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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艾伦·金斯伯格诗歌美学观的核心是追求独特而纯粹的“真实”，为实现这个目标，艾伦·金斯伯格在诗歌

艺术和诗学观上不懈地探索与追求。 他对犹太神秘呼吸的理解、对疯狂意象的诗意运用、对音乐和绘画形式的借鉴等都

表现出对诗学的探索与革新。 他所追求的“真实”是对技术社会统治的反抗与批判，是代表美国底层民众对渴求自由的

呐喊，是对大众文化丧失真正个性与创造性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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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６ 年，美国文学“垮掉派”重要代表人物艾

伦·金斯伯格（Ａｌｌｅｎ Ｇｉｎｓｂｅｒｇ）的《嚎叫》一诗横

空出世，震惊美国文坛和整个美国社会，开创后现

代派诗歌先河。 艾伦·金斯伯格这位富有创造精

神的诗人，以《嚎叫》这一时代的作品表征着不拘

一格的、具有冲击力的审美感受，表征着以新鲜

的、标新立异的审美原则使诗歌展现富有魅力的

精神景观，表征着诗人对僵化、平庸的工业化社会

生活方式的挑战与反叛，从而确立自我的独立存

在。 《嚎叫》使“垮掉派”文学获得广泛的社会关

注，进而影响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诗歌的转向，成为后

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 如果说艾略特的《荒原》
是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作品，它确立现代主义诗歌

的规范，那么 ２０ 世纪能与之媲美的只有艾伦·金

斯伯格的《嚎叫》，它的一声呐喊开始建立美国后

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规范，并推动从审美诗学到

文化诗学的转变。

１　 艾伦·金斯伯格诗歌美学观产生的社会

文化基础
文学是社会文化的直接反应，而二战后的美

国社会文化，尤其是喧嚣的 ６０ 年代文化更是美国

社会现实的反应。 在政治方面，麦卡锡主义成为

政治迫害的同义词。 在此思想统治下，正常的思

想交流与问题探讨成为人们相互监视与告密的原

由，这使许多青年人失去生活的目标，丢弃崇高的

信仰，沉浸于“垮掉一代”的生活方式中；在思想

方面，非理性主义思潮在美国的盛行为“垮掉派”
提供理论依据。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叔
本华的“作为表象和意志的世界”、尼采的“重估

一切价值”都直面人生。 他们认为，“人的本能冲

动造反逻格斯”是现代性的本质，个人的肉体、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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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和意志具有不可节制的力量；思辨理性与日常

伦理是软弱与空洞的，价值理性的律令使个人的

生命无力承载如此沉重的崇高，理性只是手段，生
命才是目的。 这一思潮成为艾伦·金斯伯格美学

观的重要思想背景。 在社会生活方面，尽管现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丰厚的物质生活，但科学技

术与官僚制社会组织的运行将每个人都变成国家

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变成缺乏精神情感支持

和没有激情欲望并屈从于组织规章制度的“机器

部件”，人由此被消解在给定的秩序中，丧失批判

与超越的维度，成为受制于规则的单向度的人。
这种生存现状成为艾伦·金斯伯格大声呐喊以冲

出社会禁锢的社会现实基础。 政治上的压迫、思
想上的非理性主义、社会生活中的“非人性化”的
生存境遇给予艾伦·金斯伯格冲出思想与社会禁

锢的激情，并使他的个体主体性得以彰显。 作为

“垮掉派”最叛逆、最乖张、作品最多、最出色的幸存

者，他不仅参与和引导诸多学生活动，而且他的诗

歌更是发挥着武器和号角的作用。 正如美国著名

诗人兼活动家爱德华·桑德斯所评价的：“就引发

和催生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而言，他比历

史上任何一个诗人所起的作用都大得多” （摩根

２００５：１６）。 他的诗歌体现出受压抑的底层人民对

制式化与程序化社会的反抗和对自由的渴望。
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手法，他的诗歌都给人耳

目一新的感觉，这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和其自身的

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作为外乡人的边缘感，以及父

母对其政治观点的影响，加之绝佳的诗歌天赋使他

的诗歌充满个性、力量与预言性。 他的诗歌在早期

和晚期风格并不一致，但始终如一的是他对纯粹

“真实”的美学追求。

２　 艾伦·金斯伯格追求独特的“真实”
作为时代的文学先锋，艾伦·金斯伯格诗歌

的魅力与活力承载着时代的呐喊，这种呐喊呼唤

着被虚假繁荣与思想禁锢所遮蔽的“真实”，他诗

歌美学观的核心是追求一种独特的“真实”。 这

种独特的“真实”不仅体现为追求思想解放的深

刻的“真实”，还体现为追求诗歌形式为内容服务

的存在的“真实”及追求个体主体性独立的心灵

的“真实”。
２． １ 追求思想的“真实”
二战后美国经济跃居世界之首，成为世界上最

富有的国家。 同时随着科技及电子通信技术的迅

猛发展，工具理性凸显并遮蔽价值理性，使规制化

与程序化成为统治人的思想与规范人的社会行为

的标准。 隐蔽在物质繁荣外表之下的不平等、恐慌

与其他诸多社会问题不断激化，人们渐渐地失去自

我，颓废、痛苦、压抑、愤懑的情绪充斥整个社会，因
此社会危机四伏。 法兰克福学派赫伯特·马尔库

塞（Ｈ． Ｍａｒｃｕｓｅ）指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创造出富裕的物质生活来满足人们的需要，把人

们变成统治制度的消极工具。 但是，它所满足的

这种需要并不是人们的真正需要，而是由特定的

社会势力在抑制人们时加诸于人们的需要———虚

假的需要”（徐崇温 １９８２：３２１）。 因此，打破规制

社会的束缚、探寻精神的自由与思想的解放、注重

思想表达与自由的向往，成为这个时代少数社会

精英的追求。 作为诗人的艾伦·金斯伯格自然地

成为一个批判性反思的少数精英人物，他以诗歌

的形式对当时美国社会的虚假繁荣，尤其是物质

繁荣背后人们精神文化的极度空虚状况进行强烈

而深刻的揭露与批判。 他将美国社会比作监狱，
主张要真实地去面对它，不要任何修饰，将它赤裸

地展露出来。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压抑得近乎

疯狂，那么就把这些疯狂展示出来，对这个极权高

压的社会进行反抗。 他要剥去“虚假繁荣”的外

壳，去寻求那种深刻的“真实”，去释放自我的思想，
去追求个性的自由，去追求真率坦诚的新生活。 他

对思想的“真实”追求，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在

《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中所评价

的，“虽然当时无人意识到这一点，但艾伦·金斯伯

格所代表的正是不久后大部分美国文化的前进方

向”（迪克斯坦 ２００７：４ －５）。
２． ２ 追求存在的“真实”
艾伦·金斯伯格认为，诗歌要追求思想的

“真实”就要打破传统诗学对形式的依赖，要打破

抽象的形式的束缚；诗是即兴的、自然的，是个体

主观意念对生活现实的真实反映，因此真实的存

在与情感应先于形式，形式要为真实的存在与情

感服务。 他指出以学院派诗人艾略特为代表的传

统诗歌存在的种种弊端：艾略特提出尊重文学传

统、作者要隐藏才华、情感和个性气质的“非个性

化理论”，认同的是 １７ 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它
强调文本而缺乏价值的判断；艾略特还非常注重

节奏及韵律，甚至为押韵将某些词的音节进行变

异，如转移重音，改变元音，或在词法、句法、语法

上进行调整。 艾伦·金斯伯格认为，刻意的词汇

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思维的线性，如同政府机

构对人的思想进行钳制一样，使人不能自由流畅

地表达真实的情感。 诗歌的形式如果先于内容，
并且限制内容，就会失去诗歌真正的美感。 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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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诗歌的社会功能是用凝练的语言去记录生活和

真实的感受。 当形式迫使内容做出让步时，诗歌

的功能就会发生改变。 因此到了 ４０ 年代，艾略特

的诗歌及其理论不断受到抨击，主导地位受到威

胁，开始出现“文学枯竭”的各种呼声。 艾伦·金

斯伯格首先要做的就是突破格式的藩篱，对艾略

特式的诗歌美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重构内容

与形式的关系，提倡诗歌形式要服从诗人对生活

现实的真实感悟，内容先于形式，要追求现实存在

的“真实”。
２． ３ 追求心灵的“真实”
艾伦·金斯伯格的诗歌追求内心深处彻彻底

底的真实。 为了心灵纯粹“真实”的美学追求，诗
人甚至在朗诵时堂而皇之地进行裸体朗诵。 他认

为，那些本被衣服掩盖的才是真实，展露身体只是

“真实”的一个层面，而展露心灵才是诗歌的本

真。 因为在他内心深处，“真实”才是诗歌的真正

要义，才是诗歌美之所在。 他试图通过形式、灵感

捕捉和表演式吟咏的特殊方式来达到这一追求。
他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到关于“裸体诗歌”的看法

时说，“我只是放飞想象力，敞开心扉，不带任何

恐惧地去道出所思所想，勾勒出脑海深处对生命

的真实想法。 这个想法是我不能够向其他人展示

的，唯有讲给自己的心灵和一些能够感知的心

灵”（Ｇｉｎｓｂｅｒｇ １９５９：１３２）。 在这个外表浮华的世

界里，真实的内心情感受到压抑而无法抒发，因此

表达心灵的“真实”成为艾伦·金斯伯格的一贯

追求，虽然他的后期诗歌风格有一定的变化，但主

线仍然紧抓“真实”这个宗旨。 他有多首诗歌直

接以真实为题，如《真实的狮子》 《真实三明治》
《在真实背后》，这充分体现出诗人对于独特的

“真实”这一美学观不舍的探究与追求。

３　 艾伦·金斯伯格“呼吸与意象”的“真实”
表达

艾伦·金斯伯格为实现“真实”的美学观，不
惧规矩，冲破诗歌传统表达方式的束缚，选择具有

个性化的“呼吸与意象”这些独特的表达方式来

实现对“真实”的追求，这种创新的诗歌手法使其

诗作具有强烈的冲击力与感染力。
为自由地表达“最初的思绪”以实现对“真

实”的追求，他大量使用自由奔放的长句，以一次

呼吸的长度为尺子决定每个诗句的长短，而不是

传统相对固定的诗行长度，加之犹太人相对较长

的气息，使他的诗句显得尤为瞩目。 他认为，呼吸

与思想或心灵息息相通，心灵的呼唤是一种自然

的形态，通过呼吸自然地表达出来，诗也是一种自

然状态，在这种时间感的节律中呈现心灵与观念

的真实性，是他所追求的诗歌美学的意蕴。 在

１９６０ 年的《读者文摘》中，他阐述自己的创作方

法，认为人的大脑活动要比语言活动复杂得多，当
大脑中纷繁杂芜的印象和活动交织在一起时，就
会形成一种奇特的、反常的意识。 “我已经习惯

了用呼吸单位去测定我一口气能速记多少材料，
这一招儿我是从凯鲁亚克那里学来的。 在这种情

况下，按以上记录法所形成的韵律就成为诗歌在

大声朗读时而体现出的主要韵律。” （摩根 ２００５：
２７０）由此，他创造出一种随着意识流动而产生的

新式韵律。 ７０ 年代后期，他出版了诗集《思想的

呼吸》。 他在思想和诗歌创作方面都受到一个世

纪前瓦尔特·惠特曼的影响，尤其是自由体的运

用。 自由的长句和韵律带给他创作上的纵情表

达，惠特曼是他的诗性英雄和偶像。 他还受到

“垮掉派”其他成员，尤其是杰克·凯鲁亚克的影

响，凯鲁亚克的佛教思想与创作哲学也促使他更

坚定地对纯粹真实的美学追求。
艾伦·金斯伯格诗歌表达方式的创新还表现

在“意象”手法的运用。 他认为通过意象，读者可

以体会到事物的内核———真实。 意象运动强调通

过瞬间感知的事物直接传达清晰的画面，让听者 ／
读者产生共情，从而理解诗人想要传达的含义。
意象可以将大脑“看到”或遇到的事物瞬间转换

成图像进行交流，只有这些才是最真实的，才能接

近柏拉图所描述的“理念世界”。 艾伦·金斯伯

格坚信“最初的思绪、最好的思绪”与意象的表达

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他在诗歌创作中大量运用意

象表达方式，如在《嚎叫》第二节中，迦南神话的

火神莫洛神作为意象反复出现，诗人连续 ３９ 次向

莫洛神质问，表达他对美国军国主义和中央集权

以及社会腐败的痛斥：“何种水泥与铝合金打造

的斯芬克斯，撬开了他们的脑壳，将脑浆和想象吃

个精光？ 莫洛神！ 孤独！ 肮脏！ 丑陋！ 是垃圾箱

与无法到手的美元！ 躲在楼梯下尖叫的儿童！ 在

部队里哭泣的男孩儿！ 公园里满脸泪水的老人！
…… 莫洛神是不可思议的牢笼！ …… 莫洛神的

思想是机器的意志！ ……莫洛神的双眼是一千所

禁闭的窗户！”（慧明 ２０１７：１９５）这一段充满各种

意象，诗人代表大众对这个千疮百孔、非人性化的

国度进行质疑，这也成为艾伦·金斯伯格后来作

品的主题和政治观点。 意象手法的运用使他的诗

歌脱离仅仅是咒骂和简单词藻罗列的范式，从而

能深刻、真切地体现出对“真实”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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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于吸毒后，艾伦·金斯伯格受人诟病的

一个方面是在迷幻状态下的“真我”及创作。 他

认为，毒品“深化”了他的人生，使他重新体验 ２２
岁时一次关键性的幻念经历，他很注重对于灵感

的捕捉。 在一次演讲中，他对美国科技迅猛发展

所带来的精神层面的禁锢与控制现象进行批判时

说：“这是一种被某个官僚政治机器抓住的感觉。
这种机器并非为一些最深刻的个人情感服务，它
封闭我们的感官，同化我们的语言和思想，把我们

灵感和事实的来源限制在越来越少的渠道中———
比如限制在电视中———用筛选出的图像———就那

些精心包装的新闻……我们天生就要享受和成长

在一个人性的宇宙中。” “迷幻药让我发现了意识

中的这一部分”（摩根 ２００５：７８）。 他认为，通过吸

食毒品不仅使他达到精神活跃的状态，同时还可

以作为一种手段来摆脱虚假的“社会原则”的蒙

蔽。 他一直在试图找到那种脱离现实世界，探索

到现实世界表象之后那个隐藏的真实世界的状

态。 “真实”被掩盖和包装了，他要疯狂地撕破这

个伪装而展现“真实”。
为展现“真实”，他强调身体的书写。 在其著

名的挽歌《卡迪什》中有大量的母亲身体器官的

细节描写，在这些令人不忍直视的器官描述中，他
毫无遮拦地将母亲在受到精神压迫后发狂的身体

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者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诗人的

痛苦以及对于麦卡锡反共运动的恐怖。 除诗歌方

法本身的改革，艾伦·金斯伯格还通过借鉴音乐

和绘画等方式，尝试发出自己的声音，使读者感受

他内心的图景而产生共情。
总之，为实现对“真实”的追求，艾伦·金斯

伯格的诗歌美学强调突破框架的约束， 自由地表

达内心深处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映射。 为此，他打

破传统诗歌规制的羁绊，大胆地进行各种实验。

他的诗歌回归到惠特曼时代的自由奔放，甚至做

得更为彻底。 他通过自由长句以扩大表达的含

量，通过使自己处于最易获得不寻常灵感的方式，
通过最原始的诗歌表达方式尽情地宣扬自己的美

学思想。

４　 结束语
通过对独特“真实”的探寻，艾伦·金斯伯格

表达内心深处对社会的关照。 这是对虚伪压抑的

美国社会的揭露与挑战，是对技术社会统治的反

抗与批判，是代表美国底层民众对渴求自由的呐

喊，是作者对掩盖在疯狂外表下纯粹“真实”的思

想情感的自由释放，是对大众文化丧失真正个性

与创造性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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