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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偶 通感 秀句 影响
济慈与陆机诗歌艺术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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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中英诗歌史上, 济慈与陆机都是颇有争议而又影响巨大的诗人。前者是英国浪漫主义诗

歌史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后者则在中国古代享有 #嗣魏开宋∃的诗史地位。总体看来二位诗人在对偶或

英雄偶句诗体的运用、通感意象的运用、秀句警策的运用和对后世诗学的推动方面, 有着严密的相似性。

对二者诗歌艺术的合论, 不仅可以体味到 #东海西海天下攸同∃的创作理念,更为中英诗学的研读提供新的

方法和开辟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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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同样坎坷的人生经历、卓尔不群天才迥异的诗歌思想和优美辉煌的诗歌创作,济慈与陆机在

中英诗歌史上享有颇为相似的评价和待遇。济慈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

物,而陆机则在中国古代享有 #嗣魏开宋 ∃的诗史地位。对两位天才诗人的对比研读, 会发现迥异的

历史文化背景之外的很多相似性。总体看来二位诗人在对偶与英雄偶句诗体的运用、通感技巧的运

用、警策秀句的运用有着严密的相似性。对这种相似性的关注,将会开拓比较诗学研究的疆界, 并希

冀能为中英诗学的研读提供些新的方法和思路。

一、偶句诗体的运用

对偶又称对子、对仗及偶对,刘勰称其为 #丽辞 ∃[ 1]
。中国古诗中对偶运用不但历史悠久而且范

围甚广,从%诗经 &中的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 ∃, 到 %楚辞 &中的 #悲莫悲兮生别

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再到 %论语 &中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等不可胜数。至于后来文人,如

班固、贾谊、张衡和曹植等,也都是使用对偶的高手。这不仅体现了 #造化赋行, 支体必双; 神理为目,

事不孤立∃ [ 2 ]
的自然规律,同时也是汉字的特色和中华民族传统审美心理的体验。但是若说对偶的

运用和创作在西晋以前已臻成熟,又未免言之不凿。总体情况是,到了西晋诗歌中的对偶日趋增多,

那才是事实。而在晋代群雄中,使用对偶数量之多、技巧之熟、成就之大、影响之远者,非陆机莫属,以

至于有学者称: #正式的修辞主义是始于陆机的,在对偶表现的洗练上,这表现得很显著。∃ [ 3]
陆机诗

歌中的对偶首先是数量可观,有统计表明全部陆诗中共有对偶 200余对之多
[ 4]
。其五言诗除了 %驾

言出北阙行 &没有对偶之外其余都有。而其乐府诗中使用对偶的句子有 80余句, 约占诗歌总数的

60%。像%苦寒行 &、%悲哉行 &、%长歌行 &和 %君子行 &等,都大量使用对偶句。并且陆机已经将对偶

句用到了拟乐府诗歌之中,对偶技巧也日臻完善。在陆机手里对偶的运用已经完成了从自发到自觉

的转变。可以说建安以前对偶句的运用 #皆文势偶然, 非用意俳偶也。用意俳偶, 自陆士衡始 ∃ [ 5 ]
。

刘勰曾将对偶分为四种:言对, 即词句对仗;事对,即历史人物入对且成偶;正对, 即正事说正意; 反对,

即反事说正意。陆机诗歌中以上诸对皆有可观。事对如 #三荆欢同株, 四鸟悲异林 ∃ ( %豫章行 &)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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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 ∃( %门有车马客行 &) ;言对如 #亲友多零落,旧齿皆凋丧 ∃ ( %门有车马

客行& ) ;正对如 #营魄怀兹土,精爽若飞沉 ∃ ( %赠从兄车骑 & )。另外, 陆机的自然山水诗亦用对偶颇

多,如 #日色花上绮,风光水中乱 ∃ ( %当置酒& )、#芳兰振蕙叶, 玉泉涌微澜 ∃ ( %招隐诗二首& )。陆机

的对偶运用突出反映了其赋辞家的风范, 有彰显其 #天才绮练,当时独绝 ∃之风采。

如果要在英国诗歌创作上找一个与中国古诗中的对偶相同或相似的形式, 英雄偶句诗体 ( hero ic

couplet)无疑是最恰当的。此诗体来自法国,经乔叟移植而在英国成长,斯宾塞、马洛等大诗人都曾使

用过, 后来无韵诗盛行用者趋少。到 17世纪经华勒、旦能、德莱顿等人恢复, 并于 18世纪在英国诗坛

占主导地位,尤以蒲柏为最高境界。它的特点是每行由十个轻重相间的音节组成, 每两行押韵, 下两

行换韵。这种押运方式不但使形式整齐优美, 而且音调和谐。济慈诗歌中的英雄偶句诗体运用主要

在中早期创作中为多见。写于 1816年的两首重要的长诗 %我踮脚站在山顶 & ( I stood tip toe upon a

little h ill)和%睡与诗 & ( S leep and Poetry)都是英雄偶句诗体运用的典范。到 19世纪时押韵的诗体已

渐趋衰弱,英雄偶句诗体也不例外。济慈的重新运用不仅复兴了这种古老的诗体,而且又使其更加工

整、更多变化,从而克服了原来周而复始两行押韵容易造成单调机械的弊病。以 %睡与诗 &为例, 全诗

404行,非常严密地每两行押韵,并且各种语气的句子交互使用。从开头的 #什么比夏天的风儿更加
熨帖? /什么比嗡嗡的蜜蜂更另人怡悦? ∃等一系列疑问, 到 #啊! 给我十年吧! 我可以在诗里 /征服

自己; 我可以大有作为 ∃的感叹句式, 不论什么表达济慈都可以纯熟地采用英雄偶句诗体。为了表达

的需要,济慈还打破了这种押韵句子长短不变中间没有停顿的旧习,而在行文中停顿点的变换上下足

工夫。有时每行中有停顿,往往半行中也有。比如 #它是什么? 我用什么来比方? /它有一种荣耀,

没人能分享 ∃等。此外在个别地方济慈还夹杂了长句而使一韵显得较长。尤为使人关注的是济慈最

长的诗歌%安第米恩&也是采用英雄偶句诗体写成。全诗共四卷长达 4050行。在如此长的传奇诗

中,济慈一丝不苟地将偶句诗体运用到底。除了保留以前的特色外, 这里的偶句诗体更紧促更圆熟,

十音节五音步几乎一用到底。只是在第四卷的中间用了一些 #回旋体∃。

应该说,不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从韵律还是从韵脚,陆机诗歌中的对偶与济慈诗歌中的英雄偶

句诗体都有很强的相似性。两人都对传统的偶句体做了改进和引申,并将其使用范围扩大,而且在拯

救和发扬偶句体方面做了巨大的贡献。

二 、通感意象的运用

通感概念最初见于 17世纪德国心理语言学派温德的 %语义学 &, 法国心理学家米叶在 1892年第

一次使用 #通感∃这个词。从此以后通感便被众多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所关注。英语上的 synaesthesia

或 synaesthetic im agery是一个心理学、语言学及修辞学术语, 汉语上一般称为 #感觉挪移 ∃、#联觉∃、

#移觉∃或 #通感∃。受一种感觉的刺激而产生的与另一种感觉相关的心理感知效果的过程, 就叫通

感。克里斯 波尔蒂克博士认为通感就是各种感觉印象的混合, 其中一种形式的感觉可以恰如其分

地用于指称另一种感觉。
[ 6]
新批评的两大代表人物韦勒克和沃伦也注意并阐述了通感, 他们称其为

联觉 ( synaesthesia), 即 #把两种或两种以上感官的感觉和知觉联结在一起,在更多情况下联觉乃是一

种文学上的技巧,一种隐喻性的转化形式,即以具有文学风格的表达方式表现出对生活的抽象的审美

态度。∃[ 7]

中国古诗中的通感事例虽不普遍,但亦有很多表达。钱钟书先生很早就开始关注研究这种现象

了,在 %通感 &、%谈艺录 &和%管锥编 &中他都对通感作了细致的总结和理论揭示。他在%旧文四篇

通感&中指出,陆机是第一个运用这种技巧的古代诗人, 并举例说陆的 %拟西北有高楼&中 #芳气随风
结,哀响馥若兰∃便是通感的典型事例。[ 8]

在此句中 #哀响∃的听觉范围转移到了 #若兰∃的嗅觉上。陆

机善于将各种感觉打通,竭力打造秀美玲珑之句、营造超凡感受之境, 如 #鲜肤一何润,秀色若餐饮 ∃

( %日出东南隅行 &)将视觉和味觉联在一起; #高谈一何绮,蔚若朝霞烂∃ ( %拟今日良宴会 & )将视觉与

听觉联在了一起; #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 ( %拟明月何皎皎 & )又将视觉与触觉联在一起等等。在

%文赋&中陆机亦采用了大量通感来表达自己的文学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实属罕见。

济慈诗歌的语言形象生动、清新自然,素以可尝、可感、可闻、可见而著称于世。这种高超诗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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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 主要靠作者运用多变而准确的意象。 #济慈是西方诗坛上纯粹用意象说话的第一人,尽管还谈

不上自觉。∃ [ 9]
建立在意象基础上的通感群, 通过量的叠加和场合的频繁出现, 以达到出人意料和打

破常规之感。济慈颂诗中的通感意象不仅数量繁多而且种类各异。仅仅在其六大颂诗中就有通感意

象多达 13种。视觉感觉通感的例子有 #宁静的嫩蕊 ∃ ( cool rooted flow er) ( %赛吉颂& )、#阴影的思

绪 ∃ ( shadowy thought) ( %赛吉颂 & ); 视觉听觉通感的例子有 #如花的故事∃ ( flow ery tale) ( %希腊古瓮

颂 & )、#绿叶的传说∃ ( leaf fringed legend) ( %希腊古瓮颂& )、#絮语的树叶 ∃ ( wh ispering roo f) ( %赛吉

颂 & );视觉嗅觉通感的例子有 #暗香 ∃ ( em ba lm ed darkness) ( %夜莺颂 & ); 听觉味觉通感的例子有 #甜
蜜的呻吟∃ ( delicious m oan) ( %赛吉颂 & )、#甜蜜的节奏 ∃ ( sw eetly rhym e) ( %希腊古瓮颂 & ) ;困觉感觉

通感的例子有 #清醒的创痛 ∃ ( w akefu l anguish) ( %忧郁颂& ) ;视觉味觉通感的例子有 #果实圆熟的时

令 ∃ (m e llow fruitfu lness season) ( %秋颂 & )等等不胜枚举。

陆机与济慈诗歌中的通感群运用既出自他们本人的诗歌美学原则, 又能完美地表达诗人的诗学

之思。陆机在%文赋&中表达了自己独特的 #诗缘情而绮丽∃诗歌创作理论 [ 10]
, 即在创作中借助形象

的语言 #曲尽其妙 ∃、#穷尽其相∃;并能进入忘我之境使各种感觉浑然相融、畅通无阻地超越时空,乃

使 #音色之迭代, 若五色之相宜 ∃。这正与济慈的诗歌美学达到了相互应和的地步。济慈追求的诗歌
应该是 #主体事物只要在诉诸美感的艺术形式中反映展现就够了, 它与脱离了诗歌去判断事物的真

与假无关∃ [ 11]
。在他的诗歌审美中最重要的是外部世界的动荡在内心唤起的复杂感, 以及对这种感

觉的体验,而不是理智分析;同时美感超越一切。济慈认为 #对一个伟大的诗人来说, 对美的感觉压

倒了一切其他的考虑,或者进一步说,取消了一切的考虑∃ ( %1817年 12月 21日及 27日致乔治和托

姆 济慈& )。济慈的美学思想认为一切美的事物应该达到三点: 美好充实、恰到好处和自然动人。

创造新奇的感觉也是济慈创作的一部分。颂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中呈现的感性美, 这一点

被认为是济慈颂诗最为动人、也最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陆机与济慈诗歌中的通感意象已跳出了纯

粹心理学或修辞学范畴,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创作手法和诗艺形式。虽其他诗人也曾用此手法创作,然

而最得心应手者非二人莫属。而且因通感群的运用而形成的前景化 ( foreg round ing )文体功能现象,

也使读者耳目一新。它从改变人们惯常的审美视角入手, 将人们因过于习惯和无感觉的自动化而变

得麻木迟钝的各种感觉能力重新激活,共同协作相互调和,以延长审美过程和最终获得审美愉悦为目

的。

三、秀句警策的运用

文学史上有人靠卷帙浩繁的作品取胜,而也有只靠只言片语成名。这里的只言片语就是被刘勰

所称的 #秀句 ∃,陆云所称的 #出语 ∃、#出言 ∃,陆机所称的 #警策 ∃, 即 %文赋&所称的 #篇中之独拔者∃。

中国古诗讲求一语挺出全篇生辉的技巧。早在先秦已有诸如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

霏霏∃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类的秀句传诵千古。后代诗人亦不让前贤,在秀句警

策的创造上出现后浪推前浪之势。诗名不大者可因此而名声大噪;名声斐然者则可借此而锦上添花。

像晋朝的孙楚因一句 #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 ∃而声名大震。陆机非但重视秀句警策的作用, 而且

身体力行积极创作。像其诗句 #高谈一何绮,蔚若朝霞烂 ∃ ( %拟今日良宴会 & )、#京洛多风尘,素衣化

为缁∃ ( %为顾彦先赠赋二首 & )都是有名的秀句。其秀句之挺常为后世大诗人所推崇。比如他的 #照

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 ∃ ( %拟明月何皎皎 &)曾打动过李白,令后者写出 #九江秀色可揽结 ∃、#素华虽

可揽∃的诗句。

英国文学史上靠秀句出名的亦有很多诗人。像罗伯特 赫里克就以一句 #可以采花的时机,别

错过∃而为后人记起。也有些诗人虽创作无数, 但能为众人传唱者仅为秀句而已, 像雪莱的 #冬天来

了,春天还会远吗? ∃、马洛的 #就是这张脸使万舰齐发, 把巍峨的伊利安城楼化为灰烬的吗? ∃等等。

济慈则和陆机一样属于秀句警策颇多而出彩的诗人。济慈最有名的一句警策当数 %希腊古瓮颂 &结

尾处的那句千古明言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它让批评家们百读不厌,几百年来围绕此句的解读可

谓新意迭出络绎不绝。一句话包含了对永恒与短暂、艺术与现实、美与真的全部思考, 是真正的秀句

警策。除此之外,济慈关于诗歌创作的 #消极的能力 ∃说 ( negat ive capab ility)也是诗艺史上有名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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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在给弟弟的信中济慈写到: #我和戴尔克细致讨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没有争辩。一些事情开始

在我思想上对号入座,使我立刻思索是哪种品质使人有所成就,特别是在文学上,像莎士比亚就大大

拥有这种品质 我的答案是消极的能力,这也就是说,一个人有能力停留在不确定的、神秘的与疑

惑的境地,而不急于去弄清事实与原委。譬如说吧,柯尔律治由于不能满足于处在一知半解之中,他

会坐失从神秘堂奥中攫取的美妙绝伦的真相 ∃( %1817年 12月 21日及 27日致乔治和托姆 济慈& )。

这几乎预示着近代和现代 #非个性化 ∃和 #读者之死∃理论的萌芽, 影响了包括庞德、艾略特和巴尔特

等在内的很多文学家。

四、对后世的影响

自宋代以降,陆机的地位有所降低。但是随着后来对诗歌艺术规律研究的深入和持久,陆机作为

大诗人的地位有所恢复,其在诗歌发展中的作用也得到了重新评价,尤其是他对后世的影响更得到了

应有的肯定。陆机对六朝诗人如鲍照、谢混、颜延之等的影响非常显见,像鲍诗的秀句警语、谢诗的绮

丽繁富和颜诗的寻章用典等,无不烙有清晰的陆诗印记。并且陆机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几乎规定了自

元嘉三大家以后的诗歌走向。许多齐梁时期的诗人也曾把陆机作为效仿的楷模。中国古诗发展到南

朝时, 已渐趋向文彩辞藻靠近。陆机诗风的绮丽华彩与这一趋势不谋而合;加上其非凡的成就, 也就

很自然地成了引领诗歌发展的旗手, 并牢固地树立起 #嗣魏开宋∃的诗史地位。

在英国浪漫主义诗史上济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一直都在吸收、批判、继承前辈诗人

精华并勇于开拓顺应诗艺发展而不断求变。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济慈出身最卑微,受教育最少,最

英才早逝,然而他对诗歌精髓的独特感悟和诗艺创作的独特方法, 不但帮助自己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

诗艺个性和创作标准,而且对后世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济慈诗歌的历史感和现代性、个人强烈而

持久的对 #影响的焦虑 ∃的反抗、不畏恶评不惧嘲讽的精神等,都使他成了一个屹立不倒的学习审美

对象。维多利亚时期有一批诗人号称是济慈的门徒,他们包括丁尼生、阿诺德、霍普金斯和罗塞蒂,都

对济慈十分崇拜并深受其影响。还有前拉菲尔派、司文朋乃至现代美国的斯蒂文森等,也都为济慈诗

艺所折服。他的 #消极的能力∃说像一座架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桥梁, 不仅引领诗人回顾过去, 更将

目光投向未来。对现代主义大师 T S 艾略特影响最大的三位诗人中就有济慈。所以王佐良先生说

济慈 #既是 19世纪的, 又是现代的。他要解决的思想和创作问题, 也都属于现代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

他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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