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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ꎬ中国当代诗歌迎来语言的审美转向ꎬ“拒绝隐喻”的诗歌语言风暴甚嚣尘上ꎮ 作为

“朦胧诗人”之一的杨炼ꎬ在其出国后仍旧醉心创作ꎬ并一以贯之地坚持将笔触最大程度地深入人类处境的诗歌艺术追求ꎮ 杨

炼的海外诗歌充分呈现了语言的内在张力所创建的韵致深远的诗意空间ꎬ诗人精于运用隐喻并融入个体经验的生命体验ꎬ创
造了不同于国内诗坛倾向平面化叙事性风格诗歌语言的“后朦胧”诗语ꎬ取得了独有的艺术成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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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朦胧诗”曾引发了诗歌评论界巨大的争议ꎬ«令
人气闷的朦胧»«从朦胧到晦涩»等文都对“朦胧诗”
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ꎬ作为“朦胧五诗人”之一的杨

炼以及他的诗歌自然也无法幸免ꎮ 但今天我们更倾

向于将“朦胧诗”这一概念视为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强

加于这些诗人诗作的一个美学命名ꎮ 杨炼说“朦胧诗

时期的诗歌是很难让人满意的” [１]３７７显然不是对这些

批判的妥协ꎬ所谓“朦胧”ꎬ毋宁说是对诗歌本身的回

归ꎬ对个人抒写的回归ꎬ杨炼的不满意在于ꎬ那时的诗

歌回归得过于表面ꎮ 因而ꎬ即便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

期国内诗坛“拒绝隐喻”的诗歌语言风暴甚嚣尘上ꎬ
即便远离中国与中文四海漂流近三十载ꎬ但将笔触最

大程度地深入人类处境是杨炼一以贯之的诗歌追求ꎮ
因此ꎬ在他的诗歌里几乎不可能出现任何浅显直白的

语言ꎬ因独特的异国生活经历ꎬ其海外诗歌充满了生

命体验的个人呈现以及字字珠玑的孤独冥思ꎬ反而变

得愈加不易理解ꎮ 但如燕卜荪所说ꎬ“朦胧”本就是

诗歌语言的特点ꎬ是诗之为诗的根本ꎬ因而诗人也就

“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具涵容性、暗示性和间接性ꎬ以便

强使———如果需要打乱———语言以适合自己的意

思” [２]ꎮ 笔者私以为杨炼海外诗歌语言(除少数带有

实验性质的诗歌较为晦涩难懂外)蕴涵丰富ꎬ曲径通

幽ꎬ读来婉转隐晦ꎬ意味无穷ꎮ

一　 诗歌语言的内在张力

诗歌的“张力”理论由新批评派阵营的美国学

者艾伦退特最早提出ꎬ“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

指它的张力( ｔｅｎｓｉｏｎ)ꎬ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

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 [３]ꎮ 退特所说的“外延”
是指“名词的词典意义”ꎬ而“内涵”则指“感情色彩

或暗示意义”ꎮ 诗歌张力是诗歌文本中的矛盾因素

所形成的对立或对比中“产生出的某种呈现无限延

伸、扩展趋势的力” [４]ꎬ也可以理解为感性与理性的

有机结合ꎮ 我们对诗歌张力的考察更多是集中在结

构层面的ꎬ而具体到语言问题上ꎬ笔者认为ꎬ杨炼海

外诗歌语言隐晦多义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诗歌语言的

内在张力ꎬ表现为诗语的跳跃ꎮ
语言在表达过程中所出现的空白或断裂即为诗

歌语言的跳跃性ꎬ同时ꎬ语言的内在意义产生并列或

转折ꎮ 杨炼海外诗歌语言的跳跃有两种最明显的呈

现形式ꎬ第一种是时空的跳跃ꎮ 例如诗人曾将出国

早期漂泊过的数个城市的风情一一写入«构成的地

点»这首诗中:“悬崖下面才是花园 死火山是奥

克兰磨亮了海鸥叫声中血淋淋的斧头是悉尼挂

在牡蛎的阳台下是纽约拍卖给黄色溃烂的

雪是雪橇上的柏林总在滑向午夜悬崖 摔

进伦敦的天空ꎮ”诗中还出现了巴黎、布拉格、
维也纳、洛杉矶和布鲁克林等地ꎬ这些都是杨炼漂流

岁月中到达过的坐标点ꎬ而风霜十年ꎬ这些地点已然

构成诗人生命轨迹的轮回ꎬ仿佛都是一个地点ꎬ诗人

的窗户没有时间ꎬ这些地点ꎬ这些年ꎬ最终让诗人找

回“自己灾难的经历”ꎮ 整首诗六节二十七行ꎬ却涵



括了极大的内容ꎬ让读者仿佛亲历诗人“急急奔赴”
一个个“毁灭的地点”的异域岁月ꎮ «十年» «双城

记» «开封» «对位与回旋» 以及«水薄荷叙事诗»
(三)与(五)等诗作也都极富时空的跳跃感ꎮ 第二

种诗语跳跃性的呈现是情感的跳跃ꎬ诗语跳跃从本

质上看就是“情感的跳跃、思维的跳跃”ꎬ跳跃幅度

无论多大ꎬ “总有内在的情绪红线把它们贯穿起

来” [５]３２７ꎮ “当每一座医院都被花园包扎成礼品 /伤
口在阳光下多么鲜艳多么茂盛” («这个下午的花

园»)ꎬ“唯一忍住狂暴内心的 只有田野 /逃得更远

时 四月嗅出了血液”(«黑暗们(一)»)ꎬ“飘雪的日

子最像一页诗稿 /每个字是只小动物 玲珑的触角 /
没用过就钝了 一下午的心渐渐揉皱 /渐渐濡湿成泥

土 那所灰暗的学校” («诗学»)ꎮ 杨炼海外诗

歌中情感急剧跳转甚至是前后矛盾的情况尤为常

见ꎬ制造出剧烈的情感冲击ꎬ语言跳跃且充满弹性与

张力ꎮ
那么ꎬ如何营造诗语的跳跃ꎬ扩充诗歌张力? 杨

炼显然颇富经验ꎮ 首先ꎬ是有意识地运用留白与跨

行来切割语言ꎬ这是与处理急促跳跃的诗歌节奏相

同的手法ꎬ造成诗意的断裂ꎬ语言的跃动ꎬ在«向东

的列车»一诗中尤为突出ꎮ “森林 森林 森林 /突然

大地来了大地 向东 向裸着的隐私 /你身上的

玉米田搂住曼德尔施塔姆一首诗里烂掉的集中

营 假牙 卡庭制服的 /弹洞 你嫩嫩着火的器官比华

沙深一点穿过圣经 穿过俄语 向你就追上 /你
所有噩耗到家的小站 北京”ꎮ 这是一次身体的回

家ꎬ从德国ꎬ向东ꎬ穿越波兰、俄罗斯ꎬ穿越森林、大
地ꎬ穿越墓碑、教堂ꎬ穿越玉米田、集中营ꎬ更是一条

精神的归途ꎬ穿越圣经、俄语ꎬ穿越时间、文化ꎬ只为

追寻曼德尔施塔姆的足迹ꎬ追寻对诗与真的艺术坚

持ꎮ 全诗两行一节ꎬ刻意的留白与换行非常之多ꎬ时
空的移动ꎬ情感的变化都得到了凸显ꎬ无论是在视觉

上还是情感接受上都给予读者强烈的冲击ꎬ丰富的

诗歌内涵同时带来魅力巨大的阅读快感ꎮ 其次ꎬ是
“失范”语言的大量使用ꎮ 一般而言ꎬ语言应该精准

无误且合乎情理与逻辑ꎬ而文学语言ꎬ尤其是言简而

义丰的诗歌语言显然热衷于打破这种常规以获得出

人意料的审美效果ꎬ这也正印证了别林斯基精准的

语法永远是缺乏诗意的可靠标志的说法ꎮ 杨炼在诗

歌创作中常常运用语词的反常搭配ꎬ借助佯谬语言

创造出巨大的意义空间ꎮ 在杨炼三十五岁时写给自

己的诗«老人»中有这样的句子:“年轻的时候我们

做梦 说谎 /如今老了才听见 /寂静在裂开”ꎬ“血管里

那口钟硬了”ꎬ“海鸥点点灰白的指甲 /掐进岁月 /掐

算着别人的笑声”寂静本无声ꎬ诗人却听见它

在裂开ꎬ血管硬了ꎬ是因为年华老去ꎬ掐进岁月的是

现实的残酷ꎬ最后诗人在狗的腥红目光中数清了骸

骨上干枯的肉ꎮ 这些有悖于逻辑与真实的句子出现

在这样一首感怀岁月易逝的诗歌中ꎬ乍看矛盾突兀ꎬ
情感震动巨大ꎬ而细品起来却生动贴切ꎬ含蓄蕴藉ꎮ
再看«明代»中的一些句子:“每个街角上孤零零悬

挂着皇帝 /路灯 照见时间踅入钟表 /一个肉体的精

密结构拧紧了弦 /体温里定居的愚蠢朝代ꎮ”明朝的

历代帝王被悬挂在街角ꎬ路灯将时间照入钟表ꎬ年代

的弦被肉体拧紧ꎬ愚蠢的明代定居在现代人的体温

里ꎬ一座时间的、文化的桥将现在与过去联通ꎬ明代

在桥那边ꎬ在暗处ꎮ 初读这首诗ꎬ我们难免不会被这

些匪夷所思、不知所云的句子所迷惑ꎬ但仔细揣摩ꎬ
进入诗人的思想情感ꎬ我们就能理解诗人对历史的

解读反思:鬼魂派出了现在的知识ꎮ
杨炼海外诗歌中的空白艺术与佯谬诗语俯拾皆

是ꎬ使其诗歌在“言与意、虚与实、隐蔽与敞开、含蓄

与彰明之间存在一系列的矛盾对立运动ꎬ字面义与

蕴含义构成了意义上的矛盾关系” [６]ꎬ不仅语言凝

练ꎬ而且给予抽象以生命ꎬ静态以动感ꎬ从而形成了

诗歌语言与意义的巨大张力ꎮ

二　 无所不在的诗歌隐喻

杨炼出国之后从未放弃对诗歌深度的开掘ꎬ对
意义的深究是他一直以来的诗学立场ꎮ 因而在对待

语言的态度上ꎬ杨炼是坚决地拒绝“拒绝隐喻”的ꎮ
因为隐喻是语言的普遍原则之一ꎬ是诗性语言的根

底、诗歌的基础ꎬ如耿占春先生所言ꎬ“诗是一种令

人惊愕的语言” [７]１９４ꎬ隐喻正是诗人所钟爱的让语言

产生惊愕的方式ꎬ“由于表达其准确的经常又是难

以言传的思想ꎬ必然要求语言的形象和有力ꎬ故艺术

家的用语往往带有隐喻性质” [８]ꎬ因此ꎬ霍克斯就明

确地说过“没有隐喻ꎬ就没有诗” [９]ꎮ 何谓隐喻? 关

于这一问题ꎬ古今中外无数学人从修辞、语言、认知

等层面发表过诸多拔新领异的见解ꎬ本文中笔者借

用的是霍克斯关于隐喻的论述ꎬ也即将一个对象的

诸多方面“传送”或转换至另一个对象后ꎬ使第二个

对象能够被说成是前一个的这样一种特殊的语言程

序ꎬ由“此事物” “彼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构

成ꎬ“建立于相似性基础上的隐喻是对于一般的字

面信息的超越或偏离” [１０]ꎮ 而考察诗歌语言中的隐

喻时ꎬ这一概念应更具综合性ꎬ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

“基本的语言结构方式及存在方式和人类认知方式

及生活方式” [１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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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炼海外诗歌中隐喻的设置几乎无所不在ꎮ
“房间就是这日子 冷漠的墙 /耸起雪白波峰的暴风

雨”(«纸鸟»)ꎬ房子ꎬ无处不在ꎬ日子ꎬ更是每个人都

无法逃离ꎬ而对在外漂泊的诗人来说ꎬ它们都是一种

困境ꎬ一种不真实ꎬ所以诗人才说以死亡的形式诞生

才真的诞生ꎮ “绿色是最野蛮的匕首 /而一个梦 犯

罪般固守昨天的田野 /固守在每棵杉树的木头椅子

上 /死者开学了”(«梦ꎬ或每一条河的第三岸»)ꎮ 绿

本是代表生长、希望的颜色ꎬ诗人看到的却是“生”
背后的“死亡”ꎬ诗人进入一个梦ꎬ而谁做梦ꎬ谁就会

被春天带到这条白色骸骨的河流ꎬ抵达超越生死的

河流的第三岸ꎮ “现实是谎言 现在 孤独却像咬进

我骨节的老鼠死 在奋力回顾天空在不真

实的早晨 如此真地嫉妒葬礼” («生者的一月»)ꎮ
这首诗是与«死者的一月»相对应的ꎬ所流露出的也

是诗人对自己缺席母亲临终之时的懊悔ꎬ诗歌第一

句就连续设置了一个隐喻与一个明喻ꎬ现实与谎言ꎬ
都不是真实ꎬ生与死也不是ꎬ而孤独却是实在的ꎬ对
葬礼(更多指能够陪伴至亲之人走完生命最后一

程)的嫉妒却是真切的ꎬ极具震撼与感召力ꎮ “距离

是我一生的诅咒走三分钟就到了 三分钟后众

僧 /转身 吟哦另一个刺耳的无限”(«路»)ꎮ 自诗人

踏上异域大陆那刻起ꎬ距离就是他一生无法摆脱的

羁绊ꎬ如同难以破除的诅咒般ꎬ身体上与祖国与亲人

的距离ꎬ精神上与母亲与故乡的距离ꎬ诗人一次次努

力ꎬ本以为再走“三分钟”就能到达ꎬ然而一转身ꎬ却
又是冗长而没有尽头的无限ꎮ “山谷的红雾也是一

个无尽的动词这命运悄然不同 /从此刻起 /你不

叫诗人 你写诗” («落:肖像»)ꎮ 山谷中红叶纷飞ꎬ
光影之下仿佛一场跳动的红雾ꎬ跳离了天空ꎬ山谷旋

转ꎬ落成为一种思想ꎬ也启示诗人放下诗人的身份与

负累而做一个真正写诗的人ꎮ 以上这些仅仅是吉光

片羽ꎬ隐喻几乎出现在杨炼所有的诗作中ꎬ其中一首

甚至直接以“隐喻”为题:“然后 天空的罪恶依旧繁

衍到你身上 /一根绿树枝捕食鸟类 /一个黄昏决心盖

紧音箱你得走向一直回避的那个地点 /被不屑

于忘记你的日子再忘一次休止 /静得听见全部

音乐ꎮ”在音乐的交织下走向那个不能回避的地方ꎬ
日子在一次次重复中抛弃人们ꎬ将人遗忘ꎬ生活与任

何事物构成隐喻ꎬ一切都充满威胁与不确定性ꎬ最终

只剩寂静ꎬ只剩音乐(艺术)ꎮ
在隐喻中ꎬ主体的意识被充满判断意义的喻词

“是”强化ꎬ将不同的事物置于被言说主体强加上去

的隐喻的同一性趋向之中ꎮ 因此ꎬ在阅读杨炼的这

些诗作时ꎬ隐喻丛林迫使读者们不得不找出喻体与

喻旨之间的相似性ꎬ使诗歌产生无限的张力ꎬ呈现出

陌生化的诗语形式ꎬ增加了读者理解难度的同时也

丰富了诗歌要表达的意义ꎮ 隐喻可说是诗之为诗的

根本ꎬ布鲁克斯用来总结西方现代诗歌技巧的那句

话用在杨炼海外诗歌的评价上真是恰如其分———
“重新发现隐喻并且充分运用隐喻” [１２]ꎮ

三　 个体经验的诗歌独语

诗人的生命活动与精神思考往往会呈现在他们

的诗歌作品中ꎬ饱含生命的体温与思想的火花ꎬ形成

个性鲜明的诗歌语言ꎮ 杨炼尤其注重对语言的锤

炼ꎬ他多年致力于创造属于自己的语言形式ꎬ并希望

因为他的建设与加入使过去的语言更丰富ꎬ甚至

“创造某种中文ꎬ让它透明地传达出某种不甚透明

的东西” [１３]ꎮ 因而杨炼海外诗歌的语言是渗透着他

的心跳与血脉的个性化的诗歌独语ꎬ不自觉地与普

通诗歌读者之间拉开一定的距离ꎮ
杨炼出国后陷入了孤独、无助和迷惘的深渊ꎬ曾

一度不知要写什么ꎬ怎样写下去ꎬ因而其海外早期创

作的大量诗歌都呈现出一种独自言说式的语言形

态ꎬ诗语幽暗冷峻ꎬ常用一些表现黑暗与丑恶的语

词ꎬ流露出对现实深刻的不信任与距离感ꎮ “尘土

蒙面时你第一次回过头去 /看到昨天 那在一滴臭虫

的血里变黑的思想”(«背叛»)ꎮ “天使和魔鬼再碰

杯 /反正死亡是不透明的” («天堂的血迹»)ꎮ “天
空 白色腐臭的河流 /又缔造着抛向岸边的石头
又一天死去落到你手上 /写进生者的墓志铭” («阐

释»)ꎮ “一滴水中 到处是死者 /窗外 腐烂越逼真阳

光越鲜艳” («春天ꎬ或在你的爱里有一条河的疼

痛»)ꎮ “你知道那里什么也没有 连天空也没有 /雪
白的尸骨被大片蓝色解散时 /一块墓地的甲板总看

得头晕目眩”(«天空移动»)ꎮ 黑暗、死亡、虚幻

成为其这一时期诗歌的基调ꎬ原本温暖明丽的事物

也因为诗人的经历蒙上一层暗质的外壳ꎮ 倘若没有

深入地了解杨炼那些年的生存境况ꎬ读者们很难理

解隐匿在这些看似颓废消沉的诗歌语言之下的ꎬ诗
人对人之根本处境的深切责问ꎮ 随后«十六行集»
与«李河谷的诗»中的诗作多写诗人欧洲生活ꎬ诗中

出现了大量国内读者不为熟知的事物、地点以及风

土人情ꎬ«幸福鬼魂手记»与«叙事诗»则是诗人回望

人生的作品ꎬ多回忆性的诗语ꎬ具有鲜明的时代印

记ꎬ虽没有理解的障碍ꎬ但从未经历“饥荒”“文革”、
绝望与死亡的当代读者ꎬ是难以把握诗作中所传递

的那种深入骨髓的阵痛感的ꎮ 杨炼还有一首用北京

方言创作的诗ꎬ诗题即为«方言写作»:“界壁儿刘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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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姑娘追着叫 / ‘二姨爷’ 板桥二条的花枝都甜

了 /河沿儿的水波 清清擎出莲叶坐在门槛上多

少年 夜过 /什么 板桥二条是座他各个儿的 /御花园

每一夜进那一夜给们写 黄土这部书 /拆着拼着

他用童声学着问的字儿 /一辈子问 赶们捂热了黄

土ꎮ”杨炼自己在诗后附上了“小词典”用以解

释读者不懂的语词ꎬ如界壁儿指隔壁ꎻ老北京对长两

辈者ꎬ无分男女ꎬ一律加一“爷”字尊称ꎻ各个儿即指

自己ꎮ 诗人甚至根据北京方言发音自造了几个字ꎬ
ｙｕａｎ ｙｉｎ 意为言语ꎬｄｕｉ 意为挤、推ꎬ而 ｍｍ(闭口鼻

音ꎬ无元音)则是“我”的意思ꎮ 杨炼曾发起主持过

一个“方言写作”的项目ꎬ在他看来ꎬ“方言”所指向

的是每个诗人的语言自觉ꎬ诗人自己也承认«方言

写作»这首诗“完全是极端的个人创作ꎬ甚至该说是

我观念和实验艺术的一部分”ꎬ杨炼希望验证“对这

个独特语言层次的开发ꎬ是否能被别人接受?” [１４]因

为再个人化的诗歌也必须面对读者ꎬ无关多寡ꎬ在于

深浅ꎮ
杨炼海外诗语个人化还表现在其深邃思想投射

到语言上的智慧星火ꎬ力透纸背ꎬ直指人心ꎮ 依照诺

瓦利斯的观点ꎬ思维即言说ꎬ一种言说方式就是一种

思维方式ꎬ要将现实世界诗意化ꎬ就必须要求一种新

的思维ꎬ也即一种新的言说ꎬ“这只能是具有魔化力量

的诗的言说” [１５]８６ꎮ 杨炼常说他的诗歌创作直接源于

屈原ꎬ他对屈子的«天问»尤为推崇ꎬ认为一个知识分

子ꎬ一个与文字交往的人ꎬ首先要敢于提问ꎬ要成为一

个提问者ꎬ一个思考者ꎮ 因而ꎬ诗人常常陷入孤独的

冥思ꎬ他的笔触犹如向下修建的塔ꎬ最大限度地开掘

意义的深度ꎮ 国外的孤独与漂泊也让杨炼获得了自

觉ꎬ“一种从思想到创作的自觉”ꎬ让他的写作“真正

回到了自身的原点” [１]３７８ꎮ 他的诗作中不乏融汇着生

命体验ꎬ闪烁着思想光辉的句子ꎬ往往别具只眼ꎬ意味

无穷ꎮ 对真实与虚幻、存在与虚无的思考在杨炼的海

外诗歌中频繁地呈现ꎬ例如“每张脸下无数张脸
你流走时认出万物是你”(«面具(三十)»)ꎮ 到底哪

一副面孔才是真实的“你”? 这是诗人的自问ꎬ同样

值得所有人深思ꎬ其实万物皆着“你”之色彩ꎬ万物均

在“你”的胸中ꎮ “倘若现实 能够从幻象开始 /玻璃就

是唯一的风景谁窥见自己 /谁就得悲惨地诞生”
(«镜»)ꎮ 什么是幻象ꎬ什么是真实? 或许镜面中的

风景才是真正的现实? 在这个虚实难辨的世界ꎬ谁洞

见了真实的自己ꎬ看清了现实的面目ꎬ谁就将痛苦挣

扎ꎬ茕茕孑立ꎮ “乌有的片刻 /隔开的一分钟 已隔开

了永恒谁也不是胜利者 /我们或时间 /回不去昨

天 自己却成为昨天” («虚空中的雕塑»)ꎮ 没有片

刻ꎬ即便一分一秒ꎬ也是永恒ꎬ无论匆匆生命或是洪荒

时光ꎬ世界瞬息万变ꎬ又岿然不变ꎬ时间无法倒流ꎬ而
人们却一再重复着死在了过去的昨天的样子ꎮ 关于

“生存与死亡”这一命题的解读也在他的海外诗句中

大量出现ꎮ “让我们忘记 /生平唯一只尝试过纸上的

死亡我们直接从纸上跌入这早晨 /像一次生还似

的学习去死”(«生还»)ꎮ “回忆录完成于一次生活之

前追上活人永不敢追上的一首诗”(«回忆录»)ꎮ
“但鬼魂浇灌的 /鬼魂还热烈采摘着 挣脱 /鳞 即兴的

死又刷新即兴的生”(«鬼魂奏鸣曲»)ꎮ “与活相比

诗算什么再冷 死者也不怕了血里一滴酒精

世上一次轮回的虚无活算什么 梦更难忍 尽管我

们殊死否认”(«雪:另一个夏天的挽诗»)ꎮ 见过

了太多的死ꎬ让诗人相信死亡才是生命的常态ꎬ要学

会死才懂得如何活ꎬ有限的生命与恒久的死亡形成道

道轮回ꎬ死亡里没有归宿ꎬ谁也无法抗拒这样的宿命ꎮ
诗集«同心圆»是诗人对汉字与中文的再认识ꎬ«叙事

诗»第三部«哲人之墟:共时无梦»是诗人对生活种

种的深入细思ꎬ«饕餮之问»中的诗歌则是对历史与

当下的质问与反思ꎬ其中诗句均折射出诗人渊思寂虑

的独得之见ꎮ “诗与思是一种创造性语言” [７]２４４ꎬ这就

要求读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思维能力ꎬ才可能解码杨炼

诗语之下所要传递的思想与意义ꎬ“诗与思的对话旨

在把语言的本质召唤出来ꎬ以便终有一死的人能重新

学会在语言中栖居” [１６]ꎮ

四　 结　 语

“言有尽而意无穷”ꎬ诗语的张力、林立的隐喻

以及个人的独语使杨炼的海外诗语含蓄蕴藉、隐晦

多义ꎬ虽会形成一定的理解上的阻力ꎬ但这样的诗歌

语言给读者带来的最直接的审美效果是“陌生化”
与“朦胧美”ꎮ “诗的语言绝对不会去追求符合经验

的现实” [１５]８８ꎮ 因此ꎬ杨炼的海外诗语总是将现实陌

生化ꎬ与现实疏离ꎬ以消解自动化语言ꎬ刺激读者的

阅读感官ꎬ造成心理距离与艺术想象的空间ꎬ以“获
得读者新颖持久和高度警觉的审美关注” [５]３３６ꎮ 同

时ꎬ杨炼的海外诗歌意蕴丰富ꎬ语言“像一颗恰到好

处的多面体的宝石ꎬ映现光的不同折射和色的不同

组合ꎬ并且‘词起波起’” [１７]ꎬ将人们全部的内心生

活真切地展现出来ꎬ唤起读者开放自由的解读ꎬ使这

些诗歌的意义更加丰富斑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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