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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从语言开始
——先锋派诗歌解读

◎王艳敏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 80 年代中期，一些年轻诗人开始在新诗领域进行试验性探索，他们被称为“第三代”诗人或“新生代”诗人。因为

其作品带有先锋性故称“先锋诗”。本文通过对先锋派诗歌的解读以及使其与传统诗歌相比较试图从先锋派诗歌的语言

及其思维方面探讨先锋派诗歌的试验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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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先锋派诗歌承载着最大的对传统诗歌的破坏力量登

上诗坛，褒贬之声就络绎不绝，称赞的认为它体现出改革开

放时期更为复杂多变的现代人躁动不安的灵魂。而批评的

声音则指向它创作的极端化，过分的随意性，消弱了作品的

美学价值①等等。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新事物的诞生与存在不

会因为对它肯定与否定的声音而轻易改变或消失，无论对它

什么看法最好的态度就是先去客观地认识它。

生命意识的觉醒，是先锋诗最根本、最显著的特色，从中

体现出诗歌审美意识的变异。②所以承担这一意识的载体及

其表现形式—语言在先锋派诗歌中的变化就成为先锋诗试

验性特征最重要的一种体现。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将人类的语言表达划分为语

言和言语两类。“语言被表述为人类表达的抽象的理想化的

规则，而言语则是这种规则在具体语境中被使用所呈现的结

果。以此譬喻，如果说日常语言是一种语言规则的话，那么

诗歌语言则可以称为一种在个人经验主导下的日常语言的

特殊形态，是一种言语行为”。③这个结论对于传统诗歌来说

是比较正确的。因为传统诗歌确实在某一程度上以能够打

破语言的规律为美。例如索绪尔曾将语言语词间的组合关

系分为横组合关系和纵组合关系，所谓的横组合关系就是我

们通常所说的语法，是一种规则，关系。而纵组合关系则指

在不违背语法规则的同时，在整个句子内部相应的关系位置

填充什么样的词。如句子的谓语部分可以有很多词充当，但

是要选择一个最恰当的，最能表达说话者意愿的词。所以传

统诗歌为取得最佳效果，往往改变语句的这两种组合关系。

首先在语言的纵组合层面上，王安石的《京口瓜洲》中的诗句

“春风又绿江南岸”其中“绿”字可以用很多词代替比如“到”

“过”“入”“满”，但唯独“绿”最能表达诗人的胸臆。其次在语

言的横组合层面上，“诗歌语言则体现为对日常语言语法规

则的扭曲，这是一种打破惯常的语词搭配的方法，在打乱了

日常语言规则的逻辑关系和语词修饰关系后，根据诗人的具

体个人体验，对语言进行重组的结果。”这一层面主要表现为

语句中词语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语词修饰关系的混乱。例如，

现代诗人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

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报纸落。地图开，

因想起远人的嘱咐/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醒来天欲

暮，无聊，一访友人吧。”）/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

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

自己的名字。/好累啊！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友人带来

了雪意和五点钟。这里“罗马灭亡星”同“远人的嘱咐”乃至

“盆舟”有什么联系？语言形态上没有表白，而“雪意”和“五

点钟”更是让人琢磨不透。④

纵观传统诗歌几乎都在诗歌语言的这两个方面做过很

大的努力，以此达到诗人个人语言能够最大限度地表达他的

胸臆的效果。但先锋派诗歌似乎并未延续这一为诗规律。他

们提倡“日常口语”，提倡“诗到语言为止”，他们反对“在诗歌

的名义下的自我膨胀⋯⋯”⑤也就是说他们追求一种严格的

语法逻辑和朴素的词语所构成的显性的语句组织。如《今天

有人送花》：今天有人送花／你会幸福一天／仿佛空空的花

瓶／已等待了多日／而这一天又是来得如此突然／对于送

花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件小事／她家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退休的父亲每天料理／但她不把花送给别人／因为你们是

朋友／你才得到了这份荣耀／现在房间里插满了鲜花／你

们在里面说话／这是幸福的一天／还有人记得你／你也要

记住她。⑥（韩东）诗中词语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和修饰关系

一目了然，而日常口语也还原到了最原始最朴素的程度。那

么这些诗如此朴素，它们的诗的美感从何而来？也就是说毫

无隐喻毫无想象的句子如何能有诗感？大家都知道诗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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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词语、句子、结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语感，

包括语调语势等。我们可以想象越是毫无修饰毫不华丽的

语句之间的语调、语势其实是越容易彰显，越容易被读者发

觉的。而先锋诗就是通过灌注了生命意识的语感、语调、语

势来追求语言与生命相互融合的美感的。如《有关大雁塔》

（韩东）全篇基调始终是冷漠与茫然，其潜台词是：虽然是名

胜古迹，固然承载很多文化内涵，但是今天的人，今天上去的

人对它又能了解多少，即使有所了解又能怎样，也顶多是上

去一次两次或者跳下来当一回英雄，看看风景，然后下来，消

失在这条大街上。而这首诗的全部诗意就在于这冷漠与茫

然的语调。

先锋派诗歌在其表现形式—语言方面最重日常语言，这

一点与传统诗歌形成鲜明的对比，归其原因，也许我们最应

该关注诗歌及诗人的思维变化，因为任何诗歌都是作者思维

的结果。我们知道伴随着整体社会对自然科学的崇敬，引导

自然科学的实证思维也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思维模式中。而

在实证思维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冥想和畅想’为特征的

形而上学思维”。⑦表现在传统古代汉语诗歌中，就是这类诗

歌“往往视外在的语言为鸡肋，并不太强调语词意象之间的

层次关系。如‘日暮苍山远’中的‘日暮’和‘苍山远’之间并

没有表现为明显的逻辑修饰关系，而是相得益彰地共同彰显

消隐在其后的诗歌主旨。”⑧而现代白话文取代了古代汉语，

要求语句要严格遵守语法逻辑规则就说明现代实证思维已

经取代了之前的行而上思维。但是我们要说，先锋诗歌较之

前的诗歌对实证思维的发挥已经到了一个极端的程度：诗句

语言的组织严格按照语法规则，词语最大限度地靠近日常用

语，毫不夸张修饰，而诗意上更多表现作者当下短暂的朴实

感受，几乎与理想无关。换一句话说，先锋诗歌无论在其表

现形式语言方面还是形式所体现的内容方面都完全体现实

证思维的特点。

本文试图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先锋诗歌的实验性特点。

通过对先锋诗歌的文本细读分析，我们发现先锋诗歌在语言

上比传统古代和现代诗歌在艺术方面走得更远，但却与作者

与读者的生活走得更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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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版.

③④⑦⑧陈爱中 .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第 32，35，42，59 页.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版.

⑤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 252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版.

（上接第 77 页）父饮，谁家去。鱼蟹一时分付。酒无多少醉

为期，彼此不论钱数。”写渔父以所捕得的鱼虾换酒喝，不论

斤记两，只要能喝醉便罢。这才是豪爽豁达的渔民形象！其

他作者也在词中描绘过渔父、采桑女或采莲女的形象，但不

过是文人隐士的化身或带香艳气息的红巾翠袖。苏轼笔下

的农村人物淳厚朴质，充满泥土气息，具有现实主义的客观

性、真实性。其中有老农、小孩、采桑姑、纺织女、踏浪儿、小

贩、渔夫等，无不生动自然，贴近农村生活。唐圭璋、潘君昭

《论苏轼词》：“在苏轼以前，还没有文人采用过这类题材。⋯⋯

虽然不脱地方官口吻，，但它们毕竟是文人词中开倡风气的

篇章。”叶柏村也在《论苏轼对词境的扩大和提高》中说：“在

词中表现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展示平平常常的农村生活画

面，也是从苏轼开始的。”这些学者均认为是苏轼第一次把农

村题材引入词中，这应该是从苏轼描写农村人物的真实性和

对农村生活的真实体验这个角度立论的。不过苏轼的农村

词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之上，也有浪漫主义奇情异思的色彩，

如前述《渔父》组词：

渔父醉，蓑衣舞，醉里却寻归路。轻舟短棹任斜横，醒后

不知何处。（其二）

渔父醒，春江舞，梦断落花飞絮。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

人间千古。（其三）

渔父笑，轻鸥举，漠漠一江风雨。江边骑马是官人，借我

孤舟南渡。（其四）

塑造了一个任情适性，萧闲超逸，忘却物累，无拘无束的

渔父形象，风格飘逸绝尘，具有浪漫主义的的情调。

文人词风格与民间词风格的统一。苏轼的农村词，一方

面具有文人词典雅精美、凝练含蓄、寓意深刻的特点，另一方

面又具有民间词节奏欢快、音韵和谐、回环复沓、一气呵成的

特点。如：《瑞鹧鸪·观潮》：

碧山影里小红旗，侬是江南踏浪儿。拍手欲嘲山简醉，

齐声争唱浪婆词。西行渡口帆初落，渔浦山头日未欹。侬欲

送潮歌底曲？樽前还唱使君诗。

写法别致，以词中人物“踏浪儿”口吻抒情，表现出水上

青年开朗乐观的精神面貌。词中有寄托、有故实、有工稳的

对仗，这是文人词的特点。节奏欢快、音韵铿锵、以方言俗语

入词，又具有民间词的风味。再如前文所举的《减字木兰花》，

作者为着力渲染春情春色，“春”字前后凡七见，不避重复，具

有民歌回环复沓的韵律，烘托了春色撩人、春意盎然之感。苏

轼一生流离转徙，备受磨难，他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向往，化为

对春情春意的浓情描绘，借用民歌明快热烈的手法来抒发愈

挫愈奋的昂扬之情，从而显得朴而愈厚，淡而弥丽。正如苏

辙所论：“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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