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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特曼是俄国结构主义理论的重

要领 袖人 物
。

我 们这里 强 调
“

俄 国结构 主

义
” ,

是因为它与本世纪 年代法 国兴起继

而席卷整个欧洲和美国的结构主义思潮不尽

相同
,

是 比较具有俄 国特色的结构文化研究

方法
。

我们知道
,

欧美的结构主义所强调的

是封闭的文本结构
,

其主要来源是索绪尔的

结构主义语言学
、

俄国形式主 义以及布拉格

小组和雅可布逊的结构思想
。

而形式主义和

布拉格小组的重要人物都来 自俄国
,

他 们的

思想不可能不对 自他们以后俄国本土的学术

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

但洛特曼反对将形式主

义视为其结构主义的重要来源
,

更反对将形

式主义和结构 主义混为一谈
。

他认为
,

俄 国

结构主义的思想来源不仅有形式主义
,

而且

也包括与其对立 的学 派
。

洛特曼将 巴赫金
、

普洛普
、

古科夫斯基
、

利哈乔夫
、

基皮乌斯
、

别

雷等人的思想和著作也都列入结构主义的来

源
,

指出结构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区别是 形式

主义只研究文本的结构
,

而结构主义研究更

广范围的结构
,

包括文本 以外的文化
、

时代
、

国家
、

历史等等
。

就研究范围而言
,

我们只需

列出洛特曼几部著作或文章的名称
,

便可一

目了然 文学篇章的结构 》
、

《诗篇分析
、

诗的

结构 》
、

《关于叙述性篇章结构的研究 》
、

十九

世纪俄国长篇小说的情节空间
、

关于文学

演变中偶然因素的作用 》
、

《文学和神话 》
、

电

影符号与电影美学 问题 》
、

《文化符号学和篇

章的概 念 》
、

关 于 文 化 系 统 的二 种 交 际模

式 》
、

《文化类型学论文集
· ·

一
就文艺学研究而言

,

洛特曼 自称他的研

究是
“

结构符号文艺学
。 ” ①

,

或许这个名称更

能概括其研究的特点
,

因为洛特曼的诗学研

究总的说来是建构在信息交际理论的基础之

上的
。

对洛特曼而言
,

文学篇章是符号交际

系统中两种交际模式之一的代表
。

洛特曼认

为
,

在交际过程中
,

有两种可能的传递信息的

方向
“

我 他
”

和
“

我一我
” 。

在第一种方式

中
,

信息由我处传往他处
,

在这里
,

话语和语

码是个常量
,

改变的是信息的持有者 从我转

移到他
。

而在后一种方式中
,

信息的载体并

没有改变
,

但话语在交际过程中被重组并获

得新的意义
。

话语含义的这种变化是 由于语

码的加入
,

这使得话语在语码结构单位 内进

行重新编码
,

从 而形成一个 不 同的
、

新 的话

语
。

洛特曼将这个过程图示为

语境 语境移动

我 话语 话语 我 ②

① 参看洛特曼 诗篇分析
·

诗的结构 一书的引言部

② 参看洛特曼 关于文化系统的二种交际 模式
于《符号系统研究论文集

· ,

塔尔图 塔尔图大学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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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码 话语

显然
,

洛特曼所作的区分仍然是针对 日

常交际和文学交际
。

我们看到
,

在洛特曼的

图示中
,

语码和语境都是从外部加入的推动

话语 向话语 转变的动力
。

这样
,

这种交

际模式便不再是封闭在内在的结构里了
。

从
“

我
”

到
“

我
”

的信息传递可抽象为以下

过程 存在一个 自然语的话语 话语

在其上加入一些纯属形式范畴的语码 主要

指组合规则
。

在话语 和语码之 间便 出现

一种相互作用与反作用的紧张状态
,

在其影

响下
,

话语 实际上 已是一个改造之后的
、

语义发生了变化的新话语
,

这个新话语并不

是从根本上取代了话语
,

话语 在 自然语

系统内的语义并没有消失
,

只是受到语码的

压制
。

这种 压制 一方面导致 自然语系统 的
“

非语义化
” ,

另一方面这种
“

非语义化
”

的倾

向给我们以极大 的可能 以想象填补语义 语

义之间的联系越 自由
,

语义便越不固定
,

越丰

富
。

语境是话语可以被理解的背景
,

语境

的变化导致话语含义的变化
。

“

无需证明
,

我们所描绘的这个机制 同时

也可以作为对诗篇创作过程特点的描述
。 ” ①

但是
,

同作为外部因素的语码和语境
,

对这个

交际过程所起的作用却具有不同的性质
。

至

少在诗篇结构研究这个范围内
,

洛特曼 的着

力之处还是这一过程的第二个环节
,

即语码

对话语的改造这个环节
。

洛特曼将这个过程

称为
“

派生的模式系统
”

的活动
,

强调其相对

于 自然语的
“

上置
”

行为
。

当然
, “

派生的模式

系统
”

包括的范围极广
,

不仅包括建立在 自然

语基础之上的文学篇章
,

还包括按其模式建

构的其它符号体系 音乐
、

宗教仪式等几乎所

有的文化活动都在此列
。

只是对于文学篇章

来说
,

这个上置的过程更为复杂
,

更为不易分

辨
,

因为文学所使用的语言同 自然语更为相

象
,

它们之间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
。

由此看

来
,

洛特曼不是像形式主义者那样
,

将 自然语

和文学语割裂并对立起来
,

也不是像雅可布

逊那样从其不同的功能角度加 以区分 他把

文学语看作是上置于 自然语的一个派生的符

号系统
,

认为文学语和 自然语的区别并不在

于个别用语的不 同
,

而在于它 们分属不 同的

系统
,

有着不同的结构原则
,

形成意义的途径

也不同
。

而文学语上置于 自然语
,

并不是完

全地取而代之
,

而是处于与 自然语相互作用

的运动过程中
,

这个紧张的运动会产生强大

的张力 —文学篇章的意义 因此更丰富
,

或

者从交际理论的角度说
,

文学篇章 因此具有

了丰富的信息量
。

洛特曼的理论体系极其庞大
,

单就与文

学篇章的结构有关的方面
,

就涉及到诗语的

特殊性
、

艺术信息的特色
、

文学篇章的意 义
、

文学篇章的结构原则
、

篇章 内和篇章外结构

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

在这里
,

我们仅就

诗篇的结构 问题加以评述
。

洛特曼认为
, “

文学篇章建立在两种类型

的关系的基础上 对等成分的重复形成 的平

行对照 以及相邻 成 分之 间的平行对 照
” ②

。

“

平行对照
” 一

是洛特

曼使用的重要术语
,

可看作是诗篇建构 的基

本原则
。

由此可见
,

这里洛特曼接受了自索绪

尔提出又经雅可布逊发展的
“

二轴说
” ,

也是

将诗篇的结构铺展在聚合及组合这两个坐标

轴上
。

所谓聚合轴
,

洛特曼用来指各个层次上

的重复现象
,

包括了从语音
、

韵律
、

语法
、

词汇

直到诗行乃至诗行以上单位的各种重复现象

叩
。

诗篇中存在着两种 聚合类型 一

是非完全重复
,

部分相同部分相异
。

这种类型

的聚合恰好是富有信息量的
。

相 同的部分提

参看洛特曼 关于文化系统的二种关际模
于《符号系统研究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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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们这两个 或多个 单位之间的关系
,

相

异的部分因此被突现 出来
,

让我们从细微的

差别中捕促信息
。

另一种类型 的聚合是在某

个或某几个层次上的完全重复
。

洛特曼认为
,

诗篇中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重复
,

那种看似

完全重复的单位其实已因所处位置的改变而

改变了信息的含量
。

无论是哪种重复
,

都在聚

合轴上形成平行对照 的关系
。

不难看出
, “

信

息
”

与意义在这里是同义词
。

而所谓重复
,

多

是形式上的
。

洛特曼其实在尽 力将形式 同意

义联系起来
。

他着重分析了韵脚的各种重复
,

指出
, “

韵脚是指在韵律单位所规定的位置上

出现的声音相同而意义不 同的单位
” ①

。

这个

定义既包括 同音异义的韵脚
,

也包括 同语反

复的韵脚
,

因为
“

在文学篇章里完全意义上的

重复是不可能的
” ②。

韵脚的本质就是将不 同

者拉近并于相 同中揭示差异
。

同音异义型的

韵脚尤能体现韵脚和意义之间的这种辩证关

系
。

继而
,

洛特曼将研究韵脚的经验推广到其

它层次上去
,

用大量的具体的实例分析展示

了诗篇中各个层次上 的重复现象
,

指 出所有

层次上的重复都具有类似韵脚的这种辩证的

特质
,

以至于在布局结构
、

主题思想等更深层

次上的重复也不例外
。

各种类型的重复都是

将极其复杂的意义组织上置于 自然语组织
,

从而创造出一种特殊的
、

只有诗才具有的高

度浓缩的思想
。

我 们看到
, “

重复
”

和
“

平行对

照
”

对洛特曼来说
,

是合二而一的概念
。

是重

复使平行对照成为可能
,

而平行对照恰恰揭

示了重复辩证的内涵 在 一个层次内的重复

又引起不同层次 间的平行对照
,

从而使得诗

篇的所有层次都贯穿这一原则
。

与此相关
,

重复还有 一个 重 要 的内涵
。

我们将这些重复的单位看成聚合体
,

那么
,

我

们的任务就不仅仅是指 出这些重复的现象
。

既然重复总是同中有异
,

异中有同
,

其中相同

的因素就可看作一个模式
,

一个 不变体 。

。

正是这个不变体使聚合关系成为

可能
,

就好象形成语义场的那个 或那些 共

同的义素一样
。

重复的单位一方面彼此之间

互相对照
,

另一方面都与这个不变体进行着

比较
,

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更明确
,

同时意义

变化以及引起这些改变的原因和结果也更加

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

不变体显然是一个

抽象出来的模式
,

它并非明确地写在诗篇内
,

但却与诗篇有着密切的关系
。

洛特曼在此着

重分析了格律 和节奏 的关系
。

格律是个不变体
。

例如我们说一首诗是用四

步抑扬格写成的
,

我们的脑子里就会出现这

种格律 的模式 义 少 一 又 夕 一 又 夕 一 又 夕

一 每个诗行有 四个 音步
,

重音落在第二 个

音节上
。

但具体到每一首用 四步抑扬 格写

成的诗歌作品
,

这个格律模式都会发生不 同

程度的改变
,

出现 各种与模式 不符 的情况
。

那么
,

这些改变是 因何而起 的 这些改变会

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无

疑将不仅涉及韵律这一个层次
,

而且又 引起

韵律层 同其它 层次之 间的关 系的思考
。

当

然
,

这种不变体不只存在于韵律层
,

语法层也

可将 自然语的语法模式作为不变体 例如词

序
、

句式
,

甚至语义层
,

也可找出一个不变的

意义 内核
。

洛特曼在 帕斯捷尔纳克 的早期

诗作以及篇章结构研究的一些问题 》③ 一文

中
,

将普希金和帕斯捷尔纳克 的一些诗作 同

它们原始的草稿作了比较
。

一首诗的写成可

能最初只源于一些 思想或感受
,

继而有 了形

诸语言的一稿
、

二稿直至呈现在读者面前的

定稿
。

将这些不 同
“

版本
”

的诗稿进行对 比
,

可找出其中共同的意义的内涵
,

同时也可发

现各稿之间意义的变化
,

从而最终发现语义



黄 玫 洛特曼的结构主义诗学观

表现的奥秘
。

这无疑对弄清语义的表达机制

有重要的意义
,

但因草稿遗失等很多客观 因

素并不总是可以操作
。

但从理论上来说
,

洛

特曼关于不变体和各种变体相对照的思想是

可适用于包括语义层在内的各个层次的
。

我

们看到
,

实际上洛特 曼的研究 已超 出了篇章

结构的范围
,

他 已注意到篇章外那些对篇章

结构和意义产生影响的因素
。

诗篇结构的组合轴主要是指各个层次水

平方向上的接续运动
,

即音连成组
,

词连成

句
,

诗行连成节等顺序的发展
。

组合轴上相

邻的单位之间也形成一种平行对照 的关系
,

如雅可布逊所说的
“

对等原则 的投射
” ,

这一

点在韵律层的表现最为明显
。

同雅可布逊一

样
,

洛特曼也致力于将此原则 由韵律层扩展

到其它层次
,

从而使平行对照成为诗歌建构

的总原则
。

但他这方面的论述不甚详尽
,

除

韵律层外
,

我们无法获得一个 于组合中体现

对等的清晰面貌
。

洛特曼似乎更为强调组合

轴上的美学 —各种不同于 自然语的特殊的

组合方式所造成的意义变化和审美效果
。

到此
,

我们可以对洛特 曼关于诗篇结构

的观点略加总结 了
。

我们郁
,

从总体上说
,

洛特曼关于诗篇结构原则的思想是对雅可布

逊诗功能原理的继承和发展
。

但洛特曼更为

关注的是诗歌的语 义问题
。

他探讨诗歌结构

的出发点是 是什么原 因使得篇幅短小的诗

会载有如此丰富的信息 所以在洛特曼的研

究中
,

结构层次和结构方式与语义变化 的关

系得到更多的关注
。

同时
,

洛特曼强调诗的

系统与 自然语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前者上置于

后者
,

这对于 丰富诗歌语义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 “

篇章 指文学篇章 —作者 同时属

于两种 或多种 语言
。

这样
,

不仅是篇章的

各组成 因素获得了双重 或多重 的意义
,

整

个结构也因此成为信息的载体
,

因为结构是

投射着其它结构 的原则而起作用
” ①

。

洛特

曼因此将一些篇章外的因素也纳入了研究视

野
。

洛特曼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诗篇的结构

原则
,

同时还提出了进行诗篇分析的具体方

法和步骤
。

他于 年出版的 诗篇分析
、

诗的结构 》一书正是将 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
。

此书分为两部分
,

第一部分将《文学篇章的结

构 一书中提出的思想再加以发挥
,

第二部分

则是具体的诗篇分析
,

用 自己的原则分析了

普希金
、

莱蒙托夫
、

丘特切夫
、

勃洛克
、

马雅可

夫斯基等人的诗作
。

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治学方法
,

很值得我们学 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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