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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库乌雾汉语诗歌的现代意象研究
*

叶俊莉
(西昌学院 文化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

四川 西昌 61 5 0 0 0)

[摘 要 ]彝族学者型诗人阿库乌雾以深厚的 民族文化为底蕴
,

借鉴西方意象诗学的理念
,

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 艺术手

法
,

塑造出众多新颖
、

独特
、

韵味深厚的意象
,

既表现了诗人内心 的独特体验
、

诚挚的民族情感
,

又融入 了诗人对现代文化精神

的理性思考
,

体现了诗人对民族文明复归
、

文化繁衍的深切关照
。

该文从象征意象
、

意识流意象
、

变形意象等三个方 面对阿库

乌雾汉语诗歌的现代意象进行研究
。

【关键词」阿库乌雾 ;汉语诗歌 ; 象征意象 ; 意识流意象 ;变形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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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于当代的彝族学者型诗人阿库乌雾
,

既是 现代文化精神的理性思考
,

体现了诗人对民族文明

一个用真诚心灵歌唱的才华横溢 的诗歌吟唱者
,

又 复归
、

文化繁衍的深切关照
。

是一个努力探寻
、

积极实践母语文化的真切关照 一
、

象征意象 :现代文化精神的诗性探索

者
,

还是一个有着冷静思索与睿智眼光的民族文化 以波特莱尔
、

魏尔伦
、

马拉美为代表的早期象

复归的诗性呼唤者
。

于是
,

他的诗歌创作成为了彝 征主义以及以瓦雷里
、

里尔克
、

叶芝
、

艾略特为代表

族当代诗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

研究者众矣
。

的后期象征主义
,

作为 19 世纪
、

20 世纪西方较大的

综观其诗歌创作
,

独具特色的意象是阿库乌雾 文学流派
,

对
“

五四
”

以后至今的中国诗坛产生 了较

诗歌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的承载者与表现者
。

阿 大的影响
。

当代彝族诗人阿库乌雾借鉴象征主义

库乌雾以深厚的民族文化为底蕴
,

既秉承了中国传 文学的创作理念
,

契合本民族的文化特性
,

以当代

统意象诗学的主客观统一的观点
,

又借鉴了西方现 文化的多元视角
,

在其汉语诗歌中创造了大量的象

代主义 (尤其是意象诗学 )的理念和创作手法
,

在其 征意象
。

汉语诗歌里塑造 出众多新颖
、

独特
、

韵味深厚的意 何为象征意象 ? 黑格尔指出
: “

作为象征的形象

象
。

(阿库乌雾对中国传统意象诗学的继承与发展
,

而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由艺术创造出来的作品
,

一

本人已另有专文论述
: 《族群文明的深层延续— 方面见出它自己的特性

,

另一方面显出个别事物的

阿库乌雾汉语诗歌传统意象研究 》 )
。

本文拟对其 更深广的普遍意义而不只是展示这些个别事物本身

汉语诗歌的现代意象作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

… …象征形象仿佛是一种课题
,

要求我们去探索它

与中国传统意象诗学主张
“

意象
”

是客观方面 背后的内在意义
。 ” 口]
美国学者劳

·

坡林认为
: “

象征的

的
“

象
”

与主观方面的
“

意
”

的融合与渗透的观点不 定义可 以粗略地说成是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

同
,

西方意象诗学侧重于意象的主观性
l[] 。

康德在 身
” #[] ,

可见
,

象征意象是具有超越 自身意象内涵的
、

《判断力批判》中强调意象是
“

想象力重新建造出来 暗示作者独特体验的丰富意蕴的一类意象
。

的感性形象
” 「z(] lP 24)

,

象征主义文学中意象派诗歌的 阿库乌雾在 《新时期 四川少数民族诗歌创作

代表诗人庞德在《追溯》一文中认为
,

意象是
“

在一 论》一文中指出
: “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前卫诗人必须

瞬间呈现出智慧和感情的错综复杂的东西
” 「z(] lP 24)

。

在艺术实践当中去努力创构一种超宗教范畴的
,

超

这种注重诗人心灵主观表现的意象诗学
,

深深地影 宗教特性的
,

集民族文化精神美质与时代科学文化

响了既注重诗性浪漫又善于理性思考的彝族诗人 创造为一体的
,

全新的精神境界和崇高理念
。 ” 协〕
阿

阿库乌雾
。

在阿库乌雾的汉语诗歌创作中
,

诗人以 库乌雾的汉语诗歌创作
,

正是他在对传统民族文化

深厚的 民族文化为底蕴
,

借鉴西方意象诗学的理 精神的解构中
,

努力实现对现代文化精神的诗性探

念
,

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
,

塑造出众多的 索
。

而象征意象所具有的丰富的象征
、

暗示韵味
,

象征意象
、

意识流意象
、

变形意象
,

既表现了诗人内 成为诗人探索现代文化精神的主要载体
。

心 的独特体验
、

诚挚的民族情感
,

又融人了诗人对 在《神谕》一诗中
,

诗人用
“

猎枪
”

象征人类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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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生命的掠夺
,

在反思人类 自身生存状态的同时
,

以
“

竹笛
”

象征人类与 自然 (动物 )的和谐相处
: “

在

猎物陷目的深深处 /我倾听古钟的清音 /或是神鼓抑

抑扬扬的硬咽 /奇异地令我祖传的猎枪 /制造悠扬而

恬和的 /竹笛
” 。

在彝族古老的牧猎文化中
,

人与动

物
、

自然之间既是冲突对立的
,

又是相互依存的
。

彝族先民不得不猎取动物生命 以求自身的生存与

繁衍
,

对于自然的这种馈赠
,

彝人是怀了感恩之心

的
,

于是
,

在
“

古钟的清音
”

与
“

神鼓抑抑扬扬的硬

咽
”

中
,

诗人表达了彝人祈盼化
“

猎枪
”

为
“

竹笛
”

的

美好愿望
。

这似乎是悖论的彝族先民对待自然的

态度
,

实则体现的是纯朴的民族智慧
,

诗人在追溯

彝族先民崇尚自然精神的同时
,

也是对现代文化精

神中人与 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
。

在《雪史 》一诗中
,

诗人用
“

雪人
”

这一意象
,

象

征传统文化精神中彝人的民族性格
,

并借以实现在

现代文化精神之下对民族性格的重塑
:

“

有一双青衫似的 巨手 /将一对最早的雪人 /喧闹

地 /塑立 … …多么奇特的雪人呵 /头上有喜鹊做窝 /腰

间有蜜蜂筑巢 /鼻中有丝丝 虫鸣唱 /腋下有觉别鼠奔

突 /脐里有吉紫鸟建巢 /腿间有阿 尔鸟穿梭 /脚背上蚁

穴如野果… … 多么睿智的雪人呵 /那些关于你的凝重

的文字 /开始带着铁沉的翅膀 /怎样在雪水里灌净 火

焰中化解 / 尔后与毕摩深闭的瞳孔里户俏然 内聚… …

雪 开始渗入一个民族的肌理 /从此 冷与暖不再分离
”

诗中
, “

雪
”

的高洁
、

纯净
、

超凡脱俗与
“

火
”

的热

情
、

奔放
、

厚重
“

悄然内聚
”

为
“

雪人
”

内在的品质
,

而

这一对与
“

喜鹊
” “

蜜蜂
” “

虫
” “

觉别鼠
” “

吉紫鸟
” “

阿

尔鸟
” “

蚁穴
”

融为一体的
“

雪人
” ,

正是与 自然和谐

相处的彝族先民纯朴
、

睿智
、

热情
、

旷达
、

善良的民

族性格的象征
。

正如诗人在本诗的题记中说的
:

“

将雪埋掉 /是不可能的
” ,

彝民族这种优良的内在性

格作为集体无意识
,

已留存于彝族的血脉中
,

必将

永久存留
。

可是
,

面对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
、

现代

文明对彝族文明的侵袭
、

彝族民众当下的生存状态

等等
,

民族性格中优秀的品格能否依然传承下去 ?

这令诗人内心无比忧虑
,

在现代社会中重塑 民族性

格的责任感成为诗人努力探索的动力
。

在对现代文化精神的诗性探索中
,

对民族文化

中禁锢人性发展的落后文明
、

特别是对彝族女性的根

深蒂固的文化习俗
,

必然地成为诗人关注的重心
。

在

《童裙》一诗里
,

诗人以彝家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

锅庄

石
, ,

象哑禁锢彝族女孩自由发展的落后文明
:

“

可那多产的女人 /早已用语言和看不见的绳蔚
硬将你捆缚于那弯曲的龋庄石琳开始属于石头的女

人深 i头 却更见沉默不语… …谁说女人不懂得战匆
你决意积水成渊 /淹死 天底下 /所有弯曲的 /锅庄石

, ,

作为落后文明的象征
, “

锅庄石
”

以
“

语言
”

和
“

看不见的绳索
” ,

将彝族女孩
“

捆缚
”

在世代居住的

彝家山寨
,

成为家族生存
、

繁衍的牺牲品
。

更为悲

哀的是
,

母亲自己也是
“

锅庄石
”

捆缚的对象
,

现在却

作为
“

锅庄石
”

的帮凶
,

让女儿继续着彝族妇女可悲的

命定的生活方式
,

成为母亲的继承者
。

诗人内心的伤

痛不言而喻
。

值得庆幸的是
,

新一代的彝族妇女知道

用眼泪来反抗了
, “

决意
”

用泪水
“

淹死 天底下 /所有弯

曲的龋庄石
” ,

这样的反抗虽然是毅然决然地
,

但无

疑也是苍白无力的
。

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改变彝族女

孩难以走出家门的落后现状
、

如何在现代文化精神中

探索彝族女性的地位与生命价值
,

是诗人长期以来一

直在认 真恩索
、

探寻的一个重要课题
。

阿库乌雾在《寓言时代 :
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

歌当代形态》一文中说
:
当代少数民族诗人应该

“

不

可推卸地担当起全面建构本民族当代寓言的文化

历史职责
,

而当代各民族寓言的基本要求就是首先

对本民族旧有的文化传统作全面深刻的反省和批

判
,

在这基础上发出对新的时代精神和 民族精神融

为一体的新的生存精神的渴望和追求
” 「6] 。

诗人正

是在其诗歌创作中
、

在其象征意象的诗性创造中
,

身体力行地承担着作为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这一

历史责任
。

二
、

意识流意象 :思情与言说的潜流
“

意识流
”

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威

廉
·

詹姆斯提出的
,

他认为人的意识分为理性意识

和非理性意识
, “

意识本身并不表现为一些割裂的

片段
。

象
`

锁链
’

或
`

列车
’

这样一些字眼并不能恰

当地描述它最初所表现的状态
。

它并不是什么被

连结起来的东西 ;它是在流动着的
。 `

河
’

或
`

流
’

乃

是最足以逼真地描述它 的比喻
。

此后我们在谈到

它的时候
,

就把它称之为思想流
、

意识流
,

或主观生

活流
。 ” 口]
詹姆斯的这一理论影响到了西方现代主义

文学创作
,

注重人物内心活动
、

描写人物不受理性

逻辑约束的意识感受和思维过程
,

成为
“

意识流
”

文

学创作 (主要是意识流小说 )的主要特点
「8〕( 4P 90)

。

奥

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结构看成是一

个由意识
、

前意识和无意识 (潜意识 )组成的系统
,

肯定并扩大了詹姆斯
“

意识流
”

概念的范围
咚〕(4P 9 , ) ,

这

使人们对 自身的心理意识的理解有了新的突破与

发展
,

扩大了
“

意识流
”

小说创作对人类意识活动进

行探索与挖掘的空间
。

阿库乌雾把詹姆斯及弗洛伊德关于意识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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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引人 自己的诗歌创作中
,

在其汉语诗歌里

创造了一系列描写内心意识活动的意象
,

这里暂且

将它们归结为
“

意识流意象
” 。

这类意象是诗人感

情与思想的外在体现
,

是诗人思情与言说的潜流
。

通过对其意识流意象的分析
,

我们能察悉诗人内心

的情感与意识
,

从而尽量解读阿库乌雾汉语诗歌意

象的深刻意蕴
。

《行咒 》一诗中
,

诗人描摹巫师行咒的语言
,

塑

造了一组意识流意象
:

“

巫师把玩着语言的魔方 /在 日月的鼓沿上 /在女

人的头帕上 /在扫 帚的哀鸣里 /在断篙的伤痕里 /面对

时流面对浩宇/用低沉而悲伦的节奏 /独 自行咒
”

这一组意象中
,

有具体的
`

旧 月
” 、 “

鼓沿
” 、 “

女

人
” 、 “

头帕
” 、 “

扫帚
” 、 “

断篙
” 、 “

时流
” 、 “

浩宇
”

等意

象
,

也有
“

哀鸣
” 、 “

伤痕
” 、 “

节奏
”

等抽象意象
。

诗人

的意识随着巫师的咒语纵横千里
、 “

思接千载
” 「9] ,

从

而体现诗人对彝族个体生命的生存与发展的关注
,

实则也可扩大到对整个人类生命的关照
。

从
`

旧 月

的鼓沿
”

开始
,

诗人借此暗示韶华易逝
、

岁月无情的

感叹
,

再以
“

女人的头帕
” 、 “

扫帚的哀鸣
”

来具体印

证时光在生活琐事中的如飞而过
、

生命的无奈与哀

伤
。

随着诗人意识的流动
,

个体生命在历史长河

中
、

在广阔宇宙间的脆弱与无助加深了诗人内心的

伤感
、

令其扼腕叹息
,

于是有了
“

断篙的伤痕
”

这一

意象的出现
。

随后
,

诗人把意象拉升到无情的
“

时

流
” 、

广阔的
“

浩宇
” ,

这是诗人伤感的背景
,

也是人

类个体生命难以企及的永恒存在
,

因之
,

巫师行咒

的
“

节奏
”

必然是
“

低沉而悲沧
”

的了
。

这是诗人对

当代彝族民众生存状态的深人思索
,

也是诗人对处

于广阔时空中的人类个体生命的深切关照
。

诗人在散文诗《家论》中
,

以一组意识流意象传

达出对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摇摇欲坠的
“

家
”

的眷

恋
、

对失落的家园的向往
:

“

葫芦
、

胎宫
、

堡 垒
、

宫窿
、

地雷
、

丰乳 … … 自古

以来
,

家似蜂巢 ! … …

居于城市之央的家
,

不速之客不 绝于耳 目
:

声之

客
、

气之客
、

形之客
、

意念之客… …蜘蛛
、

娱蛤
、

壁虎
、

蚊虫
、

鼠害都习以为常
,

唯独没有灵牌
,

没有神盒 !

迷路的祖灵

晕车的祖灵

饥饿的祖灵

并无灵性的祖灵
”

诗人以意识的流动塑造了
“

葫芦
” 、 “

胎宫
” 、 “

堡

垒
” 、 “

育窿
” 、 “

地雷
” 、 “

丰乳
”

这一组意象
,

这是来自

诗人记忆中的
、

彝人曾经生活其中的
“

家
”

的一组代

名词
,

暗示着
“

家
”

的存在要素— 房屋
、

男人
、

女

人
、

圆满
。

诗人对家园的无比眷恋之情跃然纸上
。

接着
,

诗人的意识回到当下生存于都市的
“

家
” ,

以

意识的流动幻化出一系列
“

不速之客
”

的意象
:
有城

市中的喧嚣之
“

声
” 、

浑浊之
“

气
” 、

众多的
“

形
” 、

纷繁

复杂的
“

意念
” ,

还有生活中
“

习以为常
”

的
“

蜘蛛
” 、

“

娱蛤
” 、 “

壁虎
” 、 “

蚊虫
” 、 “

鼠害
” ,

这些意象的组合

形成了对
“

家
”

的侵扰与占有
,

这是在城市中迷失了

本性的
“

家
” 。

在此基础上
,

诗人的意识再次深人
,

“

家
”

中
“

唯独没有灵牌
,

没有神完
” ,

对于灵魂崇拜
、

祖先崇拜贯穿于精神生活始终的彝人来说
, “

灵牌
”

与
“

神完
”

是彝人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物象
,

二者的

缺失意味着彝人精神家园的迷失
。

于是
,

诗人的意

识流动到曾经荫庇后代
、

降福后人的
“

祖灵
” ,

由于

城市中的
“

家
”

中没有了
“

灵牌
”

与
“

神完
” , “

祖灵
”

也

便成为
“

迷路
” 、 “

晕车
” 、 “

饥饿
”

的了
,

以致丧失了灵

性
。

综观此文
,

诗人在似梦吃般的意识的流动中塑

造了不平凡的一组意象
,

并将诗人对彝族精神家园

复归的强烈向往寄寓其中
。

西方
“

意识流
”

创作手法主要用于小说的创作

中
,

阿库乌雾能在诗歌创作中运用意识流手法进行

意象的创造
,

并结合民族文化
、

民族生命意志进行

深人探寻
,

且有所成
,

这是难能可贵的
。

三
、

变形意象 :
荒诞诡奇的诗美创造

19 世纪末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
,

为了表现西方

现代人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悲观主义
,

反映
“

人与社

会
、

人与人
、

人与现代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
、

人与自

我 的全面异化
” 「8〕(4P 42)

,

往往采用荒诞
、

怪异
、

变形等

多种手法来折射 内心 的真实
、

表现人们的精神状

态
。

尽管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带有明显的西方

社会的烙印
,

语意朦胧晦涩
、

模糊怪诞
,

但它在艺术

手法上 的开拓
、

创新与突破
,

对其后的文学创作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
。

阿库乌雾的汉语诗歌创作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荒

诞
、

变形的艺术手法
,

结合彝族传统诗歌善用比喻
、

起

兴等表现手法元素
,

以独具匠心的智慧创造出众多新

颖
、

荒诞
、

诡奇的变形意象
。

这类意象是对诗人内心

情感的真实描摹
,

其中一些意象还表现了当现实与心

灵无法契合时诗人灵魂深处的孤寂与伤感
。

如《人鸟》诗中的
“

人鸟
” 、 “

鸟人
”

两个意象
:

“

都市里的老人 /有一种特别的养老方式 /设法

觅一鸟 /是否属于名类并不紧要 /为的是 日 日有鸟可

养 /并渐渐寄情于鸟 /又牢牢将鸟囚于笼里 /于是 鸟

逐 日变成人的异体 /名之曰 :

人鸟 /人逐 日变成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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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体 /名之曰 :

鸟人
”

诗人创造了鸟逐 日异化而成的
“

人鸟
”

和人逐

日异化而成的
“

鸟人
”

这两个变形的意象
,

揭示了人

和鸟异化的原因— 老人与鸟的相依为命
,

表现了

当今社会的老年人老无所依
、

老无所养的孤独与落

寞
,

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
老龄化 日趋严重的当

今社会
,

如何真正关注老年人的生活与精神需求 ?

诗人在散文诗《雨蛇》中
,

塑造了
“

雨蛇
”

这一诡

奇的意象
:

“

雨蛇
,

冲灌我
,

洗洗我
,

我定能 以冲灌和洗洗

的方式来安身立命
。

雨蛇
,

吞食我
,

咀嚼我
,

我终会

在吞食和咀嚼 中脱壳
。

… … 蝮蛇猖撅的年代离开

画 面
,

画面之外
,

城池如蝇蚁
,

盘错交织的街巷开始

让人兽丧失方位能力
,

雨蛇
,

最后 的稻草
,

紧紧地连

接我梦中一黑一 白的 飞毡
。 ”

诗人赋予了
“

雨蛇
”

这一意象作为生活于当代

社会的
、

精神 日益贫乏的人们寻求精神救赎的
“

稻

草
”

的深刻意蕴
,

也体现了诗人在寻求现代人精神

家园的过程中必然的痛苦与艰难
。

再如《灵犀》诗中
,

在
“

天空不曾被深深凝望的云

团上
” “

种植
”

的
“

山花烂漫
”

的
“

泪滴
” ,

已经不同于传

统诗歌和具体生活中的泪滴了
,

它是民族精神中
“

纯

然如泉
”

的生命意志被
“

阳光
” “

无情地炙烤
”

后留下的

感伤 ;《雨城》诗中
,

诗人塑造的
“

雨是长在天上的树
”

这一
“

雨
”

的意象
,

表达了诗人对洗灌城市污秽的清纯

之泉的渴望
,

也揭示出这种清纯的力量只能植根于天

空
、

只能来自神灵无比接近的天空
。

阿库汉语诗歌中

类似的意象还有很多
,

不一而足
。

阿库乌雾汉语诗歌中荒诞诡奇的变形意象
,

既

是诗人真实心灵的外在表现
,

也是其诗美创造的独

特体现
,

读之回味无穷
。

俄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说
: “

诗歌具

有一种超凡的力量
,

通过崇高的感觉
,

把人类精神

向上天提升
,

它靠一般美丽的
、

鬼斧神工的形象在

人们心里唤起这种感觉
。 ” 「, ll0] 可库乌雾的诗歌创作

,

正是通过一系列
“

鬼斧神工
”

的意象创造
,

实现着其

诗歌在当下社会
“

把人类精神向上天提升
”

的超凡

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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