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 99 3 年第 4期

“

我创造 日月星辰 我驰骋风云雷雨
”

— 试论
《女神 》的崇高美

赵 文 祥

郭沫若早期诗作《女神》
,

以其的崇高宏伟
、

博大深邃震撼了一代青年 的心 灵
。

本文从诗歌艺术的美学角度探讨它的崇高美的表现技巧
。

具体分四个部分加以论

述
.

:

①崇高美—
《女神 》的显著特征

;②在奇特
、

巨大 的艺术形象上表现崇高美
;

③千汇百合 , 融为一炉的崇高美
;④ 《女神 》崇高美的意境

。

值得指 出的是
,

《女神 》

成功地创造 了这样 “ 种美学意境
,

它除 了气势磅礴之外
,

还让人 出神入化地体会

到
“

象外之象
,

景外之景
”
的深厚内蕴

。

“

五四
”

时期
,

激荡的时代使青年郭沫若
“

象火 山一样爆
.

发了起来
’ ,
①
。

1 9 2 1年 8 月
,

他出版

了第一本诗集《女神 》
。

《女神 》犹如
“

横空出世
”

的
“

莽昆仑
” ,

在中国新诗坛上建立了一座难以企

及的奇峰
,

它以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
,

显示了一种强烈
、

突出的崇高美
。

崇高美—
《女神 》的显著特征

崇高是指自然界和艺术作品中能够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的一种美的形态
。

古希腊

学者朗吉弩斯早已指出
: “

崇高风格到了紧要关头
,

像剑一样突然脱鞘而出
、

象闪电一样把新碰

到 的一切劈得粉碎
” ,

它产生的效果是
“

狂喜
’ ,② 。 柏克也 曾说

:
·

崇高
“
用它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人

卷着走
,

惊惧是崇高的最高效果
。 ’ ,③我国古代的艺术家各文论家对崇高美也有深刻的认识

。

在
。

诗文中
,

文论家司空图在他的《二十四诗品》中
,

以
“

豪放
” 、 “
劲健
” 、 “

雄浑
”

等语来概括那种
“

天

风浪浪
,

海山苍苍
” ; “

大风卷水
,

壮士指剑
” ; “

具备万物
,

横绝太空
”
的艺术风格

。

清代姚鼎进一

步指出
: “

得 出阳与刚之美者
,

则其文如霆
、

如电
、

如长风之出谷
,

如崇山峻崖
、

如决大川
、

如奔骥

骥
;
其光也

,

如果 日
、

如火
、

如金喳眯
;

其于人也
,

如凭高视远
、

如君而朝万众
、

如鼓万勇士而哉

之
。 ” ④这里所谓阳刚之美的美感特征

,

和西方的所谓崇高美是相似的
。

崇高美是 《女神
’

》最突出
、

最基本的特征
。

《女神 》收入包括序诗在内的 57 篇作品
,

表 现 了 多

样 的 风 格

。

其 中

,

收 入 第 二 辑 的 作 品 是
《 女 神 》中 最 有 光 彩

、

最 有 影 响 的 作 品

,

它 们 是
《女 神 》的 精

华
,

《 女 神 》的 灵 魂
,

它 们 没 有

“

灰 青

” ,

没 有

“

忧 郁

” ,

只 有 力
! 只 有 火 ! 只 有 血 ! 你 听 !

:

一
个

勇 猛

咆
啸

的
时 代 声 音

在
叫

:

我 是 一 条 天 狗 呀
!

我 把 月 来 吞 了
,



,

我 把 一 切 的 星 球 来 吞 了

我 把 全 宇 宙 来 吞 了

,

我 便 是 我 了
!

这 是 多 么 雄 浑 壮 美 的 歌 声
,

多 么 大 胆 热 烈 的 破 坏 和 创 造 的 精 神
! —
《天 狗 》

在 20 世纪 20 年代苦闷的

中国
,

这 种 充 满 叛 逆 反 抗 精 神

。

力 扫 千 军

,

气 盖 宇 宙 的 诗 句

,

恰 如 一 座 爆 发 了 的 火 山

,

熔 浆 烈 焰

喷 吐 而 出

,

光 芒 四 射

。

诗 中

“

我

”

的 形 象 如 巍 然 屹 立 的 高 山

,

有 着 压 倒 一 切 的 气 势

;
又 如 一 团 燃 烧

着 的 烈 火
,

有 着 毁 灭 一 切 的 力 量

,

充 分 反 映 出 诗 人 要 冲 决 一 切 罗 网

、

摧 毁 一 切 枷 锁 的 自 我 解 放

的 精 神

。

当 时 的 中 国 青 年

,

历 经 黑 暗 统 治

。

精 神 世 界 长 期 被 禁 锢

,

使 他 们 长 久 生 活 在

“
浓 血 污 秽 着 的

屠 场

” “

群 魔 跳 梁 着 的 地 狱

”
之 中

。

他 们 苦 闷

、

仿 徨

,

面 对 着 灰 色 死 寂 的 宇 宙 黯 然 神 伤

。

突 然

,

天

空 中 惊 雷 闪 电

,

炸 出 了 一 条

“
狂 飘 突 进

”

的

“

天 狗

” ,

它 用 自
己 山 呼 海 啸 般 的 声 响

,

唱 出 了 一 代 青

年 的 希 望

、

渴 求

、

愤 怒

、

苦 闷 和 悲 哀

,

并 以 勇 猛 无 畏 的 精 神

,

引 导 广 大 青 年 向 着 个 性 解 放 的 世 界

飞 跑

:

“

打 着 在

、

吹 着 在

、

叫 着 在 … …

喷 着 在
、

飞 着 在

、

跳 着 在 … …
”

“

哦 哦

,

山 岳 的 波 涛

,

瓦 屋 的 波 涛

,

涌 着 在

,

涌 着 在

,

诵 着 在 呀
! ”

—
《 笔 立 山 头 展 望 》

这 些 诗 句 象 喧 嚣 着 的 激 荡 的 波 浪
,

构 成 了

“

雄 浑

” 、 “
劲 健

”
的 气 势

,

为 新 时 代 奏 起 惊 心 动 魄

的 赞 歌

,

它 预 示 着 中 国 的 明 天

,

人 类 的 明 天

。 “

新 社 会 的 改 造

,

全 赖 吾 曹 !’’ 表 现 了 一 种 前 无 古 人
、

开 创 新 世 界 的 崇 高 美

。

《女 神 》的 崇 高 美
,

还 表 现 在 诗 中 所 描 绘 的 奇 特 而 又 巨 大 的 艺 术 形 象 上

。

诗 人 往 往 描 绘 天 地

间 最 粗 最 大 的 形 象

,

给 人 一 种 望 而 敬 畏 的 崇 高 感

。

如
《天 狗 》中

, “

我 是 一 条 天 狗 呀
! 我 把 月 来 吞

了
” ,

《浴 海 》中
“

无 限 的 太 平 洋 鼓 奏 着 男 性 的 音 调
! ” 以 及 《晨 安 》中 的

“

晨 安
! 我 浩 荡 荡 的 南 方 的

扬 子 江 呀 ! 洲 晨 安 ! 万 里 长 城 呀 卜
· ·

…
”

这 些 巨 大 粗 线 条 构 成 的 形 象

,

有 着 充 实 的 内 容 和 对 真 善

美 的 追 求

,

它 不 仅 让 我 们

“

心 情 在 自 然 界 的 崇 高 中 感 到 高 己 受 到 激 动

’ ,⑥ ,

而 且

,

融 汇 着

“

对 自 己

的 力 量 和 人 的 尊 严 的 自 豪 感

’ ,⑥ ,

浓 烈

、

昂 扬 的 爱 国 主 义 感 情

,

显 现 了 崇 高 美

。

读 着 这 样 的 诗

,

催

人 奋 发

,

更 催 我 民 族 奋 发
!

康 德 曾 把 崇 高 分 为 两 种
:

一 种 是

“

数 学 的 崇 高

” ,

特 点 在 于 对 象 体 积 的 巨 大

;
另 一 种 是

“

力 学

的 崇 高

” ,

特 点 在 于 对 象 具 有 巨 大 的 力 量

。

车 尔 尼 雪 夫 斯 基 也 曾 指 出

: “

更 大 得 多

、

更 强 得 多

,

这

就 是 崇 高 的 显 著 特 征

。 ’ ,
⑦ “
五 四

”

时 期 最 早 的 一 批 新 诗 人 以 自 己 或 质 朴 或 清 新

、

或 凄 苦 或 天 真

的 作 品

,

给 我 国 诗 歌 带 来 了 春 天 的 气 息

,

但 他 们 的 诗 面 对 着 伟 大 的 变 革 的 时 代

,

却 显 得 太 小

、

太

实

、

太 浅 了

,

常 常 沉 浸 在 一 些 小 感 奋

、

小 悲 哀 之 中

。

青 年 郭 沫 若 以 自
己
独 特 的 性 格

,

放 眼 世 界

,

仰

望 苍 弯

,

他 惊 呼 道

:

茫 茫 的 宇 宙

,

冷 酷 如 铁
!

茫 茫 的 宇 宙
,

黑 暗 如 漆
!

茫 茫 的 宇 宙
,

腥 秽 如 血
!

—
《凤 凤 涅 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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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四

”

时 期 的 中 国

, “

冷 酷

” “
黑 暗

” “

腥 秽

”

的 宇 宙

,

象 征 着 帝 国 主 义 和 封 建 势 力 的 巨 大 而

沉 重 的 压 迫

。

贫 穷 积 弱 连 年 军 阀 混 战

,

弄 得 满 目 疮 演

,

饿 浮 遍 地

。

精 神 枷 锁 的 禁 锢 更 让 人 感 到

窒 息

。

强 大 的 压 迫

,

并 没 有 使 郭 沫 若 屈 服

。

在 外 来 的 西 方 思 潮 的 冲 击 下

,

他 对 泛 神 论 产 生 了 浓

厚 的 兴 趣

,

并 深 受 其 影 响

。

郭 沫 若 承 袭 了 唯 物 论 者 斯 宾 诺 莎 为 代 表 的

“

神 即 自 然 的 思 想

” 。

他 曾

说

: “

泛 神 便 是 无 神

,

一 切
的 自 然 只 是 神 的 表 现

,

我 也 是 神 的 表 现

。

我 即 是 神

,

一 切 自 然 都 是 我 的

表 现

。 ’ ,⑧

在
“

泛 神 便 是 无 神

”
的 唯 物 主 义 思 想 影 响 下

,

郭 沫 若 敢 于 蔑 视 千 年 封 建 神 学 加 给 人 们 的 种

种 精 神 枷 锁

,

发 出 了 一 毁 灭 旧 世 界 的 雷 鸣 般 的 吼 声

。

同 时

,

在

“

我 即 神

”
的 拟 人 的 精 神 为 万 物 本

源 的 唯 心 主 义 思 想 影 响 下

,

郭 沫 若 把 人 的 精 神 力 量 提 高 到 了 宇 宙 间 的 最 高 地 位

,

并 以 此 向 一 切

腐 朽 的 社 会 力 量 开 战

。

他 要 立 在 地 球 边 放 号

,

看

“

无 限 的 太 平 洋

” “

提 起 他 的 全 身 的 力 量 来

,

要 把

地 球 推 倒

” 。

他

“

崇 拜 太 阳

、

崇 拜 山 岳

、

崇 拜 海 洋

” , “

崇 拜 生

,

崇 拜 死

,

崇 拜 光 明

,

崇 拜 黑 暗

” ,

要

“

血

同 海 浪 潮
” ,’, 臼同 日火 烧

” ;
他 庄 严 地 宣 告

: “
我 们 要 去 创 造 个 新 鲜 的 太 阳

! ” “
待 我 们 新 造 的 太 阳

出 来

,

要 照 彻 天 内 的 世 界

,

天 外 的 世 界
! ”

郭 沫 若 把 古 今 中 外 著 名 的 社 会 革 命 和 科 学 革 命 的 先 驱

,

说 成 是

“
匪 徒 — 叛逆者

,

大 唱 叛

逆 者 的 颂 歌

,

从 而 反 衬 出 这 些 人 物 创 造 力 量 的 伟 大

、

精 神 世 界 的 崇 高

。

如
《匪 徒 颂 》中

,

将 华 盛 顿

称 为

“

抗 粮 拒 税

”

的

“
私 行 割 据 的 草 寇

” ;
将 列 宁 称 为

“

实 行 共 产 主 义

”
的
“

亘 古 的 大 盗

” ;
将 达 尔 文

称 为

“

毁 宗 谤 祖

”
的
“

倡 导 人 猿 同 祖 的 畜 生
”

等 等

,

最 后

,

他 狂 热 高 呼

:

一 切

“

政 治 革 命

” 、 “

社 会 革

命

” 、 “
宗 教 革 命

” 、 “

学 说 革 命

” 、 “

文 艺 革 命

” 、 “

教 育 革 命

”

的

“

匪 徒 们

” “
万 岁

! 万 岁 ! 万 岁 ! ” 显 示

了 他 同 一 切 旧 的 宗 法 王 道 思 想

、

旧 的 伦 理 道 德 彻 底 决 裂 的 大 无 畏 精 神 和 崇 高 的 精 神 境 界

。

郭 沫 若 的
《 匪 徒 颂 》

,

使 一 切 反 动 统 治 者 闻 之 丧 魂 落 魄

,

表 现 了
诗

人 对 当 时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报

纸 诬 蔑 中 国

“

五 四

”

青 年 为

“

学 匪

”

的 谰 言 的 无 比 愤 怒 和 猛 烈 的 反 击

,

并 深 刻 地 讽 刺 了 真 正 的 匪

徒 不 是 别 人

,

正 是 伪 善 狡 诈 的 反 动 统 治 者

。

《女 神 》中 的
“
匪 徒 们

” ,

是 人 类 进 步

、

文 明 的 先 进 代

表

,

也 是 人 民 群 众 伟 大 的 创 造 力 量 的 集 中 体 现

,

因 而

,

这 些

“

匪 徒 形 象 本 身 就 是 伟 大

,

崇 高 的

,

具

有 崇 高 美

。

他 们 的 伟 大

,

也 就 是 人 民 的 伟 大

;
他 们 的 崇 高

,

也 就 是 人 民 的 崇 高

。

应 该 指 出

,

《 女 神 》之 所 以 能 够 成 功 地 运 用 奇 特
、

巨 大 的 艺 术 形 象 来 表 现 崇 高 美

,

追 根 溯 源

,

是 因 为 郭 沫 若 深 受 我 国 古 典 诗 歌 浪 漫 主 义 雄 浑

、

飘 逸 诗 风 的 熏 陶

,

和 美 国 民 主 主 义 诗 人 惠 特 曼

的 豪 放 诗 风 的 影 响

,

加 上

“

五 四
”

时 代 精 神 的 强 烈 冲 击

,

才 成 为 中 国 现 代 诗 坛 光 辉 灿 烂 的 明 星

。

千 汇 百 合

,

融 为 一 炉 的 崇 高 美

崇 高 美 的 概 念 虽 然 源 于 西 方

,

但 中 国 古 典 诗 歌 并 不 乏 崇 高 美

。

屈 原 的 诗

“

逸 响 伟 辞

”

神 奇 不

凡

,

可 谓

“

卓 绝 一 世

” 。

唐 宋 时 期

,

李 白 的 诗 飘 逸 奔 放

,

杜 甫 的 诗 雄 浑 苍 劲

,

苏 轼 的 词 豪 迈 开 朗

,

陆

游 的 诗 悲 壮 激 昂

。

他 们 的 作 品 都 很 有 气 魄

,

很 有 气 势

,

体 现 了 强 烈 的 崇 高 美

。

谈 到 中 国 古 典 诗 词 的 崇 高 美

,

人 们 自 然 会 想 起 李 太 白 曾 经 描 绘 过 的 许 多 山 崩 海 啸

、

斗 转 星

移 的 雄 伟 壮 阔 的 景 象

: “

黄 河 之 水 天 上 来

,

奔 流 到 海 不 复 回

” ; “

大 鹏 一 日 同 风 起

。

扶 摇 直 上 九 万

里

” ; “
巨 灵 咆 哮 孽 两 山

,

洪 波 喷 流 射 东 海

” 。

其 间 充 满 了 一 种 宏 大 的 气 势 和 力 量

,

表 现 了 作 者 对

理 想 世 界 的 热 烈 向 往 和 对 自 身 力 量 的 歌 颂

。

可 是

,

由 于 时 代 的 局 限

,

漫 长 的 严 酷 的 封 建 社 会 对

我 们 民 族 情 感 的 扼 制

,

限 制 了 我 们 古 代 诗 人 激 情 的 迸 发

,

所 以

,

即 使 被 称 为 具 有 崇 高 美 的 古 代

诗 词 中

,

总 有 一 股 抑 郁 之 气

、

愤 闷 之 气

.

李 白 不 是
也

喊 出 了

` .

蜀
道 之

难 难
于 上

青
天

”

的 感 叹 吗
?

《 女 神 》以 其 一 往 直 前
,

义 无 反 顾 的 精 神

,

以 崭 新 的

、

强 大 的 独 特 风 格

,

大 大 开 阔 了 中 国 诗 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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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
高 J
’

中 国 诗 歌 的 格 调

,

它 表 现 了 新 的 时 代 的 力 量

。

《 女 神 ))6 勺作品大多写在 1 9 19 到 19 2 1 的 两 年 间
,

当 时

,

正 是 中 国 新 诗 紧 张 探 索 的 开 创 阶

段

。

外 国 诗 歌 艺 术 涌 进 了 中 国 诗 坛

。

青 年 郭 沫 若 就 是 在 唐 宋 古 典 诗 词 熏 陶 的 基 础 上

,

接 受 了 西

方 积 极 浪 漫 主 义 诗 风 的 影 响

,

从 而 形 成 自
己 的 独 特 风 格 的

。

他 自
己
曾 说 过

: “

我 的 短 短 的 做 诗 的

经 过

,

本 有 三 四 段 的 变 化

。

第 一 段 是 泰 戈 尔 式

,

这 段 时 期 在

“

五 四

”
以 前

,

做 的 诗 是 崇 尚 清 淡

、

简

短

,

所 留 下 的 成 绩 极 少

。

第 二 段 是 惠 特 曼 式

,

这 段 时 期 正 在

“

五 四

”
的 高 潮 中

,

做 的 诗 是 崇 尚 豪

放

、

粗 暴

、

要 算 我 最 可 纪 念 的 一 段 时 期

。

第 三 段 便 是 歌 德 式 了

,

不 知 怎 么 把 第 二 期 的 热 情 失 掉

了

,

而 成 为 韵 文 的 游 戏 者 … …
’ ,

@
。

他 又 说

,

当 我 接 近 惠 特 曼 的
《草 叶 集 》的 时 候

,

正 是

“

五 四

”

运

动 发 动 的 那 一 年

,

个 人 的 郁 积

,

民 族 的 郁 积

,

在 这 时 找 出 了 喷 火
口

,

也 找 出 了 喷 火 的 方 式

,

我 那

时 差 不 多 是 狂 了

。 L

《女 神 》气 势 磅 礴
、

热 情 奔 放 的 风 格

,

正 是 受 到 惠 特 曼
《草 叶 集 》的 浓 厚

、

深 刻 的 影 响

。

《女

神 》中 的 主 要 作 品
,

就 是 郭 沫 若 在

“

五 四

”

的 高 潮 中 写 出 的
“
惠 特 曼 式

”
的 作 品

。

惠 特 曼
( 1 8 1 9

—
1 8 9 2) 是美国 19 世纪开始进入现代社会时第一个有创造精神的大诗人

,

一 个 代 表 着 美 国 人 民 共 同 精 神 和 性 格 的 诗 人

。

《草 叶 集 》使 他 成 为 美 国 独 立 文 化 的 战 士
,

成 为 现

代 自 由 诗 的 先 驱 者

。

惠 特 曼 生 活 的 岁 月

,

正 是 近 代 美 国 资 本 主 义 蓬 勃 发 展 的 时 期

。

他 中 年 的 时 候

,

爆 发 了 南 北

战 争

。

这 是 新 旧 两 种 社 会 制 度 即 自 由 劳 动 制 度 和 奴 隶 制 度 之 间 的 激 烈 斗 争

,

最 终 以 代 表 进 步 力

量 的 北 方 获 得 了 胜 利

。

内 战 后

,

美 国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得 到 了 飞 速 的 发 展

。

《草 叶 集 》对 于 这 个 时 代

的 社 会 基 本 矛 盾 进 行 了 深 刻 而 独 到 的 反 映
,

它 讴 歌 了 民 主 自 由 理 想 和 先 进 的 社 会 力 量

,

是 时 代

的 最 强 音

。

他 曾 把 自 己 比 作 雄 劲 的 苍 鹰

,

自 由 而 不 可 驯 服

,

按 自 己 的 意 志 自 由 地 歌 唱

:

苍 鹰 在 附 近 飞 翔 着

,

他 斥 责 我

,

怪 我 不 该 饶 舌 和 游 荡

。

我 也 一 点 没 有 被 驯 服

,

我 也 是 不 可 解 说 的

,

我 在 世 界 的 屋 脊 上 发 出 我 的 粗 野 的 呼 声

。

— 楚图南译
《 草 叶 集

·

自 由 之 歌 》

这
`
呼
在 世 界 的 屋 脊 上 发 出

“

的

”

粗 野 呼 声

,

和 郭 沫 若 的 在 地 球 边 上 放 号 何 其 相 似
王
在 《斧 头 之

歌 》中
,

惠 特 曼 从 正 面 歌 颂 民 主 理 想

。

他 充 满 热 情 地 塑 造 了 一 座

“

全 世 界 最 伟 大 的 城 池

” ,

在 这 座

城 池 里

, “

没 有 奴 隶

,

也 没 有 奴 隶 的 主 人

” ,

那 里 公 民 总 是 头 脑 和 理 想

,

总 统

、

市 长

,

州 长 只 是

“

有

报 酬 的 雇 用 人

” 。

诗 人 在
《给 一 个 遭 到 挫 败 的 欧 洲 革 命 者 》中 宣 称

: “

我 是 誓 为 全 世 界 无 畏 的 叛 逆

者 进 行 歌 唱 的 诗 人

。 ”

他 以 始 终 一 贯 的 嚎 亮 声 音

,

以 勇 敢 不 屈 的 斗 争 精 神 来 讴 歌 进 步 的 社 会 理

想

。

如 果 说

,

彻 底 地 否
走 奴 隶 制 度 是

《草 叶 集 》时 代 的 基 本 特 征
,

那 么 彻 底 地 反 帝 反 封 建 则 是

《女 神 》时 代 的 基 本 特 征
。

《草 叶 集 》是 一 首 奏 出 了 19 世纪美国人民的心声
,

描 绘 出 了

“

伟 大 的 亚

美 利 加 形 象

、

豪 迈 雄 浑 的 交 响 乐 章

” ; 《 女 神 》就 好 比 是 一 首 表 现 了
“

五 四

”

汹 涌 澎 湃 的 时 代 洪 流

、

呼 唤 着 从 烈 火 中 新 生 的 祖 国

、

奇 丽 壮 美 的 交 响 乐 章

。

它 们 的 主 旋 律 都 是 诗 人 站 在 本 时 代 之 前

列

,

向 新 时 代 瞩 目 的 社 会 理 想

。

不 同 的 是

,

《女 神 ))8 勺主旋律 已经不仅仅是《草 叶 集 》中 的 自 由 资

本 主 义 时 期 资 产 阶 级 的 民 主 理 想 了
。

而 是 民 主 主 义 思 想 和 初 步 的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结 合 的 社 会 理

想

,

它 表 现 了 一 个 新 的 时 代 中 社 会 前 进 的 动 向

,

显 示 了 更 强 大 的 生 命 力

,

更 为 崇 高 的 美

。

鲜 明

、

突 出 的

“

自 我

”

抒 情 形 象

,

在 《 草 叶 集 》和 《女 神 》中 比 比 皆 是
。

如 《 自 由 之 歌 》中 宣 称
:

“

我 赞 美 我 自
己

,

歌 唱 我 自
己

。 ” “

互 尔 特

·

惠 特 曼

,

一 个 宇 宙

,

曼 哈 屯 的 儿 子

。 ”
惠 特 曼

“

怀 着 不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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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束 缚 着 他 的 旧 观 念 的 栓 桔 下 解 放 出 来

,

感 到 海 阔 天 空

,

独 往 独 来

,

雄 视 一 切

。

《大

路 之 歌 》这 样 唱 道
: “

东 边 和 西 边 属 于 我 自 己
,

北 边 和 南 边 也 属 于 我 自
己

。 ”

然 而

,

惠 特 曼 的

“

自

我

”
不 是 一 个 抽 象 的 概 念

,

而 是 代 表 具 有 普 遍 意 义 的 人 生 的 共 同 经 历

,

代 表 一 个 伟 大 民 族 的 成

长

,

反 映 了 他 所 处 的 那 个 特 定 时 代 的 进 步 力 量 的 愿 望

。

正 如 他 在
《 自 由 之 歌 》中 唱 的 一 样

:

无 数 年 代 有 无 尽 的 语 言 流 露
! 我 的 语 言 乃 是 现 代 人 的 一 个 字

, “

全 体

” 。

《 女 神 》
,

更 大 胆 地 表 现 了 对 于

“

自 我
”
的 态 度

。 “

我 是 一 个 偶 像 崇 拜 者

, ” “

赞 美 我 自
己
” , “

崇

拜 我
” , “

我 又 是 一 个 偶 象 破 坏 者

” ; “
我 有 血 总 要 流

,

有 火 总 要 喷
!
’
川
我 的 我 要 爆 了

” 。 “

我

”

是 何 等

的 羡 慕 工 农

, “

想 去 跪 在 他
(指 老 农 ) 的 面前 … … 把 他 脚 上 的 黄 泥 舔 个 干 净

。 ”
在
“

五 四

”

的 诗 坛

上

,

如 此 大 胆 崇 拜

“

自 我

” ,

又 否 定

“

自 我
”

的 诗 人

,

只 有 郭 沫 若

。

新 的 时 代

,

形 成 了 新 的 民 族 特 征

。

《女 神 》中 的 自 我
,

既 是 诗 人 本 身

,

又 不 仅 是 诗 人 本 身

,

他

在
欢
湘 累
》中 这 样 表 白

: “

我 效 法 造 化 底 精 神

,

我 自 由 创 造

,

自 由 地 表 现 我 自 己

,

我 创 造 尊 严 的 山

岳

,

宏 伟 的 海 洋

,

我 创 造 日 月 星 辰

、

我 驰 骋 风 云 雷 雨

,

我 萃 之 虽 仅 限 于 我 一 身

,

放 之 则 可 泛 滥 乎

宇 宙

。 ”

确 切 地 说

,

他 是 一 个 时 代 的 斗 士 的 形 象

,

是

“

五 四
”

时 期 要 求 与 封 建 传 统 决 裂

,

争 取 个 性

解 放

,

争 取 民 族 新 生 的 青 年 群 象 的 个 体 表 现

。

他 吹 响 了 时 代 的 进 军 号 角

,

他 属 于 整 个 时 代

,

是 伟

大 的 中 华 民 族 精 神 的 化 身

。

这 个

“

自 我
”

是 民 族 精 神 的
“

大 我

” 、

比 起 惠 特 曼 的
《草 叶 集 》中 的

“

自

我

”

来

,

激 情 更 饱 满

,

形 象 更 高 大

,

崇 高 美 的 艺 术 效 果 显 得 更 为 强 烈

。

《 女 神 》继 承 和 发 展 了 我 国

古 代 诗 词 和 西 方 诗 歌 的 崇 高 美
,

也 正 因 为 如 此

,

它 才 能 以 巨 大 的 艺 术 形 象 的 力 量

,

独 步 中 国 现

代 诗 坛

。

《女 神 》崇 高 美 的 意 境

《女 神 》不 仅 具 有 崇 高 美
,

从 艺 术 构 思 的 角 度 来 看

,

它 还 创 造 了 崇 高 美 的 意 境

。

所 谓 意 境

,

即

意 中 之 境

,

它 是

“

指 作 考 的 主 观 情 意 与 客 观 物 境 相 互 交 融 而 形 成 的 艺 术 境 界

’ ,
@

,

是 时 代 特 征 与

个 性 特 征 的 结 晶 体

。

《女 神 》中
,

时 代 精 神 的 崇 高 美 和 奇 特

、

巨 大 的 艺 术 形 象 血 肉 般 地 结 合 在 一 起 了

,

从 而 形 成

了 一 种 情 景 交 融 的 崇 高 美 的 意 境

。

读 者 读 着
《 女 神 》的 诗 篇

,

尤 其 是 读
《女 神 》第 二 辑 的 诗 篇

,

就

会 不 知 不 觉 地 进 入 了 这 样 一 种 境 界

: “

高 耸 而 下 垂 威 胁 着 人 的 断 岩

,

天 边 层 层 堆 叠 的 乌 云 里 面

挟 着 闪 电 在 雷 鸣

,

火 山 在 狂 暴 肆 虐 之 中

,

咫 风 带 着 它 摧 毁 了 的 荒 墟

,

无 边 无 界 的 海 洋

,

怒 涛 狂 啸

着

,

一 个 洪 流 的 高 瀑

,

诸 如 此 类 的 景 象

。 ’ ,。
你 将 会 为 它 奇 特 而 巨 大 的 形 象

,

无 边 的 天 宇 的 背 景

和 伟 大 的 心 胸 所 组 成 的 画 面 折 服

,

心 灵 受 着 强 烈 的 震 撼

。

正 如 朱 光 潜 所 说 的 那 样

: “

第 一 步 是

惊

,

第 二 步 是 喜

;
第 一 步 因 物 的 伟 大 而 有 意 无 意 地 见 出 自 己 的 渺 小

,

第 二 步 因 物 的 伟 大 而 有 意

无 意 地 幻 觉 到 自 己 的 伟 大

。 ’ ,L
你 不 能 不 因 为 读 了 《女 神 》而 产 生 一 种 崇 高 的 美 感

。

李 泽 厚 在
《论 崇 高 与 滑 稽 》一 文 中 曾 说

: “

崇 高 的 根 源 产 生 在 人 类 社 会 生 活 的 客 观 实 践 和 斗

争 中

, ”

他 接 着 又 说

: “

崇 高 正 是 在 与 各 种 严 重 的 敌 人

,

与 困 难

、

凶 恶

、

灾 祸

、

苦 难

、

挫 折 的 斗 争 中

,

才 光 芒 四 射 的

。

” 女 神 》为 什 么 如 此 有 威 力
,

如 此 崇 高
?原 因 就 是 因 为 伟 大 的

“

五 四

”

时 代 精 神 造

就 了
《 女 神 》的 崇 高 美

,

而 独 特

、

出 色 的 艺 术 形 象 又 使 反 映 这 一 先 进

、

奋 发 的 时 代 精 神 产 生 了 无

比 威 力

,

在 艺 术 上 达 到 了 一 种 较 高 的 境 界

,

形 成 了 崇 高 美 的 意 境

。

飞

诗 的 意 境 的 创 造

,

是 抒 情 诗 的 目 标 和 理 想

,

也 是 一 种 特 有 的 艺 术 典 型 形 态

。

中 国 古 老 的 美

学 思 想 认 为

,

艺 术 意 境 是 由 主 观 的

“

情

”

与

“

理

”
(意 )和 客观 的

“
形
”

与

“

神

”
(境 )这 两 对 美 学 范 畴

组 合 而 成 的
。

它 们 的 关 系

,

诚 如 刘 腮 的 《文 心 雕 龙
·

神 思
》中 所 述

: “

神 用 象 通

,

情 变 所 孕

;
物 以 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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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以 理 应

。 ”

是 一 种 互 相 渗 透

,

互 相 制 约 的 关 系

。

应 当 指 出

,

对 于 诗 来 说

,

抒 情 是 首 要 的

。

郭

沫 若 曾 鲜 明 地 提 出

: “

诗 的 本 职 专 在 抒 情

。 ’ ,
0 “
诗 的 创 造 贵 在 自 然 流 露

’ ,L
这 就 是 郭 沫 若 认 为 诗

是 诗 人 心 中
“

诗 意 诗 境

”

的 自 然 流 露 的 创 作 主 张

。

郭 沫 若 在 给 宗 白 华 的 信 中 曾 说

: “

我 想 诗 人 底

心 境 譬 如 一 湾 清 澄 的 海 水

,

没 有 风 的 时 候

,

便 静 止 着 如 象 一 张 明 镜

,

宇 宙 万 汇 底 印 象 都 涵 映 着

在 里 面

,

一 有 风 的 时 候

,

便 要 翻 波 涌 浪 起 来

,

宇 宙 万 汇 底 印 象 都 活 动 着 在 里 面

。

这 风 便 是 所 谓 直

觉

、

灵 感
(I sn iP ar it on )

,

这 起 了 的 波 浪 便 是 高 涨 着 的 情 调

。

这 活 动 着 印 象 便 是 祖 徕 着 的 想 象

。

这

些 东 西

,

我 想 来 便 是 诗 底 本 体

,

只 要 把 他 写 了 出 来 的 时 候

,

他 就 体 相 兼 备

。 ”

这

“

宇 宙 万 汇 底 印

象

”

就 是 自 然 和 社 会 的 客 观 世 界

,

客 观 世 界 是 诗 人 心 中 诗 意 诗 境 的 源 泉

,

心 境 中 的 诗 意 都 是 客

观 世 界 在 诗 人 心 中 的 印 象

。

时 代 浪 潮 的 激 荡 和 先 进 思 想 的 照 耀

。

使 诗 人 心 中 的

“

诗 意 诗 境

”
随 着 时 代 斗 争 风 云

“

翻 波 涌

浪 起 来

” , “

生 底 颤 动

,

灵 底 喊 叫

’ ,L
便 是 社 会 客 观 的 现 实 生 活 在 诗 人 心 中 奔 腾 呼 啸 的 回 响

。

当 着

“

五 四
”

运 动 爆 发 的 时 候

,

远 在 日 本 求 学 的 郭 沫 若

, “

念 的 是 西 洋 书

,

受 的 是 东 洋 气

” 。

伟

大 的

“

五 四

”

运 动 的 时 代 精 神

、

先 进 的 民 主 主 义 思 想 使 得 郭 沫 若 找 到 了 个 人 的 郁 积

、

民 族 的 郁 积

的 喷 发
口

,

他 的 炽 热 的 激 情 便 象 火 山 一 样 爆 发 出 来 了

,

而 巨 大 的 艺 术 形 象

、

奇 特 的 想 象 和 夸 张

的 艺 术 手 法 又 为 他 提 供 了 非 凡 的 表 现 形 式

, “

情

” 、 “

理

” 、 “

形

” 、 “

神

”
四 者 水 乳 交 融

,

气 势 磅 礴

,

让

人 出 神 入 化 地 体 会 到

“

象 外 之 象

,

景 外 之 景

” 。

这 就 是 郭 沫 若 诗 歌 艺 术 风 格 的 一 个 最 显 著 的 特 征

— 崇高美的意境
。

《女 神 》的 崇 高 美 的 意 境 的 形 成
,

标 志 着 郭 沫 若 前 期 的 独 特 的 创 作 见 解

、

艺 术 风 格 的 形 成

。

朗 吉 弩 斯 曾 经 将 崇 高 风 格 的 五 个 方 面 归 纳 为

:

掌 握 伟 大 思 想 的 能 力

;
强 烈 的 深 厚 的 热 情

;
修 辞

格 的 妥 当 运 用
;
高 尚 的 文 辞

;
庄 严 的 生 动 的 布 局

。

所 有 这 些

,

《 女 神 》都 有 很 出 色 的 表 现
。

正 因 为

如 此

,

郭 沫 若 能 够 在 半 个 多 世 纪 以 前

,

大 笔 横 空

,

以 雄 视 千 古 的 姿 态

,

对 新 中 国 的 建 立 作 了 科 学

的 预 言 和 充 满 热 情 的 讴 歌

,

振 聋 发 馈

,

使 一 代 青 年 猛 然 惊 醒

,

魄 动 神 飞

。

如 果 说

, “

崇 高 就 是 一 个

伟 大 心 灵 的 回 声
! ”
那 么

,

我 们 就 能 够 说

,

《女 神 》是 中 华 民 族 在 一 个 伟 大 时 代 的 民 主 和 创 造 精 神

的 回 声 J它 的 崇 高 美
,

不 仅 使 中 国 现 代 诗 坛 增 添 了 奇 光 异 彩

,

而 且

,

它 还 将 在 世 界 诗 坛 上 流 芳 千

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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