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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政治! 自由诗创格与无政府主义的渊源

李国辉

摘!要! 在第三共和国早期的法国&以及一战时期的英国&可以发现自由诗在破格之后寻求创格的现象) 自由诗创格表
面目的是与散文区别开&更深层的原因是自由诗有着形式无政府主义的$坏血统%&它满足自由诗初创时对反诗体的诗体
想象) 随着法国 3Z 世纪末期和英国 7% 世纪初期保守主义思想的活跃&法*英两国的无政府主义面临着有力的挑战) 在
此背景下&自由诗也开始去除形式无政府主义&以求获得统一的诗体观) 但是自由诗的创格本身仍然具有无政府主义的
倾向&统一的诗体观并没有真正建立&因而自由诗的创格仍然是一种诗体想象&用以抚平诗体意识的断裂和创伤)
关键词! 诗体想象+!创格+!自由诗+!无政府主义+!新诗律
作者简介! 李国辉&文学博士&台州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代主义诗学*比较诗学研究) 通讯地址# 浙江省临海
市东方大道 #%$ 号台州学院人文学院&438%%%) 电子邮箱# H@F,51,@8Z)3#4-/5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风
行(杂志与象征主义自由诗的发生*演变研究%,项目编号# 3[Jcc%[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Z 世纪西方文学思潮
研究%,项目编号# 3$9:J%[#-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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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Z 世纪 [% 年代以来)诗学史中存在着一个
奇怪的现象)当自由诗在一个国家最初发生时)它
摆出的是与旧诗律决绝的姿态)它的特征首先就
是不拘格律)然而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自由诗又
积极与格律修好)开始讲究形式的规则* 前一种

状态可以称为'破格()后一种状态可以称为'创
格(* 法国最早的自由诗出现在象征主义的作品
中* 象征主义诗人格里凡!K(?0/@*̂ @.HeD̀(@''@0"
在 3[[# 年曾呼吁打破'束缚诗体的所有锁链(
!-*+0B&$*+@ @@"* 另一位象征主义诗人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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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1.E.==e"对旧诗律的态度更强硬)他主张
'焚毁与自由诗对抗的押韵词典和诗律论著)打
倒诗歌技法和大师权威( !7%$"* 但是法国自由
诗运动仅仅过了十几年)格里凡就开始肯定自由
诗仍然是一种韵律的试验)想重新肯定韵律-另一
位自由诗先驱卡恩! ,̀*=?B.h?10"曾坚决指出自
由诗需要韵律!-*D*)+1#A)*43"* 这种情况并不
只是法国的特色)英国自由诗理论家休姆!G-V-
Q,H6."在 3Z%[ 年曾对传统诗律大加批评)主张
'废除规则的音律(!84)%.*)@>*241"%#($+8""* 弗
林特!K-R-KH@0="将诗律看作是一种荒唐的把戏)
他呼吁'向所有的诗歌传统开战(!'E./.0=B.(*.(
Z$"* 但不到十年的功夫)休姆就重新肯定包括
音律在内的传统规则)认为'有一些规则是人们
必须遵守的()离开了它们)'人们就无法创造坚
固的+卓越的作品( !';G5(2A1@H5*5>12( 7Z$"*
弗林特的态度虽然不如休姆转变得大)但也肯定
音律为许多现代诗人所使用)是写诗的'一种支
持(!'A(.*.0=?=@50( 474"*

自由诗前后期理念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这里
需要指出)这种矛盾并非只是不同的理论家理论
主张的不同)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它的产生源自
诗人面临的共同处境* 从形式反叛的自由诗)走
向形式再造的自由诗)这个过程包孕着自由诗诗
人的共同诉求* 本文试图通过整体把握法国和英
国的自由诗发展史)借助于当时政治思想史和诗
学的背景)对自由诗创格的内在原因进行解释和
反思*

一& 自由诗创格的隐衷

法国自由诗创格最早值得注意的一个事件)
是卡恩 3[[Z 年在%风行&!-" D(&4*"杂志上发表
的一篇文章* 卡恩指出)'我们绝不把诗体和散
文杂糅起来(!h?10) 'I1(50@T,.( 3"$"* 卡恩对
自由诗抱有信心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利用了
一种基于声音和意义结合的节奏单元)一个是双
声+半韵等技巧的使用* 就这两个原因来看)卡恩
的这篇文章实际上与他早一年发表的%致布吕内
蒂埃&!';P-J(,0.=@g(.("基本一致* 但是他在
这里提出了诗体独立性的问题* 卡恩的这篇文章
标志着法国诗人已经将自由诗视为一种单独的诗

体)而非破坏性的无形式* 3[[Z 年前后)法国自

由诗已经出版第一批重要的作品)比如卡恩的
%漂泊的宫殿& ! -*+!"1"#+I(="5*+"+格里凡的
%快乐& !e(#*+")还有拉弗格 !W,H.*C?'5(F,."的
%最后的诗& !C*)$#*)+,*)+"* 因而自由诗的形式
已经在不同的诗人那里呈现了多种形态)它的优
点和缺点都更为清晰了* 卡恩看到了自由诗散文
化的危险)他希望用节奏和韵律来保卫新生的
诗体*

马拉美在法国自由诗创格的道路上起到了更

为重要的作用* 3[Z3 年)在一次访谈!'Ee>50*.*
r+.*.0T,t=.*("中)未来的诗人之王谈到了自己的
自由诗理论* 马拉美之前在象征主义自由诗中扮
演的角色并不重要)因为他当时还是一个诗律上的
保守主义者)更偏好传统的形式* 奉马拉美为大师
的年青象征主义诗人格里凡+卡恩+迪雅尔丹
!x+5,?(+ :,X?(+@0"等人撇开马拉美)不约而同地
发动了一场自由诗运动* 马拉美对于这些人比较
宽容)进而也接受了诗律革命的思想* 马拉美将诗
律的概念放大了)诗律不再是规则的音步和音节数
量)只要哪种语言有节奏)在'风格上用力()那种语
言'就有诗律( !G5,=.*H.*'5@*T,M@H2?.''5(=?,
*=2H.) @H2?B.(*@'@/?=@50"!P?HH?(6e[#8"* 这种宽
容的诗律观)使马拉美同意亚历山大体可以有所
增损+变化)于是产生了自由诗与亚历山大体的新
关系, 自由诗并不是抛弃亚历山大体的新形式)
它是亚历山大体的灵活运用)正因为亚历山大体
的存在)才让自由诗有了可能性![#["* 需要注
意)在马拉美那里)这两种形式具有合并的可能
性* 如果自由诗是变化的亚历山大体)那么亚历
山大体就是规则的自由诗)最后自由诗将回归到
一个诗律大家庭中* 其实)马拉美的期望也正是
如此)他认为亚历山大体'不是保持目前这样的
苛刻和固定)从今以后它将更自由+更出人意料+
更轻盈(![#["* 就自由诗来看)马拉美给自由诗
命名为'多形态( !>5H265(>1."诗体!4#4")这个
名称让人想到了拉#封丹!W.?0 +.H?K50=?@0."的
'自由的诗行(!B.(*H@N(.*")后者虽然只比自由诗
多一个'*()但指的是利用现有的多种音律的诗
行)组合而成一首诗)它不是一种新的诗体)而只
是旧音律的新用法* 马拉美清楚地看到自由诗不
能成为拉#封丹那样的诗体)因为那种诗体'不
讲诗节( !4#4"* 这说明马拉美想在诗节中给自
由诗建立一种统一性)这也是创格的一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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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政治, 自由诗创格与无政府主义的渊源

不过)从后来的诗学发展来看)马拉美放宽亚历山
大体的观点得到了更多年青诗人的肯定* 卡恩和
格里凡度过了激进期后)都开始肯定亚历山大体
的效用* 这种让自由诗向诗律回归的思潮延续到
7% 世纪初)象征主义之后的新生代诗人也曾做过
类似的思考*

在英国)弗林特+休姆等人受到法国象征主义
自由诗的影响)在 3Z%[ 年呼吁创造自由诗* 不久
休姆退出诗学界)弗林特和庞德!V&(?A5,0+"等
人 3Z34 年成立意象主义诗派)继续倡导自由诗*
庞德在英美自由诗的创格运动中扮演了关键的角

色)他在 3Z38 年和艾略特!G-R-VH@5="联手思考
自由诗与诗律的重新融合*

自由诗创格的初衷从表面上看)就像卡恩所
说的那样)是为了与散文相区别* 古尔蒙!E-+.
5̀,(650="是晚出的象征主义理论家)他对这一问
题深有体会,'自由诗的危险)在于它没有定形)
它的节奏太不突出)给了它一些散文的特征*(
!88"卡恩以来的法国批评家之所以要进行形式
的建设)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危险* 为了解决这
个难题)他们希望通过节奏的组织)让自由诗远离
散文* 节奏单元及其组合在法国+英美都成为创
格运动的中心问题* 但是撇开格律后)通过音节
的组合而产生的节奏单元)能否真正让自由诗摆
脱散文呢0 节奏单元是散文和诗体都有的)它是
一个共法* 自由诗诗人想通过节奏单元的有无)
来寻找自由诗的独特性)这行不通* 于是希望落
在了节奏单元的构成上)节奏单元的规则程度被
视为自由诗与散文的本质区别* 这种思维在英美
诗人那里最为显著* 奥尔丁顿!E-;H+@0F=50"是
重要的意象主义诗人)他认为自由诗的节奏能产
生一种语调!/?+.0/.")这种语调标示了自由诗的
独特性,'自由诗不是散文* 它的语调更快)更富
特征4223更有规则* 它在频率上比最好的散
文大约高!也应该高"$ 倍)在情感强度上大约高
# 倍(!4$3"* 这种观点很难说有多少科学性)但
它想区分自由诗与散文的用意值得重视* 对规则
节奏的期望)还影响了自由诗的定义* 另一位自
由诗诗人洛厄尔!;62C5O.HH")就将自由诗定义
为'语调诗( !/?+.0/.+ B.(*."* 这种语调似乎成
为英美新诗运动时期最大的依靠)它能给诗人带
来自信* 在洛厄尔眼里)自由诗是'建立在语调
而非音律上的诗( !C5O.HH3"3"-在弗林特那里)

自由诗就是不押韵的语调-在另一个诗人门罗
!Q-P50(5."看来)自由诗就是节奏具有'更紧
密+更集中的时间间隔和更微妙的语调(的诗
!#4"*

节奏单元的规则构成)是否能有效地赋予自
由诗独立的地位呢0 恐怕没有这么乐观* 在法国
自由诗运动早期)比利时的批评家吉尔坎 !<-
@̀HL@0"就指出)自由诗没有成功地让人们看到它
所解释的原则* 他将自由诗分作两类)一类仅仅
分行)这被称作'伪自由诗()另一类寻找节奏和
韵律* 但是即使第二类)不少读者和批评家看到
的仍然只是散文)甚至是'低劣的散文()自由诗
诗人们的创格)仅仅是在'重造散文( !34Z"* 吉
尔坎的话说得有道理* 实际上)就连创格的自由
诗诗人都不免疑心重重* 弗林特虽然提倡自由诗
的语调)但他明白'散文和诗体没有种类上的差
别()他不认为自由诗是一个诗体)指出'语调!自
由诗"与散文没有任何的区别( !'A(.*.0=?=@50(
477"* 但是吊诡的是)即使认为语调不足以成为
自由诗与散文的本质区别)但弗林特并没有抛弃
语调)也没有否定自由诗* 自由诗仍然以一种
'节奏感受得更加强烈(的形式!'A(.*.0=?=@50(
477")在自由诗诗人的想象中获得了独立性*

可以看出自由诗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被想象

出来的诗体* 它与散文有没有区别)它的诗体特
征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肯定的答
案* 而且这些问题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自由
诗诗人们是怎样想象自由诗的* 也就是说)让自
由诗成为自由诗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客观的诗
体特征的原因)而是主观的原因* 自由诗的真实
性存在于诗人们的观念中)而非完全存在于形式
本身中* 拜耶斯!I1(@*J.2.(*"在%自由诗的历
史&!/J#+%()B('8)**D*)+*"中)从'人们.想象中/
的意义(来理解自由诗)而放弃寻求它的客观定
义!""* 拜耶斯选择给自由诗进行分类)寻找每
一类各自的诗体特征* 如果将拜耶斯的方法与诗
人的心理结合起来)就能更清晰呈现自由诗诗体
想象的内在根据* 弗洛伊德! R@F6,0+ K(.,+"曾
将梦视为无意识内容的表达)它的目标是欲望的
满足* 这些想要获得满足的愿望)并非只是儿童
时期积淀下来的)现实生活中的欲求也在寻找满
足* '幻觉式欲望(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它是
通过幻想来得到满足* 弗洛伊德还指出思想也与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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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满足有关,'思想不过是幻觉式欲望的代替
物(!$3%"* 人们在思想中接近欲求的对象)并获
取安慰* 自由诗成立后)自由诗诗人一直渴望它
获得独立性)但是该独立性却一直未能实现* 区
别自由诗与散文的思考)满足了诗人对自由诗诗
体地位的幻想* 也就是说)自由诗与散文的不同
在什么地方)这并不是自由诗创格的真正原因*
自由诗创格的真正原因)在于人们需要想象自由
诗不同于散文* 自由诗从以散文形式为荣)走到
需要想象它不同于散文形式这一步)不啻是一场
巨变)它说明自由诗诗人对自由诗的处境怀有普
遍的焦虑* 而这种焦虑的背后)有着他们很少吐
露的隐衷*

二& 无政府主义的'坏血统(

象征主义自由诗诗人迪雅尔丹曾经将诗

!>5e*@."与诗体!B.(*"做过区别* 诗在他眼里是
一种内容或者精神上的特质)为了理解的方便)这
里权将他所说的诗)换为诗性* 迪雅尔丹认为真
正的象征主义诗人)不应该关注诗体的问题)诗性
才是他应追求的* 他下面这句话很有典型性,
'它!诗"可以采用散文的形式)就像它可以采用
诗体的形式一样* 以前存在着诗体和散文-从今
以后存在着诗与非诗( !:,X?(+@0 Z$"* 关注诗
性)可见迪雅尔丹对诗体的价值有轻视之意* 其
实这种趋势从波德莱尔就开始了* 波德莱尔在写
作%恶之花&时)虽然保留了亚历山大体的基础)
但他渴望一种新的+未知的韵律)这种韵律被称作
'灵魂的韵律( !h@HH@/L $7")这种韵律的目的是
通过形式与主题的联系)产生灵活的节奏* 虽然
波德莱尔在诗体上改革的步伐还不大)但是他已
经表现出对规则诗体的不满* 他还尝试选择散文
诗进行创作)认为散文诗'适应心灵的抒情冲动)
适应梦想的波动(!J?,+.H?@(.4 ""* 散文诗是
利用非诗体的形式寻找诗性的一种尝试)它回应
了迪雅尔丹所说的非诗体而重诗性的新趣味* 与
其说散文诗是散文与诗的融合)还不如说是诗的
反诗体的结果* 波德莱尔并不孤独)法国第一位
自由诗诗人兰波!;(=1,(E@6N?,+"主要用散文诗
写下了两卷诗集, %地狱一季& !T$*@"#+($ *$
*$'*)"和%彩图集& !F114=#$"%#($+"* 尤其是后者)
里面收了象征主义最早的两首自由诗* 兰波的自

由诗诞生于他的散文诗)这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
自由诗也是从反诗体中诞生的*

英美自由诗诗人也继承了这种思考)弗林特
认为哪里有'人类经验的温暖和任何写作中的想
象力)哪里就有诗()这也是将诗理解为诗性-这
种诗性不考虑诗体与散文的差别)因为只要它是
诗)它就有诗性)'不管它是采用我们所称的散文
的形式)还是采用押韵和音律( !P%.*)H()15 "̂*
在弗林特那里)自由诗就是实现这种纯粹的诗性
的工具)因而自由诗与散文有无区别并不重要*

反诗体的目的是让一种新的言说方式+新的
精神成为可能* 自由诗诗人一开始对自由诗的想
象必须要适应当时反诗体的要求* 也就是说)自
由诗最初并不是以一种诗体的形象出场的)它是
作为诗体的反叛者出场的* 它试图打破传统形式
的观念* 为了达到反诗体的目标)并为自由诗的
登场造成一种合法性)法国诗人们在自由诗的初
期阶段显著地利用了无政府主义的思维方式* 威
廉姆斯!V(@0 P-c@HH@?6*"曾经指出)'文学中的
象征主义和政治中的无政府主义)在 3Z 世纪 Z%
年代)越来越成为同义词(!#3"* 其实早在 3Z 世
纪 [% 年代)象征主义诗人就与无政府主义有了关
系* 巴黎公社失败后)虽然成立的法兰西第三共
和国竭力弥补各个阶级中出现的裂痕)但是 3[84
年的经济危机)以及 3[8Z 年和 3[[% 年先后召开
的工人代表大会)让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的传播在法国迅速高涨起来*!

3[[4 年)巴黎警察局的报告指出巴黎当时有
34 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大约 7%% 个成员)到了
3[[8 年)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增加到 3Z 个)人数在
$%% 人上下!P?@=(50 37%"* 无政府主义者与象
征主义诗人于是有了比较频繁的交流)一方面)一
些无政府主义的刊物) 比如 %反叛者 & ! -*
6N,(1%N")开始转发象征主义的作品)另一方面)象
征主义的刊物也开始给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一定的

版面)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路易丝#米歇尔
!C5,@*.P@/1.H")甚至成为象征主义刊物%颓废&
!-" CN2"5*$2*"的合作者* 据考证)支持和同情无
政府主义的象征主义者)有格里凡+卡恩+雷泰+雷
尼耶!Q-+.EeF0@.("+吉尔!E.0e 1̀@H"+梅里尔
!R-P.((@HH"+维尔哈伦 !V- .̂(1?.(.0 " 等人
!Q.(N.(=Z# 3%7"* 其中)格里凡和雷尼耶还创
办了 %文学与政治对话& !G$%)*%#*$+>(1#%#d4*+i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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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政治, 自由诗创格与无政府主义的渊源

1#%%N)"#)*+"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 这个名单里没
有拉弗格)其实拉弗格也曾指出,'无政府主义才
是生活)才能让每个人拥有他自己的力量(
!3"""* 而远离政治的马拉美)也并非与政治毫
无瓜葛)他的自我主义的美学被有些批评家解释
为'无政府主义的策略( !c.@(3#["* %隐居&
!-QG)=#%"&*"杂志 3[Z4 年曾在艺术家中发起过一
次公投)调查艺术家们的政治态度* 结果发现绝
对的无政府主义的比例是 33y)这个数值并不
高)原因在于公投在统计结果时)并没有把社会主
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合起来考虑* 如果调整统计
的对象)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者所占比例在
[%y以上*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也说明艺术
家普遍认可社会激进主义思想*

英国自由诗与无政府主义也有很深的渊源*
英国的自由诗理论与%新时代&!I*H/&*"杂志有
密切的关系)该杂志是弗林特和休姆诗学的主要
发表园地)也一度是庞德的重要园地* 这个刊物
是费边社会主义!K?N@?0 R5/@?H@*6"的刊物)其主
编是社会主义者奥兰齐!;-E-d(?F."* 费边社
会主义与法国通过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社会主义不

同)它是改良主义)不提倡阶级革命)但具有鲜明
的反对传统价值和秩序的态度* 费边社会主义在
文艺和美学上)具有显著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奥
兰齐多次邀请休姆+弗林特和庞德参加%新时代&
杂志的聚会)因而让这些文学家'得到了最初的
政治和经济上的教育( !P?(=@0 """* 虽然这些
文学家在政治上并不完全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
费边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在美学上吸收了无政
府主义的思想* 弗林特要求反抗传统观念)称颂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与旧的丝丝连连的思想决
裂(!'E.62+. 5̀,(650=( 73Z"* 休姆承认自己
'曾是一名社会主义者( !'G1.;(=( 4$8")他接
受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破坏传统的精神* 庞德在一
战前曾经一度同情无政府主义)他承担过无政府
主义的刊物%自我主义者& !G&(#+%"的编辑工作)
有批评家认为这带来了意象主义的'无政府主义
的气质(!P.?+ $["*

无政府主义者将政治上的思维运用到文学

中)产生一种形式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其结果是
否定一切现有的诗体)要求个人的形式* 这一点)
格里凡说得清楚,'艺术的本质是无政府主义)即
是说它有着自发性的和谐+自由的等级4223它

属于要求绝对的艺术家( !;05026.7%"* 格里
凡所说的'自发性的和谐(就是对规则形式的反
抗)'自由的等级(是对现有秩序的破坏* 比利时
的自由诗诗人莫克尔!;HN.(=P5/L.H"对自由诗的
理解)也能清楚地表明无政府主义扮演的作用,
'在古老的音律绝对的+强加的权力之后)诗应该
在它的每个作者那里)自己给自己施加规则)这些
规则对它来说是社会主义)是必经之痛4223文
学中的个人主义者)尤其是主观的诗人)就像格里
凡先生一样)与巴纳斯派的专制主义者作斗争也
是必要的(!3"$"* 这里作为'必经之痛(的'社会
主义()其实还是无政府主义)因为'自己给自己
施加规则(是无政府主义的特征*

但是无政府主义是一种过渡)在政体上看它
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目标* 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
最终会破坏它自己* 无政府主义本身只是一种政
治的乌托邦)它要么发展到社会主义)要么返回传
统)与传统妥协* 法国在 3Z 世纪末走上了后一条
道路* 3[ZZ 年成立的 '法国行动派( !;/=@50
'(?0f?@*."旨在维护传统价值和秩序)抵制左翼思
想)它在 7% 世纪初获得了很大成功* 虽然没有证
据表明象征主义诗人后来统一转变政治立场)但
生逢此时)思维方式不免会受到影响* 另外)无政
府主义思想本身也给象征主义诗人提供了反思的

可能性* 象征主义诗人梅里尔曾指出,'如果他
!艺术家"是绝对的无政府主义者)那么他就只能
是相对的社会主义者)因为所有的公民如果没有
共 同 的 协 定) 自 由 就 不 可 能 存 在 (
!;05026.3""* 从这种意义上说)无政府主义
与社会主义又是矛盾的)社会主义对新秩序的肯
定)可以取消无政府主义* 在英国)休姆在 3Z33
年接受了'法国行动派(的思想)开始反省无政府
主义)重新拥护传统)并以保守的托利党!G5(2"自
居* 休姆明白地说)'从人那里得到的最好结果
是某种教导的结果)这种教导给内在的无政府状
态带来秩序4223除了无序没有什么东西本身
是坏的-在一个等级秩序中被安排起来的任何东
西都是好的( !';G5(2A1@H5*5>12( 7Z$"* 虽然
弗林特没有改变政治立场)但是他也渐渐调整自
己诗学的见解* 庞德和艾略特在一战后期)成为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除了有意无意受到休姆的
影响外)当时国家主义的盛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
传播)也成为他们疏远无政府主义的动力*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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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由诗而言)它初创时的形式反叛)埋下了
自我破坏的种子* 如果说每个诗人都要创造个人
的形式)每个个人的形式都是独立自主的)那么形
式本身就不会成为公共的东西)而成为私人性的
东西)这就取消了形式* 而形式一旦取消)那么个
人的形式又毛将焉附0 无论是法国)还是英美自
由诗)当自由诗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并进入被认可
的关键阶段)形式的反叛就已经完成* 这时反形
式必须要像无政府主义走向新的秩序一样)走向
新的统一性* 对自由诗来说)形式无政府主义就
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 初创期的自由诗理论无法
再满足自由诗诗人想象的地方)原因就在于此*

在法国和英国的自由诗初创不到十年的时间

里)形式无政府主义就开始受到批评* 吉尔坎是
最早发起号召的一位诗人)他呼吁,'吹响集结
号)让所有仇恨混乱和理性无政府主义的人集合
的时间到来了* 他们!象征主义诗人们"想破坏
的是从龙萨到魏尔伦的法国诗* 他们想代替它的
是既不可行)又没有活力的东西( ! @̀HL@0 34Z"*
作为一个巴纳斯派诗人)吉尔坎认为自由诗没有
'活力(当属门户之见)但他这里对无政府主义的
抨击)其实也道出了自由诗诗人的心声* 在英国)
人们看到以庞德和艾略特为首的自由诗诗人们开

始清除形式无政府主义* 庞德在 3Z38 年著文指
出)自由诗已经成为一种'公害()他将自由泛滥
的形式称作'愚蠢的+狭隘的讨论(!' .̂(*C@N(.(
Z3"* 庞德并非想废除自由诗)他本身也是自由
诗的缔造者* 他的目的是让自由诗重新具有普遍
适用的规则* 艾略特的做法更为激烈一些)由于
将'自由(二字与形式无政府主义等同)艾略特干
脆取消了自由诗* 他注意到一些读者张口闭口谈
论自由诗)艾略特无可奈何地表示,'这认为.自
由诗/是存在的* 这认为.自由诗/是一个流派)
认为它由某些理论构成)如果一群或者几群自由
诗理论家)攻击轻重律五音步获得了任何成功)他
们就要么让诗得到了革命)要么让诗获得了民
主*(!VH@5=3[4"

兰波曾经渴望 '出售无政府主义给民众(
!E@6N?,+ 3"$")这也是他%坏血统& !'P?,B?@*
R?0F("一诗的思想* 这位与巴黎公社流亡者为
友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他的散文诗和自由诗注入
了'坏(的血统* 在自由诗创格时期)这种坏血统
不再是诗人的荣耀)而成为耻辱* 自由诗必须与

自己身上的坏血统斗争)它才能获得存在的合
法性*

三& 自由诗创格的诗体想象

自由诗创格的用意)并非仅仅是为了与散文
区别开)更深层的原因)是清除形式无政府主义的
观念)以便让自由诗获得统一的诗体观* 自由诗
摆脱无政府主义的第一步是要重新恢复形式的权

威性* 所以自由诗的创格)在多个国家中)是以形
式价值的回归为起点的* 在法国象征主义那里)
卡恩在 3Z 世纪 Z% 年代后)对自由诗的韵律作了
多次思考* 他告诉人们韵律'符合习惯()'也紧
接着传统()而且尊重韵律是 '我们的责任(
!h?10) 'C.̂ .(*H@N(.( 43"* 这一句话中的'传
统(一词引人注意)它代表着自由诗诗人们不再
与传统对抗)也不再以破坏的革命者自居* 另一
个理论家维尔德拉克!I1?(H.*̂ @H+(?/"对自由诗
有更清楚的解释* 维尔德拉克认为诗体!B.(*"并
不是束缚人情感的工具)它是帮助人创作的一个
框架)'人们试着将情感局限在一个框架里面)相
信这个框架适于艺术作品的创作)这个框架就是
诗行* 不守法纪的拙劣诗人们以前可能认为这种
框架并不是好东西-借助于这个理由)他们可能非
常轻视技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拥有自由诗的原
因(!33$37"* 不要认为这句话是批评自由诗的
人说的* 维尔德拉克本人也是自由诗诗人)他从
这个集体内部来破坏自由诗)目的是更有效地树
立诗体的威望* 之前的形式无政府主义者被他看
作是'不守法纪的拙劣诗人(* 在自由诗的破格
期)理论家将诗体与诗性区别开)维尔德拉克这时
反其道而行之)他将'作诗法( !>5e=@T,."与诗性
区别开* 诗不再只是一种具有诗性内容的东西)
它是通过作诗法而创造的具有人工形式的作品*
诗之所以成其为诗)正是因为它的创作过程的讲
究* 维尔德拉克眼中的诗人不再是自发的+热情
的抒情者)而是一个'完美诗节的雕刻工(!73"*

在英国)庞德对自由诗的调整)也是从传统诗
律价值的'复辟(着手的* 3Z3$ 年)当美国诗人洛
厄尔获得了自由诗的领导权后)庞德就开始对自
由诗流露不满* 这种不满并不仅仅是他与洛厄尔
的权力之争)更重要的是他看到形式标准的丧失*
他对旧形式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他曾指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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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政治, 自由诗创格与无政府主义的渊源

格律诗 '擅长表达广泛的创造力或者情感(
!A5,0+) ';''@(6?=@50*( 4$%")而非像某些低劣的
自由诗诗人所说的那样是应该抛弃的* 庞德无法
阻止无形式的自由诗)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唯一可以做的工作)是恢复形式的价值和效用*
庞德用'音乐(来代替他心中理想的规则形式)他
把诗定义为'配乐的词语的作品( !' .̂(*H@N(.(
Z%"* 虽然在 3Z38 年以前)庞德的音乐还主要是
利用节拍和双声+半韵等技巧)但是在他 3Z7% 年
的诗集 %休#塞尔温#莫贝利& !J4&. @*1HB$
7"4A*)1*B"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诗律的音乐得
到了重视*

摆脱无政府主义的第二步是给自由诗正名*
终结形式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让自由诗成为一
种有规则的诗体* 但是规则本身与'自由诗(这
一名称是矛盾的* 只要自由诗还叫做自由诗)它
就无法有效地表达新秩序的要求* 于是)在 3Z 世
纪末的法国和 3Z38 年的英国)人们看到诗人们频
繁地为自由诗正名* 格里凡在 3[ZZ 年指出)'自
由诗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诗人必须要尊重形式
规则)他们的用语'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的自由(
! @̂.HeD̀(@''@0) 'I?,*.(@.( [4"* 格里凡看到了自
由诗这一名称的不恰当)但他并没有直接说出来*
艾略特没有这么客气)他认为,'所谓的自由诗其
优秀者一点也不.自由/)把它列入别的名目中可
能更安稳些*(!3[""艾略特没有说明该给自由诗
改一个什么样的名称)艾略特语焉不详的地方)得
到了洛厄尔的补充* 后者曾明确指出)'个人而
言).自由诗/这个词我不喜欢用)因为它什么也
没有指出来( !3"3"* 洛厄尔给自由诗找到的一
个新词)是'自由诗行( !'(..H@0."* 其实根据她
当时对诗行节奏的要求)诗行也不是自由的)'自
由诗行(仍然是一个不妥的题法* 这里还可补充
威廉斯!c-I-c@HH@?6*"在 3Z38 年提出的一个观
点* 威廉斯说,'让我们最终宣布.自由诗/是一
个错误命名( !3"* 威廉斯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思
考)最终提出'可变音尺(!B?(@?NH.'55="的概念*

摆脱无政府主义的第三步)是建立具有权威
性的诗律模式* 在法国)马拉美将亚历山大体作
为权威树立了起来)他希望亚历山大体作为自由
诗的节奏基础)懂得利用它的人)'永远将这种亚
历山大体看作确实的珍宝) 很少脱离它 (
!P?HH?(6e4#7"* 亚历山大体后来也得到了格

里凡的支持)后者在 3[ZZ 年曾经建议)认为自由
诗可 以 利 用 古 老 的 亚 历 山 大 体 的 节 奏

!'I?,*.(@.( [Z"* 但是卡恩+迪雅尔丹等诗人)
并不接受这种古老的诗体* 卡恩和迪雅尔丹希望
建立音义统一的节奏单元)然后再用它来组织诗
行* 他们不要求音节数量的均等* 就 7% 世纪法
国诗歌的发展来看)卡恩和迪雅尔丹的理论获得
了更多的支持* 给马拉美带来挑战的还有更多的
诗人* 维 尔 德 拉 克 与 迪 阿 梅 尔 ! .̀5(F.*
:,1?6.H"曾携手寻找到一种叫作 '节奏常量(
!/50*=?0=.(2=16@T,."的单元)可与林庚所说的
'节奏音组(相类比* 虽然这种'节奏常量(可以
比较自由地连接其他的音组)但是因为它基本出
现在每行诗中)就能让诗行具有比较稳定的形式)
也能处理好意义与形式的关系* '节奏常量(在
法国影响不大)但它却在英国的弗林特+奥尔丁顿
那里得到了回应)在一战结束前曾经一度成为英
国自由诗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似乎具有了权威性*
但是新的挑战者也在酝酿* 弗莱彻 !W-̀ -
KH.=/1.("在 3Z3Z 年提出一种新的以重音为基础
的诗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英国盎格鲁 撒克逊人

诗歌节奏的变体)与桂冠诗人布里奇斯 !E-
J(@+F.*"实践的'重音节奏(有相通的地方* 布里
奇斯还创作过'音节自由诗(的作品)这种诗实际
上是利用弥尔顿诗歌形式解放的规律)以数量相
对稳定的音节来建立诗行*

前面的这三步)客观来说)头两步取得了很大
的成绩)但是在关键的第三步上)一直未有哪一种
模式真正获得正统的地位* 在马拉美所说的诗体
的'王位空位期(!@0=.((gF0.")诗人们似乎没必要
马上树立一个所有人都信奉的偶像* 新规则与个
性化的做法在这个问题上不动声色地结合了起

来* 但是对规则的个性的寻求)恰好符合无政府
主义的行为方式* 魏尔!:?B@+ c.@("曾经指出)
无政府主义反对一个统一的权威)它在美学上表
现为'破碎和自主的趋向(!$"* 上述摆脱无政府
主义的努力)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英国)诗人们
并没有达成默契)他们努力的方向是多元的)仍然
是'自主(的活动* 诗人们对自由诗向格律诗回
归还是另造自由诗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在节奏单
元上莫衷一是* 由于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权威)
自由诗的创格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新的注脚*

自由诗诗人们)用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方式去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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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他们观念中的无政府主义* 但是无政府主义已
经不仅是一种观念)而是成为一种行为方式)或者
用心理分析的话来说)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诗
人们无法与无政府主义完全切割)无政府主义已
经成为自由诗诗人自我意识的组成部分* 随着法
国+英国政治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的兴盛)诗人们
渴望恢复诗体的秩序* 通过集体性的创格活动)
他们相信自由诗已经与诗体传统订立了新的

契约*
在某种意义上说)自由诗的创格是一种诗学

仪式* 原始人通过献祭的仪式)抚慰他们内心对
自然的恐惧)以求获得安全感)7% 世纪前后的法
国+英国诗人们)通过诗体创格的仪式)消除自己
对形式无政府主义的焦虑* 同自由诗的破格一
样)自由诗的创格提出众多的方案)这些方案的可
行性和真实性)并不是自由诗诗人关注的首要问
题)真正首要的问题是)他们可以借助这些方案想
象自由诗统一的诗体观* 自由诗即使没有诗体上
的真实性)它也具有诗人心理上的真实性* 自由
诗表现出的它在自由与规则之间的矛盾状态)其
实代表了现代人对自由与规则的矛盾态度* 荣格
!I-̀-W,0F"在谈到现代文明的时候)曾指出,
'信仰与知识的断裂是分裂意识的征兆)这种我
们这个时代精神紊乱的特征*( !"3"自由诗的自
由)以及其背后对个性的张扬)其实就是信仰和本
能的代表)它以形式无政府主义的方式)造成了诗
体意识的断裂和创伤)自由诗的创格表现出现代
人渴望抚平这种创伤的欲求*

注释#P/#%($

! 这里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是可
以等同的)无政府主义有时也称作无政府主义$共产主
义)它和社会主义都反对私有制)倡导公有制)无政府主
义者也有不少是社会主义者* 比如)3[[% 年的工人党全
国代表大会)就既有社会主义者)又有无政府主义者
参加*

引用作品#9/):(;"#%0$

;H+@0F=50) E@/1?(+-'K(.. .̂(*.@0 V0FH?0+-( <.*G&(#+%
3-3[!3Z3"", 4$3 $7-

;05026.-'S0 E.'.(.0+,6?(=@*=@T,..=*5/@?H-( -QG)=#%"&*
"-8!3[Z4", 3 7"-

J?,+.H?@(.) I1?(H.*-j4,)*+0(=>1]%*+) <(=*X-V+-\B.*
KH5(.00.-A?(@*, C.IH,N '(?0f?@*+, H@B(.) 3Z##-

J.2.(*) I1(@*- / J#+%()B ('8)**D*)+*- K?2.==.B@HH.,
S0@B.(*@=25';(L?0*?*A(.**) 7%%3-

:,X?(+@0) x+5,?(+-7"11")=N, >")4$ 5*++#*$+-A?(@*,
;HN.(=P.**.@0) 3Z4#-

VH@5=) G-R-<(0)#%#2#E*%.*0)#%#2"$5 P%.*)?)#%#$&+-
C@0/5H0, S0@B.(*@=25'Y.N(?*L?A(.**) 3ZZ7-

KH@0=) K-R-P%.*)H()15, 0"5*$2*+-C50+50, G1.A5.=(2
J55L*15>) 3Z7%-
-'A(.*.0=?=@50-( <.*0.">A((:7-Z!3Z7%", 473 7[-
-'E./.0=̂ .(*.-( <.*I*H/&*"-$!3Z%[", Z$ Z8-
-'E.62+. 5̀,(650=-( <.*I*H/&*$-3% !3Z%Z",
73Z 7%-

K(.,+) R@F6,0+-<.*3"+#2?)#%#$&+('@#&=4$5 8)*45-
G(?0*-;-;-J(@HH-Y.O\5(L, P5+.(0 C@N(?(2) 3Z4[-

@̀HL@0) <O?0-'C. .̂(*H@N(.-( -" e*4$*A*1&#d4*34-4
!3[Z"", 348 "%-

5̀,(650=) E.62+.--*-#,)*5*+="+d4*+-A?(@*, R5/@e=e+B
6.(/B(.+.'(?0/.) 3[Z#-

Q.(N.(=) V,F.0@?c-<.*/)%#+%"$5 @(2#"16*'()=-K(..>5(=,
J55L*'5(C@N(?(@.*A(.**) 3Z83-

Q,H6.) G-V-';G5(2A1@H5*5>12-( <.*0(==*$%"%()"-Z8
!3Z37", 7Z" Z$-
-84)%.*)@>*241"%#($+-V+-R?6Q20.*-P@00.?>5H@*,
S0@B.(*@=25'P@00.*5=?A(.**) 3Z$$-
-'G1.;(=5'A5H@=@/?HI50B.(*@50-( <.*0(==*$%"%()
7-"[!3Z33", 4$8 $[-

W,0F) I-̀ -<.*T$5#+2(,*)*5 @*1'-G(?0*-E-K-I-Q,HH-
A(@0/.=50, A(@0/.=50 S0@B.(*@=2A(.**) 7%3%-

h?10) ,̀*=?B.-'I1(50@T,.-( -" D(&4*, I(4,*11*+N)#*3-7
!3[[Z", 338 "Z-
--*D*)+1#A)*-A?(@*, V,F,@g(.) 3Z37-

h@HH@/L) E?/1.H-'J?,+.H?@(.M*̂ .(*@'@/?=@50, I50*.(B?=@B.5(
E?+@/?H0( <.*0"=A)#5&*0(=>"$#($ %(3"45*1"#)*;
V+-E5*.6?(2CH52+-I?6N(@+F., I?6N(@+F.S0@B.(*@=2
A(.**) 7%%#-$3 #[-

C?'5(F,.) W,H.*-7N1"$&*+>(+%.4=*+-A?(@*, P.(/B(.+.
'(?0/.) 3Z3Z-

C5O.HH) ;62-'R56.P,*@/?H;0?H5F@.*@0 P5+.(0 A5.=(2-(
G1.P,*@/?H],?(=.(H2#-3!3Z7%", 378 $8-

P?@=(50) W.?0-J#+%(#)*54 =(,*=*$%"$")2.#+%**$ ')"$2*-
A?(@*, R5/@e=e,0@B.(*@=?@(.) 3Z$$-

P?HH?(6e) R=e>1?0.-j4,)*+2(=>1]%*+-A?(@*, ?̀HH@6?(+)
3Z"$-!

P?(=@0) c?HH?/.-'<.*I*H/&*( 4$5*)P)"&*, 0.">%*)+#$
G$&1#+. 041%4)"1 J#+%()B- P?0/1.*=.(, P?0/1.*=.(
S0@B.(*@=2A(.**) 3Z#8-

P.?+) Q.0(2-G-V-J41=*"$5 %.*F5*(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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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B7(5*)$#+=-C50+50, JH556*N,(2) 7%3$-
P5/L.H) ;HN.(=-G+%.N%#d4*54 @B=A(1#+=*-J(,U.HH.*, A?H?@*

+.*?/?+e6@.*) 3Z#7-
P50(5.) Q?((@.=-'E12=16*5'V0FH@*1 .̂(*.<-( !(*%)B4-7

!3Z34", #3 #[-
A5,0+) V&(?-';''@(6?=@50*, <̂-( <.*I*H/&*3#-34

!3Z3$", 4"Z $%-
-' .̂(*C@N(.?0+ ;(05H+ :5H6.=*/1-( <.*G&(#+%"-#
!3Z38", Z% Z3-

E.==e) ;+5H>1.-'C. .̂(*H@N(.-( 7*)24)*5*8)"$2*[-"4
!3[Z4", 7%4 73%-

E@6N?,+) ;(=1,(-j4,)*+2(=>1]%*+;G5;;0=5@0.;+?6-
A?(@*, ?̀HH@6?(+) 3Z87-

@̂.HeD̀(@''@0) K(?0/@*-'I?,*.(@.*,(H.B.(*H@N(..=H?
=(?+@=@50-( CMV(6@=?F.3Z-[!3[ZZ", [3 Z"-

-C.*I2F0.*-A?(@*, ;H/?0DHeB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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