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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诗人的非学院化写作 

———以吴投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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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学院诗人的吴投文其诗歌的“学院”特征并不明显，而是鲜明地体现了对体制、学院、精英等身份的自我反省、
自我批判，他由此出发对生活、生命做出了富于洞察力和诗意的表达。他的诗情感内敛、不动声色，近乎“零度写作”；在表达

上则简单、直接、少修饰、不繁复，有“极简主义”的特征；在语言方面则以口语为主，充分地扬其所长而避其所短，深得口语诗

歌之真谛。

［关键词］吴投文；学院派诗歌；非学院化；口语诗歌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２）０６－００１６－０４

ＯｎＮ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ｉａｔ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ｆｏ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Ｐｏｅｔｓ
———ＴａｋｅＷｕＴｏｕｗｅｎ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ＡＮＧＳｈｉｑｉ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ｉａｎｊｉ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ＷｕＴｏｕｗｅｎ＇ｓｐｏｅｔｒｙａｒｅｎｏｔ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ｓａｃｏｌｌｅｇｅｐｏｅｔ，ＷｕＴｏｕｗｅｎｖｉｖ
ｉｄｌ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ｈｉｓｓｅｌｆ－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ｔｏｖａｒｉｏｕ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ｌｌｅｇｅ，ｅｌｉｔ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ｈｉ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ｆｕｌａｎｄ
ｐｏｅｔｉｃ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ｌｉｖｉｎｇｓａｎｄｌｉｖｅｓ．Ｈｉｓｐｏｅｔ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ｃａｌｍｎｅｓｓ，ａｌｍｏｓｔａｐｐｌｉｅｓｔｈｅｍｅｔｈ
ｏｄｏｆ＂ＺｅｒｏＤｅｇｒｅ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ｈｉｓｐｏｅｔｒｙｉｓｃａｌｍ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ｈｉｓ
ｐｏｅｔｒｙｈａ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ｗｈｉｃｈｉｓｓｉｍｐｌｅ，ｄｉｒｅｃｔｗｉｔｈｌｉｔｔｌｅ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ｏ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ｓｐｅｃｔ，ｈｉｓｐｏｅｔｒｙｍａｉｎｌｙｕｓｅｓｏｒ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ｆｏｓｔｅｒ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ｍｖｅｎｔｓ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ｗｉｎｔｈｅｔｒｕ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ｏｒａｌｐｏｅ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ｕＴｏｕｗｅ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ｐｏｅｔｒｙ；ｎ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ｉａｔｅ；ｏｒａｌｐｏｅｔｒｙ

　　吴投文主要是作为一位诗歌评论家、学者而为

人所知的，而实际上，他也是一位诗人。他的诗歌

写作自１９８０年代后期至今已有２０余年，而且在我

看来他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达到了较高的

水准。从事诗歌评论而兼诗歌写作的现象在当今

并不鲜见，许多的诗歌评论家都同时也是诗人，当

然在“诗歌评论”与“诗歌写作”两者之间不可避免

的会有所侧重，因为两者之间的运思模式差别很

大，同时在两个领域做得好是很难的。但应该看

到，两者之间也有互相促进的一面，两者一重理性

一重感性，一重知性一重诗性。诗歌评论可以为诗

歌写作提供更为宽阔的视野与理性的反思，而诗歌

写作则可以为诗歌评论带来感性的体验与真切的

认知，一定程度上两者是可以相得益彰的。

在现实中，许多的评论家、学者往往不再强调

自己的诗歌写作，有的甚至故意隐瞒其“诗人”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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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意味的现象，颇值得进

行某种“精神分析”（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吴

投文大概也属于这一类，他的诗歌写作是低调的，

他的诗人身份是“隐秘”的。我理解这主要源于他

对于诗歌的“敬畏”，因为这种敬畏，诗歌在他看来

才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诗人”才成为一种可望而

不可即、心向往之而身不能至的荣誉。诗歌写作于

吴投文而言是一种“业余”的状态，或许可以这么

说，教授、评论家、学者是他的职业身份，是他的日

常生活，是生命的“日神”状态；而诗歌写作，则是内

心使然、兴趣使然，是从日常生活中的逸出、奔逃，

是一种“酒神”状态。而从写作的风格来看，吴投文

的诗歌也的确显示了与学院身份、日常状态大相径

庭的一种面貌，这更加验证了他诗歌写作的“酒神”

状态。可以简单地说，作为学院诗人的吴投文，写

出的却是非学院化的诗歌。

一

一般而言，学院派诗人更为注重作品的精神

性、思想性、专业性，更为注重艺术作品自身的规定

性和“技术含量”，写作的“难度”与“复杂性”较强。

但在当今的现实中，学院派诗歌却走入了一种误

区，它们越来越脱离现实，沉迷于精神的高蹈和词

语的迷宫，成为了一种虚假、苍白、无聊的语言游

戏，笔者曾著文将之称为“伪学院派”诗歌［１］。如

果从这样的背景下来观照吴投文，他的写作无疑是

一个“异数”，他与上述的“伪学院派”不同，而同时

与“正宗”的学院派诗歌写作也不相同。学院派诗

歌重“知识谱系”，显得“温柔敦厚”，而吴投文的诗

歌甚至是在有意识地反对诗歌中的“知识”和“思

想”。他诗歌中的恶作剧、恶搞、解构、反讽、戏谑

……这样的写作毫不“学院”，它是“反学院”的，至

少也是“非学院”的，其间的缝隙颇为耐人寻味。更

重要的是，它显示了一种自否精神，包含了对于“学

院”“体制”“精英”“典雅”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

成分，这一点在我看来非常重要，这在当今是一种

稀缺的品质。

现代社会的发展给了人们更多的自由，但同时

也带来了更多的束缚与压抑，权力关系或隐或现，

却无远弗届，社会控制体系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无

可逃脱。这便是体制的力量，体制如钢筋混凝土一

般，将人固定在社会网络的特定位置中，它带来了

某种秩序感、稳定性，却取消了更多的可能性，更本

质的问题是，它可能是将正面、积极、创造性的社会

能量扼杀于无形，却将现实中的不合理、不正常、不

公平、不正义的种种存在固定化、合理化了。随着

社会的“现代化”，这一问题是越来越凸显并愈益严

重的，诗歌这种最具“自由”品质的艺术形式对此的

关注可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与其本质相契合。诗

人是社会中的“通灵者”“异乡人”，应该与时代潮

流相对立，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言“成为自己的时代

的匹敌者，表达自己的时代的文化”［２］。就此而言，

对体制的批判与疏离于诗歌而言是天经地义的，诗

歌与体制的眉来眼去才是咄咄怪事。当然，这里的

“体制”既包括广义而非狭义的“政治”，也包括生

老病死、柴米油盐、悲欢离合的“生活”，体制实际上

无所不在。在吴投文的诗歌中，对于体制的反思与

批判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他的诗往往能够揭示出人

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压制性力量、权力关系的存

在，并对之进行批判与解构。他在现存的生活秩序

之中重造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既是一个更符合理

想、更美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更为诗意的世界。

比如在诗歌《不完整的世界》中，他写的是对生活的

“顿悟”：世界的不完整。这其中既有人到中年的平

淡与悲哀，也有对生活的无力感与重新想象。诗

中，他先是“觉得生活中失去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

不会再回来了。”继而，“我想起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一个同事出走了／要在报上发一个寻人启事／一个

同事离婚了／另一个同事也差不多离婚了／还有一

个同事进了监狱”，这个世界变了，而更重要的是

“我自己”的变化：“至于我自己／已经厌倦了生活／

想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走走／重新认识一些人。”所

以，他说：“生活确实出了问题／比原来想象的槽糕

多了”，这种发现无疑是具有穿透力的，它直达了某

种本质，也包含了内在的力量与反抗。与此类似，

在《学会生活》中，他描写了“生活”中的种种无奈、

错位与荒谬，颇具黑色幽默的意味。多年前，老师

“拍着我的肩膀”教育“我”要“学会生活”，而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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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长，似乎也已经学会了“生活”，自己变成

了“老师”，开始教育儿子要“学会生活”，但却并不

奏效，反而是“儿子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不是在生

活着吗？”生活的快速变化让“我”有些茫然无措，

“经常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要学会生活啊！／说

完，他们就匆匆忙忙地走了／留下我茫然地看着他

们的背影。／我想肯定是我的生活出问题了”。我

们看到，一直在说的“学会生活”可能恰恰并没有真

正“学会”，也没有真正懂得“生活”，这对于“我”来

说真是莫大的讽刺。而更大的讽刺在于过去教

“我”的那个老师：“后来，我偶然遇见了过去的老

师／他已经老得我快认不出来了／说到目前生活的

时候／他不停地摇头，一边用袖子擦着眼睛／最后，

他颤巍巍地拍着我的肩膀说：／这年头，最重要的是

学会生活啊！”到这里，我们看到，“生活”是什么，

如何“学会”，看起来几乎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这首诗所传达的显然并非迷茫这么简单，而是

深入到了“生活”的内部，写出迷茫的同时也显示出

一种超越。

吴投文其人其诗都有一种忧郁的气质，这种忧

郁并不是外在、鲜明的，但却一直存在，是一种内在

的、隐而不彰的底色。他回忆说：“我隐约记得最早

的一首诗就与生命与死亡有关，大约是慨叹萤火虫

短暂的生命的，其中不乏‘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

情绪，却也表现出一种近乎先天性的忧郁症候。这

种忧郁的色调在后来的写作中始终挥之不去，乃至

成为我所有作品的一种底色，却是我最初没有想到

的。”［３］忧郁所赋予吴投文诗歌的，是对人生有距离

的审视，对生命不完整、不完美的揭示，对人的悲剧

性命运的探查，以及不为潮流所裹挟、不为世俗所

左右的睿智与清醒。由这样的基调出发，他往往能

看到“远处”，直达“根本”。比如在《只有一扇门是

打开的》中，他对于黑暗、地狱、死亡、虚无的书写便

足以让人触目惊心；而在《象征国》中，他以一个象

征性场景表达了丰富的人性内涵，而同时极具历史

和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道出了民族性的某种秘

密，极富概括力。全诗如下：

恐怕你跑不远

你跑得比我快

但我可以踩住你的尾巴

我的尾巴又被别人踩住

别人的尾巴被后面的人踩住

我们就这样站成一长溜

我们就地撒一泡尿

同时牢牢踩住别人的尾巴

这种情形初看起来似乎有点无厘头，但仔细思

之却又不由让人颔首称是、拍案称奇，它实际上说

出了太多的内容，意味深长。

二

吴投文的诗情感内敛、不动声色，近乎“零度写

作”，在表达上则简单、直接、少修饰、不繁复，有“极

简主义”的特征。他的很多诗篇幅并不长，读起来

也简单、直白，但却耐人寻味。比如这首《母亲》：

“像从前那样／我坐在小院里／吃刚摘下的黄瓜／母

亲在旁边喂小鸡／她说：／这一只是母的。”只有短短

六行，却通过一个细节、场景而写出了对母亲、对过

去生活的回忆，短短篇幅中包含了极丰富的内容。

又如《大雪》，也是一个寻常的场景：“我们在雪地

里合影／身后是茫然的大雪／你鼻子通红／搓着手／

跺脚／摄影师／一个带棕色皮帽子的家伙／大声吼

着／让我们笑／笑得更灿烂些／他不停地移动三角

架／雪地上一片狼藉。”这样的书写似乎并无意义，

而实际上又可从多个方面进行解读，它看起来简

单，同时又是阐释不尽的。《中年的心情》这首诗同

样很短，却把一个中年人所遇到的困境以及内心的

想法与追求生动地表达了出来：“我问她／她不说

话／经常是这样／我跑到屋外看天／天上有我的魂／

我想飞起来／和它住在一起。”一个原本无事、近乎

庸人自扰的情境，却在最后“天上有我的魂”“我想

飞起来”的提升与映衬下，而具有了截然不同的

境界。

现代汉语由于出现的时间还很短暂，加之受到

重重的桎梏与干扰，实际上直到现在也很难说已经

达到了定型、成熟的阶段，在现代诗歌的发展中口

语与书面语的冲突是一直存在的。一般来说，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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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了语言中活力、变革的维度，而书面语则代表

了稳定、秩序的维度，两者各有所长，既相互对立又

相辅相成。不过，与新诗发展中无时不在的规范

化、经典化冲动相伴随，新诗的语言也时常出现过

于精英、封闭、典雅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往往便需要

口语为其注入“源头活水”，增加新鲜的活力。学院

诗人的写作大都使用“正宗”“规范”的书面语，这

或许与他们认为书面语有较高的“文化含量”有关。

在这方面吴投文同样是一个“少数派”，他的诗是以

口语见长的，这与前述其诗歌反体制性力量的特点

也有关系，口语实际上与自由、反抗、活力等意识形

态特征是互相联系的。口语诗的代表性诗人徐江

便指出“‘口语’更容易激发写作者对‘自由’和‘个

性言说’的追求。”“诗歌中的‘口语’不是生活口语

的原样，它们永远要经过作者天赋和其诗歌美学的

剪辑与润色。纯天然的口语，多数时候在诗歌中呈

现的是散漫，只有挤掉它身上的水分，现代诗对天

然与自由的追求，才能得到充分亮丽的显现。”［４］吴

投文的观点也与此类似，他认为“口语诗也完全可

以写得深刻和典雅”，“我觉得口语诗代表新诗写作

的一个方向，和新诗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新诗脱离

读者的倾向由来已久，一个大问题就出在语言上，

一般读者对新诗的语言形式和思维方式比较陌生，

口语诗在这方面具有诗性直观的天然优势，可以刷

新和改写新诗的僵硬面目”［５］。比如他的《瞄准》，

全诗是简单的口语，却绝不单薄，有丰富的想象与

阐释空间：“我一直在练习瞄准／不是用枪／和刀／只

是用眼睛／在瞄准———／虚无的远方／有一个影子在

移动”。又如《下午的信》：“亲爱的，我又生病了／

护士把我送进了六楼的病房／我看到对面房屋的楼

顶上／烟囱喷吐着人体的气息／亲爱的，那里是火葬

场／许多人安息了／从那里升上了天空／／我一生都

生活在细节中／现在总算离你近了一步／我不想再

说多余的话／下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到这里似

乎都还只是寻常所见、平铺直叙，而诗的最后延续

此前的声调，却打开了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世

界：“亲爱的，我听见了节日的歌声／请你打开那扇

门／让我看看外面是什么”。平中见奇、浅中蕴深，

这样的写法，无疑是深得口语诗歌真谛的。

作为一个“非典型”的学院诗人，吴投文的非学

院化写作拓展了当代诗歌的某种可能，丰富了人们

对之的认知与想象，更重要的，他写出了优秀的、独

具个性特征的诗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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