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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诗歌情感基调的魅力与局限

戴 利 明

  摘  要  徐志摩短暂的一生中, 为追求理想的人生形态, 为寻找幸福的生活付

出了毕生的精力。遗憾的是诗人没能走出思想的困境, 没能实现理想就匆匆离去

了。通过徐志摩单纯信仰在其诗作中的体现, 以及诗人在思想和创作过程中所经历

的努力、幻灭、失败的道路, 我们可以看到, 诗人的理想只是由一种单纯信仰支撑

起来的 /沙滩上的一朵鲜花0,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徐志摩对 /爱、

自由、美0 三位一体单纯信仰的热切追求, 虽然为自己埋下了悲剧命运的种子, 但

却又成为其诗歌创作艺术魅力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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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纯信仰是徐志摩

  诗作的精神依托

  徐志摩作为一个充溢着理想, 天生好动

的诗人, 他本能地把自己所勾勒的理想画卷

以及为实现理想而不懈追求过程中的喜怒哀

乐、成败得失完完全全的抒写在诗作里, 因

为只有诗才能痛快淋漓的表现出他执著追求

理想的热情; 只有在诗作中才能使他奔放

的、细腻的、复杂的、矛盾的情感得以充分

的舒展。徐志摩的人生理想虽然是很复杂

的, 但总体看来是以 /爱、自由、美0 三位

一体的单纯信仰为核心的, 它是诗人创作的

一个精神支柱, 几乎在诗人的全部创作中都

能感受到其单纯信仰的渗透或折射。那么徐

志摩一生都在为之不懈追求并成为其精神支

柱的单纯信仰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它

又何以在徐志摩的思想发展和创作历程中占

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呢?

徐志摩早年赴美留学, 后去英国就读于

剑桥大学 (即徐诗中的康桥)。康桥的那段

生活, 唤醒了他人性的觉悟, 刺激了他创作

的灵感, 铸成了他的人生理想, 并使他走上

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从此, 在康桥确立的人

生理想成为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从 20年代

初到 30年代初整整 10年的创作历程, 记录

着他理想成败的愉悦与辛酸。

诗人最爱康桥, 他说 /康桥是我难得的

知己0。在散文 5吸烟与文化6 中诗人这样

写到: /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

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

一个人就会变气息, 脱凡胎。我敢说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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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就我个人说, 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

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 我的自我的

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0 可见诗人对康桥

的感情和缘分之深。诗人的单纯信仰确实是

在康桥文化的感染下形成的。

徐志摩到康桥追求的是康桥文化的那种

对现实世界的反叛性格和精神内涵。在康

桥, 他结识了不少英国朋友, 其中对他影响

最大的, 要算是罗素。诗人来英国剑桥, 就

是要 /从罗素0, 他接受了罗素言人道崇和

平、尊创作恶抑塞的思想。罗素在逆境中坚

持自己确认的真理, 不向豪门权贵低头的精

神, 更赢得了他的尊敬。徐志摩和女作家曼

斯菲尔德的友谊也十分特别。在和曼斯菲尔

德20分钟的会见里, 他就受到了一次美的

启示, 接受了一次思想上的启迪。在曼斯菲

尔德逝世之后, 徐志摩以 5哀曼殊斐儿6 一

诗来纪念他们的浓厚友情。在这首诗里诗人

充分地展示了与曼斯菲尔德相见使他感到的

对美、对爱的顿悟。在徐志摩的眼里, 曼斯

菲尔德是完美无缺的女性美的化身, 是一尊

神, 他对曼斯菲尔德的倾倒超出了男女间的

爱的情感而升华为灵的勾通。曼斯菲尔德的

美唤醒了徐志摩无羁的, 无限的, 席卷一切

的情感。对女性美的景仰, 转变成为浪漫主

义的情结, 在创作中满足诗人永无休止的,

孜孜追求的不可名状的感情需要。

徐志摩在英国的一切交往、活动, 都使

他热烈地信仰 /一个最完善的模型, 一个理

想的标准, 也可以说是标准的理想 ) ) ) 实行

的民主政治。0¹
这里主要指的是英国式的资

产阶级民主政体。因此, 他把康桥当作自己

的 /精神依恋之乡0! ( 5康桥再会吧6)

徐志摩受康桥文化的洗礼,不仅表现在

对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信仰,同时也表

现在他对人性的觉悟,对性灵的崇尚,对大自

然的热爱与回归等诸多方面。在康桥, 他遇

上了才貌双全的林徽因, 他的灵魂再次受到

了震颤,意识到她才是自己理想的终身伴侣,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所

缔结的婚姻是对人性的摧残。他觉醒了就马

上行动,向由父母包办的妻子提出离婚,不顾

一切世俗的观念大胆的追求自己之所爱, 表

现出他与封建道德相抗衡的勇气和决心。

康桥的生活, 使徐志摩的一生发生了重

大的转折, 使他真正的懂得了生命的要义是

为自由而生活, 为实现纯真的个性而生活。

诗人在康桥树立的思想信念贯穿于他创作的

始终,他的一生都在恋着、念着这份信仰。胡

适对接受康桥文化洗礼后的徐志摩的概括是

确切的: /他的人生观是一种 -单纯信仰. ,

这里面有三个大字, 一个是爱, 一个是自

由, 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

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 这是他的 -单纯信

仰. 。他的一生的历史, 只是他追求这个单

纯信仰实现的历史。0 º

在单纯信仰建立之初,诗人豪情满腹,在

诗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对爱、自由、美的礼赞和

对自然、生命、性灵的歌颂。他知道要实现理

想就必须负出代价, 只有经过自己努力得来

的才是真正的成功。5雪花的快乐6、5为要寻

一个明星6等诗篇就是他的这种心迹的表露。

在5雪花的快乐6一诗中, 诗人把自己比喻成

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在寻找自己

的方向,它认定了地面上有他的方向! 他要

寻找的方向究竟是什么呢? /不去那冷寞的

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

怅 ) ) ) 0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在半空

里娟娟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

她来花园里探望 ) ) ) /飞扬,飞扬, 飞扬 ) ) ) /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0这不正是他在
康桥确立的/单纯信仰0的再现吗? 他希望生

活在没有战乱,没有贫穷和苦难的和平、自由

的人间天堂,在那儿等待着心爱的人来探望;

他真想做一朵洁白无瑕的雪花, 溶解在这没

有烦恼的地方,溶入他理想恋人的柔波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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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胸!

诗人不能忍受 /灰色的人生0, 不能忍

受 /暴力侵凌着人道, 黑暗践踏着光明0。

他向往到一个没有贫穷, 没有忧愁, 没有一

切罪恶的地方去; 他要和平, 要自由, 要人

与人之间的真挚的爱。军阀混战造成了社会

的极度混乱, 绑票、抢劫几乎蔓延全国, 他

改造社会的理想很快就破灭了。在追求婚姻

自主的道路上, 与林徽因的恋爱失败后, 徐

志摩大胆地冲破世俗的观念与陆小曼相爱,

终于得到了自己选择的终身伴侣。但婚后的

生活并不象想象的那么美好, 在过了一段神

仙般的理想日子, 在实现理想的兴奋的狂热

过去之后, 平淡、乏味的婚后生活使他无法

忍受。对他来说, 理想实现之时, 往往也正

是理想破灭之日。他迷惘了, 他承认自己流

入了怀疑的颓废的情绪中。5/我不知道风是

在哪一个方向吹06 正是这种情绪的表现。

他说: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 ) )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0

这时的诗人, 已不再是那个只顾往前冲的理

想主义者了, 在复杂的社会里他感到了太多

的无奈, 在诗中流露出了惘然不知所措的心

态。现实只能让诗人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0,

把黯淡认做 /梦里的光辉0。

徐志摩似乎意识到了理想的不可能实

现, 但是又不服输。那毕竟是他曾经信仰

过, 真心爱过, 唤醒他觉悟的精神支柱, 怎

能舍得放弃! 在颓废的边沿上, 诗人要抓住

最后一条拯救的绳索。于是他回到了康桥,

来到他精神的故乡寻找一付心灵创伤的补

剂。康桥依旧那么迷人, 那么令人神往, 可

诗人的心却蒙上了暗淡的色彩。夕阳中的康

桥是平静的、温馨的, 诗人就象依偎在慈爱

的母亲的怀抱之中, 他结冰的心又开始解

冻、融化了。他留恋在康桥生活的那段时

光, 回忆起了那时为追求理想, 决心克服千

难万险, 不惜任何代价的拼搏精神; 这都使

他重新振作起精神, 坚定了与现实进行最后

一搏的信念! 再次与康桥离别的归国途中,

他吟成了 5再别康桥6 这首传世佳作。 /轻

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

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0 其间包容着诗人

多少难以表白的复杂心绪。/那河畔的金柳0

在他的眼里象是夕阳中的新娘那么温柔、艳

丽、灿烂, /波光里的艳影0 明明是倒映在
康河里, 而他却说是 /在我的心头荡漾0。

在康河的柔波里, 他甘心做一条水草! 诗人

把自己的身心融入了康河, 因为康河里沉淀

着他彩虹似的梦, 做为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

真的不忍心打破一个完美的梦想! 对康河的

再次感悟, 掀起了诗人在诗作中赞美理想的

高潮。

现实是残酷的, 它毕竟不能使每一个美

好的理想都能成为现实, 而且理想越是美

好, 就越容易遭受挫折甚至破灭。无论诗人

怎样努力, 最终还是被理想破灭的乌云笼罩

着。他发出了理想破灭时的痛苦的哀叹: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还只是那

一大堆丑陋的蛮肿的沉闷, 压得瘪人的沉

闷, 笼盖着我的思想, 我的生命。它在我的

筋络里, 在我的血液里。我不能抵抗, 我再

没有力量。0 »
他终于得出了结论: /我们要

希望也无从希望0。诗人再也支撑不住他的
理想了, 英美式的民主政体在中国的不可能

建立, 美满幸福的婚姻的不可能长久, 使他

痛苦到了极点。这时的诗人彻底跌落了, 深

深地陷入到失败的颓废之中而难以自拔。

二、交织着矛盾与痛苦的

  理想追求和情感抒发

  徐志摩是个极重感情的人, 他希望人

与人之间都能建立起真挚的爱的情感, 通过

爱来消除世上的一切隔阂以至罪恶现象。他

的诗,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诗人象是在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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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露一颗纯真的心, 与你恳切地交谈。他所

有的诗歌都是自己情感的沉重的付出, 他总

是以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把爱的激情毫无保留

地倾吐在诗行中间。诗人对单纯信仰的追寻

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波动, 情感的抒发既

是诗人的艺术创造, 又是诗人展现理想人生

的主要方式。

作为一个充满理想的时代知识分子, 徐

志摩同样不希望社会上有压迫、有贫穷, 他

也希望人们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是诗人无

法找到社会黑暗的总根源, 无法走上正确的

道路, 只能用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来表露对

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贫苦民众的深切同情。

在 5先生、先生6 中诗人描写了一个在冷风

中颤抖的小女孩, 为着给 /又饿又冻又病,

躺在道儿边直呻0 的母亲讨一顿窝窝头追赶

车轮的辛酸场景; 在 5一小幅的穷乐图6 中

对在垃圾堆捡破烂的人们中还夹杂着几条黄

狗的描写, 都是诗人发自内心同情穷苦人民

的真实表现。在 5叫化活该6 中, 诗人替叫

化唱出了: /我也是战栗的黑影一堆, /蠕伏

在人道的前街, /我也只要一些同情的温

暖, /遮掩我的剐残的余骸 ) ) ) 0。美好的理

想与黑暗的现实的反差实在使他无法忍受,

他要被现实逼疯了, 沉思到: /是谁吹弄着

那不调谐的人道的音籁?0 他实在听够了
/衰老的, 病痛的, 贫苦的, 残毁的, 受压

迫的, 烦闷的, 奴服的, 懦怯的, 丑陋的,

罪恶的, 自杀的, ) ) ) 和着深秋的风声与雨
声 ) ) ) 合唱的 -灰色的人生. !0

这时期诗人的情感是坦荡的, 直率的,

热情的, 冲破一切阻碍泛滥在其诗作之中。

徐志摩说 5翡冷翠的一夜6 中的 5偶
然6、5丁当 ) ) ) 清新6 几首诗划开了他前后

两期诗的鸿沟。他抹去了以前的火气, 用整

齐柔丽清爽的诗句, 来写出那微妙的灵魂的

秘密。
¼
这段话对我们了解诗人创作过程的

整体风格的变化有很大的帮助。

经过顽强的抗争, 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

情终于被世人认可, 得到理想恋人的兴奋使

他欣喜若狂, 他对陆小曼说: /我只要你;

有你我就忘却一切, 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

要了, 因为我什么都有了。0½
但在爱的高潮

过去之后, 逐渐失去了热恋时的浪漫与新

鲜, 冷静下来回到现实的生活中, 是那样的

无聊、枯燥、烦闷。他力图改变现状, 缩小

与陆小曼之间在兴趣爱好和生活习惯等方面

的差距, 但都失败了。他万没有想到实现了

理想反而会成为束缚他天性的包袱。他开始

厌倦, 却又无可奈何。

徐志摩后期的诗歌创作随着理想的不可

能实现和个人家庭生活的变迁, 的确少了那

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勇往直前的精神, 诗中一

改以前那种势不可挡的气势, 转而表现为一

种清新的, 细腻的情感, /用整齐柔丽清爽

的诗句, 来写出那微妙的灵魂的秘密0。

作为划开徐志摩前后两期诗风格之一的

5偶然6, 在他追求诗美的历程中, 具有独特

的转折意义。/你/我0 或是 /偶尔投影在波

心0 或是 / 相遇在黑夜的海上0, 都使人感

到既实在又朦胧。/你/我0 在茫茫的人海中

偶然相遇、交会, 互放出光芒, 彼此都非常

珍惜这偶然的默契的一瞬, 但 /你/我0 又

因各有自己的方向, 只能是人生旅途中擦肩

而过的匆匆过客, 各奔东西, ,。这其间埋

藏着多少哀叹和惋惜, 但诗人却轻松地说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

互放的光亮! 0 明明无法忘记这 /交会时互

放的光亮0, 它是人生旅途中最值得珍藏的

记忆, 为什么却说 /最好你忘掉0 呢? 无论

是 /记得0 还是 /忘掉0, 一切都已无法挽

回, 终将成为历史, 也正因想 /忘掉0 才必

将成为永难忘怀的记忆而长伴人生。

诗人经历了对 /爱、自由、美0 的单纯

理想的追求, 从怀着希望到流入怀疑的颓

废, 5云游6 一诗是他对自己人生足迹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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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总结。 /那天你翩翩地在空际云游, /自

在, 轻盈, 你本不想停留0。诗中的 /你0,

并没有特指的实体, 但表达了抒情主体的殷

切的向往和苦苦的追求。因为 /你的愉快是
无拦阻的逍遥0, 这一逍遥是摆脱了一切束

缚的空无依傍的自由翱翔, 的确令人神往和

钦慕。/有一流涧水0在/你0的明艳的召感下

觉醒了,他要追求这最初唤醒他的美, 但/他
抱紧的只是绵密的忧愁0, /因为美不能在风

光中静止0, 这是/一流涧水0的迷惘之所在,

他只能痴痴地企盼,无奈地等待。诗中流露

出美丽而凄婉的情感, /一流涧水0正是诗人
的自喻, /一流涧水0的哀伤也正是诗人失去

美好理想的哀伤。这首诗充分体现了徐志摩

后期诗作中的温柔婉转的风格。

三、单纯热情与浮泛驳杂

  相混合的魅力与困惑

  徐志摩爱理想, 也爱诗, 只有在诗歌

中他的理想才能被无拘束的展现在世人面

前; 在诗的世界里, 他才能沉浸在 /爱、自
由、美0 的理想天国之中。他的夫人陆小曼

说他 /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

叫人忘却人间有烟火气。0 ¾
他正是在诗作中

构建他的 /独自知道的别一世界0。他的欢
乐, 他的信心, 他的勇气, 他的热情, 都来

自于对 /爱、自由、美0 的理想的追求。诗

人想建立一个没有贫穷, 没有压迫, 没有苦

难, 没有烦恼的人间天堂, 在现实中这是不

可能实现的, 但他可以把理想天国中的人与

人之间的无限的爱, 人与人的真挚的情感,

回复天性的自由全部通过想象写入诗中。因

此, 他的诗具有明显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媚

丽。但理想毕竟只是理想, 无论多么美妙的

乌托邦终归是与现实有着难以弥合的距离

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他过于关注自己个

人的人生理想, 感受不到国家和民族处于巨

大变革时代的深刻变动, 只是躲在个人狭小

的天地里抒发他个人的情怀, 这就决定了他

的那些展现理想的诗歌也只能是既美好又无

奈。

作为一位诗人, 徐志摩对诗歌创作做出

的大胆探索, 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是很有价

值的, 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但是他

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由此产生

的对 /爱、自由、美0 三位一体理想的追

求, 为他的艺术创作也设下了某种屏障。他

极力地恪守诗是艺术的宗旨, 在诗歌中抒发

他个人的情怀并追求作品的形式的美。由于

受到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 他大胆地冲破了

中国封建社会对人类天性的压制, 特别是对

于男女之间正常的爱情的压制, 这是对封建

伦理道德的反拨, 但往往又有些过头, 片面

地极力扩大情感的作用, 追求情感的无关拦

的泛滥, 从而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徐志摩

的每一首诗都被他个人的情感占据着。他的

诗以追求个性解放, 争取婚姻自主, 抒发个

人情怀的作品为主, 而表现对贫苦人民同情

的作品, 反映当时社会黑暗现实的作品相对

少一些。一向追求艺术是对自然的回归, 对

性灵的崇尚的诗人, 对无产阶级具有群众鼓

动性的文学自然不会满意, 并攻击说是 /借

来的税来的冒来的描写来的东西0, 而非
/性灵里跳出来, 生命里震荡出来的真纯思

想0 ¿
。出于某种偏见, 他危言耸听地说:

/到了那一天有人拿一把火种一把快刀在你
的手里, 叫你到你自己的村庄你的家族里去

见房子放火, 见人动刀 ) ) ) 你干不干?0 À
很

显然, 诗人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自

己所处的阶级, 他要革命, 就必然要把矛头

对准自己的阶级, /拿一把火种一把快刀0

到 /自己的村庄里去放火杀人0。这是一直

相信人道主义博爱精神的徐志摩怎么也不能

接受的, 所以他写下了 5秋虫6、5西窗6 那
样思想情调极不端正的诗。这是他思想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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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反映。

在动荡的时代社会里, 徐志摩固执地坚

持着自己的单纯信仰, 有时也预感到了理想

的不可能实现, 但 /他以为, 在文学上的革

命正如在政治上, 透彻是第一义; 最可惜亦

最无聊是走了半路就顾忌到这样那样想回

头。在思想上正如在艺术上, 我们着实得往

深里走, 往不可知的黑暗处去, 非得那一天

掘到一泓澄碧的清泉, 我们决不住手。0 Á
他

盼望着, 盼望着理想成为现实的那一刻, 然

而社会充满着欺诈与险恶, 作为社会成员之

一的他根本无力扭转这一切, 现实离他的理

想不是近了, 而是越来越远了。他实在无法

接受失败的痛苦, 而又不能不接受。随着诗

人思想的消沉, 诗作也只能是越来越空泛,

越来越远离生活, 越来越 /往瘦小里耗。0
徐志摩的失败, 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

者的失败。他的理想太单纯了, 而现实世界

太复杂了, 他的理想只能以失败告终。他的

一生是悲剧性的,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

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茅盾在谈及这个问题

时客观地指出: /志摩的怀疑, 也是社会现

象。近年来的学者谁不被怀疑的毒蛇咬着心

呀? 只不过志摩是坦白的天真的热情的, 所

以肯放声大叫罢了! 0Â
他最终成了那个苦难

年代的牺牲品。但他的热情, 他的传世佳

作, 却永远不会被磨灭。他是 /跳着溅着不
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0 �lv

, 为中国现代诗史

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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