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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诗歌的核心特征是“包罗万象的

感觉主义”（勃兰兑斯 154），其经典名作《夜莺颂》自1820年出版以来，相

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夜莺颂》究竟只呈现“美”的感觉，还是表达出对

“真”的“悟”，其末尾两行诗句意味着诗人“获得还是丧失了感受能力”

（O’Rourke 2），是济慈颂诗批评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有学者认为，《夜莺

颂》只“涉及美，其内容与真理无关”（Vendler 78）。也有学者指出，尽管

《夜莺颂》末尾两行“没有给出任何结论”（Sheats 92），但是济慈以其独

特的诗歌风格实现了颂诗的功能，表明人类内心的深切渴望。双方争论的焦

点在于《夜莺颂》是否兼具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实际上，“文学的教诲作

用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教诲的实现过程就是文学的审美过程。教诲也是文学

审美的结果”（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 

9）。济慈不是唯美主义者，而是具有深刻伦理意识的浪漫主义诗人。本文首

先分析《夜莺颂》的听觉叙事策略及其诗歌形式特征，探索其蕴含伦理价值

的诗性氛围，然后阐释诗歌中的斯芬克斯因子、伦理选择和伦理价值，依据

文学的伦理意图与叙事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深入挖掘《夜莺颂》的审美旨

趣和伦理内涵。

一、济慈《夜莺颂》的听觉叙事结构与伦理价值的生产

聂珍钊强调，“文学的产生是伦理选择的结果，文学的价值在于记述

了人的伦理选择”（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创新的跨学科思

考”83）。济慈在其经典之作《夜莺颂》中，通过多重听觉叙事文本传达其

伦理思想，实现了诗歌所意指的伦理教化功能。

偶听、幻听和灵听是三种聆听方式，均源于听觉感知的不确定性，分别

处在其完整性、真实性和可能性的对立面上。1《夜莺颂》首先是一首“偶

听”佳作。济慈在一个清晨偶然听到夜莺的歌声，然后回到房间，一气呵

成，创作了《夜莺颂》。但是如果仅仅将诗歌第3节理解为济慈对现实世界

悲惨境况的描写，认为诗歌反映了济慈的美好理想与悲惨社会现实之间的矛

盾，这便简单化了诗歌的思想内涵和伦理价值。实际上，济慈只是“偶然”

听到了夜莺的歌声，夜莺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它的歌声转瞬即逝。济慈在

“偶听”文本中融入了“幻听”和“灵听”的元素，在确定的夜莺歌声中加

入大量不确定的成分，使偶听、幻听、灵听三条叙事线索同时出现在一首诗

歌之中，说明诗人力图通过听觉叙事文本表达深层的思想内涵。

诗歌的第1、2节营造了幻听的氛围。“我”好像“饮过毒鸩”2，也好

像吞服过鸦片，又似乎喝了“冷藏在地下多年”的酒，“充满了鲜红的灵感

1　 参见 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201 页。

2　 除两处特殊注明外，本文所引用的《夜莺颂》译文均来自济慈，《济慈诗选》，查良铮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 70-74 页。下文只标注诗节或诗行，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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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泉”，感觉“困盹和麻木”，仿佛到达了“列斯忘川”，已经失去了正常

人所具有的感知能力，此刻所听到的夜莺之歌似乎只是一种幻觉，并非真

实的夜莺歌声。第4、5节再次强调“幻听”的特质：诗人的头脑“已经困

顿、疲乏”，他甚至无法辨识平日熟识的花草，他听到的夜莺之歌只是朦朦

胧胧的幻觉，而非真实的情境。第6节则明确表示“我几乎爱上了静谧的死

亡”，“在午夜里溘然魂离人间”，虽然夜莺“仍将歌唱”，诗人却“不再

听见”，这说明诗人所听到的歌声属于幻觉之音，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

诗歌第 7 节又呈现出灵听的特征。夜莺之歌不仅“曾使古代的帝王和村

夫喜悦”，而且曾经“激荡 / 露丝忧郁的心，使她不禁落泪”，甚至曾经引

动古代美人打开窗户，遥望并期待她的骑士来援救她脱离古堡险境。夜莺固

然在亘古时期就曾歌唱，但是诗人只有依靠超越时空的灵异功能，才能听到

古代夜莺的奇异歌声，他所依赖的神奇媒介是“灵听”。

在第 8 节中，诗人告别了“幻想”，称其为“骗人的妖童”，仿佛夜莺

之歌为幻想之物，属于空穴来风，以至于诗人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个幻觉，

还是梦寐”。他不知道自己是在睡梦中，还是清醒着，这似乎表明全诗所写

的夜莺之歌为幻听的产物。同时，诗人再一次描述夜莺的歌声“流过草坪，

越过幽静的溪水，/溜上山坡”，随后又“深深 /埋在附近的溪谷中”。从空

间距离来看，夜莺渐行渐远，诗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听到其歌声，夜莺歌声

消逝的路径表明诗人正在进行灵听，平常人的听力根本无法获取那么遥远的

声音。

偶听是诗人聆听的事实，幻听是《夜莺颂》的叙事框架，灵听是其中的

些许片段。诗人将偶听、幻听和灵听纳入颂诗之中，展现其感知夜莺歌声的

过程，将表达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并置于一个听觉空间，形成迷离恍惚的听

觉效果，使文本内涵更加丰富多彩，将伦理内涵蕴藏于浓厚的诗性氛围之中，

有助于实现其道德教诲功能。

二、济慈《夜莺颂》中的听觉方式与伦理价值的生成

听觉方式包括三种：听有、听无与无听。“听有”即为听取音景中的各

种声音。声学意义上的音景包括三个层次：主调音，信号音，标志音。1《夜

莺颂》的整幅音景是夏日的歌声，夏日的微风（48 行）是主调音，蚊蚋嗡嗡

的声音（50 行）是信号音，夜莺之歌是标志音。全诗重点是写夜莺的歌声，

其它蚊虫的声音构成音景的底色。夜莺“放开了歌喉，歌唱着夏季”，“倾

泻着你的心怀 / 发出这般的狂喜”，即使“我”已经死亡，它“仍将歌唱”。

夜莺从亘古一直歌唱到今天，经历了世世代代，歌声跨过了河流和山岗，具

有跨越时空的特性。夜莺嘹亮的歌声是诗人聆察的对象，诗人在倾听的过程

中经历了从困盹到欢喜的心理转变过程，“忘掉这疲劳、热病、和焦躁”的

1　 参见 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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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这是所谓的“听有”。

“听无”是一种“灵魂之听”，听不见的乐音乃是“至大至美之音”（傅

修延  393），能够给文学作品带来特殊的意境。“听无”主要表现在《夜莺

颂》第4、5节。此时，诗人身处“不甚明亮”之处，光线“幽暗”，他的视觉

已经无法发挥作用，不能看到身旁的植物，只能通过季节来猜想它们的名称。

按照常理，诗人不得不闭目之时，应该完全打开“耳睑”，能够更加清晰地领

略夜莺歌声的曼妙与美好。但是，诗歌第5节并没有提及夜莺，诗人在全神贯

注地想象他附近花草的名字，夜莺的歌声处于“无”的状态。视觉的“无”与

听觉的“无”共同簇拥着诗人，表明诗人已经彻底遁出现实世界，“悄然离开

尘寰”（18行），沉浸在夜莺歌声带给他的理想世界之中，这里只有果木的芬

芳和花草的清香。诗人闭上了外在的眼睛，但是睁开了内在的眼睛，敞开心

扉，用心去倾听和感受，在心灵的世界里尽情享受自然界的无穷魅力。此节

“听无”与处于全诗主导地位的“听有”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了夜莺歌声带

给诗人心灵的冲击，为诗歌第7、8节听觉叙事达到高潮奠定了基础。

“无听”分为“无人之听与无闻之听”（傅修延  396）。《夜莺颂》中

的“无人之听”表现在第6节，因为自然不需要人的存在，夜莺自在自足，

不必顾及是否有人在倾听，只是尽情地歌唱，人可以消逝。诗人对此心有灵

犀，主动离开夜莺的歌声，真诚地“爱上了静谧的死亡”（52行），“在午

夜里溘然魂离人间”（56行），把主导世界的权力留给夜莺，让夜莺成为大

自然唯一的歌者。在第6节末尾第2行，诗人已经死去，不能再倾听夜莺的歌

声，夜莺喜悦的歌声“只能唱给泥草一块”（60行）。夜莺与泥草形成应

和，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发生感应，不需要人的存在，诗歌由“无人之听”

过渡到“无闻之听”，诗人将脱离歌声的世界，思绪飞奔至“古代的帝王和

村夫”（64行），以及“异邦的谷田”（67行），和泛动着险恶浪花的大海

（70行）。夜莺之歌停留在诗人的思绪之中，但诗人的注意力不在于夜莺，

而在于远古时期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他们的故事带给诗人历史感和空

间感，进一步帮助诗人体会到夜莺歌声的感染力，将诗人的思绪带到高潮。

无论济慈在倾听，还是在沉思，抑或在想象的世界里感受夜莺声音的

魅力，都体现出诗人对夜莺的无限赞美和青睐。“没有教诲功能的文学是不

存在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7）。济慈在《夜莺颂》中通

过描写“我”的在场和缺席等多种倾听方式，呈现出世界的纷繁复杂、千变

万化，表现出其诗歌的多义性和含混性特征，为传达其伦理内涵提供了可能

性。

三、济慈《夜莺颂》中的听觉反应境界与伦理价值的表达

因声而听、因听而思和因听而悟是“代表听觉反应由浅入深的三重境界”

（傅修延  237）。由上述分析可知，《夜莺颂》已经实现了第一、二层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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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境界，那么它有没有达到因听而悟的第三重境界呢？表面看来，《夜莺颂》

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结论，结尾两行的问句似乎只能表明济慈提出了问题，

没有给出“悟”的答案。若仔细考量《夜莺颂》末尾两行“Was it a vision, or 
a waking dream? / Fled is that music: — Do I wake or sleep?”（Keats 372）的句

法与格律特征，就能体会到诗人所悟到的伦理思想。

从句法来看，济慈连续使用两个问句，似乎是在询问“这是个幻觉，还

是梦寐？”（79 行），或“我是睡？是醒？”（80 行），但实际上济慈正在

说明他的观点：歌声虽然已经远去，但是歌声永远存留于这个世界，世界是

复杂的，多元的，有真，有美，有离别，也有永恒。济慈的诗学思想具有模

糊性特征，他的表现技巧是不断变化的，他在《希腊古瓮颂》中给出思索的

结果，但是在《夜莺颂》中没有使用陈述句明确写出所悟所思，而是通过问

句暗示其听觉叙事文本的旨归。

再从格律来看，济慈诗歌的伦理内涵通过四种方式得以呈现。第一，两行

诗句中间都有停顿（caesura），四个半行诗歌构成一种“轮状回旋”（O’Neill  
203），表示济慈对“音乐远去了”一事的质疑和反复思考。第二，扬抑格音节

“Fled is”将动词前置，放在诗行开端，既是对“音乐远去了”一事的强调，也

对整首诗的抑扬格表现出对抗的立场，对“音乐远去了”一事进行反讽，甚至

是否定。第三，“音乐”一词在整首诗中第一次出现，虽然之前的7个诗节都

在描述夜莺的歌声，却没有用“音乐”一词，而是称之为“sing”，“song”，

“haunt”，“pouring forth thy soul”，“voice”，“the self-same song”，“the 
same”，“anthem”，使夜莺的歌声余音绕梁，不绝于耳。第四，两行诗歌重复使

用了“wake”一词，是对“清醒”状态的强调，意在说明：尽管夜莺已经远去，

但歌声犹在；“wake”也是双关，表示济慈对现实世界的清醒认识。而且第一个

“waking”是现在分词形式，第二个“wake”是动词原形，表示诗人经历了慢慢苏

醒的过程，已经达到了清醒的状态。至此可以肯定，《夜莺颂》明显表达了“因

声而听”和“因听而思”，但“因听而悟”是通过暗示的方式来表达的。

《夜莺颂》开篇是先声后听，然后是听而后思，最后达到因听而悟的境界。

“对于济慈来说，元音表示激情，辅音表示狂喜，句式就是他诗歌的生命力

所在”，济慈的语言总是“摇曳多姿的”，句法具有“模糊性特征”（Stewart 
141）。济慈领悟到现实很复杂，含有多种因素和多个层次，不能简单地用肯

定句或否定句来概述，而是需要使用疑问句来呈现其真实面貌，表示确定无

疑的观点，同时表现出思想的复杂性，而不是单一性，表现出诗歌的文学性，

而不是哲学性。

《夜莺颂》中的幻想者倾向于从某种幻觉中醒来，并准备接受周围复杂

的现实。聂珍钊指出，“一部文学经典的社会认同和接受，主要在于它的价

值能不能被读者发现”（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146）。济慈使用

多种听觉叙事方式构筑一种广义的诗性氛围，以便使读者在聆察夜莺美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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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的同时，能够感受其伦理价值。

四、济慈《夜莺颂》中的斯芬克斯因子、伦理选择与伦理价值

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无论在古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的文明社会，

人都是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构成的，人总是“一个斯芬克斯因子或伏羲、

女娲因子的存在”（聂珍钊 王松林 7）。回顾《夜莺颂》文本可以发现，听

觉在诗歌中象征着人性因子，视觉象征着兽性因子，“诗人”始终处于两种

因子相互斗争所形成的伦理困境之中。诗歌第1节写到：“我的心在痛，困

盹和麻木/刺进了感官，有如饮过毒鸩，/ 又象是刚刚把鸦片吞服，/于是向

着列斯忘川下沉”。诗人面临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对立的矛盾之中，所以感

到非常痛苦。倾听夜莺的歌声是人性的选择，通往美好和善良的世界；逃避

声音是本能的倾向，是兽性的选择。如果让人性战胜兽性，诗人需要改变

原始的生物属性，就会感到痛苦；如若随同夜莺离开现实世界，他需要付

出艰辛的努力，甚至需要借助美酒的力量（第2节），或者诗神的双翼（第

4节）。如果不倾听夜莺的声音，自然而然的生活状态便是“疲劳、热病、

和焦躁”，“青春苍白、削瘦、死亡”，以及“忧伤和灰眼的绝望”（第3
节）。如果不进行理性选择，尘俗的生活永远黑暗、无望，朱湘的译文十分

贴切：“尘思相拥，俗念相迂”（济慈“夜莺曲” 210）。即使不排除兽性因

子的作用，“我看不出是哪种花草在脚旁，/什么清香的花挂在树枝上”（第

5节），视觉也已经失灵，诗人无法观察世界，只能依靠嗅觉来猜测花的种

类和颜色。第6节则摒弃视觉，转而依赖听觉来聆察世界。这是非常美好的时

刻，诗人“几乎爱上了静谧的死亡，/我在诗思里用尽了好的言辞，/求他把

我的一息散入空茫”。他宁愿赴死，也不愿意回到视觉的世界，愿意永远停

留在听觉的世界里，保持人性因子的作用。诗人对听觉、人性因子和永恒生

命的向往延伸到第7节，他想象夜莺歌声长存的状态：在时间上从今日远达亘

古，“古代的帝王和村夫”都曾经享受歌声带来的喜悦；在地域上从陆地远

达大海，甚至能“在失掉了的仙域里引动窗扉”；从国度角度来说，能从母

国远达异国，哪怕露丝来到异邦，仍能感受到夜莺带来的快乐（第7节）。

人“始终处于做人还是做兽的两种基本选择”之中，这种选择就是伦理

选择（聂珍钊 王松林 7）。兽性因子是人的一种本性，兽性是人的本能反应

和自然倾向；人性因子是主导因子，能够抑制和约束兽性因子，避免人做出

错误的伦理选择。在《夜莺颂》中，经过前7节的较量，听觉的人性因子已

经战胜了视觉的兽性因子，诗人认同并接受了听觉的生活方式，达到了“因

听而悟”的境界。然而，济慈承认世界的复杂性，兽性因子不可能被排除，

所以只能在第8节中戏谑地称夜莺为“骗人的妖童”，称其歌声为“怨诉的

歌声”。他确信，这歌声绝对不会远去，会永远留在诗人的生命里，却用疑

问句写道：“噫，这是个幻觉，还是梦寐？/那歌声去了：——我是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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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诗人虽然选择了听觉，但是他习惯于在朦胧之中呈现真理，用模糊的

境界来呈现确定的思想。济慈的《夜莺颂》没有以肯定句来结尾，他用审美

的方式和修辞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悟，让读者自己去感受他的伦理顿

悟。济慈在《夜莺颂》中构筑一种特殊的叙事结构，创造出复杂多元的伦理

语境，使“我”难以做出伦理选择，延长了伦理选择的过程，既彰显了诗歌

的伦理价值，又增强了审美力度。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叙事学相互结合，能够解决“叙事如何有效地作为表

达伦理的手段”问题（聂珍钊 王松林 196）。依据对《夜莺颂》中听觉叙事

文本的分析，能够发现济慈巧妙地将诗歌的伦理价值蕴含于听觉叙事文本之

中。夜莺的歌声固然美好，但《夜莺颂》的主题绝不是逃避主义或唯美主义观念。

济慈富有独立个性和反抗精神，他了解自我及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因此采用

多重叙事手法表达其伦理选择。我们应该调动多种感觉器官，注意聆听自然

界的声音，纠正人类长久以来偏好视觉、忽视听觉的积习，同时也要避免偏

爱听觉、忽视视觉的极端行为，以便真正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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