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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
“非个性化”诗学理论研究

刘　丹

（成都文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401）

摘要：美国十九世纪重要的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学家艾略特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开创了现代诗歌批评理论的先河。

其关于现代主义诗歌的实践是19世纪末传统主义诗学转向20世纪现代主义诗学的过渡。 其著名的诗学理论的宣言书《传统与个人才能》，

是诗学理论界不朽的经典，其中他提出的“传统意识”理论，“非个性化”理论，以及“客观对应物”等理论均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轰

动并对 20 世纪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从内涵，和“个性”的关系，以及其与新批评的互文这三方面来分析探讨其中重

要的 “非个性化”理论，从而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艾略特的诗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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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不是情感的释放，而是对情感的逃避；诗歌不是个性

的表达，而是对个性的逃避。”（《传统与个人才能》，T.S. 艾略特，

1919 年）

《传统与个人才能》 是美国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 T.S. 艾略

特于 1919 年撰写的一篇杰出散文。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 1919 年

的 《自我主义者》（The Egoist），后于 1920 年收录在艾略特的

第一本评论集 《圣林》 （The Sacred Wood）中。这篇文章还被编

入《艾略特散文选》和《散文选集》。

虽然艾略特以诗歌闻名于世，但他在文学批评领域也做出了

巨大贡献。他与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和塞缪尔·泰

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一样，是一位诗人批评家。

《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是他最重要的评论文章之一，其中提出

了他关于诗人个人才华与他们之前的文学传统之间关系的具有影

响力的概念。这篇文章影响了几代诗人、评论家和理论家，是现

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在这篇文章中，艾略特提出并分析了 “传

统”概念、“非个性化”诗歌理论和 “客观相关性”三个重要观

点。其中，“非个性化”诗歌理论最为突出，奠定了艾略特在新

批评领域的先锋地位。论文试图从这一重要理论的内涵、与“人格”

之间的关系及其与新批评的互文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更好

地理解艾略特的诗学。

一、“非个性化”理论的内涵

“非个性化”理论不仅是现代诗歌的一种美学追求，也是艾

略特关于传统、秩序、历史感等独创性观点的体现和实践。为了

淡化受 19 世纪浪漫主义影响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对立的倾向，

将二者辩证地结合起来，艾略特提出了这一理论。他提出用传统

文化和艺术秩序来抑制浪漫主义以来个人主义的泛滥和浪漫主义

的滥用。

“非个性化”诗歌理论包含两个要点。一方面，诗歌创作要

遵循传统，即诗人要有传统意识，要放到传统中去比较和评判。

另一方面，诗人自己在写诗时要尽量避免 “个性”。个人是人类

文明史的一部分，只有融入历史才能找到生命力、力量和价值。

首先，在艾略特看来，要实现诗歌的非人格化，诗人自身的

不断屈服或自我牺牲至关重要，因此他成为历史和传统的当下载

体。然而，诗人并不是被动地扮演角色，而是被视为通向未来的

桥梁，因为他同时承载着过去和现在的特征。其次，在“非个性化”

诗歌理论中，艾略特主张诗人放弃“个性”，正如他在《传统与

个人才能》中所说：“诗不是情感的放纵，而是对情感的逃避；

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对个性的逃避。”他反对以张扬个性、情

感泛滥为特征的浪漫主义批评观。在他看来，批评应该是客观的、

冷静的。他把批评的准则建立在外部权威之上，外部权威包括文

学和文化传统以及艺术秩序。让文学作品以过去的标准来评判，

遵循传统，而不是遵循诗人心中形成的规则。这种观点往往被视

为欧美新批评的先声。

二、非个性化和个性化

1800 年，在威廉·华兹华斯和塞缪尔·柯勒律治的诗集《抒

情歌谣集》第二版的序言中，华兹华斯说：“诗歌是强烈感情的

自发流露：它起源于在宁静中回忆起的情感。”这标志着浪漫主

义的开始。浪漫主义的特点是强调直觉、情感、想象力和个人主义，

颂扬自然和个人的创造力。它强调主体的重要作用，认为个人是

自我解放和自由的决定力量，主观意识应得到充分发挥。诗人个

性和情感的表达决定了诗歌的价值。

浪漫主义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过度表达情感。在这种情况

下，“非个性化”理论作为一种反驳，试图倡导一种客观的批判。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艺术家的进步就是不断地

自我牺牲，不断地消灭个性”。过去浪漫主义诗人所倡导的情感

被否定了，诗人不再是诗歌价值的体现者，他们只是扮演着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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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这里用了一个“催化剂”的比喻来说明诗人的中介作用。

氧气和二氧化碳在铂丝的作用下混合生成亚硫酸。在这一化学反

应中，铂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铂存在，才能发生结合。但是，

在新化合物形成的过程中，铂本身没有变化，在新形成的化合物

中没有铂的痕迹。诗人的心灵就像催化剂，在它的作用下，情感

和感觉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化合物——诗歌。“伟大的诗歌可

以不直接使用任何情感：完全由情感构成”。诗歌不是诗人经验

的直接呈现，而是植入诗人心灵的情感和感受等经验元素的重构。

诗人的心灵是一个容器，里面装着各种情感、情绪、形象、印象，

随时可以转化。“诗人要表达的不是‘个性’，而是一种特殊的媒介，

它只是一种媒介，而不是个性。在这种媒介中，印象和经验以奇

特的、意想不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在诗人将平凡的情感转化

为复杂新奇、独特的审美体验的过程中，非人格化的过程得以进行，

诗歌从诗人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客观的单元。正如他所说：“对

人很重要的印象和经验，在诗中可能没有位置，而在诗中变得重

要的印象和经验，在人格中可能起着相当微不足道的作用。”在

他看来，“去个性化”是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主观性和个性被消除，诗人以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客观性的方式“模

仿”世界。在他的许多非凡诗作中，如《普鲁弗洛克情歌》《荒原》等，

主体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隐藏状态，诗歌中的主人公不再是“我”

或“谁”这样一个既定的个体，而是变得不确定。支离破碎的西

方现代文明通过意象、典故和意识流等手法得以呈现 .

三、“非个性化”理论与新批评

20 世纪中叶，作为一场形式主义运动，新批评在文学理论领

域占据主导地位，其名称源于 1941 年约翰·克罗·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的著作《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它强调

细读，尤其是对诗歌的细读，从象征主义的美学角度出发，将作

品视为独立客观的象征，与外界隔绝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称之

为“有机形式主义”。它认为文学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

批评的任务是分析作品的文本，探索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隐

秘关系。为了将文学研究的重心回归到对文本本身的分析，新批

评家试图避免读者的反应和诗人的主观意图，排除文化和历史背

景以及分析过程中的道德偏见。

在艾略特的“非个性化”诗歌理论中，他主张抑制诗人的主

观能动性，诗人应放弃对个性的追求，使诗歌本身成为诗人与传

统相生相长的“同步秩序”。它反对以强调个性、抒发感情为出

发点的浪漫主义批评观，主张客观冷静的批评观，一直被视为欧

美新批评的先驱。尽管他自己予以否认，但他坚持诗歌必须是非

个性化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批评经典的形成，这一点是

毋庸置疑的。在他的批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有这样两

段话：“真诚的批评和敏锐的鉴赏不是针对诗人，而是针对诗歌。” 

“把兴趣从诗人转移到诗歌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的：因为这将有

助于对实际诗歌的好坏做出更公正的评价。”。他将文学研究的

重点放在文学的内部，强调作品的结构和张力，专注于文本研究。

尽管艾略特的理论与新批评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

存在一些差异。它们都关注文本形式，但艾略特的形式本体论被

纳入广义的传统语境，是一种非同步的客观批评范式，不同于新

批评的同步性，旨在探索文本的科学性。新批评将文本视为一个

固定而封闭的整体，完全独立于外部环境。因此，文学研究变得

程序化、标准化和工具化。对形式的过度关注和对文本的过分抽

象，使作品变得相当机械。在经历了繁荣期之后，新批评日渐式微。

一方面，“非个性化”诗歌理论在传统语境中，过去、现在和未

来紧密相连，在解读文本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过去的标准。正如

艾略特所说，对于诗人来说，“你不能只看重他，你必须把他放

在死者中间，进行对比和比较。”不同时代的诗人和作品是相互

联系、相互关联、相互印证的，共同构成了欧洲文学的有机整体。

另一方面，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也并非完全否定诗人的作用，

否定情感。相反，印象、情感和体验是通过“客观关联”来呈现的，

它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超越了个人情感，升华为普通情感。

个人才华不容忽视。

《传统与个人才能》是 T.S. 艾略特最杰出的评论文章之一，

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尤其是其中的“非个性化”诗歌理论，

对其后的各种批评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对其内涵、与“个性”

的关系以及其与新批评的互文性的分析，我们对艾略特的诗学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对现代主义文学也有了更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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