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构中的现代诗歌符号美学

本
‘
卜人

戈厂 �口

符号学的产生和发展
，

是本世纪人文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

借助于
“
符号

”
这

，

一蕴含 了主体精神的物质形态
，

人们事实上是更

精细更深入地把握了缠结于精神�物质互相
“
关系

”
中的世界

。

而且

因为现代诗歌的显著特征在于它既突现主体精神同时又追求着
“
纯诗

”
的形式感

，

所以符号学的思维进入到现代诗歌美学的领域
，

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现代诗歌符号美学也就成 了大势所趋
，

在苏

珊
·

朗格
、

理查兹
、

莫里斯
、

罗兰
·

巴尔特这些符号学大家那里
，

就

多次讨论过
“
诗

”
的问题

。

不过
，

相对说来
，

他们的主要精力仍在于

对整个符号美学理论的阐述
，

单纯的
“
诗

”
学问题�狭义的�并未成

为他们思考的中心
，

因而直到今天
，

真正的现代诗歌符合美学也还

处于草创阶段
，

比较系统的著作在国外只有美国人里法代尔的《诗

歌符号学 》 ，

另外就只有台湾古舔洪先生的 《记号诗学 》 。

当大多数

的诗歌爱好者乃至诗评家面对纷纭繁复的现代诗歌现象不知所

措
，

以至还在继续使用着那么一些零散的并不确切的传统艺术概

念之时
，
一 部系统完整的属于中国文化的诗歌符号美学著作

，

便几

乎成了众望所归
。

在这个背景上
，

我欣喜地读到了周晓风的《现代

诗歌符号美学 》 ，

正如谢冕先生在本书的《序 》中所说
� “
这是国内第

一部以符号美学思想方法系统研究现代诗歌艺术的诗歌美学专

著
。 ”
其大胆立论

、

勇于创新的
“
拓荒之功

”
是十分值得纪念的

。

但仅仅如此
，

还不足以证明此书的学术价值
。

因为
，

目睹了当

代中国学术活动中太多的
“
浮躁

” ，

我们实在 已经习惯了那些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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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加粗糙议论的
“
拓荒

” 。

令 人感慨的是
，

周晓风的这部学术专著

却写得这样的严密和扎实
。

它的 一切讨论都立足于对中外现代诗

歌现象的丰富的体察
，

可以说是诗歌现象中那一系列的尚未解开

的
“
疑团

”
推动着作者周密细致的思考

。

这部著作给了我近年来少

有的阅读快感
，

盘旋于心头的许多诗学问题都得以解决
。

和其他的

不少诗歌爱好者一样
，

我的诗学理论更多地来源于中外传统艺术

观念
�

并且是这些观念驳杂的汇合
。

有的概念�如赋
、

比
、

兴�属于中

国古老的传统
，

有的概念�如
“
反映

”
�则属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时

代
。

面对现代诗歌各种簇新的创作现象
，

它们的组合既似是而非 又

经常只能起到隔靴搔痒的作用
。

周晓风如此系统的符号诗美观念

显然是大大地刷新了我们的思维
，

推动着我们
“
诗思

”
的发展

。

比

如
，

在传统看来
，

诗人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所谓
“
语言

”
与

“
思

想
”
的矛盾

。

但在周晓风符号诗学视野的观察下
，

这种对困难的解

说本身就是矛盾的
，

思想永远只有被传达出来的
“
形态化

”
了的思

想
，

未经
“
形态化

”
的思想只是模糊不清的一团

，

谈不到有什么明确

的内涵
。

因而周晓风提出所谓语言与思想的矛盾其实应当是
“
非诗

的情感与诗的情感的矛盾
，

也可以说是非诗的语言与诗的语言的

矛盾
，

或者还可以笼统地说是非诗的符号与诗的符号之 间的矛

盾
” 。

这样就把问题引向了深入
。

又如关于
“
叙事诗

”
与

“
抒情诗

”
的

区别
，

历来讨论很多
，

但都没有一个更有说服办的东西
，

因为如果

说它们的差别就在于
“
叙事

” 和
“
抒情

” ，

那么叙事诗就会被挤向一

般的叙事文学而与
“
诗

”
无干

，

如果说
�“
叙事诗

”
也要有

“
抒情

” ，

那

么这种抒情与抒情诗又有何差别呢�更何况小说也照样有抒情
。

周

晓风绕开了这些单纯的
“
内容

”
上的缠绞 �他始终坚持必须将内容

符号化 �
，

利用符
一

号美学知识为我们作了别具一格的解答
。

他提出
，

叙事诗经常运用
“
转喻

”
结构而抒情诗则经常运用

“
隐喻

”
结构

。

类

似的例子在书中还不胜枚举
。

总之
，
这本专著相当严肃认真地讨论

了现代符号诗学中的大量问题
，

既有整体框架上的建构
，
又有细微

诗歌现象的分析梳理
，

闪光的议论俯拾即是
。

其中的一些理论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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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借鉴 了西方符号美学的优秀成果
。

不过看得出来
，

周晓风绝不是
一
个生吞活剥的学者

。

西方的学术成果是启发了他的创造性思维
，

或者说
，

是诗歌与诗学 自身的
“
需要

”
支持着他这种融汇贯通的开

放与借鉴
。

对他思想发展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并不是西方符号美学

的结论和判断
，

而是其中包孕着的那种可贵的科学主义品格
。

这对

中国当代学术重体味轻实证的
“
大而化之

”
的现状

，

恰恰会大有裨

益
。

偏至总是在偏至中克服的
，

科学主义品格与艺术体验的结合
，

或许会推动我们学术活动走向健康
。

在不少人的想象中
，

符号学的论著并不那么
“
好读

” 。

但在阅读

周晓风的这本符号诗学著作时
，

我却没有多少枯涩的感受
。

虽然思

想的紧张度并没有什么减少
，

但却从他朴素的叙述中体味到一种

思想者的生命的旋律
。

它令我感到亲切
，

令我不断产生求知的欲

望
。

这种阅读效果甚至让我自己也多少有点出乎意料
，

但仔细思

之
，

却也在情理之中
。

当一种学问已经成为追求者内在生命的一部

分时
，

它 自身也就洋溢着一种十足的魅力了� 当然
，

如若我们的表

述本身就游离于我们生命的体
口

验
，

一切都是在
“
为学问而学问

” ，

那

么无数隔膜就会产生 一这并不是在为那些疲于思考的读者辩

护
�

而是说
，

什么追求能够使貌似枯涩的学术文字也跳荡着生命的

活水
，

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

当然
，

周晓风在书中所散射的思想火花也不时激发着我 自己

的思考
。

正如周晓风所指出的那样
， “
符号美学所说的诗实际上 已

经是
一

种成功的诗歌艺术符号
” ，

如果我们仅仅以这种
“
已经成功

”

的诗歌美学原则去观察一切水准的现代诗
，

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

替某些鳖脚的诗人和诗作作了
“
开脱

” ，

例如用现代诗歌的
“
晦涩

”

精神替李金发某些不成功的诗作辩护� 再说正如对符号学形成产

生重大影响的索绪尔是 以 自己的语言共时态研究闻名于世的那

样
，

整个符号学似乎都更趋向于取着一种静态的共时研究的立场
，

那么符
一

号诗学又如何来描述诗歌的历史的演变��这种演变的过程

毕竟比
一
句

“
陌生化

”
的概括要复杂得多

之，

�换句话说
，

当我们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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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又不得不面对这种演变中的诗歌�例如中国现代新诗�时
，

符号

诗学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值得注意的是
，

周晓风自己也已经对此有

�较 自觉的认识
，

在书中他多次谈到了
“
符号美学论诗的局限

” ，

这

的确令人感到欣慰
。

因为
，

一个成熟的学者和一个成熟的理论都包

涵着对 自身局限性的体认
。
建构中国的现代诗歌符号美学

，
也需要

我们共同来
“
寻找

”
其中的局限性

，

这便是学术的辩证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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