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万叉为年 月

华 东 交 通 大 学 学 报

加朋过 明 抽 面 伐 � 为

文章绷号 一仍 归汉珍 一 一以

隐喻认知视野下劳伦斯诗歌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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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隐喻是一种修辞方式�是人们进行抽象思维时的认知工具。丈章尝试借助陈喻认知理论对戴·麟·劳伦斯诗歌的视角
空间和心理空间进行实证分析和对劳伦斯诗歌的灸学功能进行深入研究�希望带来时劳伦斯诗歌理解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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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方式�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隐喻的心理基础是
意象和意象图式在起作用�也就是说隐喻的两个域之间之所以能发生映射�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相
同的意象和意象图式。王文斌在专著《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以刀 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隐喻不是一种

单纯的比较�而是牵涉到施喻者的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川。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曾带着有点崇拜的口
吻谈及隐喻时指出 “隐喻的使用是一件独具匠心的事�同时也是天才的标志�因为善于驾驭隐喻�意味着
能直观洞察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汪少华在论文《诗歌中的视角空间与文化想象》和《诗歌中视角空间的
美学功能》中借助 川 刊苗 和 永 的合成空间理论的方法去阐释诗歌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和文学主题。
由此可见�借助隐喻认知理论去分析诗歌是可行的尝试。另外�通过隐喻认知理论而产生的合成空间理
论�又帮助人们加深了对诗歌的理解。美国学者 即 和肠口 的 “合成空间理论 ”说明人们在形成抽
象概念时需要借助视角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帮助 。
实际上�隐喻并非是可望不可及的抽象物质。它普遍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对话当中和文学作品中。

而语言在隐喻的构建和形成心理空间之间的关系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诗歌作为文学中特殊语言的集合
体更值得我们的关注。所以�本文尝试从隐喻认知理论下的合成空间理论这一层面展开对劳伦斯诗歌的
研究工作�分析诗歌中存在的视角空间、心理空间和它们的美学功能。
劳伦斯诗歌的隐喻认知分析 视角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建构与整合

隐喻认知科学早已证明概念的整合正好构成想象的核心内容。“概念合成 ”过程是在两个输人心理空
间的基础上进行有选择的投射�产生了合成空间�进而产生了层创结构。诗歌的创作需要想象�而正是由
于想象促使诗歌里的视角空间和心理空间整合在一起。这一过程就是概念合成的过程。如果借用逻辑学
的自洽性概念�我们可以把连接隐喻的始源域和目标域两个方面的过程叫做 “受喻者的主体自洽 ” ’〕’。
另一方面�文学中存在重要的视角概念。视角 详花户沈 原义是 “透视 ”�它的含义是观察者从某一特定
的观察角度来观察某物的方式�文学语言中的视角化现象非常普遍。我们古人早就对视角发表过见解�他
们也早就明白了 “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 王国维语 的道理。这充分说明心理空间都带有人们的
主观色彩 。因此�从广泛意义上说�与主体有关的心理空间大多为视角空间。诗歌中大量潜藏的隐喻是
值得我们利用视角空间和心里空间等相关理论去探索与发现的。

劳伦斯诗歌中蕴藏着大量的隐喻。如 在诗歌《被爱者之歌 中有这样的诗句�“她的胸怀是我的港湾
……她的胸怀如同充满力量的城堡�温暖着我 ”。 这是该诗一开始的第一诗节中的两行�在这短短的两行
诗中我们看到它们突显的视角空间来自“大海中的港湾 ”和 “高大的城堡 ”。一个是浩瀚的海洋�而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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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陆地上古代的城堡。通过把 “胸怀 ”类比为 “港湾 ”展现更多的是爱人宽广与博大的心胸�而相恋的爱
人正如一艘小船行驶其中受到她的呵护。此处作为始源域的 “胸怀 ”和作为目标域的 “港湾 ”形成两个视角
空间的完美合成。最终两个原本不相干的概念通过心理空间的合成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这不但完成了从
始源域向目标域的逻辑投射�也达到了对隐喻的受喻者的主体自洽�进而还传达出隐喻背后的两性之间深
厚和宽广的爱情这一文学主题。这种爱情的表白极为含蓄�不像劳伦斯小说《彩虹》等所描述的男女主角
爱情故事那样轰轰烈烈和荡气回肠但不乏诗情画意。

同样在 《重返伊甸园》中诗人使用许多含有隐喻的诗句�如 “越过激情的窄门�在两情之火的碰撞中�
充满狂野的欲望之躯和爱欲之火在摇荡。” “我们回首凋谢中的玫瑰�像星辰随太阳的升起而逐渐模糊。”
“作为胜利者�我们抵达了伊甸园。” 即这几个诗行中的 “窄门 ”、“玫瑰 ”和 “伊甸园 ”都属于典型的文学隐
喻。它们所蕴涵的深刻含义是各有千秋的。此处的 “窄门 ”喻指的是两情之间的物质距离�门在此被隐喻
为一个二维空间的客观物体�一个平面 而 “窄 ”则暗含两个相爱之人没有心理距离�他们的心与心相通。
如此看来�通过把两个不相干的概念 “窄 ”和 “门 ”合成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概念。我们的日常视
角下的门突变成阻隔两个相爱的男女之间的距离和心灵的间隔之意了。“玫瑰 ”是长久以来爱情的象征。
这首诗歌里的“玫瑰 ”也不例外。它喻指两个相恋的男女之间的美好爱情�如同“玫瑰 ”花般艳丽与美好 而
“伊甸园 ”的隐喻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在这里它暗示着像亚当和夏娃般的神圣爱情�也代表着诗歌中所提
到的男女爱情的美好归宿。这里的视角空间取自《圣经》故事�而这里的心理空间是由于传统的概念所引
发的联想。因此�《圣经》里讲述亚当和夏娃既甜美又苦涩的爱情典故的伊甸园变成了后人称颂男女美好
爱情的隐喻。如果不是借助受喻者的主体自洽这一过程�无论如何也难以完成我们对抽象概念的深刻含
义的理解和阐释。
劳伦斯诗歌中视角空间的美学功能

诗歌的视角之美

视角的变化多端与 “不即不离 ”之美的诗歌不可能完全复制出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与凌乱无序的现实
生活的。诗人常常会选择某一特定视角对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有所剪裁和加工�从中选择美好的事物来歌
颂和赞扬或贬低与讽刺。正是由于诗人的诗化语言的创造才引领我们在心灵之旅中穿行于不同的心理空
间和视角空间�由此得到不同的美的感受与瞬间的恍然大悟。而且�诗歌中的大量蕴藏的隐喻是富有审美
效果的。所以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具有美学功能。劳伦斯所创作的近 以首诗歌中选择了现实生

活中人们关切的爱情主题、生态主题和死亡主题。这些不同的视角空间及其巧妙合成可以帮助我们揭开�
其中的玄妙。同时�视角空间�及其巧妙合成过程富于弹性�可以帮助我们读者在心灵世界中拉近距离与
压缩空间从而达到两个心理空间的合成与建构。
劳伦斯的名诗《娇妻 中的隐喻现象可以生动形象地说明诗歌中视角空间的美学功能。在描述相知相

恋男女之间的痛苦与挫折过程中诗人突显的黑暗、黑夜、太阳、大树和云雀等都是诗人巧妙拈来为表现他
的文学主题使用的。这里的视角空间可谓丰富与富于想象力 黑暗和黑夜给人的联想是灾难、困难与痛
苦 太阳则是希望和美好未来的象征。诗歌中提到的 “黑幕就遮掩了太阳 ”恰恰说明相爱的男女之间出现
的感情问题和心灵困苦。“曾经开心的大树 开始背离太阳……”则明确表明两个人的爱情 如同开心的大
树 出现了情感危机�遭遇到挫折和痛苦。可见�诗人的想象空间是多么富于变化。通过这些丰富的视角
空间诗人营造出两个相爱之人的富于变化的心理空间。而它们的巧妙合成和建构传达出隐喻背后丰富的
文学内涵。其实�诗人所描述的男女之间感情变化的心灵世界正是他本人与爱妻弗里达之间感情变化的
真实反映。他们不顾世俗的反对毅然决然地走在一起�勇敢迎接命运的挑战�在到处流浪过程中�两人既
有幸福的阳光陪伴�更有心理的阴云黑暗笼罩。这样的生活经历通过艺术手段加工出来形成美妙的诗歌
语言�产生生动的美学效果。引起的是读者的共鸣与感触。正是诗人将所观察到的自然之物 客观世界的

物质 或亲身感受与自己的内心世界互相关照和相互映射�从而达到虚实结合的意境和效果�这些意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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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画面色彩丰富与明暗对比突出不仅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而且将它们升华到哲学高度。由此所产
生的诗歌美学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诗歌的意象之美

诗歌的美学功能不仅体现在诗歌的节奏和韵律上�更是体现在诗歌所营造的视角空间和心理空间所
弓发的读者共鸣中。除此之外�诗歌也善于借助意象的建构和整合传达出形象而生动的美的效果。在名
诗《灵船》中劳伦斯诗歌的美学功能的展示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该诗歌的主题聚焦在 “死亡 ”这个中心意象上。在 “死亡 ”这个中心意象之外�诗歌中其它意象也同样
在展示美妙画面效果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欣赏我们就会发现该诗潜在的美。而这种语言美妙的
营造与诗人在诗歌中刻意描写的诗歌意象是分不开的。我们刚才说到�隐喻的心理基础是意象和意象图
式在起作用�也就是说隐喻的两个域之间之所以能发生映射�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同的意象和意
象图式。诗歌之美就美在意象的构建与整合上。具体地说�在诗歌的意象层面上�我们发现意象与美育的
不解之缘�因为只有具有美的意象的诗�才能给读者以美感。能否创造出新颖独特的美的意象�是衡量诗
歌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而造成这样美好意象的手段正是 川 和以 的合成空间理论所突出的

视角空间理论。具体看来�诗歌《灵船》所精心营造的美好和虚幻的死亡境界着实有点让人向往。因为宁
静的海边 美丽的黄昏 遥远的旅途 安静与祥和的航行都是令人读后顿生美感的美妙诗句。其美妙的原
因来自视角空间的不断切换和移动�而心里空间在其中起着桥梁作用�是它的存在使得诗歌语言所营造出
的美妙世界得以形成和发展。同时�意象的形成主要是借助赋、比、兴这三种方法�但只有用那些表面极不
相关而实际又有联系的事物的意象或比喻�才能准确、有效地表现出来诗歌的意境。而所谓那些表面极不
相关而实际又有联系的事物的意象正是不同的视角空间。读者在欣赏诗歌《灵船》时就是透过诗歌中的一
个又一个诗人刻意设计的视角空间�它们不仅给读者万花筒式的魔幻效果�也引领读者不知不觉地进人诗
人的心里空间去探索和发现诗人创作该诗歌的真正的用意所在。
在《灵船》中诗人在诗的开头这样写道 “你建造属于自己的灵船了吗 那就建一个吧�因为你需要

它。”这是开门见山之笔�直接赋予诗歌所表达的内容。而为了具体而生动地反映出诗歌死亡主题�诗人则
巧妙地设计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在其中他把令人恐惧的死亡或比作美丽的黄昏 遥远的旅途或安静与祥和
的航行。这些隐喻群的出现带领读者进人美好的想象境界�去领悟死亡的美而不是死亡所带来的恐惧。
所以�该诗歌的死亡意象给人以惊人的离奇、新鲜和奇异的准确感觉。说到该诗歌中意象离奇�是因为诗
人把通向遥远海边的航行描写的好似特别的冒险经历一般 “那是最后一天�出发去最远的旅行�穿过暗
海�去到无人知晓的陌生之境 ”。’’’如此看来�死亡不像是下地狱�倒如同到远方无人知晓的国度去乘船
旅行。

诗歌的愈境之美

再者�作为有隐喻倾向的意象与意义常常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意象本身强调的是意与象的和谐统一。
这里 “意 ”建构的是心理空间�它必须体现诗歌的内容充实 而 “象 ”构建的是诗歌的视角空间�它营造的画
面则应该鲜明生动。在读者阅读过程中�这两者会巧妙地合成�它们所创造出来的诗歌美感肯定是令人赏
心悦目的。这里的美感说到底就是读者感受到的诗歌的意境。所以�充实丰厚的 “意 ”和形象生动的 “象 ”
合二为一构成了诗歌的绝妙意境�产生了诗歌的意境之美。这一点在劳伦斯的 灵船》中体现的十分充分
和得当。首先�这首诗中意象的离奇是无庸置疑的 秋天的苹果�掉到地上�腐烂 匕首、长剑、子弹 海和大
洋以及洪水的滔天 黑雨的降临 生命之树的最后枝枉 港口等等�无不映照出劳伦斯诗歌丰富的想象力和
神奇的意象组合。这些意象�让我们在最初的震撼过后�又恍然于它们所代表的强烈思想感情的复杂意义
之中�从而使我们从艺术的视角感悟到了这首诗独具特色的审美情趣�使我们感到诗人内在的精神与诗的
意象的一致性。他是努力寻找一个世界�让自我能够彻底放松�让疲惫的身心能得到根本的解脱。因此�
诗歌主题的解读离不开对意象内涵本身的准确把握�而且诗的创造力、想象力和诗的一切生命力也都是在
意象的独特和生动的形象塑造上。可见读诗必先读懂意象�然后再读出意象所创造出的视角空间和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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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所产生的心里空间。格特鲁德·帕特森对此做过如下的评论 “意象是一种清晰、硬朗和准确的观察�
把它表达出来便成为诗�成为一种诗人与读者间的直接交流�而无须任何逻辑上的连贯 ”。〔〕在该诗里意象
的深远意义不仅是如此的。我们借助隐喻认知功能发现劳伦斯在诗歌《灵船》里营造出的众多隐喻意象不
只是美好图画而已。相反它们巧妙地组合揭示的是诗人 “死亡 ”表面现象下的深度思考�反映出在他生活
的现实世界与他的脑海中所构想的理想世界形成尖锐的冲突。他一生努力探寻的 “拉娜尼姆 ”王国最终没
能出现使他心理上非常痛苦。为了寻求解脱�他找到死亡。在他看来经过无比痛苦的死亡体验�便会明白
再生后的快乐。也就是说只有在死亡中人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重生。这种死亡意象生动的诗歌在他晚
期的诗集《最后的诗》得以集中展现。这一点与在他的文学理论著作《论托马斯哈代研究》中提到的自行焚
死�然后由灰烬中再生的风凰意象是同出一辙的。
其实�从另一方面看劳伦斯诗歌《灵船》里的众多隐喻意象�又完全能够理解隐喻认知里的概念组合理

论。因为在这首不太长的诗歌里劳伦斯描述出太多的意象�也映射了太多的内涵�他不是在写诗倒像是在
作画�是在做一幅死亡境界的美好景象之画卷。从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死亡的痛苦和悲伤�而是通向死亡
之路的安详与精神的满足。
结语

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工具。它又是一种文化现
象�是抽象的思想和情感的映射。本文借助隐喻认知理论视角�对劳伦斯的诗歌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存在
诗歌中的视角空间和心理空间�探索出诗歌的美学功能。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劳伦斯的诗歌不仅关注人世
间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对人生和社会都有深刻的哲学思考和道德探讨�它的美不仅体现在诗歌之中�更
反映在诗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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