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桑恒昌文本的诗学启示

! 马启代

摘"要!桑恒昌先生的&情感'诗学追求体现在文本上的感染力成为新诗被
人传颂的重要因子和审美质素+桑恒昌先生鲜活,通透,直抵人心的诗歌语言所
体现出的艺术神韵和人文关切成为激活现代汉语张力和激发读者心灵认同的无

形力量+桑恒昌先生在诗歌&声音'方面的写作实践让我们在追寻现代审美的同
时再一次返身关注汉语根部的美妙"

关键词!情感诗学"语象"声音

已近耄耋之年的诗人!依然笔耕不辍!其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实践从个体的侧面佐
证着新诗步履艰难却成就斐然的实绩!在这个精神和媒介都发生着深刻变化的时代!桑恒
昌先生的诗歌文本愈来愈显示出标本性的意义'我曾在%桑恒昌/)情感*诗学的布道
者&!和%桑恒昌)寸法*琐谈&"两文中从)诗学*和)技艺*两个角度对桑恒昌先生的独特贡
献做过简单归纳和指认!事实上!将之放到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我们会发现其所涉及
的许多问题对我们反思新诗得失+匡正当下创作所具有的价值'

首先!桑恒昌先生的)情感*诗学追求体现在文本上的感染力成为新诗被人传颂的重
要因子和审美质素'在思潮与诗潮密不可分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新诗与大众的关系一直
是纠缠在诗人心头无法根治的隐痛!这也许是个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它的存在正是
推动新诗发展的动力之一!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无视或放任自我的责任'纯诗的冲
动和大众化的泥淖都不能给新诗更好的出路'桑恒昌先生切近诗学本质的)情感*诗学饱
含人性和母语本性!其在社会层面引起的共鸣给了我们关于新诗与大众新的思考维度'
记得之前我曾说过!在一切处于)你追我赶*的诗学竞赛年代!)快*和)躁*遮蔽了许多真正
优秀的诗人和作品!I)@@一切的人不但被人I)@@!往往自己也成为自己的I)@@者!这里当
然不是指积极意义上的自我蜕变而是指某些弄潮者的自我解构和退化'而早在!"世纪

/"年代!桑恒昌先生就以)怀亲诗*饮誉诗坛!与当年的)汪国真热*)席慕蓉热*不同!桑恒
昌先生具有魔幻般情感冲击力的怀亲诗显然不属于俗常的流行层面!故没有)洛阳纸贵*
的高烧!却至今热度不减!他们同时在诗界和社会上不断赢得不同艺术主张和流派+不同
职业和年龄的人的喜爱'尽管桑恒昌先生的作品被以高校为壁垒所构筑的学术界重视不
足!但先生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已通过不同的途径被人相传'这让人想到当代人对柳永
作品的矛盾评价#'事实上!诗歌与大众的关系正是雅俗关系的反映!而雅俗矛盾既折射
出不同艺术审美和价值观的冲突!也显现出不同传播和接受群体的社会身份区别!这一关
系贯穿了人类的整个艺术史!不限于诗歌!也不限于中国'就桑恒昌先生而言!他的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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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写作是他人格精神和情感认知的集中体现!而他以)情感*为核心和艺术源头的书写包
含了他所有的诗歌文本!成为一种浸润和生发的力量!故感染力成为文本自然形成+传达
为阅读者二次或多次爆发的情感互动!具有了自我生成+延绵不绝的生命力'李少君先生
把诗学视为情学$!叶延滨先生主张的)不黑不黄不灰*%都是对诗歌创作本质的维护!林
莽先生也坦言!以为诗所解决的是情感的问题!它不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理性表达'在推
介桑恒昌先生的)情感诗学*不久!我在梳理古典诗学理论的一个偶然机会!了解到%孔子
诗论&的相关资料!)孔子诗论*与人们耳熟能详地从%论语&上摘出的那些不尽相同!它源
自十几年前新发掘出的竹简!原存香港地区!现存上海博物馆!它以)主情*说颠覆着我们
以往的诗学定论!大学教授们的研究专著已有十几部!应该说已成为学术界的一门学问!
但这一成果并未转化在诗歌界'我在第五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曾讲过这一问题!
也曾在多个场合与学院派批评家们有过沟通!桑恒昌的诗歌文本正好可以作为我们审视
解剖新诗的典型样本之一!他诗中赤子般的情愫和大悲大爱的情怀执着而热烈!具有传统
东方美学和现代艺术审美的多层交汇凝聚'我个人一致认为相对于喧嚣热闹的诗坛!山
东诗人相对安静!但潮流之后山东诗歌所显示出的坚毅个性日益明朗!其在文字简约和诗
学本质上的坚守犹堪为诗坛榜样!桑恒昌先生的文本在此两点上都有卓越的表现'纵观
文学史!凡被人记住并传颂的诗篇!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本体范畴的专业化水准!
堪达当时代的艺术高度.二是作品的个性化特征!具有较强的辨识度.三是传播的大众化
基础!具有较稳定的接受群体!三个条件同时具备到一定)度*的诗人不一定是当时代的
)红人*!但一定是留下些许擦痕的诗家'我们知道!多少大红大紫者如落花流水而逝!陶
渊明+杜甫这些耀眼的星辰当世发出的不过是被薄雾半遮半掩的微光'如此打探!桑恒昌
先生的诗歌所持续发散的情感之光!已经积蓄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能量!自诗坛名宿到市井
百姓+从海外文坛到华文诗界!能颂桑诗者已不在少数!你可以不完全认可!但无法视而不
见'他的%用生命照亮生命的灯&%生日&%我的家园&%这个夏天从冬季里度过&%再生记&&

等等篇什兼具专业化+个性化和大众化的质素!在黄沙漫卷的诗坛上已耸立成一株株高傲
的常青树'

其次!桑恒昌先生鲜活+通透+直抵人心的诗歌语言所体现出的艺术神韵和人文关切
成为激活现代汉语张力和激发读者心灵认同的无形力量'当然!这里所谈及的)语言*首
先指桑恒昌先生诗歌文本的具体言语!包括词语本身形成的字词组合和意象系列!其次包
括语象呈现方式和表现形式'!是)意象*的延展定性和新的美学形态指称!是从局部命名
向整首诗篇命名的努力!再次!这里所说的)语言*!还关涉桑恒昌先生的谋篇构思和抒情
方式!与诗人的整个生命和艺术经验相连')九叶派*老诗人郑敏先生在谈到对桑恒昌先
生诗歌的印象时曾提出了对桑恒昌诗歌语言的疑惑!就是在看似)单调*)缺少光彩*的表
象下!桑先生的语言)凝练*)思维跳跃幅度大*)表达到位*)诗思丰富*)有很高的哲学高
度*契合)诗的本质*!由此她似乎是自我反问地认为!也许)他根本不想把普通语言变成诗
歌语言'*因为)那一个诗歌语言又太欧化!有时太炫耀了!炫耀奇特!内容又撑不起来'*(

由此可以看出!桑恒昌先生的语言魅力无穷!看似简单!实则内藏气象'桑恒昌先生的诗
歌语言看似)普通语言*!实际上那才是真正的)诗歌语言*!有着浓浓的)桑味*'作为一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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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恒昌文本的诗学启示

与自我生命同构的语言形式!桑先生的诗歌魂魄就藏在里面!质朴之美是真正的大境界!
带着口形和家乡味的语言如何转化为可以书写+可以朗诵的诗歌语言!这是上帝赋予一个
诗人的秘密'据此而论!如果单纯地谈论语言!似乎颇有点韩东)诗到语言为止*的意味!
但显然!无论韩东主张的)诗到语言为止*还是后来倡导的)诗到汉语为止*!其所指和能指
与我所说的桑恒昌先生的)语言*既有着内涵和外延的交集也存在着不少的差异'韩东在

!""1年)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所做的%诗到汉语为止&中所发现的那)更
加细腻+细致+细微和微妙的语言层面*正是诗本身!这一点与桑恒昌先生的语言向度是基
本一致的!要说不同!桑恒昌先生更多地指向人类情感的层面!而韩东所要发现的更多来
自)现实汉语*!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藩篱!事实上!那些一直把)语言*视为诗歌唯
一圭臬的诗人们大多从反抗意识形态固化和词汇意指板结的行为中做了全身心投诚!从
一个先锋者无意间成为顽固派'我在一次中青年诗会上亲历了他们与不同诗学主张者的
唇枪舌剑!在他们咄咄逼人的背后其实是严重的偏执'这一点!最初曾以%新的美学原则
在崛起&为新诗潮助威呐喊的孙绍振先生早在.//#年第1期%星星&上就发出了%向艺术
的败家子发出警告&一文!他说中国新诗的危机来自有追求的诗人陷入理念化!他们把表
现理念作为新诗的根本任务!导致新诗的艺术准则发生了混乱'而桑恒昌先生是一直坚
守了艺术准则和诗歌本质的诗人!站在流派和潮流之外!终于独成一脉!当然!就所谓诗歌
)专业领域*而言#这是相对)江湖领域*的一种称谓---笔者注$!其实有两脉属于)主流*
和)正宗*#这也是不得已套用的术语---笔者注$!一脉是那些挑战人类精神极限的诗人!
如昌耀!一脉就是承继母语诗学源流的发扬光大者!如桑恒昌!当然市面上还存在着)汉语
实用化+工具化的潮流和文学界普遍追求平面化+文本口水化和思维玄学化的现实*!我归
纳为)庸俗化+僵尸化和体制化*!这些都是背离了)辞立诚*的汉语美学和精神原则的)伪
写作*')但阅读桑恒昌先生那些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热乎乎的诗句却足以唤醒我们的灵

性!如)拯救人类7只有两盏灯7一盏握在上帝的手里7一盏举在大夫的手中*#%用生命照亮
生命的灯&$.如)啊!家园哪7无论多大7也要走出去7无论多远7也要走回来7人不出去心出
去7身不归来魂归来的7家园哪7我这辈子很少7在你的上面7总会有一天7我将永远在你的
下面*#%我的家园&$!再如.)幸亏你的诗句7是一拨就通的号码7等到阴阳两界7由我去建
立邦交7塞风老!我会7持灵魂的护照去看你*#%向天一哭---痛悼诗人塞风&$*,,无须
多举例句!也无须多言!因为桑先生的诗句的确是一拨就通的电话号码!让我们一触就身
心颤抖'

再次!桑恒昌先生在诗歌)声音*方面的写作实践让我们在追寻现代审美的同时再一
次返身关注汉语根部的美妙'关于汉语诗歌!我认为有两个关键词一直被忽视!一是)滋
味*这一点食指先生曾专文谈过!%山东诗人&在编发)名家档案"食指卷*时曾予以刊
登.+,-二是)声音*!作为)音+形+意*合一的古老汉字!独步世界语言之林!独立于诗意美的
圣殿'对)声音*的探讨当然源自对)语言*的深层解剖'弗"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
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作为对后工业社会文化逻辑整体状况的描述和概括!在
论及语言时曾说/)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1我2只是语言体
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显然!弗杰姆逊对语言作为一种潜在的)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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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有着深刻的认识')语言说我*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启蒙的立场!创作主体缺乏对既定语
言恪字成规的自觉意识!比如!"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的写作.)我说语言*却以
一种反启蒙+反文化的姿态去言说自我!张扬个体生命体验!凸显出强烈的逃脱)语言工具
论*牢笼的渴望!赵林主要论述的是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写作'但他同时
认识到)任何一种知识体系说到底都是现实中的一种权利关系!一种语言的结构其规范和
规则系统都先于言语行为'由此这种对语言成规的自觉意识和语言自身的特征之间形成
了一种张力!同时也造成了新诗写作悖论性困境的产生'*+,/应当说!赵林在分析这一现象
时对有些概念!如)启蒙*缺乏界定!容易导致人们认识上的相左!况且如今看来!)第三代
诗歌写作*与)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也缺乏血脉上的基因!其实际的创作分化严重'桑
恒昌先生创作势头最为强劲的时期不但自身在诗歌第一现场!而且作为资深的编辑家和
中国诗歌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深度参与了新时期一些相关的诗歌活动!无论从他自身的学
养!还是从他的诗学谱系来看!他深深知道!对于汉语而言!)说*作为隶属听觉系统的诗意
传递行为!需要与视觉和灵觉相结合!而且这一规则自文言文到白话文几乎一脉相承'台
湾学者张汉良先生在%白话文与白话文学&中曾说/)事实上!白话文#语体文$和文言文并
非对立的语言系统.两者并无先验的独立的语言质素!足以作为彼此区分的标准'就语
音+语#句$构和语意三层次而言!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如果有区别!也仅在于语用层
次!亦即语言使用者对以上三种层次的惯用的认知+认定和认同问题'*+,0据此我们容易理

解!为何桑恒昌先生在依然保持旺盛的感受力和创作数量的同时!一些诗作显示出对)韵
律*的使用!我想除了他对)朴素*)自然*的惯常追求之外!那些超越于)明韵*的篇章!如
%攥着我的半个祖国&%这个夏天从冬季里度过&%野草赋&%萧萧白发&%再生记&%悼念柯岩
恩师&等都是把生命体验与诗性感悟深度交汇融合后赋予了文字心跳和呼吸的律动!是刘
剑先生说的)节奏*而不是)格律*!是我之)气*论甚而超越于)节奏*'+,1在西方文化思潮和

诗歌现状的背景上#尽管这个背景是被翻译者制造的!或经历了某些过滤!我们只能感受
其局部或部分$!在与字母文字的交流互动中不同语系的优长自然会有所借鉴'尽管英语
的拼音与汉语拼音的规则不同!但以象形为主的汉语和以拼音为主的字母语言在相互转
译中自然会加深彼此的影响!激活潜伏在汉字内部的)声音*正像周伦佑们追求的)前文
化*能量!+,2事实上!人类所有的表达其原点都是对世界的)发声*'我丝毫不怀疑汉语蕴
藏着巨大的声音潜能!当我们把)声音*作为汉语诗歌有意味的形式!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桑
恒昌先生在)声音*上所踏出的明明暗暗的韵脚'其实!以往的研究人们一直把)声音*纳
入)格律*范畴!把一个活的生机勃勃的诗性因子强行按入人为的规范中去探寻!消解了
)声音*所具有的现代诗学意义'当然!我并不是抹杀几代人前赴后继的探索!如许霆+鲁
德俊%新格律诗研究&中对)音组等时停顿节奏*和)意群对称停顿节奏*的划分更有学术上
的启示+,3'但如张桃洲先生在%声音的意味/!"世纪新诗格律探索&中所说的!新诗的深
层问题在于超越格律'+,4我希望借此桑恒昌先生的文本给我们的理论和创作带来一些新

的启迪'
诗人马非曾在%桑恒昌简论&说/)桑恒昌先生是位把整个生命都投入新诗创作的诗

人!苦吟之上!弘扬了中国文化中最为宝贵+最为精髓的诗学精神!彰显了大汉语血脉的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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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恒昌文本的诗学启示

湃生命力!在集大成的艺术坐标系上!为汉语新诗的确立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0*+,5

桑恒昌先生的作品给予我们的诗学启示也许正验证着诗人马非的预言0

注释%
! 马启代/%桑恒昌/)情感*诗学的布道者&!%中国诗歌&!"..年第..期!第.!" .!1页'

" 马启代/%桑恒昌)寸法*琐谈&!%黄河诗报&!".!年第.7+.#卷合刊!第0." 0..页'

# 董娜/%从宋代士人对柳永词评价的矛盾态度看宋代词论发展&!%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第!期!第#6 ##页'

$ 李少君/%诗歌是一种情学&!%扬子江诗刊&!".7年第.期!第/ ."页'

% 叶延滨/%写诗的!不一定是诗人&!%潇湘晨报&!".6年..月.日!第1版'

&*+,1 桑恒昌/诗集%大声地说着光芒&!德州/德州学院桑恒昌文学馆编印!!"./年6月!第#+.7+

!.+17+!06+!8.页等'

' 夏汉/%语象的狂欢&!海南/南方出版社!".#年版!第060页'

( 郑敏等/%诗人+诗评家眼中的桑恒昌&!%诗潮&!""/年第/期!第/ ."页'

) 马启代/%当代诗歌创作的)三化*警示&!%山东诗人&!".1年春季卷!第!// 0"8页'

+,- 食指/%滋味"韵味---关于中国新诗发展的思考&!%山东诗人&!".8年春季卷!第../ .!8页'

+,. 5美6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17年版!第.0#页'

+,/ 赵林/%从)语言说我*到)我说语言*---韩东+于坚的诗歌作品的另一种解读&!%宝鸡文理学院学

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10页'

+,0 转引自江弱水/%文字的银器思想的黄金周&!%读书&!""1年第0期!第1#页'

+,1 马启代/%诗人的担当与诗的)气*&!%并州诗汇&!".8年第!期!第# /页'

+,2 罗振亚/%)非非*诗派/还原)前文化*的艺术探险&!%江汉论坛&!""8年第1期!第/.页'

+,3 许霆+鲁德俊/%新格律诗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4 张桃洲/%声音的意味/!"世纪新诗格律探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8年版!第/ ."页'

+,5 诗人马非/%桑恒昌简论&!5((I/77L?+FB@;*)BH+3BH*7@7L?+F86J)6/7H.".""J/>EB5(3?#!""/年/
月!日$!访问时间/!"./年6月#日'

"马启代!男!./77年#月生!祖籍山东东平!./11年毕业于泰山学院!高级职称!中国
诗歌在线总编!出版过诗文集!!部!作品被翻译成英#俄#韩等多国文字!主要从事诗歌创
作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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