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诗歌是文学各种类型中最早的文体形式，也是

人们传颂最多的文化载体。作为诗人，按美国著名

文学家、评论家及诗人爱默生的话说，诗人是智

者。诗人能够在并不大的空间里，以精短的语言来

表达对社会现象、人们心理及个人的观点和看法。

不管时代如何发展与变化，诗歌都是在历史的境遇

中去演示了历史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在某种程度上

揭示了历史境遇中的各种社会矛盾与社会现实。

诚然，诗人在诗歌思想的表达上有积极的，也有消

极的，但诗歌无论如何也是历史的一面镜子，给予

后人通过诗歌的表达来窥探历史中存在的社会现

实与矛盾，这就体现出了诗歌存在的最大张力与存

在的价值。无论是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还是现

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都成为人们了

解历史及当时社会的一个窗口。

诗歌作为诗人对社会现象与矛盾揭示的一种

形式，同时，也是诗人在精神上对社会现实的一种

逃避，从而成为诗人在精神上的一种寄托与安慰。

诗歌是诗人对社会现实在精神上的映像投射，也是

诗人对社会现象在心理上的宣泄。诗人诗歌的价

值体现在诗歌的社会承认度上，人们精神的共鸣

上，在这样的背景下，诗歌的内在张力得到了最大

的彰显，必然在社会中产生必要的影响，从而带来

相应的社会效应，尤其是针对社会现实或社会现象

的诗歌。这种“共振”现象成为人们精神上的寄托，

也成为人们现实逃避的乐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发展中体现出各种社

会矛盾与现实，不同的历史境遇将在不同程度上去

刺激着诗人的心灵、灵魂与对社会现实的创作灵

感，诗人以诗作为个人对社会抨击的武器，在诗歌

中表达个人的思想、观点，去宣泄个人的感情，以此

来寄托个人的精神与感情。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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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各方面的影响，作为诗
歌，尤其是针对社会现实的诗歌，同样在精短的言
语中去表达诗人的观点与感情，也在体现着对社会
的关注与个人的焦虑。诗歌表述中针对现实的抨
击，也会含有诗人个人表达的理想主义，这些诗歌
思想在诗歌中的体现也是必然的。

本文所讨论的论题是从时代背景的角度去探
讨诗歌所创作出的潜在存在的现实主义，尽管朦胧
诗与英语后现代诗歌是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的文
学表现形式，但二者在探讨和情感的宣泄方面是殊
途同归的，这也是诗人的社会责任与历史担当的体
现。从诗歌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创作来看，人们可
以在诗歌创作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甚至军事等方面
去窥视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人们思想在背景影响
下的形成与发展，这是文学作品，抑或是诗歌所能
体现的内在张力与社会作用。

本论题将中国朦胧诗歌与英语后现代诗歌结
合在一起进行考察，主要是站在跨文化的视野与角
度去窥探二者在历史境遇下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在
全球化的过程中，给人们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辩证的
思考与理解当时历史境遇中所出现的文化现象与
诗人思想中所存在的理念与看法。在过去的研究
中，仅看到对英语后现代诗歌的个体或一定理论上
的研究，看到国内对朦胧诗歌或诗人的个体研究，
在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论述方面还尚未寻得。
故而，站在历史的背景下，试图从主要的背景、思
想、文体等角度去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也算是在
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尝试。

二、中国朦胧诗歌与英语后现代诗歌的背景
比较

中国朦胧诗歌的产生有着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诗歌创作的精神素
材。中国自“大跃进”以来，尤其是十年浩劫的“文
化大革命”给人们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压抑，“极左”
思想在当时主导了整个中国大陆人们的精神，知识的
发展与获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给知识界人们精
神赋予了极大的限制，也让这些人在知识的发展上陷
入了空白，大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
无产阶级教育，这样的历史境遇是政治主导而生成
的，就是这样的主导使人们的思想与精神落入了绝望
与苍白之中。十年浩劫在1976年结束，1978年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也开启了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此来正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
过程中所经历的事件，从而得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的结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朦胧诗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
中国朦胧诗是一股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

下产生的现代主义诗潮，诗人们在饱受“文化大革
命”的洗礼之后，用诗歌去表达了个人情感上的宣
泄与思想上的呐喊，同时也对未来充满着憧憬与希
望。这批诗人以诗歌为思想与情感的载体，对“文
化大革命”极左思想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对未来给
予了希望，尽管一些诗歌存在着消极、悲观的思想，
但也对“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结果进行了反思；一些
诗歌在反思的基础上，也在“文革”毁灭的废墟上去
寻求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中国朦胧诗以海子、舒
婷、北岛、顾城、杨炼、芒克、江河等为代表，他们成
为了当时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反思的代言人。这
些诗人大都生于20世纪50年代，大都经历了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大都到农村去接受了无产阶
级教育，对于“文化大革命”而言，这是一批最有发
言权的经历者。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文
革”阴霾般的政治氛围中去饱受了精神上的折磨与
对未来的失望与怀疑，而且，同时在这样的背景下
也孕育了这些知识青年在逆境中所树立起来的强
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与社会责任感，他们需要以自己
的诗歌为社会发展与人们精神上的失落去呐喊，成
为当时社会的代言人，不管诗歌表达的思想是消极
还是积极，在当时，他们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
成为人们精神上的寄托与心理的安慰，同时，也成
为当时人们精神上的追求。

英语的后现代主义诗歌主要以美国为源点，后
传至欧洲、亚洲及其他地区。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
主要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在20世纪50
年代开始逐渐成为美国诗坛诗歌创作的主流形
式。随着美国利用一、二战中所发的战争财的累
积，给予了美国经济基础的积累；随着科技的迅猛
发展，导致了人们生活上丰富；随着弗洛伊德和荣
格心理学在美国的传播和应用，人们的认知、思维
和视野得到了拓展；西方的道德原则在纳粹主义、
大众灭绝的思想中日益受到破坏；美国在二战末期
中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让人们思想和
精神处于焦虑和恐惧之中；美国20世纪60年代发
起的越南战争引起国内的反战运动，使人们对未来
和平产生怀疑和失落；美国国内的黑人运动和女性
运动，让人们开始正视社会的平等与公平；社会在
促使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对自然界生态造成的破
坏；社会人们在价值观的取向上出现的多元，使得
人们对社会产生了更多的失落与怀疑；美国政府极
右思想的“麦卡锡主义”在社会的实行，让人们思想
处于恐惧之中。掺杂着多种因素的美国社会，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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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思想与精神上陷入一种无助、恐惧、失落且
怀疑的状态中。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诗坛上出现了
旧金山派、纽约派、黑山派等不同的诗歌创作团体，
这些团体都是对当时现代主义的一个强大的逆袭。

以金斯伯格、休斯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诗歌
创作者成为当时美国社会人们思想与精神上的代
言人，他们对现代主义置于否定之中，因为社会各
种现象的凸显，他们不相信传统，他们以个人对社
会的理解与看法，站在较为极端的角度，以诗歌的
方式去抨击和批评社会的杂乱，以诗歌的混搭来映
射社会的混乱与无章。

中国朦胧诗歌与英语后现代诗歌都是在不同
的社会、不同的意识状态下在不同的国家出现的诗
潮，尽管有着不同的历史境遇，但诗潮的产生是与
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是分不开的。这些政治与经
济的影响，对人们在思维与精神上的影响是具有某
种决定意义的。作为诗人来说，他们都是利用诗歌
这个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来抒发个人的对社会变
迁与变化的情感与宣泄。站在跨文化的角度去理
解东西方文化当代诗潮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变化是
十分重要的。

三、中国朦胧诗歌与英语后现代诗歌思想比较

诗歌创作的源泉有着外在客观因素的刺激，而
外在客观因素在诗人精神上的映像以诗歌载体的
方式形成了诗人思想及其作品的外在主观投射。

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朦胧诗歌，在
诗歌创作思想上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影响，而在当
时，时逢中国刚从“文革”的废墟瓦砾中去重拾国家
自信的时候，社会开始在反省中为国家和人们精神
上的发展寻求道路。当然，在“文革”的影响下，人
们思想中也存在着对未来的怀疑与心理上内在的
恐惧。在诗歌创作上，朦胧诗人以对时代所发生的
事件进行反思的，并带有思想上再一次启蒙的方式
来宣泄他们的思想与表达他们的情感与思想。同
时，朦胧诗歌派的诗人也期望他们在诗歌中表达的
思想与情感能在人们的思想与感情中带来共振，从
而以诗歌的方式去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与反省，甚至
带来觉醒所形成的诗歌张力。

1978年12月23日，北岛、芒克等人在北京创办
了刊物《今天》，以此作为诗人们的平台来代言对当
时社会的批判。北岛说：“诗是火。”（北岛 1980：9）
江河说：“斗争是我的主题。”（江河 1979：3）杨炼也
说：“我的使命就是表现这个时代，——对于我，观
察、思考中国的现实，为中国人民的命运斗争是理
所当然的事情。”（杨炼 1980：1）从这些朦胧诗代表

人的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逆境中孕育的社
会意识与责任，迫使他们将曾有的失落、怀疑、愤怒，
对当时社会的谴责以及对未来的愿望通过诗歌去宣
泄，去唤醒人们的意识。虽在“文革”结束时，“左倾”
思想仍然还是人们意识上的主流，但朦胧诗的出现却
给人们带来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清风。

评论家章明在其评论文《令人气闷的“朦胧”》
中写道：“我对上述一类的诗不用别的形容词，只用

‘朦胧’二字，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
吧。”（章明 1980：8）尽管对于这些代言人的诗歌来
说，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称谓，但缘于当时时代的
背景，以“朦胧”二字来命名也能体现出当时人们精
神上夹杂怀疑与希望的思想状况。

而美国的后现代诗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时逐步发展成为美国
诗坛的主流。在社会背景影响下，诗歌的创作也走
向了以非理性主义思想为创作基础的诗歌表现形
式，以开放型的形式去否定，以艾略特为代表的“只
植根于头脑”的智性诗，否定新批评派和新形式主
义诗人封闭型的艺术创作形式，从而形成了后现代
诗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由于美国后现代诗歌创
作具有很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因此，在新的艺术
形式中出现了垮掉派、自白派、黑山派、纽约派、深
层意象派和语言诗派等流派。这些流派本着对现
代主义诗歌的否定与反叛，本着思想理念中诗歌的
开放性与包容性去积极地寻找着富有弹性的新的
诗歌艺术形式。他们对社会持有怀疑，但又具有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有强烈的正义感与战斗性，
但又流露出对现实的认可与无奈的情感；他们大胆
地揭露内心世界，抛弃了现代主义诗歌的“人格面
具”，直接去探究人之本性。

因此，我们可以将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名言
“不表现思想，但描写事物”（张子清 1995：530）视作
是美国后现代诗歌发展的思想基础，将美国黑山派
诗人奥尔森在其诗歌《放射诗》中提到的“后现代”
理念视作对现代主义的公开反叛，是反传统的，也
可视作后现代诗歌创作与发展的纲领。美国后现
代诗歌在诗体的表现形式上呈现多样化，菱形，悬
垂行，诗词分散性，在诗歌内容上采取口语化，诗歌
创作手段上采取粘贴，复制等，其目的是以诗歌表
现形式上的混搭来抨击社会的无序。

中国朦胧诗歌与美国后现代诗歌分别在不同
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二者的产生原因有所不同，但
在思想与行为上却是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一种责
任感，诗歌的创作形式也有不同，但在思想和情感
的表达上却是殊途同归的。虽然一个是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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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一个是后现代主义诗歌，在思想创作上有所
不同，但从社会发展领域去看待二者的表述，在某
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思想、
邪恶、人们精神的堕落、失望、疑惑等方面的质疑，
同时也是在思想上对人们的一种唤醒。二者诗歌
的最终目的就是在诗歌思想的影响下去担负起诗
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良知。

诚然，二者在诗歌创作思想上的指导是大相径
庭的。朦胧派是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承
认超验的本体论，真理一元化，重视事物的普遍性、
世界性，能自觉将杂乱的生活现象组织成一个有机
的整体，并能道出其中的意义；而后现代反对超验
本体论，承认真理多元化或无结论，重视事物的特
殊性、地域性，认为创作不必寻求杂乱现象的统一，
更不必将其结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来传达一个固
定的意义等。在创作思想这点上，朦胧派与后现代
诗歌具有了异性。

四、中国朦胧诗与美国后现代诗歌诗例对比

中国朦胧诗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延续到
80年代末，它是中国在经历的“文革”之后，一批生
于20世纪50年代的诗人以诗歌的方式来反射社会
给人们思想所带来的迷惑，对当时社会人们思想上
存在的“极左”思想的一种批评与谴责，诗歌中有失
望，也有对未来的希望。朦胧诗存在的时间不长，
但却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巨大的文化符号，
它是当时社会存在的现实在诗人思想中的反映，诗
歌成了诗人宣泄思想的一个载体，从某种程度上
说，也是诗人以诗歌的方式向世人倾诉着客观现实
在他们思想上主观反映出的思想故事。这种思想
故事的讲述也是诗人社会责任感的一种表达。例
如，朦胧派诗人顾城的《小巷》“小巷/又弯又长/没有
门/没有窗/你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顾城
2009：104）又弯又长的小巷里，没有门和窗，虽然手
里拿着一把旧钥匙，却无奈地只能敲打着小巷里厚
厚的墙壁。小巷的弯长意味着道路的迷茫，似乎没
有尽头，有旧钥匙，却是在一条无窗无门也无人居
住的有着厚厚墙壁的小巷，或许旧钥匙也就是开启
新希望的一个寄托。该诗中的意象小巷、门、窗、钥
匙、墙成了贯穿诗歌的节点，表达了诗人对社会的
迷茫，但也看到希望的思想。又如，朦胧派诗人海
子的《煤堆》“煤堆/闯进冬天的/黑色主人/拉着大家
的手/径直走进房屋////火/闪着光////把病牛牵进
来！/它像一片又瘦又长的树叶/落上稻草：唉，这没
有泥土的日子/但是煤说：/火/闪着光”（海子 2009：
72-73）海子于1989年3月26日的黄昏自杀，这也成

为中国朦胧派诗歌结束的标志。对于海子的死各
有评说，但从海子的《煤堆》诗中可窥视出海子对现
实的失望，但也充满着希望，因为黑色的煤带来的
火仍然在闪着光，而这“光”是黑暗中的希望。朦胧
派诗人及他们的诗歌还有很多，但在当时时代背景
下，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思想与理念，他们大都以意
识流的风格来评述自己思维的故事，也成就了中国
诗歌史上的一段历史。

同样，美国后现代诗歌诗人，如同文章第二节
所述，诗人也以诗歌的方式来反映着他们自己的思
想故事，不管是讽刺、谴责也好，还是失望、背离传
统也好，美国后现代诗歌看似杂乱无章的表面下，
却存在着诗人对社会发展与社会发展给人们思想
上带来的混乱而感到不安与焦虑，社会乱象以诗人
从结构思想的现代主义瞬化变成了解构思想的后
现代主义，诗人们以诗歌的内容，诗歌语言的新奇，
诗歌描写的角度，甚至诗歌的外形来表达了对社会
的不满以及对当时美国社会的一种强烈的逆反心
理。例如，垮掉派诗人的代表人物金斯堡在其著名
诗歌《嚎叫》的开始就表现出了对当时社会现实的
一种鄙视与不满，“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被
疯狂毁坏，/饿着肚子歇斯底里赤身裸体，/拂晓时拖
着脚步穿过黑人街道找一针/够劲儿的毒品。......”
（王卓，孙筱珍 2003：2）金斯堡的《嚎叫》以麻木，嬉
皮士的方式来表达了对美国社会的强烈不满，也被
视作是美国后现代诗歌对当时美国社会的一种呐
喊。又如，垮掉派女诗人安妮·沃尔德曼的长诗《快
讲女》，共600多行，而大多数行都是“我是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女人”这样的诗行，“我是一个呐喊的女人/
我是一个说话的女人/我是一个有情调的女人/我是
一个无懈可击的女人/我是一个有情欲的女人/我是一
个柔顺的女人/我是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我是一个着
时装的女人/我是一个开小汽车的女人/......”（郭继德
主编 2006：422）等，表达了诗人对社会女性不公，社
会现实压抑的不满，用这种平淡无奇的口头语言来讽
刺社会进步中本应考虑的人之本性问题等。

中国朦胧派与美国后现代诗歌都是在一定的
社会发展过程中而产生的，都分别成为了中美两国
诗歌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文化符号，东方中国
的含蓄与西方美国的率直、大胆在两国20世纪诗歌
发展中都得到了体现，但诗人精神上的共性与社会
责任的共性却是殊途同归的。

五、结语

中国朦胧诗歌与美国后现代诗歌皆是在二十
世纪不同年代、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背景情况下

赵 彤：中国朦胧诗歌与英语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比较研究 ·· 103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1卷

产生的一种文学流派，抑或是文学思想。它们在某
种程度上都反映了特定时代背景所产生的特定时
代的思想，甚至在相当的时间内成为人们思想疑
惑、迷茫、寻觅的代言人，这样的历史境遇给予了诗
人对于历史时代的感知与认知，诗人们以诗歌的方
式来表达对社会的看法与观点，不管是诗人们情感
的外泄，还是诗人们对社会的认知，二者所代表的
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中美国家所对应的一定
历史的记录与写照。

中国朦胧诗歌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思想在中
国的延续与表达，带有强烈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
传统性与内在的张扬性；同时，中国朦胧诗歌在诗
歌表现的运行中也含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含蓄性，
中庸性，但在诗歌表现的形式上，朦胧诗歌以含蓄、
隐喻、暗指与象征的手法来宣泄了诗人们对“文革”
后人们思想上的失落与迷惑，也在影射的表现手法
中去憧憬对未来的向往与追求。诚然，朦胧诗歌在
思想上表现了诗人们对“文革”带来的社会现实的
强烈不满，跨时空地掀起一种思想上的幻想与对社
会现实的鄙弃与讽刺，在诗歌的意境中去体现诗人
们梦的开始。事实上，这种手法在更大程度上体现
了诗人们思想上的追寻，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
的，即使人们在思想上存在着迷茫与失落，但朦胧
诗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了人们，尤其当时青
年人思想上的一种寄托，成为人们对过去的不屑，
对未来充满信心与期望的一种思想上的朦胧状态。

美国后现代诗歌发生在“二战”之后，主要体现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如上文所述，出
于不同原因所带来的人们思想的变化，对美国，甚
至世界的未来产生了质疑与怀疑，对美国当时的现

实给予了强烈的不满，在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反
应。当时的中国还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中，而作为
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思想的自由性上是外
向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人们在诗歌创作的
表现性上显得外向，直接地针对美国当时的社会现
实进行讽刺与鞭挞，甚至以诗歌外在的格式来讽刺
社会的不堪与乱象。诗人们在思想上的自我放纵、
行为上自我放逐在当时都成为诗人们精神上的主
流。诗人们抛弃传统文学的束缚，否定诗歌的传统
性，在思想与精神上追寻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
歌与十八世纪新古典诗歌的创作思想模式，尤其是
前者。诗人们在自我的角度中去检视着当时的美
国社会现实，以诗歌创作的粘贴、拼画、无诗歌的延
续性、颠覆诗歌的内容、任意性强，同时，多采取矛
盾写作手法等手段来表现诗人们的精神、思想与观
点，以上述的方法来现实性地批判美国的社会现实
与人们精神上的失落与怀疑。

中国朦胧诗歌与英语后现代诗歌，尤其是以美
国为代表的后现代诗歌进行比较研究是站在全球
化的背景下，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基础上，以跨视野
的视角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进行了几个方面的研究
讨论。诚然，在国内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与
论文还为数不多，本着考察研究，拓展视野，丰富跨
文化内涵研究的目的，本文以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
和美国较为明显的诗歌流派或诗歌思想为研究对
象，对二者产生的时间、背景、思想等几个主要特质
进行了比较考证，文中自有诸多不足之处，还需在
未来的研究中去加以夯实，以待该方面的研究能在
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相互的认知中去取得一定
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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