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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诗学" 主持人#!吕!进!
!!主持人语#戴望舒!&?$@A&?@$"是中国新诗发

展史上的重量级诗人#他是#$世纪!$年代现代派

的代表诗人$从%雨巷&’%我的记忆&’%望舒草&到

%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他为读者献上了许多

脍炙人口的好诗$从#$世纪的新时期开始#对诗

人戴望舒 的 研 究 成 为 新 诗 研 究 的 一 个 热 门 话 题$
以往的戴望舒研究的侧重点是他与中外诗歌传统

的关系#他的诗歌对音乐性的背叛与回归#他从(雨
巷)到现代派的诗歌道路#本期推出的%戴望舒与道

家文化&别有新意$刘保昌博士从戴望舒与道家文

化的联系中去解读戴望舒#有耳目一新之感$这是

戴望舒研究的某种深入$从这个视角#似乎可以更

接近戴望舒#可以对诗人的处世’为人’诗歌创作和

诗歌道路都有一番新的心得$白屋诗人吴芳吉是

中国诗词改革的前驱#%婉容词&’%巴人歌&等均是

名篇$他对 新 诗 的 贡 献 有 二*一 是 提 出 了 理 论 主

张+二是对诗体有大量探索$李坤栋先生几十年如

一日地研究吴芳吉#我们很乐意发表他的文章$

戴望舒与道家文化

刘 保 昌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B!$$%%"

摘!要#由于对道家文化的接近与体贴#戴望舒在他一生的处世$为人$诗歌创作$择取西学的路径等方

面有鲜明的独异性特征%戴望舒与道家文化的关联很深#老庄哲学$诗学$美学思想对他影响极大#并 内 化 为

潜在心理机制#影响着诗人的人生选择与诗艺追求%他在爱情生活中选择逃避$他的悲天悯人的忧郁气质$他

钟情于死亡书写$独特的诗歌写作的运思方式$诗歌经典意象的营造等等#都具有鲜明的道家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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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往研究戴望舒与中外文化关系的论文$论
著中#关注诗人与外国文学$中国诗歌传统的居多%
这一点当然无可厚非#因为戴望舒作为一个诗人的

存在#首先吸引研究者目光的当然是他与中外诗歌

之间的关联%即使是这一历史视角的形成#也是中

国文化发展的产物%在中外文化交融的视野中来

把握戴望舒诗歌的独创性#并由此研究戴望舒与中

外文学的关系#是#$世纪F$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

戴望舒诗歌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这个过程本身

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着重于分别研究戴望舒与

外国$本土传统文学的关联&后期着重于研究戴望

舒与中外文学的整体意义上的关联%由此体现了

学者们日益综合$客观的学术立场%
在对上述学术史作简单的观照之后#我发现了

一个令人深感兴味的研究趋向’即是作为研究对象

的戴望舒在学者们的论述结构中日益被突出#诗人

主体选择的(自由)彰显了现代诗人的人格和诗艺

风采#一个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与(主体

性)的诗人主体形象由此被塑造出来#他既可以满

足本土性自主择取的文化想象#也在潜在层面上符

合事关(现代中国)的集体无意识#更在某种程度上

充当了#$世纪F$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形象的重新

书写与重新阐释的例证%如阙国虬在研究中一方

面充分揭示了戴望舒与法国象征派$浪漫派以及俄

苏无产阶级文学的联系#强调了戴望舒所受影响的

多元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则从戴望舒对社会生活

的独特感受以及他对中外诗艺独具特色的吸收两

个层面强调了戴望舒的艺术独创性*&+%夏 仲 翼 明

确地将戴望舒的诗歌创作特征概括为(中国化的象

征主义)*#+%孙玉石将!$年代现代派取法 西 方 诗

学的路径概括为(融合论)#并认为(,融合论-寻求

的本质是对东方民族现代派的构建)*!+%以上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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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摹出诗人主体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诗学构建轨

迹"某种程度上是贴近中国现代文学史实际的#
但在这 种 貌 似 充 满 激 情 和 自 由 的$主 体 的 选

择%过程中"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与剧烈的斗争"冯
雪峰甚至将这种矛盾和斗争视为一个民族文学!文
化发展进步的基本创造力量#他说&$在文化上对

他民族有过影响的民族"当然是有创造力的’但是

要能够接受 他 民 族 文 化 的 影 响"也 非 有 创 造 力 不

成#民族的文化上的创造力的发挥"不仅由于民族

文化生活内在的!自发的因素"而且常常由于对他

民族的斗争所激励#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经济与

政治的斗争而引起的文化斗争上"或者在世界文化

的矛盾的发展与形成的过程上"民族的在文化上的

他化与模仿"正是这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的一种常

有的形态#((这种他化的过程"必须引起了民族

文化内在的矛盾的斗争"才有创造力发展之可言#
创造力以民族文化的矛盾斗争为必要"即旧与新的

斗争"低级文化与高级文化的斗争"民族文化与世

界文化的斗争"等等#%)B*在这段旧+新!内在+外在!
民族+世界!低级文化+高级文化等等二元对立的充

满辩证法的论述中"冯雪峰其实提出了一个崭新的

命题&民族现代文化的创造力何在？被世界文化唤

醒的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存在于哪些传统因素之中？

具体落实到戴望舒身上"就是他吸取外国文学观念

和精神的本土性资源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

因素决定了他的选择路向？是什么将他与同时代

的留学欧洲大陆的诗人们区别开来？我觉得这可

能是一条索解戴望舒独特诗艺和诗美的道路#
事实上"已经有研究者在跨文化的视域中考察

过戴望舒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如卞之琳就强调戴

诗与晚唐五代诗歌的渊源"他认为,雨巷-一诗就是

传统题材与意境的现代$复写%"$像旧诗名句.丁香

空结雨中 愁/的 现 代 白 话 版 的 扩 充 或 者 稀 释%)@*#
前苏联学者契尔卡斯基亦指出"戴望舒诗歌中的许

多意象如花!塔!游子!女性等等都流动着中国传统

诗歌的情韵"甚至诗人的忧郁也源于中国文学的固

有传统)"*#张亚权认为"戴望舒的诗歌$无 论 是 意

境的创造!情感的抒发"还是表现的技巧!选择的形

式"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令人深感 遗 憾 的

是"像这种综合性地论述戴望舒与中国传统文学!
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论著实在太少"许多问题还未来

得及充分展开#比如戴望舒诗歌艺术中对于传统

,诗-,骚-传统的吸取与他人生态度上对于老庄道

家哲学的接纳之间是否存在着冲突？诗人吸取外

国文学!文化资源时究竟是哪一种本土传统因素起

了主导作用？戴望舒诗歌艺术的成功具体得益于

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哪一支脉流？这些问题就

很有深究下去的必要#
综观戴望舒一生的行事!为人!诗歌创作追求!

择取西学资源的路径等等"我们可以发现他与道家

文化的关联很深"老庄哲学!诗学!美学思想对他影

响极大"并内化为潜在心理机制"时时影响着诗人

的人生选择与诗艺追求#
在人的一生中"最能体现个体生命态度的事件

莫过于爱情生活了#敏感忧郁的诗人面临爱情时

无异于遭遇一场没有终期的灾难#戴望舒一生钟

情于三位女性&施绛年!穆丽娟和杨静"与施绛年订

婚后无果而终"与穆丽娟和杨静分别结婚并育有小

孩最后都以黯然别离告终#在现代文学史上"写出

了最美丽的爱情诗篇的诗人"却在个人爱情生活中

无力$潇洒%"仓皇别离#在常人的眼中"三个女性

都以男人最不能忍受的方式背叛了诗人&她们都是

琵琶别抱"弃家出走#这些事件给戴望舒造成的情

感伤害"我们怎么想象也不过分#值得注意的是"
戴望舒在这些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态度与行

为选择"他一次次地被伤害"几次试图用自杀来挽

救濒临解体的婚姻"但他所采取的努力形式都是针

对自己的"他似乎对于自己的爱人没有切实有效的

方式来施加影响或者改变#他其实是在逃避#诚

如他在离婚后所表白的那样&一切都不用说"也不

准备说"后人自然会明白的#这中间当然有爱护曾

经的爱人的考量"但什么也不说的背后其实也隐含

了诗人深刻的逃避现实的心理选择#在琐碎的现

实世界与自由的心灵世界之间"他无疑更愿意选择

后者#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式

的人生总是着意于心灵的自由选择"因而现实品格

相对较低#如果说在传统文化男主外女主内的社

会结构中"道家式的人生尚可以保持家庭的完整的

话"那么"在接受了西方现代平等意识的中国现代

社会里"尤其是在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戴望舒身上"
这种现实品格的低下就很容易减弱家庭生活的凝

聚力#道家人格不仅在鲁迅的,出关-!,起死-等小

说中受到嘲讽"在现实生活中也无可避免地导致了

戴望舒几次婚姻生活的失败#
这种$不与人争胜%的人生态度"实在包含了诗

人对人生 的 深 沉 同 情 与 对 世 界 的 普 泛 悲 悯#,庄

子0齐物论-这样形容人生&$一受其成形"不化以

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
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

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



与之然!可 不 谓 大 哀 乎？人 之 生 也!固 若 是 芒 乎？

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庄子进一步借长梧

子之口讲出了浮生若梦的道理#$梦饮酒者!旦而哭

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 其 梦 也&
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

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
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
梦也&"这 就 代 表 了 道 家 对 于 人 生 的 大 悲 悯’大 同

情&闻一多在对庄子进行阐释时!以诗人的激情说

道#$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

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

是眺 望 故 乡!咀 嚼 旧 梦&他 说(卮 言 日 出!和 以 天

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一种客中百无聊赖的情

绪完全流露了&他这思念故乡的病意!根本是一种

浪漫的态度!诗的情趣&并且因为他钟情之处!(大
有径庭!不近人情)!太超忽!太神秘!广大无边!几

乎令人捉摸不住!所以浪漫的态度中又充满了不可

逼视的庄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

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仅是泛泛的一

个诗人&"+F,这 就 将 道 家 诗 学 的 精 髓 传 达 出 来 了&
道家对 于 人 生 世 相 看 似$无 情"!其 实 却 最 为$多

情"&$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无情

耶？有情耶？其实是一种伟大的爱的情怀!是一种

人生的大襟怀’伟大的爱&如同弗洛伊德所指称的

那样#$同生 存 所 必 需 的 东 西 相 比!爱 是 伟 大 的 导

师"!$唯有爱才是促进文明的因素"&这里的爱自

然超越了一己之爱’亲情之爱!甚至家国之爱’民族

之爱!它指向世界和生命深层体验!它是一泓深沉

的悲悯情怀!是$充实了的生命"-泰戈尔语.!是$生
命之生命"-费尔巴哈语.!是$世间唯一的真实"-托
尔斯泰语.!$在 作 品 中 思 索 了 重 要 的 问 题"-贝 娄

语.&的确!戴望舒在诗作中$思索了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命运’人生’爱情’永恒等等带有鲜明戴氏印

记的现代的诗学命题!他以一种道家式的同情与悲

悯观照着’思考着这个世界&
戴望舒的忧郁情绪无处不在!几乎弥漫于他所

有的诗歌篇章&/林下的小语0本来是写恋人之间

的甜蜜约会!但起笔写道#$走进幽暗的树林里1人

们在心头感到寒冷&"这种$开场白"已经奠定了诗

作的忧郁气质!$不要微笑!亲爱的#1啼泣一些是温

柔的!1啼泣吧!亲爱的!啼 泣 在 我 的 膝 上!1在 我 的

胸前!在 我 的 颈 边!1啼 泣 不 是 一 个 短 暂 的 欢 乐"&
在本当快乐甜蜜的当口!只有那些对于苦难人生深

有体味的人才会从甜蜜中看出苦味!从幸福中看出

不幸&在/山行0’/可知0’/静夜0’/我的素描0’/过

时0’/单恋者0等诗作中!诗人反复弹唱着这种无名

的无来由的忧郁之歌&/雨巷0一唱三叹的那个美

丽的女郎!也因为她的迷茫和惆怅!带给诗人莫名

的忧伤&又如/八重子0写道#$八重子是永远忧郁

着的!1我怕她会郁瘦了她的青春!1是的!我为她的

健康挂虑着!1尤其是 为 她 的 沉 思 的 眸 子&11发 的

香味是簪着辽远的恋情!1辽远到要使人流泪&"/百
合子0写道#$百合子是怀乡病的可怜的患者!1因为

她的家是在灿烂的樱花丛里的%1**她度 着 她 寂

寂的悠 长 的 生 涯!1她 盈 盈 的 眼 睛 茫 然 地 望 着 远

处&"与戴望舒诗歌创作的整体性忧郁气质相适应!
$青色成了他诗中的(流行色)"#/对于天的怀乡病0
的天是青色的#$我呢!我渴望着回返!到那个天!到
那个如此青的天"%/路上的小语0的灵魂是青色的#
$不!它只有青色的橄榄的味"%/我的恋人0的心和

眼睛都是青色的#$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桃

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因此!$我们简直可

以说!戴望舒的诗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青色意象

系列"+?,&这种青色意象有力地衬托出了诗人主体

强烈的忧郁情绪&
书写死亡几乎是所有浪漫主义诗人的$通病"!

其中当然有与浪漫诗人主体相适应的$情感表达模

式"存在 于 其 中&但 戴 望 舒 除 了 早 期 少 数 诗 作 以

外!大多数诗作中的死亡表达都较少颓唐的情绪!
更少浪漫派诗人$为赋新词强说愁"式的必不可少

的矫揉造作’搔首弄姿&如/流浪人的夜歌0将死亡

转换为$与残月同沉"的意象!/残花的泪0将死亡转

换为$小鸟唱卧瀣露歌"的意象&诗人张开想象的

翅膀!尽情幻想死亡后的情景&如/狱中题壁0#$如
果我死在这里!1朋友啊!不要悲伤!1我会永远地生

存1在你们的心上&11**当你们回来!从泥土1掘

起他伤损的肢体!1用你们胜利的欢呼1把他的灵魂

高高扬 起!11然 后 把 他 的 白 骨 放 在 山 峰!1曝 着 太

阳!沐着飘风#1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1这曾是他唯

一的美梦&"再如/等待-一.0的最后两句#$当你们

再来!带着幸福!1会在泥土中看见我张大的眼&"即
使只是从叙述表层来看!这种在诗作中作死后想象

的方式也与道家文化经典著作中的骷髅与人对话

的场景相似&在此!死亡被诗人赋予了终极意义!
在运思路径上与道家文化传统相似&中国传统文

化中 的 儒’墨’道 诸 家 对 待 死 亡 的 态 度 各 自 不 同&
儒家死亡观是伦理学意义上的死亡观!尊鬼神!敬

鬼神而远之!死中见礼!人死去的只是形体!不死的

是道德精神&墨家死亡观是功利主义的!重鬼神!
敬鬼神以邀福!借鬼神行赏罚!死中见利!死去的是



形骸!不亡的是"生人之利#$道家文化的死亡观是

死亡的形而上学!具有本体论意义!无鬼神!鬼神也

是自然!死中见道!死去的只是有限的个体生命!不
死的却是永存的大道$%老子&第七十六章’"故坚

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死也枯槁#("物壮则老#!事物由柔弱到壮大再到

衰 竭 死 亡!这 是 发 展 的 必 然 规 律$%庄 子)大 宗

师&’"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有所不

得与!皆物之情也$#死生是人力所不能改变*干预

的必然$%庄子)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富贵*
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
关于"死亡#与"永生#*"不朽#的问题!%老子&第三

十三章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

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 不 亡 者 寿$#老 子 对"智#*"明#*"力#*"强#*
"富#*"志#*"久#*"寿#等 范 畴 作 了 异 于 常 人 的 理

解’自知者才是真正的明智(能战胜自我者才是真

正的强者(真正的富有不在财富的多寡!而在于知

足知止(真正的有志者就是能够勉力践行!持之以

恒(真正的长久就是不失其根本$可见!老子之所

谓"寿#不同于"长生#*"长寿#!他一方面讲"长生久

视之道#(一方面讲"死而不亡者寿#$"长生久视#
中的长生!指形体还没有死亡!亦即全生$而"死而

不亡#则是说肉体已经死亡!但还有一种东西没有

随形体之死而消失!这才是长寿*不朽$%庄子)养

生主&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褚伯

秀释"指#为"旨#!犹云理也$理尽于为薪!故火传

不知其尽!义甚明了$一家之薪有尽!而天下之火

无尽!善为薪者有以传之(一人之身有尽!而身中之

神也无尽!善养生者有以存之$今人李存山也持类

似观点!力辩"薪火之喻#并非形神关系!而是喻指

庄子将个体生命融于宇宙大化的自然达观+&$,$个

体生命是有限的!犹如薪之有尽时!而宇宙大化则

是无限的存在$由此可见!道家文化对生与死*有

限与无限等问题有着深刻的理性认识!透脱豁达!
是对于生死拘滞的超脱$

这种超脱生死的书写!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往

往会让人误解$如%古意答客问&’"你问我可有人

间世的挂虑？-...听那消沉下去的百代过客的跫

音$#"人间世#正是%庄子&一书中的篇名!戴望舒对

道家精神 的 继 承 当 然 不 止 于 这 种 表 层 化 的 趋 同$
诗人在"浮云卷舒!眼喜青芜!晨看岚于山巅!夜听

语于花间!饮露餐英!鹿鸟相守#中似乎是"没有任

何挂虑了!只听见百代过客逐渐消逝的脚步声!在

巨 大 而 深 远 的 历 史 苍 穹 下 抒 发 人 生 虚 无 的 体

验#+&&,!"他没有了痛苦!也没有了追求#+&#,!但其背

后其实埋藏着深刻的道家式的隐忧!只是这种担忧

超越了一时一事的拘囿!而具有磅礴的宇宙意识和

深广的世界意识$%夜蛾&中的"我#以众香国里被

谪的飞虫自喻!诗人"明白它们就是我自己#!幻化

为"凤#离开"寂寂的夜台#!"飞越关山!飞越云树#!
点燃自己!照亮一隅$%致萤火&中的诗人幻想着死

后的情 景’"我 躺 在 这 里!-让 一 颗 芽-穿 过 我 的 躯

体!我的心!-长成树!开花$#虽然形体可以腐朽!但
精神将长存’可以"咀嚼着太阳的香味#!可以看"云
雀在青空中高飞#$诗人的主体精神将"与万物为

一#!将"与天地并生#$这种死亡想象与书写方式

就属于典型的道家文化系统$
在诗思方面!戴望舒借鉴于道家文化者可谓多

矣$%我思想&一诗只有短短四句’"我思想!故我是

蝴蝶//-万年后小花的轻呼-透过 无 梦 无 醒 的 云

雾!-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尽管对于这首短诗!学
术界已有多种解说!但其"蝴蝶#意象与"庄子梦蝶#
之间的关联总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

篇高度压缩后的"齐物论#$其他作品如%古意答客

问&*%乐园鸟&等等也表现了老庄与世无争寂寞无

为的思想趋向$戴望舒不仅在诗作中多处直接引

用%庄子&的表述!借此来传达自己想作万里逍遥的

幻想以外!还反复表达了人生如梦的思想观念$如

%寻梦者&说’"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出娇

妍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人生 是 一 段

太 无 可 奈 何 的 过 程!追 求 与 结 果 之 间 反 差 很 大$
%独自的时候&说’"为自己悲哀和为别人悲哀是一

样的事!-虽然自己的梦是和别 人 不 同 的!-但 是 我

知道今天我是流过眼泪的!-而从外边!寂静是悄悄

地进来$#%过时&说’"老实说!我是一个年轻的老人

了’-对于秋草秋风是太年轻了!-而 对 于 春 月 春 花

却又太老$#这种对于人生易逝的感慨!对于寂寞价

值的推崇等等!与儒家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只争朝

夕#*"士不可不弘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等等价

值取向迥异其趣$%赠克木&写道’"也看山!看水!
看云!看 风!-看 春 夏 秋 冬 之 不 同!-还 看 人 世 的 痴

愚!人世的悾惚’-静默地看着!乐 在 其 中$#面 对 人

生的变幻无常!诗人采取了道家式的静观默察的生

活方式$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真正重

视此在的生命过程!不为虚设的"黄金世界#或"道

德人伦#牺牲个体性生存的哲学一脉还是道家$也

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老庄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可以

沟通$进入现代以后!中国文学*哲学的时间性指

向多为将在...一种想象中的未 来 存 在$大 众 革



命需要为众生预设未来图式!不如此难以发动最广

大的民众"革命文学#抗战文学#国防文学等就因

为过分关注 将 在#漠 视 或 者 虚 构 现 在 而 流 于 公 式

化#概念化"戴望舒没有对于虚幻的将来投射过眷

怀的目光!他打通过往#现在与将来这三相时间的

壁障!这一点与鲁迅十分接近"鲁迅说$%有我所不

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

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

金世 界 里!我 不 愿 去"’只 要%我 不 乐 意’!天 堂#地

狱#黄金世界!%我’都%不愿去’!尽归于我!一方面

是主体意 志 的 凸 显!一 切 以%我’的 判 断 标 准 为 标

准&另一方面却也是对天堂#地狱与黄金世界的怀

疑"戴望舒执着于寂寞的歌唱!即使是在激进的时

代做着激进的事业!甚至被投入监狱时!这种对于

苦难人生的思索与对于此时此世的超越精神仍然

如午夜海航的灯塔!照亮着诗人创作的航程"因此

可以说$在 现 代 派 诗 人 乃 至 整 个 中 国 现 代 新 诗 人

中!戴望舒是受道家文化思想影响较深的一个(&!)"
戴望舒诗 歌 中 的 经 典 意 象!如 铃 声#蝴 蝶#野

草#古树#山#水#云#风等等!也是道家文化系统中

的经典意象"诗人在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自我形

象也莫不是道家文化系统中的经典自我形象!主要

有两类$一种是寂寞的沉吟者形象&一种是孤独的

踯躅者形象"这两种形象都是老庄式的"在儒家

文化体系内!讲求%仁者爱人’!孔子出游总是带着

他的弟子随从!人数众多!师生问答!热闹喧哗&而

老庄的形象总是孤独的!老子骑青牛出关!庄子出

入于%无何有之乡’!都是形单影只!孤独前行!即使

偶有与人辩论的时候!旋即也会分道扬镳"戴望舒

的诗人自我形象就非常接近于老庄文化体系!他的

孤独寂寞忧郁感伤的情感结构便续接上了道家文

化深远的文化渊源"
由于对道家文化的接近与体贴!戴望舒在他一

生的处世#为人#诗歌创作#择取西学的路径等方面

具备了鲜明的独异性特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渊源愈深!成就愈高"戴望舒之所以是独特的

%这一个’!是 因 为 他 选 择 了 传 统 文 化 资 源 中 长 期

%受压抑’的道家文化系统的结果"经由戴望舒!我
们见到了传统潜流的喷发与辉煌！道家文化体系

中的诗性诉求#审美取向与批判精神!注定会被中

国现代文学家建构现代%文学中国’时所采择!并发

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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