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华裔诗歌的跨文化生态美学研究
*

邹丽丹
( 吉林大学，长春 130012)

提 要: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美国华裔诗人的跨文化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使他们身处异国

他乡，通过传统文化的脐带汲取母国的文化养料，滋养“物我两忘”的审美精神，追慕“圆融一体”的诗意人生理想，铸就

“和而不同”的生态美学品格。这种文化经验成为影响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如何处理文学意象，怎样选择语言表现形

式，形成卓特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对于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和建构成熟与完备的美国华裔诗学体

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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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Aesthetic Features of American-Chinese Poetry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
Zou Li-dan

(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rich in ecological thoughts． American-Chinese poets，with their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are
able to benefit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o nourish the ecological values of seeing nature as it is． Such dis-
tinctive cultural experience greatly influences their creation in terms of selection of literary images and language expressions
through which its unique style of being harmonious in diversity is forged． A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is adopted in this paper
to examine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 features and the ideal of being compatible and integrating of American-Chinese poet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and to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ture and
complete American-Chinese poet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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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用“被移植的树”来描摹文化失根处境中的

美国华裔群体在特殊的文化时空中历劫多难的生命体验

以及故国已远、新枝难栖的彷徨失依带来的惶惑、惊悸、
失落之感。美国华裔诗歌作为这一群体的最见细密幽微

的抒情载体，以其深广的认识意义和丰富的审美价值成

为咂磨美国华裔族群人生况味，把摸其文化传承血脉，追

索其思想源流的文学样式。然而，比之于近年来国内学

界对美国华裔小说和电影研究的热火态势，对美国华裔

诗歌的研究领域却呈现出与其重要性极不相称的荒疏冷

寂。国内对美国华裔诗歌的研究主要是由英语专业的美

国华裔文学研究队伍和中文系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人员

组成。专业背景和研究重点的差异性，创作美国华裔诗

歌的语言媒介能否决定其学科归属的争议性，加之美国

华裔诗人身份界定的复杂性使得这一具有丰沛的生命

力、独特的诗美情趣、饱满的文化内蕴的研究领域充满幽

寂孤冷情味。作为一个稚嫩的探寻方向，在美国华裔诗

歌研究中，厘清学术概念与划定学科归属是必要的，但

是，如果我们由于理障成见而规避一些重要选题，以面目

尚未清晰为理由而忽视其审美价值，那么，研究中国传统

文化海外影响的一个绝佳路径将被阻断，我们在构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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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华裔诗学体系的学术目标面前也将裹足不前。中国传

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美国华裔诗人的

跨文化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使得他们能够身处异国他

乡，通过传统文化的脐带汲取母国的文化养料，滋养生态

审美性情，铸就卓特的生态美学品格。这种文化经验成

为影响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如何处理文学意象，怎样选

择语言表现形式，进而形成独异的文体风格的重要因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华裔诗歌的跨文化生态美学研

究这一选题得以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1 “物我两忘”
尽量减少创作主体的经验和意识对自然意象的介入

是美国华裔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2006 年施家彰

( Arthur Sze，1950 － ) 发表于《佐治亚评论》的诗歌《在玫

瑰色的光里》( In the Ｒose Light) ( 11) 大量使用动物和植

物意象:“玫瑰”、“红尾鹰”、“乌鸦”、“鹅”、“喜鹊”、“鸢

尾花”、“三角梅”。这些自然意象使整首诗歌充溢着自然

清新的气息。在创作中对自然意象的偏爱是很多学者将

施家彰和他的创作归入“生态诗人”和“生态诗歌”之列的

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归类的逻辑是: 文学意象因集中体

现文学作品对外部世界的现实关怀而具有生态主义的色

彩。在不少研究中，自然意象被强行从文本语境和创作

背景中抽取、剥离、孤立起来，从而成为生态批评话语系

统里落落寡合的重点研究与论述对象被推到聚光灯下。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文学批评的 4 个组成部

分: 作品、世界、作者、读者。以此观之，这种削足适履的

研究范式囿于作品与外部世界之间单一维度的文学价值

和现实意义的阐释，从而不可避免地使学术努力陷入简

单、重复、低效的窠臼。
既然诗人是否选择和使用自然意象不能够作为裁定

“生态诗人”和“生态诗歌”的唯一标准，那么，到底什么

才是更接近生态思想和实践指向的考察维度? 王国维用

“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来区分艺术创作的不同境界。
以作家的主体意识和个体经验对世界和作品的介入程度

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作品和读者的影响作为考察标准，使

作品、世界、作家、读者 4 要素在相互影响与互动中成为

有机整体。诗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审美活动要经历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物”是“物”“我”是“我”: 在知识、教
化、经验介入主体意识之前，以孩童或初民之眼观世界和

自然，对周围的草木山水做出最直接的反应。孩童对大

自然的认识是没有语言和经验介入的，他们与大自然的

万物同呼吸共俯仰，当然更不会有意识地欣赏大自然的

美并用诗歌来呈现出来。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运用经验

并使用语言来描绘世界，表达对大自然的感受，脱离对周

围环境的原初反应，并试图在世界中寻求关系、意义、价
值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物”非“物”的第二阶段。第三阶

段，“物我两忘”: 重新认识外部世界，认同并尊重大自然以

及万物的自足性，最大限度地减少主体经验和个体意识对

环境的介入( Wai-Lim 1978: 212) 。施家彰的很多生态诗歌

以此观之，乃是“物我两忘”诗歌创作的范本，原因在于诗

人对自然与环境的认知活动和审美活动最大限度地超然

于主体意识和经验之外，从而形成卓特的艺术风格。
“物我两忘”既是诗人处理自然意象的一种写作策

略，同时也体现作家对世界和大自然的审美情趣。在处

理“物”与“我”的关系时，诗人主体意识、经验、知识是否

介入亦是区分西方与中国审美精神的一个重要维度。西

方文化中“主客二分”的“在世结构”决定主体意识和经验

对世界和自然的介入，从而形成以“有我之境”为特征的

审美精神，即自然世界不能独立地构成自足的完整系统，

只有在人的感知、判断、表现的参与之下才能使其获得完

整性。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子们忘情山水，闲远隐

逸，清真绝俗，如野云孤飞，鸿客落落傲世，于“心斋”、“坐

忘”、“清静无为”之间挥洒超拔出世的审美风神。
施家彰对李白、王维、杜甫的艺术风格和精神风貌推

崇备至，这与他早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攻诗歌专

业时对中国文学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涉猎有着直接的关

系。“一个诗人的风格构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是先天

禀赋如个性、才情等等和后天社会属性的教养、学识、阅
历、遭际等融会而成的艺术审美精神体。”( 严迪昌 2011:

13) 很多少数族裔作家为了更顺利地融入美国主流文学

而对自己的族裔文化传承讳莫如深。在这些少数族裔作

家中施家彰应该算是个异数。在 2001 年出版的《丝龙》
序言中，他坦率直接地提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成为

自己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谈到施家彰对诗歌艺术的贡

献时，美国女诗人内奥米·谢哈布·奈说:“长久以来，施

家彰的作品以其精微的笔调，将大自然、意识、时间巧妙

地融合，创作出韵律和谐、语言精巧的诗行，成为我们心

灵的养料。他与亚洲各国诗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创作交

流，对《丝龙》中翻译工作全情投入，对世界诗歌艺术的贡

献是不可估量的”( www． poets． org) 。

2 “和而不同”
如果我们不想将文学研究变成文化研究的附庸，如

果我们不希望美国华裔诗歌的卓特诗美风貌被浩如烟海

的流行文化理论所淹没，从文本出发，从语言起航就成为

指引跨文化文学探索之旅的唯一起点。谈到美国华裔诗

歌的语言使用风格，平行结构的使用是无论如何都不能

绕过去的一道风景线。李立扬( Li-Young Lee，1957 － ) 在

2003 年发表于《马萨诸塞评论》( 596 － 597 ) 中一首诗歌，

表现出诗人对自我文化身份追寻与重新定位的主题:

Become Becoming
Wait for ev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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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you’ll be alone．
Wait for the playground to empty．
Then call out those companions from childhood:

The one who pretended to be dead．
The one you told every secret．
The one who made a world of any hiding place
…
诗人多次使用反复的语言结构，使整首诗结构紧凑、

顿挫协律、主旨突出。Wait for( 等待) 和 the one( 那一个)

的重复出现加强短促有力的语言形式美感，渲染诗人的

怅惘之情，意深而语淡，透射出整个华裔群体旧巢已远、
新枝难栖的惶惑惊悸心理，表达诗人在文化失根和种族

主义的夹缝中重新定义自己的文化属性的诉求。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语言使用

模式总是深深地扎植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经验模

式。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常青，语言结构美感之树常绿。
谈到美国华裔诗歌语言形式与结构的美感之来由，平行

结构的大量使用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对这种语言结

构模式的运用并非中国文学传统所独有，在古希腊和拉

丁语的经典著作中，平行结构就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修辞

手法被使用，但它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呈现出来的，穿越时

空的勃勃生机与完整成熟的体系结构使任何一个民族的

文学传统都难以与之比肩。”( Andrew 1988: 44) 考察汉语

平行结构都是从一些约定俗成的词语开始: 大小、高低、
生死、刚柔等等，涉及到自然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平行结构使一些语义相近或相反的词语，通过不同

的组合排列达到结构整齐和表义和谐的语言使用效果。
“相反相成”正是中国传统道家思想的重要理念: 人和自

然同出于“道”，在相互对立、相辅相成、相互依存中达到

天与人、万物之间的和谐，体现道家的生态美学智慧。
以施家 彰、宋 凯 西 ( Cathy Song，1955 － ) 、陈 美 玲

( Marilyn Chin，1955 － ) 为代表的华裔诗人面对各种种族

中心主义的文学评论和东方主义的阅读期待，保持华裔

文学创作特色，同时，以诗歌创作技巧变革者的姿态跻身

美国主流文学界，在与“去民族化”浪潮的博弈中，展现出

“和而不同”的东方美学品格。“对亚裔美国诗人来说，在

创作中展现或强调自己的身体特征，是对种族主义刻板

印象的一种抵抗。”( Zhou 1996: 124) 宋凯西在《出自我们

的手》中写道，“这首诗是关于做一个中国人的诗，/拥有

鸡油一样光荣的肤色”。陈美玲也在诗歌写作中高调渲

染自己的黄皮肤。美国华裔诗歌的一类重要主题是表现

诗人面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复杂心态和对母国文化的一种

怀想，表达出在异质文化的语境中重新找到自己的文化

定位的彷徨。“面对新的困惑，少数族群是应该牺牲文化

的差异性，被西方文化消音，来获得主流文化的一席之

地，还是要保持族裔性并使之国际化，从而取得普适的价

值? 这也是华裔美国文学发展所面临的抉择。”( 邹丽丹

2014: 140) 李立扬在谈到自己的民族性与艺术创作的关系

时说:“尽管我无法区分华裔身份是我的优势还是劣势，但

是我所能做的就是像一个局外人一样进行写作……振奋

人心的是，诗人在任何一种语言面前都是客人”( Zhou
1996: 131) 。这表明诗人已经超越“华裔作家”的文化标签

带来的创作局限，而是将为全人类而创作优秀作品为终极

目标。认同不同肤色的文化并存，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

解、交汇、沟通，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倡导的以

“相克相生”、“和而不同”、“和谐共处”为特征的生态智慧。

3 “圆融一体”
“作家诗人们笔底的任何哀乐悲欢，均导之于他们对

现实人生的体察辨味，他们的心绪情思的涟漪波澜，实即

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众生相和人格化了的自然环境在心魂

深处激起的回响。因而凡是赞颂、抨击、怡悦、悲怨、哀

生、悼逝等等，莫不是他们对现实生活所独擅的是非、美
丑的评判形态。”( 严迪昌 2011: 3 ) 浸淫传统文化精神和

寄寓士大夫人生理想的中国古典诗歌因其宏富的思想文

化容量对海外华裔作家散发出恒久的吸引力。
美国华裔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美学心追手摹，尤其

是对才子名士的隐逸气派和清俊风骨魂牵梦萦。施家彰

用诗集《柳风》( 1972) 中的短诗《李白》( Li Po 1972) 和诗

集《两只渡鸦》( 1976) 里的短章《王维》( Wang Wei 1976)

表现诗人在中西文化汇融的生存处境中，在被主流文化

边缘化的文化际遇里，通过文化寻根和历史记忆保持与

强势文化之间的张力。另一位重要的美国华裔诗人陈美

玲诗歌创作的一个突出艺术特色在于，“与中国古典诗歌

的互文性，她大量使用中国文学典故，直接引用汉诗英译

或中国文字入诗，或戏仿、呼应中国诗人诗作”( 蒲若茜

李卉芳 2014: 159) 。
“托物言志”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一个文学传统，

这也成为美国华裔诗人的一种独特的写作策略。所托之

物大多为“梅”、“兰”、“竹”、“菊”等承载中国儒家文化倡

导的人格特质与人生理想的自然存在物。鲁枢元先生将

整个生态系统划分成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自

然生态主要是指自然万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社

会生态意为人类社会中的所有人与人间的相互联系; 精

神生态则处理的是人和自我之间的互动。在华裔诗歌的

创作中，“托物言志”假托自然存在物，书写人的精神追

求，使自然存在物、社会文化生态、精神家园 3 者浑然一

体，在相互影响和制约中构成一个有机的审美综合体，折

射出诗人将自然与社会和自我融为一体的整体主义生命

观。中国古代的道家和儒家都提出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

的观点。老子的自然观认为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这

是中国最早的“天人合一”论。庄子进一步概括老子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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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整体观，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陈美

玲在《矮竹》( 1987) 中以“竹”的意象自比，化用竹子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代表君子“行洁”、“志远”、“质清”的写作

传统。诗人着重刻画矮竹“根尚浅”和“阴未成”的特质，

寄托作为母国传统文化的“想象共同体”的华裔群体，被

移栽到异质文化的土壤中所面临的文化困境。施家彰在

诗集《红移网: 1970 年 － 1998 年诗选》( 1998) 中多次使用

“树”的自然意象。在这些流散作家的笔下，自然意象大

多具有流动性、迁徙性或变动性的特点，因为感同身受的

生命移植的创伤感和生命流徙的疼痛感使华裔诗人对这

些自然意象倾注更加深厚的关怀和仁爱，表达“圆融一

体”的生命观。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能够在继承中国传统

文化的基础之上有所超越，这正是美国华裔作家对中国

文学、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的贡献。

4 结束语
诗人在创作中使用自然意象的多寡并不是裁定生态

诗人和生态诗歌的唯一标准，更重要的是要考察这些文

学意象在文本中的呈现方式以及由此透射出来的创作主

体对现实世界和自然的态度。诗人以白描的手法表现自

然意象，超越个体经验对自然存在物的介入，体现中国传

统“禅宗”思想里对待人和自然时“物我两忘”的生态审美

精神，从而使作品获得“舍筏登岸”的艺术美感。平行结

构作为饱含儒家思想精髓的语言承载体，被华裔诗人创

造性地使用，在继承中国文学传统的基础之上有所超越，

在多元文化与文学传统并存的文化与文学生态中，呈现

出华裔诗人和诗歌创作“和而不同”的美学品格。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山水情怀”、“诗酒情怀”、“隐逸情怀”通过

文化记忆和经验模式的脐带，将母国文化输送给华裔诗

人，使他们通过对诗意的人生理想和丰富的内心世界的

追求，实现与外部世界和自然的一体化，以创作实践和现

实人生形成对儒家“内圣外王”观的一个注脚。
“生态”一词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生态问题”是

“主客二分”的自然观导致的人为问题。为解决生态危机

应运而生的生态文学以及生态文学批评，其理论和实践

指向都是“向外转”，即诉诸科学来寻求摆脱生态问题的

出路。在以“主客一体”为思想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自然、社会、人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整体主义的自

然观使中国传统文化中潜藏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蕴

含着以“向内转”为特征的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这也是

目前全世界生态学者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原

因。伴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便捷，中国学者是紧紧跟

随西方批评话语亦步亦趋，还是要在合理借鉴的前提下，

在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有所取舍，有所超越，进

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 在西方美学理论中，

“美”是源于数的和谐与比例，美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

种和谐与比例。“韵”则是中国古典美学和古代文论的一

个重要范畴。“气韵”、“神韵”、“妙韵”、“韵外之致”体现

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美学思想。在跨文化语境中，

通过文本线索寻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与美学韵味

是中国学者在国际生态批评的浪潮中发出的声音，对于

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和建构成熟与完

备的美国华裔诗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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