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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诗人让一阿尔蒂尔
·

兰波

江 伙 生

让一阿尔蒂尔
.

兰波
,

是在 上 一 代 浪

漫主义诗风薰陶下成长起来的一 个 神 童 娇

子
,

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运动中的一颗璀璨

明星
。

他的一生是短促的
,

前后只可以追寻

到三十七年的生活足迹
,
他的文学生涯更是

转瞬即逝的
,

一共只有六年的光景
。

但是
,

他那独具慧眼的诗歌理论和令人耳目一新的

诗歌实践
,

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座五光十色

的丰碑
。

他的那封《致保尔
。

德麦尼的信 )),

被誉为
“

通灵者的
`

天书
, ” ;

他的那首 《彩色

十四行诗

— 元音》 ,

被看着是象征派诗歌运

动的奠基石
,

是实践
“

声
、

色
、

味
”

交感理论

的光辉典范 , 而他的那叶《迷醉的小舟 》 ,

曾

载着象征派的浪子们遨游于天涯
,

漂浮于海

角
,

成为象征派诗歌总集中的佼佼模本
。

不管兰波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

还是一

个飘忽不定的典型
,

他的一生都带有悲剧性

的色彩
。

诗人于 18 5 4年 10 月 29 日出生在法国

东北部的小城查尔维尔
,

父亲是一个长期服

役在外的下级军官
,

不管子女的教育
,

母亲

则是一个生性孤僻的女人
,

对孩子们的管束

又过于严厉
。

从小不被家庭理解
,

养成了诗

人遇事不驯的心理
,
父母感情不和

,

在他幼

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创伤
。

他后来在一篇回忆

儿时生活的文章中说过
: ,’’ 双亲啊

,

你们给我

留下了不幸
,

也给你们 自己造成了痛苦!
”

①

1 8 6 5年 10 月
,

诗人进入查 尔维尔中学念书
,

很快便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诗才
。

1 8 6 9年
,

在刚满 15 岁的时候
,

他就在全校拉丁文赛诗

会上获得过引人注 目的头奖
。

随后
,

在查尔

维尔中学文科班进步教师乔治
·

伊桑巴尔的

鼓励和指教下
,

他不仅拼命地练习写诗
,

而

且以笔作武器
,

咒富哀贫
。

他 15 岁时的法文

诗《孤儿的新年礼物 》 ,
质问了圣诞老人的不

公
:

穷人的孩子为什么两手空空 ?I 他在 16 岁

时写的《惊慌的孩子》中说
: “

可怜啊
,

五个双

膝着地的小孩 ! /双眼直楞楞地盯着
,

/面包

师手中滚圆的大面包
。 ”

在 18 7 0一 18 7 1年这个

使法国人民不安的时代里
,

诗人曾多次往返

于 巴黎和家乡之间
。

普法战争的炮声
,

巴黎

公社的呐喊
,

国民 自卫军的浴血奋战
,

都给

诗人的心灵以极大的震动
。

他这一时期的诗

作
,

猛烈地抨击了拿破仑第三的小朝廷 ((( 罪

恶 )))
,

礼赞了在抗战中牺牲了的英灵 ((( 沉睡

在荒山里的人 )))
,

痛斥了反动教会和资产阶

级 ((( 惩办达尔杜弗》
、

《正确的人 》 )
。

兰波十

六
、

七岁时的诗作
,

表现了一个血性方刚的

年轻诗人跃跃欲试的战斗激情
。

但是不久
,

巴黎公社的战士倒在了血泊

里
,

凡尔赛的刽子手们又横行于十里长街
。

失望和不满把诗人推向了极端
,

他立志要和

现实里的一切作彻底决裂
,

首先从
“

革新
”

诗

歌入手
。

他在 18 7 1年 5 月 13 日给他的老师伊

桑 巴尔的信 中说
: “

只要我能创造的
,

不管是

愚蠢的
,

雄凝的
,

还是恶魔的
,

我将在言论

和行动上去努力实践之厂事隔两天
,

他在 5

月 15 日给好友德麦尼的信中则进 一 步 发 挥

说
: “

诗人才是真正的偷盗天火的巨人
。 ” “

在

这里
,

诗人要有坚强的信念和超人的勇气
,

在这里
,

诗人应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病人
,

最狂妄的罪犯
,

最不幸的落魄者—
同时却

也是最精深的博学之士— 因为他进入了未

知的领域 !
”

他要求诗的语言
“

应当是灵魂与

灵魂的交谈
,

它综合一切
,

芬芳
,

声音
,

颜

1 1 1



色
,

思想与思想的交错
。 ”

自古以来
,

关于诗

歌和诗人的著名论断
,

俯拾即是
。

如
“

诗歌是

幻想和感情的白热化
”

② , “

诗人有翅膀
,

能

飞翔
· ·

一可是他也要有 , 双脚留在 地 上
”

歇
等名言

,

曾在诗坛上传为佳话
.

但是
,

没有

人象兰波那样
,

通过他的诗作
,

创造出
“

染色

听觉
”

的理论
,

提出诗人应是
“

通灵者
”

的主

张
。

他强调诗人应该使 自己具有
“

通灵
”

的本

领
,

但是他未说明该
“

通灵
’

至何方
。

是
’ “

通

灵
”

至过去还是未来? 现实还是虚无 ? 灵魂还

是肉体 ? 可能什么都是
,

什么都不是
。 、

“

通灵

者
” ,

按诗人的意思
,

也许
“

是指那经过了决

定性考验而最终透视一切的人犷他将光辉地

感受万物的动向
,
他将参与造物的意欲

。 ”

④

作为诗人
,

兰波认为诗是
`

通灵者
”

的最高表

现形式
。

为达到
叮

通灵
’

的境界
,

诗人可以是
“

严重的病人
撅 、 `

狂妄的罪犯
” 、 “

不幸的落魄

者
” 。

很明显
,

诗人的这种以邪抚恶
,

以颓唐

抗腐朽
,

以猎奇抗陈规的主张和做法是不足

效仿的
。

但是他追求
`

染色听觉
” ,

探索
`

感

官错位
” ,

主张
: “

把昏眩的感觉给固定下来
” ,

倡导
“

记录不可表达的事物
” ,

这无疑引起了

法国诗坛的第二次
“

战栗
” 。

⑤他的那首《彩色

十四行诗— 元音》
,

历来是法国乃至世界诗

坛上聚讼纷纭的对象
。

原诗说
:

被天体和天使们划破的寂静
,

她眼睛里发出的紫色的柔光 ! ⑥

黑 A 白 E 红 I 绿 U 兰 O
,

母音们
,

` 我几天也说不完你们神秘的出身
:

人是围绕着恶臭的垃圾嗡嗡叫的

苍绳身上的黑绒绒的紧身衣 ;

E 是燕汽和帐篷的洁白
,

高傲的冰烽
,

白色的光线
,

伞形花微徽的颤动 ;

I 是咳 出的鲜红的血
,

怒火中烧

或深自忏悔时美丽双唇的笑 ,

U 是涟漪
,

绿海的神奇的颤动
,

放牧着牛羊的草原上的安宁
,

炼金术李者额上的皱纹的安详 ;

0 是号角的刺耳的奇怪的响声
,

表面看来f 这首诗布奇特而不解
,

但是如

果想到
,

在一八八五年
,

、

据一位著名的眼科

医生的研究
,

牛津大学的学生 中竟有五百二

十六人把声音染成颜色
,

同时反过来又使色

彩带上声音
,

而且他们众口 一词地断定
,

棕

色的声音象长号
,

绿色的声音象猎人的号角
,

—
也许兰波的这首十四行诗也有某些精神

病学的基础
。

不应该忘记人类幻想的无限性
。

人类的幻想创造出了许多远比这首 《彩色十

四行诗》要奇特得多的东西
。 ”

⑦《元音 》 写于

1 87 1年夏初
, 牛津大学学生们的放浪行为要

晚十多年
,

是后者受了前者的启迪
,

还是他

们
`

心有灵犀一点通
”

? 人们莫衷一是
。

但是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
一

他们都企望给声音染

上色彩
,

给色彩配上声音
,

让音形于色
,

让

色在音中活跃起来
。

特别是兰波
,

他要实现

的是让你一面读诗
, “

一面想象色彩
、

气味
、

声音
、

感觉
,

— 非常鲜明地想象这一切
,

在一首诗中体味许多活的形象
。 ”

⑧正如波德

莱尔在象征诗《 自然界 》里赞美兰波时所说的

那样
: “

所有一切色泽
、

气味
、

声 音 同 时 俱

来
。 ”

我们姑且不论诗人是否真正成为了
“

通

灵人
” ,

但是《彩色十四行诗— 元音》 对于

诗人的同伴们无疑
“

是一种启示之类的东西
,

它成了他们的艺术理论的基石
。 ’

⑨难怪这 首

诗一间世
,

就被象征主义者们奉为楷模
,

称

之为与他们为伍的第一部启示录
。

诗人在散文诗 《地狱里的一季
·

语言的

炼金术》中曾说
: “

我深信一切迷人的奇迹
。 ”

“

唯我独知
。

我的一桩疯狂行为的历史
。 ”

一

语道破了兰波在诗歌创作中的神秘感和浪漫

主义的倾向
。

原来
,

他要用
“

推理
”

和
“

错乱
”

造成
“

通灵
” ,

让诗作表现认识了的
“

自我
” ,

让语言
“

从什么角度来理解都行
” ,

让时间
、

空间观念在象征的激情中消失殆尽
。

他的那

叶《迷醉的小舟 》 ( 1 87 1) 被公认为是象征主义

诗歌的代表作
。

全诗二十五节
,

共一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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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个摆脱了逻辑思维和失去了感官控制的
“

我
”

在
“

迷醉的小舟
”

上光怪陆离的经历
:

当我在无情的河上顺 流而下
,

突然感到纤夫不再把我牵拉
:

他们被狂叫的红种人钉在 彩柱上
,

赤条条的当作箭靶
。

我啊
,

一只迷失在小海湾长发下 的船
,

被咫风抛向飞鸟绝迹的太空
,

即使汉萨同盟的铁甲舰和帆船
,

也无法打捞我迷醉在水里的龙骨
。

” ” 二

⑧

一叶毫无羁绊的小舟
,

自南美洲的一条

大河顺流而下
,

来到暴风雨大作的海面
` _

匕
。

“

船
”

在怒浪狂涛中飘浮
, “

我
”

在浪尖风 口上

摇荡 ;
船被碧绿的海水

“

浸透
” ,

而
“

我
”

比木

塞还
“

轻
” 。

大海
,

星辰 , 冰川
,

兽群
; 金眼

鸟
,

花巨蟒
,
沉浮有致的尸首

,

水气缭绕的

天幕
。 · ·

一
“

我看见 了人类想象中的情景
” 。

兰波写这首诗时
,

还未曾
.

见过大海
,

但他却

信手拈来
,

思绪不可穷尽
。

全诗在一种神秘

莫测的外围气氛中
,

表现了诗人内心的漫无

目标的漂浮
,

朴朔迷离的感受
,

时间和空间

的浑然一体
,

幻觉与现实的交相辉映
。

诗人

曾经说过
: “

因为我是另外一个人
” ,

⑧
“

然后

我用象征的语言来解释我这些奇异荒诞的意

象
。 ”

L 的确如诗人 自己所披露的那样
:

他的

诗作不乏荒诞
、

颓唐
、

伤感的情调
,

这正表

现了一个失去了感官控制的拓荒者茫然不知

所措的内心世界
。

《迷醉的小舟 》不仅被誉为

象征派诗歌的杰作
,

而且被后来的超现实主

义者们引为知音
。

因为
“

迷醉诗
”

的艺术实践

满足了超现实主义者们的艺术要求
: “

挖掘新

的心灵世界
,

将机运
、

疯狂
、

梦幻
、

错觉
、

偶然灵感或无意识本能等所提供的下意识主

题
,

用形状表现出来
。 ”

L

187 1年夏天
,

兰波在 巴黎结识了象征派

的另一个代表诗人保尔
·

魏尔伦
。

魏尔伦的

一生主要是在酒店和
~

医院里度过的
。

他对兰

波诗才的尝识和推崇
,

大大地鼓舞了诗坛上

这个年轻的后来者
,

而他在生活方式上的颓

唐和变态
,

则既使苦闷中的兰波一拍即合
,

又使兰波时时感到担优
。

他们经过几度分合
,

几度冷热之后
,

兰波终于在 1 8 7 3年夏天立意

和魏尔伦分手了
。

回到家乡后的兰波
,

心情

烦闷
,

思想苦恼
,

陷入沉痛的反省之中
。

他

把 自己的追求
、

探索和失望浓缩在当年 8 月

份完成的散文诗集《地狱里的一季》之中
。

全

诗九个章节
,

分三大部分
,

近两万言
。

在《语

言的炼金术》 一章中
,

.

表达的是诗人在追求
“

一种足以适应各种官能的诗歌语言
” ,

他说
“

近代诗歌和绘画上的所谓名著佳作
,

我都觉

得浅薄可笑
。 ”

但是诗人并没有
“

把昏眩的感

觉给固定下来
” ,

他的
“

感官错位
”

论也不能

自圆其说
。

在《疯癫的淑女》一章中
,

他反省

了自己企图以友情寄寓自己
“

感官错位
”

尝试

的失败
。

最
.

见诗人袒露胸襟的一章是《告别》
。

在这一章中
,

他谴责了自己的软弱
,

剖析了

他与魏尔伦的关系
,

他最不能原谅的是 自己
’

的放纵
: “

我创造过所有的节 日
,
所有的凯旋

,

所有的悲喜剧
。

我尝试过发明新的花
,

新的

星
,

新的肉
,

新的语言
。 · · `

…我终于会嘲笑

过去欺骗式的爱
,

羞 辱 那 些 说 谎 的 配 偶

们
· · 。

…
” “

我终于返回大地
,

有任务要承担
,

有现实要拥抱
,

农夫 !
”

心全诗没有具体事物

的描写和连贯感情的铺陈
,

有的只是各种幻

觉
、

情感的笔录
,

各种动机和意念的外现
.

《地狱里的一季 》是诗人告别诗坛的序曲
,

是

他向过去诀别的
“

忏悔词
” .

他曾自以为是先

贤圣人
,

无羁无绊
,

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
,

但他终于醒悟到
,

他应回到地面上来
,

面对

严酷的现实
,

承担起 自己的责任
。

在 18 7 3年夏天以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
,

诗人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

他先闭门攻读
,

并学习 了意大利文
、

西班牙文
、

阿拉伯文等

多种外国语
,

后来旅游了欧洲许多国家
。

其

间
,

他断断续续地完成了他告别诗坛的那部

晦涩难懂的仪感悟录》
。

全诗长达四十多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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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散文诗体写成
。

人们虽然可以从中捕捉到

诗人对儿时生活的回忆 (((童年》 )
,

对巴黎生活

场景的描述 ((( 支言片语》 ) 和对孤独内心的质

疑 (《人世}))
,

但从总体上看
,

·

《感悟录》并未达

商启迪人生的目的
。

时至今日
,

当人们谈起

这部迷途者的
“

天书
”

的时候
,

仍然是见仁见

智
,

各执一说
。

也难怪
,

21 岁的兰波在完成

这部《感悟录》的时候
,

他自己也并没有完全

感悟过来啊
。

这以后的十多年中
,

当人们在欧
、

亚
、

非等地寻觅到兰波的踪迹的时候
,

他 已完全

变成 了另外一个人
,

诗人兰波早已不复存在

了
。

1 8 7 6一 18 7 7年
,

他参加了荷兰殖民军
,

随军远征到了印度尼西亚的达维亚 (即雅加

达 ) ; 1名7 7一 1 8 8。年
,

他先后在塞浦路斯
、

亚

丁等地和红海沿岸的港口 上 谋 生
, 1 8 81 一

18 9 0年
,

他又在非洲的哈拉尔一带从事勘探
、

经商
,

随后甚至做起了侧卖军火的生意
。

1 8 91

年 6 月 8 日
,

兰波从非洲返回法国
,

因右腿

长毒瘤
,

在马赛住院做了截肢手术
。

当年 n

月 1仓日
,

终因病情恶化
,

逝世于马赛的一所

医院中
。

他的灵枢安葬在查尔维尔城的公墓

里
,

碑揭上简单地写着
: “

让一阿尔蒂尔
.

兰

波
,

卒于 2 5分i年 1 2月 1 0 日
,

享年 3 7岁
。

愿君

为他祈祷
。 ”

从 1 8 6 9 年发表 《孤儿的新年礼物 》 ,

到

1 . 7 4年完成《感悟录》的绝大部分篇章
,

诗人

的诗坛生活仅只五
、

六年的时间
。

他的那些

诗篇
,

`

的确犹如他的那叶《迷醉的小舟 》 ,

飘

忽
、

晃荡
,

令人不可捉摸
。

特别是那些恍惚

迷离的思绪
,

晦涩难解的语言
,

虚无飘渺的

联想
,

不容置疑地表现了诗人的一种颓废沉

沦
、

消极避世的倾向
。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

兰波的诗还是曲折地表现了诗人与资本主义

社会相矛盾的思想内容
,

或多或少地表达 了

诗人对那个病态的社会现实提出的控诉
。

尤

其是诗人在开拓新诗的艺术方法 方 面 的 尝

试
,

更给了后人多方面的启示
。

他曾公开宣

称
: “

我确定了每个子音的形态和动作
,

我渴

望利用天然的节奏
,

迟早可以创造一种适应

各种官能的诗歌语言
·

… 产L他甚至要
“

一个

小歌剧的标题在我们面前就展现出一连串恐

怖的场景
。 ”

L兰波在诗歌创作中绘声于色
,

绘色于形
,

讲究音乐感
,

强调象征
、

隐喻和

极端的凝练
,

从而卓越地继承和发扬了波德

莱尔的
“

声
、

色
、

味
”

重叠交感的艺术主张
,

进一步扩大了诗的领域
,

繁衍了诗歌的表现

力
,

丰富了诗歌的审美情趣
。

闻一多先生在

《诗的格律 》一文中曾说过
: “

诗的实力不独包

括音乐的美 (音节 )
,

绘画的美 (词藻 )
,

并且

还有建筑的美 (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
。 ”

O 兰

波的诗就有融这三位于一体的功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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