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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艾米莉 # 狄金森论诗强调自觉 � 强调具象和表现方式的迂回性 � 这使他的诗歌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明显的现 

代主义特征 ∀形式上的新颖性主要表现在她大量使用意象 � 提前感受到了 �� 世纪初意象派提出的诗歌创作原则 � 

内容的现代性主要是表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 而其诗歌的隐晦也正是现代主义作品的一大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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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米莉 # 狄金森 � ∞ ⊆⊃ ⊂∧ ⁄⊃ ℘ ⊄⊃ ∈ ∉∈ ����� ∗ 

�����是 �� 世纪美国著名女诗人 ∀由于她的勤勉和 

探索精神 � 特别是她后期的隐居生活使她一反传统 � 

在诗歌创作上另辟蹊径 ∀她的创作思想和风格别具 

一格 �诗歌内容大胆反叛 ∀她的诗歌短小 !凝炼 �形 

象鲜明 !具体 ∀仔细推敲她的诗作 � 你会发现她那明 

朗 !准确的修辞与韵律 � 简短的诗行和诗节 �特别是 

她用来表达瞬间感觉和思想的意象 � 与 �� 世纪初期 

的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相吻合 ∀狄金森诗歌涉及自 

然 !爱情等主题 � 她用诗歌描述了女性在社会和家庭 

的角色和地位 ∀她的诗歌充满了创造的活力 �自我 

表现的欲望 � 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 标志着女性诗 

人从自我禁锢走向自我觉醒 ∀ 

一 ! 狄金森的诗学理论 

狄金森虽然没有系统地阐述她的诗学理论 �但 

她的诗学观大量散见于书信及诗篇中 ∀ ���� 年她 

在给 × # • # ♦⊃ ∩∩ ⊃ ∈ ∉∈ 的信中对诗的理解做了很 

精彩的论述 � / 如果我读一本书 �而这本书能使我浑 

身发冷 � 什么火也无法使我暖和 �我知道那就是诗 ∀ 

如果我感觉到我的天灵盖好像被揭开了 �我知道那 

就是诗 � 我认识诗的方式仅限于此 ∀ 难道还有别的 

方式吗 � 0 ≈������� 狄金森在此强调直觉 � 强调强烈 !瞬 

间的感官反应 � 她认为诗歌只有通过具有意象的字 

词来引起内心图景才能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 �只有 

想象而无意象 � 平铺直叙 !抽象说教是不能奏效的 ∀ 

她实际上指的是意象诗 � 并从而给意象诗下了定义 ∀ 

这与维多利亚浪漫主义诗人把/ 想象0作为检验诗歌 

的试金石不相符 � 而与 �� 世纪初庞德等人提出的意 

象主义诗歌理论是一致的 ∀她在一首诗中写道 � / 这 

就是诗人 � 就是他 � 从平凡的词意中 � 提炼神奇的 

思想 ∀ � 从门边寻常落英 � 提炼精纯的 �玫瑰油上 

品 ∀ 0 ≈������ 她认为诗人不同于常人是因为诗人比常 

人善于观察 !思考 � 看似平凡的词句 � 不被人们注意 � 

可经过诗人的妙笔 �通过简单平实 !精确凝炼的语 

言 � 却表达了丰富深刻而富有感染力的寓意 ∀ 她的 

许多诗短小精悍 � 语言简单朴实 � 可诗中却蕴涵了很 

深的哲理 ∀ 

作为 �� 世纪的美国女诗人 � 狄金森超前地感受 

到了现代文学的隐晦艺术 � 她的诗歌5说出所有的真 

理但切莫直言6 �/ × ⊕ ⊂ ⊂ ℑ ⊂ ⊂  ∪⊕ × ∏  ∪ ℜ∏  ⊕ ⊂ ⊂ ⊃  

 ⊂ℑ∈ 0♠������ ≈������ 可以作为她隐晦艺术的宣言 � 

/ 说出所有的真理但切莫直言 ) ) ) �成功之道 �在迂 

回 � �我们脆弱的喜悦承受不了 � �极为惊人的真理之 

光 ∀ �像用娓娓动听的说明解除孩子 � �对于雷电的 

惊恐 �真理的强光必须逐渐释放 �否则 �人们会失 

明 ) ) ) 0 

这首诗的前两句就是说艺术的成功在于错综复 

杂的暗示启发�≥∏ ℘ ℘ ⊕  ⊃ ∈ ≤⊃  ℘ ∏ ⊃ ⊂ ⊃ ⊕  � � 第一小节第 

四行中的/ 脆弱的喜悦0 �⊃ ∈∅ ⊃ ⊆ ⁄⊕ ⊂ ⊃ ∩∪  �是源于5圣 

经6的典故 � 这句话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 虽然人们宣 

称热爱真理 � 寻求真理 � 一旦真理出现 � 人们会做出 

各种各样的反应 � 有些人高兴 � 有些人恐惧 � 还有些 

收稿日期 � ���� �� �� � 修回日期 � ���� �� �� 

作者简介 � 李玲����� � � 女 �湖南邵阳人 �中南大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 美国文学和中西文化 �



人因为狂喜或过分惊恐而猝死 �因为我们人类的心 

理承受不了太直接的现实 ∀ 第二节用一个比喻 �把 

真理比做强光 �只有逐渐向人们展示 �人们才会习 

惯 !接受� × ∪⊕ × ∏  ∪ ⊆∏  ⊗ ℑ∨∨⊂⊕ ∩  ℑ⊗∏ℑ ⊂ ⊂∧� ↓⊕√2 

⊕  ∧ ⊆ℑ∈ ℜ⊕ ℜ ⊂ ⊃ ∈⊗� ∀ 这首诗清楚地说明了狄金森诗 

歌创作所采用的迂回曲折的方法 ∀ 

二 ! 狄金森诗歌的现代主义特征 

�一�  狄金森诗歌表现形式的现代性 

狄金森诗歌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诗歌创作中大量 

使用景象的表现手法 �把最抽象的概念变成最具体 

的东西 � 将无限的意象或思想浓缩在有限的诗行里 ∀ 

她的意象奇特 !凝炼 �短短一首小诗却意象叠加 !巧 

妙精致 ∀意象派�⊃⊆ℑ∩ ⊃   �诗歌的奠基人庞德认为 � 

现代诗歌既不应采用华丽的辞藻和冗长的句子 �也 

不应遵循刻板的韵律规则 �而应采用自由体的形式 

大胆地表现生活中的意象 ∀ 在庞德看来 �诗人与其 

写长篇累牍充满哲理的诗歌 �倒不如干净利落地表 

现一个意象 ∀ 他为意象派诗歌制定了 � 条创作原 

则 � �� 直接表现明确而又生动的意象 � �� 力求使用 

经济和简洁的词语 � �� 借助富有音乐性的短语来创 

造节奏 ∀ ≈����� 

庞德在文章中把/ 意象0定义为/ 瞬间的理性和 

感性的复合物0 � 并提出/ 不用多余的词 !不用那种不 

能揭示什么的形容词 , ,不赞成抽象 , ,不用装 

饰 !甚至不用好装饰 , ,0他还说 � / 意象主义的要点 

是 � 它不把意象当做装饰 �意象本身就是语言 �意象 

是超越公式化的语言 ∀ 0 ≈����� 庞德认为 �诗歌改革的 

重点应放在意象问题上 �新诗的意象应该/ 准确 !凝 

炼 !硬朗0 ∀这一切表明 �意象派提倡的是把注意力 

集中在感觉上 �不直接抒发感情而把感情深藏于具 

体的意象之中 � 不使用乏味平淡的词语 �而要使语词 

用来具体描绘场景与物象 ∀ 

庞德关于意象的/ 客观性0的观点在 × # ≥ # 艾 

略特的/ 客观对应物0的理论中得到体现 ∀艾略特认 

为/ 在艺术形式中表达情感的惟一方法 �是寻求一种 
−客观对应物. � 换句话说 � 也就是找出将成为那种特 

殊情感的一系列客体 �一种情况 �一连串的事情 �这 

些因素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公式 �外部事实一 

旦消融到情感经验中时 �情感随即被引发出来 ∀ 0 
≈����� 艾略特的理论深刻阐述和发挥了意象派关于诗 

歌客体化理论 �从根本上解决了诗的客体化问题 ∀ 

尽管艾略特不属于正统的意象派 �但通过与庞德的 

密切交往 � 他吸收了意象派许多有益的思想 � 同时又 

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 �丰富和发展了意象派的创作 

思想和创作方法 �为现代诗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 

景 ∀ 

正因为狄金森诗歌表现形式的超前性 �美国意 

象派的后期领袖爱米 # 洛厄尔� ϒ ⊆∧ ← ∉⋅⊕ ⊂ ⊂� � 曾冠 

以狄金森意象派杰出先驱的称号 ∀ 洛厄尔 ���� 年 

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 , ,她不知道在进行一场战 

斗 � 她不知道她已被人们推为这场战斗的先驱 �, , 

她所做的事在当时似乎不那么重要或是一种个人行 

为 � 但在她死后三十年 � 她为之而战斗的那面旗帜成 

为一面伟大的旗帜 � 一个反叛的象征 ∀ , ,0 ≈����� 文 

中的她就是指狄金森 ∀ 

意象对于狄金森来说 �不只是一种装饰 �相反 � 

她在意象中思索 ∀狄金森擅长使用意象这一技巧来 

表达抽象的内心情感和深奥的哲理 � 她诗作甚丰 �诗 

中的意象清新 !奇妙 � 极具个人特性 ∀ �/ × ∪⊕ ≤ ⊃ ℘ ⊄⊕  

≥ℑ∈∩0♠� ����� ≈������� 是一首极为典型的描述意象的 

诗歌 � 它描写了夜幕降临时的景象 ∀一开头诗人就 

呈现了一大群意象 �/ 蟋蟀唱0 � × ∪⊕ ≤ ⊃ ℘ ⊄⊕  ℑ∈∩� 

/ 太阳落0 � ⊕  ∪⊕  ∏∈�/ 草尖露珠0 � × ∪⊕ ⊂∉⋅ ∩  ℑ  

⊂∉ℑ⊗ ⊕⊗ ⋅⊃  ∪  ∪⊕ ⁄⊕⋅� / 归家工人0 � ϒ∈⊗ ⋅∉ ⊄⊆ℑ∈� 

, ,这些意象并置 � 烘托出一种夜色苍茫 !宁静安详 

的气氛 ∀ 

她的诗歌5小石头多么快乐6 �/ ♦ ∉⋅ ♦ ℑ∠∠∧ ⊃  

 ∪⊕⊂ ⊃   ⊂⊕ ≥ ∉∈⊕0♠������ �以小石头作为意象 �用简 

单平实的词句形象生动地刻画出小石头普通 !快乐 ! 

不屈不挠 !平凡而伟大的特征 ∀ 狄金森通过对小石 

头的细微描写 �从一个侧面向世人展示了一幅自画 

像 � / 小石头多么快乐�独自在路上滚着�从不介意荣 

辱沉浮�从不畏惧危机发生 ) ) ) �他朴素的褐黄云 

裳�为过路的宇宙穿上�像太阳一样独立�成群或单 

独 �却 发 光�以 不 拘 礼 的 淳 朴�履 行 绝 对 的 义 

务 ) ) ) ∀ 0 ≈� �����小石头从外表到内里 �都与狄金 

森有着相似之处 ∀ 其实这首诗是诗人借物言志之 

作 � 只有通过小石头这一物象往深层看 � 才能理解诗 

歌表达的内在的含义 ∀ 

�二�  狄金森诗歌内容的现代性 

从美国第一位杰出女诗人安妮 # 布雷德斯特利 

特� ϒ ∈∈⊕ ′ ℑ⊗    ⊕ ⊕ � ���� ∗ �����到 �� 世纪的艾米 

莉 # 狄金森 � 一条清晰的脉络表明 � 妇女诗歌的质地 

发生了根本变化 ∀女性诗人摆脱了狭窄的藩篱 �越 

向了广阔的天地 ∀在心理层次上 �她们向纵深处和 

冷僻处开掘 �在风格上 �渐渐摆脱了阴柔之美 �越发 

表现出阳刚之气 ∀她们的歌喉从清丽 !温静 � 变得深 

厚 !粗犷 !豪烈 ≈�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者伊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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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 肖沃尔特在5她们自己的文学6中就提出了著名 

的妇女文学/ 三个阶段0学说 ∀ 她认为 �妇女文学自 

���� 年以后 �即第三阶段 !/ 女人的0�∅⊕⊆ℑ ⊂⊕�阶段 � 

妇女作家才既反对对男性文学的模仿 �也超越了单 

纯的反抗 �她们抛弃了男性社会和男性文化的标准 

和价值观念 � 大胆地进行自我探索 � 追求女性的自我 

和自主地位 ≈������ ∀ 狄金森对个人生活道路的自我 

设计和她的诗歌都标志着女性诗人从自我禁锢走向 

了自我觉醒 � 划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期 ∀ 

狄金森的一生无声无息 �孤独寂寞 �自 ���� 年 

起就渐渐足不出户 � 以书籍为伴 ∀ 在 �� 世纪中期的 

新英格兰 � 她选择这么一条终身不嫁 !以诗为伴的人 

生道路要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 ∀ 从一些文学评论 

家 � 如 ≤∉∈ ℑ⊗ ϒ⊃ ⊄⊕∈ 关于狄金森的评论中可看出 � 

这也是狄金森一个自主的 !明智的选择 ∀ 狄金森对 

生活道路的自我设计 �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当时女诗 

人所面临的双重束缚 ∀ 同时 �狄金森写作不是为发 

表 � 更不是为了赚钱和谋生 � 支撑她的主要是她的意 

志和毅力 ∀正如她的诗歌5发表 ) ) ) 是拍卖6�/ °∏ℜ 2 

⊂ ⊃ ℘ ℑ  ⊃ ∉∈ ) ) ) ⊃  ∪⊕ ϒ ∏ ℘  ⊃ ∉∈0 ♠����� ≈������� 写道 �那种 

放弃艺术的追求 �迎合功利的发表 �在她看来是/ 腐 

败的行径 � 是人的灵魂的拍卖0 ∀从而表现了她对名 

利的超然态度 � 对当时的女性来说 � 能做到这一点确 

实是难能可贵的 ∀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 狄金森是 �� 世纪美国诗坛 

上惟一坦率而真诚地从事爱情诗创作的女诗人 ∀她 

的爱情诗蕴含着丰富的感情和大胆的想象 �比喻新 

颖 � 意象奇特 � 展示了各种各样的爱情生活画面 ∀她 

的5我为什么爱你 � 先生 � 6�/ ⋅∪∧ ⊗∉ ♥⊂∉√⊕∧∉∏�  ⊃ � 0 

♠� ���� ≈������ 用风吹草动 !电闪眼眨这两个比喻意象 

表达了爱是自然的 �无法控制的 �因为连小草都知 

道 � 自然现象无须追根究源 ∀对于一个 �� 世纪的未 

婚女子 �敢于如此毫无掩饰地表达自己对爱情的追 

求 � 实属伟大 ∀ 她的5我是妻子 ) ) ) 我已经完成使 

命6 �/ ♥. ⊆ ⋅⊃ ∅⊕) ) ) ♥. √⊕ ∅ ⊃ ∈⊃  ∪⊕⊗  ∪ℑ ) ) ) 0 ♠� 

���� ≈������� 是一首表现女性对家庭地位意识觉醒的 

代表作 ∀诗人以嘲讽的方式 � 矛头对准妇女对婚姻 ! 

家庭所产生的偏狭的满足感 ∀该诗通过妇女对妻子 

这个角色心满意足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描写 �暴露了 

妇女应有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她们没有真正得到的那 

种安全感 ∀妻子的角色束缚着她 �她无力去反映或 

真正理解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 ∀诗中惟一可以表明 

女性独立思考的句子是/ ♥ .  ℑ ∅⊕  ∉0 �但这一句同 

时表达了女性没去追求的妇女在家庭地位的更高境 

界 ∀全诗用/ ♥. ⊆ − ⋅⊃ ∅⊕. �  ∉∠  ∪⊕  ⊕� 0作为结语 � 将 

诗人对那些盲从 !不加思考地屈服于社会和习俗对 

女性角色和价值的束缚的讽刺和疑问推向高潮 ∀这 

意味着女性对自己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意识的觉 

醒 ∀ 

狄金森的宗教诗 �使人们从中听到了女性最初 

的反叛声 ∀ 她的诗歌 5头脑 ) ) ) 比天空更辽阔6 

�/ × ∪⊕ ′ ℑ ⊃ ∈ ) ) ) ♥ • ⊃ ⊗ ⊕  × ∪ℑ∈  ∪⊕ ≥⊄∧ 0 ♠� 

���� ≈������� 就颂扬了人类思想的那种神奇力量 � 相信 

人可以超越上帝 �表现出一种反基督教的观点 ∀ 更 

重要的是 � 它表明了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 

�三�  狄金森诗歌的隐晦性 

狄金森诗歌的现代主义特征还表现在她诗歌的 

隐晦性上 ∀独特 !超前 !极具个人特色的意象是造成 

她诗歌晦涩难懂的原因之一 � 除此之外 � 她诗歌中不 

规则的语法和韵律 !含糊的影射 !特殊的修辞等等 � 

使她的诗歌引起评论家们异乎寻常 !稀奇古怪和含 

糊不清的解释 �而读者也因其晦涩难懂而陷入迷惑 

与误解中 ∀英美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形式充分体现了 

一个/ 晦0字 �作品叙述形式的朦胧晦涩和表层结构 

的杂乱无章几乎是所有现代派作品的共同特征 ≈� ∀ 

而狄金森用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提前向世人展示了 

文学作品的这一特征 ∀ 

狄金森不规则的语法主要表现在她常常省去一 

般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动词的/ �  0 ∀ 其目的是为 

了暗示动作的持续性 �如 / × ∪⊕ ∠ℑ  ⊕∈⊂∉ � →∉∈⊕ 

ℜ∏ ∧ ⊃  ℑ∈∧ ⊆∉ ⊕ ) ) )  ℑ∧ � ƒ∉∉� � ⊗ ⊕ ℘ ⊃ ⊗ ⊕  ∪⊕ 

∠∉⊃ ∈) ) ) � × ∪⊕⊂ℑ⊗ ∧ ℘  ∉  � ∉∈∉ � 0 �♠� ���� ≈� 狄金 

森的诗歌不仅语法不规则 �就是标点符号也无章可 

循 � 她不用句号或分号 �而一律采用/ ) 0 �比破折号 

短 � 比连字符长� ∀ 狄金森诗歌中的 / ) 0 使我们停 

顿 � 但从一个思想到另一个思想 � 从一个意象到另一 

个意象没有完全中断 � 读者的思绪 !思考自然地从一 

个点滑到另一个点 �将整个诗歌要表达的思想连成 

一条线 ∀她对/ ) 0的运用暗示着超出诗歌实际描写 

的一个思维的连续 ∀ 

狄金森不规则的语法还表现在她任意使用大写 

字母 ∀很多时候 �她诗歌中单词的首字母都是大写 

的 ∀这种打破传统书写规则的创作方法自有其目的 

性 ∀笔者发现 �一般首字母大写的单词是狄金森要 

强调的 � 需要读者特别引起注意的重点符号 ∀ 有时 

诗中首字母大写的单词又恰是诗歌的一个个意象 � 

弄懂这些意象 � 就可理解整首诗的大意 ∀如5我是无 

名小卒 � 你是谁6�/ ♥. ⊆ →∉ℜ∉⊗∧ � • ∪∉ ℑ ⊕ ≠ ∉∏0 ♠� 

���� ≈����� 这首诗表达了狄金森对抛头露面 �成为显 

要人物的强烈反感 �诗中的/ →∉ℜ∉⊗∧0 / ≥∉⊆⊕ℜ∉⊗∧0 

/ ƒ ∉∩0和/ ′∉∩0都是大写开头 � 这 � 个单词是这首诗 

的重点所在 ∀ / 显要人物0就犹如青蛙 � 单调又无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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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似乎支持显要人物的大众犹如/ 沼泽地0 �时时潜 

伏着危机 � 所以还不如做个/ 无名小卒0 ∀ 

含糊的指称也是她诗歌晦涩难懂的主要原因 ∀ 

她的诗歌基本上没有标题 �现在的标题都是后人加 

上去的 ∀读者一般不能马上就她的诗作所要表达的 

东西得出一个清楚 !确定的意向 � 而只有读完整首诗 

才能揣摩出诗的主题 � 这样 � 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 

理解 ∀同时 � 她的诗歌主题在语言 !指称等方面变化 

较大 � 有时读者难以确定她是写人还是写上帝 � 自然 

还是社会 � 精神还是艺术 ∀在5一个瘦长的家伙在草 

丛 里 6 �/ ϒ → ℑ   ∉⋅ ƒ⊕ ⊂ ⊂∉⋅ ⊃ ∈  ∪⊕ ♣ ℑ 0 ♠� 

���� ≈������� 这首诗歌里 � 狄金森用谜语般的词句刻画 

出/ ƒ⊕ ⊂ ⊂∉⋅0的外部和生活特征 �并且将 / ƒ⊕ ⊂ ⊂∉⋅0用 

对应的代词/ ∪⊕ 0来称呼 ∀在第五节的第一行中又将 
/ ∅⊕ ⊂ ⊂∉⋅0称为/ ∈ℑ  ∏  ⊕.  ∠⊕∉∠ ⊂⊕0 �大自然的臣民 ∀ 在 

第三节的第三行中 �将诗人假想为/ ℑ ℜ∉∧0 �而不像 

她的爱情诗 � 诗中人都是女性 ∀这些模糊的指称 � 极 

易将读者导入理解的误区 ∀ 而事实上/ ƒ⊕ ⊂ ⊂∉⋅0却指 

自然界的小动物 ) ) ) 蛇 ∀诗歌表现的主题是人与大 

自然的关系 ∀ 

狄金森的隐晦艺术还表现在她特殊的修饰风格 

中 ∀她是运用反论的能手 � 她善于用巧妙的言词 � 表 

达深刻的含义 ∀ 她的诗作5不少痴癫 �是真知灼见6 

�/ ↑ ∏ ℘ ∪ ↑ ℑ⊗∈⊕  ⊃  ⁄⊃ √⊃ ∈⊕  ≥⊕∈ ⊕0 ♠����� ≈������� 

/ 不少痴癫 � 是真知灼见 ) � 有眼力的人认为 ) � 不 

少高见 ) 是僵化的痴癫 ) � 是多数0 ∀ 众所周知 �一 

个有理智的人 �总是冷静的 �因而才会周密思考 �显 

得聪明 ∀如果说/ 不少痴癫是真知灼见0 �显然是奇 

谈怪论 �不符合常理 ∀ 实际上 �其中包含了一条真 

理 � 就像我们所说的 � 大智若愚 ∀再如她的另一首诗 

作5我的生命结束前已结束过两次6�/ ↑ ∧ ⊂ ⊃ ∅⊕ ℘ ⊂∉ ⊕ 

 ⋅⊃ ℘ ⊕ ℜ⊕ ∅∉ ⊕⊃  ℘ ⊂∉ ⊕0 ♠� ����� � ≈������ 在这首诗中 � 

狄金森连续用了两个反论 ∀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一 

个人怎能两次死去而复生呢 � 但人生中风云变幻是 

常有之事 ∀另外 � 天堂和地狱是截然相反的东西 �二 

者毫无共同之处 � 但悲欢离合是人之常情 � 而悲欢又 

常常交融于离合之中 �这就是 / °ℑ   ⊃ ∈∩ ⊃  ℑ ⊂ ⊂ ⋅⊕ 

⊄∈∉⋅ ∉∅ ∪⊕ ℑ√⊕∈ � � ϒ ∈⊗ ⋅⊕ ∈⊕ ⊕⊗∉∅ ∪⊕ ⊂ ⊂0的含义所在 ∀ 

狄金森正是用这种独特的反论 � 表明了自己对宗教 ! 

死亡和永恒的迷惑 ∀ 

三 ! 结语 

狄金森用自己独创的 !不符合当时诗歌风尚的 

理论和创作为 �� 世纪现代主义诗歌 � 特别是意象派 

开辟了道路 ∀她的诗歌风格 !内容 !形式都与现代主 

义诗歌特征相吻合 � 她既无愧于意象派先驱的称号 � 

又有 �� 世纪女权主义文学的特点 � 其诗作的隐晦更 

增加了她诗歌的现代性 ∀或许她的观点 !理论和创 

作在当时只属于一种个人行为 � 也不是刻意创新 �但 

她却以自己特有的敏锐 � 在 �� 世纪末超前意识到这 

种/ 现代气质0 � 默默地为现代派诗歌打开了门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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