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式 �与诗的读解

 陈 敢  !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南宁 530001)

摘 要: 维特根斯坦的 �图式�说认为,既然画家可以用线条、颜色描绘事物, 音乐家用音响、旋律、节奏反映不

同的感情, 作家和诗人就可以用语言对事实作逻辑的摹写。这种摹写并非是对客观现实的照搬和模仿,却可以对

现实生活起到相互参照的作用。正是基于逻辑同构, 才能将诗人诗歌中的 �图式�与现实生活中的情景联系在一

起, 它对现实生活所起的参照作用也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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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 ittgenstein∀ s � schemata" theory sa id that just as pain ters 'lines and colors are used to describe things,

music ians 'sound, me lody and rhy thm to ref lect d ifferen t feelings, so the language o fw riters 'and poets 'can be used

to dep ict the log ic facts. Though the depiction is not the copy and im itation of the objective rea lity, itm ay cross�re�
fer to real life. Based on the log ica l isomorphism, the " schemata" in the poets' poem s can be associated w ith the

real life situations, the ir cross�reference ro le to real life com ing into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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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刘希涛是表现地方特色的能手。他的 #神

州风景线∃就集中了他所到祖国各地的风景素描,

大好山河神态迥异,各有其貌。秀丽妩媚的江南、粗

犷豪放的康巴在他的笔下均熠熠生辉。诗人为什么

有这样的神来之笔? 我们认为,他主要抓住了两点:

一是写出了当地的风土特色,即这个地方的特有的

自然环境。如#江南悬空寺 ∃:
似山林雄师 /抓住峭壁 / 抖动鬃毛 / 似金翅大

鹏 /凌空振羽 / 扶摇碧霄 / 呵, 江南悬空寺 /把一

幅凝结的风景 / 悬在江南 / 陡峭的山腰 / %%

它突出了一个 �悬 �字,就活画出这江南名寺的
与其他寺庙不同之处的 �这一个 �, 悬空就是它与众

不同的特色。二是写出了当地的原汁原味的风俗习

惯和人情。如#康巴古寺∃:

红红的袈裟 / 裹着绛红色的胸膛 /身躯被岁

月 /浓缩成一把竖琴 /康巴古寺 /静静坐着的老喇

嘛 / 佛珠,在那爬满蚯蚓的 /指骨间滑动 / 嘴里面

咕噜出响 / 半开半合的眼中 /有两朵幽幽的葛兰

花 / & & & 在摇晃% %

老喇嘛的服饰 (红红的袈裟, 裹着绛红色的胸

膛 )、体貌特征 (身躯被岁月浓缩成一把竖琴 )和生

活方式 (佛珠, 在那爬满蚯蚓的指骨间滑动,嘴里面

咕噜出响 )都是康巴藏区喇嘛特有的风土人情。而

#都市人物剪影 ∃ (组诗 )简直就是一幅幅都市风俗

画的唯妙唯肖的水墨速写。它描绘了上海大都市待

字闺中的少女于五个不同场合所展示的绰约风姿。

如#白果树下∃:
白果树下有扇小门 / 窄窄的门缝里 /有双白果

样的眼睛 /她时常在我的梦子中瞟闪 / 哦, 蒙胧里

透出一片晶莹%%

再如 #花树下的追忆 ∃:
树下在 / 在花丛 / 在铺着卵石的甬道上 /淡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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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纱巾 / 曾频频挥动 /呵, 一别数年 /模糊了 /

那片灿烂的桃林 /却鲜亮着 / 一身白衣蓝裙 / 和那

条纱巾的淡红% %

这些诗中的景象就是活脱脱的 #西厢记 ∃中的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 疑是玉人
来 �的新时代版。其所以有如此效果, 乃是因为这

些诗为人们认识自己周围的世界提供了准确可靠的

参照系。譬如说,我们要想知道今天陕北农村的状

况,就可以读一读梅绍静的诗; 要想了解关外东北农

村大多数农民的心态,就不妨读一读庞壮国的诗;要

熟悉大凉山彝族人民的风土人情就应该读吉狄马加

的诗。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决不

等同于对生活的摹仿, 将现实生活之所见直接搬到

作品中去。诗人的创作是依据自己原有的知识和经

验世界形成的认知结构对现实生活进行选择的结

果。尽管客观世界的一切外在于我们的主观世界,

但我们看到的只是自己想看到的, 它出于我们从自

己的立场出发对它所作的再现和解释。而读者也不

是消极被动地完完全全地接受,他们也是依据自己

的认知结构对诗人所提供的画面作出创造性的读

解。实际上是在进行着作者、作品中的对象与读者

三方面的潜在对话,这种对话是纯个人性质的。饶

庆年的 #山雀子噪醒的江南∃就是这样成功的现实
主义的佳作:

山雀子噪醒的江南, 一抹雨烟 / 到处是布谷的

清亮, 黄鹂的婉转,竹鸡的缠绵 /看夜的猎手回了,柳

笛儿在晨风中轻颤 / 孩子踏着睡意出牧, 露珠绊响

了水牛的铃铛 / 犁的老哥子们,粗声地吆喝着问候 /

担水的姑娘,洒一路淡淡的喜欢 / 山雀子噪醒的江

南,一抹雨烟 /我的心宁静地依恋, 依恋着烟雨江

南 /故乡从梦中醒来, 竹叶抖动着晨风的新鲜 /走

进古老的石阶,已不见破败的童话 / 石砌的院落,新

房正翘起昂扬的飞檐 /孩子们已无从知道当年蕨根

的苦涩 /也不再弯腰拾起落地的榆钱 /乡亲们泡一

杯新摘的山茶待我, 我的心浸渍着爱的香甜 / 山雀

子噪醒的江南,一抹雨烟 /我爱鸭头山脚野蔷薇初

吐的芳蕊 / 这一簇簇野性的艳丽,惹动我一瓣甜蜜,

半朵心酸 / 望着牛背上打滚儿的侄儿们 / 江南烟雨

迷蒙了我凝思的双眼 /这些懂事的孩子们过早地担

起父辈的艰辛 /稚气的眸子, 闪现着求知的欲念 /

可是, 草坡上他们却在此比赛着骂人的粗野 / 油灯

下,只剩 �抓子儿�的消遣 /山雀子噪醒的江南, 一

抹雨烟 /那溪水半掩的青石, 沉默着我的初恋 /鸭

石帽多情记忆里,悄悄开着羞涩的水仙 / 赤脚,我在

溪流里浣洗着叹息 / 小路幽深,兰草花默默地飘散

着三月 / 小路又热烈, 野石榴点燃了如火的夏天 /

小路驮着我长大,林荫覆盖着我的几多蒙胧 /山雀

子噪醒的江南, 一抹雨烟 / 桂花酒新酿着一过现实

的故事 / 荞麦密将我久藏的童心点燃 / 我的心交给

了崖头的山雀 /衔一片喜悦装点我迟到的春天 / 山

雀子噪醒的江南,一抹雨烟。

诗人以他对江南山水的细致观察, 写出了江南

乡村特有的风土人情神韵。多么令人神往美丽的江

南, 一幅画家吴冠中笔下清新婉丽的水彩画。

既然现实主义创作不是照搬和摹仿,那么,我们

就要设问为什么现实主义诗歌可以起到对现实生活

相互参照的作用? 我们认为, 当代分析哲学大师维

特根斯坦的 �图式说 �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较好的

回答。维氏的理论确有值得借鉴之处, 比如他认为,

既然画家可以用线条、颜色描绘事物, 音乐家用音

响、旋律、节奏反映不同情感, 为什么不可以用语言

对事实作逻辑的模写呢? 它们之间的不同不就是媒

介物的不同吗? 维氏所说的逻辑的模写,也就是给

事实创作它的图式。他的 �图式说 �是根据下列事

实创造出来的:有一次他看到了一个说明汽车肇事

的人造模型 (或图解 ), 其中有汽车、马路、行人、篱

笆等,所有这些都被安置在特定的方位上面以一定

的方式联系起来。于是他断定 �这是一个命题 �。

为了画出一幅表示汽车肇事的图解, 画面上必须出

现必要的个体, 如人、汽车、马路等。但仅有这些个

体还不够,还必须出现个体的位置、外形、排列状况,

才能显示这是一场汽车事故,也就是说,出现于画面

上的诸个体的关系必须表现出事实中出现的有关个

体的关系等。因此,维氏就认为用一个语句陈述一

个事实,同用一幅画描绘一个事实是一样的。他把

一个命题表达一件事情当作一个图式表示一种事情

对待。他说: �作为图式的一个命题要求 ( 1)命题中

包含的名称必须与被描绘的事实中包含的对象、个

体相关; ( 2)它们共同构成命题必须彼此相互处于

某种特定的 S ighificant(有意义的 )关系之中, 表现

为一定的逻辑结构,一定的逻辑形式。� [ 1]图式就是
通过一系列个体之间的关系描绘成一种情况或一个

事件。所以它的特点首先是存在一个个的个体, 并

且这些个体与构成事件、事实的对象有关; 其次, 个

别的布局必须是 �有意义的�和有秩序的联系。正
是基于这样的逻辑结构, 才能将诗人诗歌中的 �图

式�与现实生活中的情景联系在一起, 它对现实生

活所起的参照作用也由此而来, 一切都被组织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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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 形成一个与现实生活中的 �事实 �同样的 �逻
辑同构 �。诗人用这一系列的命题表述思想, 与事

实对应,命题与事实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语言和世界

的对应关系。命题之所以能成为现实生活中种种关

系的图式,这一方面是因为命题为包含的名称与描

绘的实在中包含的对象对应; 而更主要的是, 因为

命题中包含的名称以特定的方式结合起来, 构成了

一定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与实在中包含的对象之

间的逻辑结构 (对象相互结合的方式 )相对应。这

就是说, �图式说�是建立在对应或符合原则基础上

的。我们承认上述现实主义创作所具有的优势, 并

不意味着贬低那些非现实主义的重在表现的现代诗

的价值。有人认为这些诗无法为我们提供现实的直

接参照,隔断了与现实的联系, 而仅仅是诗人主观

上的臆想, 甚至说这些诗近乎痴人说梦的胡话,这

种看法显然是皮相之见。的确, 我们从一些现代诗

中看不到直接来自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画面, 诗中所

展现的是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这并不能

成为其否定它们的理由。维特根斯坦的 �图式说�,
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那些非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

价值。

维氏所说的 �同构 �是很宽泛的, 既包括从外在

到内在保持一致的现实主义创作的 �图式 �, 也可以
包括不追求表面一致, 但却在精神实质上一致的内

在相似性的现代诗。美国文艺理论家杰姆斯∋第∋

卡奈阐释道: �在对图式的这种分析中, 要求描绘性
图式与所描绘的东西之间有一种相同的逻辑形式,

一种最低限度的非摹仿性的相似性, 为的是这图式

可以描绘或表示。�卡奈认为 �维特根斯斯坦的表示

理论, 表示是创造性的,而不是摹仿性的。艺术家要

么假定某些规则系统, 要么加以变更或创造各种心

得规则。� [ 2]从表面看, 卡奈的阐释与维氏所说的

�逻辑同构�是矛盾的,但实质上却相当一致。问题

的关键在于他所说的逻辑同构是某些内在关系的相

似性, 而不是外观意象的相似性。他所说的 �同构 �

包含面极广,既可以包括现实主义创作的再现艺术,

即艺术意象同现象事实从外观到内在关系的 �同
构 �;也可包括非现实主义创作艺术,即艺术表象同

现实事物只具有内在关系的同构, 而无外观形态的

相似; 甚至还可包括 �非客观艺术�,即表现艺术,那

种仅是艺术意象同主体情感关系的同构。我们认为

卡奈的见解是正确的。关于第一种情况, 我们在分

析刘希涛的诗已涉及, 现在我们再看后两种情况在

诗中的反映。台湾女诗人张香华的 #四象 ∃被誉为

现代新诗绝句,今看其中两首:

生

美丽的太阳流苏里,我们 /是阳光撒下的一把

金黄谷子 / 翻滚、播扬、跳跃 /在每一寸时空的广

场。

死

一项最伟大的发明 / 蚕丝和苎麻, 都披 / 织成

一袭袭锦衣和夏裳 /没有人记住它们原先的 /油绿

和嫩黄。

在#生 ∃中, 从字面上看, 它写的仅是太阳光下

翻晒谷子的动人场面,它与诗人所要讴歌的人的生

命体并不存在直接的形似, 可是就诗中场面所显现

出来的朝气蓬勃而言,两者的内在关系因相似而为

�同构�。至于 #死∃中所表现蚕为美化人类而默默

无闻的献身精神与一个人的死去更无外在的相似之

处, 但透过诗的表层看它的实质, 它所要告诉我们是

蚕的表现与我们在显示生活中所见的某些人是一样

的, 即这些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为人民的事业勤勤

恳恳工作一辈子,直至溘然离开人间,甚至连他们的

名字也不被人所知,两两对照,它不是一种本质上相

似吗? 人们歌咏蚕,是因为它无私的奉献,歌咏这样

的无名英雄,也出于同样的理由,都是死得其所, 是

一种乐观的死,是另一种意义的 �生 �。至于第三种
情况,在现代诗中是少一些, 但自朦胧诗、新生代诗

崛起之后,也屡见不鲜。它因艺术上的别具一格,给

人以新鲜、活泼的感受, 甚至也感染了一些老诗人。

�九叶�诗人郑敏于文革后期写一首题为 #渴望: 一

只雄狮∃的诗, 就属于这一类,全诗如下:

在我的身体里有一张张得大大的嘴 /它象一只

在吼叫的雄狮 /它冲到大江的桥头 /看着桥下的湍

流 / 那静静滑过桥洞的轮船 / 它听见时代的吼叫 /

好象森林在吼叫 / 它回头看着我 / 又走回我身体的

笼子里 / 那狮子的金毛象鼓鸣 / 开花样的活力 / 回

到我的体内 / 狮子带我去桥头 / 那是, 我去赴一个

约会。

这首诗中的狮子尽管曾被表现得生机勃发, 但

它决非生活再现。在现实生活中, 不可能有一个怒

吼的狮子可以从人体内自由出入, 但狮子的怒吼所

表现出来的极大爆发力却同现实生活中某些人因长

期处于压抑状态, 一旦找到突破口便形成情感的火

山爆发是相似的。这种相似性也属于维特根斯坦

�图式说�中的 �逻辑同构 �,它是一种艺术表象同主

体情感关系的同构。诗人对这首诗的构思作了这样

的解释: �那是一个气氛相当压抑的年头,我对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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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常常随着气候的转变而转变的。这时我已很久

无法写出(优美 ∀的诗, 对自己有些愤怒, 一天我想

应当忘记一切关于诗的传统观念, 直接写下自己心

灵深处的情景。这时我仿佛清晰地看到在我的身体

深处, 有一只张着大嘴的狮子, 它被监禁很久了,于

是我让它走出我的身体, 以后它做些什么, 看见什

么,又怎么将我引向新的希望和生机丰富的境界,都

如实地写在诗里了。�诗人说它是 �一首超现实主义

的作品,因为它是来自那无意识的心灵的 (黑洞 ∀ ,
化成一头渴望解放的狮子,走入我的意识,又进入我

的诗歌。� [ 3 ]再从诗的写作年代看,它表现出诗人对

�文革�时期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愤怒情绪, 与作
品中愤怒狮子的表现完全一致。诗人的创作实践说

明维氏的 �图式说 �有合理内核。我们不妨再看看

傅天琳的#七层塔顶的黄桷树∃:

七层塔顶的黄桷树 / 像一件高高晾着的衣裳 /

旷野 / 拖着它寂寞的影子 / 许是鸟儿口中 /偶而失

落的一粒子核 / 不偏不倚 / 在砖与灰浆的交锋里 /

萌发了永恒的灾难 / 而它稀疏的枝桠上 / 麻雀吵闹

着 /正在筑巢 / 而它伸直的手背 /像在抓住破碎的

云片 / 梢去 /并不破碎的盼望 / 它盼望什么呢? 我

不知道 /犹如我不知道 /它摇曳的枝叶 /是挣扎,

还是舞蹈 /是的, 它活得多别扭 / 但决不会死去 /

它在不断延伸的岁月 /把孤独者并不孤独的宣言 /

写在天空

诗中的黄桷树是云、贵、川最为常见的树木。它

高大粗壮,枝繁叶茂,可是诗中的黄桷树偏偏生在不

该生的地方,它居然生长在七层塔顶上。不仅如此,

�麻雀�还在吵吵闹闹地筑巢。它是孤独的, �活得

多别扭�, 但并没有对未来失去信心。诗人是写黄

桷树吗? 当然不是。显然有所指,首先是诗人自况。

如果再进一步扩大范围, 从它写于 �文革 �刚刚结

束, 它实际上是以此隐喻在 �文革 �期间成长的一代

的苦难的历程: 就在他们成长的初期, 就失去了求

学、就业的机会, �文革�结束时, 他们 �一无所有, 跟
着感觉走 �, 摇滚歌手崔健就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不会心灰意懒的,对未来仍充

满希望: �把孤独者并不孤独的宣言,写在天空。�它
同样是一种艺术表象同主体情感关系的 �同构 �, 和

郑敏的#渴望: 一只雄狮 ∃一样, 它们之间的 �逻辑同

构�是一种本质上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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