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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象构建看狄金森诗歌的现代性

戴莉莉,文爱军
¹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  艾米莉# 狄金森的诗歌标志着美国诗歌开始获得现代风貌。从现代诗学意象静态观的角度看, 她的诗歌呈

现出荒诞性、解体性、不定性和冷漠感等典型的现代派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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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米莉 # 狄金森 ( Em ily E lizabeth D ickinson)是美国文

学史上传统诗歌与现代诗歌的分水岭之一。她的诗歌上承

浪漫主义余绪, 下开现代主义先河 [1] ,因其敏锐的感觉、诙谐

的评断、神奇的想象、惊人的意象、简洁的语言和精巧的结构

而自成一格、独放异彩。在这些特点中, 尤以意象的清新奇

特更为突出。

什么是意象? 意象是一幅以词语表现的画,是一种智力

与情感在瞬间的复合体。意象与情趣的契合构成诗的境界。

这种契合有以人情移物理即移情作用和以物理移人情即内

模仿作用两种类型 [ 2]。

传统诗学所谈意象多带封闭意味,即意象涵义固定, 使

不同读者产生大致相同的联想。现代派诗学中,意象被强调

是理解诗意、诗的结构的效果以及诗人主体人格精神的重要

线索。现代派诗中的意象表现出非正常现实性和非普通逻

辑性两大基本特征。概括起来为四大特质:荒诞性、解体性、

不定性、冷漠感。这些特质来自诗人主体对外部世界、现实

人生的个人体验, 与主体深层人格的觉醒,对宇宙人生高层

次的企望相关联。狄金森诗歌中的意象便具有这四种特质。

一  荒诞性

荒诞来自幻想与光明的被剥夺, 来自与宗教的、超自然

的、超经验的本源之间联系的断裂。它表现为 /既无理性,又

荒唐滑稽0 [ 3]。TheM yth of S isyphus中说: /在一个突然被剥

夺了幻想与光明的宇宙中, 人类感到自己是陌生人, 他的存

在实际上是一种不可挽救的流放, ,这种人与生活的分离,

演员和布景的分离, 真正地构成了荒诞的感觉。0

狄金森便是制造这种荒诞感觉的大师。她的不少诗的

意象带给读者的便是那样的感觉。我们不妨读她的诗5这不

是死亡, 因为我能站立6:

It w as not Death, for I stood up,

And a ll the Dead, lie down)

It w as not N ight, fo r a ll the Be lls

Put ou t their Tongues, forNoon.

It w as not Frost, for on my F lesh

I felt S iroccos) craw l)

And yet, it tasted, like them a l,l

The F igures I have seen

Se t order ly, for Bur ia ,l

Rem inded m e, o f m ine)

As if m y life w ere shaven,

And fitted to a fram e,

And cou ld no t b reathew ithout a key,

And . tw as likeM idn ight, som e)

When eve ry th ing that ticked) has stopped)

And Space stares all a round)

Or Gr isly frosts) first Autumn m orns,

Repea l the Beating G round)

But, m ost, like Chaos) S top less) coo l)

W ithout a Chance, o r Spar)

Or even a Repo rt of Land)

To justify) Despa ir. [ 4]

既不是死也不是夜; 既不是霜也不是火, 而是 /我0被剥

夺 /个性0、嵌入框架、没有钥匙便不能呼吸的经历与感受。

谁有过比这更荒诞的想象? 宛如置身荒废、贫瘠之地, 又如

身处荒凉、酷冷之海, 感觉到的只是绝望。不,是比绝望更糟

糕,是没有一点希望。 /我0的希望全部破灭, /我0那可怕的

感觉最终进入了虚无。这正应验了亚伯拉姆的话语: 人生从

虚无开始,走向虚无, 终结于虚无。感受已够荒诞, 而这种感



受却成为一种虚无, 岂不更荒诞?

二  解体

解体就是把事物 ,把世界用思想的解剖刀予以剖析, 深

入到局部作断面或细节性镜头的表现, 给人一个微观世界、

一个肢解了的但又是最清晰或最令人震颤的图像 [ 3]。狄金

森是善于利用自己的笔解剖的。5蟋蟀唱歌 6就是典型一

例。

The cr icke t sang,

And set the sun,

And wo rkm en fin ished

One by one,

The seam the day upon

The low g rass loaded w ith dew,

The tw iligh t stood as strangers do.

W ith hat in hand, po lite and new,

To stay as i,f or go

A vastness, as a ne ighbour cam e,

A w isdom w ithout face or nam e,

A peace, as he wh ispers a t home,

And so the n ight becam e.

诗中意象至少包含了六重解体:

1、视觉意象: 夕阳西下, 一日将尽; 黄昏像生人那样站

着, 最后四行的大写字母 / A0; 2、距离意象: 小草 ) 矮短, 黄

昏 ) 俯视; 3、触觉意象: 小草驮着露珠 ) 让人触到生命的沉

重; 4、动觉意象: 浩瀚走来, 黑夜莅临; 5、听觉意象: 蟋蟀歌

唱, 家庭范围内的宁静; 6、感觉意象: 黄昏恭敬而怯生,小草

势单力薄。生与死的威势, 生与死的和谐 ,尘世的渺小与懦

弱, 死亡的威严与无辜在这六重解体中尽显。

诗人在她的另一首歌5剧痛之后有种死板的感觉6中勾

画了一幅肢解了的图像。原诗如下:

A fter great pa in, a fo rm al feeling com es) A wooden w ay

The N erves s it cerem onious, like Tombs) Regard less

g rown,

The stiff H eart questions w as it H e, that bore, A Quartz

contentm ent, like a stone)

And Y este rday, o r Centu ries before? Th is is the H our o f

Lead)

The feet, mechan ica,l go round) Rem embered, if outlived,

O f G round, or A ir, or Ough t) As F reezing pe rsons, reco-l

lect the Snow

F irst) Chill) then Stupor) then the le tting go

神经在举行葬礼、心灵已然僵硬、双脚已经僵直、路是麻

木呆板的、心情是沉重的, 所有这些意象, 都让人感觉到时

间、场景、肉体的沉重、呆滞。诗人没有着笔于整体意象的加

色, 而是注重局部痛感的显露。通过解体与重组, 诗人将剧

痛、酷冷、迟钝、昏迷、僵直和最终解脱 ( letting go )融为一

体 [ 5] , 让读者获得诗中人的异化感与孤独感。

三  冷漠感

命运是非理性的,它不知善恶为何物,冷漠寡情, 深不可

测。更有甚者,人受命运捉弄往往无能为力, 甚至得不到任

何的慰藉。所以在狄金森看来,世界是冷的 ,太阳是冷的,上

帝那样地无情冷漠,人心也已麻木, 冰冷, 诗歌5显然并不意

外6, 便是例证:

Apparently w ith no surpr ise The b londe Assassin passes

on)

To any happy flowe rThe Sun proceeds unm oved

The F rost beheads it a t it. s play) To m easure o ff another

Day

In acc idental pow er) Fo r an Approv ing God

这首诗叙述的是寒霜 ( F rost)杀害鲜花 ( F low er)这一事

件。刺客 ( the Assassin)杀死了受害者后便溜走了;太阳 ( the

Sun)对此无动于衷, 继续运行, 迎来了第二天, 上帝 ( God)目

睹此事,竟然点头赞许; 受害者本身 ( happy flow er)居然也不

吃惊。本是凶残的屠杀, 而凶手、受害者、目击者、仲裁者表

现的却是沉默与冷漠。这是一件令人感到荒诞的事, 但人便

是生活在这样的荒诞中, 真正感受到自己是陌生人。这里没

有固有的人类真理、价值和意义,没有道德和良心, 人所有的

行动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四  不定性

诗应具有音乐的象征性, 为此,宁可采取那古怪的东西,

那是比较不明确的,能溶化在空气里的,是毫不装模作样的。

不定性来自方法上的象征,更来自现实的空虚和这种空

虚对人的异化。那意象是现实的, 但又是不确定的; 是具体

的,但又是延异的。狄金森的第 670首诗典型地呈现出这种

不定性。

人无须变成一个房间 ) ) ) 鬼魂出没 ) ) )

人无须变成一座宅院 ) ) )

头脑有回廊 ) ) ) 胜于

有形处所 ) ) )

更安全,如果午夜遇上

外界的鬼魂

比起直面内心

冷峻的主人。

更安全,疾驰穿越教堂,

石块间的追逐 ) ) )

比起徒手的,人的自我世界的冲突 ) ) )

在凄凉寂寞中 ) ) )

诗人用戏剧手法使心灵展现鲜明的空间感。记忆恰似

鬼魂,飘荡在空旷的哥特式教堂中, 而人的 /头脑0、/躯体0

乃至 /自我世界0则变成充满 /凄凉0和 /寂寞 0的 /房间 0、

/回廊0或 /宅院0等有形空间, 其中进行着远比鬼魂追逐更

为恐怖的激烈冲撞。

人为何成了房间、宅院, 其中还有鬼魂出没? 鬼魂又是

什么? 是虚无,也是一种异化空气, 是心灵扭曲的表征, 恐惧

的延异。整首诗歌 /置于一个孤立的内心世界中,其中隐藏

着极其危险的因素。0 [ 6]冲突的双方互相 /追逐0, 无法退缩,

无法逃脱。诗中紧张的气氛和经典的恐惧感折射出人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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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虚和对命运抑或死亡的无奈。 /鬼魂0这一飘移的意象

更增强了这种不定感。

尽管狄金森诗歌在形式上与艾略特、庞德等 20世纪现

代主义诗人的风格有很大区别, 但她 /在貌似恪守传统的表

层结构下, 用传统方式表达现代人的心声。0 [7]她 /将风格迥

异的意象集中在同一诗节, 甚至是同一个单词中0, 抛弃了

19世纪诗歌所强调的意象的整体性和一致性, 正因如此, 她

被认为是 /早出生一百五十年的现代主义诗人, 0 [ 8] /是身穿

19世纪长裙的现代主义诗人。0 [ 9]狄金森诗歌的现代性不仅

可以从意象本体观 (静态观 )方面, 而且可以从意象技术观

(动态观 )、语言风格等方面获得证明, 但窥一斑而知全豹,

本文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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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M odernity of D ickinson. s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e Construction

DA I Li- l,i WEN A i- jun

(Hunan University of T echno 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

Abstrac t:  Em ily D ick inson. s poetry ma rks the beg inning of modern ism in theUn ited S tates. The im age construction o f her po-

e try presents typical modern ist features such as fantastica lity, decomposition, uncerta inty and indifference.

K ey words:  Em ily D ickinson;  m odernism;  fantastica lity;  decom position;  uncerta inty;  ind 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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