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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诗歌的民族个性及其影响
!

张中宇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N"""NJ$

摘C要!席慕蓉诗与蒙古民族个性及文化心理具有密切关系$质朴%粗犷%豪迈的草原文化

特质$与其长期生活的南方环境接触的汉文化交融%互补$构成具有艺术魅力的+陌生化,效

果# 席慕蓉带有北方游牧民族色彩的事象与新鲜的意象组合$在某种意义上丰富了中国文学

的表现方式$同时也使中国文学呈现出某些崭新的当代风格# 席慕蓉诗集发行量超过 L"" 万

册$在台湾和大陆均获得巨大反响$已具 $" 以上年持续不断的影响力$并非如一些评论所称一

般意义的+流行,# 席慕蓉不但是当代蒙古族辐射最广%影响最大的诗人$也是当代全球有影

响力的诗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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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慕蓉的成长背景

席慕蓉蒙古名穆伦3席连勃-一作#木润3

席连帛$!为音译使用不同汉字的差异.!曾使用

#漠蓉$ #萧瑞$等笔名" 席慕蓉 #FN$ 年农历 #"

月 #L 日生于重庆西郊金刚坡-今沙坪坝区歌乐山

中.!金刚坡抗战期间为国民政府官僚及中央大

学教职员等住地!郭沫若任厅长的国防部三厅文

化工作委员会也在金刚坡!参加三厅工作的田汉%

阳翰生%冯乃超%傅抱石%李可染等曾居于此" 抗

战胜利后席慕蓉随父母辗转南京%香港!#FLN 年

迁至台湾定居!#FGN Q#FGG 年到比利时布鲁塞尔

皇家艺术学院进修!曾任新竹师范学院美术科副

教授%教授"

席慕蓉生活在典型的蒙古家庭!朝夕相处的

父母%外祖母都是蒙古族人!外祖母全名宝尔吉特

光濂公主!属于吐默特部落!成吉思汗嫡系子孙"

蒙古家庭有一个传统!从小在家里父母都会告诉

很多部族规矩%有关家族的历史" 在席慕蓉成长%

生活的家中!爸爸妈妈都说蒙语!外祖母也鼓励席

慕蓉说蒙语!这是有利于蒙古民族文化传承的环

境" #据说!在我很小的时候!本来是会说蒙古话

的!虽然只是简单的字句!发音却很标准!也很流

利" 22家里有客人来时!我就会笑眯眯地站出

来!唱几首蒙古歌给远离家乡的叔叔伯伯听"$

-席慕蓉+飘蓬,.不过随着年龄增长!在家的时间

毕竟不及在学校和所处南方汉文化大环境的活动

多!所以席慕蓉说!#长大了以后的我!却什么都

记不起来!也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飘蓬,."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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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在家里接受的蒙古文化的熏陶!还是铭记在

心灵深处" #FMF 年 M 月 # 日台湾地区公教人员

赴内地正式解禁!M 月 !" 日席慕蓉就到达#父亲

的草原上$!#我第一次见到故乡的时候!我是没

有记忆的" 我没有任何印象!我有的是所有我的

父母%外婆给我的讲述%我的想象" 然而当我第一

次踏上蒙古高原!真正见到草原的景象!我觉得我

见过!在梦里我见过4$

0#1席慕蓉丈夫刘海北说!

在最初和她交往的时候!发现她最具北国气

质///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从心到口是一条平坦

笔直的大道!没有一丝拐弯抹角"

0!1可以判断!虽

然席慕蓉并没有出生于蒙古高原!没有成长%生活

于草原大漠!由于蒙古文化自身强有力的延续性!

通过席慕蓉父母%外祖母等从小全面的教育!得到

非常确定的有效传承"

有的学者认为席慕蓉受到蒙%汉%欧三种文化

影响!但席慕蓉在欧洲学习时间较短!且主要学习

美术技艺!其留学期间的生活范围也主要在中国

留学生中间!从她的诗歌来看!欧美文化的影响并

不显著" 蒙古民族的血统%蒙古民族性格与文化!

以及长期受汉民族文化的熏染!相当程度影响了

她的生活和创作" 质朴%粗犷%豪迈的草原游牧文

化基因与深厚的汉文化交融%互补!形成了适度的

审美#距离$! 构成具有艺术魅力的#陌生化$效

果及独特的新鲜风格"

二%席慕蓉诗歌的民族个性

#FM# 年席慕蓉第 # 部诗集+七里香,出版!

#FM$ 年第 ! 部诗集+无怨的青春,出版!这两部诗

集出版后均在极短时间内多次再版!确立了席慕

蓉在台湾地区的影响和地位" #FMG 年席慕蓉诗

集开始在中国内地正式出版!也在很短时间内多

次再版!进一步扩大了席慕蓉的影响" 读者在接

受席慕蓉诗歌的时候!一般并不注意其中的民族

特性!这当然和席慕蓉出生于南方%生活于南方%

接受汉文化熏陶有着密切的联系" 不过!读者还

是感觉到席慕蓉诗歌中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元

素!这些元素带来了新鲜甚至略带神秘的艺术体

验" 这些新元素的构成是比较复杂的!民族特性

则是其中不应忽视的要素" 席慕蓉诗歌具有典型

的蒙古民族的生存特征%独特个性与文化心理"

例如)

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吧H不许流泪不许回头H

在英雄的传记里H我们从来不说H他的软弱和

忧愁

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吧H在风沙的路上H要护

住心中那点燃着的盼望H若是遇到族人聚居的地

方H就当作是家乡CC!/祖训0"

蒙古民族因为游牧而迁徙不定!要不断寻找

新的牧场!即使熟悉的牧场也不能保证没有被其

他部族抢先到达或占领" 辽阔的草原缺乏天然遮

蔽!易受恶劣气候%外族侵扰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

剧烈影响!一次巨大的自然灾害或者外敌入侵都

可能改变一个部族的命运" 因而!他们对未来抱

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所以!蒙古民族的文学艺术

一方面表现蒙古高原的辽阔博大!蒙古人民的勇

敢无畏!又往往呈现一种苍凉乃至悲壮的韵味!蒙

古族的马头琴声!蒙古民族的歌声!大多也有这些

特征" 这种苍凉%悲壮!加上席慕蓉父母从蒙古高

原迁徙南方!随国民政府从重庆到南京!辗转香港

再到台湾定居的#漂泊$经历的强化作用!以及生

活的汉民族文化环境及南国风情的影响!在她的

笔下转为或显或隐的哀愁%低回" 例如)#像日里

夜里的流水H是山上海上的月光H反复地来 反复

地去HH让我柔弱的心H始终在盼望 始终H找不

到栖身的地方$-席慕蓉+此刻之后,. #找不到栖

身的地方$这样的感觉!以及在她的爱情诗篇里

也经常写到的迷惘不定的情绪!应该是游牧民族

漂泊不定生活的文化存留" #流浪$是席慕蓉诗

文中出现频度很高的词之一!仅+七里香, +无怨

的青春,等早期的 G 部诗文集中就出现 $L 次" 迁

移不定的生活特性!经过长期积淀!就会形成一种

缺乏确定性%稳定性甚至安全感的 #流浪者$

意识"

有一部分研究者不解席慕蓉事业%爱情%生活

一帆风顺!何以她的诗篇总有淡淡的哀愁!甚至认

为不过是为赋新诗强说愁" 兹举一例!#现实生

活中的席慕蓉是一个极其幸运的女子22我发现

席慕蓉在玩弄人生的同时!呈现出一种装腔作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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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忸怩之态" 作为贵夫人的席慕蓉!时不时在自

己的幸福与喜悦里!掺进一些淡淡的悲伤!以及自

己的矫情与造作来骗取读者的信任与眼泪!以故

作高深的忧伤与悲苦来装饰自己平淡无奇的日常

生活"$

0$1类似评价不少" 这些基本上都忽视了

席慕蓉身上的蒙古民族的特殊基因及其早年漂泊

经历的强化作用" 民族的基因根植于民族文化心

理的深层!即使在一帆风顺的环境里也不会消解!

它强烈地参与或影响席慕蓉风格的形成" 由此形

成的不确定%哀愁%低回!贯穿于席慕蓉的几乎所

有作品" 这些由于民族个性与文化心理等形成的

特质!是席慕蓉诗歌具有鲜明民族特性的有力

证据"

值得注意的在于!蒙古民族特质%家庭的文化

传承!以及幼年%少年时期南方的辗转漂泊!长期

在南方的生活环境!促进了南%北文化对席慕蓉的

交替影响" 影响到创作!席慕蓉诗歌不是#一丝

不差$的蒙古文学风格!而是以蒙古文化心理为

基因或者深层元素!同时融入她的#漂泊$体验%

所生活的南方汉文化元素!形成极具魅力的当代

风格)抒情细腻%形式精致而不柔弱或过分艳丽!

深沉含蓄%低回宛转!又兼具质朴自然及源自北方

草原的辽阔悠远" 席慕蓉诗歌风格明显熔铸南北

诗风之长!而避免了南北诗风的不足!如南方的太

过柔弱艳丽%北方的相对简单粗糙"

在席慕蓉诗歌中占大多数!表面看来并没有

直接采用蒙古民族题材的作品中!其实都可以发

现这些民族的深层元素" 这里就席慕蓉质朴自然

的态度作一些分析" 她的+无怨的青春,组诗前

面有一段小序)#若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地说声

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

忆"$这基本上可以代表席慕蓉数量不少的爱情

诗的基本风格" 这种风格和汉民族许多爱情诗极

为强烈的爱憎感情是有显著区别的!如汉乐府)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棱!江

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上邪,.#闻君有它心!拉杂摧烧之" 摧烧之!当

风扬其灰" 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相思与君绝4$

-+有所思,.再如明代民歌)#要分离除非是天做

了地*要分离除非是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是官做

了吏" 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

-+挂枝儿3欢部3分离,.文人诗歌如元稹#曾经

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李商隐#春蚕到

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可为中国汉民族

爱情诗基本思想的代表!具有极端的强烈性!甚至

极端的单一%不可改变性" 席慕蓉的爱情诗却明

显具有新的元素!例如+一棵开花的树,)

如何让你遇见我H在我最美丽的时刻C为

这H我已在佛前C求了五百年H求他让我们结一

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H长在你必经的路

旁H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H朵朵都是我前世的

盼望

当你走近C请你细听H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

的热情H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H在你身后落了

一地的H朋友啊C那不是花瓣H是我凋零的心

#求了五百年$的爱因为#无视$而凋零!当然

是锥心的痛!但是如果与汉民族类似诗篇比较!就

可以发现诗中并没有极强烈或极端的反应!感情

要#平静$或#温和$得多" 如果结合张承志+黑骏

马,描写蒙古族老奶奶%索米娅对待类似感情的

态度!就可以进一步理解这些新元素形成的民族

学因素" 北方民族!尤其是#极北$地区的民族
$$$$$$$$$

!

环境相对恶劣!四季变化更为剧烈!生存%适应%

$$$$$$$$$$$$$$$$$$$$$

延

续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

$$$$$$$$$$$$$$$$$$$$$

起伏

$$$$$$$$$$$$$$$$$$$$$

变化剧烈的环境大概也使北方民族的内心更为强

韧!迁徙不定%

$$$$$$$$$$$$$$$$$$$$$

随遇而安的生存方式造就了北方民

族更强的适应性!唯一%

$$$$$$$$$$$$$$$$$$$$$

不可改变等这些更多来自

$$$$$$$$$$$$$$$$$$$$$

于安土重迁的农耕社会的带有极端性的思维本来

就少于中原或南方民族
$$$$$$$$$$$

" 它们表现在文学创作

中!形成北方民族文学或者带有北方民族深层质

素的文学独特的风格" 席慕蓉的+禅意-之二.,

也具有代表性)#当一切都已过去H我知道 我会H

慢慢地将你忘记HH心上的重担卸落H请你 请你

原谅我H生命原是要HH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地复

原H22生活原来可以H这样的安宁和美丽"$这

种很强的#复原$能力!和蒙古民族很强烈的顺应

自然等思想也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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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注意到!具有蒙古民族特色的事象或

意象在席慕蓉诗歌中出现的频度不低!这也成为

席慕蓉诗的显著特征之一" 蒙古民族是一个马背

上的民族!#马$#草原$#风沙$#大漠$#鹰$等!都

是蒙古民族的典型事象!积淀了很深的蒙古文化

心理" 在席慕蓉笔下!#马$ #草原$ #风沙$出现

的频率尤其高!大致统计席慕蓉+七里香, +无怨

的青春,+时光九篇,+有一首歌,+河流之歌,+在

那遥远的地方,等 G 部比较有代表性的诗集或诗

文合集!#马$出现超过 #"" 次!#草原$出现近 J"

次!#风沙$出现超过 $" 次-#风$出现近 !"" 次!

#沙$出现超过 M" 次." 此外!#大漠$#阴山$#塞

外$#鹰$#箭$等在席慕蓉诗歌中也多见!且具有

北方塞外特征的意象在一些诗篇中#集群性$出

现!构成具有地域特征的意境" 即使席慕蓉描写

都市现代生活的诗篇!也出人意料地运用具有塞

外特征的意象)

路是河流H速度是喧哗H我的车是一支孤独

的箭H射向猎猎的风沙C!/高速公路的下午0"

#箭$#风沙$具有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特

征" 席慕蓉驾车行进在中国南方雨水充沛%植被

良好的台湾的高速路上!应不至于黄沙漫天!#孤

独的箭$#猎猎的风沙$其实都是蒙古民族文化基

因的存留!它们鲜活的存在于席慕蓉内心!自然而

然地!或者潜意识地!进入了创作的视域" 这里要

指出!除了作为蒙古族诗人的席慕蓉!还没有!恐

怕也不大可能看见其他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采用

这样新鲜的意象组合" 席慕蓉的爱情诗也具有新

鲜的表达风格!意象组合同样很有特色)

只为 不能长在落雪的地方H终我一生 无法

说出那个盼望H我是一棵被移植的针叶木H亲爱

的 你是那极北的H冬日的故土C!/四季0"

#针叶木$是中国北方或高寒地区生长的植

物!#针叶$是为了减少水分和能量的损失!南方

由于阳光充足%气候湿润则多为阔叶木" 以#被

移植的针叶木$来喻示席慕蓉北方蒙古民族血缘

而生活于南方的经历!并以#极北的冬日的故土$

这样的意象组合来表达分离%思念%回归的渴望!

不但具有浓郁的北国特征!也十分切合席慕蓉的

感情历程" 同样!除了作为蒙古族诗人的席慕蓉!

还没有看见其他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采用这样新

鲜的意象组合表达类似主题" 汉民族诗歌表现分

离%不舍等主题最常用的意象是#杨柳$!在席慕

蓉诗篇中不但出现数量相对较少!而且通常并不

用于表现典型的#分离$主题" 我们再以当代两

位著名汉族女诗人舒婷%傅天琳描写分离等主题

的手法来作一个比较" 舒婷描写分离多用#站

台$#汽笛$#分岔的路$等!具有现代城市文明%工

业文明的特征!#分岔的路$还具有传统汉诗的特

点!如唐代王勃描写#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傅天琳描写分离则用#机场$ #海港$ #团圆饭$

等!同样具有现代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特征!

#团圆饭$具有鲜明的汉民族色彩" 通过比较!不

但可以发现席慕蓉表达方式与南方汉族诗人的差

异!而且可以确认其创新力度更大!形成显著的%

也更具魅力的#陌生化$效果" 可以说!

$$$$

席慕蓉带

有北方游牧民族色彩的事象与新鲜的意象组合
$$$$$$$$$$$$$$$$$$$$$

!

已经在某种意义上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方式
$$$$$$$$$$$$$$$$$$$$$

!

$$$$$$$$$$$$$$$$$$$$

同时也使中国文学呈现出某些崭新的当代风格"

值得注意的还有席慕蓉诗歌的艺术形式" 她

的 $"" 余篇诗歌中极少无韵诗!例如)

荷叶在风里翻飞H像母亲今天的衣裳H荷花

温柔地送来H她衣褶里的暗香

而我的母亲仍然不快乐H只有我知道是什么

缘故H唉H美丽的母亲啊H你总不能因为它不叫

做玄武你就不爱这湖!/植物园0"

统计席慕蓉 $ 部早期诗集+七里香,+无怨的

青春,+时光九篇,!按比较严格的标准来衡量!完

全的无韵诗不到 #" 篇!约占这 $ 部诗集 #J$ 篇诗

的 Ne!FGe为有韵诗!除少部分外-约 Le.!大多

-超过 F"e.用韵密集!语言的乐音效果显著" 这

在#废韵$思潮盛行的当代诗人中并不多见!也值

得反思" 为何席慕蓉在众声喧哗中有一份固执的

坚守& 笔者认为受草原游牧文化与传统诗学#中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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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的双重影响可能是值得注意的因素" 草

原游牧文化有一个重要思想是强调与自然力量和

谐相处" 席慕蓉说!#游牧文化的萨满教的中心

思想是和谐$"

0N1

#和谐$的核心是相通%相容!

$$$$$$$$$$$$$

协

调关系%互相适应使之达到最佳状态!

$$$$$$$$$$$$$$$$$$$$$

包括人与自

然%人与人!以及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和谐
$$$$$$$$$$$$$$$$$$$$$

*

同时要避免过度%偏激%怪异!

$$$$$$$$$$$$$$$$$$$$$

这往往会破坏各要

素之间的稳定协调关系
$$$$$$$$$$

" 游牧文化的和谐思想与

传统哲学#天人合一$及传统诗学的#中和$思想

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 中国传统诗学的#中和$

思想支持了包括唐诗宋词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歌的

繁荣!但由于近现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反

思!以及当代某些思潮的影响!受到明显削弱"

$

席

$$$$$$$$$$$$$$$$$$$$$

慕蓉承袭的草原游牧文化的和谐思想由于与传统

诗学#中和$理论的一致性则得到某种#强化$!

$$$$$$$$$$$$$$$$$$$$$

因

而不易改变或随波逐流
$$$$$$$$$$

" 席慕蓉诗歌表达感情注

重适度!不追求偏激%怪异或者歇斯底里的发泄!

不管是意象的选用!还是意境的营造!抑或感情的

表达!都以追求#和谐$为目的" 形式上则趋于精

致!重视音韵调配!这同样也是以追求更#和谐$

为目的"

三%席慕蓉现象的思考

+七里香,是席慕蓉第 # 部诗集!#FM# 年 J 月

出版后在台湾引起极大轰动!# 个月之内再版!半

年之内再版 J 次!#席慕蓉这个名字在台湾出版商

眼中迅速成为利润的代名词$

0L1

!随后+无怨的青

春,等多部诗集陆续出版" 大陆诗人沙鸥描述了

席慕蓉诗集在中国大陆传播的基本情况)#以花

城出版社出版的两集为例!+七里香,从 #FMJ 年 !

月到 #FMF 年 ## 月!仅两年零九个月!印刷 #N 次!

累计印数达 L# 万余册*+无怨的青春,从 #FMJ 年

F 月到 #FMF 年 ## 月!仅两年零两个月!印刷 #L

次!印数 L" 万余册" 另有些出版社还出版了席慕

蓉诗集多种"$

0G1到 !""N 年!席慕蓉诗集销量#最

保守的估计是 L"" 万册$

0J1

" 席慕蓉诗歌在中国

内地和台湾地区同时获得巨大影响且历久不衰!

已经具有超过 $" 年的持续不断的影响力!绝非如

一些评论者所说的#流行$而已" 这是因为一般

意义的#流行$有一个典型或本质的特征是时间

很短!通常不会超过几年!长期影响则必须具有内

在品质的支撑" 超过 $" 年的影响!而且极可能还

将继续拥有数量不少的读者!意味着席慕蓉诗有

可能进入另一个意义层面" 如果从 L"" 万册巨大

销量来判断!席慕蓉不但是当代辐射最广%影响最

大的蒙古族诗人!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当代全球有

影响力的诗人之一" 从印度到欧美!我们目前都

没有发现诗集总发行量超过席慕蓉诗集的"

进入当代!诗歌艺术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远

去" 甚至有人认为诗歌是农耕时代的艺术!进入

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之后!小

说%影视艺术等取代诗歌成为主要的大众艺术是

必然趋势!诗歌必将成为点缀性的#花边文学$"

不过!笔者以为!这种对诗歌的看法不止悲观!而

且是单一的线性思维" 每一种重要艺术都有其特

殊的表现能力!这些表现力与魅力会因为时代变

迁发生一些变化!却不会因为某种#时代$到来而

消亡" 小说%影视等叙事艺术并不能完全满足读

者丰富%多向的审美兴趣和要求"

$$$$$$

诗歌具有更集

中%更有力也更精巧的抒情特性!与小说%

$$$$$$$$$$$$$$$$$$$$$

影视等

叙事艺术并不#同质$!

$$$$$$$$$$$$$$$$$$$$$

所以不具备互相取代的逻

辑理由!因为#取代$的前提是#同质$

$$$$$$$$$$$$$$$$$$$

和多余!即

如果诗也属#叙事$艺术!则它可能被更大型的小

说%影视等取代" 实际的情形是!小说%影视往往

需要插入#诗$或#歌$来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

展!在影视艺术中!主题曲%插曲几乎是必不可少

的!这可证明抒情艺术与叙事艺术是一种互补关

系而非互相排斥%互相替代的关系" 中国新诗的

一支!即流行歌曲的歌词///+诗三百,中的相当

一部分就是这类#诗$!其艺术水平尤其是接受%

传播的广泛性显示的生命力很值得关注" 从

#歌$的高度接受!可以注意到#诗$的厚实基础及

其未来" 这是正诗歌必将与人类共存!并将在某

些时期或周期性地出人意料地繁荣的原因" 当一

个民族情绪高昂或处于某些关键时期!抒情文学

往往率先受到关注" 在社会发展的相对平稳期!

繁荣的社会环境及传播媒介的有效支持!则为大

型叙事艺术提供了发展空间" 诗歌艺术在人类早

期率先发展!和当时社会组织%传媒相对不发达!

小说%戏曲%影视等艺术对传媒%都市化水平等依

赖度较高有关!诗歌艺术以其相对轻巧灵活!创作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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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播#成本$相对#低廉$率先适应人类早期及

#农耕时代$!而非只能适应于早期与 #农耕时

代$" 当代宏观环境固然十分有利于小说%影视

艺术的发展!其实也为诗歌艺术带来了新的机遇"

席慕蓉诗歌发行 L"" 万册以上何尝没有强大的现

代出版%流通及各种媒介的巨大效应" 席慕蓉诗

发行 L"" 万册提供的不止是接受者不需要诗歌艺

术%诗歌艺术必将衰落的重要反证!也提醒现代诗

人!回归艺术本原%提升诗艺%抓住机遇才是更重

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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