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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于生活的“九叶符号”
——《九叶集》诗歌意象符号解读

◎贺石东
摘要：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九叶集》就被誉为现代诗歌中的经典，诗集表现出“九叶诗人”的思想和内心的渴

求，具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九叶集》中具有丰富的诗人们塑造的意象符号，其作为作者抒发自己情感的载体，经过

作者不断思考，被赋予作者想要表达的内涵，研究诗歌中的意象符号对于后来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本文分别从意象符号所表达的现实性、自然意向和其扩展和凝练的意象思维对《九叶集》诗歌的意象符号进行研究，以期

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对现代诗学的成熟与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九叶集　意象符号　艺术价值

《九叶集》中用诗歌意象符号来代表

诗人的所思所想。具体的物品或者景象在

经过诗人的思维转化后重新被赋予不同的

含义，我们通过这些符号可以感受到诗人

想要表达的精神世界。意象符号是诗人抒

发感情世界的媒介，经过作者不断思考，

被赋予作者想要表达的内涵。意象符号不

仅能体现意象本身的意义，还能表达诗人

的思想情感，在不同人的解读中就会形成

不同的看法。我们对文中的意象符号进行

捕捉，再利用意象的符号语言理论对其进

行剖析，分析诗歌中的能指和所指，并探

索作者是如何通过不同的艺术手法将两者

相互结合，建立意象的符号化，将意象符

号的文学美和文学张力展现出来。意象具

有符号的特质，是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艺

术形象，一方面源于某种客观事物，另一

方面外化为符号融入九叶诗人主观情感色

彩。诗歌意象包含了符号的能指和所指。

在诗歌意象中，能指（表示成分）是事物

的表象，即“象”；所指（被表示成分）

是符号表示的情感内涵，即“意”。正如

美国诗人庞德所言：“意象是在瞬间呈现

出理智与感情的综合物” ，即意象可以

刺激读者产生理智或情感上的心理反应。

诗歌意象具有含蓄的表达效果，呈现一种

朦胧的艺术美感，其艺术表达已并非单纯

的客观事物的表层感知，而是涉及诗人的

深层思想情感和内涵。同时，诗歌意象的

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扩大了表意范围，为读

者提供了开放的想象空间和丰富多角度的

体验方式。在形式主义学派看来，意象同

样是使词语得以“陌生化”的一种手法，

意象在灌注诗人的思想与情感后成了模糊

的艺术符号，使原本的词语复杂化，并突

破其表层含义，将读者的感官和某种意义

联系起来，这便是诗的意象的作用。在诗

本体意义上讲，古今中外的诗基本可被分

为两种成分：意象成分和非意象成分。意

象是组成诗歌的基础要素，意象活动贯穿

诗的创作；非意象是对意象的强调与拓展。

唐湜认为“诗可以没有表面的形象，但不

能没有意象”。意象符号的构建和呈现就

是诗的创造，所以意象符号作为诗的核心

组成，其解读对于诗歌的理解和阐释至关

重要。

《九叶集》中意象的使用尤为重要，

可以说没有意象符号就没有《九叶集》

的文学韵味和独特魅力。本节将捕捉收

集《九叶集》中的意象符号，分析意象

的营造与联络，并讨论其意象的表达内

容和含义，最后了解《九叶集》意象的

塑造手法与特色。

九叶诗人受艾略特影响颇深，以新诗

现代化为最终目标。袁可嘉主张“新诗现

代化”理论，他的观点是“设法使意志和

情感得着戏剧的表现”，还要“闪避说教

和感伤的恶劣倾向”。九叶诗人主张使用

不直接表达现实的意象，他们遵循“现实、

象征、玄学”的综合原则，力求构建“写

实与象征相融合的多层面辐射体”，将现

实体会提炼成为诗人独有的感受，然后以

意象进行间接抒情和表达，使客观事物的

内涵得以升华，最终引向对社会与人生的

反思。

一、都市意象与现实性

九叶诗人强调诗歌承担着“将人生

和艺术综合交错起来的神圣任务”，他

们主张作品要“体现中国的斗争现实”，

然后“融入这苦难而辉煌的战争中，敢

于直视真实的历史”。所以九叶诗人的

意象首先扎根于现实生活，而不是“被

一团朦胧困守住”，他们“从水里的游鱼、

天空的飞鸟”得到启示，决意“开始向

自己的世界外去寻找世界”（杭约赫《启

示》）。

《九叶集》中有着对都市与现代生

活的感受与审视，其意象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和现实性要求，例如辛迪的《夏

日小诗》：

电灯照明在无人的大厅里 / 电风扇旋

转在无人的居室里。

这两句中“电灯”“电风扇”“无人

的大厅”和“无人的居室”两组对应的意

象，铺陈出寂寞的现代风景，营造出悲凉

的气氛，亦可见诗人内心对世界和国家命

运的感慨。其后“我闻见了起腻的肥皂沫

味 / 有一些市侩在那里漂亮地理发 / 呵，

真想当鼓来敲白净的大肚皮 / 就着脐眼开

花，点起三夜不熄的油脂灯”转向对都市

的反思和对市侩冰冷的嘲讽，从凡俗的文

本中对被“异化”群体的本性和命运发出

拷问。

我们来看袁可嘉的《上海》：

一场绝望的战争扯响了电话铃 / 陈

列窗的数字如一串错乱的神经 / 散布地

面的是饥馑群真空的眼睛 / 到处是不平。

日子可过的轻盈 / 从办公房到酒吧间铺

一条单轨线 / 人们花十小时赚钱，花十

小时荒淫。

城市场景的意象对比，对政府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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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辣的讽刺。一面是由于国民党统治下

货币贬值所扯响的“电话铃”，错乱的

“陈列窗的数字”和“饥馑群真空的眼

睛”；而另一面，生活愉悦，乘坐“从

办公房到酒吧”的“单轨线”，“花十

小时赚钱，花十小时荒淫”，道出国统

区的腐败黑暗。

比如，庞德意象风格的代表作《地

铁车站》用“人群”“湿黑的枝条”和“花

瓣”意象，简短地描绘出一瞬间复杂抽

象的地铁画面定格：“人群中这些面孔

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

许多花瓣。”这篇作品中把不同的意象

放在一起，交融成具有全新意义的意象，

凝练而生动，给予读者明暗交替的视觉

体验，也引起读者关于现代生活与渺小

个人的思考。

作者在《进城》中采用：

走进城就走进了沙漠 / 空虚比喧哗更

响 / 每一声叫卖后有窟窿飞落 / 熙熙攘攘

真挤得荒凉 / 踏上街如踏上氢气球 / 电线

柱也带花花公子的轻浮 / 街上车，车上人，

人上花 / 不真实恰似“春季廉价”的广告

花 / 无线电里歌声升起又升起 / 叫人想起

黄埔滩畔的大出丧 / 空洞乏味如官定纪念

烈士的假期 / 滑稽得一样令逝者心伤 / 转

过身。

“ 沙 漠 ”“ 叫 卖 声 ”“ 熙 攘 人

群”“街”“车”“人”“广告花”和“无

线电的歌声”，朴实的城市意象白描，

这是穿透表面，直指生活本质的体会；

滑稽的“大出丧”和“纪念烈士的假期”

则又是对当时京沪一带达官显贵的官僚

主义和腐败的批评讽刺。与当时其他的

现代派不同的一点是追求“深刻的生活

体会”而不是“风花雪月”的现实性。

袁主张在内容上应该是“表达对现实人

生的把控上”，在媒介上应该是“反映

现实生活的种种意象”。同时他们更加

强调现实意象的感情层面，将现实与情

感交融，实现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

原则。使意象变为具有理性思辨的新呈

现，使情感升华为更微妙丰富的新感受。

郑敏在《寂寞》中写道：

我也将在“寂寞”的咬啮里 / 寻得

“生命 ”最严肃的意义 / 因为它人们才

无论 / 在冬季风雪的狂暴里 / 在发怒的

波浪上 / 都不息地挣扎着 / 来吧，我的

眼泪 / 和我的痛苦的心 / 我欢喜知道他

在那儿 / 撕裂，压挤我的心 / 我把人类

一切渺小，可笑，猥琐 / 的情绪都抛入

他的无边里 / 然后看见：/ 生命原来是

一条滚滚的河流。

这首诗表达孤独的感情，但避免了

使孤独落于俗套。这里的意象既不是幽怨

哀戚的，也不是缥缈迷惘的，“冬季的暴

风”“发怒的波浪”，不是直接将寂寞抒

发，而是运用意象给这份情感提供了一个

侧面视角，即寂寞之中仍存炽热的力量，

使寂寞的表述拓展出新的可能，使得诗更

具厚度、引人深思。

二、表达作者感悟的自然意象

九叶诗人强调意象的感性与理性的

融合，追求意象的智性化，将浪漫主义

中感情的宣泄转变为现代主义中哲理的

传达。这使意象更加晦涩而不是单纯的

模糊，诗歌的语言更具复杂性而不是直

接的渲染， 从而更具冷静、沉思的风格。

如陈敬容的《飞鸟》：

你们带来心灵的春天 / 在我寂寥的窗

上 / 横一幅初霁的蓝天 / 我从疲乏的肩上

/ 卸下艰难的负荷：屈辱、苦役……/ 和

几个囚狱的寒冬。/ 将这一切完全覆盖吧

/ 用你们欢乐的鸣唱；/ 随着你们的歌声 /

攀上你们轻盈的翅膀 / 我的生命也仿佛化

成云彩 / 在高空里无忧地飞翔。

诗中的飞鸟已不再是单纯的外物，

飞鸟为诗人减轻灵魂负荷，诗人通过飞

鸟顿悟：“无忧的飞翔”只需心灵的解放，

这其中灌注着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飞

鸟”这一意象则瞬间呈现了无数复杂情

感。智性化也可使得诗更具雄厚的历史

感，将庸常的意象得以升华。如穆旦的

《赞美》：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

野中 /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

的父亲 /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上升起又降

落了 /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 而他

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 翻起同样的

泥土 / 溶解过他祖先的 / 是同样的受难的

形象凝固在路旁 /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

的歌声流过去了。

此段中，诗人以“农夫”这一现实性

的意象，描绘了中国人民坚韧的形象。他

肩负“希望”和“失望”，为了国家放下“古

代的锄头”，走向民族复兴的“悠长的路”。

这展示出意象的智性化，诗人对人民群众

的赞美，包含了他对历史和国家前途的思

考，表达出诗人对国家崛起的信心，从而

为读者带来巨大的情感冲击。

三、扩展与凝结的意象思维

九叶诗人也将现代化的取向放在意

象的联系方面，“对意象思维进行新的

探索，主要分为扩展式和凝结式两种方

式。”扩展式是指后来的意象不仅承接

前面的意象，还要进行加深和推远。诗

歌的氛围逐渐被营造起来，使读者逐渐

落入诗的意境，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

这也契合了艾略特的“诗歌戏剧化”和

“客观对应物”的诗学理论。意象的扩

展式思维使情感得以客观、间接地表现，

达到戏剧性的效果；一连串的意象也避

免了直接的叙述，依靠客观事物，引起

读者的思考和联想。

如穆旦的《春》：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 / 他渴求着拥

抱你，花朵。/ 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

/ 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 如果你

是醒了，推开窗子 / 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

美丽。

本诗从“绿色的火焰”这一意象出发，

围绕春的主题逐渐展开，意象互相关联

巧妙地表现出春天的活力。春草似火焰，

它希望用“花朵”，花朵“反抗着土地”

生出蓓蕾，春风吹过，为“你”带来烦

恼或快乐，“你”醒了，“推开窗子”

看满园的景色。绿草与鲜花竞相生长，

表现出澎湃的激情，激发了人的精神，

春的现象背后也是深层次的理性特征。

随后诗歌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二十

岁的紧闭的肉体”，如同“泥土做成的

鸟的歌”，被春的激情点燃，“却无处

可依”，最后这宇宙的一切，“等待伸

入新的组合”。人被压抑却保留了新的

可能，意象逐渐拓展，构成了快节奏、

多层次的美妙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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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式则以一两个意象为突出的核

心，以不同角度展现主题。如陈敬容的

《律动》：

水波的起伏 / 雨声的断续 / 远钟的悠

扬……/ 和灼热而温柔的 / 心的跳荡——

/ 谁的意旨，谁的手呵 / 将律动安排在 /

每一个动作 / 每一声音响？ / 宇宙呼吸着

/ 我呼吸着；/ 一株草，一只蚂蚁 / 也呼

吸着。

自然景观中，“水波”“雨声”“远

钟”包含有“律动”；对人来说，“律动”

是心跳、是“呼吸”，对于“草”和“蚂

蚁”也一样，它们也同样以“律动”的

方式生存在世间；更进一步，停匀的“幽

咽”和“歌唱”也是律动；最后视角跨

进宏观世界，豁然开朗，星光永恒地闪

耀——“律动”原来是整个宇宙的规律。

这首诗的意象就这样以不同形式、在不

同层面上展开，最终主题飞跃升华，凝

聚不同意像在“律动”上，探寻出宇宙

大自然的深刻哲理。

四、景物意象和人物意象的融合

《九叶集》中有许多善于描写意象

的范例，例如郑敏在《金黄的稻束》中

借稻束抒情，看见“稻束”，仿佛就看

见了劳作的“疲惫的母亲”和“收获日

的满月”，仿佛看到了屹立的人类思想，

仿佛看到了流去的历史。这时，“稻束”

这一意象就不再仅仅是指客观的事物，

也不仅是诗人用来象征母亲，这时我们

很难还原“稻束”意象的原始结构，它

成了劳动人民、丰收、庄严等多种意象

的某种集合体，成功地将景物意象和人

物意象相结合，经过融合后的意象还未

脱离其本身的含义，因此作者进一步提

出了“疲惫的母亲”概念，借用无私奉

献的母亲这个概念成功建立麦穗到人类

母亲的固定指向，使原本象征丰收的麦

穗成为人类母亲辛勤劳动的意象符号，

表达诗人对母亲的崇高敬意。从此它在

读者心中打下深刻的烙印，随后郑敏的

诗歌乃至更多诗人的诗歌中，“金黄的

稻束”便可引发读者的想象，给读者带

来关于人类、历史的宏大感受和玄妙的

情感。

唐湜在《骚动的城》中将“洋油箱”

和“锋利的犁”联系起来，洋油箱是近代

中国常见的铁皮的长方形容器，敲洋油箱

逐渐代替鸣锣成为抗议工具。本诗将罢市

罢工的信号和人民的劳作工具融合，变成

敲击“洋油箱”的声音，在这个声音的背

后则是物价飙升后人民的困苦生活和反抗

资本家的剥削掠夺。正因如此，工人和农

民才要抗议，才要敲响这洋油箱，对那些

坐享其成的资本家发起严厉的挑战！作者

通过描写这一抗议的过程，建立敲击“洋

油箱”的声音和抗议对人民的剥削的紧密

联系，使得敲击“洋油箱”的声音成为一

个全新的意象符号，表达出完全不一样的

思想感情，实现洋油箱和抗议活动这两个

意象的完美融合。

五、结语

《九叶集》书很薄，但内容很充实，

思想和文化很厚重，需要我们用双手捧起

阅读，需要我们用心灵去阅读和感悟。深

入阅读和了解《九叶集》中的诗歌，分析

诗歌中的意向符号，来解读诗人使用意象

符号的目的，帮助我们研究诗歌作品的本

身，体会诗歌传递的精神。对意象符号运

用进行深度剖析，在《九叶集》中诗歌的

象征，就会更加接近作者的想法。运用符

号学的理论具体分析《九叶集》中的意象

符号，能更直观地去展示作者运用这些意

象符号所表达的情感，能更加接近这些诗

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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