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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之国+++波德莱尔-遨游.的主题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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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波德莱尔的作品多以沉重阴郁为基调#但他的诗歌,遨游-却描述了一个可爱的世界#

流露出幸福的感觉#引得不少读者想要对诗人创作时的心理状态一探究竟%运用主题批评法

解构作品表层系统#从视觉$触觉和味觉三方面着眼#重组全诗意象#重构深层系统#可以发现

诗人并非改变风格#也并未扭转内心之颓败#而只是在理想与现实中摇摆而已%

关键词#波德莱尔',遨游-'主题批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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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左百瑶%博士研究生%从事法语语言文学研究'

!

巴什拉尔提出的(意象)与下文将提到的里夏尔的(主题)基本一致%是由不同的(子题)分类并抽象而成'因此巴什拉尔的(意象)

不是文本中某一具体的单一的细节描述%不是本文引言中提及的一般意义上的意象%本文中打引号的(意象)特指巴什拉尔的(意象)

概念'

!!

作为象征主义的先驱%夏尔4皮埃尔4波德

莱尔!

OS+),3Y.3))3U+(93,+.)3

"擅于通过描绘意

象的方式抒发情感'他总能利用丰富而奇特的想

象力%描绘出各种各样的意象%从而创造出一种富

于象征性的意境'他的诗歌如同一幅内容丰富的

画作%画中的每一个元素都被寄予了情感%所有的

元素组合在一起反映出诗人创作时的内心世界'

波德莱尔的诗歌有着极强的(代入感)%因为他所

描绘的意象与人的感官密切相关'他相信人们能

够利用(通感)产生联想%将诗歌中所有与听觉&味

觉&视觉等有关的意象整合起来%达到对作品的完

整&立体&生动的理解'正如日内瓦学派文学评论

家马塞尔4莱蒙!

N+)73,[+

5

R'*9

"所说#(波德

莱尔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作为一个孤独的漫游

者潜入到或美或丑的大街小巷%华屋斗室中%向他

们打开心扉%完成2灵魂的神圣出卖3%达到2包罗

万象的交流3的高度#主体与客体交融无碍')

/

#

0

FG

在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中%不少作品

以暗沉为基调%字里行间中充斥着(腐肉)(污水)

(蝙蝠)等黑暗的意象%给人压抑绝望之感'但其

中的-遨游.一诗却一改其阴暗的风格%以明快的

语言描绘了一幅理想世界的图景'诗人在创作这

首诗歌的时候是怎样的心理状态呢1 本文将利用

主题批评法%解构诗歌表层结构%利用其意象的重

新整合%构建新的深层结构%从而了解诗人创作当

下的内心世界'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首先简

单地介绍作为理论背景的(主题学批评)*在文章

的主题分析部分%我们将利用主题学批评的理论

框架分析波德莱尔的-遨游.一诗'

一%理论框架

主题批评法!或主题学批评法"大约产生于

!"

世纪
K"

年代%它主张将隐藏在作品深处的(主

题)挖掘出来%通过相互联通的主题了解作者创作

当下的心理%进而更好地理解文本'与此前盛行

的结构主义批评法不同%主题学批评法注重对文

本内容而非文本形式的批评%其重要概念(主题)

或(意象)也是基于文本内容的归纳和抽象'主题

学批评的开创者是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加斯东4

巴什拉尔!

M+04'*U+7S3,+)9

"%他率先将(意象)

!

纳入批评的范围%提出(意象)不是零碎的片断%而

是(完整的主题%它汇聚来自不同意义的各种现

象)'巴什拉尔认为(意象)可以回溯言语和想象

的起源%同时又表达(聚集在事物内部的情感空

间)

/

!

0

%具有引导读者重新认识作者内心世界的重

要作用'他的-火的精神分析.-水与梦.-大气与

梦.-土地与意愿之幻想.等代表作将水&火&土&气

看作文学作品中的四大基本元素'这四大元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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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然世界中的元素%而是文学作品中的(意象)'

巴什拉尔的学生让4皮埃尔4里夏尔!

&3+*

Y.3))3[.7S+)9

"继承了他的主题批评原则%致力

于关注文本内容%通过隐藏于文本表面之后的(主

题)研究作者的内心世界'里夏尔对主题批评法

进行了深入和细化%他的批评步骤可以概括为#首

先%从作品的表面内容入手%发现反复出现的子题

!

R'4.-

"%然后按照相近的意义将作品中的子题进

行分类%在此过程中%若干个意义相近的子题抽象

出一个共同义素%即主题!

4SjR3

"*在确定了文本

中的主题之后%一方面分析各个主题与子题的关

系%另一方面将若干主题联系起来%形成作品的深

层网络系统%分析作者的情感世界'里夏尔认为%

抽象的主题以具象的子题为载体%在文本中反复

出现%体现了作者深层的心理活动'在-马拉梅的

想象世界.!

IBL)(-,93(.&

5

()&(9,*,?&%%&9.P

"

的序言中%里夏尔说到%一部作品中的重大主题形

成作品的无形的框架%大概它们能给我们提供打

开内部组织的钥匙*这些主题在作品中最常得到

发挥%以一种可视见%不同寻常的频率反复出现在

作品中%在此处或彼处的重复出现表现一种萦绕

在作者脑际的念头/

!

0

'

子题经过汇编整合后形成不同的主题'在同

一作者的作品中可能会发现同一个主题%也可能

出现多个对立的主题'主题批评学认为相悖的主

题也是辩证的主题%主题学的研究是在悖论中建

立并达到一个平衡的/

@

0

'这一情形在-遨游.一诗

中得到了体现#从视觉&触觉和味觉三个方面着

眼%读者都会发现隐藏于诗句之中的三对矛盾的

主题'因此%我们选择主题学批评法分析-遨游.

的原因有二#首先%主题批评法注重意象的发掘&

分析与重组%而波德莱尔的-遨游.一诗又有着丰

富的来自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的意象'其次%

-遨游.一诗中出现的意象在感官上体现出矛盾对

立的特点%如果不利用主题批评法对其进行重组%

找出统一的主题%对单个意象的分析便是分散的&

凌乱的%对我们探索作者内心情感世界毫无益处'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运用主题学批评法

解析-遨游.一诗%讨论诗中三对互相对立的主题

是怎样达到统一与平衡的'

二%波德莱尔(遨游)的主题分析

-遨游.原诗全文及翻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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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L3,5,3045-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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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遨游

N'*3*-+*4

#

R+0'3()

#

孩子#好妹妹#

6'*

/

3k,+9'(73()

想想多甜美0

=̂+,,3),kVD+02.2)33*03RD,3

0

到那边共同生活%

I.R3)k,'.0.)

#

相爱多逍遥#

I.R3)34R'().)

到白头偕老#

I(

T

+

5

0

b

(.43)3003RD,3

0

在与你相像之国0

_300',3.,0R'(.,,l0

潮湿的光线#

=37307.3,0D)'(.,,l0

幽暗的阴天#

Y'()R'*30

T

).4'*4,307S+)R30

对我心灵魅力多

6.R

5

04l).3(C

像你的邪眼#

=34304)+m4)30

5

3(C

#

神秘又阴险#

U).,,+*4k4)+23)0,3()0,+)R30:

透过泪水在闪烁%

_k

#

4'(4*̂304

b

(̂')9)334D3+(4l

#

那里#只有美$秩序#

_(C3

#

7+,R3342',(

T

4l:

奢华$宁静和乐趣%

=30R3(D,30,(.0+*40

#

家具在闪光#

Y',.0

T

+),30+*0

#

被岁月磨光#

=l7')3)+.3*4*'4)37S+RD)3

'

将装点我们房间'

_30

T

,(0)+)30-,3()0

罕见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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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4,3()0'93()0

将馥郁混杂

I(C2+

/

(3003*43()093,̂+RD)3

#

在龙涎香的清淡'

_30).7S30

T

,+-'*90

#

华丽的屋顶#

_30R.)'.)0

T

)'-'*90

#

深邃的明镜#

_+0

T

,3*93()').3*4+,3

#

东方风格的明艳#

a'(4

5T

+),3)+.4

都避人耳目#

k,̂+R33*037)34

对心灵说出

6+9'(73,+*

/

(3*+4+,3:

故乡的可爱语言%

_k

#

4'(4*̂304

b

(̂')9)334D3+(4l

#

那里#只有美$秩序$

_(C3

#

7+,R3342',(

T

4l:

奢华$宁静和乐趣%

;'.00()7307+*+(C

看那些船

=')R.)7302+.003+(C

沉睡运河畔#

='*4,̂S(R3()3042+

/

+D'*93

'

它们性格爱流浪'

Ô304

T

'()+00'(2.)

正是为成全

a'*R'.*9)39l0.)

你小小心愿#

d(̂.,02.3**3*49(D'(49(R'*93:

它们才来自远方%

_300',3.,07'(7S+*40

&&&夕阳给田地$

[32n43*4,307S+R

T

0

#

运河和城市

_307+*+(C

#

,+2.,,33*4.j)3

#

披上紫红和金黄

=̂S

5

+7.*4S3349̂')

'

这五彩衣服'

_3R'*930̂3*9')4

世界已睡熟#

=+*0(*37S+(93,(R.j)3:

沐浴着火热光芒%

_k

#

4'(4*̂304

b

(̂')9)334D3+(4l

#

那里#只有美$秩序$

_(C3

#

7+,R3342',(

T

4l:

奢华$宁静和乐趣%

整首诗的字里行间都包含着与人的感官+++如视

觉&触觉和味觉+++密切相关的意象'然而%在接

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发现%从每种感觉着眼观察%

都有两个相互对立的主题'我们将通过整合诗歌

中的子题%即意象%具体分析分别存在于视觉&触

觉和味觉中的矛盾主题'

(一)视觉/模糊与明亮

#:

模糊'诗人邀请他的爱人同他一起去一

个只有(美&秩序&奢华&宁静和乐趣)的理想世界%

但这个世界并不像他想象般完美'天空不是明亮

的%而是昏暗的!(潮湿的光线%幽暗的阴天)"'与

雾气混合后的光线变得潮湿&朦胧%给人以迷惑和

消沉的感觉'在雾蒙蒙的天空下%世界是阴暗的&

浑浊的&灰色的'一切都显得模糊而神秘%甚至连

爱人的眼睛%也是神秘莫测的'(像你的邪眼%神

秘又阴险%透过泪水在闪烁)%透露出了一份摇摆

不定的爱%让诗人感到忧愁和痛苦'然而%既然爱

人的眼睛揭露了她的背叛!原文中的
4)+

?

o

4)3

5

3(C

直译为(背叛的眼睛)"%为何眼中会有泪水呢1 是

不是她感到了悔恨%抑或是有难以启齿的秘密呢1

诗人对此不得而知'因此%情人的心思对他而言%

也是模糊的&不明确的'

此外%在华美的房间里%龙涎香的味道时有时

无!

2+

/

(3003*43()093,̂+RD)3

中
2+

/

(3

意为(模

糊的%不明确的)"%那模糊的香味在房间里短暂停

留后很快就消失了%好像幸福一般稍纵即逝'房

间里似乎还回荡着熟悉的乡音%但这乡音也是轻

微和模糊的!

6+9'(73,+*

/

(3*+4+,3

中%

9'(73

有

(轻微%柔和)之意"%也许它并不是通过耳朵感知

到的%而是来自内心深处'

!:

明亮'如果说光线的模糊&天空的昏暗&

龙涎香似有似无的香味和情人飘忽不定的爱意让

#%

左百瑶
!

矛盾之国+++波德莱尔-遨游.的主题批评



人感到失望%那么明亮的事物则给人以希望'诗

中提到的许多房间里的陈设都具有明亮&辉煌的

特点'首先%经过岁月的擦拭%家具明亮光滑%显

得既古朴又华美'而奇花异草的香味又加重了房

间的奢华'(华丽的屋顶)(深邃的明镜)则是(东

方风格的明艳)的重要因素'置身于这样的环境%

谁不感到温暖舒适呢1 在室外%夕阳的余晖笼罩

着田地%大地一片金光灿烂'不光是田地%运河和

城市都(披上了紫红和金黄的外衣)'(紫红)和

(金黄)都属于暖色系%在视觉上给人们热烈&辉煌

的感觉'

通过分析和整合全诗意象%我们发现在视觉

方面存在着一对对立的主题#模糊和明亮'接下

来我们继续分析触觉和味觉上的矛盾的主题'

(二)触觉/寒冷与温暖

#:

寒冷'首先%(潮湿的光线)容易使人感到

寒冷潮湿'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黄昏之时!从

(夕阳)可见已是黄昏"%温度越来越低%即使太阳

还未完全消失%仍会感到阵阵凉意'(幽暗的阴

天)也象征着天气的阴冷'此时%运河上的船只正

要远航%而灰暗的天空似乎预示着风暴%船只未知

的前程使人担忧%甚至恐惧%更加深了寒冷的感

觉'另外%爱人那(神秘又阴险)的(邪眼)使得寒

意更加明显'可以想象%看到这个要与自己共赴

理想世界的女人背叛的眼睛%诗人不觉一股凉意

涌上心头'

!:

温暖'如果说(背叛的双眼)是冷漠的%眼

中的泪水却是温暖的'一方面%这泪水说明情人

对诗人的爱余温尚存'若不是还爱着诗人%眼中

怎么会有泪水呢1 另一方面%这泪水也让诗人回

忆起昔日的温情'也许是为了寻找更多的慰藉%

诗人在他的理想世界中创造了更多温暖的意象#

(古朴的家具)(华丽的屋顶)(深邃的明镜)象征着

东方风格的艳丽和奢华%使置身其中的人感到温

暖'此外%(甜美的乡音)对一个漂泊远方的游子

来说%无疑是心头的一股暖流'因此(乡音)也是

构成(温暖)这一主题的因素之一'除了室内陈

设%一些自然景观也被诗人赋予了温暖的特点#夕

阳的光芒是金色的%给人温暖的感觉'(夕阳给田

地&运河和城市披上紫红和金黄这五彩衣服)就如

同母亲将世界万物拥入怀抱%令人感到温暖&安

祥'就如同诗歌结尾所说#(世界已熟睡%沐浴着

火热光芒')

(三)味觉/苦涩与甜蜜

#:

苦涩'在诗的第一句%诗人叫爱人想象甜

蜜的生活!(好孩子%好妹妹%想想多甜美')"但他

接下来却列举了一系列苦涩的意象#(潮湿的光

线)(幽暗的阴天)(你的邪眼)(泪水)'(潮湿的光

线)和(幽暗的阴天)象征着灰暗和失望%揭示了诗

人内心的苦闷'爱人(背叛的双眼)也与这一苦闷

相呼应%也许这正是诗人感到苦涩的根本原因'

此外%(泪水)的味道也是苦涩的'而爱人流下(泪

水)的原因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所分析的%是因为品

尝到了悔恨的苦涩'

!:

甜蜜'在尝到苦涩的滋味后%诗人创造了

许多甜蜜的意象来平复失望和自我安慰'在这个

甜蜜的世界里%(罕见的鲜花)的馥郁与(龙涎香的

清淡)混杂%使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美丽的花园%空

气中弥漫着花和蜜的香味'此外%故乡的语言也

是甜蜜的%她似乎唤起了童年的美好回忆和故乡

的幸福生活'

此外%自然景观也与(甜蜜)这一主题相照应'

比如#船只(沉睡)在运河畔%世界(熟睡)在火热光

芒之中'相继出现的(沉睡)和(熟睡)两个动词表

现了沉浸于睡眼和甜蜜梦乡的宁静安详#运河里

荡着阵阵清波%如同婴儿的摇篮轻轻晃动'人们

很自然地联想到这样一幅甜蜜画面#慈祥的母亲

轻轻推着摇篮%轻声哼唱着摇篮曲%哄婴儿入睡'

此外%夕阳的光芒也与(甜蜜)相关%因为(金色)也

是蜜糖的颜色'(沐浴)着金色光芒入睡怎能不拥

有蜜糖般甜美的梦呢'

三%结
!

论

主题批评法旨在通过解构表层系统%重建深

层系统'本文在对-遨游.一诗的意象进行重组

后%从视觉&触觉&味觉三个方面重建了深层结构%

发现了存在于深层结构中的三对矛盾的主题#即

模糊与明亮%寒冷与温暖%苦涩与甜蜜'这三对矛

盾的出现说明波德莱尔在创作诗歌时并非抛开一

切&完全沉浸在幸福的遐想中%现实的缺憾和绝望

仍然在潜意识里影响着他%以至于在构建一个完

美世界的时候%他所描绘的意象也透露出灰暗的

一面%使人产生模糊&寒冷&苦涩的消极情感'而

三对主题的对立也揭示出诗人内心的矛盾%那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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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现实世界的绝望与对梦想王国的遐想'-遨

游.中的第一段诗句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好

孩子%好妹妹%,,到那边共同生活%,,在与你

相像之国')一个国家如何与一个女人相像呢1 在

上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找到答案%二者的相同点

便是(矛盾)#这个想象之国充满了互相矛盾的意

象%就像诗人的情人深陷爱与背叛的矛盾一样'

总之%-遨游.表面上描绘了一个可爱的理想

世界%但梦想与现实的矛盾深深植根于诗人的内

心%使他描绘的意象体现出矛盾&对立的主题'这

种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融合亦被文学评论家称

作是诗人的使命#(人处在两个世界之中%正在它

们的连接点上%诗人的使命则是克服这种二元性%

或至少是在他自己身上培育这种内部与外部之间

的形而上认同%这种2应和3%这种在2混沌深邃的

统一体中3的最终融合从而力图克服这种二元

性')

/

G

0

@@E通过对-遨游.一诗的分析%我们见证了

波德莱尔对连接内外两个世界这一使命的完美履

行%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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