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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诗歌是史上诞生最早的文学样式$古今中外诸多文学理论$都涉及诗歌形式'符号探讨&如修辞'话语规则'句法结构

搭建了诗歌的表层结构$象征和比喻又构成了其情感深层表达的.有意味/的空间&研究诗歌的艺术性'审美性$文本形式和

符号学意义分析方法是基石&从三个方面解读余光中诗歌%"

#

#形式表层%韵律'句法'词汇主题!"

!

#.符号/示意%比喻'组合与

联想'直陈或曲现.虚幻的生活/!"

&

#.合式/原则&

关键词!对称!重叠!排偶!散文化语言!戏剧性假定!.镜像/符号!.合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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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诗5大序-中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的

情感表达离不开语言形式&话语存在方式是诗歌的

核心规则$诗歌通过自身话语的节奏韵律'句法'词

汇体系$来承载内容$构成意义&正如苏珊5朗格所

指出的.艺术是种形式的创造$是种特殊形式的创

造$即符号化了的人类情感形式的创造/

*

#

+

B#

$人类

的情感经验在艺术形式中得到了投射和外化&

余光中"

#%!DAA

#台湾当代文学家$祖籍福建$

作品类型涵盖诗歌'散文'译著'评论&他的诗歌创

作周期长达数十年$作品数量巨大$题材广博$主题

涉及有怀古'咏史'抒情'禅思等$其诗作情绪饱满$

文本话语规则多样$艺术手法不拘一格$风格或清雅

内敛'或至性深情$既有传统的东方古风式美学意

蕴$又具有现代语境&.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

科学是人类文化符号的各个主要扇面/

*

#

+

#&B

$.文学

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

身/

*

!

+

#GB文学作品离开了文本符号便是空无$.语言/

是诗歌艺术的基本元素&.如果我们愿意从作品本

身来探求艺术性的话$同样也能发现作品本身就是

一个世界$正像过去作者是一个小宇宙一样&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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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走进作品中去$仔细研究作品世界$就会产生与传

统文论不一样的看法&/

*

&

+

G

$下文将结合余光中的部

分作品$运用.形式主义/文论和.符号学/理论对其

诗歌中的.形式/'.符号/进行相应的分析&

二"从形式层面解读

.文艺作品中的内容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形式$因

为艺术中不存在没有得到形式体现的内容/

*

&

+

&!

&

在余光中诗歌中$诗人用对称'重叠'押韵赋予了诗

作音乐化的节奏$构成流动和秩序!同时$句法排偶'

散文化语言'抒情词汇主题'戏剧性假定手法等话语

.形式/$不仅使诗歌呈现出节奏铿锵的艺术效果$更

体现出诗人.话语/思维的逻辑性$贯通了诗歌的语

言和思想&余光中的现代诗歌旋律优美'形式鲜明$

他用经济的语言'合理的形式$达成了文学自身的完

满言说&

#一$对称"重叠

一首诗的最原始结构要素$是句法和韵律&在

,火浴-这首诗中$.西方有一只天鹅$游泳在冰海/$

.在东方(在炎炎的东方$有一只凤凰66一步一个

火种$蹈着烈焰/

*

G

+

B!

$.西方/与.东方/相对$纯白的

.天鹅/与火红的.凤凰/形象'天鹅洗濯的姿态与凤

凰浴火重生的图景两下类比$字面相对$词性一致$

内容'结构对称工稳!还有.冰结寂寞$寂寞结冰/的

短句颠倒反复$形容词和名词词性交替化用$成功增

加了诗的生动性&,沙田秋望-

*

B

+

#&B

$.青山历历$近

可染眉的如黛/与.青山隐隐$远欲欺眼的如烟/$两

个.青山/重复开头词的语言事实构成.头句重叠/$

.近/与.远/$.如黛/与.如烟/精细对称!.飞得出这

山山也飞不出那水水/'.飞得过隐隐飞不过迢迢/两

句结构如一$.飞得出/.飞不出/位置相同$四个.飞/

连用$.山山/'.水水/'.隐隐/'.迢迢/叠字换韵$韵

律切分互相吻合&诗行的韵律修辞和结构是一个完

整有序的条件系统$每个序列的独立性较小$依靠相

互联系开阔意义表达&再看,月光光-

*

G

+

!"这首诗$

吸收了民谣的语言$白描叙写'朗朗上口$.月光光/

一语多次跨行穿插'重复$造成一种奇特的快速节奏

和回环$无拘无束'自由奔放!同时诗行句尾的.光/'

.霜/'.阳/'.映/.像/'.上/.掌/.伤/$这些字都押

.

,+

Q

/韵$使每一节的尾音复韵$为这首原本属于无

韵诗的短诗联结出一条谐和的'前后应承的音乐化

韵律&

#二$句法排偶

.在语言艺术程序的一切分类中$在一切理论诗

学中$可以划分出三组现象$即三个基本部分%

"

修

辞学!

#

主题学!

$

结构&/

*

$

+

!$$排偶是句法对照结

构$体现了诗中连贯的逻辑对照$通过旋律句的选择

与分布$铺排诗行$表现内容$扩展诗歌的音韵幅度&

,望海-333.比岸边的黑石更远$更远的是石外

的晚潮(比翻白的晚潮更远$更远的是堤上的灯塔(

比孤立的灯塔更远$更远的是堤外的货船(比出港的

货船更远$更远的是船上的汽笛(比深沉的汽笛更

远$更远的是海上的长风(比浩浩的长风更远$更远

的是天达的阴云(比黯黯的阴云更远$更远的是楼上

的眼睛/

*

B

+

!$"

&将.黑石/.晚潮/.灯塔/.货船/.汽

笛/.长风/.阴云/.楼上的眼睛/$一串名词通过形容

词.更远/淋漓尽致地步步延伸$直叙地组成一组一

气贯注的句群&这是一首结构简单的诗$在构成上$

每一个独立序列由两个句子组成$

E

个序列切分准

确$纵向对照$每个序列在主题上并不封闭$而是通

过下一序列的相同句首的.对接/形成狂欢式对话$

逻辑清楚$节奏铿锵&

,祈祷-一诗中$余光中运用了横组合的平行句

段排偶方式$.请在我手上留下一吻(我就不用戴灿

烂的指环/.请在我的眼上一吻(吻干我眼中寂寞的

清泪/.请在我胸上轻轻地一吻(吻消我胸中不平的

块垒/

*

G

+

$并列抒情$三个.吻/叠加$诗歌情感的倾诉

由量变堆积出质变$即直露又深厚$表现张力越来越

大$情绪渲染层层深入&

#三$散文化语言

余光中的诗歌创作有.散文化/的痕迹$如,将进

酒-333.说是秋天到$我高斋夜读(也该斟一杯异国

的佳酿(澎湃起热血去抵抗这寒风(却忘了风$是从

海峡的对岸(而秋是从北方莽莽的平原(从浪子打

雁$英雄射雕的天空(忘了他瘦友的忧胃愁肠/

*

G

+

%$

!

还有,燧人氏-.燧人氏是我们的老首长(当他目决

眦$须发倒指(他是舞恒向上$他的舞(恒向上66燧

人氏是我们的老首长&在众神之中(他是最达达

的((我们也是达达的(我们是新蛮族$我们要(开辟

一个新石器时代$一个(刚孵化的椭圆形宇宙(擎火

炬$呐一声喊$呐一声喊(看我们肩起火神$在一颗(

死了的星上/&

*

B

+

#%诗人纯熟地发挥了现代诗歌的直

诉性和连贯性$摒弃了古典诗歌中话语空白'断裂的

表达手法$用散文的笔法和章法来构造诗$句与句之

间的分隔如果撤消$这两首诗完全可以当散文来欣

赏!同时$诗行之间没有故意合韵$而是根据表达内

容来标点'断句'分行$整体旋律自由$产生散文'与

诗二体的.异体化韵/

"效果&

#四$抒情词汇主题及戏剧性假定

.俄国形式派认为$文学是独立自主的学科$它

没有必要借助于其它学科来说明自身的存在和演

变$它有自己的内在根据333作品&/

*

&

+

#B

很多诗歌流派风格都取决于其主题的特点$取

决于.词汇主题/"例如象征主义文学的词汇有死亡'

厌恶'梦幻$浪漫主义文学的词汇有理想'爱情'英

雄#$.词汇主题/的色彩具有分析价值&在,夜读东

坡-中$.淅沥沥清明一雨到端午(暮色薄处总有只鹁

鸪66岭南的瘴气$蛮烟荒雨(便见你一头瘦驴$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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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南来(负着,楞严-或陶诗$领着稚子(踏着屈原或

韩愈的征途(此生老去在江湖$霜髯迎风(漂拂赵官

家最南的驿站(再回头$中原青青$只一线(浮在鸥鹭

也畏渡的晚潮(那一望无奈的浩蓝$阻绝归梦66九

百年的雪泥$都化尽了(留下最美的鸿爪$令人低回(

从此地到琼州$茫茫烟水(你豪放的魂魄仍附在波

上/&

*

B

+

#$%诗中的.雨'暮色'晚潮'归梦'低回/等饱含

抒情特征的词汇的大量运用$点明了主题&

戏剧性假定手法在其和谱诗,两相惜-中非常突

出$.哦$赠我仙人的金发梳(黄金的梳柄象牙齿(梳

去今朝的灰发鬓(梳来往日的黑发丝(梳是拱桥啊鬓

是水(流水冲断了几座桥4 (桥下逝去了多少水4 (

梳去今朝的灰黯黯(梳回往日的亮乌乌/$诗中巧将

.金发梳/和.灰发鬓/比喻成拱桥和流水$.梳去今

朝/.梳回往日/增添了动作情节的视像想象!.哦$赠

我仙人的金发梳((我就会赠你银耳坠(荡在玲珑的

小耳垂66守住唇边的浅浅笑(和你眉下的好风景

66哦$我就会赠你银耳坠/$

*

G

+

B!意象清新$通过假

定性场面的描述$交混出现实和幻想的双重美感&

三"符号解读

.诗歌创造情感符号0不是依靠复现能引起这种

情感的事物$则是依靠组织的词语333有意义及文

学联想的词语$使其结构贴合这种情感的变

化)/

*

#

+

#G!

&凡是艺术的表现都是象征$凡是艺术的

象征都不是简单的记号而是别有深意的符号暗示$

艺术的暗示以有限寓无限&诗的语义层面必须通过

言语形式来显现$作为声音与意义相结合的系统$诗

歌的比喻'象征$组合和联想$开阔了话语潜能$创造

出生动的.意象/和.虚幻的经验/&余光中诗歌里包

含着丰富的表情达意.符号/$.人类生命的情感模

式$反映了他与那些符号结构深刻的感情联系&这

些符号结构是他的实际存在物$是他运用各种思维

方式加以修饰了的本能的生命&/

*

#

+

&D"

&

#一$意象形成中的比喻

.诗人必须用比喻写作$正如
[?H?

瑞恰慈指出

的$所有微妙的情绪状态只有比喻才能表达&诗人

必须靠比喻生活&/

*

E

+

&$#

.一件艺术品的情感价值更

多地在于它的智力水平$而不在于其基本含义!因为

艺术品所表现的333知觉'情感'情绪的过程$以及

旺盛的生命力本身333用任何词汇都难以准确表

达&因此$艺术品的各种因素$只有在典型情境和动

作中$被形象地反映出来时$我们才能经过推理认识

它们$我们把它们叫做联想条件/

*

#

+

G&&

&.比喻/手法

就是文学作品中引起读者心理学反应的.联想条

件/$在增强诗歌的表现力和想象空间方面意义

重大&

,白霏霏-333.温柔的雪啊你什么也不肯说(嘤

嘤婉婉谜样的叮咛(向右耳$向左耳(那样轻的手掌

温柔的雪啊(那样小的嘴唇((如果仰面$就有一千个

吻(落在我脸上$美丽的痒(你该叫白霏霏温柔的雪

啊(只有女友有那样白的嘴唇(那样白的手/&

*

B

+

B"将

雪拟人化为名叫.白霏霏/$又用女友的嘴唇和手来

比喻雪的温柔$.嘤嘤/喻雪声$.婉婉/喻雪落姿态$

非常形象'贴切&,黄昏-中$.倘若黄昏是一道寂寞

的关(西门开向晚霞的艳丽(为何匆匆的鞍上客啊(

不见进关来$只见出关去4 (而一出关去就中了埋

伏(晚霞一翻全变了黑旗(再回头$西门已扃闭(333

几度想问问堞上的边卒(只见蝙蝠在上下扑打着(

哦$一座空城/$

*

B

+

!#B以.黄昏/暗喻晚年$而一天恰是

一生的喻象&

#二$组合与联想

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系统中$一切意义都是以关

系为基础界定的$即.组合/与.联想/&.组合/关系

下$诗歌的.意义/单元被作品.形式/上的语言结构

和句段规则所影响$.联想/则通过心理互动来填补

空缺$建构语境&.依照推测$任何文学作品的意义

必定存在于作者所说的话语之中$不过$凡是称职的

批评家又都具有足够的文学直觉$知晓说明事物的

方式颇为重要&这一点在诗歌中特别明显&/

*

#

+

!&E

,枫与雪-

%

333.想起这已是第十七个秋了(在

大陆$该堆积十七层的枫叶(十七阵的红泪$悯地$悲

天(落在易水$落在吴江(落在我少年的梦想里(也落

在宋$也落在唐(也落在岳飞的墓上(更无一张飘来

这海岛(到冬天$更无一片雪落下(但我们在岛上并

不温暖(五岁的女儿用大眼睛问我("大眼睛没有卢

沟桥#(爸爸$雪是什么啊我要看雪(雪是白的$我说$

白的好冷(像公公的头发那样("抗战时代它黑如鸦

羽#/$

*

G

+

B#前一半举重若轻$虚写手法$片片枫叶离

人泪$以假定性真实去表现内心!后半节实写父女间

的对话$前后组合$抒发了自己深沉的家国之思&

,乡愁四韵-中句段间的联想%从.长江水/"联想大

陆#'.海棠红/"联想台湾的地图形状#'.雪花白/"联

想期望和思念#'.腊梅香/"联想故乡#$反复咏叹$

.乡愁/情丝自然而然层层深入&

#三$直陈或曲现(虚幻的生活)

.诗歌为生活的基本幻象&诗歌的第一行就建

立起经验的外表$生活的幻象/

*

#

+

!G&

$诗人创造幻象

时$词语仅仅是他的材料$他调遣词语表现.虚幻的

生活/的技巧有两类$一是.直陈/"它率直地陈述作

者所欲传达的思想#!一是.曲现/"不直接陈明作者

的主旨$而是将其陷落在貌似琐细陈述的微妙关联

之中$以意象'指涉'隐喻来象征#&

余光中的诗,白即是美-333.中年以后切莫在

风里回顾(一天星斗对满地江湖(飘飘期间浪子的华

发(66中年以后切莫在灯光里看镜(一顾青丝再顾

已成雪(杨牧自牧之$谁曾小叶4 (化是化不了的$愁

也莫愁(微灰是浪漫的$纯白是古典(一茎两茎触目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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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惊心(耳畔的边警逼向中原(最美是一望皎皎的雪

巅(千里无喧复盖着西宁(正是惊霜的年龄$岂能不

惑66笑少年是热带无雪更无韵(中年是温带有雪

便有情(亦如黑人肯定自己的本色(说$黑即是白$让

我们肯定(白即是美$宁做攀高的壮士(仰攻无穷的

西藏$深入永恒(看最后$是我们征服白世界(或是失

足一呼惊动千山的雪崩(白世界埋藏了我们/$表达

方式生动直接$语言膨胀又热烈$

*

B

+

#G#表现出诗人内

心具体的思想$并创造出别出心裁的修辞美&

在,红叶-中$.最长的隔水书$最短(何须多说$

秋忆说得够斑斓(风吹浪远$你在最远的浪外(误了

岁月的空邮$倦了青鸟(寄你$一片红叶的轻巧(岛形

的一片叶$我们的岛/

*

G

+

E%

$用 .红叶/象征台湾也代

表思念!,中国结-中.你问我会打中国结吗(我的回

答是苦笑(你的年纪太小了$太小(你的红丝线不够

长(怎能把我的童年(遥远的童年啊缭绕(也太细了$

太细(那样深厚的记忆(你怎么能缚得牢4/$

*

G

+

#&"用

.中国结/象征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诗人深厚

的故土家园情结&.红叶/'.中国结/这些由历史文

化发展形成的文化性的记号转换为具有特定含义的

意象符号$.曲现/诗人的.感受/和.记忆/经验&

四"(合式)原则

.为了获得一种形式语言$必须在逻辑系统的上

述这些句法规则的基础上再加上语义规则$这些语

义则把"在某种涵义上的#的意义指派给该系统的合

式表达式/

*

D

+

$$

&贺拉斯最早提出艺术创作中兼顾

艺术形式及内容的.合式/原则$.合式/着眼于整体

效果$用词注意合韵律$要有崇高的内容和优雅的形

式$结构要虚实参差$给人以协调的审美情感&诗性

语言本身是一种集体的表达$作品的形式层"语音'

节奏'格律#和意味层"象征'隐喻#$不是从属关系$

而是特殊的形式与意义单元的同构$是.合式/规则&

,纸船-333.我在长江头(你在长江尾(折一只

白色的小纸船(投给长江水(我投船时发正黑(你拾

船时头已白(人恨船来晚(发恨水流快(你拾船时头

已白/$

*

G

+

#!&旋律流畅$画面新奇$意生词外$投纸船

进江$江头飘流到江尾$比喻人生$涛涛江水是消逝

的时间$表达对于生命的感悟和时光易逝的无可奈

何&和起兴发端相近具有的民歌气质的宋词,卜算

子-

*

%

+

!"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

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

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

%

+

!"E比较$境界变大$从男女

.相思之远/'.相思之切/开阔到了人生感怀&再看

,漂水花-$篇幅短小'结构简洁$.在清浅的水边俯身

寻石片(你说$这一块最扁(那撮小胡子下面(绽开了

得意的微笑(忽然一弯腰(把它削向水上的童年(害

得闪也闪不及的海(速跳了六七八跳(你拍手大叫(

摇晃未定的风景里(一只白鹭贴水(拍翅而去/$

*

G

+

#!"

以平实冲淡的语言描绘出饱含趣味的游戏场景$节

律优美$形象鲜明$天真$有俳句般刹那成永恒之感

和天真'喜悦'禅意之美&

五"结语

.语言的符号功能开启了心灵的一个崭新的阶

段&生命离开了单纯的本能的层次$离开了各种需

要的直接影响的层次$终于进入0意义)的层

次/

*

#"

+

$!

$的确如此$.文学语言阐释在文学理论中具

有显要的地位$可以说$从语言出发$从文本出发$在

文学阐释活动中已形成了一种理论自觉&/

*

##

+

B&言语

形式作为人类精神外化的符号存在$具备.形象唤醒

力/

#

$这阐释了余光中的诗歌语言的主要特性&他

用对称'重叠'排偶等.形式/技巧$构成了语言的联

结规则$娴熟配合各种.符号/系统$构造出丰富的

.经验/表达方式$形式与内容交流互衬$最终形成了

.艺术形式/和.生命形式"情感#/的同构&

&注
!

释'

"!

异体化韵指特定跨体文学本文内不同文体之间相互冲

突和融化而生成新气韵的情形
?

#!

.形象唤醒力/$即生活情景的.还原力/$可以说$你的语

言愈是能够生动地唤醒按受者的记忆和形象感受力$语

言的情感表现力就愈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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