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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语言诗派与马克思主义诗学

尚　婷

（太原师范学院 外语系，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１２）

　　摘　要：在语言论诗学、解构主义诗学之外，美国语言诗派还深受马克思主义诗学影响，具
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它借用马克思及新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日益致
密完备的诗学规范实际是资产阶级对社会无意识领域的隐秘控制。因此，语言诗人力图以激
进的诗歌实验瓦解资本主义诗歌秩序，重新激活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和能动性，恢复语言符号
丰富的表意功能。语言诗派以开放、多元、可写的文本创作将诗歌阅读由传统的权威价值灌输
转变为多元意义的主动探求，有效阻遏了诗歌的商品化倾向，为人性的复原、社会无意识的释
放提供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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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当前国际诗坛上最具影响力的先锋诗群
之一，美国语言诗派（ｔｈ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ｏｅｔｒｙ）的创作
实践和诗学主张已为不少研究者所关注，在理论
层面得到较为系统的阐述。但在谈及语言诗的诗
学渊源时，论者大都偏重其与语言论诗学及解构
主义诗学的关系，而对马克思主义诗学这一重要
的艺术泉源未予足够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
了语言诗所包蕴的意识形态诉求。

　　一、语言层面的左翼革命

语言诗派兴起于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
是继黑山派、垮掉派、自白派之后又一具有国际影
响的后现代诗派，时至今日仍保持着强劲的发展
势头。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查尔斯·伯恩斯坦、汉
克·雷泽尔、詹姆斯·谢里、林·赫京尼恩等。受
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说的影响，语言诗人极
力强调语言之于个体的先验存在以及它的独立自

足，认为诗歌的意义源自语言系统内部而非外部
社会现实，诗人必须在语言牢笼内完成生命体验
的获取和认知结构的建立，“我们所有的经验，包

括‘感情的’经验，都是通过语言过滤，并加以建
构”。［１］但是这并不能够说明诗人完全皈依了语言
论诗学，甚至走上了形式主义道路。事实上，语言
诗人在返归语言本体的同时，又疯狂摧毁了正统
诗歌所倚赖的一切诗学律令，借语词破碎、语意断
裂等手段阻截那些试图在文本中寻找诗人真身与

价值中心的读者。语言诗的“恐怖行径”常常被评
论家置放在解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去理解，认为
其意在清除逻各斯中心主义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恢复语言符号在差异性联系中而非等级秩序中所

拥有的丰富的表意功能。这一看法确有合理之
处，但是依然不能据此将语言诗简单归入解构队
列。因为语言诗的解构对象并非语言或诗歌本
身，而是以严格语法规范为表征的僵化的资本主
义制度，“诗歌从属于一个更大的对抗策略，它不
能被当成以自身为目的”。［２］尽管语言诗人确如解
构主义信徒一样致力于中心意义的消解、价值权
威的放逐，制造了语言狂欢效果，但他们并没有止
步于语词的追逐嬉戏，而是要趁众声喧哗的混乱
局面彻底砸碎资产阶级的黄金枷锁，在语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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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崩离析中解放被资本主义压制的人性和个

性。可以说，语言诗人所有的激进实验均是在反
叛资本主义权力专制这一政治主题下展开的。

尽管语言诗人在理论宣言中经常引用马克思

以及杰姆逊、阿尔都塞、马歇雷、弗洛姆等新马克
思主义者的论述，以致有“马克思主义诗歌小组”
之称谓；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却很少以激烈言
辞直接抨击资本主义，反倒将更多精力投放在肢
解主流诗歌的形式结构上来。这是因为语言诗人
意识到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不单显现于诗歌的内

容表层，而且在更深层次支配着诗歌的文法规则、
审美标准。这些看似与意识形态毫无关联的形式
因素为资本主义的寄生繁衍提供了极为重要、极
为隐秘的温床。它使人们在所谓的纯粹审美中默
然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并将其视作真理
性存在。事实上，诗歌形式并非绝缘于意识形态
的独立审美，而是社会权力秩序的镜像。语言诗
人肢解诗歌语法的目的，正是要唤起人们对藏匿
于语言内层、渗透于社会无意识之中的资本主义
话语的警觉。因此语言诗人在文本内展开的语言
暴动实乃左翼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他们的
革命行动主要发生于诗歌的审美领域，而不直接
显露于社会政治层面。他们以激烈的态度摧毁传
统的诗歌表达方式，拒绝那些已被媒体、政客和商
人操纵的陈词滥调，解构包蕴着资本主义权力结
构的“标准语言”，努力寻求世界秩序的多元建构。
如巴雷特·沃顿在诗作《“Ｘ”》的开头提醒读者：
“在任何地方开始。警报。同心圆。”在诗人看来，
世界原本空廓而自由，任何地方都可为其起始，但
如今却遭既有秩序束缚，误将某一圆心视为世界
的唯一中心与绝对真理，于是我们的生命便成为
这一秩序（同心圆）的填充物，失去了独立认知、真
切体验这个世界的能力。语言诗的功效就是“报
警”，破除所谓的“圆心”神话，将人类从由资产阶
级设定的“同心圆”中解救出来，重获体认世界、构
建世界的能力。所以说，语言诗人并非不闻世事、
蛰居语言牢笼的隐士，而是试图以艺术变革来完
成政治反叛的意识形态破毁者，这批“看起来是躲
在象牙之塔中的纯艺术家，和任何主义一样，一向
是政治化的……大部分一直保持着一种对资本主
义体制、对既成社会秩序反抗的姿态”。［３］

二、诗歌商品化的深层危机

语言诗派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马克思主义

学说是其最常操练的理论武器。不过，因为降生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这一后现代思潮蔚然成风、艺
术观念纷繁驳杂的时代语境，语言诗派没有固守
一家之说，而是主动吸纳多方资源以升级自己的
理论装备。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将马克思主义
的火炮加载在现代语言学和解构主义的装甲车

上，既坚持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立场，又克服
了对审美意识形态的盲视，有力揭示了资本主义
商品意识借诗歌语言对社会无意识领域的渗透与

控制。
语言诗人首先接受了索绪尔的部分论断，即

语言是自足独立的符号系统，意义生成于符号间
的差异，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建立在“约定俗成”基
础之上。不过他们很快发现，在诗歌实践中“约定
俗成”本所包含的“任意性”原则不断被模式化创
作所破毁。人们更多时候将能指与所指既有的对
应关系视为自然的、唯一的关联方式，在触及能指
时往往在惯性支配下直接跳至早已链接好的所

指，而不会认真感受能指本身所具有的物质性特
性以及它在符号链条上以自由滑动方式所获得的

全新意义；而所指的涵义也被一系列看似非常明
晰的概念所填充，无须通过差异性比较来确定。
由此，“约定俗成”不再是诸多偶然性因素相互作
用的结果，而是某些外在于语言系统的清规戒律
的投射。当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的变量全都转化
为常量时，一套严格稳固的语法规范就此建立。
这种语法规范不仅规约着人们对语言的运用，一
旦超越规则即被视为“非法”；而且强化着人类既
有的思维方式，使其对世界的感知、体认必须依从
这一语法规范所依据的逻辑规则。

对此现象，语言诗人保持了高度警惕。在他
们看来，语言虽然先于个体而存在，且拥有相对独
立的运行机制，但仍属于人类社会的产物，它的语
法结构、修辞手法无一不是权力结构的具象显现，
“生产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
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作用、韵律
的选择或修辞手法里”。［４］无论在哪一历史时段，
语法规范的建立与修改都与意识形态斗争有着密

切关联，政权主宰者往往通过语言秩序的强化来
推行自己的意志、提升自己的地位，“不论什么组
织，均首先使语言统一”［５］。不过，此前任何时期
的语言秩序都不如现代工业文明时代这样严整有

序。传统的意识形态统治者主要通过填充所指，
即作品内容和主题来教化大众，其意图直露且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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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拒斥；而资产阶级则将改造重心放在能指领
域，力图将意识形态融入审美形式中去，使人们在
放弃政治戒备的状态下束手就擒。可以说，前者
着力攻克意识、理性高地，后者则着专注于占领非
理性、潜意识王国。在前者统治下，人们尚可借自
我的非理性梦境对现实社会提出质疑；而在后者
统辖下，人们连做梦的权利也没了，因为生成梦境
的无意识实质上已被资产阶级所控制。个体完全
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奴仆，即使已被异化为
拜物教信徒也毫不自知，毕竟“没有什么比对人的
无意识结构的控制能够更为有效地实施意识形态

的有力统治了”。［６］对于这一深藏于语言内层的意
识形态专制，语言诗人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理
论、异化学说予以了严厉批判。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为燃料，以工业和商
业为发动机，以利润最大化为终点站而高速行进
的列车。进入工业文明后，资本家利用手头的巨
额财富大力发展现代工商业，极大地推动了资本
主义生产力，物质财富暴增，企业主拥有了大量的
富余产品以供交易。这些产品经由市场销售以商
品形态完成了剩余价值的积累，为扩大再生产提
供了充裕资金。从资本到商品再到资本，商品在
此循环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唯有经过
商品交易，那蕴藏于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利润才能
得到真正兑现，才能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恒久强
劲的动力支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实际是以一个
以物而非人为中心的商品社会，一个存在严重异
化危机的畸形社会。马克思主义对商品的经典阐
述深刻启悟了语言诗人，他们敏锐发现，即使是向
来以艺术精粹自居的诗歌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也无

法逃脱商品意识的侵蚀。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诗歌享有极为崇高的艺

术地位，它往往与高雅的文化趣味、显赫的社会地
位相关联，是贵族雅士专享的奢侈品。但在进入
现代工业阶段后，市民阶层、中产阶级这些从激增
的社会财富中分得一杯羹的生产者也对诗歌产生

了强烈欲求，希望借其提升自己的文化地位，以与
他们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相适应。这一巨大的消
费市场自然不会被以追逐利润为天职的资本家所

忽视。只是，要让诗歌在保留贵族气质的同时又
能够批量生产以满足市场需求，就必须在迎合消
费者欲求的基础上为诗歌打造一套工艺考究的模

具，为诗歌设定一系列严格具体且便于执行的技
术规范和检验指标。唯有如此，诗歌才能在大工

业生产中得到数量、质量的双重保证。当然，为了
更好地推销诗歌产品，资本家会主动将其制定的
诗歌规范公之于众，以作为读者的购物向导。如
此，诗歌的创作、传播、阅读都完全依照商品的生
产、销售、消费模式来完成。此时被推上流水线的
诗歌已经失去观照世界、“为世界立法”的能力，那
些自以为在独立创造的诗人很难意识到他所遵从

的各种诗歌规范正是资本家早已设定好的模具，
自己只是生产线上动作机械的操作员；那些自以
为跻身贵族之列的读者，也不会承认其追逐的消
费品不过是物美价廉的机械复制品而已。或许在
此后的生产销售过程中，诗歌的类别会更加繁多、
艺术造型更趋精致，但其商品属性却不会根本移
易，因为这只是生产工艺的改进、产品模具的扩
增，而不是要将诗歌从生产线上撤下。如今诗歌
的商品化特征已显露在方方面面，特别是语言形
式层面———语意清晰、逻辑严密、修辞繁复，每一
首诗都失去了原初的形象与声音，每个元素都被
改造、选择，最终制造成一个有着诗歌模样的东
西。当人们在津津有味地咀嚼着诗歌的甘美果肉
时，却在不知不觉中吞下了深藏其间的意识形态
内核———商品意识。“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语言越
来越被降低到‘交换’的地步，即仅仅起交换信息
的工具作用，或者起交换和机械地吸收陈腐思想
的工具作用，在以商品为主导的社会，语言本身难
以避开此过程”［１］，那些语法规范、审美形式、创作
技巧、阅读方式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借用商品原
则串接起来的符号链条，那些原本自由飘荡、可以
生发多重意义的能指与所指都被捆缚其上。如果
个体将此链条作为衡定诗歌的标尺，那么他的创
作或阅读行为是不具备任何个人性的，其效用只
是迎合并强化了诗歌的商品属性。换句话说，如
不以决绝的态度挣脱现存的诗歌秩序，斩断能指
与所指业已经建立的稳固而单一的对应关系，那
么个体将很难摆脱资产阶级向社会成员强行灌注

的商品意识，很难借助诗歌在符号间的差异性联
系中开掘全新意义，很难在全新的价值参照系下
校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妄与暴虐。这对一个
社会、一个民族而言非常可怕，它意味着一个以商
品来宰制人类的专制时代、异化时代的恒久存在。

三、消解意义的真实意图

语言诗人清醒意识到，资本主义正是借诗歌
规范的不断完善来强化其对社会无意识的严密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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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于是他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同样以语法规
范的破毁来攻击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结构。只是
他们在摧毁这些既定准则之时似乎并没有推出相

应的建设方案，这也是语言诗一度为人所诟病的
重要原由。其实，语言诗人之所以“重破不重立”
并非因为缺乏建构诗学宫殿的艺术才华，而是他
们对任何确定不移的方案都持有高度警惕。在他
们的理解中，任一秩序或规范都会程度不同地限
制符号在语言链条上的自由滑动，影响诗歌丰富
意义的生成，使个体被动接受秩序的规驯。因此，
语言诗人借用语词破碎、语意跳跃、文类混杂等手
法努力切断能指与所指间的固定关联，使诗歌跳
出资产阶级铸就的生产模具，彻底挣脱技术规范
的约束，“在语言诗作中，每个句子都以独立的意
义单位来挑战资本主义形式的商品化。通过积极
的参与意义的生产，语言诗人提出阅读过程中的
社会融入，而这也是许多作家认为所有艺术最容
易忽视的。通过意义的消解，读者打破了拜物主
义，并且把语言作为社会政治运动。”［７］在他们笔
下，诗歌不再是可供直接消费的商品，而是有待加
工的半成品甚至是原材料。在此隔绝商品意识的
新型文本内，读者可以自由地为符号创建新的联
系、开掘新的意义，而不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幻
境所牵引。在语言诗人看来，诗人的使命并不是
在文本终结处建造一座宫殿，而是铺设一条通往
宫殿的道路。读者可以借用诗人运送来的建筑材
料即文本中的语言符号自行创建理想宫殿。如此
一来，即使面对同一文本，不同读者甚至同一读者
在不同情境下都可创造出大量状貌迥异的宫殿，
构筑起气势宏伟、姿态万千、层出不穷的建筑群。
此时读者不再是慵懒而被动的消费者，而是主动
积极、不断接受挑战不断超越自我的建筑师，“我
们从来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在文本里，从所有不同
的一串串思想和意象中找到一个结论”。［１］

但是，在具体的阅读实践中，语言诗却遭到不
少读者的指责，他们并不喜欢这种让人殚精竭虑
而不知所云的诗篇。不过让人惊异的是，对读者
的批评，语言诗人没作任何妥协；相反，他们认为
读者的抱怨恰恰说明资本主义对民众思维的严重

钳制，使人们陶然于廉价的物欲享受而全然丧失
了基本的批判能力和创造能力，“我们发现语言诗
令人生厌或纯粹是‘胡扯’，那是因为我们懒惰，习
惯于让文本为我们‘造’意义和连贯性，而不是我
们为自己‘造’意义。”［１］语言诗人的此番辩白也正

契合了新马克主义者马尔库塞的观点，即资本主
义无限地刺激本不属于人本性的物质欲望，以至
人在无限追逐商品过程中逐渐沦为了物质的附庸

而畸形化，“由于人们的批判的、否定的、超越性的
和创造性的内心向度的丧失，人们似乎根本不会
提出或想到要提出什么抗议”，这个社会成了单一
向度的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也变成了单一向度
的人。［８］正因如此，语言诗人始终坚持自己的反叛
立场，绝不允许诗歌成为用货币来填充的消费品。
他们要驱除寄生在诗歌体内的商品价值，还原诗
歌本应具有的物质的使用价值，恢复诗歌与个体
的血肉联系，让那些曾经被商品意识压制的反叛
天性再度浮现，还原人性的丰富与真实。如果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把社会承认的那些陈腐的
思想视为真正、现实的、健全的思想，那些不符合
这些陈词滥调的思想却被当做是无意识被拒斥在

意识之外”［９］，那么现在语言诗所做的就是要通过
秩序的混乱将那被社会主流意识压制的无意识释

放出来，让社会成员摆脱资本主义的思想蒙蔽，在
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积极寻找更符合人性健全发

展的语言环境和社会制度。
作为同时接受语言论诗学、解构主义诗学、马

克思主义诗学三支异质诗学理论影响的先锋诗

派，语言诗派明白个体是无法真正走出语言牢笼
的，也知道任何价值中心与权威意义都是虚妄与
专制的化身。但是，它并没有放弃反抗、更没有走
向虚无；相反，它力图以语言暴动的方式拆除资本
主义在诗歌审美层面、社会无意识领域埋设的灵
魂绞索，要求社会成员用自己的双手为飘移不定
的符号寻找新的组合，在持续的意义创造中丰富
并延展自己的生命，而不让生命成为某一专制思
想的填充物。正如语言诗人所声明的，“我们质疑
一切‘既定’的诗歌特点，从声音和表达到明晰和
阐释；并在此过程中产生出许多不同的、实际上是
相互矛盾的用于探讨诗歌和诗学的方法。我们希
望把我们的诗歌与诗学和当时批判的、哲学的、玄
想的以及政治的思潮相联系，并与人权运动、女权
运动、反战运动建立内在的联系”［１０］，其对既定诗
歌规范的扭曲乃至粉碎绝非纯然的艺术审美的哗

变，而是承载着神圣而崇高的历史使命，那就是打
破资本主义所限定的能指与所指的陈旧关联，清
除商品意识对语言的污染、恢复语言原初与客体
的直接对应关系，在宽松的语法环境中，给予个体
更多自主创建诗歌形式、生发繁复语义的艺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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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让诗歌不再是商品性的生产消费活动，而是更
符合丰富人性需求、更具个人性的创造性劳动。
由是观之，语言诗派既是艺术上的先锋派，更是政

治上的反对派，艺术创新与政治变革在其诗学实
践中实现了完美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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