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卞之琳诗歌意象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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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卞之琳诗歌意象的作用机制包括三个方面：在意象的选择上，诗人试图寻求热烈情感

的表达与理性的抽象思维之间的平衡；在意象的使用上，诗人分别从个体意象与群体意象出

发，成功运用了多种创作技巧和手法；卞诗丰富的艺术效果的体现最终构成了意象作用机制

的完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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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构成看，意象这一诗学审美范畴是一

首诗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从诗人的创作过程看，意

象是诗人创作构思的核心。因而，意象对于一个

诗人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只有当诗人合理地处

理意象，他的诗才有可能具有美学价值。意象之

说，至今未能盖棺论定，中国古代的意象，是指用

来表达某种抽象含义的艺术形象，所谓的“表意之

象”、“立意之象”都是说的这个意思。这一定义以

全知的视角静态地审视意象，更多地强调了客体

的特征，对作为主体的诗人在意象形成过程中的

作用重视不够。在西方，康德提出的最高审美范

畴被朱光潜在他的《西方美学史》中译为“审美意

象”，他所指的实质上是体现艺术家审美理想的高

级意象。我们认为：所谓意象，就是把主观的情感

与哲理外在化、具体化于一定的客观物，它往往以

具象的形式表现出来。

现代诗人中，卞之琳以大量运用诗歌意象而

久负盛名，他诗歌中的意象丰富多彩，古今中外不

拘，只要能为表达情感需要均为其所用，可以说，

卞之琳在合理运用意象方面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卞之琳诗歌中的意象因量多而显得纷繁复杂，表

面看来毫无头绪，实际上卞之琳的每一首诗都有

规律可循，我称此为“意象作用机制”，正因为这一

意象作用机制有规律地发生，卞诗才产生了巨大

的艺术魅力。这条意象作用机制的主动者并非意

象本身，而是诗人，换言之，就是诗人如何正确处

理意象，从而满足表达情感的需要，是诗人对意象

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卞之琳诗歌意象的作用

机制包括意象选择、使用及效果三个方面。意象

的入诗不是随机的、偶然的，而是经过诗人细心淘

洗后的必然结果。卞之琳在《雕虫纪历》序言中说

“作诗规格本来不大，我偏又喜爱淘洗，喜爱提炼，

期待结晶，期待升华”，卞之琳所谓的“淘洗”当然

包括对意象的选择。卞之琳在其诗歌意象的选择

上总是试图达到主观热烈情感的表达与客观理性

的抽象思维之间的平衡，寻求两者最和谐的交融。

诗言志，诗是表达诗人情感和思想的媒介。

作为一种体裁，诗是诗人在现实生活中情感有所

感触而写出来的形式相对规范的文学作品，没有

情感是不能谈诗的。新月派诗人认为感情和情绪

是诗的灵魂，但这并不是说感情是诗歌的全部，而

是说感情和情绪是诗歌必不可少的一种要素。纵

观卞之琳诗歌的批评史，认为卞诗不再追求主观

的抒情而追求诗歌的智性之美的观点贯穿始终。

这种观点有合理的成分，卞诗体现出的智性之美

的确别具一格，但说卞诗不再追求主观抒情显然

是有失偏颇的。卞诗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反映诗人

当时当地的一种感情、一种情绪的。《古镇的梦》

主要表达诗人一种对愚昧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

争”的感情，围绕这一感情，诗人选取了“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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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命锣”、“梆子”、“瞎子”、“更夫”一系列意象，并

把它们有机组合，构成了一幅处于黑暗社会中的

落后古镇的日常生活图景，诗人悲哀的情感凸现

在整体意象之中。此外，像《西长安街》、《无题》、

《酸梅汤》等许多诗篇，我们都能透过众多的意象

去感觉诗人那颗不平静的心。卞诗中一以贯之的

是对人生对精神归宿的深沉之思，体现了一个“五

四”知识分子对生命的不懈探求。其实，卞诗注重

对“意趣”的挖掘与诗人表达情感在本质上是一致

的，对人生哲理的探求本身就是一种情感表达的

过程。我们反对一提到卞之琳的诗就是智性、哲

理，我们不能忽略卞诗中的情感因素。卞诗的智

性之美，实质上是诗人表达主观情感时产生的一

种客观的艺术效果，不能把它当作美丽的花环到

处乱套。

情感的表达在文学创作中主要有两种方式：

直抒胸臆和含蓄隐晦式，卞之琳的诗采取的是后

一种方式。卞之琳曾说：“我写诗，而且一直写的

是抒情诗，也总在不能自已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

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可见，在表

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卞之琳选择了隐藏自己，

这除了卞之琳坎坷的人生经历和自身的性情使然

外，也是他独特的诗学理想的追求。卞之琳深受

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艾略特的“诗不是放纵感情，

而是 逃 避 感 情，不 是 表 现 个 性，而 是 逃 避 个

性”［$］（"#%）的观点在卞诗中时有体现。所以，尽管

我们在卞诗的文本表层看到的只是意象的堆积，

却很少看到直接表达情感的词汇，但卞诗中情感

与意象不是完全分离的，诗人的热烈情感深藏在

意象背后，诗人的情感是通过具体的意象或意象

组合表达出来的，这需要读者的“填空”、“补充”。

具体到创作上，诗人是利用自身的知识储备进行

理性的抽象思维来达到这一“隐藏自己”的目的。

情感是诗人创作的动力，它触发诗人的灵感，

启动诗人的情思，但如果放任自流，不加以必要的

约束，它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无法控制，表现在诗

歌创作中将是情感渲泄时痛快地直呼，缺少美学

价值。卞之琳在意象选取时进行积极的抽象思

维，有效地控制了自己的情感。读者读诗是一个

由具象到抽象的过程，读者要从文本提供的具象

中抽象出诗人所指，而诗人写诗却是一个由抽象

到具象的过程。诗人感情触动了，他要通过意象

这一媒介把它表现出来，就要选择合适的具象，这

几乎是每位诗人创作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卞之琳

尤为突出。卞之琳的诗中出现了大量的古典意

象、日常生活意象、西方文学中的意象，可以想象

诗人把心中的情感寄托在这一个个意象上时，脑

中思维的频率是很高的，这不仅需要较高的知识

素养与文学涵养，对诗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也提出

了较高要求。例如具有禅宗意味的《圆宝盒》这首

诗，现实之中很难找到“圆宝盒”这一具体物象，这

显然是诗人在抽象思维过程中想象出来的，“圆”

这一自古以来便有“圆满、美好”象征的意象恰能

接受诗人情感的外在化、具象化，因而“圆”便被诗

人选取了，这便是一个抽象到具象的过程，也是意

象最终被选择的过程，可以说这一过程是诗人“期

待升华”的必要前提，这一过程对重视意象运用的

卞之琳来说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经过细心选择的意象只能单个发生作用，把

它们胡乱堆砌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施以多种创作

技巧和创作手法，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艺术力量。

我们主要从个体意象和群体意象两方面来分析卞

诗对意象的使用。

从个体意象看，卞之琳成功运用了象征这一

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卞之琳曾说“我在大学听了

一年的英诗课，上了一年级第二外国语法文课以

后，就已接触了英国二三十年代的可称为现代主

义诗 和 法 国 的 象 征 主 义 以 及 后 期 象 征 主 义

诗”［&］（"#$）。法国象征主义对卞之琳的影响深远，

这明显体现在卞之琳的创作中。名篇《鱼化石》中

的意象“鱼化石”究竟象征了什么，至今还是一个

未解之谜。卞之琳善于从大千世界中选取各种物

象来寄托自己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桥”、“雨”、

“表”等等都负荷了诗人深层的人生思考。象征的

运用使得卞诗中的意象呈现出一种朦胧感，这是

因为意象的多义性使得读者在赏析诗歌时难于取

舍。其实，根据黑格尔在《美学》中对象征的界定

“象征应该分出两个因素，第一是“意义”，其次是

“意义的表 现”［’］（"#!(），意 象 本 身 就 具 备 象 征 性。

卞之琳之所以以运用意象闻名，这与他准确理解

运用象征这一创作手法是密不可分的。

卞诗中还大量运用了比喻、拟人、排比等传统

的创作手法。比喻在卞诗中是常见的：“家驮在身

上像一只蜗牛”（《道旁》），“半岛是大陆的纤手”

（《半岛》），《白螺壳》中的比喻更是错综复杂。卞

之琳还把一些意象拟人化了，“睡起的胃口”、“镜

子，镜子，你真是可憎，让我先给你描两笔秀眉”

（《妆台》）；“轮船向东方直航了一夜，大摇大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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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着一条尾巴”（《航海》）。排比的手法也多有运

用，“水银”、“灯火”、“雨点”的排比出现在《圆宝

盒》中；《距离的组织》中“灰色的天。灰色的海。

灰色的路。”排比手法的运用加强了诗歌的语势，

然而不同意象的陈列多少有刻意雕琢的嫌疑。这

四种手法的运用不是彼此独立的，有时是混合使

用的。如：“半岛是大陆的纤手、遥指海上的三神

仙。”（《半岛》），“半岛”在第一句中处于一个比喻

句当中，在第二句中却又处于一个拟人句当中了。

这几种传统手法的运用使得部分意象组合在一

起，在局部产生了一定的艺术效力。

此外，卞诗中部分意象只有当诗人加上特定

的定语之后方能成为诗人所需的意象，这也是诗

人创作抽象思维的一种表现。比如：《圆宝盒》中

的“圆”使得这一意象具有了道、悟、知的象征。

《音尘》中“孤独的火车站”，因有了“孤独的”才有

了寂寞的象征。再如《白螺壳》的“白”更赋予一种

纯洁的象征。类似的意象在卞诗中比比皆是。

从群体意象看，卞诗进行了一系列的意象组

合，意象组合的实质是：“依从诗人情绪或意念的

线索，按照一定的构思，对其进行有机的组接和排

列，从而完成诗的整体建构。”［!］关于卞诗的意象

组合方式前人多有论述，然而一些方式有牵强附

会之嫌，在我们看来，卞诗的意象组合方式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全诗存在一个主意象，其他意象都是

围绕这个意象展开组构，主意象是诗人情感的凝

聚点，其他意象是对主意象的补充，而诗人的情感

和哲思的表达建立在主次意象的合理组合上，一

些诗的题目便是主意象，如《白螺壳》，主意象“白

螺壳”象征着一种时间与忍耐的交融，是诗人情感

的寄托，而“纤生”、“小楼”、“石阶”等意象则是

补充表现白螺壳的，从而使看似空灵的白螺壳包

含宇宙万物了。另外一种是将两组或两组以上的

意象平行组合，在并置它们的过程中完成诗人情

思的表达。如《傍晚》一诗中“夕阳”与“庙墙”、“老

汉”与“瘦驴”、“乌鸦”与“树枝”分别构成三幅清晰

的画面，将萧瑟傍晚时的孤寂愁怨、生命无奈之情

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

意象组合是意象作用机制的核心。文本不能

告诉我们众多意象内在连接的纽带，个体意象的

堆积体现出一种空间上的无序性，事实上，诗人创

作时心中是有一个“核”的，这个“核”是诗人的情

感或哲思，意象的运用都是要为这个“核”服务的。

个体意象只是诗人感情零星的寄托，而当个体意

象按这个“核”有机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意象，

这个意象具有极广阔的艺术表现力，单个意象的

艺术张力只有借助于整体意象的形成才得以实

现，得以升华。整体意象的形成才是诗人情感哲

思、诗学审美理想实现的前提。

经过选择和使用之后，诗人对意象的作用机

制便发生了，它以文本的形式表现出来。根据接

受美学的观点文学作品要经过接受活动，其价值

才能得到显现，同样，我们认为意象作用机制的最

终完成也必须经过读者接受其艺术效果的过程。

如果说选择、使用意象是蓄势的过程，那么这

一过程则是“势”爆发的过程。卞诗由于使用了丰

富的意象，呈现出的艺术效果也多种多样。首先

是色彩美的效果。卞诗大量使用意象，又经过卞

之琳所谓的“戏剧性处境”处理各种意象，组合构

成了一幅幅图画。有现实主义风格的，如《古镇的

梦》、《西长安街》，诗中所述都是严峻的现实。有

荒诞风格的，如《圆宝盒》、《鱼化石》等诗篇，表层

互不相关的意象组合构成了奇怪的毫无头绪的图

景。《断章》还体现出了一种清新、俊秀的自然美。

其次是音响美。卞诗常借助于一些意象表达出一

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如《古镇的梦》

中“算命锣”、“梆子声”、“孩子的哭声”、“桥下流水

的声音”构成了一种烦躁不安的情绪；再如《音尘》

中“绿衣人熟稔地按门铃”，虽然未写出声，可是意

象的组合已使声音响在读者的心里。再次是一种

意义上的层次美。这有别于闻一多诗歌理论“三

美”中的建筑美。闻一多的建筑美主要是从诗的

文本形式和诗的整体外形上来表现节与节之间的

匀称、行与行之间的均齐，追求的是一种整齐之

感。而卞诗中所谓的层次感是从诗的内在意蕴来

讲的，主要是意象的跳跃造成接受者理解上的断

层，这不是坏事，而是一种客观的艺术效果。最后

是卞诗体现出的智性之美。卞之琳注重对“意趣”

的挖掘，把生命体验和玄思寄予多彩的意象之中，

表达了对人生、对生命的深沉之思。

诗人颇费心机地选择、运用意象终于开花结

果了，当花的芳香和果实的饱满让读者为之一震，

愉悦之感不禁而生时，卞之琳诗歌意象的作用机

制便完整发生了，从诗人到读者交流的通道在意

象的连接下便畅通无阻了，并以读者的产生共鸣、

回味无穷而告终。

意象实在是卞之琳实现他诗学理想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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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素。从广义上讲，卞之琳诗歌中的意象作用

机制经历了“情感触动”、“抽象思维”、“选取意

象”、“排列组合意象”、“产生艺术效果”几个阶段，

每一阶段之间并不是严格界定的，一以贯之的是

诗人积极的思维。卞之琳把他的丰富情感和人生

之思倾注于纷繁复杂的意象之中，开辟了“五四”

新文学以来所谓智性的一派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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