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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奥哈拉城市诗学的多维空间探索

汪小玲 郑茗元

摘 要:美国纽约派诗人弗兰克·奥哈拉的城市诗歌在空间表现上呈现出多维度的特点，使得他的城市诗学在空间研究

层面上有了新的切入点。本文以奥哈拉城市诗学的多维空间为研究对象，从视觉空间、听觉空间和心理空间三个方面观

察奥哈拉诗歌的空间特点，探索多维空间与都市诗歌文本的互动性关系和隐喻性模，为城市诗歌的空间理论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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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美 国 纽 约 派 诗 歌 的 代 表 人 物 弗 兰

克·奥哈拉(Frank O' Hara，1926 － 1966) 在突破

线性思维，转向城市空间抒写方面展示了出色的

才华。他的城市诗学思想和多维空间布局使得他

的诗歌呈现了突出的空间思维范式。奥哈拉诗作

中所勾勒的诸多城市空间一方面蕴含着现代诗学

的表现策略和构建模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当代

空间理论与现代城市诗学之间的相互交织和彼此

渗透。在这种人文视域下，奥哈拉城市诗学的多

维空间成为我们研究纽约派诗歌的又一个切入

点。本文聚焦于空间视域下的奥哈拉城市诗学问

题，从视觉空间、听觉空间、心理空间三个角度来

探讨奥哈拉城市诗歌的空间维度，论证其中所折

射出的哲思底蕴与诗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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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视觉空间

奥哈拉的城市诗作在视觉上呈现出空间俯瞰

的特 点。他 的 代 表 作 如《一 首 关 于 俄 国 的 诗》
(A Poem About Ｒussia)、《距 离 他 们 一 步 之 遥》
(A Step Away from Them)、《简 在 家 里》( Chez
Jane) 常常与笼罩在“城市镜像”之下的梦想欲

望、记忆片段等无形的生命感知相联。正如“那

片云朵轻轻地被银灰的飞行器拽走”(Allen 72)

一般，诗人喜欢通过戏谑的文字游戏和高度的视

觉艺术对都市生活进行肆意的语言描绘和场景镶

嵌，以完成他“一人主义”基调下的“即席性写作”
(Hoffman 96)。他随手写下的诗行就像画家未

完成的草图，以视觉空间上的破碎感验证着当代

都市“生命姿态”的多义性和隐喻性。由视觉位

移承载的空间变换信息在外化的主体意识中保持

独立，形成一种奇特的具有放映机功效的视觉画

面，不断呈现在奥哈拉笔下嘈杂混乱的都市物化

空间(如华盛顿广场、大剧院、公园等) 中，并以片

断、无序的方式运转在现代城市诗学的意识屏幕

上，展示出一个个视觉平面。“当你在时代广场

的时候 /一瓶漂白剂 /使你错过了空中的蔚蓝 /抑
或是一杆指挥棒 /让人如同见到 /几个女人抱着手

臂躺在草坪上 /尸体悬挂在采石场，树叶，石油 /经
过无声的风车 /隆起后喘息 /稻草屑飘起在车道 /
钻进你的帽子并落在你的头上 /一切都是正常的

模样”(198)。这首诗在视觉上唤醒了人们对都

市生存空间的感知，同时试图在人的印象空间里

复现这一空间:广场，草坪，采石场，车道……这些

都是对当下生活的生存空间和环境场所进行的知

觉感悟与记忆体验，它们在可被“看见”的外景和

内景中竭力追寻着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一

致性:“我们将得到拥有我们希冀的一切”(114)。
研究表明，奥哈拉的《致一位画家的诗》(Po-

em for a Painter)、《诗人》(Poet)、《我为何不是画

家?》(Why I am Not a Painter?)、《欢乐颂》(Ode to
Joy)等诗作均是由外景开场，中途才转向都市丛

林中的建筑地缘物，最后又以人性异化的日常生

活体验结束:“这一天怕就要这样相安无事地度

过了”(198)。这种与现代视觉艺术合拍的内外

空间切换不但体现了人类“自我生活”的诗意栖

居状态，还凝结了现代诗学对当下城市空间诗化

记忆的质疑和拷问，也将读者的阅读反应与“在”
或“不在”的生命体验意义相关联。更重要的是，

奥哈拉也曾坦陈自己就是寓居于现代都市构筑的

“城市空间”内的，而他的创作过程在知觉上其实

也只 是 一 种 记 录 灵 感 碎 片 的 可 见 形 式 而 已

(Gwynn 51)。在他的文本世界里，诗人自我的

听觉( 音 乐 等)、视 觉 ( 建 筑 物 等)、触 觉 ( 柔 软

等)、嗅觉(腐朽等)、感觉(孤独等) 缠绕在一起，

建构出城市文明标志性符号的隐喻性框架。诗人

再将这些零碎散漫的思考、谈话、记忆和感受按照

不同主题的分类，组合为一个可供随时记录的

“大文本”，以期专门用来揭示和体现奥哈拉对城

市生活悬浮状态的空间关注和心灵体验:“我们

的确陷入困境，平躺着 /双脚向着太阳，面孔 /在无

边的黑暗中逐渐隐没”(158)。这种内外视点的

游移不仅仅是奥哈拉城市诗学所凸显的一种生活

化的救赎策略，也是美国纽约派诗人推进自我心

灵之旅的一种生动性写照。
奥哈拉城市诗歌中的视觉景观在读者的视野

中是一种都市现象，而在诗人的审美世界里却有

着超验的终极价值。例如，《同性恋》(Homosexu-
ality)、《在医院》( In Hospital)、《喜欢》(Like)中的

都市空间镜像( 歌剧、公厕、火车站、医院、街道、
电话)因其独特的反射视角和过滤功能而成为一

个强化空间生活体验的城市精神内核，不仅层次

感强，而且意义丰富，包罗万象。这个以“都市现

实”为媒介的“现象镜”在奥哈拉的城市诗学中是

一面都市物态风景与人类存在意识互相投射的

“双面镜”，使我们透过镜子里的虚像看到了一个

被剥开了表层的内在自我。奥哈拉作品中的纽约

城常常像一道能够让视觉冲击力变得无能为力的

“冷风景”，当它的光与影褪色，建筑地缘街景会

突然地转换乃至消失———“飘至我无法抵达的地

方”(129)。从视觉上讲，物态光影是奥哈拉城市

诗学的导示图，从局部和整体两个维度展示从平

面空间向立体方向延伸的运行轨迹，其间多姿多

彩的城市意象在不停地直射、投射、反射中被定格

在诗人内心深处的城市体验和视觉记忆中:“我

总在凝视远方 /或者又一次看着 /那些已经放弃我

的东西 /这让我永不宁静 /那让我不开心 /但是我

无法使之静寂”(131)。这种追随诗人内心前行

的城市抒写在片断性和模糊性的城市印象中突出

了主观体验的诗意性效果，散发出独特的层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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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泽感和透明感，透射出现代都市的人文情绪，暗

示了以城市品格为推动力的“另类空间诗型”的

建构(Lefebvre 77)。
由此可见，奥哈拉城市诗歌中的视觉空间铺

展本质上是诗人对人类生存的哲学思考，折射出

的是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状况。诗人作为生活中的

追梦人，试图建立梦幻或寻觅梦境，却难以抵御逻

辑链条的断裂感和城市生活的碎片感。于是诗人

以诗作将城市碎片一一收集，并透过语言的帷幔，

展示出一个外部现实与内心体验互为镜像的多维

世界。城市景观在这一镜像世界里透过其“虚

像”效果而直指都市人的心灵，暗示出奥哈拉城

市诗学在视觉空间上的内涵和方向。

二、听觉空间

在奥哈拉的城市诗作中，“声音”具有穿越时

空的力量，它能赋予城市空间以存在感。奥哈拉

曾直言:“我相信我的闲聊诗作不是那种纯思辨

式的写作，它们所唤起的城市概念并不仅仅是一

个时而含蓄、时而清晰的空间概念，而是一次与时

间有关的关于都市生存镜像的现代式悖论”(qtd．
in Perloff 119)。《音乐》(Music) 中嘈杂刺耳的

喇叭声和钢琴音传达着物化城市的隐含欲望，唤

醒人们对城市空间的生存感受:“仿佛一架钢琴

的音锤，［……］在所有五彩斑斓的灯光闪亮之

前，我的梦但愿有益!”(Allan 132)。城市的精

神状况、空间尺度、街道布局、建筑风格在奥哈拉

的诗中通过声音传递，透过声音的回响证实其存

在。在奥哈拉的诗作中，现代纽约城飘荡着人们

精神的碎片，《恋尸狂颂》(Ode On Necrophilia)、
《圣塞西莉亚日颂》(Ode On Saint Cecilia's Day)的

听觉空间里充斥着纽约人对生活的厌倦和对现实

的无奈:“它叹息着 /似一把爱无法搜寻的竖琴 /
记忆 /没有对称 /消极且糟糕”(136)。现代乐器

演奏的是生命的自然状态与工业社会的冲突，标

识出都市人群的人生体验和情感世界，“声音”也

因此而成为具有标识意义的城市符号。在奥哈拉

诗中，城市街道所特有的弹唱声、叫卖声、车轮声、
广告声、收音机里的广播声、歌剧声等所代表的是

城市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反映出机械文明

下的城市生活与诗人的审美追求既共鸣又背离。
在奥哈拉看来，城市文明重绘出一幅“速度之美”

的版图，而都市的空间意象则成为穿透机械之光、
摆脱历史外衣制约的最有力的新诗素材( 吴冶平

163)。“纽约城”作为诗人奥哈拉钟爱的极具现

代化都市文明价值的符号，其中潜藏着反映速度

观念和消费意识的城市声音符号，如汽笛声、火车

声、地铁声、喇叭声、钢琴声、歌剧声等，都是诗人

灵感和快感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奥哈拉也将

城市诗作的抒写视野深入至城市文明的隐秘空

间，关注被异化的人性和普世的关怀。就像诗人

自己在《走着去工作》(Walking to Work)中所一再

发问的那样:“如果我 /对这个黑暗的世界是完整

地感到困惑 /在我黎明的双眸里 /谁又从无足轻重

的人那里无所挽救呢?”(158)。在《1951》中，奥

哈拉对文本视听空间的营造多是由工业化意象到

情感意涵的直接转化和共同置放而企及的:“所

有的屈服都投向 /众明星和闪烁他们名字的灯光

牌。 /［……］/这严肃的声响 /这任务的恐惧。 /
这一切对我如此美好［……］”(161)。凝视都市

人生万象的姿态对典型城市意象做了拟人化的分

解与处理，诗行里一天的“都市生活”———“辛苦

地劳作”(142)———便是纽约人一日奔忙的现代

缩影。尤 其 值 得 一 提 的 是，在《我 的 心》( My
Heart)里，看似关联松散的听觉空间客体如哭声、
电影里的音乐、大剧院里的戏剧等被并置，呈现出

听觉空间的瞬间姿态，也是对都市人心灵空间进

行的观照和抚慰，“我的心——— /你无法算计这颗

心，但是 /它里面最好的一部分，我的诗，是开放

的”(133)。在这些意象性的提示和声源性的观

照下我们不难悟出奥哈拉城市诗学在听觉空间上

的文化维度和意义深度。
在奥哈拉城市诗歌的听觉空间里，人们彼此

关联，既交换物质、欲望，也交换历史和记忆。纽

约城仿佛是一个因为“声音”而存在的城市，杂糅

了各种声音，如枪声、炮声、雨声、风声、钟声、鼓

声、铃声、机器声、鸟声等。同时，它也成为人际交

往发生的一个域场，是“你”和“我”彼此交融的地

方:“你的心 /我的第二故乡 /是击打着的舞步 /和
所有音乐中 /最澎湃的血液”(63)。尽管现代都

市本身就是众声喧哗的人际交往场所，但人与人

之间的淡漠和猜疑依然阻挡着人们坦诚的交流和

彼此的呼应。诗人奥哈拉试图通过丰富的听觉感

受来激发“现代自我”的时代情结和都市现实的

敏锐感受:“当音乐渐渐飘远 /眼睑并未频繁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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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物体静 若 熏 草 /没 有 呼 吸 /也 没 有 远 方 的 回

应”(77)。奥哈拉还以一种隐含的语境在“声响

词语”如沙沙、叭叭、喷啧、噗哧噗哧、哼哼唧唧、
滴滴哒哒、叮叮咚咚、轰隆轰隆、噼里啪啦、哐啷哐

啷等的堆积中直视冰冷淡漠的城市异化现状，以

此来激发以个性与自由为目标的现代诗人对温暖

且又充满归属感的城市存在的追求感，这在多声

部空间精神的主调下再度烘托出城市诗学的丰富

和深刻。可见，奥哈拉的城市诗歌以最通俗的语

言勾勒出城市的听觉空间，揭示出都市存在的丰

富内蕴和审美价值，进一步深化了城市诗学的空

间效果。

三、心理空间

奥哈拉在其城市诗歌中进行了多方位的心理

空间实验。从本质上说，奥哈拉诗作的心理空间

如同城市涂鸦，拉近了个体与城市的距离，令其尽

情地释放出心中的郁结，成为城市人群超越现代

都市生疏感和裂隙感的一种空间规则与精神诉

求。诗人以开放的视角，梳理着现代诗学与空间

理论的关系，并试图从时空交错的喃喃叙事中实

现纽约派先锋诗歌对都市文化细节的想象和诠

释。“啊! 我太了解 /我的心有多黑 /与蜗牛和红

果莓还有 /其他深色的东西 /相处我有多自在”
(86)。《一首静谧的诗》(A Quiet Poem)、《在琼家

里》(At Joan's)、《叫我》(Call Me) 中的人生体验

和思想感情皆是以诗人的想象力为基础，遂通过

心理空间的诗学导视图而建构诗歌文本中的“小

世界”的。
奥哈拉诗作中的心理空间实验彰显了“纽约

城”的现代生活气息，它使得这座城市的轮廓格

外分明起来。奥哈拉诗中的纽约城不仅有铛铛的

声响、模糊的光线、速度的体验，还有令人无奈的

思想暗房和漂浮不安的心理阴影。浮动的生存空

间令人屏息，这是纽约城的现代特征和时代标志。
《离他们一步之遥》和《紧急时刻的思考》(Think-
ing of Emergency，1956) 中都充斥着洋溢城市时

代诗情的灵性空间，让我们感觉到“我的心装在

口袋里”(Allen 79)，有着想要用“自我定位”(吴

冶平 146)的心理运动去探究都市生活内里的冲

动。正是这种弥散于繁华城市外壳氛围之下的

“心轮悟性”( 陆扬 33)，才昭示出城市诗艺的空

间美学转向和现代思维立场。奥哈拉曾经说“具

体时 空 中 的 内 心 情 境 记 忆 是 最 持 久 的”
(Hoffman 64)，特殊的空间文化背景甚至可以开

启遗失的都市意识记忆之门，唤醒人们对熟悉的

城市场景中某种特定生活方式和生存境况的记

忆。浸润着城市力量的记忆是可以永恒存在的，

因为“生存空间的思想体验能够穿透记忆。久远

的往事即使人亡物毁、了无陈迹，就凭跨越时空的

艺术精神也还是能不断彰显出其永久的生命力

的”(Leffebvre 97)。奥哈拉正是在这样的诗学

空间中追忆“小我”的个体经验的。这些体验记

录着他对爱情、亲情乃至自然的灵性感悟，带给读

者多元的价值判断和心理反思:“城市的未来或

许就是一种无聊颓废的心理状态”(迪尔 124)。
奥哈拉诗作中的心理空间往往是通过文学隐

喻的手法来运营的。他以细微的情感概念击打着

读者的超现实知觉力，还将“城市的空间文本”和

“文本的城市空间”同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成为

一种概念性的内隐幻象:“微风带来清凉 /几乎没

有声音打搅 /透过我困惑的双眸 /我独自孤独孑然

一身 /找不到一首真正的诗 /如果这一切不会发生

在我 的 身 上 /我 又 将 如 何 应 对?”(Allen 111)。
据此，读者群对纽约城的感知印象就被牢牢地凝

固在这些诗行里了。诗人一方面对纽约城的布

局、街道、建筑物、雕塑、车辆、公园等外在世界进

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描述，另一方面也将个体的经

验通过心灵的想象力与其内心所追寻的“城市概

念”遥相呼应，践行了诗歌创作的最高目标———
“诗艺的最高完美目标是诗人自我心灵的想象力

与潜在现实经验的物质批判相互交融转化后的一

种生命存在形式”(Gwynn 136)。在此意义上，

奥哈拉对日常世界的观察和对城市碎片的记录既

是诗人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的提炼，也是他在无

法遁逃的现实空间里植入一个“自我心灵”的生

命点。诗人奥哈拉所创造的诗意境界暗含着一个

现代诗人的梦想，这个梦想希冀着能在诗歌的新

型创作中梳理出现代都市的物象空间和精神轨

迹，打造出人类生命活动中的精神抱负和永恒

追求。
奥哈拉在他的城市诗歌中呈现出的心理空间

印证了当今世界覆盖都市诗潮的“整体瘫痪空间

图景”(吴冶平 74)，不仅深刻揭示了人类的生存

危机和生命脆弱感，也暗合了全球后现代文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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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奥哈拉城市诗学的多维空间探索

作的艺术属性和时代使命。现代诗歌的诗学力量

正在竭力冲破传统的空间逻辑，寻求着多维空间

的自由抒发，这也衍生出城市诗歌中诗学表征与

空间秩序的天然同构与和谐交融。

结 语

综观而论，都市空间是美国纽约派诗作的文

学域场，诗人奥哈拉对城市多维空间的揭示实现

了文本世界对现实世界的一次“翻拍”。文本空

间与现实空间的多元互动关系使得奥哈拉的城市

诗歌呈现出强烈的都市意识和时代气质。对奥哈

拉城市诗学的多维空间研究表明，都市日常生活

的诗化抒情空间作为一个由语言文字和文化潮流

构成的符号体系，不但赋予城市空间以丰富的隐

喻意义和主题内涵，还影响着我们对现代都市

内在品格的认知。奥哈拉的诗作体现了城市诗

学和空间理论互相融合的特点。因此，从空间

角度发掘城市诗学，探索奥哈拉笔下城市镜像

背后的大众文化内涵和生命存在姿态极具研究

意义和潜力。由此可见，城市多维空间与城市

诗歌文本的关系研究将是探索以奥哈拉为代表

的纽约派城市诗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关注点和切

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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