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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与人的诗歌解剖学（代序）

程一身

一个诗人的成熟往往是从写他的职业开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

印证了诗歌确实是诗人的自传。如果说农民出身的爱尔兰诗人希尼

在《挖掘》中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声音，有过学医经历的韦白则从《外

科手术室》中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并以此确立他作为一个诗人

的地位 ：“从《外科手术室》开始，我的写作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声音，

我是想用‘外科手术’式的写法来对生活和时代进行精细的解剖，

而碰巧我又找到了我需要的那种冷峻而尖利的语言……”（《老 D 的

梦境·后记》）不仅如此，韦白几乎所有的诗歌都出于医生的眼光，

体现了医生的工作方式和思维特点，并且蕴涵着疗救精神。在新诗

史上，我还不曾见到一个像韦白这样把自己的职业如此全面而深入

地融入诗歌，并将职业精神与诗歌精神融为一体的诗人。

也许曾经身为医务工作者的缘故吧，在韦白眼里，一切都是具

有生命、能够运动的物体，即动物。这对韦白来说绝不是一种拟人

的艺术手法，而是医生眼中的客观现实。不理解这一点，几乎就不

可能理解韦白的诗歌及其意义。韦白在诗中所写的动物极其驳杂，

而且他有意打破动物之间的界限。但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不妨把

走动在韦白诗里的各种动物分成以下几类 ：一是真正的动物，二是

被降格的动物，三是准动物。对韦白来说，真正的动物无不具有象

征意义。在韦白的诗中，人往往被降格为动物，并由此导致了韦白

诗歌的非道德化倾向与非审美品格 ；与此相反的是，非动物则被提

升为准动物，而兼具理性与人性的机器人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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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运和前景。韦白曾经在神经外科工作过，所以他对身体的解剖（即

那种原初意义上的解剖）有一定的了解，那便是对身体器官的切割

缝补。这种职业特点使韦白的诗同样获得了精密、细致、冷静、节

制的风格。解剖也好，医疗也罢，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根除病灶，使

人或社会的肌体获得健康。因此，疗救精神与批判精神在韦白的诗

中也得到了有效的结合。 

一

除了一些零散的作品，韦白所写的动物主要集中在《隐喻，或

象征》（组诗）里。其中包括蚕、白蚁、猪、老鼠、孔雀、鸭子、白

鲸和电子熊等。在我看来，韦白之所以写这么多不同的动物，绝不

是为了练笔，也不是为了充当介绍动物知识的教材，而是用客观写

实的手法展示世界的丰富性，其基本特征是绝不重复，如果概括得

完整些，还可以加上实验倾向与探索精神。对于每个写诗有年的人

来说，写作的最大问题往往不是无诗可写，而是容易重复自己。如

何避免这种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复制？韦白的策略是如实地描写不

同的动物，并且每种动物只写一次，即穷尽性写作。因此，韦白写

出来的动物各不相同，就像现实中的动物一样各不相同。就此而言，

韦白的动物诗丰富了诗歌的题材。考虑到韦白动物诗的覆盖面，可

以说，他为诗歌写作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不可否认，古人也写动物，

咏物诗是中国诗歌的一个传统，但古人所咏的物大都比较美丽，而

且终究要和自己的“志”联系在一起。这与韦白的动物诗大相径庭。

首先，韦白的动物诗以真实性取代了审美性，尽管他写了像孔雀这

样美丽的动物，但在写作过程中，韦白是把它当成真实的动物来写的。

当然，韦白并不曾掩饰孔雀的美，因为美毕竟是孔雀真实性的一部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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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尾翎上的花斑，就像一只只半睁的

法眼，以恒定的安详，睨视着世界

和芸芸众生，似乎是逼视，又似乎是无心

如果用传统的审美标准来判断，韦白写的动物大多是不美的，

或者是不可以美丑来论定的，甚至还有丑的、破坏性的（如猪、老

鼠和白蚁等）。由于形体不美或者与人的生活具有明显的对立性，素

以洁癖著称的中国古代文人绝不会把这类动物写入自己的作品。也

就是说，这些存在已久的动物们被某种顽固的审美观念过滤掉了，

并因此失去了进入诗歌的资格。而一旦以真实原则突破审美原则，

这些动物无不可以成为诗人写作的对象。这是古代诗和现代诗的一

个基本差别。

其次，尽管韦白的动物诗也运用了隐喻或象征的手法，但他并

不把所写的对象归结为自己的某种志趣，最终把动物作为诗人志趣

的象征，以至于取消了动物的存在或独立性。韦白的动物诗终究是

写动物的，诗中所用的隐喻或象征手法其实是对动物独立性的强

化，或者说是为了把动物写得更像动物。我特别喜欢这组诗当中

的《鸭子》： 

鸭子，我说的是装在小箩筐里

在校园周边或在菜市场出售的

那种，鹅黄、浅白或黑漆漆的

那种，像一团棉花刚染色完毕

带着新鲜的眼睛、新鲜的脚掌

在小箩筐里瑟瑟发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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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诗的基本特点是客观陈述与比喻手法的结合。前三行都是

客观陈述，从鸭子所处的小环境（小箩筐）到大环境（校园周边或

菜市场），再到它自身不同的颜色。第四行出现了一个比喻“像一团

棉花刚染色完毕”，这个比喻突出了鸭子身体之软，颜色之新。由此

可见，诗人在这里所写的是鸭子，并不曾把它引渡到人的某种品格，

接下来的诗句仍然写鸭子的体态 ： 

它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为何有

那么多人围在周围，这与它们

血液里贮存的关于这个世界的

样子完全不吻合。它们不停地

咂嘴巴、甩头。被人买去后

放在镶有瓷砖的地板上，它们

更是睁大了眼睛，像一个陌生

的孩子，向沙发和桌椅钻去

又沮丧地返回，并“滴滴”地

叫唤 

从这节诗中不难看出，韦白的动物诗废除了托物言志的暴政，

终于将动物还原成了动物。如果仔细体察，不难发现诗人对动物的

充分尊重，很可能你还会感到诗中的鸭子极具人性。正如诗中提示的，

鸭子“像一个陌生的孩子”。在我看来，认为鸭子具有人性其实仍然

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所以，我宁愿称它为“鸭性”或“兽性”，

无疑，此时的“鸭性”和人性是重叠的。饶有意味的是，在这节诗里，

最具“人性”的不是人，不是围观鸭子的人，也不是购买鸭子的人，

而是鸭子。那么，人的人性朝哪里去了？《鸭子》后三节写的是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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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鸭子，它们与城市的鸭子截然不同 ：大胆而健康，无畏而自信。

同样是鸭子，环境的改变使它们成了不同的“鸭子”，其中的意味令

人深思。

在韦白的动物诗中，有两首描写杀戮的作品 ：一首是《鱼》，一

首是《实验楼前的乳牛》。毫不掩饰地说，看到这两首作品我深感震惊，

如同亲眼看到它们被杀的场景，似乎被杀的不是鱼，不是牛，而是人，

是生命。相比而言，《鱼》写得比《实验楼前的乳牛》要好，因为这

首诗中的杀戮更细腻，更残忍，更不应该 ：

从背部把它切开时，还看得见它肌肉的颤动。

它的内脏已乱成一团。它的肠子，

像松散的发条缠在一起。一层薄膜，

像漆黑的苔藓攀附于骨刺。

血也是红的，正从看不见的血管里涌出。

我们反复冲洗，直到它的眼珠完全变硬

乃至突出。 

诗歌就这样从杀戮写起，这种杀戮每天在很多地方都在进行，

它显得那么理所当然，因为被杀的是鱼，而不是人。鱼和人虽然都

有生命，但鱼的生命低于人的生命，人杀鱼是完全合法的。诗中漫

不经心地写道 ：“血也是红的”，也就是说，鱼的血和人的血一样，

都是红色的。但我们依然可以“惨无鱼道”，“反复冲洗”着被杀掉

的鱼，而完全无畏于它眼珠的“变硬”与“突出”。接下来是鱼“被

熬成了汤”，“被我们紧紧围住、品尝”。但是，诗歌的最后却是这样

两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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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打着饱嗝，不知该如何离开，总感觉

身体的某个部位被什么卡住了，疼痛不已。

尽管诗人没有说明哪个部位被卡住了，也没有说明被什么卡住

了，而且这种卡住未必是事实，只是一种“感觉”。但鱼刺的确在第

一节就已经出现了，它位于第四行的末尾，很难被人注意。诗人只

是在写薄膜时顺便提到了它，由此对应了它在现实中的隐蔽性。但

正如诗中提示的，与其把这句诗理解为鱼刺卡住了喉咙，不如理解

为疼痛卡住了杀戮。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此刻的疼痛并非

“感觉”，而是事实。“我们”的“疼痛”显然呼应了鱼被杀戮的疼痛，

或者说，“我们”的“疼痛”恰好来自鱼被杀戮的疼痛。这种“疼痛”

提醒“我们”对鱼的杀戮是多么不应该。这无疑是个突变 ：在恣意

的杀戮和快意的品尝之后，“我们”终于“疼痛”了，这首诗的伦理

主题也随之而凸显。 

二

把人视为动物，使韦白的诗歌取得了惊心动魄的效果。在所有

职业中，医生是最容易把人视为动物的人群之一。因为他们工作的

对象是人的肉体，是肉体的生老病死。对一般人来说，最严重的事

件莫过于死亡，而医生由于目睹了太多的死亡已见惯不惊。《外科

手术室》写的就是外科医生与藏匿于病人体内的死神所做的斗争：

把它清除或由它得逞。这首诗写于1998年，韦白三十三岁，人到中

年的冷漠与身为医生的冷静，以及零度叙事的手法使这首诗冷气十

足，然而包藏在三重冷气之中的却是一对半的热情：病人对生命的

留恋，病魔欲置人于死地的凶残，在这场生死的决斗中，医生似乎



7

只是一个旁观者，他的身份显得那么暧昧不明。也许他真的想救助

病人，却有可能成为病魔的帮凶： 

现在，医生的手停住了，

这双用碘液擦洗过的手青筋毕露，仿佛被什么看不见的

东西死死地缠住。就连医生本人也无法说清这样的情形

发生过多少次。是不是死神那双轻如蝉翼的脚

又在上面有力地蹭动？是不是它在犹豫、迟疑，

不肯放掉几乎到手的猎物？ 

在这里，病人只是一个“猎物”，医生与死神都在争夺它。事实上，

它还是诗人的“猎物”，诗人如同另一个旁观者，置身于手术台之外

的旁观者，正是他用眼睛捕获了这个“猎物”，并完成了一部由精确

的时间编织的微型诗剧 ：从清晨 7 点一直延续到下午 2 点半。 

8 点，

患者徐徐运到，卸下，由于过度的担心，

灵魂业已挥发，只剩下一截受惊的身子

在被单下抖动。 

在这里，病人至多算得上一个“动物”，一个抖动的物体。因为

“运”与“卸”均指货物而言，无论它是否抖动。至于这个“动物”

最终是否还在动，诗中未予指明，只是说 ： 

2 点半，患者移走。在一场殊死的搏斗后寂静降临，

这样的寂静像风暴后突出水面的礁石，黝黑而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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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高度而密集的紧张，被逐渐稀释缓解掉。 

这里的“移走”对应了“运到”，而“患者”仍然被称为“患者”，

但他缺席了，或者消失了。他以自身的缺席或消失缓解了“不久前

高度而密集的紧张”，置换了“这样的寂静”。他成了一个不存在的“动

物”。如果认为只有医生才把病人视为动物，就会忽视病人自身感受

的复杂性。在这里，病人之所以陷入动物式的处境，是因为他的身

体处于接受医疗之中。换句话说，它已经失去了活力，失去了自我

康复的功能，甚至失去了继续存活的可能性。就此而言，不仅医生

把患者视为动物，病人也可能私下里把自己看成了动物。

把人视为动物淡漠了死亡的痛苦，并带来了艺术的突破，即非

道德化。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观念极其浓厚的社会里，非道德化的

难度不言而喻。而韦白从诗歌层面对此做出了探索，正像王小波在

小说领域所做的那样。从根本上说，诗人韦白对伦理观念的突破仍

然得益于其医生的身份。性是伦理观念中最敏感的部位，韦白以其

极具先锋艺术特色的新颖创制《瞬间》完成了性的非道德化。《瞬间》

的最大特色是将连续的时间加以分解，使之空间化，并形成一个个

聚焦点。即将每一个流逝的瞬间变成一个个清晰的画面，如同电影

中的慢镜头，如同放映录像时使连续的运动不断静止和定格一样。

就此而言，这首诗确实吸取了影像文学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韦

白以“这时”结构全诗，“这时”在诗中出现了三十九次，也就是说，

这首诗写了三十九个画面，每一个画面都是一个瞬间。而这些瞬间

合在一起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性爱活动。

在描写性爱活动的过程中，作者采用了多种富于艺术性的手法，

将具体的细节，抽象的线条，以及复杂的隐喻结合在一起，从视觉、

听觉、触觉等多个角度写出了性爱活动双方激情的碰撞与消解。首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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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将他所写的两个人命名为“他”和“她”，在整个汉语里，再也

找不到比这两个字更精练而有代表性的词语了。“他”和“她”指的

是所有成年男女，到了这个年龄，他们就必然会出现性活动。这种

必然性和普遍性先于道德，这就预伏了以道德评判性活动的不合理

性。其次，写性活动难免写到身体的隐秘部位。对此，韦白充分吸

收了西方人体画的优势，写出了艺术而非色情，更非下流的人体。“这

时他抓住她的左乳”，这是对女性身体的细节呈现 ；“这时他抓住两

个圆和两个半圆”，“这时他分开两片薄薄的唇像个 V 字”，这是对女

性身体的线条抽象 ；此外更多的是对身体部位的隐喻式描写，而且

诗人坚持把身体放在性活动当中，突出身体存在的真实性、内心激

情的夸张性（此时的夸张恰恰是真实），以及由性活动引发的幻觉（这

种幻觉仍然是一种真实）： 

这时他看见马队前移这时她像圆规一开一合保持弹簧

的惯性。这时什么撕破了就永远撕破这时旋涡越旋越深这

时一个中心形成又迅速扩散一层层的涟漪在滚动在纠合。

这时淹死的鱼张大嘴巴吸气这时一个漆黑的船体掉下很快

下沉这时烧红的铁放进水里“嗤”的一声陡然降温。 

在这节诗里，诗人用密集的比喻对性高潮做了精彩的演绎。其

中的喻体马队、圆规、弹簧、旋涡、涟漪、鱼、船体、铁、水，如

此等等，都是不可以道德评判的自然存在物。这些比喻意在表明性

爱像这些喻体一样不可以道德评判。就此而言，这些富于才情的比

喻表明《瞬间》不仅写出了艺术的人体，非道德的人体，而且写出

了艺术的性爱，非道德的性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贯注重诗歌

形式的韦白为何突然采用不分行的形式来写《瞬间》？而且，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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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诗来看，他的“这时”和她的“这时”起初有一个逐步融合的过程，

随后是一连串的“这时”，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一并取消，这表明当时

的动作是多么急骤。如果分行的话，性活动的这种连续性就会遭到

中断，而有悖于艺术真实。

韦白另一个用新颖的手法书写人体的诗歌作品是《睡美人》，堪

称《瞬间》的姊妹篇。但《睡美人》整体上是安静的，唯美的，没

有任何人打扰或陪伴的。试引一节 ： 

天鹅绒色的被单睡着了。她优美的线条睡着了。

轻轻的鼾声从她的鼻咽部呼出。四周的风

跟着她睡着了。她的胸脯朝上，隆起，

乳白的双乳是一对静息良久的小白鸟睡着了。

乳晕散开，如一枚扩大了的红色钱币睡着了。

两个乳房之间的洼陷处睡着了。睡着了睡着了，

她琴键似的肋骨在凝脂下睡着了。她腋窝中的

狐臭睡着了。她迷魂药般的香水味探头探脑地

睡着了。 

如果说《瞬间》中的动物是一对猛兽的话，那么，《睡美人》无

疑是一匹安静的雌兽。这首诗用五节的篇幅来写睡美人的睡态，而

且诗句活泼，富于变化。在这首以惠特曼式的列举为主要写法的诗

歌中，一再显示着诗人的医生身份。如所引段落中的“鼻咽部”、“肋

骨”、“腋窝”等。这节诗将睡美人放在被单与风所构成的安静环境中，

细致描写了睡美人的鼾声、乳房、狐臭与香水味，可以说写出了触

觉以外的所有感觉。之所以未写触觉，是因为它一出现就会破坏睡

美人的氛围。我推测韦白这首诗可能受了布罗茨基《挽约翰·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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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因为《挽约翰·多恩》正是以“睡”结构全篇的。尽管手

法相似，韦白把所写的对象从死者变成了睡者，从而把挽歌变成了

颂歌，仍然显示了他高超的吸收与转化才能。

人的地位可以被降格到何种程度？看看杀人犯就知道了。在杀

人犯眼里，人甚至连动物都不如。换句话说，杀人犯是最不尊重生

命的人，是同情与怜悯完全泯灭的人，是把活人变成尸体的人。试

看《犯罪现场》的第一节 ： 

尸体像敞开的果肉完全裸露。头歪斜着。

极度扭曲的脸部，倾诉着死者逝去的苦痛。

光洁的腿再也无法闭合，只好这样被动地

张开，喷吐出凉气。血快速地凝冻，

缓和着不久前还在激烈跳荡的空气。 

综上所述，韦白所写的人形动物诗题材各异、主旨丰富，除了

以上所述之外，还有皮影艺人以及驱赶他们的警察，破产者以及剩

存的工人，城市建设中的被迫搬迁者，穿梭于城乡之间的打工者，

寻欢作乐的旅行者，表面闪光而内心崩溃的歌者，如此等等。在《我

每天走过这条街道》中，韦白写道 ： 

……那个卧在医院

门前的草席上的人，是奄奄一息

的物体 ；那个站在治安岗亭边的

小伙子，是国家机器上戴着钢盔

的物体 ；我是频频移动在这两点

之间的幽灵般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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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从总体上揭示了当代人的动物化处境，韦白的诗歌也因

此获得了一种内在的社会批判意识，贯穿着一种让人活得像人的

呼声。 

三

如前所述，在韦白诗中人与动物的界限是模糊的。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人的动物化处境，人与动物的界限之所以显得迷离难辨，

不是因为我们缺乏相应的知识积累和评判标准，而是由于当代人的

真实生存状况摧毁了所谓的知识和标准。当一个人在杀人犯的枪击

下变成尸体的瞬间，人与动物以及非动物的界限如何分辨？然而，

在任何时代里，诗人都是情感过剩的一群，这种过剩的情感必将唆

使诗人频繁越界，但他们无意在人与动物以及非动物之间确定明晰

的界线，而是倾向于将一切人化。

首先看一下《解剖标本》，诗中所写的是一个被制成标本的女人。

在行文过程中，尽管诗人有意把它作为一个标本（即非动物）来写，

“她也以一个完全 / 裸露的方式丧失了羞耻”。但最终诗人仍然察觉了

其中保留着未泯的人性 ：

这个女人不能想象一种隐秘的天命

带着药水来到她的躯体内，

不能想象这一度光洁莹润的躯体，

在透明的玻璃后面居然像一捆橡皮，

拥有了魔鬼似的不朽（不再有凝脂

在皮下轻轻闷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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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诗人如同这个已经死去了的女人的代言人，表述了她

被制成标本的不情愿，并用“不曾合上的眼睛”这个细节加以“证实”。

在“魔鬼式的不朽”与“不再有凝脂在皮下轻轻闷燃”之间，更真

实的显然是后者，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不朽”的虚假性，也

潜在地揭示了本诗的伦理主题。在《橱窗中的活体模特》中，诗人

的视线从医院转向了商场。模特代表着城市文化的时尚性和商业文

化的先锋性。可惜它拥有的只是尸体一般的静止 ：“她的眼睛长久地

停住。她的嘴 / 一片哑默。”在“活体模特”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

城市人成了模特，或者过着模特一般封闭静止的生活 ：“走过去的人

也一样，只是套子 / 更大些，像透明的方棺无从察觉。”公交车是城

市生活的主要交通工具。它将不同的陌生人反复聚集在一起，而彼

此默不做声，共同接受司机的引导 ：平安抵达或车毁人亡 ： 

他们全都不知道

自己的命运在什么地方——

是红的、绿的、还是白的、

黑的，他们只是把自己交

出来，让车辆承载着

上坡、下坡、转弯

让自己随车辆摇晃——左倾、

右斜，或乖乖地倒在靠背上

感受一阵突如其来的加速

或减速。他们成了车辆的

一部分——车辆的内脏

此刻，他们像一个人的肠子

和肺，在身体的内部安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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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寂静的车厢》这首诗里，令我吃惊的是诗人把公交车比成

了人的身体，而把车中的乘客比成了身体内的“肠子和肺”。也许只

有医生才会有这种思维。《纸人的悲伤》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它以

一种非人的形式（纸）体现了当代人普遍的内心状况，一种可复制、

可传递的悲伤 ：“他不是人，他是一个人 / 的创造，他被创造成了 /

一个悲伤的纸人。”从这些诗歌来看，韦白无疑是个城市诗人。城市

是他的栖身之地，也是他现实经验的发源地。也许正是由于对城市

的敏感，韦白可以将公交车身体化，将城市内部的道路比喻成“回

环的小血管”，甚至将棋子拟人化。在《活着的游戏》中，每个棋子

都象征着某一类人：既被围又要去围其他棋子的棋子，被围死的棋子，

牢牢地守护着自己位置的棋子。而诗人自己则是“没有被取消 / 而实

际上已被你自己取消了的一粒奇怪的棋子”。

韦白作品中的另一类准动物是电子产品。二零零一年三月，韦

白写了一首《电子熊》。作为一首准动物诗，“电子熊”其实是一种

电子产品，一种仿真动物。这种仿真动物其实是“被动物”。因为它

只能预先被设定好固定的程序，然后在人的操作下完成一个个固定

的动作 ： 

它只懂得要从一粒纽扣电池里吸取能量，

输入中央处理器。它的字典里只有“服从”，

“喜悦”，但没输入“反抗”。 

由此可见，电子熊以及其他电子动物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被动性。

这种只知服从不会反抗的电子动物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许多当代人，

特别是城市人的象征。写完《电子熊》之后，韦白用一年多的时间

完成了一个超文本，名字是《机器人 δ 的幸福生活》。同样是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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