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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英美诗歌的“空间转向”
与审美现代转型

邓鸥翔
(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重庆 　 4 0 0 0 3 1 )

摘　 要:20 世纪初,英语诗歌从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模式过渡到现代主义,发生
 

“根本性转移”,也就是英美诗歌的现代审

美转型。 本文拟从空间视域考察这一“转移”的根本原因及其本质特征。 具体而言,本文的分析围绕三个层面展开:英美

诗歌的生成空间发生了转向,即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英美诗歌的描写对象和主题由自然空间转向了城市空间;诗歌创作

技巧出现“空间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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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史研究专家戴维·珀金斯(David
 

Perkins)在其影响广泛的《现代诗歌史:从 1890 年

代到盛现代主义模式》
 

(
 

A
 

History
 

of
 

Modern
 

Poetry:
 

From
 

the
 

1890s
 

to
 

the
 

High
 

Modernist
 

Mode,1976)
 

一书中

指出,英语诗歌从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模式过渡到现代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转移” ( fundamental
 

shift)。 这与 16
 

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时期诗歌、17
 

世纪出现的古典主义诗歌以及 19
 

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诗

歌构成英语诗歌史上几个重大的转折点
 

(Perkins,1976:293)。 发生于 20 世纪初的这个“根本性转移”,意味

着英美诗歌的现代审美转型,即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审美转型。 这一“审美转型”的根本原因及本质特

征是“空间转向”。 “空间转向”在这里蕴含三层意思:首先,英美诗歌的生成空间发生了转向,即由乡村转移

到了城市;其次,英美诗歌的书写对象和主题由乡村转向了都市,换句话说,英美诗歌由对“自然空间”的书

写转向对城市空间的书写。 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空间转向”还暗含了另一层重要意义,即诗歌革新的“空
间化”取向。 诗人们对诗歌形态的不断革新,如诗行间的刻意留白、排列方式、标点运用、拼贴手法等,正暗

含了他们对诗歌空间性的追求。 本文拟从空间视域考察 20 世纪初英美诗歌的现代审美转型,以期对 20 世

纪英美诗歌发生的“根本性转移”作出合理的阐释。

1　 诗歌生成空间:从乡村到城市

如若从空间视域来审视英美诗歌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美诗歌发生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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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大的转向,即诗人生活的环境从农村变成都市,诗歌的生成空间从乡村转换到城市。 这一空间转换在

以前英美诗歌发展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导致这一空间转向的最深层次的理由自然是西方社会的现代性

进程。 现代性的快速发展引发了西方在技术、生产、管理、生活环境等各个层面的全面变革,也引发人的心

理意识的深刻变化。 现代都市就是这个变革的综合产物。
 

1666 年 9 月,伦敦发生一场大火,烧了整整五天。 它烧掉了莎士比亚和乔叟笔下的伦敦。 后来,雷恩

(Christopher
 

Wren)设计了一个新伦敦,该设计方案因为土地产权问题而无法付诸实施。 但是,设计本身已

经体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转变:作为神圣的、礼拜堂居于中心位置而建立起来的城市,即作为宗教或

精神性的城市,已经转变为商业性城市”(利罕,
 

2009:33)
 

。 这是英国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商业化社会迈

进的一个旁证。 18 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后,西方现代城市的初始状态———城堡与城邦———开始由政治

管理中心和军事防御城堡迅速转向以工业生产和贸易交换为主体的经济中心;到 19 世纪中叶,英国的城市

化水平就超 50%,成为第一个完全城市化的国家。 19 世纪后半叶美国内战结束后,工业化快速发展,美国也

由全面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完成了城市化。 城市化的结果就是诞生了许

许多多的现代城市。 现代城市既是科学技术发展、工业化不断推进的结果,也是人群不断从乡村向城镇汇

聚的结果。 从乡村到新型的城市,“从原初的自然到‘第二自然’,从自然空间到既是产品又是作品的空间”
(Lefebvre,1991:409),英语诗歌生成空间发生了一个根本性转向。

工业革命不仅改造了乡村和城市,更由于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而改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在

英国历史上,传统的农村经济很早在性质上就发生了转变。 到工业革命完成后,英国对国内农业的依赖程

度降到了很低,经济活跃的人中只有不到 4%从事农业(Williams,1978:2)。 19 世纪的英国号称“世界工

厂”,创造了所谓的“伟大的维多利亚繁荣”(Crouzet,
 

1982:54)。 美国城市化进程相比英国较慢,但也势头

迅猛。 从南北战争后到 1900 年,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剧,城市急速发展。 1870—1910 年,美国城市化比例

由 25. 7%上升到 45. 9%。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1880—1890 年这 10 年间,中西部的城市化比例就上升了

10. 4%(王旭,
 

2003:129)。 城市里有工作,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有便利的设施,有受教育的机会,不光吸引了

乡村的农民,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移民。 1870—1916 年,2,500 万的移民进入美国。 城市化体现的是人口结

构的变化。 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呈相关性增长。 在现实中,这一变化虽然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性,但它确

实包含了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潮流。 即使忽略所有其他影响因素和相互作用,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

城市化是一个既影响城市,又波及乡村的进程。 同时,英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又无疑影响了文学艺术等表

意实践。
正如雷蒙·威廉斯( Williams,1978:1) 所说,乡村与城市是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词。 在英语中,

“country”既可以指一个国家,又可以指一片土地;“the
 

country”可以指整个社会,也可以指城镇以外的乡村。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事物,而城市,则是人类文明的产物。 资本主义进程一直存在着一个难以克服的矛

盾,随着财富在不断增加,贫困也在不断增加。 城市无产阶级者所承受的痛苦就是证明。 20 世纪的现代主

义诗歌反映了这一现实。 18、19 世纪前人们对乡村根深蒂固的印象是宁静、纯洁、纯真的道德,而城市则是

助人成功的地方,代表着权力、知识、交流。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与乡村在人们脑海里似乎形成了固定的

形象:乡村就代表着闭塞、落后且愚昧;而城市则代表着开放、现代、世俗且充满野心。 正因为如此,“对于乡

村和城市的阐释具有一种永恒的重要性”(Williams,1978:2)
 

。 威廉斯对“乡村”和“城市”的阐释,有助于我

们认识从乡村汇聚到城市的人们在生活和思想上所遭遇的挑战。
  

诗歌作为反映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文学艺术,其发展变化与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休戚相关。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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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诗歌生成空间会产生不同的诗歌。 从诗歌发展史来看,18 世纪后期至 19 世纪末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

和维多利亚诗歌主要以描写乡村大自然为主,如英国浪漫主义旗手华兹华斯便是一位讴歌自然的诗人。 他

饱含深情地咏赞乡间小道、山水草木,咏赞自然界的光景声色对人类心灵的影响。 在诗作《阳春三月作》中,
他写道:“雄鸡啼叫, / 溪水滔滔, / 鸟雀声喧, / 湖波闪闪, / 绿野上一片阳光; / 青壮老弱, / 都忙农活; / 吃草的

群牛 / 总不抬头, / 四十头姿势一样!”(华兹华斯,
 

2001:95)这首诗正是诗人于布拉泽湖畔桥头小憩时看到的

乡村美景,人与动物和谐共生。 这是第一自然空间产生的诗歌。 史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指出:
“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创作表达了他们对城市的彻底拒绝,他们不愿去描写都市环境,拒绝工业主义”“他们

的诗歌可以看作是从英国的城市退回到英国乡村的产物。”
 

(Jaye,
 

1981:46)到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城市化

发展更加迅猛。 这一时期的诗人表达了对正在消失的“乡村”的无比依恋,因而诗歌里的乡村多源于想象和

记忆。 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在诗歌《洛克斯利田庄》写道:“春天的时候,知更鸟的胸前将红得更加华丽

鲜艳; / 春天的时候,调皮的田凫头上又会长出新的羽冠;∥春天的时候,焕然一新的斑鸠颈间的虹彩更鲜

明; / 春天的时候,年轻人的幻想很容易化作心中的恋情。”(1995:105)诗歌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乡村图

景,体现了诗人对昔日田园风光的无限依恋。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随着西方主要国家逐步实现城市化、工业化,众多的乡村人口汇集到城市。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到那个世纪末(19 世纪),有几个城市人口激增,超过了百万大关。”(周
宪,

 

2006:217)这其中也包括随着城市化大潮涌进城市的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家。 “的确,19、20 世纪之

交,英语世界的诗人和作家纷纷奔向伦敦城”,包括叶芝、萧伯纳、王尔德、庞德、H. 詹姆斯、K. 曼斯菲尔德、
A. 洛威尔、H. 杜丽特、J. 康拉德、H. G. 威尔斯、A. 西蒙斯、D. H. 劳伦斯等。 这其中有从美国、新西兰、南非等

国家来的,也有从英国的肯特郡、康沃尔郡等城镇来到大都市伦敦的(董洪川,
 

2020:77-78)。 诗人们来到大

城市,生活在大城市,诗歌也产生于大城市。 因而,诗歌生成空间与之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城市体验

是复杂的,但现代主义诗人似乎更多看到了一个面目狰狞的生存空间,艾略特在《荒原》里如此描述伦敦:
“噢城市,城市,我有时能听见 / 在下泰晤士街一家酒馆旁 /

 

一只曼陀林动人的哀鸣声, / 还有笑闹声和喋喋不

休的谈话声 /
 

从渔夫们中午休息的地方传来,那儿 / 殉道者马格纳斯教堂的院墙一如既往 / 闪耀着爱奥尼亚

式的纯白和金色的神秘光芒。”(2012a:
 

93-94)显然,城市是一个杂合体,到处都是嘈杂声和哀鸣声。 由于生

活经历的缘故,艾略特早期诗歌对城市有细致的刻画,生动揭示出城市空间的面貌及人的生存状态,如《大
风夜狂想曲》对工厂环境的描写:“一家工厂院子的一根破弹簧, / 铁锈附上那已消失了力量的外形,

 

/ 脆硬、
卷曲、随时可能折断。”(艾略特,

 

2012a:22)再如《窗前晨景》对城市服务业工作环境的描写:
 

“地下室厨房

里,她们把早餐盘子洗得乒乓响;
 

/ 沿着众人践踏的街道边沿, / 我感到女仆们潮湿的灵魂 / 在地下室前的大

门口沮丧地发芽。”(艾略特,2012a:26)生存空间的窒息使得灵魂都发霉长芽了,如果说这首诗稍有夸张,那
么,《波士顿晚报》则以几乎平铺直叙的方式揭示了生活在城市空间的人们业余生活的平庸和无聊:“《波士

顿晚报》的读者们 / 像一片成熟了的玉米地在风中摇晃。 / 当暮色在街头微微加快了步子, / 在一些人身上唤

醒了生活的欲望, /
 

给其余的人带来了《波士顿晚报》。 我登上楼梯,按了门铃———”(艾略特,2012a:26-27)
《波士顿晚报》刊载世俗的、日常的东西,属于批量生产的大众媒介。 阅读晚报是当时城市人打发时间的普

通方式,“楼梯”“门铃”则是城市住宅的标志。 报纸的读者,“像一片成熟了的玉米地在风中摇晃”,这让人

联想到了艾略特诗中著名的“稻草人”形象;而暮色到来时,无论是被唤醒了“生活欲望”人,还是准备阅读

《波士顿晚报》的人,都感觉生活乏味,需要靠批量生产的大众读物或者城市疯狂的夜生活来填充空虚的精

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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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发展导致城市空间不断地向外延伸,空间实践的展开带来空间生产的不断增扩。 传统的自然

村落被吞噬,英国乡村社会解体,
 

“旧英国是有机共同体的英国……那个有机的共同体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它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了”(威廉斯,1991:331)。 利罕(2009:73)指出:“启蒙运动是一次革命运

动,将我们从乡土世界带到了城市世界;从庄园王国带到了一个新的由金钱主导的秩序王国。”诗人们的生

存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 城市生活作为一种全新的体验,既充满刺激、生机和机遇,又面临孤独、失落和焦

虑,所有这些新的体验和感知都被写进诗歌之中,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城市文学。

2　 城市新感知与诗歌审美转型
 

正如利罕所言,城市是一个“由金钱主导的秩序王国”,城市作为英美诗歌新的生成空间,必然会赋予其

不同于过去的内容和形态。 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城市现象,用杰克逊的话说,现代主义“不是英

国,而是世界性城市伦敦的产物”,它依赖我们这个时代城市中文化界各种艺术团体的活动(布雷德伯里,
 

1992:160)。 毋庸置疑,城市是现代主义诗人生活的土壤,也是现代主义诗歌的生成空间。 M. 伯曼(2015:
19-20)在其经典著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中如此描述城市新景象:

在这幅景象中,出现了蒸汽机、自动化工厂、铁路、巨大的新工业区;出现了雨后春笋般的大批城市,常
常伴随着可怕的非人待遇;出现了报纸、电报、电话和其他大众媒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着信息的交换;
出现了各种大众社会运动,以他们的来自下层的现代化模式与那些来自上层的现代化模式进行斗争;出现

了一个不断扩展的包容一切的世界市场,既容许最为壮观的成长,也容许骇人的浪费和破坏,除了不容许坚

固不变它容许任何事物。
传统时空经验的裂变,现代性空间的大规模重组和生产,给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带来了剧烈的改变,现

代主义诗人也身处其中。 弗莱契(John
 

Gould
 

Fletcher)在《黎明》中写道:“在这座城市里, / 那些最晚才睡下

的街道 / 还有着夜的不新鲜味儿。 / ……几十辆机车汇集 / 在夜的要塞上。”(琼斯,
 

2015:126)“最晚才睡下

的街道”,揭示城市夜晚与乡村夜晚的差别;“夜的不新鲜味”,是诗人对城市夜晚的感知和判断。 空间是一

个必不可少的思维框架,从物理学到美学、从神话巫术到日常生活,它连同时间一起把一个基本的构成系统

嵌入人类思想的方方面面,如庞德那首著名的《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 / 湿漉漉、黑黢黢的树

枝上的花瓣”(琼斯,
 

2015:200)。 这正是诗人对城市空间的新感知。 “地铁车站”给了人们一个真实的物质

空间,一个人工制作的城市空间。 随之,读者便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立体的空间形象:车厢、铁轨、扶梯、候车

处。 传统形象的“花瓣”是鲜艳欲滴的,而诗人将“人群”比作“湿漉漉、黑黢黢的花瓣”,生动展现一个人头

攒动的空间场景,这个场景揭示城市空间的拥挤、忙碌和飘忽感。 因此,随着生成空间的变化,英美诗歌的

现代转型也展开了。 书写陌生、新鲜的城市感知和异样体验,成为诗歌审美转型的首要内容。
列斐伏尔(Lefebvre,1991:31)指出:“每一个社会———以及由此而来的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子变体(即

所有那些体现一般概念的社会)———都产生一个空间,它自己的空间。”城市就是在一个有限的历史时期内

由社会活动塑造、发展和投资形成的空间。 在威尼斯,空间的表征(大海表征主宰、崇高)和表征的空间(静
止的线条、文雅的乐趣,对财富的奢侈与挥霍)是相互制约的。 运河和街道的空间也有类似之处,水和石头

在相互反射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纹理。 因此,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空间的生

产,自然空间慢慢消失,诸多的现代性空间,如消费空间、权力空间、政治空间等空间意识渗透进人的生存经

验和理念之中。 “城市文明不仅异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日益疏离化。”(张德

明,
 

2009:103)这种“疏离化”,作为一种城市新体验,也在诗歌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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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 年,诗人丁尼生去世可视为维多利亚时代诗歌的结束。 1899 年,西蒙斯(Auther
 

Symons)撰写的

《文学中的象征主义》(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Literarure)出版,该书指出法国象征主义的诗歌“成为早期

许多作家尤其是诗人的关键文本”(Stevens,
 

2004:19)。 这个“关键文本”带给了英美诗人城市书写的新范

式,艾略特就明确承认了这一点:
我想,从波德莱尔那里我第一次知道诗可以那样写,使用我自己的语言写作的诗人从未这样做过。 他

写了当代大都市里诸种卑污的景象,卑污的现实与变化无常的幻景可以合二为一,如实道来与异想天开可

以并列。 从波德莱尔那里,就像从拉弗格那里,我认识到我有的那种材料,一个少年在美国工业城市所具有

的经验也能成为诗歌的材料;新诗的源头可以在以往被认为不可能的、荒芜的、绝无诗意可言的事物里找

到;我实际上认识到诗人的任务就是从未曾开发的、缺乏诗意的资源里创作诗歌,诗人的职业要求他把缺乏

诗意的东西变成诗。 (陆建德,2012b:126-127)
波德莱尔对城市生活丑恶面的写实笔法与变化万端的幻想巧妙结合,激发了艾略特的创作灵感,让他

意识到城市生活经验皆可入诗。 20 世纪初期,英美部分诗人对现存秩序和主流文学表达强烈的不满。 1901
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去世标志着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稳定时期的结束。 同时,维多利亚时代的种种传统

观念与信仰也在新世纪里遭到怀疑、责难和摈弃。 英美两国诗坛在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就出现了“新旧诗歌

对立”,英美现代主义诗歌逐渐确立其诗歌原则和范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进一步动摇了传统的价值观

念,各种非理性哲学也为现代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崛起提供了适宜的气候。 马修斯(Stevens
 

Matthews)在《现
代主义》(Modernism,

 

2004)一书中写道:
发生于 1914 年 8 月至 1918 年 11 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语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带来了急剧的变

化。 对于从美利坚移居到伦敦的包括庞德和艾略特等美国文学家而言,他们早在五六年前就已经开始的文

学技巧创新实验,因一战而更加信心坚定。 不过,一战对他们的创作主题的调整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战

争期间及以后,他们逐渐从以前作品所关注的美学和社会问题中转移开了。 他们现在正极力寻找与社会现

实相应的文学表达,深入剖析引起这场战争的“文明”的本质。 (Mathews,
 

2004:62)
随着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深化和激化,诗人们对城市的感知和体验不断加深,这些新感知和体验又反过

来推进诗歌创作不断发展,现代诗歌表现出一种与传统现实主义相分离甚至相对立的倾向。 “日日新”这种

新的现代审美理念取向应运而生。 “日日新”的概念来自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先锋庞德。 “日日新”既概括城

市景观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包含诗人对这种变化的内心感受,更表达作为城市诗人的诗学追求,即诗歌风格

应该不断创新。 他指出:“任何好诗都不会使用流行了 20 年的风格,因为使用这种风格无疑表明作者的思

考来自书本、文学惯例和陈词滥调,而不是生活。”(Pound,
 

1986:11)当然,此前休姆(Thomas
 

Hulme)也讲过

类似的话。 因此,新兴的诗人们感觉到艺术创作应该与时代同步,诗人应当关乎当下生活且不断创新。 此

外,庞德、休姆、弗林特等人也逐渐在伦敦形成一种“联结”,如庞德的“意象派”“漩涡主义”,休姆的“诗人俱

乐部”等,他们提出一些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 强烈的时代意识成为现代主义诗歌重要的思想特

征。 诗人们主张诗歌应当紧密联系生活,拒绝维多利亚后期那种表达个人感伤和空洞无物的诗歌。 他们不

再把现实浪漫化,而是去揭示现实的丑恶。 因而,“日日新”不仅指诗歌技巧的创新,也包括了诗歌主题和思

想与时俱进。 珀金斯指出:“‘新’诗人们已经彻底地摆脱了远离‘现实’75 年之久的诗歌传统。 现在他们表

现的主题是城市而不是乡村,性而不是浪漫的爱情,政治腐朽而不是爱国主义———虽在小说中司空见惯,但
在前一辈诗人笔下却几乎不见。”(Perkins,1976:302)

 

形式试验是英美诗歌现代转型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英美文学史上,我们很难找到某个文学流派像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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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诗歌一样重视形式试验与创新。 美国批评家卡尔说道:“现代主义乃是语言中之语言。 对作家、画家、
作曲家来说,这是一种第二语言。 艺术家有其自己的民族语言,但还得发展或获得另一种语言,即适于他的

特定艺术样式的现代主义的语言。 只有在获得了这种语言时,他才能成为一名先锋派或现代派。”(1995:
168)首先,诗人们采用日常词汇、句法和节奏,以使诗歌更接近现实,如艾略特在《J. 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

克的情歌》开头就用完全口语化的语言:“Let
 

us
 

go
 

then,
 

you
 

and
 

I”(Eliot,1969:13)艾略特在一系列文学

论文中对诗歌革命与语言创新问题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原则,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诗界革命的本质是

语言的革命;就城市体现现代文明的状况而言,现代主义诗人很可能不得不变得艰涩。 我们的文明包涵如

此巨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作用于精细的感受力,必然会产生多样而复杂的结果。
诗人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具有涵容性,暗示性和间接性,以便强使———如果需要可以打乱———语言以适合自

己的意思。 第二,口语是发展变化的,如果诗歌语言不随之变革便会过时;第三,诗歌语言要紧跟时代步伐,
采用当下的口语表达,但又应对其进行修饰,使之完美。

其次,现代诗歌对音乐性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艾略特在《诗的音乐性》一文中指出:“当然,诗的语言从

来不可能和诗人所说、所听到的语言完全相同,但是它必须同他那个时代的语言密切相关,使它的听众或者

读者会说‘假如我能说诗,我也要这么说’……因此,诗的音乐性必须是一种隐含在它那个时代的普通用语

中的音乐性。”(艾略特,
 

1989:108)张子清先生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技巧有过精辟的总结:“他们的诗的最

大特色是跳跃性大、断续性强,抛弃了传统的过渡性诗节或诗行,抛弃了传统的线性发展。”(1996:
 

6)城市生

活,作为与乡村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带给了诗人们全新的感知和生活体验,这也促成了英美诗歌在 20 世纪

初的审美转型,即现代主义诗歌的出现。

3　 英美诗歌现代转型的“空间化”取向

西方的文学与绘画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众所周知,德国批评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

《拉奥孔》中将文学与绘画进行对比,指出文学是时间的艺术,而绘画是空间的艺术。
 

1945 年,弗兰克(Joseph
 

Frank)发表了《现代文学的空间形式》,引发了学界对文学空间的关注。 弗兰克回顾了莱辛著作中对文学与

绘画的论述,直接否定了这一论述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适用性。 他在分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形式之

后,认为艾略特、庞德、普鲁斯特等现代主义文学家的作品展示了一种空间化的艺术。 他这里所说的空间,
当然不是真实的物质空间,而是从读者认知的角度来谈作品的文本空间。 在他看来,现代主义文学的空间

形式主要是指现代主义作家作品中的并置技巧。 弗兰克指出,现代主义文学家对艺术的空间性有着相当自

觉的认知:庞德认为“意象”就是某种观念和情感糅合为一个统一体,这是在一瞬间形成的一个复合体;而艾

略特认为用艺术表达感情的唯一方式是找到一个“客观对应物”,也就是把各种互不相关的体验糅合在一

起;乔伊斯的小说也具有共时的特征,阅读时必须把引文、人物、典故等不同事件地点的活动联系起来,视之

为一个有机整体。 简言之,读者阅读这些现代主义作品时必须共时地理解作品,即将各种纷繁杂芜的意象

组合在一起,才能理解作品的意思,而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所以它是空间性的。 弗兰克认为,现代主义作

品的这种“并置”和“共时性”,就是空间性的艺术形式
 

(Frank,
 

1945)
 

。 后来有关文学空间化问题的探讨,
基本上都继承了弗兰克的思路,甚至有学者把这个概念拓展为一种普遍理论,认为空间形式在任何时期的

作品都有体现,而不仅是在现代主义作品,如米切尔(W.
 

J.
 

T.
 

Mitchell)的《文学的空间形式:一种普遍的理

论》就持这种看法。 他将文学作品的结构、情节、节奏、格律等都视为内含有空间意义的术语。
我们认为,在 20 世纪初英美诗歌的审美转型中,“空间化”既是诗人积极采用的一种变革策略,也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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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追求诗歌形态创新。 虽然这里的“空间”与“空间批评”内涵不同,但是英美现代

主义诗人的“空间化”追求与批评界从空间视角考察文学作品具有某种学理上的相通性,即从认知层面看,
都关注了“空间”的价值性。 在已有的现代主义研究成果中,除上述的弗兰克比较粗略地讨论整体的现代主

义文学的空间取向外,在诗歌领域这个问题几乎被忽视了。
前文谈到,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性展开的结果,也就是启蒙思想运动所推崇的科学、技术、进步、解放

等思想观念在现实层面的展开,而城市化作为工业化的结果又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促进了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 正是在城市与资本的作用与反作用之间,社会空间被不断扩增与重构。 用

列斐伏尔的话说,当代的众多社会空间往往矛盾性地相互重叠、彼此渗透,“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而是

许多社会空间。 确实,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社会空间……在生成和发展中,没
有任何空间消失”(Lefebvre,

 

1991:86)。 按列氏的意思,前文所说过的“自然空间的消失”,也就是一种重新

建构和转化。 我们认为,现代主义诗歌作为英美城市化的产物,它不仅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城市化社会空间

生产的复杂历史,其本身也是空间生产的一部分。 进一步说,英美诗歌的现代转型,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诗歌的“空间化”取向和追求,既表现为一种诗学追求,也体现为一种创作取向。
麦克·克朗(Crang,2003:69)在《文化地理学》中指出,“当城市被煤气灯点亮、玻璃墙面的商业开业、批

量生产的商品装满商店时,城市自身便成了商品和交易的展览会。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或者经济的转

变,而是城市生活的转变”,“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也经历了这些转变”。 在克朗看来,文学参与了城市的

建构,仔细研究小说对城市的建构,可以“了解‘现代性’不仅体现在小说的描写中,而且也成了一种刻画城

市的方法”(克朗,
 

2003:70)。 如果说空间生产是城市现代性的根本特征,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说,英美现代

主义诗歌的“空间化”倾向也正是英美诗人刻画现代都市的一种方法,这似乎有点“反映论”的味道。 或者

说,现代主义诗歌的“空间化”取向正是应和了城市化的空间生产,两者形成一种互为建构的共生关系。
从“空间化”诗学追求来看,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开创时期的代表人物庞德、休姆、洛威尔就是追求一种

“空间化”诗学,而庞德对诗歌“意象”的定义,以及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理论、斯蒂文森的“没有思想,只
有事物”观念,还有后来斯泰因、卡明斯极端的诗歌语言试验,都是英美诗歌现代转型中追求“空间化”的一

种理论诉求。 而这种理论诉求逐渐形成一种英美现代主义诗人的公共知识,乃至诗学原则,对后来的现代

主义诗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主义诗歌批评家丽贝卡·毕斯莱(Beasley,007:69)在《现代主义诗

歌理论家:T. S. 艾略特
 

T. E. 休姆、
 

E. 庞德》一书中,也特别谈到了现代主义诗歌与诗论的空间化取向,并指

出:“这种对历史的空间化处理直接影响了艾略特、庞德的主要作品《荒原》和《诗章》,这些作品拒绝线性和

历时的叙述,而通过并置手法组织材料。”
 

20 世纪初英美诗歌现代转型的空间化取向,意象派是始作俑者。 这被称为英美现代主义“起始点”(艾
略特,

 

2012b:
 

66)的英美现代诗歌运动,发生在 1912 年到 1917 年间。 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价,庞德都无疑是

这场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董洪川,2006)。 这不仅体现在他确定这场诗歌运动的名称、拟定宣言、推
荐新人新作、制定革新方向等方面,更体现在他对现代诗歌“空间化”取向的理论阐述及引领性的创作实践。
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空间化”这一范畴,但是他的诗学论述核心是现代诗歌的“空间化”取向,无论他有关

“意象”是“在一刹那的时间里表现出一个理智和情绪复合的东西”的定义,还是他与弗林特联合提出意象派

诗歌的三原则———“直接处理无论主观的或者客观的“事物”;绝对不用任何无益于表现的词;至于节奏,用
音乐性短句的反复演奏,而不是用节拍器反复演奏来进行创作”(琼斯,

 

2015:9),还是《在地铁车站》中对诗

歌形态的独辟蹊径的空间化处理,其实质是主张诗歌创作避免抽象语词,而用客观准确的意象,突出诗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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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性。 庞德还企图在中国象形文字中寻找灵感,通过拆解汉字,对汉字的象形和表意性有了较为深入的

理解,并在诗歌写作中通过植入汉字的方式,强化诗歌的空间感。 温基尔(Winkiel,2017:48)指出:“意象主

义者拒绝了包含时间变化的叙述,而力图向读者展示诗歌意象的直接性。”庞德将观念和情感糅合为一个统

一体,由具体精确的意象来呈现,这与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有非常类似的地方,即通过“物”的呈现来表达

某种情感体验与价值观念。 那么,如何来呈现这个“物”呢? 就是通过“并置”和“共时性”手法,即本文所说

的空间性艺术形式。
当然,在庞德从美国的宾州来到英国之前,英国的文学家们已经开始探讨诗歌的出路,而诗歌艺术的空

间性正是人们讨论的核心话题。 这里所指的是福特(Ford
 

Madox
 

Ford)和休姆。 福特当时已经是伦敦文学

界的执牛耳者,十分支持庞德他们的诗歌革新,“他向庞德和休姆‘一直不停地灌输:诗歌的思想最好通过具

体的物体得到表现’”(琼斯,
 

2015:9)。 休姆组织的“诗人俱乐部”
 

聚集了一批伦敦的青年文学爱好者,他们

经常聚会讨论诗歌革新。 后来又与弗林特组成了一个诗歌团体。 “他们每周四聚会,谈论当代诗歌现状,以
及这种现状怎样能够被其他诗歌代替———例如自由诗、日本的五行短诗和俳句。”弗林特说,这一切活动,
“休姆是为首的,他也坚持诗歌要绝对精确地呈现,不要冗词赘语”(琼斯,

 

2015:9)。 无论是福特的“通过具

体事物”表达诗歌思想,还是休姆的“诗歌要绝对精确地呈现”,实质都是强调诗歌创技巧方面对“物”的展

示,而非按照传统时间顺序的叙述,或者说“呈现”而非“表现”,其“空间性”取向非常明显。 活跃于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以“投射诗”而闻名于世的现代主义诗人奥尔森(Charles

 

Olson)
 

在“空间化”方面走得更远,他
企图创造一种与玛雅文字媲美的书写系统,称之为 hieroglyphys,“它的外观是诗,符号清晰地刻在石头中,保
持其象形的客体力量”

 

(Gifin,1982:14)
 

。
 

从创作实践来看,e. e. 卡明斯、G. 斯泰因、W. C. 威廉斯等英美现

代主义诗人在创作中对艺术空间性追求最为执着、也最具特色。 有论者指出,现代主义作家“自创新词、任
意改变词语原有的组合关系”,是希望恢复词语原创性的努力;并指出“这方面最典型的人物,在诗歌中要数

肯明斯(即卡明斯),小说中首推乔伊斯。 肯明斯把诗排成楼梯式、柱式、有时拆词,有时并词,把必须大写的

字母改成小写”(张德明,2009:102)。 卡明斯的这些努力,其实就是通过“空间化”取向创新诗歌艺术。 这也

是英美诗歌现代转型的核心内容之一。

4　 结语

丹尼尔·贝尔(Bell,1976:47)
 

指出:“19 世纪下半叶,维持井然秩序的世界已经是一种幻想。 在人们对

外界进行重新感觉和认识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只有运动和变化是唯一的现实。 审美观念的性质也发生了激

烈而迅猛的变化。”我们认为,“审美观念的性质”的激烈变化,主要就是诗歌的“空间转向”。 20 世纪初英美

诗歌的现代转型,无疑是多种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合理作用的结果,也是英美诗歌自身发展的逻辑使然,
但是如果我们用“空间转向”来统摄英美诗歌在 20 世纪初的“根本性转移”,我们则能从生成空间、诗歌主题

及诗歌形态等多方面对这一重要现代转型给出相对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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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Turn”
 

and
 

Modern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of
Anglo-American

 

Poetr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DENG

 

Ouxiang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of
 

English
 

poetry
 

from
 

Romantic
 

poetry
 

and
 

Victorian
 

poetry
 

to
 

modernist
 

poetry
 

is
 

a
 

“ fundamental
 

shift”
 

.
 

This
 

“fundamental
 

shif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s
 

the
 

modern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of
 

Anglo-American
 

poetry.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fundamental
 

causes
 

and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is
 

“shif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Specifically,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is
 

paper
 

are
 

carried
 

out
 

on
 

three
 

levels:
 

firstly,
 

the
 

generative
 

space
 

of
 

Anglo-American
 

poetry
 

has
 

changed,
 

that
 

is,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the
 

city;
 

secondly,
 

the
 

subject
 

and
 

theme
 

of
 

Anglo-American
 

poetry
 

have
 

changed
 

from
 

natural
 

space
 

to
 

urban
 

space;
 

lastly,
 

the
 

poetic
 

writing
 

technique
 

has
 

the
 

inclination
 

of
 

“spatializ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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