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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子所有的诗作中，《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最先得到读者认可，最广泛地在
社会各个层面的读者群中流传。与此同
时，对这首诗歌的解读文章也铺天盖地，
争议之多，分歧之大，在中国当代诗歌史
上并不多见。2011年，学者张厚刚对其进
行了综述研究，在列举该诗多种“主旨说”
之后，张厚刚指出“海子之死”对于阅读该
诗的干扰问题，并提出该诗作为一个文学
文本，却阴差阳错地被当成一个社会文本
来解读。结合该诗研究现状，笔者发现，
在对该诗的解读中存在“过度阐释”现象，
其中“陌生人”“明天”“幸福”等关键词语
被严重误读，以至于影响到对该诗主题思
想及艺术成就的理解。鉴于上述情况，笔
者对该诗进行“还原解读”。

一

何谓“还原解读”？“还原解读”作为一
种方法，是指搁置现存分歧与争议，回到
文本阅读中的基本问题，在解决基本问题
的过程中，结合文本之间的互动性，阐释
文本主题意蕴并揭示其艺术特色。著名
诗评家孙绍振教授认为，作为一种解读方
式，“还原方法”的核心，是将文本中表现
的事物恢复到本来的样子。那么，依据

“还原方法”，笔者就将众说纷纭的《面朝
大海，春暖花开》文本阅读论争，还原为以
下几个最基本的问题：1.这首诗主要是写
给谁的？“陌生人”是泛指还是特指？2.这
首诗写于何时何地？诗人的行动为何“从
明天起”？3.“幸福的闪电”和“尘世幸福”
如何解释？4. 该诗主题意蕴及艺术特色
是什么？为解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先分析
该诗的文本结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共分三个诗段，全诗如下：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
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文本结构上看，该诗由三个诗段组

成，仔细研读之后发现，三部分之间的关
系属于递进关系。第一诗段中，诗人开篇
即“发愿”，从明天起要在简单的生活中获
得幸福，并提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
愿景；第二诗段中，诗人进一步发愿，从明
天起要把自己的幸福感受传递给周围的
每一个人——首先传递给自己的亲人；第
三诗段中，诗人在对“每一条河每一座山”
发愿之后，把三种具体的祝愿献给了“陌
生人”。抒情主人公从自我发愿到祝愿别
人，最后又回到内心愿景——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这是该诗的情感线索。

这里读者要特别注意诗人对“陌生
人”的祝福：诗人把自己的幸福感传递给

每一位亲人，甚至辐射到山山水水，“陌生
人”虽被置于最后，却恰恰是诗人最重视
的，惟其如此，对“陌生人”的祝福才最为全
面而具体。三句祝福看似平常甚或俗套，
但若放在整首诗歌创设的语境中，却别有
一番情趣和深意。海子希望那位“陌生人”
一生幸福，正如一首歌所唱：“只要你过得
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
一直到老”。中国文学史上确曾有过像海
子这样善良的作家，譬如写《茅屋为秋风
所破歌》的诗人杜甫，曾发出“安得广厦千
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善心
宏愿；写《西厢记》的剧作家王实甫则更为
善良而浪漫，他索性“愿天下有情人终成
眷属”。读者需注意的是，杜甫、王实甫他
们二位是对“天下”发愿的，而海子的祝愿
则是针对某人——为“你”祝福，说明诗中
的“陌生人”是单数而非复数。那么，海子
诗中的“陌生人”当是“特指”而非“泛
指”。海子善于在诗歌中隐藏情感，其情
感秘密很少在开头部分透露端倪，而往往
把谜底埋藏在中间或最后部分。“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这句诗，一个“也”字仿佛

“我”对“你”并不在意。其实这恰恰表明，
那个“陌生人”是隐藏在诗人情感深处的
一个“情结”。

据海子传记介绍，海子在中国政法大
学教书时，与该校外语系的一位来自内蒙
古的女生建立了恋爱关系。由于女方家
庭的阻力，最后二人以分手而告终。1989
年，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初恋女友时，她已
在深圳建立了家庭。约在1989年初，海子
得知她将远离中国，前往太平洋彼岸的美
国的消息。这个信息意味着，从此以后，
浩瀚的大海又将从空间上把他们远远隔
开。上述材料可以看作《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的创作背景。“熟悉的陌生人”本出
自19世纪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笔下，后来
这种称呼被人们移植到爱情领域形容“分
手后的恋人”，其观点认为：曾经相爱的人
分手之后不能做朋友，因为彼此伤害过；
也不能做敌人，因为彼此相爱过；所以，只
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联想到诗人海
子，那位他曾经最熟悉的人，却投入别人
的怀抱，如今又漂洋过海离他而去，可谓

“行同陌路”，于是诗歌中便出现“陌生人”
之称。海子的钟情就在于，尽管如此，还
是要深情地寄上自己的祝福。

二

该诗的写作时间为1989年1月13日，
有不少论者指出这个日期距离海子的自
杀日仅两个多月，由此便认定这首诗带有
死亡的气息，甚至是诗谶或绝命书。这样
的推断源于对海子诗歌创作情况的隔膜，
就在海子弃世之前的两个多月，其诗歌创
作内容是相当丰富的，绝非如某些人臆想
的那样，心中除了死还是死。对于一名诗
人而言，其情绪往往大起大落，歌哭自认，
某些偶然因素，完全有可能令一个伤心欲
绝的诗人手舞足蹈或大唱欢歌。由于预
设了错误的前提，该写作日期所包含的其
他信息，反而被忽略或遮蔽。1月13日这
个日子介于农历“小寒”和“大寒”之间，属
于严寒的深冬。深冬怎么会“春暖花
开”？看来“春暖花开”是海子在冬天营造
的梦幻般的景色，属于诗人心中充满浪漫
色彩的“唯美愿景”。如此深冬，海子在诗

兴大发之时，其实也未必亲临大海挥笔写
诗。1989年1月13日，这个深冬的日子，
海子很有可能躲在宿舍楼里，甚或连窗户
也未曾敞开。海子有一颗火热的诗心，想
到大海他心潮澎湃，方寸之间遂涌起“春
暖花开”的美丽画面。

1989 年 1 月 13 日，恰恰在星期五，这
一信息也往往被众多诗评者忽视。在西
方文化中，数字 13 和星期五都代表坏运
气，不管哪个月的13日又恰逢星期五，就
叫做“黑色星期五”。海子深受西方文化
影响，对自己的出生日期，也认同了西方
的“星座”说（海子属“白羊座”）。写作该
诗的时候，海子极有可能意识到那是个

“黑色星期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劈
头便说“从明天起”，且文本中三次出现

“从明天起”——既然“今天”运气不佳，那
么，改变命运或自我调整，自然要从“明
天”开始。在解读该诗时，不少论者抓住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这句诗大做
文章，简单地推论出，“今天”的海子是不
幸的、悲伤的，甚至是悲观的。实际上，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从明天
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从明天起，和每一
个亲人通信”这三个诗句，应当联系起来
理解。这三句诗所释放出的信号是积极
向上的，对生活是充满憧憬的，对未来是
满怀希望的。

“从明天起”还有一个理由，那便是海
子习惯于晚上写诗。一个深夜写作的诗
人，他对现有生活的调整以及对未来生活
的设想，都要从明天开始。黑夜作为一个

“时间节点”，它联系着正在失去的今天和
即刻到来的明天。诗人在这样的“时间节
点”上写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明天”
应是“今夜”的延续，是一个具体的日子，
并非不可把握的未来，“从明天起”是再自
然不过的事情。不少论者把“明天”和“今
天”对立起来，对“明天”一词进行了过度
阐释，其意义反被遮蔽。

和初恋情人分手之后，1987年7月海
子写过一首《眺望北方》。诗人为何“眺望
北方”？那是因为其初恋女友是内蒙人，

“眺望北方”当是思念北方的恋人。
“想起你，我今夜跑尽这空无一人的

街道，明天，明天起来后我要重新做人。”
《眺望北方》中的这两句诗，说明诗人海子
的夜晚是用来思念的；而明天，海子所强
调的明天，则要开始行动，重新设计自己
的人生。“重新做人”意味着海子失恋后对
自己生活方式和心态的重新调整。《眺望
北方》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两个文
本具有“互文性”。眺望与面朝，尽管方向
不同，动作所指却是海子心中的同一位恋
人。当这位恋人在内蒙故土时，诗人就眺
望北方；当这位恋人离开大陆前往美国
后，诗人就调转方向，面朝大海——太平
洋。诗人“面朝”“大海”，一方面象征着

“距离”和“苦涩”；另一方面，则主要象征
着“思念”，是“思念的大海”。因为“陌生
人”远在大洋彼岸，所以诗人才“面朝大
海”，聊寄祝福；因为“你”已形同陌路，所
以诗人才返回自我，活在当下。作为建立
在现实基点上的诗化愿景，“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艺术空间极为开阔，想象力天马
行空：海天之间，诗人情感如万里长风，直
奔浩渺；诗歌梦幻如朵朵鲜花，盛开当前，
整个世界为之温暖馨香。其意境可谓虚
实相生，开阔深远；其想象可谓凌空飘逸，
唯美朦胧。

三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虽然只有三个
诗段，“幸福”一词却出现了四次。就内在
结构而言，该诗又可分为“描述幸福”“传
递幸福”和“确认幸福”三个层面。诗人首
先对“幸福”进行了描述：“喂马，劈柴，周
游世界”；“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
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接下来是
传递“幸福”：“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
他们我的幸福”；除了亲人之外，诗人的
幸福还延伸到了“每一条河每一座山”，
最后，幸福的光波全部聚集到“陌生人”
那里。在该诗的结尾，特立独行的诗人
明确了自己对未来的选择——“我只愿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该诗主旨与幸福
密切相关，围绕幸福，海子用他独特的

“诗家语”为读者描绘出诗人心中的唯美
愿景。海子的幸福观简单而富有诗意，属
于大雅若俗。俗，就俗在普普通通；雅，就
雅在蕴含哲理——“青草黄花皆佛性，劈

柴担水尽菩提”，海子要在喂马、劈柴中参
悟幸福。《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有句名
言：“简单地生活，深闳地思想。”海子崇拜
梭罗，并以此来鞭策自己、砥砺自己。据
海子的朋友孙理波回忆，他们傍晚一起散
步时，瞥见副食品店门口摆摊卖菜的老
农，海子说：“别以为我们荒诞的生活才是
生活，你看，粮食和蔬菜，这才是生活。”孙
理波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的那句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正来自这
里。

对于幸福，海子具有某种强大而敏感
的感受能力，这一点却往往被一些诗评者
所忽略。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海子意识
到“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
样幸福”（《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夜晚醉
酒，早晨醒来看见阳光的海子，曾自豪地
声称：“我是一个完全幸福的人/我再也不
会否认/我是一个完全的人我是一个无比
幸福的人”（《日出》）。幽默诙谐的海子甚
至让“幸福”与自己调侃：“幸福找到我/幸
福说：瞧，这个诗人/他比我本人还要幸
福”（《幸福一日——致秋天的花楸树》）。
作为一个敏感的诗人，海子用“幸福的闪
电”传神地写出了对幸福的强烈感受。苏
东坡有言“过眼荣枯电与风，久长那得似
花红”；张爱玲写道“长的是磨难，短的是
人生”。既然人生如白驹过隙，幸福岂不
像闪电疾风？对“幸福的闪电”进行过度
阐释，反而会造成对该诗的“误读”。当

“幸福的闪电”涌动之时，海子抛开失恋的
烦恼，积极将自己的幸福感传递给周围世
界，他特别祝愿那位熟悉的“陌生人”，愿
其在“尘世”获得幸福。这里的“尘世”即
指人世间或现实世界，并非一旦使用“尘
世”二字，就表明海子已站在“尘世”之外。

海子的幸福观是独特的，他追求幸福
但并不回避痛苦。在《夜色》这首著名的
短诗中，海子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概括为三
次受难和三种幸福。其中的“受难”，也即
痛苦。海子懂得，幸福中有痛苦，痛苦中
有幸福，人生纠结于幸福和痛苦之间。是
选择幸福还是选择痛苦呢？海子写道“我
不能放弃幸福/或相反/我以痛苦为生”
（《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海
子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幸福的追求；另一方
面，如果不能得到幸福，他也甘愿“以痛苦
为生”，足见其生活意志之坚强。《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结束句“我只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所表达的是诗人对未来的选
择，这是海子以梦为马、超越世俗的一种
努力。既认同世俗，又渴望从精神层面上
超越世俗，这反映了诗人的内心矛盾。如
果说第一诗段“面朝大海”中的“大海”象
征温暖的思念，是“思念大海”，那么结束
句“面朝大海”中的“大海”，则意味着“苦
涩”，是“苦涩的大海”。为了爱情和诗歌，
海子甘愿“以痛苦为生”，且要让生命开出
春天的花朵。对诗人海子而言，即使当下
寒冷，“我”也要开花暖春；即使恋人负

“我”，“我”也要祝福恋人；即使世界无情，
“我”也要情暖世界。他祝愿那位“陌生
人”走阳关道，而自己宁愿朝爱情和诗歌
的独木桥走去。至此，读者可以看出海子
的幸福观——把别人的幸福当作自己的
幸福，把鲜花奉献给他人，把棘刺留给自
己！

综上所述，这首诗作如同一篇“发愿
文”，围绕幸福描绘出诗人心中的唯美愿
景。诗人发愿从明天起，过一种简单而幸
福的生活，并把美好善良的祝福献给特定
的“陌生人”；诗人积极向外界传递幸福的
电波，使该诗具有情暖世界的博大气象。
这首梦幻般的诗歌，抒发了海子对生活的
热爱，对幸福的憧憬，表现了诗人执着的
情感和宽广的心胸，同时也流露出诗人特
立独行的浪漫主义情怀。该诗最为突出
的艺术特色，就在于提出了“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这一虚实相生、唯美朦胧的诗化
愿景。海子这首抒情佳作能给人以心灵
的净化、精神的振作和境界的提升，谈不
上有何负面影响，完全可以入选各类语文
教材。该诗留给读者极大的想象空间，召
唤他们参与其中的艺术再创造，因而对其
理解与阐释自然就存在多种可能性，争论
与分歧也就在所难免。

作者简介：刘广涛，文学博士，聊城大
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

海子之梦 唯美朦胧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原解读

■ 刘广涛

■ 姜勇

刘广涛教授在我的印象中始终是一位
诗人，甚至读他的文学评论也总能读出酣畅
淋漓的诗意。近日读他的“海子之梦 唯美
朦胧——《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原解读”，
不仅读出他对海子的深刻感悟，更读出海子
生命与诗歌的伟大交响，领略到不一样的海
子和不一样的海子的诗。

这是一篇特别值得推荐的优秀文学评
论，作者在该文紧紧围绕海子这个灵魂人物
深度挖掘展开，并大胆将诗人的爱情线索贯
穿于对诗歌的还原解读，环环相映生辉。绝
妙再现了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经
典之作的诞生缘由。作者在此文中没有对
海子作品进行评析诠释，更没有把自己的理
念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尝试追求一种保持
对事物多样性的认识，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
它将深刻多义的海子诗歌置于多视角的光
照之下，让笔下呈现出时空广阔，体现出作
者美学的诗歌评论。让每一行字都沾染上
生命个体的灵性与神性，看到灵魂，看到血
性，看到情怀。竭力呈现它鲜活的状貌，写
出了对海子多重意义的象征和另类解读。
让读者从不同角度走近海子的诗，走近海
子，且越走越深。你会循着作者的笔端忽然
发现，诗人海子在“幸福的闪电”背后正经历
着被恋人抛弃的痛苦，但他依旧朝着太平洋
彼岸最熟悉“陌生人”的方向送去深情的祝
福。

顷刻间，海子的形象熠熠生辉，就像一
座驻守在大海的灯塔，照亮人类昏暗的天
空。你也会于心灵的震撼中而泪流满面。

作者还告诉我们，海子最终用幸福的闪
电祝福了爱情、温暖了世界，却把自已永恒
地留在了暴风雨的黑暗之中，尽管他的灵魂
依旧固执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向诗人海子致敬！
向还原解读海子的刘广涛教授致敬！

作者简介：姜勇，诗人，一级作家，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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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看望海子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