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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克雷格·雷恩《一个火星人

寄一张明信片回家》中的异化 ①

康　杰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一个火星人寄一张明信片回家》是克雷格·雷恩的代表诗作之一。它从火星人的角度来描写地球人的日
常生活。运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从科技和精神两方面来分析《一个火星人寄一张明信片回家》中的异化现象，揭示了

该诗中后现代的人们在科技和精神的双重异化下面临的种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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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雷格·雷恩，英国“火星派”诗歌的代表诗人。“火
星派”诗歌通常将寻常的事物描写成不寻常，营造了陌生

化的效果。《一个火星人寄一张明信片回家》于１９７７年
首次发表在《新政治家》。诗歌从火星人的角度描述了地

球人的日常生活，在火星人的眼中，所有普通的事物都变

得不普通。

著名诗人谢默斯·希尼曾说过克雷格·雷恩的魅力

在于“创立了英国诗歌品味历史上的标志”［１］。托马斯·

卢卡斯在《论克雷格·雷恩》一文中说到“克雷格·雷恩

的作品通过犀利的语调、新奇贴切的隐喻和比喻性语言

使诗歌从不古板或缺少装饰”［２］。他高度赞扬克

雷格·雷恩是“一个具有睿智、独创性和人性的诗人”［２］。

多年以前，雷恩的诗歌就被英国的评论家牢牢地贴上“火

星派”的标签。在“火星派”的诗歌中，外星人用异常化的

眼光来审视我们所熟悉的地球世界。穆迪认为雷恩的诗

歌“对于真实和普通的世界有一种冷漠感”［３］。玛丽·卡

尔在《克雷格·雷恩访谈录》中指出“雷恩的作品让人回

想起两位早期诗歌界的巨匠：庞德和威廉姆斯。正如庞

德挣脱意象派缰绳的束缚，如今，雷恩也抵制“火星派”的

条条框框”［４］。

在中国，与克雷格·雷恩及其作品相关的研究和评

论不多见，对其深入讨论的专著和论文更是少之又少。

近年来，著名学者马永波翻译了雷恩的部分诗歌。唐晓

云和许峰在《论隐喻在克雷格·雷恩诗歌中的语篇功能》

一文中探讨“隐喻在诗歌的语篇街接和连贯方面所起的

重要作用，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文本的深层意

义和美学价值”［５］。同时，唐晓云和董元兴合写了论文

《论克雷格·雷恩一首诗的语篇衔接特征》［６］，基于系统

功能语言学，从英语语篇衔接的视角讨论了这首诗的语

篇衔接特征。

在我国，关于这首诗歌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诗歌文

本的分析，如隐喻的语篇功能和语篇衔接，对于这首诗歌

的主题研究却很鲜见。其实，这首诗歌异化的现象非常

明显。因此，本文基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从科技异化和

精神异化两个方面分析诗歌中的异化主题。

１　科技异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

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这并没有给人

带来全面的自由和解放，相反，在现代世界中，人们的主

体性受到自己创造的物体的控制，科学技术变成了控制

人们思想观念的工具。

在诗的第一节（１～６行），火星人描述的事物是书，
“书本是有许多翅膀的机械鸟”。诗人用“Ｃａｘｔｏｎｓ”来指代
书本。虽然这些鸟从未飞过，但是“有时它们栖落在手

上”。令人费解的是火星人不知道书本这个单词，但是知

道威廉·卡克斯顿。卡克斯顿是第一个用英语印刷书籍

的人。在这里，雷恩通过隐喻制造出陌生化的效果。书

本被比喻成长着许多翅膀的机械鸟。在火星人的眼中，

人类的世界是一个机械化的世界。“它们令眼睛溶化，或

是人体尖叫，毫无痛苦”（３～４行）。“令眼睛融化”、“人
体尖叫毫无痛苦”是看书的两种反应，它们分别代替的是

“哭”和“笑”。这是火星人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描述

人们阅读时的强烈情感。人类的反应就像机器人机械的

反应。现代世界是由机械科学和定量理性组成的第一文

明。它使人们的行为缺少主动性从而受制于科技，人们

有目的性的主动行为异化成非理性状态下的本能反应。

诗歌随后转向描述两种天气：雾和雨。雾是“疲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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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的天空栖息在大地上的身体”（７～８行），大雾朦胧了
人的视线，使人对世界的阅读有如“彩纸下的版画”，雾里

看花。因为在现在社会，“当意象决定掩盖真实，人们的

生活就不再是直接和积极的”［７］。雨是“大地所变的电

视”，正如人可以调节电视屏幕的亮度，雨“它有将颜色变

深的特性”。德波认为“景观的世界是一个资本的世界，

同时也是一个商品、消费者和媒体狂热者的世界”［７］。电

视作为现代大众传播工具，不仅没有拓宽人们的视野，反

而极大地束缚和限制了人对世界的认识。电视产生了许

多让我们无法真实地感知现实世界的影像与信息。雷恩

曾说过，“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每个事物或多或少的

被后天的习惯所扭曲，这种现象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可

能表现的更明显。电影海报和杂志每天都向我们呈现大

量的视觉意象”［４］。消费文化是当代欧洲社会物质文化

的一种体现，物质过剩是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象征。

法国著名思想家居伊· 德波于１９６７年出版了《景观社
会》一书，他指出２０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一
种新的社会形式，即景观社会。德波所讲的景观其中所

包含的一个方面就是意象的社会化特征源自技术、媒体、

资本等力量。德波认为，“来自景观的错觉使主体越来越

远离他们的真实情感和欲望，然而越来越靠近官僚主义

控制下的消费”［７］。因此，在物质文化的消费中，人们被

自己劳动所创造出来的物品控制着。

诗歌描述的另一个现代科技的代表是汽车。“模型Ｔ
是门锁在里面的房间，一把钥匙转动，使世界自由运动”

（１３～１４行）。在火星人的眼中，汽车是模型 Ｔ。我们可
以想象火星人阅读过少许关于汽车的知识，１９０８年福特
汽车公司生产出世界上第一辆属于普通百姓的汽车———

Ｔ型车，世界汽车工业革命就此开始。随后，“有胶卷，拍
下任何错过的东西”（１５～１６行）。就像图像可以或大或
小地显现在胶卷上，外面世界的景象在汽车后视镜里也

是如此。“当真实的世界变成一个简单的意象，这个简单

的意象就会变为一个能够产生有效催眠效果的真实存

在。景观使人通过特殊的媒介来观察这个世界”［８］。汽

车的快速运动将人与自然，人与周围的世界隔离开来。

汽车速度越快，驾驶者的视野越狭窄，人只能通过反光镜

观看“任何错过的东西”。火星人认为“时间是系在手腕

上，或是存于盒子里，不耐烦地滴答作响”（１７～１８行）。
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推测出“系在手腕上”的物体是

手表，“存在盒子里”的是闹钟，它们都是科技的产物。而

“不耐烦地滴答作响”则表现了现代生活的快节奏。

２　精神异化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造成人们精神上的痛苦，

使人们失去了本真。由精神异化造成的自然抑郁和精神

压力的后果比劳动异化造成的物质生活的贫穷更严重。

异化延伸到整个社会，每个阶层都是受害者。

这首诗中一个最有趣的困惑就是“闹鬼的装置，当你

拾起时鼾声阵阵”（１９～２０行）。这个物体会哭，然后人
们“就把它放到唇边，哄它入眠，一声一声”（２１～２３行）。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手表和闹钟，火星人不能辨别有机

和无机的物体。因此读者会误以为这个物体指代的是一

个婴儿或者是一只猫。然而很快会明了这个“闹鬼的装

置”其实是一部能够被“手指搔弄”而“唤醒”的电话。电

话取代了人们面对面的交流，它既像幽灵难以摆脱，又像

婴儿受到人们的宠爱。电话像个婴儿，能够睡眠，且会打

呼，吵闹时需要轻声安慰，因此，人际交往变得机械化。

诗歌末尾部分集中于描述人们的习惯，火星人观察

到人类依赖于“一间惩罚室，带着水，没有吃的”（２６～２７
行）。“他们关上门独自忍受”，火星人把卫生间和监狱

混淆了。这里显然是诗人采用了陌生化的技巧。日常生

活中的习惯变成了一种新的感受。生活的痛苦有如如

厕，无人能幸免，没人能逃避，只是各自的痛苦有不同的

味道。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同于其他任何人的感受。精神

异化造成的精神压力使人感到痛苦。

异化充斥着整个社会，没人能逃脱。当人们努力想

摆脱这种异化，他将会被孤立。于是最后人们“成双成对

地躲起来”，他们的梦被描述成“阅读自己，在色彩中，闭

上眼睛”（３２～３４行）。晚间的睡眠本是夫妻间真心交流
的最佳时间，但是他们却紧闭双眼，在梦中阅读有关于他

们自己的东西，而不是阅读对方。孤独是现代社会的一

种疾病，人们之间缺少交流。精神异化造成的自然抑郁

和精神压力使人们更不愿与他人交流。

３　结　语
克雷格·雷恩的诗歌《一个火星人寄一张明信片回

家》以一个火星人的角度来观察地球和地球上人们的日

常生活。他所描述的景观社会是一个异化了的社会。在

火星人的眼中，人类的整个世界被机械控制，人们的生活

被物化。因此，人们承受着来自科技和精神的双重异化。

现代世界的许多因素导致我们远离现实和真相，在一个

机械化的世界里，人们的生活变得荒诞怪异和痛苦。我

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现代文明，重新审视我们生活的

世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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