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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诗歌的男性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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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惠特曼作为男性诗人的性别特征十分鲜明,《草叶集》焕发着独具魅力的男性气质。硬汉精神、强者情结

和野性放纵、雄奇铿锵的自由体语言雄风是惠特曼诗歌男性气质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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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特曼早年在致爱默生的信中,比较全面地阐

述了他的文艺观点。他毫不隐讳地对美国当时的

诗歌状况进行了批判,其中说到:“诗歌中没有男子

气和生殖机能,倒有些更像是阉割了的平庸的东

西。”接着,他还说道:“没有一个是出于天性和自己

的男子风度而行动、穿衣、写作、说话和恋爱的,可
谁都谨慎地瞧着别人怎样行动、穿衣、写作、说话和

恋爱。”惠特曼认为,缺乏“男子气”、缺乏“男子风

度”是当时美国诗歌的严重弊症。换言之,他要将

“男子气”、“男子风度”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重要追

求;他的目标是:“美国将保持粗犷而开阔”(《致爱

默生》)。事实上,在他毕生的创作中,作为男性诗

人的性别特征十分鲜明,《草叶集》焕发着独具魅力

的男性气质。

一、硬汉精神

硬汉精神是惠特曼诗歌男性气质的重要表现。
当然,硬汉精神作为后来美国作家海明威《老人与

海》的文本符号而广为人知。其实,海明威式的硬

汉精神在他的前辈作家惠特曼那里,已发育得相当

充分、健全,不过是以诗歌的形式罢了。
百折不挠、不言失败、不放弃、不抛弃是硬汉精

神的重要内涵。惠特曼在《过去历程的回顾》中谈

到自己写《草叶集》的背景、动机和它的主旨时说:
“我没有赢得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承认,乃退而转

向对于未来的心爱的梦想……这就是要发愤以文

学或诗的形式将我的身体的、情感的、道德的、智力

的和美学的个性坚定不移地、明白无误地说出并表

现出来……”惠特曼选择了文学,选择了诗歌,便坚

定不移,勇往直前,发愤图强。《草叶集》的出版历

尽风雨,饱受挫折,但惠特曼从不气馁,从不言弃。
可以说,生活中的惠特曼是一个典型的硬汉式人物

与硬汉式诗人。
惠特曼在《铭言集·我沉着》一诗中表露了自

己硬汉式的坚韧品格:“我无论生活在哪里,遇到任

何意外都要保持自我平衡,/面对黑夜,风暴,饥饿,

∗ 收稿日期:2009-01-26



嘲弄,事故,挫败,都要像树木和动物那样坚韧。”在
《未来的诗人》中,惠特曼写道:“我是个漫步向前的

人,从没真正停止过”。坚韧与执着是一对孪生兄

弟,也是硬汉精神的重要特质。这种特质也是《草
叶集》的人文基调与人格底色。

硬汉精神必然伴随着与之相称的景象描绘与

情感体现。这在惠特曼的诗歌中可谓淋漓尽致。
“多么新奇! 多么真实! /头上是太阳,脚下是神圣

的土地。”“我追随着许多人并为许多人所追随,我
也创立一种宗教,走入竞技场”(《从巴曼诺克开

始》)。“跟我在草地上闲游,把你喉咙里的塞子拔

掉”,“我知道上帝的手便是我自己的诺言,/我知道

上帝的精神是我自己的兄弟”,“我为什么要祈祷

呢? 我为什么要恭顺有理呢?”“我知道我是结实而

健康的,/宇宙间的一切都向我长流不息”,“我无条

件地接受时间的磨蚀”,“华尔特·惠特曼,一个宇

宙,曼哈顿的儿子,/狂乱,肥壮,多欲,能吃,能喝,
善于繁殖,/不是感伤主义者”(《我自己之歌》)。
“在他的步态和头颈的姿势、他的腰身和膝盖的柔

韧上,衣服不能把他遮挡,/他所有的强健而美好的

实质能将棉絮和毛葛戳穿”(《我歌唱带电的肉

体》)。即使写性、写性爱,惠特曼也透露出一股硬

汉精神。如《一个女人等着我》:“一个女人等着我,
她拥有一切,什么也不缺,/可是如果缺少了性,或
是缺少了健壮男子的水分,就缺少了一切。”“我严

厉、苛刻、魁梧、不容劝阻,但是我爱你们,/我不会

伤害你们,除非那对你们是必要的,/我倾出原料来

生产适合美国的儿女,我以迟钝而粗鲁的肌肉把它

挤进,/我有效地支撑着自己,我不听任何恳求,/我

不敢退却,直到我将体内积累了那么久的东西好好

储存。”以这种狂大、自信、伟力的姿态与方式写情

爱、性爱,在中外诗人中确属少见。
惠特曼诗歌的男性气质中的硬汉精神在审美

范畴上,也可归入西方美学家所建构的“崇高”、“酒
神精神”之列。酒神所孕育的狄俄尼苏斯精神,象
征豪放、激情和爆发的生命力,呈现出阳刚之美,浪
漫风格的作家大都表现了这种状态。审视浪漫主

义诗人惠特曼的诗歌,我们发现,他的很多诗篇带

有鲜明的“崇高”美学特征与“酒神”精神特征。如

《我自己之歌》、《我歌唱带电的肉体》、《大斧之歌》、
《开拓者! 啊,开拓者!》、《欧罗巴》、《敲呀! 敲呀!
战鼓!》、《啊,船长! 我的船长!》等。这些诗篇张扬

酒神精神,或抒写大自然的崇高,或抒写心灵与自

我的崇高,或抒写国家与领袖的崇高,或抒写人民

与创业的崇高,等等,壮丽磅礴、酣畅淋漓地表现了

作者的男性气质中的硬汉精神。

二、强者情结

强者情结是惠特曼诗歌男性气质的另一重要

表现。他说:“一切都在等待或暂时中止,直到一位

强者出现;/一位强者是一个民族也是宇宙的能力

的证明”(《大斧之歌》)。这种强者情结像血液渗透

骨肉一样渗透在惠特曼的精神信念中。
惠特曼对发展进步的美国有着强烈的自豪感。

他始终坚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说:
“美国人民的天性都是完美的,势必产生英雄人

物”。他甚至认为,美国辽阔的国土是滋养天才的

地方,而其它国家与伟大的美国相比则显得相形见

拙。因此,在许多诗篇中,惠特曼高亢地为自己的

祖国放歌,或抒发对强盛祖国的礼赞,或抒发对建

设强大国家的热情与愿望。当诗人的男性气质和

强者情结一旦与祖国情结相结合,惠特曼情不自禁

地发出激越慷慨的最强音。“来,我要创造不可分

离的大陆,/我要创造太阳所照耀过的最光辉的种

族,/我要创造神圣的磁性的国土”(《为了你啊,民
主!》)。

除建设强者国家外,惠特曼还渴望建立强者个

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惠特曼的长诗《我自己

之歌》实则是建设强者自我与强者个人的宣言书。
惠特曼在《我自己之歌》一诗的开头写道:“我赞美

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承担的你也将承担,/因为

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惠特曼有着

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也与强者情结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
惠特曼笔下的“自我”是一派典型的男子气质。

透着鲜明男子气质的“我”,粗犷、豪迈、刚健、大度,
勇于承担,敢于负责。《我自己之歌》中的 “那个男

人”、那个“我”堪称英雄,在危难关头,临危不惧,沉
着冷静,坚守忠诚。这是强者个人、强者自我的诗

意呈现。在这首长诗里,惠特曼宣称“我里外都是

神圣的”,“我”是一个宇宙,无所不是、无所不在,
“在这个地点我才与健壮的灵魂一起站着”,“我博

大宽广,我包罗万象”,“我”在世界屋脊上发出粗野

的叫喊。这些恢宏、磅礴的自我形象无不透露着强

者精神、强者气概。
惠特曼写了不少军旅诗,这些诗歌在风格上雄

漫劲健,洋溢着刚强的男性气质,从创作心理角度

上,也应该是强者情结使然。收录在《桴鼓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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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诗篇弥漫着壮烈的战争气氛。在《啊,诗歌,先
唱一支序曲》中,面对战争,男人们勇敢地武装起

来,开赴前线,保卫祖国,保卫家园。惠特曼为正义

战争而歌,全诗基调雄壮,鼓舞人心。

1861年4月12日,美国南北战争爆发,4天以

后惠特曼在笔记本中写下了自己的誓言:“今日此

刻,我下定决心,要为自己锻炼出一个纯正的、完美

的、可爱的、血液清洁的、强壮的身体,办法是戒除

一切饮料(只喝开水和牛奶),不吃肥肉,不用夜餐

……”显然,在艰难时期,惠特曼把自己的命运与祖

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自觉地从自己做

起,强健心志,承担使命。作为诗人,他把反映军人

生活的诗歌创作放在重要位置。《在宿营地忽明忽

暗的火焰旁边》、《一天夜里我奇怪地守卫在战场

上》、《裹伤者》等诗篇无不张扬着军旅豪情,字里行

间流露着作者坚强的男性气质中的强者情结。

三、语言雄风

古往今来,凡有说话和写作经验的人,可以说

无一例外地都感受到了说和写的困难,体验到了语

言的痛苦。毫无疑问,惠特曼是挣脱语言痛苦而摘

取语言桂冠的诗人。他的诗歌语言野性放纵,雄奇

铿锵,摧毁规矩而自成方圆,成就彪炳中外诗坛的

自由体。这种自由体恰是男性气质使然,反过来又

成为表现男性气质的有效形式和最佳载体。在他

的《海啊! 以沙嘎傲慢的言语》中,大海沙嘎傲慢的

语言其实也是惠特曼的语言,大海的性格其实也是

惠特曼的性格:惊涛拍岸、倔犟不屈、恣情任性、粗
野如雷、响如狮吼。这些,不正是男性的性格特征

吗? 不正是男性的话语特征吗?
惠特曼是诗歌语言勇敢、坚毅的探索者和创新

者。这种探索与创新当然首先服务、服从于他所要

表现的思想情感,正是在这过程中,也使他诗歌的

男性气质表露无遗。弗·奥·马西森在《美国文艺

复兴》中对惠特曼的诗歌风格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比

拟,即演讲、歌剧、海洋。这三个比拟也很适合惠特

曼诗歌的语言风格。
惠特曼是拆除诗歌与散文语言樊篱最彻底的

人。他高呼:“现在是打破散文与诗之间的形式壁

垒的时候了。”他是自由体诗歌的坚定倡议者,也是

勇猛的实践者。
前面论述过惠特曼诗歌的阳刚美。阳刚美不

仅表现在惠特曼诗歌的题材与思想内容,也表现在

语言上。正如一阕宏大的交响乐,必然要有多种不

同音量和音色的乐器的合奏,正如浩荡奔腾的江

流,必然要有宽广的河床才能运行。具有阳刚美的

诗章,在笔法上往往是大笔勾勒,大开大合,相摩相

荡,形成波澜起伏、气势磅礴的特色。如同施补华

在《岘傭说诗》中所论:“用刚笔则见魄力,用柔笔则

出神韵。柔而含蓄之为神韵,柔而摇曳之为风致。”
惠特曼的诗歌语言、语句颇多“刚笔”,从中见出诗

人的巨大“魄力”,如:“现在我看出了造就最优秀

人物的奥秘,/那就是在露天中生长,和大地一起

饮食、休息。”(《大路之歌》)“而你,美国 / 你的子

孙从来就巍然屹立,可是你更在一切屹立者之上耸

峙。”(《展览会之歌》)“在尼亚加拉下面,瀑布像一

幅纱巾罩在我脸上 ……/那里公牛走来履行它的

雄性职责,那里种马在走近母马。”(《我自己之歌》)
这些“刚笔”在《草叶集》中不胜枚举,俯拾即

是,它们词采豪壮,力度很强,充满胸吞云梦、整顿

乾坤、风起云涌、雷奔电掣的男性气概,读来大声镗

鎝,劲健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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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malepoet,WaltWhitman’spoemsareofveryclearsexcharacteristics,andLeavesof
Grasshascalledforthamanlytemperamentofuniquecharm.Thespiritofanunyieldingman,thein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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