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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诗学对照下的梁宗岱的诗论’

膝 斌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庆 400715》

    〔摘要〕梁宗岱的诗学思想是以中西古今的诗学理论为渊派，对其艺术养分汲收触汇并以

自己的艺术审美期待对其改造，误读和重新阐释的结果。以作者— 作品— 读者为重心，从

创作灸学的角度，站在中西文化观念的高度，以西方理论用释中国传统诗学内洒，开在中西片
比中反观、建构传统诗论的“现代化”和西方诗学理论的“中国化”，显示出向诗歌艺术本质探讨
的现实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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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潮流，正式诞生于玲世纪80年代的

法国，诗人莫雷亚斯1886年9月18日在《费加罗报》文艺增刊上发

表的《象征主义宜言卜通常被认为是象征主义诞生的标志.象征

主义是在被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马拉美、瓦震里等人的诗歌创

作与诗歌理论的表述中“渐渐形成的”。马拉美曾将其定义为“逐

步地唤起一个客观事物以揭示某种情绪，或正好相反，是选定一个

客观事物，再从中提炼情绪状态的艺术:由于它出现在浪漫派和

巴那斯派之后.所以它与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国的浪漫主

义精神可以概括为“自我”的唯我独尊，对“情感生活的表现.的重

视，通过“梦或回忆的诗学”拓展了想象领城等特征。.巴那斯派

一般的被认为是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反动，是一种“诗歌自然主义”，

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伴随物。.在创作理论上。巴那斯派“拒绝浪
挽灵感的一种特殊表达”，它通过“细致的描写”，“刻苦的劳动，甚

至对困难的探求”，“诗歌与科学的结合”来实现.“诗歌与形式主
义，实证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的完全不相容性”是法国文学史家得

出的结论，“因为将美定义为诗歌的目的，而又在诗歌之外寻求美，
真是一种奇特的思路，气那么象征主义又追求什么呢?一、艺术

本质的自主性象征主义先驱波德莱尔宜称艺术自主，该责道德说
教，反对文学中的倾向.饱说:“诗除了自身以外没有其他目的:

“它只以自身为目的，，“诗不能等于科学和道德，否则诗就会衰退

和死亡:二、在艺术创作上，反对灵感，主张智力的作用.波德莱
尔反对浪漫主义那种强烈倾吐感情的方式，瓦雷里也主张“长期地

酝酿和打磨诗章”的方式，他还说:“诗是一种方程，是一种解决对

等一 平衡时所用的方奢④.精眼细作和精确的格律是象征主

义与浪漫主义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三、在诗人的创作与自然的关

系上提倡‘应和叹又译契合，感应)，有超白然主义的神秘色彩，这

是象征主义区别于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波德莱尔把艺术家看成

是一位能看见事物本质的幻想的“洞观者”，通过诗来表达“生命的

神秘，.兰彼认为诗人“应该成为幻觉者，使自己具有幻觉的本
领”.马拉美也强调诗人与自然的神秘应和关系，并“对大地做出

神秘教理般的解释是诗人的唯一使命产他们都在艺术创造看到了
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语言或艺术就是“创造一个同

时包含主客体、外部世界与艺术家自身的提示性的魔术”或“巫

术，.四、创作方式上象征主义主张通过具体的象征来表达客观的

非个性化的思想.象征主义认为诗歌的目标旨在远离现实，甚至

要排斥艺术家本人的面目，甚至主张“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

感情.不是表理个性，面是逃通个性.。面正是其对现实的远离和

情感的逃避，所以艾略特提出‘客理对应物”的概念，即是说用一系

列实物、场景、一连申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要做到最终形
式必然是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使能立刻唤起那种情

感。.这里的“非个人化，艾略特解释为“用强烈的个人经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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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普遥真理，并保持其经验的独特性，目的是使之成为一个普遍

的象征‘·五:在诗歌语言争强调诗歌语言本身的独特性和重
要性，尤其是体现在暗示性和音乐性.克莱夫·斯科特认为其暗示

性是象征主义的“革命的成就”，“最墓本的是唤醒了对语言的敏锐

知觉”。。波德莱尔认为自然具有“形式、姿态和运动、光和色、声

音与和谐即三种形态，它“总是呈现在我们面前，不管我们朝哪个方

向转，总像一个谜包裹着我们:“这三种印象仿佛直接来自自然，

同时钻进读者的大脑，从这三种印象中，产生了事物的寓意:所

以他认为诗人的语言可以同时体现着音乐、雕塑和色彩，是自然的

“翻译者”和“辨认者”，同时，“在优秀的诗人那里，隐喻、明喻和形

容无不数学般的准确地适应于现实的环境”，同时还“带着不可缺

少的隐晦表达出被朦脆地显露出来的东西，。.波德莱尔把诗认

为是“用一种别于散文和音乐的华美语言”来对“纵情于天上和地

下的生活展示的无穷场景暗示的梦幻“，“是好奇的人进行的永恒

的猜侧”，.兰波也认为诗寻找的是“灵魂对灵魂的语言，它结合

一切芳香、颜色、声音、思想与思想的纵横交错”0。因此他把自己

所从事的工作看成是“语言的炼金术.，“我发明了母音的颜色!”

气“·我确定了每个子音的形态和动作，迟早有一天，我会用天然

的节奏，来创造一种可被一切官能接受的语言一 ”。.韦勒克认

为马拉美是“对普通交流语言极为不满而尝试组构一种断然不同

的诗歌语言的第一位作家，.其实也可以说所有的象征主义者都
是致力于“组构一种断然不同的诗歌语言的作家，他们又将这种语

言的理想指向自身的音乐性和暗示性:

    马拉美把暗示界定为诗歌语言的理想，这又是象征主义诗学

的主要特征之一。暗示是指诗歌文本中那种以其他隐蔽性表述替

代地指向直接表述，促使读者去猜测的方式.但他反对直陈其事，

“在诗歌中只能有隐语的存在，.“直陈其事，这就等于取消了诗歌

四分之三的趣味，这趣味原是要一点儿一点儿地去领会它的.暗

示，才是我们的理想一 点一摘地去复活一件东西，从而展示出一

种精神状态，或者选择一件东西，通过一连申疑难的解答去揭示其

中的精神状态，.他认为通过“暗示的词语”好像是文字的巫师在

神思的领域高妙地玩着魔法一样，直至使这些文字闪烁出光辉井

足以使人的眼睛产生出某种幻觉为止.诗就是这咒语的符迹!人

们否认不了，在永恒封闭的圆上，诗韵和仙人或魔术师在草地的圆

舞却打开了一种类似于圆的东西，.正是这富有魔法的语言“暗示

和支配着媚幻之美”二 暗示性带来的即是诗歌语言的音乐性，他
认为诗人是“节奏的仆人”0.诗要通过格律，保持有“类似管弦乐

的萦喧.，成坏发音的无声之乐，.是“将交响乐搬进书本的艺术、
诗是“作为玩物间关系总和的音乐以自己充沛和明晰而必然导致

智慧语言的顶峰”二 后期象征主义瓦雷里则强调语言意义之基

础上以及诗歌的形式，并且意义和形式的统一 “只有独一无二的

形式才能适应和追步于诗.点有声音、节奏、词语的物质性的概
念，词语的浓缩性的效果以及词语间的相互影响，依靠其被一种确

定、确实的意义所吸收的属性占者统洽地位·意义还不如形式重

要，二瓦雷里是在诗歌形式的基础上来强调暗示性和音乐性，他
表述为语言的“文字空白”“含馄朦胧”，却又“不排斥别人赎子它们

意义，.“诗歌要求或暗示出一个迥然不同的境界，一个类似于音乐
的世界，一种声音的彼此关系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产生和流动着

音乐的思维”.

    陈太胜把象征主义这些观念描述为四个要素:

          尸意 象、

    语言(形式》 暗示性

  一 、音乐性尸

  马拉美在(诗的危机)里说到制作隐语的方法“在意象之间建

立准确的关系，让第三方面从那里实现出来，鲜明、易于吸收，可供

雅度”.让惫象表现“第三方面”的方法，即是既不再现现实，又逃

避情感的“虚幻的真实，，也即是说象征主义的诗学重心己由现实

牡会、作家的情感转移到更属于诗歌的语言形式上来，所以象征主

义强调诗人的身份是‘洞观者”(波德莱尔)、“幻觉者”(兰波)、“投

有自身面目的人叹马拉美).但这些“洞观”和“幻觉”却是通过“没

有自身面目的人ff以“意象”、“暗示气“理念的节奏”来获得的，从而达

到了象征主义需要的逃避语言的确定性的效果，从确定性的语言来

达到不确定性的意象性，音乐性，暗示性，正是象征主义的关键.

    二、中国象征主义的出现

    1蛇5年，李金发的诗集《微雨》出版，这是象征主义传人中国的
标志性事件.192‘年穆木天的理论文章《谭诗》的出现，理论和作

品的出现已表明中国新诗发展中的象征派开始正式登上文坛。

    中国新诗经过“诗体大解放”，摆脱了平仄格律，词调曲谱的种

种束缚，进人了白话创造的天地，但也正如周作人所说:“”。一 切

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

因此也似乎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二中国的象征派则要求
“纯梓诗歌”，除了外来理论作品的引入外，还针对中国新诗创作的

“粗糙”、“作诗如作文”、艺术水准不高语言的日常化、通俗化、平民

化的流弊.正是法国象征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接受所形成的中

国现代的象征主义诗学。新诗的创作及理论发展构成了当时的文

化语境，象征主义得以在中国箫衍。但当时的新诗还需要完成反

封建思想和传统势力的斗争，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战斗责

任，不可能马上就迫求形式与晦涩的象征主义，多少有些理论多而

创作少的局面，(李金发则是相反.)且在理论是也是对西方象征主

义的复制、照搬或克隆，并尝试获得实践和本土化的艺术生命力，

虽然缺乏相应的审美氛围和艺术现实功利，但是它却拉开了中国

新诗本体语言的“中国新诗第二期的革命叹金丝燕语)的序幕.
    穆木夭、王独清、冯乃超要求的“诗的世界”主要有五点:(一)

形式上“诗是一个有统一性有持续性的空间的律动”，“诗是在先验

的世界里”.“是内生活的象征.，“一首诗是一个先验状态的持续的

律动，立体的、运动的、在空间的音乐的曲线”.是“万有的声、万有

的动，一切的动的持续的波的交响乐”.(二)诗的音乐性主张诗要

“兼造型与音乐美”，“在人们神经上振动的可见可不见可感而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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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旋律的波，浓雾中若听见若听不见的远远的声音，夕落里若暇

动若不动的淡淡光线，若讲出若讲不出的情肠才是诗的世界.“我

要得吸到最纤纤的潜在盒识，听最深邃的最远的不死的而永远死

的音乐派。“诗的内生命的内射，一般人找不着不可知的远的世界，

深的大的最高生命:(三)诗的暗示能“诗是潜在:识世界，要有
大的暗示能.，“用有限的律动的字句启示出无限的世界是诗的本
能:(四)“国民文学”与“纯粹诗歌，在“表现意义范围内并不矛

盾，国民文学也可以是最诗的诗.”(五)作诗之道“以诗去思想.且

调诗的形式、音乐性、暗示性，将诗艺与现实生活的表现结合起来，
想在诗的社会使命与艺术追求之间达到平衡.将其视为一种方

法，并在古典诗词中反观.(六)“纯诗”(户犯，iePure)王独清提出

色(couleur)与音(mu幼qu.)去操纵语言，去发砚“色.和“音.“感觉

的交错”，迫求“色的听觉，产音蔺”不尚灵感.

    三、梁宗岱的诗论及其内涵

    30年代左翼作家对象征主义的否定，先前的象征主义的迫随

者穆木天，冯乃超也放弃甚至对其讨伐和清算.穆木天认为象征

主义“同时是恶魔主义、倾废主义、是唯美主义”，是一种“回最现实

的无政府状态，，“到处找不到安里的绝望的状态”.“这种回光返
照的文字，是退化的人群的最后的点金术的尝试一 只是使论者

之群得到一时的安慰.对于真实的文字的前途，大的帮助可以说没

有的.，“无论形式怎么好，是如何的有音乐性，有艺术性，在这个时

代，结果不过是把青年的光阴浪费些:0.形式的艰深、意义的晦

涩，“究竟不是中国共这个茁壮的时代(我们直着嗓子喊还来不及，

如何可以磨着性子兜圈子，所能够允许二外来理论的“水土不服”

与本土的“食洋不化，的理论先行，中国新诗的成长环境，都几乎扼

杀了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萦衍的机会.中国象征主义衣休的

理论阐释和接受就由同期的梁宗岱及后来新月派的理论家叶公超
来进行试为以此对外来文化的移植并以此对本国传统文化改造，

虽然现代手法和古典诗歌传统的结合的“新诗现代化”最终由“九

叶诗人”来完成，但梁宗岱的对外来理论的移植并反观和改造传统

文化的沟通和努力，无疑对后来的‘九叶诗派”诗学视野的开阔，傲

了铺垫和理论上的准备.

    梁宗岱的象征主义内涵，无疑是其在西方象征主义的某些观

念出发，同时又在中国诗歌传统精神中来探寻和重构，也可以说是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危机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产生的.

    加年代中国新诗虽已过草创期，由于白话对“诗味”的稀释，艺

术水准不高.新诗运动“不仅是反旧诗的，简直是反诗的;不仅是

对于旧诗和旧诗体的流弊之沈剧和革除，简直把一切纯榨永久的

诗的真元全盘误解与抹杀了”二认为初期文学运动所用白话“太

贫乏了，太简陌了，和文学盒境的萦复与绒密适成反比⋯ 他曾在
1洲5年为自己主编的《大公报》文艺翻刊《诗特刊》写发刊词时把这

称之为“新诗的十字路口’，幼年代后期的早期新月派(以格律诗派

为主)，初期象征派，30年代在象征主义基础上以段望舒，卞之琳为

代表的“现代特派，清风和穆木天的“中国诗歌会”人群，后期‘新
  110

月”派的林徽因和陈梦家都在诗欣内容和形式方面做了有益的尝

试.刚起步的新诗理论很难对其创造和发展方向提出深人有益的

见解.梁宗岱与法国文学及象征主义的渊源关系自他结识象征主

义大师保罗.瓦雷里就结缘了.他的外语能力及与大师的交沈，即

在此基础上的对古典传统诗欣与西方象征诗学的融汇.在中国的

“象征派”转向之际，能够继续象征主义在中国的承传，慢俊地过渡
到中国新诗的“第二次革命，.

    梁宗岱对文学的起步是从青少年时期的诗作开始的，大部分

是爱情诗.他曾说:“·“一接触便给它那么不由分说地抓住(因

为那么投合我的心境).以致找不论古今中外新旧的诗都兼收并
蓄”二从欧洲回来之后.受到瓦雷里的影响，对诗歌创作更加严

密，不肯多写，将主要的精力集中转向诗歌研究.他还沉面于填

词，认为古今中外或新旧这些珍域已无形中消失.，即使是词“具有

这许多小令和长调，正是它一个特长，因为我幻可以任惫选择那配

合我们情意的形式”二 他认为自已是~个“不可救药的爱好形式

上的一致的人.，并说自己的诗歌创作都指向这一点:“要用文字创

造出一种富于色彩的圆融的音乐.，.人性中最好的部分，我希望有

一天摄人我的诗里”，“一个作家必须创造一些有生命的东西”二

这些应该是他的诗论诗意的浓编.

    梁宗岱正是出于其诗人的敏锐和理论的敏感，以对中国新诗

发展历史的深刻认识和准确的审美把握能力，有针对性地提出断

诗的艺术追求.

    “如果我们不被新诗两字表面意又所迷惑，我们发现诗坛一般
作品一 以及这些作品所代表的理论(意识的非意识的》所隐含的

趋势一 不独和初期作品的主张分道扬翻，简直刚刚相背而驰

一声他指出“合历史上的文艺运动一样，我们新诗提倡者把这运

动着作是一种革命，就是说一种玉石俱焚的破坏，一种解体

一 咐.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以为新诗的最大危机，正是和旧

诗一样，就在于一般作者忽略它的最高艺术性，每个人自己，或几

个人互相陶醉一些不成文的书写，以致造成目前的新诗拥有最多

数作者却最少读者的怪现象，:他在《论诗》中认为:“一首好诗
最低限度要令我们感到作者的匠心，令我们惊佩他的手碗。再上

去使要我们感到这首诗存在的必要，是有必要而作的，无论是外界

的激发和压迫，或是内心生活的成熟与流橄.换句话说，就是令我

们感到它的生命.再上去便是令我们感到它的生命而忘记了·⋯
我们便可以说埋没了作者的匠心.如果拿花作比，第一种可以说

是“纸花”，第二种是‘瓶花，，是从作者心灵之树上折下来的，第三

种却是一株元气浑全的‘生花.，所渭，出水芙蓉、我们只看见它的
枝叶在风中招展，它的颜色在太阳中辉招，而看不出栽者的心机和

手迹翻.他还认为，.:份如，诗不仅是我们自我的最高的并且是

最新的表现，所以一切好诗，即使是属于社会的，必定要经过我们
全人格的侵润与肉冶;价如形式是一切艺术的生命，所以诗，最高

的艺术，更不能离掉形式而有伟大的生存;怪如，文艺的创造是一
种不断努力与无限忍耐而换来的自然的合理的发展.所以一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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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成绩，无论是本国的或外来的，不独是我们新艺术的根源，并 无形，藉有限于无限，籍刹那抓住永恒，使我们只在梦中或出神的
且是我们航驶的冒险的灯塔;借如，文艺的欣赏是读者与作者心灵 瞬间瞥见遥遥的宇宙变成近在咫尺的现实世界.正如一个落曹蓄

的密契，所以伟大的作品有时愈不容易被人理解，因而‘艰深，‘平 粉炫馒芳非的春信，一张落叶预奏那弥天的秋声一样.所以，它所

易’在文艺上是完全无意义的字眼“““:. 实际上这两段话已经 贼形的、或藏的，不是兴味索然的抽象概念，面是丰富复杂、探邃宾

可以窥出梁宗岱的整个诗学理念及大致框架，我们不妨以~个公 实的灵魄.这个定义可谓涵盖了传统的，“象征”的有关“诗”的元
式来显现: 素，更为重要的是，他触及了象征主义的超时空，超现实，超感觉，

    诗(外界和内心的奥合)二元气(艺术感染力)十生命(自我、社 超理性的皮实互鉴的复杂特点，这个比“情景，说似乎更近“象征主

会、全人格)+匠心(形式) 义.的本质.

    那么实际上在这里面的每个元素又有其不同的肌质，从文学 (:}主体论’

本质到创作方法，从作品的内容到形式，主体修养到批评鉴赏，从 1、创作动机.他从孔子“食色性也一句话，认为创作与“食，

创作过程到文学的发展，如果上升到一门学科学的眼光来看是完 “色，一样是人的本能生命的渴求，或发泄哀怨，或麻醉痛苦，或对

全具备学科艺术性了二 时光、永恒、欢乐，悲歌搏斗和对生与死的解释或参悟.“·““一切
    (一}梁宗岱对“象征.的阐述 最高的诗都是一曲无尽的挽歌哀悼我们的生命之无常.哀悼那装

    梁宗岱认为象征既是一种方法，也从象征主义的理论背景认 点或排遣我们这有涯之生的芳华与抚媚种种幻影之飞逝.，“因为
为象征是‘至于象征一 自然是指狭义的，因为广泛的象征连代表 一切惊风雨泣鬼神的悲跳一切卷肚、弯艘哄堂大笑的喜曲尸切
声音的字也包括在内一却应用于作品的整体峭.他认同《文心 芳替幽渺、回肠荡气的抒情诗一 都不过是要麻醉我们对死的痛

尾龙》中说的:“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徽以拟义，中的‘依徽拟义，苦的感觉，预防死的愈识之住蚀，或发泄一切由死或死的前趋或启
这几个字颇能道出象征的徽妙，其中的‘徽’便是两者之间的徽妙 从所带来的积压在我们心头的哀怨罢了呻. _

关系”，“表面看来，两者似乎不相联系，实则一面二，二而一⋯ 佗 2、创作过程.主休从直觉到表现梁宗岱认为从直觉到表现是

举例说广当一件外物，咨如，一片自然风景映人我们眼帘的时候，这样的:受感，酝酿，结晶，表砚或传达.
我们猛然感到它和我们当时或喜、或优、或哀伤、或恬适的心情相 (1)受感即产生灵感(2)酝酿“一个经骏要成为灵感，必定要能

仿佛，相毕肖、相会合，我们不模拟我们的心情而把那片自然风景 够引起我们的意识强烈的注意，使我们意识到它是一个热供供的

作传达心情的符号，或者，较准确一点，把我们的心情印上那片风 富于愈义的现实.，“在那一刻里，心灵像受了孝姆一般整个儿发
景去，这就是象征”二他还参考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说法来将 浮、膨胀和沸腾，以致那沉睡在魏们内在的混沌深处的梦幻和影
“情胭景”进行“象征”的用释.“相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 像，憧憬和记忆湮远的恐怖、无名的欢欣一 都一样醒来··一 个

去”，’可堪孤馆闭春寒，牡鹤声里夕阳暮，，以我观物，物固着我之 宇宙的意识，一个完整的意象或境界的诞生”0.(3)结晶“一个完

色彩，我亦受物的反映.可物我之间，依然各存本来的面目，“采 整灵象的显现”，“灵感之坠人诗人心里几乎等于一位种子跌人沃

菊东百下，悠然见南山”.“寒波语语起.白鸟悠悠下.是物我或相看 土里，慢慢胚胎，萌芽，经过长期或毕生的灌溉和栽培，然后长成枝

既久，或碎然相遇，心凝形释，物我两忘，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叶婆要夹着千百奇花异果的大树，.d:传达或表现伯认为想象经

可严格说来，后者才算象征的最高境”二他把中国传统的“情.过物化才能表砚在艺术中.想象“是运用适当的工具去表现或暗
.景”说与象征主义比较阐述，并试图找出其中的共性.关于象征 示那灵象‘塑造的意志’，只能依照他的工具之特殊器最去暗示他

的定义，他就是从其手法和艺术效果来归纳的:“象征是暗示某种 们灵感或心内的宇宙.以质实凝定空灵、局部代表全部、单纯影射
情感，并试图唤起读者对它的感情，井产生一种复杂朦脆的交互撞 策复、有限表征无限”.“在适当的时候度给适当的心灵那企图与
击的无可言明的感觉”.他认为这是典型的象征主义作品了，有点 造化争工的沮热和悸动”二

类似于‘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相，不落言荃’的艺术效果. 3、从作家一作品象征‘契合‘斌形“‘(冥想出神)灵
不若单纯的写景。抒情.不是情景的融合，而是意象的暗示，有无 境(悟).

我之境的童味，但任你怎样反复吟咏，他的意味仍是常新的”二 那么象征一灵境则是虚一创无形一 无形)的过程，面

在这里他把“情时景”与“意象”并列在前后其用意是明显的，即它 这个过程，粱宗岱谓之“象征之道”，“·-一 以贯之，日，‘契合’面
们有同质的一面(意象包肠情和景)，但更多的是它们同质之上的 已”二

异t，即意象在“情景”上的惫义至增. 契合译自波德莱尔的门r代5卯nds，，有时译成“感应气也有

    他认为象征的最高境有两个特点:(1)胜洽或无间(2)含蓄或 “交响”的意思.他这样解释“契合，的产生“因为一阵无名的寒饭.
无限所谓融洽是指一首诗的情与景，意与象的消恍迷离，磁成一 有一天，透过你的身姐和灵魂，使你恍然于你和某条线纹，柔纤或

片:含蓄是指它暗示给我们的惫义和兴味的丰富和隽永二为此，粗壮.某个形体，妩媚或雄壮.或某种步态，炯娜或灵活，有前定

他又从中西诗学的互释角度来给象征定义:所谓象征是藉有形于 的密契与夙愿;于是，不可解的狂揭在你舌根，冰冷的寂寞在你心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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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如梦的乡思烦蹂在灵魂里.你发觉你自已是迷了途的半阅的 的玄机.，主体“放弃了动作，放弃了认识而渐渐沉人一种恍也非意

歌词，你得要不辞辛劳去迫寻那和谐的半阅，在那里实现你美满圈 识，近于空虚的境界，在那里我们的世界和我们中间的帷幕永远揭
徽的音乐”。.“当我们运用理性或意志去分析或挥使它们的时 开了一切最渺小，最卑微，最颓废甚至最狠裹的事物，俏若你有清
候，它们只是无数不相联系的无精彩无生气的物品，可是当我们放 滋的心耳去谛听，玲珑的心机去细认，无不随在合奏着钧天的妙

弃了理性与意志的权成，把我们完全委托给事物的本性，让我们的 乐，透盆给你一个深微的宇宙消息”二 ‘悟”和“契合.、“冥想出
想象浪人物体，让宇宙大气透过我们的心灵，因而构成一个浑切的 神”、“灵境，又是一脉相承的和相通的.这里的“悟，“智慧”既是作

同情交流，物我之间同跳一个脉搏，同击着一个节奏的时候，站在 者的，即“暗示.后“唤起”的结果，也指“度”给读者的感受.
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较细沙、一朵野花或一片碎瓦，而是一顺自 《三)形式论
由活泼的灵魂与我们的灵魂偶然的相遇，两个相同的命运.在一刹 对语言元素“音”“色洲义，及形式的强调

那间，互相点头，狱契和蔽笑心. “没有一首自由诗，无论本身怎样完美，能够和一首同样完美

    “契合秘赋形”后结果便是“灵境“。当然这几过程是不可分的，的有规律的诗在我们心灵里唤起同样宏伟的观感，同祥强烈的反

一方面“契合洲是一座大神吸里的活柱或象征的森林，里面不时喧 应的，.“形式是一切艺术的生命，所以诗，最高的艺术，更不能脱

奏着浩瀚或幽徽的歌吟与回声，里面颜色、芳香、声音和荫影都合 离掉形式而有伟大的生存，，‘正如风的方向和动静全靠草木摇动
着一片不可分离的永远创造的生机”.另一方面“灵境"是“诗人和 或云浪起伏才显露，心灵的活动也得受形于外物才能启示和完成

音乐家各自的人生观宇宙观和艺术观的最逢迎最光明的结晶.诗 自己.最幽玄最缥缈的灵境要借最鲜明最具体的意象表现出来”.

境和音乐一样，是一个充满了炭荡的共鸣的世界.当我们凝神握 “一百个泥像，无论如何塑得完美，总比不上一个差不多那么完美
管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的系统一 官能和理智、情感和意志、盘 的石像在我们心里引起的宏伟的观感。前者比我们还要易朽，后

识和非意识一 既然都融作一片，我们的印象和观念、冲动和表 者却比我们耐久一点，.‘诗一 遂不能自己铸些镣铐，无理的格

现、思想和技术，就有如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一切都互相通约、互 律，自作草的侄桔，就是给那些松散的文字一种抵抗性”.他认为

相契合、互相慈召”二同时这又是用文字来创造音乐的境界，可谓 形式是表现内容的且要相得益彭，是内容的外衣。形式表现在语
他笔下的“纯粹的境界，.物与我、主与客、心灵与外界，“芳份幽 言，直接现实就是诗的格律，诗行，音韵，节奏等等.文字的“颜色，

渺、生命无常、芳华与妩媚种种幻影飞逝，悲欢商孩与清歌、时光的 声音，意义.，“颜色在散文里毫无位置，而在诗里永远处于辅助的

烟波浩渺，清空的天光云影在心灵的投射，而穷物理之变、探造化 地位.而意义在徽文里唯我独落，声音是附庸，诗里正好相反”二

之微，从而体验得来启发和展拓者心灵的眼界，像人游泳，像乌飞 语言要充分作用于人的各种感官“一首诗或一行诗同时诉诸我们

翔一 切声音、色彩、哲理相互激荡、相互抗拒、相互融合.真理，的五官，所谓建筑美亦即可以帮助这功效的发生，而断不是以目代

新知则在这节奏中前进和上升，内心即宇宙了.，同时他又认为在 耳或以耳代目.，对于形式他引用一个德国诗人的话说:“最严的规

“契合”与“灵境”中，都能“冥想出神”，而这又恰恰是见出作品“深 律是最高的自由”，“规律如金钱，对一般人是重累，对于善用的人

沉和伟大”的地方.‘冥想出神”即进人一种“恍惚非意识，近于空 却是助他飞腾的翅膀”0.
虚的境界邪我们消失，但是与万物冥合了”””宇宙和我们自我只 (四】内容的划分

合成一样，反映着同一的阴影和反映着同一的回声”0.“契合”“冥 1、哲学诗

想出神”灵境”可见都是强调以文字来见出音乐性。 是梁宗岱最早在《保罗梵乐希评传》(1928)中提出的一种理想

  4、对创作技巧和主体修养的强阅 诗体.“缘达尔文之于绘画一般，在思想或概念未成稼丽的色彩或
    (1)观察诗人要双重观寮，“一方面要内倾，一方面又要外向”，影像之前，是用了极端的忍耐去守候，极敏捷的捕捉住那徽妙而悠

“内倾一 洞见心体后，万象自然都展示一幅充满意义的面孔.外 忽之顷的一 在这灵幻的刹那顷，浑浊的池水给月光的银点成溶

向一 对世界的认识愈准确，盒真切，心灵也愈开朗，愈活跃，愈丰 溶的流晶，无情的哲学化作缝维的诗魂”二他认为哲学诗是要能
富，愈自由峋. 够捉住“智慧的节奏:“由音乐与色彩的波诵吹送我们如一带白

    (2》注重诗人自身体验和思考“要热烈的生活，到民间去，到自 帆在青山绿水中徐徐地前进，引导我们深人宇宙的隐秘，使我们感
然去，到爱人的怀里去，到你自己底灵魂里去一 句话，总要热热 到我与宇宙间的脉搏跳动，一种严睁的深密，停匀的跳动⋯ 也只

烈烈地活着”，“单要写一句话，我们得要观察过许多城许多人许多 有这样，才是伟大的哲学诗.，

物，得要认识走兽，得要感到鸟儿怎样飞翔和知道小花清晨舒展底 象宇宙诗

姿势”，“还要经过许多夜夜不同的狂欢，听过妇人产时的呻吟和坠 即宇宙意识的诗，对自然的感觉和诊释，“以极准确的观寮扶
地便旗目的要儿轻徽的哭声，还要曾经坐在临终底人床头和死者 助极敏锐的直觉，极冷静的理智控制极热烈的情感”，“从破碎中看
身边，0. 出完整，从缺撼中看出圆润，从矛盾中看出和谙，换言之，纷纭万象

  (3)“悟”和“智慧”他所谓“澈悟”:‘艺术的目的是要启示人生 对于他只是一体，一切消逝的，只是水恒的象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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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纯诗 性而不是受外因的驱使，“一个作家，之所以成为一个作家，不在他

  “纯诗”是1，加年瓦雷里为法国作家法布尔《认识女神》序言 的生平和事迹，而完全在他的作品，它应该是作者的心灵和个性那

中提出来的，在1，29年《纯诗》讲演中，他解释为“诗的绝对形式和 么完全的写照，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那么忠实的反映，以致一个敏
纯梓性”:没有任何杂质，，“只抒写诗情的感受，是一种欲望的理 锐的读者不独可以从他那里认识作者的人格、态度和信仰，并且可

想范围，又是诗人的努力和强力所在:“任何散文的东西都不再与 以重织他的灵魂活动的过程和背景一 如其不少外在生活的痕

之沾边.音乐的延续性，永无定止的意义间的关系永远保持着和 迹:诗是诗人的人格与时代和社会惫识的统一，“如果诗是诗人

谐，彼此间的思想和转换与交流似乎比思想本身更重要.”这种诗 全人格的表砚，如果诗人的心灵不是一清淤浊死水，而是一私有活
情的感受即“幻觉”，对宇宙人生的“幻想”，所谓“梦境”的“纯粹世 水源头的清泉.我不相信时代的天光云影甚或那最恒定的星辰运

界气但它与现实世界“绝缘”，“封闭在人们内心深处”.这种“纯粹 行部多少被摄人他的诗中”二
性”主要表现为“梦幻，玄想，原始语言及音乐的交织并呈的音乐的 2、往重对生活的深人休验和技巧的推崇 ‘

整体性:梁宗岱的“纯诗，与瓦雷里，王独清的“纯诗，理论基本上 “要热烈的生活，到民间去，到自然去，到爱人的怀里去，到你

一致，只不过表述的不同罢了，即强调语言及其元素的音乐性，色 自己底灵魂里去一 句话，总要热热烈烈地活着，，“单要写一句

彩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与散文作鉴别。’ 话，我们得要观察过许多城许多人许多物，得要认识走兽，得要感

    梁宗岱谓‘纯诗堤“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 到鸟儿怎样飞翔和知道小花清晨舒展底姿势气“还要经过许多夜

伤的倩调，而纯梓凭借那构成它的形体的元素一 音乐和色 夜不同的狂欢，听过妇人产时的呻吟和坠地便膜目的到L轻徽的

彩一 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的感官与想象的感 哭声，还要曾经坐在临终底人床头和死者身边心。“活着是一层，
应，而超度我们的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像音 活着而又感者是一层，感着而又写得出来是一层，写得出来又能令

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 读者同感是又一层”.‘

朽的宇宙;它本身的音韵和色彩的密切棍合便是它的固有的存在 3、彼取古今中外的艺术营养

理由”二 “和我们所认识别国的诗体比较和现代生活的丰富复杂的脉
  ‘纯诗.在梁宗岱这里不仅是一门种类，一门方法，也更是他诗 搏比较，就未免显得太单调.太少变化了⋯ 他认为“目前的问

学理想的审美总结.他关于诗本体语言的音乐性，色彩、韵、暗示 题，据我的所见，已不是新旧底诗问葱，而是中国今日或明日底问

性、内容上的哲学宇宙意识、人生观世界观、方法技巧上的“符咒”，题，是怎样才能够承继这几千年的光荣历史，怎样才能够无愧色地

“暗示”唤起洲度”，艺术的独立自主性，诗人的人格修养来探讨诗 去接受这无尽藏的宝库底问题”二他认为要“一切过去的成绩”，
的本质，“纯诗”只不过是它融汇中西古今诗学营养而做的他的诗 “无论是本国的或外来的，不独是新艺术的根茸，并且是我们肮驶

学思想的一个审美统摄而已. 和冒险的灯塔:

  1五)概评阅读鉴赏.染力:. 1”7年，朱紫注意到梁宗岱“行文时喜用比喻表象明确，或增
    密契 强其所欲表象效果而起，。.诗人彭燕郊一般认为，诗人之论往
    “文艺欣赏是读者与作者间精神的交流与密契，读者的灵魂自 往敏感有余而冷静不足，理论家之论往往冷静有余敏感不足.诗

鉴于作者灵魂的镜里:“一切伟大的诗都是直接诉诸我们的鉴 人之论重文采而轻逻辑，理论家之论刚好相反，梁先生却往往能皆
体，灵与肉，心灵与官能的，它不独要使我们得到美感的悦光，并且 两者之长，既文情并茂，又逻辑严明”二李振声也谓之:“一意
要指引我们去参悟宇宙和人生的奥义.’ 象纷披，元气琳滴，甚至颐色抚媚，姿态招展，显得既华美又铺张·

  参悟 因而在中国现代试论中显得别具一格”二梁宗岱以诗性的文字诗

  坏独间接解释给我们的理智而已，井且要直接诉诸我们的感 的技巧写诗论，其本身就是诗，这与他对诗的语言强调是一脉相承
觉和想象，使我们全人格受到它感化与熏陶: 的，但又不仅于此，作为对理论的深人，他还以中西融汇的高度，围
  祟高 绕“诗”本体为中心，从“本质.论，“创作，论，“主体”论，“阅读，批

  “我们的灵魂也得要有一种意外的助力横亘在我们面前，遥找 评，鉴赏”，‘感染力”，“发展.论作了周详细致而又层层深人的韶

们承认我们的感觉和官能之无能泊我之渺小，然后才能够聚精会 析，对“作者一作品一 读者哟关系进行流理，并以整休的宏观
神，集中思想的力量去和它抵抗，和它较量，在那一瞬间解脱了感 诗学视野及部分细微经验的切人，既是富于指导意义的理论，又是
官的束缚而达到绝对的独立，自由与超升，亦即所谓崇高的境界: 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既有来自自身的经验，更多的有对作品的细

    《六】发展论 读中外诗学理论的提炼和浓缩.“活着是一层，活着而又感着是一

    诗的目的 层，感着而又写得出来是一层，写得出来又能令读者同感是又一

  1、艺术自主性和现实功利性的融合趋势(作家艺术生活合一) 层，二可作为他诗学思想的缩写，用公式表示即:作者、体验，知
  马拉美认为“艺术不能有其它目的”;梁宗岱坚信艺术的自觉 性，悟，智盆一读者.梁宗岱诗论的不足在于显得零散和不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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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块少一点系统性和整体感，有些近于传统诗话的性质，但这也
可能践他的命运多并有很大关系.但他对西方诗学成就和中国传

统诗歌的借鉴、化用、触汇、赋新后的个人阉释，显示出“克隆”后的

移植性与“换肤”后的本土性已经获得新的时代艺术本质内涵，延
续了中国新诗“理代化”的趋势和为后来的“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
作了理论的先行和探路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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