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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思想的岩浆在持久喷涌 

———论白红雪诗歌

龙扬志

（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摘　要］白红雪作为一个主要以语言来实现自身意义的诗歌写作者，其诗歌与形而下的世界和常见的现实题材保持着一定
的距离，从具像的生活往后退，借用诗性的外衣建立一个观察社会的镜像，并通过个人的、私密的感触接通普遍的、公共的体

验，采用独特个性的语言，从而造就古雅而富于张力的风格，既使读者心灵更柔软、明亮，也把诗歌艺术的密度大大提高。基

于此，白红雪的诗歌形成了一种标榜自我存在的姿态，在自我的世界里思考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通过内心私语的方式走在

时代的前面，让语言与思想的岩浆持续喷涌，让诗歌永远在语言之外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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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艺术之所以成其为艺术，是存在一个约定
的评价标准的，通过相对较长的时间机制来检测作

品，这样就可以充分地反映那个变动不居但又基本

稳定的衡量尺度。文学史留下的人证物证是，艺术

形式上的精工仍然是确保文本经受不同时代淘汰

的内在依据，这个形式必须和所要表达的内容实现

无缝焊接，甚至就是熔为一个整体，惟其如此，语言

的肌体才具有生命力，才不会在时代背景挪移的情

况下因为过于依附、胶着于这背景而被一同扫入历

史的黑洞之中。语言是诗人面对的第一现实，可以

说，诗人的欢欣、从容、自信、压抑、焦急和犹豫都是

直接来源于诗歌语言，语言构成了诗人身份的惟一

象征。作为一个主要以语言来实现自身意义的诗

歌写作者，白红雪同样会有过这些体会，正是因为

他独特的语言个性，才在众多的习艺者中超拔出

来，成为行情看好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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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的冲动并不能给一个诗人的长期写作提供

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我曾经私下里琢磨，白红雪之

所以愿意十年十年的写下来，应该来说出于对诗歌

文体的热爱，即使这种爱好并不能带给他实际的好

处，他也对它着了迷，一写而不可收拾。在读了他的

诗集《碎瓷的眼睛》之后，以前的那种零星而感性的

认识似乎有了一些变化，明白他与诗结成如胶似漆

之缘的根本原因———这是一种直接和生活进行肉搏

的读书人的存在方式。我不知道他爱上诗是不是进

入了一个圈套，但不妨想像一下白红雪要是在２０多
年前就一往情深地学习写通俗小说那现在该是一番

什么情景。不过仅就现成的诗歌成就本身来说，倾

心于诗未必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当诗人通过他的

不无批判意味的眼光来看世界并把他所看所想形诸

于长短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文字，

喘着气、冒着烟的方块与非方块世界。甚至让我觉

得，如果少了这么一个诗人的辛勤劳作，我们会有一

种什么样的缺憾，至少是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小单位

和小县城，将会少了一种很有意义的东西。里尔克

曾把“必要”当成艺术质量的保证，他在那封写给青

年诗人卡普斯的信里说：“一件艺术品是好的，只要

它是从‘必要’里产生的。在它这样的根源里就含有

对它的评判：别无他途。”［１］在里尔克看来，“必要”代

表了一种态度，一种不得已而写作的情势，除了写作

再没有什么东西来挽救自己。白红雪的诗歌看起来

与形而下的世界保持着某种距离，他从那些具像的

生活往后退，将对世界的介入收缩进自成一体的心

灵蜗角，但是这个纯美图景不过是一种介入的方式，

仍然通过诗性外衣建立着一个观察社会的镜像，因

此他的诗歌理想与言说策略在当下显得意味深长。

“诗人有意与这个纷繁庞大、迷乱混沌的物质世界保

持清醒的距离，他敏锐地将个人经验放置于过去与

未来、现实与幻境等多重时空的交叠错综之中加以

铺展、延续，从而实现由瞬时的切身体味向内在心灵

空间与哲理思辨的深层次转换。”［２］可以说，他就是

通过个人的、私密的感触接通普遍的、公共的体验，

从而把艺术的密度提高到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步。如

他的《春的肌肤令我焦虑不安》：“春的肌肤令我焦虑

不安／花开以后，所有蜜蜂的箭矢／都来这里寻找最
后的晚餐／花朵下那些非常隐蔽的恋情／迅速被他们
挥霍一空／／从此，夏日的光芒只是一个穷汉了／虽然
枝头上挂着些许青果／可以安慰漂泊异乡的孤独／但
青果脱下晚装以后／夏日的光芒已无法纵情欢
歌！／／更为痛心的事也即将发生：／所有艳遇或铁戈
铁马／都会赤衳衳被秋风牵走”从春到夏再到秋，从

花到青果到脱下晚装的青果，他所暗示的不仅是一

种时间的推移，而且还有一种人生的熵变，从美好向

不美好逐渐地转化。他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来叹息人

生，我们不断地渴望成长，追求收获，这是诗中所直

接显现出来的从花到果的脱胎过程，但这个过程是

要付出代价的，最悲怆的是，到头来一切都会被无情

的时光所消解，就像一首歌里唱的，“老到最后哪儿

也去不了”，真的到那样一个境地，年轻的我们该做

何想？年老的他们是否被这些诗行所深深击伤？这

是一个两难悖论，时间的推移本身即是一面双刃剑，

不管是谁，不管谁有多大超脱的本领，最后还是会被

这把剑所斫伤，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一开始这个结

局就急切地呼唤人们去靠近，听到计时器的“嚓嚓

嚓”声，又如何不焦虑不安？恐惧时间流逝，相信这

是人到中年之后所有人都会有过的一种宿命感，然

而与此相伴随的快乐与痛苦等一系列相对立的东

西，在我有限的阅读经历中，也只有这首诗如此矛

盾、如此犹豫、如此准确地表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白红雪的写作与常见现实题材

总是拉开一定的距离，即使与现实发生必要的关联

也通常是经由他特殊处理过的，作为一个长期喜欢

诗歌的读者，我觉得他这一点把持得相当好，毕竟

诗歌与散文、小说是有区别的，写诗如果没有那种

强烈的文体自足性的话，写出的东西就缺少了诗意

的保证。为什么很多原本有诗意的东西会被诗人

们写滥？它跟当下生活的话语共同体快速形成与

再殖有非同一般的关系，现代传媒在迅速瓦解我们

这个时代的多样性，任何个人的经验一旦表达出

来，就立即打上了集体的烙印，复制品像潮水一样

涌上来。现在，还有谁有耐心去仔细甑别每一粒砂

子？古老的淘金方式早已被机械化大生产所代替，

不过我要说的是，白红雪仍然在迷恋于那种手工作

坊的制作模式，他在孜孜不倦地打造他所喜爱的小

金鱼。如他的《伤心石榴》《手握桔子》《有关大海

和表妹》等诗篇，言说的目标的重要性已经被过程

所取代，那颗积累了太多暴风雨的果实成为命运之

河的缩影，多少含而不露的故事其实激动人心；“手

握桔子，便握到了一种幸运／不怎么漂亮，但干净、
平稳、真诚”，但认识这样一个切实受用的桔子，我

们要走过多少弯路？诗人把直接的、紧要的事情留

给政治家和具有实干精神的社会精英，从为民请命

退到个体内心，其实并不是放弃责任的犬儒主义式

的举措，我觉得在当下，诗人要找准自己的位置，不

然的话，作为诗人的时间就会太短促，应该说这是

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我之所以认为白红雪是清

１１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总第１１５期）

醒的，一方面有他的这些作品为证，另外，他自己也

说过类似于这样一些意味深长的话：“诗歌不可能

拯救正在陨落的彗星，但她完全可以拯救尚未绽开

的昙花。也许诗是我们从苦难与必然抵达上帝与

偶然的唯一通道：其距离或者结局比昙花更短，比

彗星更亮。”可以说，诗歌对于改造这个硬梆梆的

金木水火土的现实世界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它能够

使心灵变得更柔软一些、更明亮一些。

而发挥这一点仅有的作用的正是语言，顾城曾

说：“语言不过是人类捕捉自己的一张小网。”［３］除

了这张小网，也许人类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捕捉自

己了。语言使一切事物得以相互精确地区分开来，

使同类事物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序例号，人之所以能

适应并创造、完善这个复杂的世界，全赖于此。不

过语言只是手段，它可以使一个艺人与另一个艺人

在技术上一见高低，语言真正打捞的是那条意义的

鱼，就如白红雪自己所宣言的，“诗永远在语言之外

澎湃”，从语言到语言，作为暂时的诗学与美学策

略的争取是具有合法性的，但是不能以此为终极指

向。放逐意义，其实和诗歌放逐抒情一样，对新诗

来说都是伤筋动骨的。得鱼忘筌，忘掉语言需要一

种高超的境界，并非朝夕之功。我以为，白红雪所

编织的渔具是古雅而富于张力的，古雅是一种质

地，张力是一种性能。古雅经得住品尝，张力能伸

缩自如，给人暇想，给人的智力空间留下余地。如

《骨折的音乐》的开始：“那一夜，月光在冰雪里碎

裂／玫瑰温柔地杀伤爱情／血从骨折的音乐里流出／
多么胆怯，像伪币走进市场”伪币一样的胆怯，这个

比喻真让人叫绝，谐词庄用，但是又服服帖帖，给人

一种惊艳、冷酷的感觉，使得本来还是流血一般的

事件一下就惟美甚至充满着喜剧的色彩了。

诗歌一直以来就是语言的先驱，白红雪是在经

意的创作实践中不经意地对我们的语言作出贡献，

客观地说他的作品并不属于先锋诗歌那一类，但是

无疑他有某种程度的先锋意味，在眼下先锋多少成

了一种标榜自我存在的姿态，白红雪在他的世界里

确确实实的在思考一些问题，并且这是一些具有普

遍性的问题，不是他的思想走在时代的前列，而是

他通过内心私语的方式走在前面。在这里我想特

别提到《我的行星陨落》，或许这是他唱给现代人一

曲温情脉脉的挽歌，形而下的丰收与形而上的饥饿

正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症侯，不过他在这里缺乏了平

日里的平静，急切而利索的关注跟诗人的个体情怀

通过那种隔节跨行的处理而结合起来。如在《阴

爻：形而下的丰收》中：“我的灵魂突然破裂／一一溃

散，犹如刚出土的／／文物。这时，你手持黑眼睛的
陶罐／朝我走来。汲水／是一场亘古未见的抢劫／我
的青春与热恋被你悄悄汲走／还有风暴无法侵入
的／／高原湖。哦，生命的高原／从此干枯，像母亲临
终时的手指／那是触摸过激情与闪电的／伴随父亲
走过血雨腥风的手指呵！／现在，一切诞生都在昙
花内流失／一切灭亡都如地下的／／竹笋。……一匹
白马走失／便是一个天堂坍塌／不可救药！充满炊
烟的手／无法复活洪水后的／／村庄。呵，突然陨落
的行星／是遭人暗算的阔佬么？／他留下的资产是
否丰盈可人？／那么，让我们携手埋葬他／或者，尽
快／／火化。午夜，一个闷雷炸响／许多幽灵破门而
入！／他们，赤裸裸口吐／／黄金。哦，这是上帝设下
的陷阱／一朵花便是一个伤口／问题将层出不穷！
……”挽歌也是史诗，都是对当下的一种沉痛哀叹。

在这里他使用的汉字符码都平淡无奇，但是读者可

以感受到那股强烈的冲击力，这是和他的古雅套路

稍有不同的另外一支，这并不奇怪，正如每个人都

会在自己的私人空间藏着几张平时不轻易示人的

面具一样。

白红雪还是诗歌民间刊物《隐匿者》的主编，我

不知道“隐匿”代表一种怎样的立场，也不知道他要

彰显何种诗学理念。据我私下里猜想，《隐匿者》的

含意应是在场的一种，它不能看穿看透这个世界，

但是它见证着一个进行时态的世界，然后把它所看

到的呈现于喧嚣尘世，以文字颗粒和思想颗粒的形

式，这一点也许同他本人的诗歌理想不谋而合。我

记得他曾谈到一首诗的诞生“无疑是一场裂变，一

种震波，然后释放为语言的岩浆”，依这样来看，白

红雪的内心应该是毁灭和新生了无数次，那些暴风

骤雨、和风丽日甚至风花雪月的文字方式，它们就

是能量的粒子流，是在沉睡中被社会与个体的病变

基因所撞击而启动的连锁反应，来势是如此凶猛，

没有人能预测这场语言与思想的岩浆会在何时停

止喷涌，但必然会有富矿或重金属暗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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