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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5 月 2 日，我在《当
代 •诗歌》“卷首 •读一首诗”
栏目，读到韩东《在玄武湖划船》
的诗，脑海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
“当代诗歌的发展，必须跳出‘诗
到语言为止’的陷阱”。这个念
头闪现时，正是艳阳高照的八九
点钟的时候，但我还是被这个念
头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韩
东是我最推崇的最喜欢的当代诗
人之一。
　　20 世纪 80 年代，诗人韩东
和于坚、丁当等人创办“他们诗
社”时，我尚是襁褓里嗷嗷待哺
的婴儿，但他在此时提出“诗到
语言为止”的著名论断，与他们
“pass 北岛”的壮举，让我日后
对他们产生了顶礼的情绪。有很
长一段时间，韩东在我心里都是
神一样的存在。但是，近读韩东
荣膺鲁迅文学奖的诗集《奇迹》，
和《在玄武湖划船》这首诗，让
我对韩东迷之自信的诗意书写，
与“诗到语言为止”的著名论断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我不明白，本着“把有创造
力的好诗人请出来，把独立创作
的好诗歌呈现出来”的《当代 •
诗歌》，为什么在“卷首语”这
个醒目的栏目里，选发这么一首
老旧过时的反映日常琐碎的寡淡
无味的庸俗之作了。
　　我在阅读《在玄武湖划船》
时，脑海里闪现的这个念头，好
像在嘲讽地说，现在的汉语诗人
们，似乎已远没有韩东、于坚他
们当年“pass 北岛”时的豪迈
与生猛了。不过，咱辩证地想，
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生态，是到
了摒弃“第三代诗人”拉旗帜、
喊口号、占山为王，各自为政的
打砸抢式的混乱无序的思维模式
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理性客
观地说“跳出”“突破”或“跨
越”，还不是为了 pass 他，打
倒他。因为他们那一代人的使命
已经完成，而现代新诗的瓶颈，
似乎也随之产生。
　　其实，自胡适开启白话新诗
创作至今，现代汉语新诗发展到
今天已相当成熟。但我们也看到
现代汉语新诗，正在有意识地脱
离诗教传统，走向多元无序的混
乱叙述。造成这种混乱的局面，
其实也是从“他们诗群”发起
“pass 北岛”开始的。此后，随
着“第三代诗人”在诗坛所取得
的辉煌成就，以及信奉追随他们
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诗学主张，
也就成为近几十年来影响力最为
深远的诗歌理念。既如此，何以

突破、跨越他们所阐释的武断而
荒谬的诗学论断了。
　　“在玄武湖划船 /我还记得
那阵风 /它起自湖面 /到岸边结
束 /任意摆布我们的船 /我还记
得 /想象中的孤单 /在绿色的湖
面上 /我们同时操桨 /又都把船
桨搁下 /船头顿时歪向一旁 /我
还记得摸出烟来抽 /四只手捂住
的火 /记得我们刚刚还在湖上 /
完全是这样的 /我记得 /现在我
们已经来到大路上”（韩东《在
玄武湖划船》）
　　这首诗写于 1986 年 4 月 26
日的诗，是韩东参加第六届青春
诗会后，发表在《诗刊》上的，
也是韩东继成名作《有关大雁塔》
之后，写的带有实践性质的试验
之作。然而，38年后的今天，《当
代 •诗歌》又将这首毫无诗意美
感的试验之作重新推出，不知是
回望致敬，还是启发引领？或许
两者兼而有之吧。
　　不管怎样，我还是没能感受
到，当时还在读大二的诗人西渡，
读到这首诗时的惊喜。在《惟直
接才能暗示》一文中，诗人西渡
说他读到《在玄武湖划船》的感
受，是比议论纷纷的《有关大雁
塔》《你来自大海》那几首更让
他惊讶，并产生了“一种新的诗
诞生”的感觉的。但是说实话，
作为一个写诗十余年的诗歌爱好
者，我从这首诗里读出的，不是
“新的诗的诞生”，还是新诗的
死亡。因为这首诗，只是简单地
描述了诗人与几个朋友在玄武湖
划船时，遇到风浪，捂火、抽烟
的一个场景感受。像这样既无现
实意义，又语言苍白的毫无诗意
的作品，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回到
《诗经》时代，和诗的起点的。
难道是因为时间久远，或风太大
了吗？
　　还让我最不能感受到诗人的
感受的，是诗人韩东说的一段感
受诗意的话。他说：“我们关心
的是作为个人深入到这个世界中
去的感受、体会和经验，是流淌
在他（诗人）血液中的命运的力
量。”在这段阐释诗意的话中，
我仿佛感受到了诗人所言及的
“世界就在我们的前面，伸手可
及”的画面。但我反复地阅读这
首诗，我不知道，“我还记得那
阵风 /它起自湖面 /到岸边结束
/任意摆布我们的船。”这样的
句子有什么诗意和力量？如果说
“诗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
体会和经验”，那“我记得”这
样的句子，它到底传递了怎样的

情感与体会了。如果你还不能感
受到诗人的感受，那我们后撤一
步，按西渡所阐释的：“诗呈现
的事实，就是直接的语言也是暗
示的语言”逻辑来讲，惟直接才
能暗示的语言，“才是最有力的
暗示的语言。因为它的意义的不
确定性，反而给意义带来无限可
能。”如果西渡所言及的定义成
立的话，为何确定“呈现的事实
本身”就是诗意的呈现了。在我
看来，诗里所说的“我记得”这
样的句子，所“呈现的事实”，
其实也只是一帧苍白无力的黑白
照片而已，它所传递的信息价值
与诗学意义，都是有限的。
　　在《惟直接才能暗示》一文
中，诗人西渡引用罗伯特 •潘 •
沃伦的话说：“一首诗读罢，如
果你不是直到脚趾都有感受的
话，那不是一首好诗。……肉体
的感受是最根本的。许多人并不
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诗歌都是
优美的。优美，见鬼去吧！诗歌
就是生活，是充满了活力的经
历。”在这里，我想弱弱地问一
下读者朋友们，你在这首诗里读
出了“活力的经历”吗？我不知
道诗人西渡再读《在玄武湖划船》
时，他的脚趾有什么感受，但我
的脚趾却踢到了钢板。因为我从
这首诗里读出了文字游戏的无
聊，和致使诗意丧失的痛苦感受。
同样追思怀远，“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这样优美的诗句，
不比直接苍白的描述更加诗意迷
人，余韵悠长吗？难道千百年以
来，我们先贤圣哲们所追求的诗
的音律美感，到了近现代就跟不
上时代节奏，就成为嫌弃的糟粕
吗？
　　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里，诗
一度承担着宗教与信仰的角色，
而为天地立心的使命意识，也一
直烙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里。如果现在，连知识分子和诗
人都开始抛弃这一使命了，那最
坏的结果就是诗的消亡和民族精
神的坍塌。从表象上看，“诗到
语言为止”的著名论断与“拒绝
升华”的口语写作，确实回到了
诗的起点与生活事实的本身，有
很强的表现力和视角冲击效果。
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截断诗歌语
言、剔除诗教成分、解构文化意
义的简单粗暴的裸露式书写的危
害。所以，对尊崇杜尚那样的，
把小便池放到博物馆展览的，一
味追求生活艺术的人，还指望他
们能写出什么像样的颇具民族情
怀的高尚伟岸之作呢？ 责任编辑 |郭园 校对 |卢路

■ 艾华林（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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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者》杂志是由华夏早报
社主办，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
文读本，于 2023 年 6 月创刊，杂
志宗旨为“见证时代，拒绝平庸”，
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
　　《思想者》杂志为季刊，主要
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知名

媒体负责人、调查记者、知名学者
等。

征稿对象
　　海内外作家诗人、学者、评论
家、媒体记者等。

《思想者》杂志征集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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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篇小说《腿林》（吕学敏著，黄河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版）的叙事结构颇为讲究。
　　小说叙述形态具有新写实主义风格，叙述语言精
俭传神，叙事策略具备明显的后现代叙事特征。
　　小说的叙述视角是以一只狗的视角看西后村。
　　吕学敏的这部长篇小说，是他《子宫》《白狐》
等五部长篇中最成熟的一部，是铜川市新时期以来长
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笔者试图从以下四个特点探究一下长篇小说《腿
林》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一、浓重隐喻意味的开头

　　小说开篇写道“我是坐在笼子里被主人提到市场
上去卖的。我们同胞五个。这时我们才三个月大，有
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我排行老四。主人的
婆娘就说，留一个，其他的卖了。……
　　我是和粪笼子被柴胡爸这个新主人提回来的，淋
了雨，我只打了几个喷嚏，并没有感冒。我成了西后
村的一员。”
　　这篇新颖别致的开头，其实是大有深意的。
　　从叙述技巧上讲，这样的开头完成了对于“叙述
者”的明晰交代，第一句话就充满了命运的不可抗
拒色彩，“我是坐在笼子里被主人提到市场上去卖的
”这句话蕴含悲凉之雾。而且“叙述者”正是在这
样不可把控的命运里极具偶然性的成为了“西后村的
一员”。这样的开头似乎就隐喻了“虎子”最后悲
剧性的结局，一个外来者，目睹了一个村子的一切，
又为这个村子所不容，消失在了这个“西后村”。

二、自由视角的元小说

　　元小说又称后设小说或自我意识小说，是后现代
小说的主流叙事类型。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变传统小说
的隐藏叙事行为为暴露叙事行为。作者在后记中说：“
我为什么要用狗的眼光作为视角呢？狗不比人，狗的
眼光是客观的。人看人是掺杂偏见的。那只狗很可爱，
到最后成了村里的敌人，这里面值得回味”。是的，
很值得回味。当“叙述者”虎子被以柴胡率领的村
民围猎，被一支铁叉无情地穿身而过，“彻底死了”，
悲凉之雾不仅再次笼罩读者的心灵；随之变得模糊和
可疑的，甚至就是这部自由视角的元小说，叙述者死了，
那么是谁传下这一切？迷茫的叙述氛围于是又加入混
沌的成分。

三、准碎片化的结构

　　对结构的关注是中国新时期小说运用后现代叙述
策略的一个突出的表征，小说结构对文本的表现形式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腿林》也使用一种近乎碎片的结构，使小说结
构在总体上变得不完整。而这种破碎的结构具体说来
是通过空缺结构的大量使用、多重的复制文本、自由
与循环的时间三个主要方面来得以完成的。
　　空缺结构是指在文本中事件的发展史造成某个链
条的缺失，从而使整个事件的统一性被瓦解，造成了
整个故事的不完整。“男人的大手就在我们的窝里摸
着提，我和其中三个就被提出来了。一个姐姐留下来
了。”这个“虎子”亲生姐姐的命运在小说中直至结
尾并未得到揭示，然而，结构上的空缺对读者的诱惑
又是巨大的，读者完全可以阅读时对此空缺进行再度
随意的再创作。也许善良的读者会祝愿这个“姐姐”
可以有一千种遭遇，只是不要重复亲生弟弟的悲剧结
局就好。再如，金苗爱上柴胡，爱上这个从县城回到
西后村竞选村长雄心勃勃的男人，可是如火如荼的爱
情在一场波诡云谲的乡村基层选举变得愈发模糊不清，
至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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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学敏长篇小说的后现代叙
事策略

■ 党剑（陕西）
>>重点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