努力使得

-新诗与旧诗也在某一意义上成为一种2渐变3的

联续'.

(A)

##一#,渐变-之得

朱湘模仿古典诗词&追求中国古典式审美倾向

主要体现在诗歌的主题意境和字句上' 不管是小

景抒怀#还是叙事绘人#都从着古意上琢磨#寻求一

种古典风情的意趣#学用古典诗歌的字句&效法它

的主题#把旧诗词语在新诗词语系统中进行搭配#

是他实现并体验这种意趣惯用的方式#用苏雪林的

话说#便是-颇偷古句.'

朱湘好以古情歌为题材入诗#+情歌, +催妆

曲,+摇篮歌,+昭君出塞,等皆是此类'

如+情歌,采用春夏秋冬四时歌咏#乃是套用子

夜四时歌的创意' -画眉在杏枝上歌#D画眉人不起

是因何0 D远峰尖滴着新黛#D正好蘸来描画双

蛾' D44起啊1 D趁草际珠垂#D春莺儿衔了额黄

归#D赶快拿妆梳理好' D起啊1 D鸡声都在相催1.

羁旅惆怅&闺怨怀人#素来是中国古典诗词钟爱的

题材#以至于政治抱负都需要从情诗上来暗喻#诗

人们揣摩游子思妇的情感创作了无数佳篇#也形成

了一系列相关意象和思维定式' -诗语的弹性具有

两种表现形态#一是语音层的弹性#即我们常说的

谐音双关$二是语义层的弹性.

(H)

#衣上花纹入情#

有心字罗衣$动物植物入情#有鸟比翼&枝连理$莲

子同怜子#藕丝长#思不断#都是古典诗词语言-弹

性.的常例' 从朱湘的创作可见他深爱这些古典意

象#-红豆.&-双鸳.&-藕丝.&-莲子.&-画眉.&-远

峰.&-额黄.#充分利用这些既定意象和旧式词语#

无须多叙#人们便能看出来是说男女相思#是女子

深闺' 他采用一种中国传统闺阁式的恋爱心境#摹

仿旧式女子的语气和思想#把新诗作出一副-旧词.

的风范来'

除了情诗的路数#他也尝试了套用边塞诗人的

作品#+落日,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苏雪林&张秀亚

都对这首诗的化用古诗之法大加赞赏' -苍凉啊D

大漠的落日D笔直的烟#连着云D人死了#战马悲鸣D

北风起#趋走着沙石'.短短几句内#便和谐地融入

了三首古诗#有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汉乐府-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以及岑参的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

走.#丝毫不露痕迹#相对简洁#没有故意拖延语句#

而且风格悲壮苍茫#融和出了自己意境#另有一种

古朴苍健的诗意#是同期新诗中少见的'

另一类型是选取传统题材旧调翻新#-旧调.是

套用旧式故事#-翻新.是形式上的新诗化' -琵琶

呀伴我的琵琶#D记得当初被选入京华#D常对着南

天悲咤$D哪知道如今朝去远嫁#D望昭阳又是天

涯'.!+昭君出塞,"完全就是昭君出塞的现代格律

诗版本#深远隽永的诗意倒谈不上#形式上的探索

还可取#-琵琶呀伴我的琵琶.#歌咏似的嗟叹#结合

声调的运用#便有了-旧曲.弹唱的效果' 再如+还

乡,#写一个军人战后回家#企盼团聚#结果父死妻

亡#只剩下盲母孤苦无依#情景悲凉#大半学习了

+诗经, +豳,诗+东山,和汉乐府+十五从军征,'

+晓朝曲,写皇宫的早朝盛况#层层渲染了王侯将相

列队恭迎#华殿的庄严壮美#皇帝如红日般出现#

-杏黄的旗旌在殿脊飘扬$D在一万里的青天下荡

漾.#在中国结束帝制不久用新诗的外形和西诗抱

韵的格律描写了一段中国封建王朝上早朝的华美

场面#有些不伦不类#朱湘绝不是揪住帝制不放的

传统文人#他对政治也没多大兴趣#许是纯粹出于

对古典美的极度热爱而写作的' 这种摹仿的极致

发挥就是他的叙事诗+王娇,#以+三言,中的+王娇

鸾百年长恨,故事为主题敷衍出一首叙事长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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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有一些诗歌从表面上看没有这样明显的

古典痕迹#但是细细读来还是透着一股幽香#是与

古典诗词的意境的暗合' 刘熙载把诗歌分为-花鸟

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四类意境'

新月派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就传承了这些意境的审

美风格#尤其是一些短诗' 朱湘的一些小诗也深得

其中滋味#+雨景,是一首写景的诗#-我心爱的雨

景也多着呀%D春夜梦回时窗前的淅沥$D急雨点打

上蕉叶的声音$D雾一般拂着人脸的雨丝#.不同场

景下雨的声音和对雨的触觉#朦胧缱绻#于情于景

都真实可感#每个雨景之于人不同感官的回忆#背

后的故事#就略略地在心情的跌宕中浮起带过了'

另一首+今宵,#在意境的营造中结合了前一种古诗

词词语入诗的手法#-今宵是桂的中秋#D明月光照

在清流' D原野间鸟声止奏#D剩寒蛩呜咽抒愁' D

媚阳春一去不还#D色与香从此阑珊***D再不要登

高望远#D万里中只见秋山1 D不如趁皓月当头#D与

嫦娥竟夕淹留' D莲蓬作癧子饮酒#D送归鸿飞过山

陬'.虽然是现代诗的模样#写的却是旧时月色#学

习古诗的情调#用了-寒蛩.-阑珊.-登高望远.-归

鸿.等旧词#他仿照-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

诗句#用脑子里存储的古典诗词建构了一个未必是

真实所见所感的中秋之夜#唯一可以从中确定的是

诗人那一种在古典的美和情趣中陶然的自得其乐'

他对唐代诗人王维的推崇也使得他的作品有

模仿王维的倾向#最明显的学习莫过于+落日,#以

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诗句的关键词和苍

茫寥廓意境写作了这首佳作' 王维的诗是-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的#同时又有得意象外&-字字入

禅.的高妙' 朱湘的学习是停留在表层的#一方面

改写王维的诗#另一方面也喜欢运用一些绘画上的

技巧' -我流过宽白的沙滩#D过竹桥有肩锄的农

人$D我流过俯岩的面下#D他听我弹幽涧的石琴' D

有时我流的很慢#D那时我明镜不殊#D轻舟是桃色

的游云#D舟子是披蓑的小鱼'.这首+小河,选择了

许多色彩鲜明的词#剪影似的描绘了几个画面#沙

滩&竹桥&岩石&幽涧&轻舟&舟子#层次远近高低各

有不同#错落有致#画面淡烟流水安静清朗#几句诗

烘托出一幅美丽的山水田园图景#这种风格显然是

受了王维的影响'

朱湘对古典美的追求还体现在他对诗歌形式

追求的精益求精#体现了新月诗派这个现代格律诗

派的显著特色#-三美.原则固然有受到西方诗歌启

发的地方#但是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一脉相承的'

闻一多认为律诗是中国诗歌区别于西方诗歌的重

要特征#要利用汉字的特殊形态搭建中国新诗的

-建筑.' 这些主张就是试图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下

恢复古典诗歌的理想形态#虽然他们对格律用韵的

具体要求是以西方诗歌为参照体系#但是却丝毫没

有忘记中国古典诗歌#他们希望在中西结合的前提

下实现中国诗歌的现代化#更有效地继承中国古代

文学传统' 但是朱湘是个纯粹得有些偏执的诗人#

这种性格影响到诗歌的形式追求上也显得有些过

于偏执#可是他的尝试对于新诗发展的意义是不可

磨灭的'

比如他通过用韵来表现特定情调的艺术技巧#

就是从+楚辞,中得到的启发' 他认为+楚辞,的音

调在诗坛上只有词可以比得上#-如+少司命,中

2秋兰兮縻芜3一章用短促的仄韵#下面2秋兰兮菁

菁3一章换用悠扬的平韵#将当时情调的变化与飘

忽完全用音调表现出来了'.这种方式曾经在+采莲

曲,中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并被他发挥到许多

诗里去#很是得意#-我在+婚歌,中首章中起首用

2堂3的宽宏韵#结尾用2萧3的幽远韵#便是想用音

韵来表现拜堂时热闹的锣鼓声撤帐后轻悄的箫管

声#以及拜堂时情调的紧张#撤帐后情调的温柔'

+采莲曲,中2左行#右撑3 2拍紧3#2拍轻3等处便

是想以先重后轻的韵表现出采莲舟过路时随波上

下的一种感觉' +昭君出塞,是想用同韵的平仄表

现出琵琶的抑扬节奏' +晓朝曲,用2东323两韵

是描摹镜声的2洪3 2杭3' +王娇,中各段用韵#也

是斟酌当时的情调境地而定'.

($)这种在韵律字眼

上下功夫的作诗法极具特色#正如他自己所说#是

取得了不错的艺术效果#使渐渐脱离了音乐的诗重

新具备了声音的美感#增加了朗诵的乐趣'

##二#,渐变-之失

朱湘这种在古典梦境中陶然的诗歌还是很有

特色的#体现了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由衷热爱和模

仿#但是除了一部分佳作外#这些古情调的诗歌所

动人的并非是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更多的是中国

人对中国古典诗词等传统文化的亲和心态和审美

习惯#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对诗人和其作品的一个不

小的尴尬与讽刺#和他模仿的那些古典诗词原本相

比#仅在诗的美学意义上就相去千里'

纠其原因#主要就是诗的-隔.#这是由于作者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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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真情而造成的诗歌在情境方面的生硬与虚假'

朱湘的古情歌徒有古典的零星意象#却没有真实情

感与内在神韵#而单纯几个耳熟能详的意象罗列和

想当然的情感摹仿#是远远不能成就一首动人的诗

的' 王国维说诗有-隔.与-不隔.#真则-不隔.#涂

饰则-隔.#-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范文+对

床夜语,"#-情景交炼#得言外意. !张炎+词源,"#

成功的诗之所以能够深婉蕴藉&情真意切#它的形

式应隐于内容之后%读者能够感受到作品的内容#

但是却不觉得沟通的媒介是存在的' 比如他模仿

了+十五从军征,的+还乡,#写主人公一路还乡路

上所见家乡景致#悲喜交加地想起家里的年迈双亲

和新婚妻子#然而只剩盲母一人#以为他是鬼魂归

来#全诗 KK 行#从自然景物到内心活动#极力渲染#

却还是抵不过一句-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1.这

是由于诗人的创作不是出自他内心的震撼和心灵

的感应' 并非说旧题材就写不出新意#现代人就不

能与古人共鸣#而是朱湘并没有重视这个关乎诗歌

灵魂的因素#他纯粹是为了迎合自己对古典美的偏

好而古典' -意.乏-境.薄#即使外形再精美严谨#

又怎么能成为-真文学.-真诗歌.呢0

其次#所用古典套语的熟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新诗的新雅#显得俗气而才气疏浅' 胡适在

+寄沈尹默论诗,中说%-我近来颇想到中国文学套

语的心理学' 有许多套语!竟可以说一切套语"的

缘起#都是极正当的' 凡文学最忌用抽象的字!虚

的词"#最宜用具体的字!实的字"#例如说2少年3#

不如说2衫青鬓绿3$说2老年3#不如说2白发3&2霜

鬓3$说2女子3#不如说2红巾翠袖3$说2春3#不如

说2姹紫嫣红3&2垂杨芳草3$说2秋3#不如说2西风

红叶3&2落叶疏林344初用时#这种具体的字最

能引起一种浓厚实在的意象#如果2垂杨芳草3#便

真有一个具体的春景#是极正当的#极合心理作用

的' 但是后来的人把这些字眼用得太烂熟了#便成

了陈陈相因的套语#便不能发生引起具体意象的作

用了'.

(C)这些体现了中国文化多重积淀的套语如

果就此完全废弃是可惜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

们已经浸透到中国知识层的血液中#仍然具有审美

生命力&具有意象化的审美功能#在-新诗以口语为

核心的语言系统中#必须吸纳意象定位的一批旧诗

词语#这是新诗语言建设中一项重要策略'.

(")但是

也正如胡适所说#某些套语用得烂熟了#只能适得

其反#而其使用要与口语&新诗形式&诗歌意境融合

才行' 朱湘在这一点上做的有得有失#他的这类新

诗体现了中国传统诗歌的美学风范和审美习惯#古

意盎然#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但是他选择的套语

和古意大多是-烂熟.的#少用还不妨#用多了便不

能带来生动新颖的艺术感受#只觉得诗的俗气和诗

人才情的薄乏'

第三是现代与古典文化融合的排异与冲突'

追求古典的艺术情调#又要给予现代的外形和改

造#在朱湘这里#这个矛盾一时间是很难化解的'

因此出现了很多问题#有形式害内容%他刻意雕琢

的韵有时候并不能与新诗和谐#反而显得突兀和做

作#比如+昭君出塞,$整齐划一的格律诗的形式破

坏了诗歌的灵气#为了整齐而整齐#严格得像七律#

如+热情,$有时是为了诗行要求而拖散诗句#如

+春风,$也有内容害形式#以+情歌,为例#在新诗

的形式中完全是旧式的内容#如衣绣鸳鸯&情如莲

心等#并未体现新诗的长处#%H 行的诗未必有一首

%& 个字的古诗情致动人&深婉蕴藉' 这些矛盾并

不是朱湘诗歌中独有的#在其余新月派诗歌那里都

或轻或重或多或少地有所反映#只是他作为力主新

诗与旧诗融合的代表诗人#冲突在他这里表现得尤

为突出而已' 在大多数新月派诗人那里#现代与古

典的矛盾冲突更多地体现在-新格律诗.的利弊上#

豆腐块般干巴巴的形式难免破坏了诗情诗美和诗

人的才气'

##三#,渐变-的意义

以上只是从朱湘这类诗的艺术价值弱点上进

行的客观的分析#他的诗歌并非没有重要意义#相

反在新诗史上#亦当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早在与他

同时代的沈从文的文字中就可了解朱湘的意义#

-由于朱湘的试验#皆见出死去了的辞藻有一种机

会复活于国语文学的诗歌中'.

(A)这种试验对于新

诗发展的意义是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的#在鄙弃传

统的时代重拾传统#在现代化的追求中紧握中华文

化的精髓#将二者融合'

朱湘把徐志摩诗句有时欧化得生硬列为他艺

术上的第六个缺点#-2恋爱#欢欣#自由***辞别了

人间#永远#3这2永远3两字便是酿成这行的破碎

的罪魁#44+在那山道旁,一首里面2向着她我转

过身去3这一行的2向着她我3#都是多么生硬1.

(K)

朱湘一口气举出了他的六首诗#指出这些诗句中欧

化的词句十分别扭#其实完全可以改成中国的语

HB



李#岚%论朱湘中国古典风诗歌的-渐变.得失

气#反而更好' 他在同一文章中还对徐志摩的哲理

诗和散文诗作了评价分析#前者因为-哲理.作梗绝

大部分是失败的#后者则复杂一些#散文诗的写作

显然是受了欧美诗人的影响#但他看到-我们中国

的文字既没有多音字&读音的抑扬&文法的变化以

创造节奏#便势不得不求救于双声韵的同字句段落

的排比$双声叠韵同字句段落的排比这两种工具的

可能性是极有限的#偶尔作个几回#未尝没有一点

新鲜的色彩#但是一作多了#单调的毛病也就随之

出现了' 所以我说#骈丽是中国散文诗的最高潮#

同时也是它的致命伤'.他既指出了徐志摩散文诗

的得失所在#又就中西语言文字特点分析了散文诗

这种文体的中西之别和局限' 他注意到了汉字语

言和西欧语言的差异会影响到新诗创作#就将改革

的希望同时放在了西化和溯古两端#他在+文学闲

谈,中说%-新诗要想在文法上作到一种变化无常的

地步#一方面固然应当尽量的欧化#一方面也应该

由旧诗内采用&效法这种的长处'.然则这一-尽量

的欧化.却未必能每次都在实践中灵活地使用并收

到积极的效应#前者徐志摩的欧化失败处朱湘自己

已经指出#而他的英体&意体等多首十四行诗也未

见高明#不少新月诗人用汉字模仿写作十四行诗#

朱湘本人就是身体力行者#他严守十四行诗格律且

创作量最多#中国文字依形附声而产生意义#一直

保存了原始描摹的风貌#完全不同于西文的拼音文

字#却被强行塞入十四行诗的格律中#反而突出显

示了新格律诗的弊病'

周作人说%-我不是传统主义的信徒#但相信传

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 坏的传统思想自然很多#我

们应当想法除去它#超越善恶而又无可排除的传统

却也未必少#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在我

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是摆脱不掉的' 我觉得

新诗的成就上有一种趋势恐怕很是重要#这便是一

种融化'.

(B)其实面对新诗的无序与幼稚状态#胡适&

俞平伯等人都有从古典诗词中寻找新诗经典化和规

范化的尝试#而陆志韦在广泛地阅读和尝试后#说自

己做的白话诗再也逃不出老杜的范围#虽然他主张

求新声于异邦#依然试验把古诗词格调用白话来表

现#-我以为中国的长短句是古今中外最能表情的做

诗的利器#有词曲之长#而没有词曲之短' 有自由词

的宽雅#而没有他的放荡' 再能破了四声#不管清浊

平仄#在自由人的手里必定有神妙的施展'.

(!&)陆志

韦的观点虽然还不成熟#但说明他已经主动地思考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方式和手段的问

题' 梁实秋在+新诗与传统,中说-新诗之大患在于

和传统脱节.#-白话要提炼成为诗的文字.#且-合于

我国固有的品味的意境美#而只有这样#新诗才能算

是不悖于传统'.

所以#朱湘的意义恰恰就在于以一个-渐变.的

姿态联接了旧诗与新诗&传统文化与新文化' 他所

谓的诗歌理论只是书生意气的感性阐发#但是他的

创作实践却使他成为新诗发展史上在这个问题上

的重要人物#古典诗词与白话新诗的相互吸纳与融

合#-是新诗语言建设中相当重要的一着#朱湘做成

功了'.

(C)朱湘的这种成功不是指其作品艺术水平

的高超和完美#因为他的大多数作品还达不到#但

是他在新诗语言形式建设&新旧诗歌传承上的功

业#不亚于他的+采莲曲,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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