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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与诗歌诠释》

内容概要

语言学注重探求语言常规的演变规律，对语音、词汇、句子等成分进行细致而知性的解析，讲求有理
有据；相反，文学强调心灵的感知，注重整体美感，往往只能通过精神体悟，不能言说出来。对比可
知，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整体差异使得二者无法兼容，自然也难以将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之中
。面对这样一个难解的课题，周世箴却作出了大胆的尝试，她认为语言学与文学之间具有“语言符码
”这一媒介，二者实际上并未彻底割裂开来，构筑文学文本的基本材料是语言，语言学中的理论正好
可以对文学语言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基于以上发现，她撰写出《语言学与诗歌诠释》一书，运
用语言学相关理论对文学进行知性的分析，进一步开拓文学与语言学二者之间的整合空间。
全书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语言学理论原典以及相关术语进行溯源，这一部分关注的重点
是词汇类聚现象，作者以此现象为例，从语言学、语义学、修辞学、风格学等角度对其进行探讨，证
明同一现象可以从各种不同的理论角度呈现不同风貌。尤其指出雅各布森的二轴理论、诗性功能
（poeticfunction）、对等原则（principle of equivalence）等，能够极好地解释词汇同义、反义、语义场
、上下义等类聚关系，他的语音象征说则有助于理解音义之间的类同关联与联想。接下来作者重点分
析词汇类聚在语篇衔接中的作用，词汇衔接有复现关系与同现关系两种主要类型，词汇的复现与同现
形成话语的前后照应，是连贯语篇的重要因素，在话语中极为常见。通过一系列原理与术语的推导，
作者为自身运用语言学理论阐释诗歌做好了铺垫。
第二部分是关于语言学角度诗歌诠释方法论的探讨，这也是全书最为精彩的部分。中国诗歌评说传统
一直受到西方思维模式的冲击，在东西融合的过程中又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印象式感知方式常因感知
惯性陷入循循相因的困境；重视孤立意象、忽视意象群的整体互动而断章取义；语义独尊的意象解析
淹没了韵律美感的存在价值。因此，作者建议通过诗歌的语言特征来充实对语言本身的了解，从话语
角度解析诗歌或者以研究话语的理论直接验证于诗行。作者从意象和韵律角度入手，首先指出诗歌的
韵律美感在凸显诗歌魅力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与意象平分秋色。长期以来，学界对诗
歌的诠释通常是从意象着眼，往往将韵律视作诗歌的点缀，实际上，韵律在诗歌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作
用，韵律的变化可以引发诗歌境界与风格的变化，音型的各种聚合可以改变语音效应，控制诗行节奏
的快慢，声母、韵母乃至声调都可以形成细微的声情差异，或消沉哀怨，或乐观积极。由此可见，韵
律美感在诗歌中的地位不容小觑。
此外，在赏析文学作品时，有些读者常常只抓住孤立意象而忽视意象群的整体互动，由此产生断章取
义的弊端。针对这一问题，作者极富创见地提出了“知觉分解—感觉还原—透明化”模式。所谓透明
化，目的是使解析过程有迹可循，而不是直观视悟式的不透明；知觉分解是对诗语言作透明化的知性
解析，包括微观层解析与宏观层互动两个步骤；感觉还原则是发掘原始感知，对意象与韵律的单位互
动产生的新质进行思考、回味并深入原始感知层次。这一意象解析模式视诗篇为词汇类聚场；若干表
共性或差异的词汇各成组合与聚合，互相依存制约，纵横生发出千变万化的语言网络。书中，作者以
柳宗元的《江雪》为例，说明“知觉分解—感觉还原—透明化”这一解析模式，具体而言，作者首先
对意象效果进行感觉还原，紧接着又对诗歌声韵进行知觉分解，并且对其产生的声情效果进行感觉还
原，又进一步分析了诗歌的空间转变与主题转变。通过这样一种解析模式，既发掘出了《江雪》一诗
的意象美感，又实现了诗歌的知性解析。作者笔下的解析模式，归根结底即是从诗歌语言的两大生命
线：声情与意象着眼，一篇诗作或意象与韵律并重，或韵律配合意象，无论是哪种互动模式，都说明
意象与韵律是互为一体、相辅相成的。
第三部分则转入了对文学作品具体实例的分析，作者援引了《圆圆曲》以及席慕容的《一颗会开花的
树》。她着重分析了《圆圆曲》的语篇结构，指出了《圆圆曲》叙述框架下隐藏的浓厚抒情意味；《
圆圆曲》中的原词复现使得语义有了多元的延伸，其词汇类聚现象又实现了与语境的互动，开辟出的
譬喻世界，使得整首诗更具扩展和张力。
纵观全书，亮点有三：第一，冲破了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隔膜，将语言学理论切实运用到了文学研究
领域，开辟了文学研究尤其是传统诗歌研究的新方法，大量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更使得这一研究方
法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而非空中楼阁。第二，作者提出的“知觉分解—感觉还原—透明化”解析模
式，能够全面、细致地对诗歌进行诠释，从声情韵律着眼进行知性分析，同时又注重对意象效果进行
感觉还原，可谓兼顾了诗歌“意象与韵律”两大生命线，找寻到诗歌中所隐藏的言外之意与诗外之境
。第三，全书运用了百余个表格，这些表格的存在，使得原本抽象、艰涩的概念变得形象生动，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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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推导，极富逻辑性，颇见作者的良苦用心。
周世箴在面对文学与语言学的边缘地带，不仅运用了知觉分解，还补充了感觉还原这一步骤，先肢解
文学语言，又不忘恢复其整体美感，从而实现知性与感性的融合。语言学在文学中创造性地运用，并
没有像之前所担心的那样，使得文学作品支离破碎、美感尽失，反而由于其知性解析使得文学语言更
加清晰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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