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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镜中之象的背后    宋·严羽说：“诗的妙处如镜中之象”，而象的背后又是什么？
从开始写诗至今，我一直在词语中探索、质问、思考，在词语中寻找答案，而答案其实都隐匿在由词
语信手搭建的意象中、诗中。
麻烦的是每个意象、每首诗给出的答案都不相同。
    中国新诗的年龄，我习惯从1920年胡适出版《尝试集》算起，到今年已历88年了。
我是1946年开始在湖南家乡的报纸副刊上发表诗作，磨磨蹭蹭，踽踽独行，迄今已走了62个年头了。
我这一生对诗的探索与创作，对诗美学的追求与实验，对诗语言的锤炼与不断调整，一路走来，脚印
历历可数，似乎都很清晰。
但细加追忆，又觉得足迹杂沓，难以说得清楚，只能粗略地画出一个轮廓。
如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现代主义的热切拥抱，到80年代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诗歌的回眸审视，
重加评估，再到90年代追随前人的脚步，将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中国的诗歌美学，做有机性的整合与
交融，而在近20年中，我的精神内涵和艺术风格又有了脱胎换骨的蜕变，由激进张扬而渐趋缓和平实
，恬淡内敛，甚至达到空灵的境界。
    中国大陆诗坛有此一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台湾诗人趋于“晚成”，而大陆诗人往往“早慧”。
此话是否属实且不探究，就我个人来说，我也许不是一个“早慧”的诗人，我却敢说，我是个“早成
”的诗人。
1959年我在战火的硝烟中开始写《石室之死亡》，由于初次采用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读者一时极
不习惯这种过激的语式变形，而视为一种反传统的怪物，但对我自己而言，这是一个空前的、原创性
极强的艺术实验之作，读者是否接纳，评论家是否认同，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用前所未见的词语唤醒了另一个词语——生命，或者说，我从骨髓里、血肉中激活了人
的生命意识，同时我也创造了惊人的语言：    我确是那株被锯断的苦梨    在年轮上，你仍可听清楚风
声，蝉声    我只是历史中流浪了许久的一滴泪    老找不到一副脸来安置    蓦然回首    远处站着一个望坟
而笑的婴儿    恕不谦虚地说，我的诗歌王朝早在创作《石室之死亡》之时，就已建成，日后的若干重
要作品可说都是《石室之死亡》诗的诠释、辩证、转化和延伸。
43年前的《石室之死亡》诗集出版时，我在自序中开头便说：“揽镜自照，我们所见到的不是现代人
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写诗即是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
”现在想来，这段话十分真切地反映了70年代中国大陆“文革”时期许多地下诗人的心声，同时也见
证了当时我与一群台湾年轻诗人，是如何在西方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狂热地追求中
国新诗现代化的极端倾向。
但此后40多年来，我这_-思想倾向已逐步做了大幅度的修正，而调和这一极端思路的关键性契机，即
在于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诗歌美学中具有永恒性因素的新发现、新认识。
作为一个现代诗人，这时我开始找到了走出存在困境的突破口，一个摆平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
、诗性的想象人生与现实人生纠缠不清、矛盾对立的平衡点。
庞德在一首自传性的诗中说：“努力使已死去的诗的艺术复苏，去维护古意的崇高。
”(叶维廉译)，今天中国大陆有些诗人把“崇高”视为文化垃圾，而去追求“崇低”。
我则一向肯认“崇高”是显示人性尊严唯一的标杆，而“古意的崇高”正是我在80年代以后在创作中
大力维护的，而且也是我在迷惘的人生大雾中得以清醒地前行的坐标。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开始转型，市场经济影响一切，包括我
们的生活内容与方式，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的人文精神与价值观。
人们的物质欲望过度膨胀，精神生活日趋枯竭，因而导致了文学退潮，诗被逼到边缘，备受冷落。
于是便有人问我，在诗歌目渐被世俗社会遗弃的大环境中，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你坚持诗歌创作数十年
而不懈？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对文学有高度的洁癖，在我心目中，诗绝对是神圣的，我从来不以市场的
价格来衡量诗的价值。
”我认为写诗不只是一种写作行为，更是一种价值的创造，包括人生境界的创造，生命内涵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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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高度的创造，尤其是语言的创造。
诗可使语言增值，使我们民族语言新鲜丰富而精致，诗是语言的未来。
这是我对诗歌的绝对信念，也正是驱使我全心投入诗歌生涯数十年如一日的力量。
在这草草的一生中，我拥有诗的全部，诗也拥有了我的全部。
    还有人问我另一个至今尚迷惑无解的问题，这就是当年我们一群诗人采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把诗写
得隐晦难解，是不是为了不敢碰触政治禁忌而采取的一种权宜策略？
或者纯粹只是出于诗人个人的艺术自觉？
台湾评论界迄今仍倾向前者的解释，而我个人则认为：一半是实情，确是一种策略的考虑，但另一半
可能是一种托辞。
对我来说，我从未公开表示，选择超现实主义是为了掩护自己，不致因碰撞现实而犯禁，我的选择绝
对是出于艺术的自觉，是为了寻找一个表现新的美感经验的新形式。
当然，在当时的强权政治之下，以超现实主义手法作为烟幕以保护自己的诗人，不能说没有，而且完
全可以理解。
有的评论家说现代诗是一种保护伞，其实不只是指超现实主义，而是泛指所有运用隐晦手法，如象征
、暗喻、暗示等广义现代主义的各种技巧而言。
    20世纪60年代纪弦组现代派，祭出了“现代派六大信条”，曾引起台湾诗坛空前的大骚动，问题的
关键即在他强调西向的“横的移植”，而轻忽本土的“纵的继承”。
这种偏颇不仅不为保守派所容，也不是所有诗人都能接受。
但不可否认，纪弦的主张确是石破天惊的一声棒喝，使诗人们突然醒悟，发现“五四”以来的白话诗
不仅肤浅粗糙，完全不能表现现代人的精神状态、情感和生活节奏，而且毫无原创性可言。
胡适的白话诗运动革掉了诗中最本真的东西，因此诗人们不得不扭过头来，向最具前卫性与创造性的
现代主义借火，从美学观点到表达技巧，照单全收，其中超现实主义是一个最新奇、最神秘的艺术流
派，但也是一个为冬烘头脑害怕而严加抗拒的艺术流派。
当时在台湾我虽不是最早接触超现实主义的诗人，却是第一个透过翻译与评论有系统地把它介绍给台
湾诗坛。
而我自己更是不顾外界舆论的喧嚣，运用超现实手法从事一系列的创作实验。
然而，不久后我即发现了超现实主义的限制与缺陷，对它所谓的“自动语言”尤为不满。
我不是一个信奉“诗歌止于语言”的唯语言论者，马拉美说：“诗不是以思想写成的，而是以语言写
成的”，这话我只接受前半句，后半句则与我的美学信仰有距离：我相信诗是一种有意义的美，而这
种美必须透过一个富于创意的意象系统来呈现。
我既重复诗中语言的纯真性，同时也追求诗的意义：一种意境，一种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实质内涵。
读诗除了感受美之外，也能体悟到灵光四射的智慧，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思想启迪。
基于此一观点，我便有了建构一个修正的、接近汉语特性的超现实主义的念头。
第一步要做的是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去寻找参照，从古人的诗中去探索超现实的元素，结果我惊讶地从
李白、李商隐、孟浩然、李贺等人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与超现实主义同质的因子，那就是“非理性
”。
中国古典诗中有一种了不起的、玄妙之极的、绕过逻辑思维、直探生命与艺术本质的东西，后人称之
为“无理而妙”。
“无理”是超现实主义和中国古典诗两者极为巧合的内在素质，但仅仅是“无理”，怕很难使一首诗
在艺术上获得它的有机性与完整性，也就是有效性。
中国诗歌高明之处，就在这个说不清、道不尽的“妙”字，换言之，诗不绝止于“无理”，最终必须
获致绝妙的艺术效果。
这就是我的诗学信念，具体的例证可见诸《魔歌》时期(1972—1974)的创作，这时我自觉地在语言风
格和意象处理上有所调整。
在思维与精神倾向上，我开始探足于庄子与禅宗的领域，于是才有“物我同一”的哲学观点的生成。
如果从我整体的创作图谱来看，我早期的大幅度倾斜于西方现代主义，与日后回眸传统，反思古典诗
歌美学，两者不但不矛盾，反而更产生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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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心路历程，决不可以二分法来切割，说我是由某个阶段的迷失而转回到另一个阶段的清醒，而
这两个阶段的我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
其实在我当下的作品中，谁又能分辨出哪是西化的，哪是中国的、传统的。
至于现代化，乃是我终生不变的追求，在这一追求中，我从不去想：这是西方的现代或中国的现代，
对我来说，现代化只有一个含义，那就是创造。
    《石室之死亡》虽富于原创性，达到某种精神高度，但在诗艺上的不成熟也很显然。
为了补救早年在创作上的缺憾，也为了艺术生命的延伸与扩展，我终于在诗歌的征途上，又做了一次
大的探险，走了一次更惊心动魄的诗的钢索。
在日薄崦嵫的晚年(2000年)，写下了一部三千行的长诗《漂木》，就整体结构而言，这是一首内容庞
杂，而发展的脉络又清晰可寻的精神史诗，它宏观地表达了我的形而上思维、对生命的观照，对时代
与历史的质问与批判，以及宗教的终极关怀。
有学者认为，《漂木》是一种精神的自赎，实际上更是我累积了一生的内在情结：一种孤绝，一种永
远难以治愈的病，一种绝望——在这越来越荒谬的世界里，去寻找一个精神家园而不可得的绝望。
在人文精神层面上，在透过意象思维方式以传达生命意义上，《漂木》与《石室之死亡》这两部时隔
四十多年的诗集，竟是如此的思路贯通，一脉相承，但二者的语言风格与表达形式大不相同，《漂木
》的语言仍能维持《石室之死亡》中的张力与纯度，但已尽可能摆脱《石室之死亡》诗中那种过度紧
张艰涩的困境。
    在我的创作生涯中，禅诗是一项偶发性的、触机性的、无主题意识的写作，但却是我的诗歌作品中
最特殊也最重要的一部分。
其实对一位诗人而言，禅悟并非从修持中获得，它可能仅是一种感应，一种某一瞬间的心理体验，或
一种超然物外的趣向。
它散布在我们生活四周，但可遇不可求，随时可以碰到，如不及时抓住，便会立刻溜走。
我创作禅诗的主要源头，在于一项实验：即促使禅宗这一东方智慧的神秘经验与西方超现实主义相互
碰撞交融，使其转化为一种具有中国哲学内涵，也有西方现代美学属性的现代禅诗。
我认为这种禅诗有一项潜在功能，它可以唤醒我们的生命意识，这也可说是一种生活态度：化眼中的
无常为一声“无奈”的叹息，看透了色空，悟入了生死。
超现实的作品力图通过对梦与潜意识的探究来把握人的内在真实，而禅则讲究见性明心，求得生命的
自觉，过滤掉潜意识中的各种欲念，使其升华为一种超凡的智慧，用它来悟解生命的本真。
    有时我发现，禅诗与抒情诗有一种连体共生的特性，极其相似，难辨彼此，这在中国古典诗中颇为
常见，譬如王维的《终南别业》一诗，明明是他晚年隐居终南山下时，一时兴来写下的一首感怀抒情
之作，但其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读来不免为之一愣，由最近的人生体验——一种局促
的处境，突然镜头拉得很远很远，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随即出现了令人悠然神往的诗境，和一种空
灵的禅境。
王维有些五言诗如《鹿柴》、《竹里馆》、《辛夷坞》、《鸟鸣涧》等，既是情景交融，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田园抒情诗，但又句句从实相中透出一片空寂静穆的禅机。
我的许多禅诗也多是隐藏在抒情诗中，如“镜子里的蔷薇盛开在轻柔的拂拭中”(《长恨歌》句)，表
面是影射杨贵妃受宠于唐玄宗的情状，骨子里则点出“实相无相”的禅之本质，暗示一个尊贵无比的
宫妃，只不过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罢了。
我另一首小诗《月落无声》，也不能仅仅当做抒情诗来读：    从楼上窗口倾盆而下的    除了二小姐淡
淡的胭脂味    还有    半盆寂寞的月光    以抒情诗来看，它写的是楼上一位女子独居的寂寞，情致幽微
，诗味浓而境界较浅，但如换个角度来读，你会不难感到一种虚虚实实，空空落落的无言的禅境。
    我的禅诗有些是散落在各个诗篇的句子，或一些简单的意象，有些则集中地呈现于一首诗中，规模
有大有小，小的如《金龙禅寺》、《月落无声》，大的如《长恨歌》、《大悲咒》、《背向大海》等
，一部写男女之情的小说《红楼梦》也曾被评为禅的象征，其实我的长诗《漂木》又何尝不可视为一
个禅的暗喻？
    台湾诗坛有人说我孤傲、狷介，甚或霸气，也许有那么一点，尤其在年轻气盛的当年，蔑视权威、
厌恶鄙俗，常以“孤鸟”自喻，好像全身布满了带刺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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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面对世俗不得已而自暴的浅薄。
其实我内心是十分真诚而谦卑的，我经常在诗中贬抑自己、嘲弄自己，我以悲悯情怀写过不少一向被
人类鄙视的小动物。
早晨看到太阳升起，内心便充满了感恩，黄昏看到落日便心存敬畏。
我有这么一句诗：“在诗中，度过那美丽而荒凉的一生。
”所以我整生拥有的是一种“诗意的存在”，但也只不过是美丽和荒凉而已。
我这一生有太多负面的经验：抗日战争、金厦炮战、越南战争、逃难、流放、漂泊。
在战火中、在死亡边缘，最容易引起对生命的逼视、审问和形而上的思考，于是便有了《石室之死亡
》、《西贡诗抄》，这两部在形式标新立异、艰涩难解，在精神上凛然肃穆、遗世独立的诗集。
    日前，我读到陈芳明教授一篇夹叙夹议、真诚坦率的散文，主要内容是在谈我的诗。
我不知别人读后有何感想，我从他文章中看到的不是一个热衷政治、钻研学术的陈芳明，而是一位摆
脱世俗、肝胆照人的诗人。
他说他在40年前读《石室之死亡》，因不懂而气恼，甚至愤怒，自此便把我当做一个重要的批评的假
想敌，但40年后再读《石室之死亡》时，他说：  “年轻时看不懂的诗，突然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从
第一行读到最后一行，诗中的美与死印证了经验过的漂泊与孤独。
”最近他读到我的一首一四十行的禅诗《背向大海》时，甚至说：  “使我再次起了大的震撼，我对
洛夫的敬意竟然挟带着畏惧。
”这句话读得我直冒虚汗，可谓汗颜之极。
我未曾想到一位度过热血喷薄的政治生涯，现任政大台文所所长的他竟然能拉下世俗的面具，以一位
诗人的本真来面对另一位“既恨又爱”，纠缠了他半辈子的诗人。
我的确为他的谦抑与坦诚，感动得热泪盈眶。
    人到暮年，创作热情已日渐消磨，能写的不多了，现将60多年来累积的作品，长长短短，精选出100
首结集出版，说是为读者提供全面阅读我作品的机会，说是便于未来史家、评论家对我作品整体的研
究与评价，其实这都是“雪泥鸿爪”，为自己留点纪念而已。
    2011年12月于加拿大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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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洛夫诗选》由繁复趋于简洁，由激动趋于静观，师承古典而落实生活，成熟之艺术已臻虚实相
生，动静皆宜之境地。
他的诗直探万物之本质，穷究生命之意义，且对中国文字锤炼有功。
《洛夫诗选》由洛夫从创作60多年来的诗作中，精选出100首，似一杯茶，供读者品味，像一首歌，邀
读者共谱诗人的隽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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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加拿大）洛夫  洛夫（1928—），原名莫运端、莫洛夫，湖南衡阳人。
台湾现代诗坛最杰出和最具震撼力的诗人，为中国诗坛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由于表现手法近乎魔
幻，因此被诗坛誉为“诗魔”。
1954年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并任总编辑数十年，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多国文
字。
洛夫著作甚丰。
出版诗集（选集）、散文集、评论集、译著等共50余部。
1999年诗集《魔歌》被评选为台湾文学经典之一。
2001年三千行长诗《漂木》出版，震惊华语诗坛，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洛夫亦为著名书法家，作品曾在美国、加拿大、东南亚等国及中国各城市展出。
现居加拿大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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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一 石榴树 果园 生活 窗下 暮色 众荷喧哗 泡沫之外 烟之外 西贡夜市 裸奔 壶之歌 舞者 金龙禅寺 独饮
十五行 长恨歌 焚诗记 子夜读信 巨石之变 卷二 午夜削梨 时间之伤 国父纪念馆之晨 论女人 回响 惊见 
根 边界望乡 与李贺共饮 猿之哀歌 与君谈诗 秋来 寻 因为风的缘故 无题四行 问 酿酒的石头 清明读诗 
泪巾 爱的辩证 雨中独行 清明四句 武士刀小志 卷三 观仇英兰亭图 剔牙 华西街某巷 形而上的游戏 梦醒
无凭 向日葵 白色墓园 寄鞋 雨想说的 井边物语 酸枣树 杭州纸扇 绍兴访鲁迅故居 苏州河的哀歌 昙花 无
题 日落象山 信 邂逅 诗的葬礼 给琼芳 我不懂荷花的升起是一种欲望或某种禅 买伞无非是为了丢掉 走
向王维 登黄鹤楼 绝句十三帖 纸船 解构 水墨微笑 卷四 致时间 无声 禅味 西湖瘦了 夜宿寒山寺 登峨眉
寻李白不遇 秋千仍在晃荡 秋之存在 远方 杀鱼 悬棺 汽车后视镜里所见 背向大海 顿悟 镜子 如此岁月 掌
中之沙 灰的重量 荒凉也行 鸟语 浮生四题 闲愁 寒夜洗脚 我的城市 与浣熊对视 且说雨巷 荷塘月色 周庄
旧事 有涯 斯人 附录 附录一：洛夫作品的意象世界 附录二：洛夫书目及相关研究 附录三：洛夫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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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裸奔 之一 自成形于午夜 午夜一阵寒颤后的偶然 他便归类为一种 不规则动词，且苦思 太阳
为何坚持循血的方向运行 窗外除了风雪 仅剩下挂在枯树上那只一瘦 再瘦的纸鸢 鹧鸪声声，它的穿透
力 胜过所有的刀子 而广场上 那尊铜像为何从不发声 他说他不甚了了 他就是这男子 胸中藏着一只蛹的
男子 他把手指伸进喉咙里去掏 多么希望有一只彩蝶 从呕吐中 扑翅而出 之二 帽子留给父亲 衣裳留给
母亲 鞋子留给儿女 枕头留给妻子 领带留给友朋 雨伞留给邻居 （他打了一个哈欠） 床铺留给白蚁 书
籍留给蟑螂 照片留给墙壁 信件留给炉火 诗稿留给风雨 酒壶留给月亮 （他缓缓蹲下身子） 手脚还给森
林 骨骼还给泥土 毛发还给草叶 脂肪还给火焰 血水还给河川 眼睛还给天空 （他猛然抬起头来） 欢欣
还给雀鸟 愠怒还给拳头 悲痛还给伤口 抑郁还给镜子 仇恨还给炸弹 茫然还给历史 （准备冲刺——）他
开始溶入街衢 他开始混入灰尘 他开始化入风雪 他开始步入树木 地开始熔入钢铁 他开始揉入花香 遂提
升为 可长可短可则可柔 或云或雾亦隐亦显 似有似无抑虚抑实 之 赤裸 山一般裸着松一般 水一般裸着
鱼一般 风一般裸着烟一般 星一般裸着夜一般 雾一般裸着仙一般 脸一般裸着泪一般 之三 他狂奔 向一
片汹涌而来的钟声 长恨歌 那蔷薇，就像所有的蔷薇， 只开了一个早晨 ——巴尔扎克 一 唐玄宗 从 水
声里 提炼出一缕黑发的哀恸 二 她是 杨氏家谱中 翻开第一页便仰在那里的 一片白肉 一株镜子里的蔷
薇 盛开在轻轻的拂拭中 所谓天生丽质 一粒 华清池中 等待双手捧起的 泡沫 仙乐处处 骊宫中 酒香流自
体香 嘴唇，猛力吸吮之后 就是呻呤 而象牙床上伸展的肢体 是山也是水 一道河熟睡在另一道河中 地层
下的激流 涌向 江山万里 及至一支白色歌谣 破土而出 三 他高举着那只烧焦了的手 大声叫喊： 我做爱 
因为 我要做爱 因为 我是皇帝 因为 我们惯于血肉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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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华人文库(第2辑):洛夫诗选》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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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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