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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庞德对诗歌的伟大贡献是他对意象主义的倡导和实践#透过庞德对意象的描述!我们发现他提出了一
种模糊认知方式的诗学主张)那就是主客的含混性存在#他的'直接处理4事物5(显示了主体意识祛中心化的诗学
观!是对意义"理念"本质等这些以否定具体事物为鹄的的否定思维模式的扬弃#结合现象学哲学家梅洛

F

庞蒂的
思想!从'意义在境域之中生成("'非主题化的世界与非主体化的诗学("'意义"语言和物的统一("'理性与世界交
织共舞(以及'一种存在0历史0世界的诗学(等五个方面可以进一步揭示庞德诗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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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庞德的诗学主张
+,+!

年#庞德在$诗刊%发表与弗林特合作的
$意象主义%和独立撰写的$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

这两篇文章里#正式提出了意象主义运动的诗学纲
要并将其公诸于世)

+'

直接处理*事物+#无论是主观
的还是客观的.

)'

绝对不使用任何无益于呈现的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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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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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条原则构成了庞德
所谓*意象+的基本含义&其中*直接处理事物+的原
则更是居于原则之首#最集中体现了作者关于诗人4
诗歌与世界(语言的关系&

+,+E

年#庞德在$漩涡主
义%一文中指出)*意象并非一个意念&它是一个能
量辐射的中心或者集束'''我只能称之为漩涡&意
念不断地涌进(涌过(涌出这个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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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庞德在$关于意象主义%一文中再次对*意象+作了描
述)*意象不仅仅是一个意念&意象是一个熔合在一
起的意念的漩涡或者集合#充满着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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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
在该文中还指出)意象既可以是客观的#也可以是主

观的#是一个*展现了顷刻间理智与情感交融的一个
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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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本用语构成了庞德本人对意象
的理解和基本描述&

庞德的意象主义诗学声明给
)*

世纪初期死气
沉沉的诗坛带来了一股春雨般的活力#但也引起了
批评界的强烈反应&有些批评家抓住他*直接处理
0事物1+这一点#抨击意象主义所声言的客观性#认
为*意象主义者对于意象的选择和并置本身就包含
了诗人的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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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任何客观意象必然经
过观者主观的筛选#当然不是绝对客观的了#而是被
知觉的*物+&其实#透过庞德对意象的描述#我们发
现他提出了一种模糊认知方式的诗学主张)那就是
主客的含混性存在&这可以从庞德关于意象的描述
语词中看出)语词不能遮蔽呈现#直接处理*事物+.

意象不是意念的简单载体#而是一个*展现了顷刻间
理智与情感交融的一个综合情结+.意象不是主观
的#也不是客观的.意象是一种*集合+或*漩涡+而且
*充满着能量+&庞德这些关于意象主义诗学效果的

!,



描述可以用一句话予以表述)情感的物化和物的灵
化或情感化#它们在意象中实现统一和互相涵摄&

庞德被称为意象客观主义者#是对他的一种误读#是
在欧洲主体思维中对他作出的非此即彼的定位#他
的*客观+绝非批评家们所说的*绝对客观+&在庞德
那里#客观物参与了主体的形成#是灵化了的客观
物#而主观也已经是物化了的主体&他的*直接处理
0事物1+显示了主体意识祛中心化的诗学观#是对语
言表现论(语言表征主义的扬弃#对意义(理念(本质
等这些以否定具体事物为鹄的的否定思维模式的扬
弃#它意在揭示世界中的每一个片段或被我们注视
的每一个事物都展示了存在的无穷形象&

同时#庞德认识到了任何关于现象!人亦在现象
中"的定义都是以否定或扬弃感性的具体存在为前
提的#因此他给出的意象的定义#与其说是一个定
义#毋宁说是一个存在的描述'''基于他的感受和
知觉的在场的描述&他对意象的描述如同意象自身
一样具有模糊性(含混性&因此有人指出)*意象+这
一概念*在诗学理论之中被运用得最为广泛#其意义
也最为模糊不清&0意象1概念被运用在太多不同的
语境之中#似乎不太可能系统地(理性地将它们的用
法总结出来+

,

#

-

##B

&本文将结合现象学家梅洛
F

庞蒂
的思想#从五个方面进一步揭示庞德意象诗学观的
意义#它们依次为)*意义在境域之中生成+#*非主题
化的世界与非主体化的诗学+#*意义(语言和物的统
一+#*理性与世界交织共舞+#以及*一种存在'历
史'世界的诗学+&

一
!

庞德诗学观之"意义在境域之中生成#

意义是在人与世界!物"的相互对照所构成的结
构中形成的&现象学哲学家梅洛

F

庞蒂对于哲学的
最大贡献就是把意义(本质(意念这些*虚无+的东西
归于世界之中#置于世界之中的存在里&它们既不
是先于世界或后于世界而存在#更不是躲藏在语言
的背后#而是我!世界之中的我"'世界!我身体在其
中的世界"'语言之间的结构性共舞#譬如知觉主体
和被知觉客体之间#前言语和言说者之间#既往和现
在之间&梅洛

F

庞蒂认为#*心灵只能通过区域和世
界才能感受到心灵的到场#心灵只能通过与可见的
!存在与之密切相连"的交往才能获得心灵的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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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意义不是黄油涂在面包上#可以
由任何人将它们彼此分割开来&意义不在别处#而
是在我与被注视者的可逆性交织之中&

庞德在$意象主义%一文中将*直接处理0事物1+

置于其诗学声明之首#并非简单地主张诗歌创作要
用客观对应物来表征意念或思想观念#而是他对观
念先于表征(表征是观念载体观的否定&直接被处
理的*事物+#必然是被诗人知觉到的*事物+#否则便
不是直接的*事物+&这不只是庞德要求一个诗人所
应具有的审美直觉#而且他预知了后来被存在主义
现象学家们所提出的*一切意识只能是对象物的意
识+的主张&*直接处理事物+#意味着诗人要自我处
身于世界之中并直接面对事物&直接面对事物#就
需要对观念所具有的超越从而遮蔽客观事物自显的
否定性力量予以悬置&事物被诗人注视或知觉到#

意味着事物和诗人同时在场#因为不存在诗人不在
场而能直接面对的事物&庞蒂指出)*,意义-不在任
何客观的地方#不过它必须被赋予一个地点#这个地
点是它通过其周围与其相连的一个点#是它自己划
定的一个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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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与此相同#庞德的*直接处理事
物+首先是指把事物还原在一个交错的时空关系当
中捕捉事物的诗美#既*不要摆弄观点+#也*不要描
绘+观点#而是让事物自主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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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意
象派的首席理论家休姆说得更加明白)*我们必须从
动物的地位上来评价这个世界#抛开0真理1等等玩
意儿,66-动物与人在发明象征语言之前的状态是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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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动物眼睛观察世界的方法#暗示诗
人应该极力排斥创作的个人化#把自己置于与物彼
此观照的境域之中&

当然#抛开个人的主体性#不是放弃个人对意义
的追求#而是让那些对我们富有意义的东西在我们
处身的境域中发生#就如动物总是在其视域范围内
来满足其需要一样#从而让心灵通过区域和世界的
境域得到澄明#也同时让区域和世界通过心灵而得
到彰显&我们不是在语言内部思考#也不是在心灵
内部思考#而是在语言与心灵(心灵与世界的具体链
接点!物"上进行思考的&休姆所说的*象征语言之
前的状态+其实是指人和物彼此涵摄的共情状态#这
是一个人与存在直接交往的状态&对此#梅洛

F

庞蒂
说得更清楚些)*直觉是我思的0生动的环节1,66-

它不仅在严格的意义上向我提供一些我的思想#而
且还提供一些在每一事物的独特方面相应思想的东
西&这是对昏睡在事物中的思想的经验#只有当我
的思想靠近它时才苏醒过来+

,

,

-

+!

&人们只有在面
对一个个生动的形象时#才会使自己的存在变得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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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起来#使实在的事物因我而闪现并获得被揭示的
存在&同时#*直接处理0事物1+意味着把物我(他人
与自我之间都视为一种结构关系&关系中的各项只
有在一方被置于当下与之相遇的正在*构成+的对象
中时才能获得其意义和价值&由于这种*构成+关系
重视人与物之间意义的自显性#使大地和物象能*各
其性+(*自陈其意+#从而避免以主客二元对立的方
式来观物应物感物&因此#梅洛

F

庞蒂指出)*不存在
任何可以摆脱呈现场#可以摆脱某种处境和某种结
构的界限而被独自设想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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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庞德诗学观之"非主题化的世界与非主体
化的诗学#

庞德主张*直接处理0事物1+#而直接处理*事
物+的途径是*绝对不使用任何无益于呈现的词+&

这就是说#语词的使用者不能用先于物的主观意志
去支配物和物之呈现#不能让陈述先于生活世界&

陈述已经包含在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大于陈述#

生活世界正是以它的沉默构成了表达的阴影和背
景&梅洛

F

庞蒂对此指出)任何*被生活世界0重述
的1陈述将被包括在生活世界之中+#*由于这种陈述
意味着整个的自我理解#它们就已经被包括在生活
世界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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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诗人必然以一个*与物
俱往+的澄明之心或眼睛面对着他的生活世界#避免
把生活世界变成他的观念或主题的颜色涂料#要让
生活世界在他的注视下以其自然而然的方式呈现出
来&如此则生活世界和注视者之间均撤出了阻隔对
方进入的墙#并向对方绽放&换言之#生活世界不被
主题化则呈现出整个世界#诗人放弃自己的主体性
则赢获整个生活世界&一种*被生活世界重述的陈
述+是人与世界(词与物的完美统一#是我与我的视
界的完美融合#同时也是主观与客观(感性经验与潜
意识的融合&我们知道#由于受到伯格森(休姆等人
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庞德否认了理性在意象
形成过程中的先入为主或主题先行&在他看来#理
性只能尽力描绘形象#而无法呼唤出意象在本能的
一瞬间达到融合时所产生的巨大的美的激情#因为
*描述(历史和分析只能让我们停留在相对的事物
中&惟有与人(物本身打成一片#才会使我得到绝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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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认为意象是多个*意念的熔合+#是
*一个能量辐射的中心或者集束+#是一个*不断地涌
进(涌过(涌出+的充满生命力的*漩涡+#无疑就是对
这个*打成一片+的主客体融合(我与生活世界交织

的最好描述&这其实可比于中国人以*林泉之心+临
观万物)人不外于物而是在万物之中&正如清初廖
燕在为一组秋天诗所写的题词中说)*万物在秋之
中#而吾人又在万物之中&+

,

+)

-

D

庞德主张诗人*直接处理0事物1+#强调了诗人
在创作时应具有的非主体化倾向#为的是使意象派
诗歌保持意义的开放性#即它敞开自己#在不断召唤
精确的形象的同时#不断充实自己#同时拒绝限制读
者的美学体验&反之#如果诗人用自己的主体性使
*物+先行主题化#那么也就意味着意义上的开放性
之结束#诗歌的涵义也就此关闭&可以说#意象是将
诗歌从语言逻辑的泥潭中赎救出来的唯一出路#*意
象+的精确捕捉使物的存在获得主体性#它通过*唤
起+形象的功能将其精确再现&这种方式客观上要
求诗人回避主观自我从而实现对客体独立于观念的
体验&因此#意象主义的诗学提倡的是人与物之间
的相互彰显(相互交叉#这种相互交叉既不是客体#

也不是主体#而意象则是主客体的链接纽带#其所实
现的是一种非主题化的世界与非主体化的诗学&这
或许就是为什么庞德在诗歌创作实践中主张诗人要
尽量做到使我因*事物+而言说#使*事物+因我起舞&

他在描述意象时所作出的既非主观的又非客观的两
个否定性限制#即意象既不是客观的#又不是主观
的#而是主客观的和合为一#是物我之间的共舞#构
成了对传统二分法认识论中非此即彼的单一论断的
怀疑和否定&

三
!

庞德诗学观之"诗学语言观!意义%语言%物
的统一#

庞德用*直接处理0事物1+来描述他的意象主义
的诗学主张#体现了他对传统语言观的否定思维的
质疑和否定&传统的语言观用意义(理念(本质(客
体先于语言而否定了语言'''*语言让自己被忘却
确实构成为语言的一个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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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亚里士多德
以来#西方人采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建立了基于概念
!系统语言"的宇宙秩序#这种秩序认为*口说的话象
征着内心体验而书面文字象征着口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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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音成为话语符号的最初生产源泉#因而与本质(真理
的接近具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从而占据了支配地位&

这种抽象取义的道路无法自如地表现人与世界之间
或人在世界中存在的经验#从而将整个世界困在*语
言的囚笼+当中#它重视语言内部系统性#切断语言
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将分析性(演绎性(推论性的语

#,

冯文坤
!

论埃兹拉/庞德诗学观之意义



态推崇到了极端的程度#使诗歌的表现力被排挤到
尴尬的境地&

庞德的意象诗学语言观力图把意义重新放入世
界的存在之中#这样做的意义不亚于马克思把西方
的形而上学重新放入历史之中#而非对它进行抽象
的逻辑演绎或图解,

+E

-

#

&人的意识是及物的#语言
是及物的#思想和言语是相互依赖的&它们互为接
替物#互为刺激&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在区分语
言和言语时做过这样的描述)*言语是一种个别和偶
然的事件#注定要受到个体有机物的影响&它的意
义也依赖于个体意识的意向性&另一方面#一个确
定的语言是一个积极的对象#具有相对稳定性#并且
独立于个体的环境#即我们可以在词典和文法中见
到的那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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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的意象诗学语言观属于前
者#是一种融纳个别和偶然事件的有机物语言&这
种有机语言涵摄了我们整体

G

存在
G

于
G

世界中#

它不能简单地被压缩为某种依附于思想而存在的东
西#是我们的存在或知觉在语言中具体化的思想&

这种思想重视*词与它的活生生的意义之间的关联#

不是一种意义居于词之中的外部联想关联#语言也
不是思维过程的一种外部伴随物#因为言语是人与
存在的一种最原始的联系'''意义肉身化于世界#

语言在自身内部包含了更多超过观念意义的东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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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言之#言语赋义是以一种存在的含义为前提
的#不是仅仅由语词指示的#而是寓于语词之中#不
可与之割裂&人与他的世界的原初关系和他在世界
之中的本质居住#就是现实人的生活世界#是在日常
存在中被你我所体验到的生活终极视域#因此并不
存在我们可以在多种语言中发现一个普遍的(一成
不变的表达模式#更不存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
言的完美翻译&梅洛

F

庞蒂强调我们与语言间的联
系是靠我们与世界的生动体验来实现的&要理解一
种语言#我们就必须理解该语言所面对的世界)*为
了全面掌握一种语言#必须接受该语言表达的世界#

我们不能同时属于两个世界&+

,

+"

-

)EE真正的话语不
仅形成一种与世界(与他者的真正的关系#而且它还
揭示了他作为一种公开的经验的存在#以及他同时
既是意义的给予者#又是意义接收者的存在&梅洛

F

庞蒂的现象学通过赋予属于话语自身的存在重要性
而彻底地改变了语言的观念'''那就是所指和能指
之间存在裂痕的观点现在必须抛弃#所指是与能指

的表达行为同时发生在世界的存在之中的&我们也
同时必须抛弃笛卡尔式的幻想'''思想在本质上是
内在的和不可接近的#通过语词的沟通是次等的和
偶然现象&

与此相同#庞德的*直接处理0事物1+和*绝对不
使用任何无益于呈现的词+#就是要把语言重新放入
存在之中#放入与世界的共舞之中&他对汉字的情
有独钟#是他意识到汉字所实现的就是意义与事物
同时兼顾#因为*几乎每一个书面汉字,66-不是一
个既非名词#又非动词#又非形容词的东西#而是一
个同时并且永远兼为所有这三种词类的东
西+

,

+D

-

)!,

&汉字通过用物质的形象组合来隐喻非物
质的复合关系#从而更好地实现了诗歌中梦寐以求
的精炼#然而却同时极大丰富了诗歌的涵义&由于
这些原生态的形象感的存在#无论是在描述事物的
关系#还是演绎形而上的思想#对象的整体性都如同
光线一样自发地向外辐射#并且相互施加影响#相互
重合#从而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并以强烈的
活力散发出巨大魅力&在意象诗学当中#庞德等诗
人通过借助直接描写意象捕捉事物的本来面貌#让
事物自由呈现诗美#从而实现向中国古典美学靠拢
的目的&

四
!

庞德诗学观之"理性与世界交织共舞#

庞德通过对意象主义诗学主张的描述#思考了
意义(理性(本质与事物乃至与世界的关系&在庞德
那里#意义(理性(本质不是预先被给予的#它们总是
在诗人!人"面对时空中的事物时准备好的#就像沸
腾是在一股水里准备好的一样&所谓本质的东西既
不是语言的前存在#也不是语言的后存在#更不是语
言充当载体予以表征的东西&庞德所谓的意象不是
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它是一种*集合+或*漩涡+#

它*充满着能量+#是各种意念!

4?:1;

"的*熔合+#显
然是排除了意义与事物二分法给人们进入世界所制
造的障碍&我们的思维总是起源于某一件事或某一
对象物的思维#我们所感受到的意义并不是源于我
们的寻找或内在于我们#而是由我们注视事物的诱
因并同时由语言的运作而产生的&*因为我们的思
想是对某物或对象的思想,66-它们永远是一个存
在的意义&这个意义不仅是与语词相连#属于陈述
和言说之物的领域#属于世界的特定的领域和存在
的某种样式的意义'''而且是普遍的意义&+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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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意念必然根据被知觉的对象去实现自身#因为
B,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任何意念都不可能与自身在一起#并由自身予以完
成&庞蒂曾说过#*思维原则上没有深度#也可以说
没有深渊.这意味着思维从来不和思维本身在一起#

意味着我们根据或通过被思的东西发现思维#意味
着思维是开放的+

,

+E

-

)B

#思维是与世界含混地存在在
一起的&没有一种绝对的零度意念#一个无条件的
存在&即使当我们讨论虚无的时候#虚无已经有存
在&无任何东西有比通过存在之墙让人体会更深
刻&人们常说#文学想象或诗性活动是一种直觉体
验的创造性活动#这其实意味着文学是作家与大地
共舞的活动#海德格尔所谓*诗言思+即是此意&文
学(艺术(生活活动是和物体本身(感性事物本身(存
在本身一起产生的#没有一种不和历史和地理领域
相关联的本质和观念&意义(本质(理性通过具体场
域显示出来#就注定它们不是一个肯定性的存在#它
们不是自足的#而是开放地与我们的存在行为相连&

就如庞蒂所言)*本质的可靠性和本质性正是由我们
使具体的事物产生变化的能量来衡量的&+

,

B

-

+!,

在庞德的$在地铁车站%一诗中#花瓣'脸庞'

树干构成了该诗三个主要的意象#但我们看到的绝
不仅仅是它们在诗中的事实性或物性&其实我们正
是由*花瓣+看到了*脸庞+的本质和意义#亦同时由
*脸庞+感受到了*花瓣+美的本质&*脸庞+在一种雨
水的光亮场中的某种飘动#一种视觉的触觉沿着这
一束光亮的飘动传递了一种在场的美感&庞德后来
解释该诗构思过程时说)*突然#我找到了它'''却
并非文字#而是一种对等物!

:

c

.1<4%0

",66-不是
语言#而是一小片的色彩&+

,

+,

-

D,文字固然不是色彩#

更不是绘画#但诗中的*花瓣+(*脸庞+却完成了色彩
的本质或美的本质#即具有了存在或肉身化的力量&

色彩的光亮在*花瓣+和*脸庞+上形成和闪耀#并因
此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光亮也不可能脱离色彩#而是
与作者的视觉感受联系在一起的&*花瓣+(*脸庞+(

*光亮+统一在一起#美与色彩统一在一起#事实!存
在"和本质是不可分辨的&因为这一*脸庞+出现在
我处身的境域之中#我的四周*拥有一个重叠的(增
殖的(侵越性的(杂乱的时间和空间'''它们持续的
孕育(持续的分娩(生成性(普遍性(原初本质(原初
存在&它们是同一本体论的中心和关联+

,

B

-

+E!

&因
着这种*脸庞+#实现了我与世界(个体与整体(具体
与普遍!虚无"的整体上的连接&

在庞德看来#诗人写作就是为了说出他和存在

物的接触#在接触中感受到语言的运作(微妙和颠
倒#这是一种生命的运动#对这种生命的表达倍增了
赤裸之物&*语言是一种生命#是我们的生命#也是
事物的生命+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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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的合作者弗林特后期发表
在诗集$星网之歌%中的$天鹅%是一首典型的意象
诗#该诗用词简练#处处充满着意象的叠加和生命力
的运动#诗句很短却使我们在一幅世界的整体画面
中感受到了诗意)*在百合花的荫影下#4在金雀花和
紫丁香4倾泻在水面的4金色(蓝色和紫色下#鱼影颤
动&+又如)*天鹅游入那座褐色的拱廊#4天鹅游入我
忧伤的漆黑深处#4衔着一朵白玫瑰般的火焰&+

,

)*

-

#B

*天鹅+在*百合花叶+丛中穿过#*慢慢地浮向黑色的
桥拱门+#身边的环境也在游动过程当中光影变化&

*天鹅+以其个体的存在让整个境域集中于自身周
围#以其活力(其柔弱性将整个世界呈现在她的运动
中#也同时让她的世界运动起来&

庞德相信完美的象征符号都是自然物体#他意
欲重新建立理智与情感(语言与世界合一的整体语
言观#而意象这种融纳人与世界(语言与物(理性与
境域的完美统一#被他称为一个发亮的*节+或一个
*团+&这个*节+或*团+正是理性与世界(意义与存
在的交织共舞#我们获得的一切被感知为有意义的
东西都起源于这个*节+或*团+&诚如他所说)*意象
不是观点#而是发亮的一个节或一个团#它是我能够
而且可能必须称为漩涡的东西#通过它#思想不断地
涌进涌出&+

,

)+

-

+EB也正是通过这个发光的*节+或
*团+#庞德希望克服日常语言的局限#进而实现人与
自然(理性与世界的交织共舞#实现人'自然(存
在'意识(美'美感的和合为一&用著名美学家朱
光潜在论中国诗歌的美学精神时的话来讲)这是一
种*彻底的人道主义与彻底的自然主义的结
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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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庞德诗学观之"一种历史$存在$世界诗
学#

历来人们认为#庞德的意象诗学主张一种自然(

实在(硬朗和直接呈现意象的写作方式#并要求诗人
在客观世界里寻找情感或意念的客观事物#因此他
被视为*意象客观主义者+#被指责把一切都置于个
人经验而不是历史和时间经验的轴线上#从而切断
了作者和过去以及历史意义的来源的联系#最终摈
弃了历史和一个诗人的历史责任感&

其实#在很多方面#庞德都与
+,

世纪一些确信
",

冯文坤
!

论埃兹拉/庞德诗学观之意义



自己肩负文学和社会使命的伟大诗人有相似之处&

庞德早年曾虔心学习英语古代诗歌#也明确地说过
自己*醉心于盖尔特语言和风格+

,

)!

-

",*

&

+,*D

年他
离开美国去欧洲#因为他认为欧洲文化可以给他的
刺激是美国所没有的&从讨论美国文学和社会的文
集$我的祖国%!

+,+)

"(自传体作品$并非深思熟虑的
话%!

+,)*

"#一直到描写美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
$诗章%#庞德自始至终表现出对古代神话(历史事
件(文学传统(乃至国家身份的认同&比如他在$我
的祖国%一诗中就体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该诗
第一部分一开始就是)*美利坚#我的祖国+

,

)!

-

",+

&

同样#在由多种措辞(语言(历史事件和节奏织
成的$诗章%中间跳跃和隐藏着的是他对人类文化和
人类社会的思想和情感&譬如#$诗章%的$比萨诗
章%袒露了他与古老诗人之间的对话)*我发出4模糊
的低语#你对古代的鬼魂交谈#4它从久远的岁月中
走来#4没有人能讲他的语言+

,

)!

-

",)

&庞德后来更是
把终生的工作献给了与古代幽灵鬼魂的对话#并把
这种与古代幽灵的对话翻译介绍给全世界&翻译对
于庞德来说可以积极地沟通过去和现在#我与他人#

而这一过程中两者都受到影响#进而促进现代诗歌(

乃至现代文化的创新#并重新体验到古代神话(古代
伟大诗歌的生命力#从而为传统所吸纳#也同时让传
统依然与我们同在#与诗人同在&其中#在他的$树%

!

+,*D

"这首诗中一开始就是*静静地站着#4我是林
中的一棵树+#庞德把自己归于这个象征人类群体创
造文明的*林中+#而他则虔诚地*静静站着+&这个
*林子+正是由一棵一棵的树组成的#就如*林中古
蓊+那样见证着历史#作者是其中的一棵树#与其他
树一起共同组成人类文明的协奏曲&庞德在$诗章%

中还把自己设想为历史上或传说中的人物来进行古
今之间的对话#如$诗章%第一首里他通过重新讲述
奥德修斯去阴间的故事#将拉丁文的简练笔法和盎
格鲁/撒克逊的史诗风格融为一体#而且诗中斑斓
的历史色彩也使我们可以从复杂的历史和文学角度
来观察这位现代奥德修斯式的诗人,

)!

-

",)

&

庞德对历史有其独立的思考#如在批评文集$罗
曼斯精神%!

+,+*

"的序言中#他提出了*所有的时代
都是同一时代+的论点,

)!

-

",E

&可见#庞德的历史观
是一种共时的历史观#他把历史的影响和意义与现
代人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存在的(可逆性的结构状态&

人所发现的意义处在*时代精神+之间#过去和现在

之间#共时和历时之间#制度和思想之间#自由和制
约之间#个体和集体之间&用梅洛

F

庞蒂的话讲#*历
史是一种普遍性的交叉#一个广阔的世界舞台#其中
所有力量汇聚和纠缠在一起&即使在每一次具体的
对话中!如果它们可以被分割的话"#对话也不是一
次简单的或完满的对话+

,

)E

-

)B

&可见#历史的意义由
于意外性(非对称性(模糊性和不稳定性而使对话互
相交叉的途径变得敏感起来&

以此而论#说庞德因为主张*意象的客观性+#而
指责他把一切都置于个人经验而不是历史和时间经
验的轴线上#就是值得怀疑的&客观而论#意象运动
只是庞德

+,+)

至
+,+#

年之间极为活跃的诗歌活动
的一个方面&只要浏览一下他的$光荣%!

+,+B

"这首
诗的内容#我们就会对他作品的主题与时事的密切
联系#以及对他卷入当时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的活
动的程度有深刻印象&同时#庞德的历史观(诗学观
与他提倡意象主义诗学的主张#从某种意义上#是不
能完全划等号的&庞德所主张的*直接处理事物+的
诗歌创作技巧和他为此所进行的诗歌创作实践#更
像一种关于文学主张的创新的批评#他的$在地铁
站%等诗歌形式即是创新的批评&如果撇开仅仅从
形式上去谈论庞德#我们就会发现#庞德通过意象主
义的诗学运动去完成了他对一个诗人使命的认识#

同时又通过具体明确的语言和*明晰的细节+的诗学
方法#把诗人确立为物质世界里种种辉煌玄妙的境
界的阐释者与参与者#这才是应该成为我们关注庞
德诗学的真正内核所在&

庞德不是让言语成为历史自下而上的载体#而
是让言语参与历史的生成与创造&他的诗学观是一
种历史'存在'世界诗学&现象学家梅洛

F

庞蒂认
为#意义如此牢不可破地扎根于我们的境域#扎根于
*世界之肉+中#因此*历史的意义只能是自由地航行
于我们的历史境域和我们存在处境之间#即它是在
一种可逆的(模棱两可的交流之间诞生的&历史拥
有意义#但这种意义不是思想的纯粹发展&历史的
意义是伴随着偶然性而诞生的+

,

)E

-

+B

&*在思想中或
历史中#亦如在生活中#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超越是
具体的#局部的#塞满了残余物#托载了亏损.世界绝
不存在超越#它绝不可能毫无遗漏地保留前面句子
所获得的一切#它绝不可能机械性地增添更多的东
西+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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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德的诗学观同样是由偶然(意外(外来等诸多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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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譬如他从拉丁语言那里感受到
了*硬朗*#从中国古诗那里感受了*明快+以及由杜
丽特尔的一组精心构思的诗作对他关于意象主义诗
歌主张的触发#尤其是他生活于其中的现代工业社
会触发了他对语言(诗人与世界等问题的反思&因
此在庞德那里#意象绝对不是一种原始的直觉或一
种元哲学思维&意象与意象之间相互叠加#相互引
发#个人与环境相互渗透#历史!记忆"与体验相互穿
梭#意象之*节+承载了历史之节(处境之节和体验之
节&在庞德的诗歌历程当中#理智与情感(传统与个
人(历史与现实(表现与再现彼此交织&在庞德用了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写成了由三百多章节组成的$诗
章%中#他力图把人类的全部智慧成果都包进去#对
如此宏赡的设计和世界胸怀#连庞德本人也不能不
感慨到)*人类智慧的总和不是蕴含在任何一种语言
之中#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够表达所有形式的以及
各种程度的人类理解力&+

,

)#

-

++*可以说#正是出于这
样的宏图和毅力#他的$诗章%刻意地把古代(文艺复
兴(现代(东西文化(个人现实体验杂糅在一起#从而
创造出了一个包容一切的混合产品#它既克服时间
的局限#也不在乎空间的域限#而是在无数断裂的隙
缝中寻找永恒的人类神话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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