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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认知整合意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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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概念整合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认知活动。Fauconnier及 Turner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许多语言现

象的意义构建过程, 为研究各个层次的意义构建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文章以概念整合理论为框架, 从意象的角度来论证诗歌

意义构建的认知过程 ,分别运用概念整合的四种网络模式具体分析意象构建诗歌的认知过程。其主要目的在于证明概念整

合在诗歌意义构建的认知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论证诗人运用意象构建诗歌意境的过程即是诗人压缩各种重要关系,整

合各种意象的认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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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 是文学艺术门类中历史较为悠久的表现形式之

一, 它具有语言简洁、含蓄凝练、意蕴深刻等特点。作为一种

特殊的艺术形式, 意象为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之一。意象就

是 (物 )象与 (情 )意的组合。广义上说, 它指诗歌和其他文

学作品所涉及所包孕的一切知觉心象的总和; 狭义上讲, 它

指创作主体的主观心象和客观物象在语言中的融汇与具现。

/意象0这个美学概念很早就出现在我国古代的典籍之中。

5山海经6中曾指出: /游魂灵怪, 触象而构0。又, 5周易6中

说: /子曰: 圣人立象以尽意0 [ 1]。意象作为一个美学范畴,

第一次在文学领域使用始于刘勰, 他强调: /独照之匠; 窥意

象而运斤0 [ 2]。又有司图空的 5二十四诗品6中 /意象欲出,

造化为奇0 [ 3]。严羽的 /妙悟说 0 [ 3] , 王士祯的 /神韵说 0 [3]

等等。从上古神话到5周易 6, 从刘勰到司图空, 再到王士

祯, 前后相距几千年,时代条件各不相同,而对诗的意象论述

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意象0的涵义也由最初禅学理念发展

应用于文学理论。自此, 意象成为诗学理论界十分关注的问

题, 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回顾这些研究,我们发现, 这

些研究大部分是从文艺学的角度出发,要么着眼于对意象概

念和内涵的界定; 要么注重于探讨意象与相关概念, 如形象、

意境的区分; 要么着力于对意象艺术作用和艺术特征的探

究。虽然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但他们

始终没有回答以下两个问题:意象是如何构建诗歌意境的?

意象构建诗歌的认知机制如何? 本文拟运用概念整合理论

的四种网络模式分析意象构建诗歌的过程,目的在于论证概

念整合理论的强大解释力, 并进一步说明重要关系的压缩在

概念整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  概念整合理论简介

概念合成理论是 20世纪 90年代在西方认知语言学领

域中出现的一个新理论, 也称合成空间理论。它是在心理空

间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滥觞者是以 Fauconnier为

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此理论的核心是一个 /四空间0交互

作用的自然语言意义构建模型。关于此模型的详细内容,

国内一些学者 (如刘正光 [4] ; 汪少华 [ 5] ; 等 )已对此作了介

绍, 本文在此不再赘述。在此之后, F auconnier与 Turner在

2002年共同发表的专著5我们思维的方式 6 ( The W ay W e

Think) [ 6] 310- 312,提出了概念合成过程中的各种原则和机制。

他与 Turner声言, 概念合成富有活力的结构性原则就是部

分的跨空间映射、对合成空间进行部分并有选择性的投射,

并在合成空间中产生层创结构 ( em ergent structure) ; 这些原

则就是概念合成的组构性原则 ( constitutive princ iples)。他

们同时指出, 管制性原则是保证概念整合顺利进行的重要

原则,这些原则主要体现在其他方面结构、范式的完善、整

合、诸种关系的强化、网络中各种连接的维系、合成空间中的

清晰性、在整个网络合成空间中结构的关联性 [ 6] 96。不论是

建构性原则还是管制性原则, 所有这些原则的中心目标就

是获取具有人类尺度 ( hum an scale)的概念合成这种具有人

类尺度的概念合成,即在人类易于理解的熟知框架中具有直

接的感知和行为。根据这两套原则就可以对概念进行整合,

建立合理的概念整合网络。其基本类型有四种, 即: 单一框

架网络 ( sing le farm ing ne tw ork)、框架网络 ( fram e netw orks)、

单边网络 ( one- s ided netwo rks)、双边网络 ( tw o- sided ne-t



w orks)。

Fauconn ier和 Turne r[6] 106强调指出,人们建立各种心理

空间, 空间中的多种联系, 以及混合空间的目的在于获取全

面的顿悟, 人类尺度的理解以及全新的意义, 并最终获得效

率和创造力。张辉指出, 重要关系包含以下一些: 变化, 身

份, 时空关系,整体与部分关系, 因果,价值与角色关系, 类比

与非类比关系, 相似,范畴, 目的性与统一性等 [7]。关键关系

连接输入空间中的相对应成分, 建立起外在空间的关系, 即

不同输入空间中相对应的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通过压缩

这些外在的空间关系 , 整合空间中形成内在空间关系, 即一

个心理空间中的相对应关系。由于以往运用概念整合理论

进行的研究并未清楚地说明两个输入空间是通过何种方式

把相关成分压缩到整合空间中去的 [ 8]。本文着重分析重要

关系的压缩在层创结构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作用。

二  认知解读意象整合诗歌意义的过程

Turner指出, 整合作为一种普遍的认知操作, 也能够运

用于文学作品, 尤其是诗歌的赏析 [ 9]。众所周知, 诗歌就是

诗人依其感情的强力推动, 凭借想象去寻觅、熔铸、定型、组

合意象的过程, 而在欣赏中,读者首先受到意象的刺激, 把诗

歌中的一个个意象加以还原、补充,再造为自己头脑中的意

象, 再把意象组合为诗歌的形象或意境。因此, 本文拟从认

知语言学角度, 在概念整合理论的框架内,运用概念整合的

四模式探讨诗人运用意象构建诗歌意义的过程及认知机制。

(一 )单一框架网络模式

单一网络模式是概念整合网络模式中最为简单的一种。

在这种模式中, 两个输入空间存在着框架 -价值的关系及压

缩。输入空间 I包含了组织性框架, 输入空间 II包含了填充

输入空间 I所需的内容 ( v alue)。在合成空间中, 两个输入空

间中的元素经联系、投射、压缩、整合, 形成我们常说的层创

结构, 即诗歌的意义。在意象诗歌中, 这种网络模式往往形

成与一行诗句中, 例如:

1、/月是故乡明0 (杜甫5月夜忆舍弟6 )

在这句诗词中, 诗人建构了 /故乡的月亮明亮 0这个意

象。站在全诗的角度来看,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虚拟的意象,

那么它必然会在我们的头脑中激活一个比较的框架结构, 其

中包含两个比较的对象:对象 A和对象 B,具体说即 /故乡的

月亮0与 /外地的月亮0。这样就形成了两个输入空间。输

入空间 I包含两个比较对象,输入空间 II包含比较的框架结

构。两个输入空间中对应元素是框架 - 价值的关系。这样

它们被投射到混合空间, 经过组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层

含义: A ,故乡的月亮比 B外地的月亮更为明亮。但是在模

式完善 ( pa ttern com pletion)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这一含义与

我们的背景知识是矛盾的, 因为我们的内在逻辑告诉我们,

故乡的月亮和外地的月亮本质上是相同的, 是同一个月亮,

不存在比较的问题, 只是作者内心的想象活动。于是通过心

智模拟, 我们才得以发现, 作者之所以产生这种有悖逻辑想

法的是出于对家乡的深刻思念 ,这样层创意义就出现在读者

的眼前。值得注意的是,层创意义的形成并非胡乱搭配, 而

是压缩重要关系的结果。在单一框架网络模式中,价值 -角

色这一关系经常被压缩并投射到合成空间以完成对层创意

义的构建。

(二 )框架网络模式个案分析

在框架网络模式中,所有输入空间都包含同一组织性框

架。这一框架可以为网络中的所有元素提供组织性关系或

某种类型关系。事实上,如若两个输入空间分享同一组织性

框架,他们便拥有对应的结构, 因而彼此之间能相互映现。

下面将采用这种模式分析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作, 庞德 ( E.

Pound) 5在地铁车站6 ( In a Station of theM e tro ) :

2、/人群中的面孔幽灵般时隐时现;

湿漉漉的黑枝头上花瓣片片0。

在这首精美短诗中,诗人将两组看似毫不相关的两组意

象 /闪现的幽灵般的面孔 0, 属于人的世界; /湿漉漉的黑枝

头上的花瓣0, 属于自然世界, 组合在一起。根据整合理论,

我们可以把这首诗的两个意象看作概念整合过程中的两个

输入空间。输入空间Ñ包括:树木、阴湿的黑色枝条、鲜艳的

花瓣;输入空间Ò包括:幽暗的地铁站、拥挤的人群、美丽的

脸庞。这两个输入空间内的元素发生部分映射: 脸庞 ) 花

朵;人群或地铁站 ) 树枝。并且能够快速地抽象出两个空间

中相似元素,即: 人与环境。通过类比,不难看出两个输入空

间中存在着相似的结构关系,即两个输入空间域都有阴暗的

背景,鲜艳的图像这样的特征,这种相似性通过两个输入空

间之间的映射,构成了类属空间的抽象结构, 即物体与背景

的关系,也就是说两输入空间享有同一组织性框架 ) ) ) 物体

与背景的映衬关系。这一组织性框架在为空间提供一拓扑

结构的同时,也为每一输入空间的元素提供了一套组织性关

系。于是,这一组织性框架被投射到类属空间, 并成为类属

空间的框架结构,因而, 所有空间都能彼此映射。这样, 对应

连接 ( counte rpart connec tion)也就不难找出。

心理空间映射将对应的人或物 ( counterpart): 脸庞 ) 花

朵;人群或地铁站 ) 树枝连接起来。由于空间之间不存在矛

盾和对立,这一框架以及输入空间中的各元素, 包括拥挤的

人群,幽暗的地铁车站,等等, 被投射至合成空间, 并对该空

间进行操作。

通过这种有选择性的投射 ( selective pro jec tion), 合成空

间组合成这么一个概念: 自然界的美尚不能长存, 何况在这

巴黎大都市一隅昙花一现的美丽面孔呢? 为了实现这一目

的,两输入空间中的很多重要关系被压缩。

首先是时空压缩,根据对诗词的理解, /闪现的幽灵般的

面孔0和 /湿漉漉的黑枝头上的花瓣0发生的时间和空间不

可能完全相同,是存在差异的,但这种差异在合成空间中被

压缩到同一时空中。其次是价值 -角色关系的压缩, 经过整

合我们发现,输入空间中的许多元素, 譬如脸庞, 花朵, 地铁

车站,树枝等都没有在整合空间中得以再现, 这正是价值 -

角色关系的压缩的结果, 这些角色都被压缩到价值的槽孔

里,并促使这种关系的突显。除此之外,整体与部分关系的

压缩也被压缩到合成空间。输入空间 II中的 /地铁车站0作

为 /人类世界0这一范畴的次范畴, 在合成空间中被压缩到

人类世界这一大范畴中, 同时 /面孔0作为人的次范畴, 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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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缩到人类这一大范畴。因此,整个空间的意义才得以丰

富和扩展。

通过意义的扩展 ,我们得以识解诗歌的含义, 了解诗歌

主体的内在情感, 即: 诗人在这首诗中表达了对都市生活中

美的转瞬即逝的怅惘之情以及对工业社会的痛恨厌恶之情,

因为正是工业社会的发展加速了生活中美的消逝。

(三 )单边网络模式个案分析

在单域网络模式中, 两个输入空间各自拥有自己的组织

性框架, 且两个组织性框架是不相容的, 矛盾的。其中某一

组织性框架可用来组织合成空间。这种网络模式可用来解

释涉及源域和目标域的比喻式映射, C ou lson[ 10]认为,概念整

合理论可用来阐释比喻话语的含义。在这一模式中,源域和

目标域各自包含有本身的结构特征;类属空间表征了两输入

空间所共有的抽象特征; 合成空间除了获得了输入空间的部

分结构之外, 还包含自身的层创结构。现以美国著名诗人罗

伯特# 弗罗斯特的5未选择的路6为例分析该种模式的认知

运作机制。

3、5未选择的路6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但我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它荒草萋萋, 十分幽寂

显得更诱人, 更美丽

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

都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虽然那天清晨落叶满地

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

呵, 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

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一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

一片森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却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Fauconn ier和 Tuurne r[11]认为 ,在单域网络模式中, 由于

两输入空间内的组织性框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存在着

高度可见的认知冲突。要解决这一冲突,必须将整个网络的

组织性权利转移到焦点输入空间。因此,单域网络模式可解

读为: 通过一件具体事物来获得对另一抽象事物的认识, 而

且两 /事物0之间的对称性很强。这首诗是罗伯特# 弗罗斯

特的诗歌风格: 朴实无华,含义隽永,寓深刻的思考和哲理于

平淡的内容与简洁朴实的诗句之中的典范。其语言质朴自

然, 但在构思上却非常巧妙。那么诗人是如何将深刻抽象的

哲理通过平淡的, 简朴无华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呢? 不难看

出, 在这首诗中,诗人建立了两个意象空间, 一个是 /旅行0,

另一个即 /人生0, 且两空间之间的框架结构是矛盾对立的。

于是输入空间 I) 旅行, 形成源域 ( sou rce dom a in), 输入空间

II) ) ) 人生形成目标域, 两域之间是典型的比喻式映射。概

念整合的认知过程如下: 首先,我们建立两个不同的组织性

框架:旅行的框架和人生的框架。关于旅行和人生的经验性

知识帮助我们建立两个相应的输入空间。旅行空间中包含

目的地,岔路口, 旅行者,障碍, 旅行方式等元素;人生空间包

括生活目标,人生中的很多选择, 人生中的困难等元素。其

次,跨域映射将两空间相对应的因素连接起来:目的地 ) ) )

人生目标;岔路口 ) ) ) 人生的选择;旅行者 ) ) ) 人, 障碍 ) ) )

生活中的困难。这些连接促进了两输入空间的对应体在更

深层次上的相似性的突显,即: 移动的框架。经过投射, 初步

组合,我们可以采用 /旅行0这个简单具体的框架来描述 /人

生0这个抽象的框架, 于是合成空间内形成意义: 旅行的过程

及生活的过程。经过进一步模式完善, 背景知识帮助我们识

解并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时常必须要在

两条道路、两种思想或两种行动中做出选择, 不同的选择将

决定不同的人生方向。面对选择时, 我们往往会变得犹豫不

决,反复权衡, 拿不定主意。最后,我们终究会选择其中的一

条路。这句诗词的整合过程压缩了如下关系:

身份和变化的压缩: 在诗歌意义的整合过程中, 以下关

系经压缩后融为一体: 旅行者和生活中的人, 岔路口和人生

的选择,障碍和生活中的困难,目的地和人生目标。

相似性压缩:这种压缩便于人们对人生, 人生选择以及

解决生活中困难的办法有一种更为直接的认识。于是, 我们

可以组合出这么一层含义,即诗词的第一行将引出诗词的第

二行的结果。

范畴压缩:旅行者和生活中的个体作为人类这一范畴的

次范畴被压缩,从而使得意义得以扩展。通过以上这些关系

的压缩,诗词的意义就得以丰富和扩展:在人生的旅途中,我

们时常必须要在两条道路、两种思想或两种行动中做出选

择,不同的选择将决定不同的人生方向。面对选择时, 我们

往往会变得犹豫不决,反复权衡, 拿不定主意。最后, 我们终

究会选择其中的一条路。显然,旅行框架在这个模式中充当

源域,组织合成空间; 人生框架目标域, 是被解释, 说明的对

象。两输入空间之间是典型的比喻式映射, 即将人生比喻成

一次旅行。有了 /人生之旅0这一合成意象, 我们便能轻而

易举地理解这两句诗词,达到识解的目的。总之, 这两句诗

词是以 /旅行0意象为媒介, 来思考人生这个抽象的问题。

这类诗歌的特点在于: 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存在比喻式映射。

因此,我们才能通过隐喻或比喻式表达识解诗歌意义。

(四 )双边模式的个案分析

该网络中各个输入空间有其自身的组织框架, 投射到

整合空间后形成一个异构的框架。两个基本的输入空间中

包含的组织性框架是相互冲突的。每个框架的结构都被部

分地投射到合成空间并对该空间进行运演。下面将以张若

虚的5春江花月夜6为例进行分析:

4、/人生代代无穷己, 江月年年只相似。0

在这两句诗中,每一句诗形成一个输入空间。关于人类

年代和月亮外貌的概念能够激活两个不同的组织性框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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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框架和月亮的框架。背景和文化知识告诉我们,人类的

代总是不断地, 有规律地向前推进, 老一代消亡, 新一代产

生。而月亮, 不管是满月还是半月, 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因

此, 人类的输入空间里包含了关于代的自然法规, 老一代的

不断逝去, 新一代的不断降生等元素; 月亮空间包含了月亮

不变的自然法规, 即不管是满月还是半月, 月亮还是月亮。

通过实时映射, 两空间对应的元素连接起来。于是, 代

的自然法规与月亮的不变法规连接起来。通过这种连接, 我

们就会发现, 事实上所有的元素都具有共同点, 因为他们都

充当自然法规的价值, 这种法规可归纳为宇宙的永恒性和人

类社会的短暂性。这种抽象的共同结构被投射到类属空间。

然后和关于代的具体自然法规以及月亮的自然法规内容一

起投射到合成空间。

在合成空间中, 月亮框架和人类框架的投射是部分的,

而且他们各自具体的自然法规知识,像旧一代的不断消亡和

新一代的不断产生会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类社会的

短暂性; 而月亮的不变法规会让我们联想到宇宙的永恒性。

因此, 经过组合和完善, 新的意义, 即层创结构就出现了, 即

人类社会在永恒的宇宙面前是渺小的。在整合过程中, 压缩

了许多重要关系。譬如范畴关系的压缩。经验性知识告诉

我们, 人类代的自然规律与月亮升落的规律各有特点和内

容, 不尽相同,但是为了构建类属空间中的抽象结构,达到整

合的目的, /代0的规律和月亮升落的规律作为自然规律的

次范畴, 被压缩并投射到合成空间。同时被压缩的范畴关系

还包括作为人类次范畴的 /代0以及作为大自然次范畴的

/月亮0。除了范畴压缩之外, 因果压缩和时空压缩等也存

在于这一整合过程中。代的发展与短暂之间的关系,月亮的

永恒不变与永恒之间的关系被压缩成运动与静止的关系。

两个输入空间中的时空是有差异的 ,但是为了便于理解, 这

种差异在合成空间里被压缩了,变成了同一时空。

之后, 合成空间继承来自两个输入空间的部分结构, 并

在人类和月亮两个框架的基础上, 经过汇总重要关系的压

缩, 发展出自己的组织性框架, 然后对层创结构进行扩展。

这样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诗歌的意义, 即, 尽管生命是

短暂的, 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 他的存在是永久的,因而人类

与宇宙能够共存。

Fauconn ier和 Turne r认为, 双域网络模式是人类所特有

的, 它与艺术,宗教, 推理, 科学以及另外一些特殊的心智行

为有密切的关系 [ 11]。这种模式使我们具备了在高度压缩的

合成空间里解释其他意义的认知能力。解读这种模式的诗

歌, 我们有必要对两个组织性框架进行论述, 然后再在合成

空间中对两句诗词的意义进行组合,最后得出诗歌的意义。

三  总结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概念整合理论为诗词意象的研

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认知视角 ,也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合成

空间是一种重要的、有序的、强大的、系统的以及普遍的认知

操作。经过以上分析,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从输入空间

到整合空间的整合过程是通过关键关系的压缩实现的。这

些关键关系有时间、空间、表征、变化、价值 /角色、类比和因

果关系等。关键关系连接输入空间中的相对应成分, 建立

起外在空间的关系, 即不同输入空间中相对应的两个成分

之间的关系。通过压缩这些外在的空间关系, 整合空间中

形成内在空间关系, 即一个心理空间中的相对应关系。整

合网络能将分散的概念结构压缩成为整合空间中易于理解、

可操作、易于把握的场境 ( hum an- sca led scenario ), 而压缩

是在诸如因果、类比 /非类比、时间、空间、变化、身份、部分 /

整体和表征等关键关系的基础上运作的。概念整合作为一

个关于意义建构的理论, 可使我们更好地描述意义是如何

从现存的知识结构中创造性地构建起来的。该理论与意义

构建的认知过程结合, 把语言、视觉图像等有意义的表达形

式作为在意义建构和理解中的心理提示 [ 12], 因而能够为诗

歌赏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从这一角度来看, 我们不难得出

这样的结论,即意象构建诗歌意境的过程即是诗人压缩各种

重要关系,整合各种意象的认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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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l for Ecological Balance

) ) ) A Study of Frankenste 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 cocritic ism

SUN Y e- feng, JIANG X ian- w e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F rom the perspective o f ecocritica l cr itic ism, th 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inM ary She lly. s F rankenste in the ecocr itica l

thoughts that the rapid deve lopm en t o f sc ience and techno logy leads to unbalance o f nature eco logy and even the unba lance o f so cial and

spir itua l eco logy, d isto rts the no rm al hum an- to- hum an re lationship and fina lly causes spir itua l a liena tion. It show s tha tM ary is con-

cerned about the eco log ica l unbalance and appeals for eco log ica l ba lance w ith na ture, soc iety and spirits as the who le.

K ey words:  ecocr itic ism;  M ary She lly;  nature eco logy;  soc ial eco logy;  spir itua l eco 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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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m s: R esult of Imag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WU Sheng- jun

(Hunan University of S cience and Technology, X 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 t:  Conceptua l b lending theory ( CBT ) advanced by Fauconn ie r and Turner has been w ide ly applied to m ean ing construc-

tion ofm any linguistic phenom ena. Conceptual b lending is a general cogn itive operation, w hich opens up a new field fo r study ingm ean-

ing construction at a ll leve ls. This thesis ism a in ly designed to prov ide a deta iled account and dem onstra tion o f the cognitive pro cess of

m ean ing construc tion o f poetic image in poem s. In th is paper, w e intend to dem onstrate that the process o fm ean ing construction of po-

em s is the cogn itive resu lt of integ ra tion o f im ages by compressing a va riety of v ita l relations.

K ey words:  Concep tua l Integration Theory;  m ean ing construction;  poetic image;  v ital re la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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