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摭议
“

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
”

蒋 霞

（ 常 州 市第三中 学 ，
江苏 常 州 ２ １３０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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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橡树 》作为朦胧诗的代

表作 ， 以其奔放热情 的表达和

鲜 明 的价值倾向 ，受到几代读

者的喜爱 ， 被选人多个版本的

中学教材 。 在教学 中 ，
这首诗

值得挖掘 的地方有很多 ， 当然

引起的争议也不少 ，
这也许就

是经典的魅力之所在 。 为探讨

需要
，
节选诗歌内容如下 ：

每一阵风过 ，

我们都互相致 意 ，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 的言语。

你 有你 的铜枝铁干 ，

像刀 ，像剑 ，

也像戟 ；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 ，

像沉重的叹息 ，

又像英 勇 的 火炬 。

诗中 ，橡树象征男性 的 阳

刚气概 ，

“

像 刀 ， 像剑 ，
也像戟

”

意在突显男 子伟岸挺拔、坚毅

有力 、冷峻硬朗 的特性 ， 比喻贴

切形神兼备。 与之对 比 ， 木棉
“

红硕的 花朵
”

表现女性 的柔

美娇艳 ，

“

像英勇 的火炬
”

突显

女性 的热情英姿 ， 比喻突 出神

似 ，使女性形象更立体。 但
“

像

沉重的叹息
”

，该怎么理解 ？ 这

虽然只是诗 中 的
一个小点 ， 却

不容回避 ，
它直接关系到诗人

对新时期 女性形象特点 的定

位 ，关系到对作者积极讴歌的

独立平等爱情观的理解。 可惜

的是
，
在一些教学参考资料中 ，

对这句诗要么避而不谈 ，要么

大而化之 ，
要么简单地理解为

比喻 ，至 于原因效果没有进一

步阐释。 下面 ，
我从修辞 的角

度 ，剖析这句话的 内涵 ，
不求定

论
，
望方家指正 。

是通感吗 ？ 通感就是把不

同感官 的感觉沟通起来 ，借联

想引起感觉转移 ，

“

以感觉写感

觉
”

，就是在文学创作中使各种

感觉器官互相沟通 ，使意象的

呈现更为活泼 、新奇 ，从而突破

语言 的局 限 ， 丰富表情达意 的

审美情趣 ，使
“
一种感觉超越 了

本身 的局限而领会到属于另
一

种感觉 的 印象
”

（ 钱锺 书 语 ） 。

朱 自 清 《荷塘月 色》 中
“

微风过

处
，
送来缕缕清香 ，仿佛远处髙

楼上渺茫 的 歌声 似 的
”

，

“

清

香
”

本来是属于嗅觉的 ，作者却

将它转化成听觉上的
“

渺茫 的

歌声
”

， 令人产生若有似无 、清

淡幽香、沁人心脾等感受 ，其间

感觉的转移伴 随着想象的跳

跃。 《致 橡树 》 中
“

红 硕 的花

朵
”

是木棉花给人的视觉 印象 ，

色泽红艳 ，外形硕大 ，显然体现

着具有新时代审美气质的女性

形象 ，

一

改以往柔弱娇小的姿

态 。

“

叹息
”

是听觉感受 ，

“

沉

重
”

是心理感受 ， 如此看来 ，把

这句话理解为通感也说得过

去 。 那 么 问 题 来 了
， 何 以 把

“

形
”

转换成
“

声
”

？ 关键是在

这首诗 中 这些感 觉的互相 沟

通 、交错 、转换能不能突显诗歌

中新时期新女性 的形象特征 ，

又是何种形象 ， 能不能提升诗

歌的 审美效果？ 笔者认为 ，作

者通过联想把视觉形象转换成

听觉形象 ， 突破木棉花的外在

特征 ，
进入到审美层面 ，绘形绘

声 ，表现出 新时代女性丰富 的

内心世界和情绪内 涵 ， 即 在社

会转 型期对 自 我 身份的再定

位 ，表现出庄重严正的心理。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句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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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 ，下文节选舒婷的
一篇散

文 《都是木棉惹 的祸 》 中 的
一

段话来解释 ：
木棉在南方是旺

族 ，分布很广 ，
不记得是哪个城

市还 选 了 她 做
“

市 树
”

。 用

“

她
”

字 称呼 ， 是我 的感觉 ， 仿

佛 木 棉 花 有 几 分 女 性 化

吧 ？
… …黄叶刚刚学会沧 桑 ，

有如风中 翻动的脸 ， 饱满肥硕

的花苞不知何时已缀满枝头 。

忽然
“

噗
”
一声 ， 凌空落下香魂

一

缕 ， 自 绝 于眼前。 抬头发现

无数嫣红飞禽 ，翕翼扑动 ， 似要

冲天而起。 它们远扬的渴望最

终遗下猩红遍地。
……木棉 的

身躯笔直伟岸 ，花开灼灼 ，让人

联想到热血沸腾的戎兵征将。

从前有篇课文里 ，赞美她是
“

英

雄树
”

。 我 的语文老师在讲解

时
，
不合时宜地发挥个人观点 ，

说木棉外强中干 ， 风必摧之 ； 又

说其资质毫无实用价值 ， 既做

不了好木料 ，
甚至不能 当柴火。

（ 摘 自 《 真水 无香 》 ， 作 家 出 版

社 ２００７ 年版 ）

可以看 出 ，作者对木棉 可

谓一往情深。

“ ‘

噗
’
一

声……

猩红遍地
”

从中我们似乎有所

发现 ，原来木棉 花凋零落地 的

声音
“

像沉重 的叹息
”

，将凋落

之声人格化 ， 赋予 自 然界 的声

音以人的生命气息 ， 这是拟人

的手法 。

“

木棉 的身躯笔直伟

岸 ，
花开灼灼 ，让人联想到热血

沸腾的戎兵征将
”

，作者认为木

棉既有女性化色彩 ， 也具阳 刚

高大的形象特征 。

“

沉重 的叹

息
”

一句略显悲感 ，
强化了新时

期女性追求 自 由平等 自 尊的慷

慨悲壮情怀 。

那是不是 比喻 ？ 句子 中有

“

像
”

不一定就是 比 喻 。 对 于

这句诗 ，
我们试着从本体和喻

体两方面来分析 ，

“

红 硕 的花

朵
”

是本体 ，

“

沉重 的 叹息
”

是

喻体 ， 本体和喻体要有本质 的

不同 ， 且在形或神方面有相似

点才能构成比喻。 如果依据舒

婷在 《都是木棉惹 的 祸 》
一

文

中 的对木 棉的描写 ，
由 于两者

都是描写 声音 ，
在这里不能构

成比喻 ，
只能算是比较。

如果仅凭原文
“

我有我红

硕 的花朵 ，像沉重的 叹息
”

， 认

定本体是
“

花朵
”

，
喻体是

“

叹

息
”

能不能认为是比喻 呢 ？ 如

此 ，笔者认为这是比喻 ， 属于比

喻中的虚喻 ， 即 以虚喻实 ，
把具

体的事物喻为抽象的存在 ， 使

实在可感的本体过渡到主观虚

幻 的喻体 ， 通过抽象的喻体激

发读者 的想象 ， 让读者充分调

动 自 己 的知 识储备和 艺术感

知 ， 透过无形 的喻体把握本体

之神 。

虚喻 的 喻体 具有极强 的

“

不确定性
”

，

“

空 白处
”

需要读

者在审美 阅读过程中加以确定

和填补 ， 也就是形象的 再创造

过程
，
这 就是接受美学所说的

“

召唤结构
”

，从而使文本寓意

有 了朦胧性 ， 形 成了 独特的语

言张力 之美 。 以 虚 喻实 的手

法
，
在文学作品中不常见 ，

出现

便很难 得。 如 钱锺 书 在 《 围

城 》 中对唐晓芙的 出场描写使

用 虚喻 就非 常精 彩 ， 其 中 有 ：

“

她 （ 唐小姐 ） 眼 睛并不 顶大 ，

可是灵活温柔 ， 反衬得许多女

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

话 ， 大而无当 。

”

这就是典型 的

以虚喻实 ，
以政治家大而无当

的大话空话喻大 而无神 的 眼

睛 ，反衬唐晓芙眼睛不大却灵

活温柔 。 在 《致橡树 》 中 ， 以抽

象的
“

沉重 的叹 息
”

喻实在 的
“

红硕 的花朵
”

， 虚 实相 生 ， 诗

人的想象能力是绝妙的 ，

“

红硕

的花朵
”

不就是一个大大的感

叹号么 ！ 叹息女性追求个性 自

由 、平等人格、独立 自 尊的沉重

不易 ， 表现 出现代女性 自 我觉

醒和对命运的不屈抗争 。 这个

以虚喻实的手法 ，化有形为无

形
，化无声为有声 ， 化无趣为有

情 ，写 出新时期女性温婉却不

失大气坚軔 、深沉博大的特点 〇

再者 ，
这种虚喻的方式 ，也契合

了朦胧诗的特质 。 朦胧诗高扬

主体意识 ，用意象化方式追求

主观现实而摒弃客观再现 ，其

形象的描述新颖奇特 ， 为读者

提供了全新的 审美视角 ， 凸显

诗歌本身蕴涵的情感。

最后 ， 为了 更好地理解这

句诗 ，我们必须 回到 《致橡树 》

诞生 的历 史语 境 中 。 《 致橡

树》 创 作 于 １９７７ 年 ， 发 表于

１ ９７９ 年 ， 从时间上来看正处于

敏感的社会转型 时期 ， 在文革

末期能如此坦诚地歌唱平等 、

自 由 、 自主的理想爱情 ，实为可

贵 。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 《致橡

树》不完全是描写爱情 ，更像是

宣示 一种爱情理念和人文情

怀 。 作者 和所有青年人
一

样 ，

在曾经的疯狂岁 月 里 ， 有过徘

徊迷茫 ，
需要从困惑 中走 出来 ，

重新审视人格价值 。 舒婷 以女

性特有的敏感 、细腻 、真挚的视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 高中 ２０２０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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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亭集序 》里的
“

三个
”

王羲之

温 南江

（ 重庆市荣 昌 中 学校 ，重庆 ４０２４６０
）

摘 要 ：从《 兰亭集序 》看王羲之其人 ， 我看到 了 三个不一样的王羲之。

一是生活里的王羲之逍遥

自 在 ， 因人际和谐、景 色优美 、 情趣雅致而 乐在其 中 。 二是玄 想时的王羲之机智无比 ，
看 穿 了 当 下 的快

乐 ，发现其背后是生命的无情流逝 ；
又从

“

情随事迁
”

推演 出
“

情随命迁
”

的残酷现实 。 三是本真的王羲

之身处绝望之境 ，在情感上有不能承受之痛 ，在认识上有无能为 力之感 ，
甚而对整个人类历 史都充 满 了

绝望 ：
人不能真正认识 自 己 。

关键词 ： 《兰亭集序 》
；
王羲之

；
生命意识

；
觉醒

；
深度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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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亭集序 》 在文学史上

是脍炙人 口 的名篇 ，

一个重要

的原因是此文表现了
一个立体

的 王羲之 ， 以及通过他反 映了

那个时代士人的精神 面貌 、审

美情趣和深邃哲思 。

一

、生 活 里 的 王 義之
一一

享受当下的快乐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 三

日
，
王羲之与 当时 的名士们在

会稽山 阴 的兰亭宴集 ，
欢笑盈

耳
， 心情畅快 ，文章说

“

信可乐

也
”

。 那么 ，

“

乐
”

从何来 ？

第
一个原因是和谐的人际

关系 。 王羲之说此次宴饮
“

群

贤毕至 ，少长咸集
”

。 细细体会

这八个字 ，透露 出几分欣喜与

得意 ：
这么多的贤士齐聚一处 ，

当 中 就有谢安 、 谢万 、 孙 绰等

人
，他们都是名 噪

一时的人物 ；

也有王凝之 、 王徽之 、王献之等

年轻
一

辈 ，他们是王羲之的儿

子。 由此看来 ，
这次宴集 既有

家人间 的脉脉温情 ，
也有 朋友

间的深情厚谊 ， 岂不美哉乐哉 。

“

乃携 齐契 ， 散怀一丘
”

，大有
“

舞雩 之乐
”

的 感觉。 王羲之

也确实把此次宴集看成 自 己 的
“

舞雩之乐
”

， 在兰 亭诗 中 有
“

欣此暮春 ，
和气载柔。 咏彼舞

角 ，
借助意象群 ， 酝酿 出无限的

审美空间 。

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作 ， 《致

橡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热情

直接的情感表达感染了几代人 ，

喊出 了新时期女性鲜 明 的
“

爱

情宣言
”

，直至今 日仍然具有值

得肯定的时代价值。 无论如何 ，

其无法脱离时代的局限性 ，无法

摆脱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诗人极具跳跃性的表达 ，源 自语

言表达效果的有限性、历史性与

情感世界的无限性、开放性的矛

盾。 于读者而言 ，意象是打开诗

人情感世界的密码 ； 于作者 而

言
，
意象是诗人的情感隐语。 本

诗借助
“

沉重的叹息
”

这一意象

来实现作者难以言表的情感诉

求。 总而言之 ， 从这
一

句诗 出

发 ，我们略知作者委婉表达的动

机 ，全诗除了表达对独立、平等 、

心心相印的理想爱情的憧憬 ，还

有
一丝无伤大体的沉重悲壮的

情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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