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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体认诗学
———基于体认语言学的研究

赵秀凤　 崔亚霄
（ 中国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１ ０２２４９ ）

摘　 要：本文把多模态文学的认知研究置于体认语言学理论视域，考察多模态文学交流的体认性特征，提出构建和推动

“多模态体认诗学”的研究设想。 多模态文学的认知研究结合具体文学作品揭示了多模态文学交流过程的多维体认特

征。 一方面，多模态文学符号也与语言符号一样，具有认知性、社会性和文化性，其交流过程也涉及身体体验和认知加工

的循环互动；另一方面，多模态文学交流过程中的体认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即体认的多模态性、多维交互性和复

杂系统性。 为此，本文提出应从拓宽体认语言学的外延、丰富体认语言学的理论蕴含、推动体认语言学和诗学的交叉融合

三个方面，推动“多模态体认诗学”研究。 本研究从文学和语言学跨学科视野，探讨人类符号交际的体认性，有助于在后

现代语境下切实推动多领域的互动交流对话，践行体认语言学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观，推动学术研究的开放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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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在欧美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研究动向———多模态认知诗学研究，从认知的角度考察多

种模态协同表征的文学的交流过程和效果。 这一研究动向由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艾莉森·吉本斯

（Ａｌｉｓｏｎ Ｇｉｂｂｏｎｓ）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推动，他们把研究对象从纯文字小说拓展到运用多种模态符号

创作的各类文学如后现代实验文学 （Ｐａｇｅ， ２００９； Ｇｉｂｂｏｎｓ， ２０１２； Ｃａｒａｃｃｉｏｌｏ， ２０１４）。 该研究动向关

注语言和非语言符号协同构成的多模态实验文学对读者认知体验和接受产生的影响，反过来，也考

察读者的认知体验对后现代实验文学创作发挥的制约性作用，即关注多模态文学与读者之间的互

动体验。
多种模态符号协同互动所创建的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常规阅读图式，包括感知体验、认知解读、

理解和情感反应，都带来了新的改变或挑战，其突出特点就是后现代多模态文学高度彰显文学作品

自身的物质性、互文指涉、排版的新奇性等，对读者在文学体验过程中的涉身参与提出了新要求。
不同于传统纯文字小说，多模态小说不但需要读者想象性参与虚构小说故事世界，而且需要切实调

动身体器官实施相应行为，需要不断在小说创建的文本世界和作者及读者所在的话语世界之间穿

插切换，这种新型文学交流得以顺畅进行的前提正是多模态符号的体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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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对后现代实验文学多模态交互体认特征的认识，吉本斯于 ２０１２ 年出版了《多模态认

知诗学和实验文学》（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一书，整合认知语言学、神
经认知科学、视觉感知、多模态符号学等多领域研究成果，强调沿用广义认知原则，如多感官感知原

则、涉身体验原则等，探究多模态叙事对读者叙事体验和情感反应的影响。 在该书中，吉本斯以四

部后现代实验小说为例，详细阐述了读者的阅读感知体验。 之后，吉本斯沿用这一研究路径，发表

了系列研究成果 （Ｂｒ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Ｇｉｂｂｏｎｓ， ２０１６； Ｇｉｂｂｏｎｓ， ２０２１），使多模态认知诗学成为文学认

知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
纵观已有的多模态认知诗学研究，笔者发现无论其理论阐述还是应用实践都与王寅（２０１４）提

出的“体认语言学”（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简称：ＥＣＬ）的核心观点不谋而合。 本文意在基

于体认语言学的理论视域，梳理并考察多模态认知诗学阐述的多模态体认观，加强两个不同研究领

域之间的互动，进一步推动文学和语言学研究在“后现代哲学”语境下的“同堂对话” （贾娟 等，
２０２０： ３２），丰富“体认”内涵，拓展体认语言学的应用范畴，推动构建“多模态体认诗学”。

另一方面来看，体认语言学（王寅， ２０１４）无论是在理论建构，还是个案分析及应用方面，都得到

了蓬勃发展。 体认语言学对语言的各个层面都展示出了强大的阐释力，如转喻 （魏在江，２０１９）、指
类句 （雷卿，２０１９）、兼语构式 （刘云飞，２０１９）、名谓句 （帖伊 等，２０１９）、虚拟位移 （张克定，２０２０）、
歇后语 （王寅，２０２０） 等。 笔者认为，体认语言学不但精确概括了语言的本质，其基本观点和核心原

则对其他社会符号也有强大的阐释力。 例如，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人们用于社会交往的各类手

势、视觉符号乃至声音，更是在人与现实世界体验互动和认知加工过程中形成的，兼具认知性和社

会性。 之所以能够进入社会交际，正是因为这类对复杂现实进行简约性表征的非语言符号也是“来
自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互动，来自人对这些互动的体验和认知加工” （牛保义， ２０２１： ２８）。 正是在

这层意义上，我们赞同王铭钰等 （２０２１）的主张，应把体认语言学上升为“体认符号学”，有必要结合

多种符号组合和应用实例，阐述“体认”在更广泛符号层面的普遍意义和价值。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图结合已有研究，从多模态文学交流的体认特征入手，阐述借鉴体认语

言学的核心理论和方法，针对多模态文学的语类特征，推动“多模态体认诗学”研究。

１　 多模态文学交流的体认特征

１． １ 体认的多模态性

王寅（２０１４）在认知语言学涉身体验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的基本立场，提出

了语言意义的“体认观”，将其哲学立场命名为“体认哲学”，强调“人本性”和“唯物论”的辩证统一。

体认观一方面坚持了乔姆斯基和认知语言学从人的心智角度研究语言的基本取向 （王铭玉 等，

２０２１： ２），另一方面又与后现代哲学的人本主义立场一脉相承，突出强调语言和语言研究中的人本

性 （贾娟 等，２０２０： ３３），主张语言研究必须强调人对现实世界进行的体验 （王寅，２０１４： ６１⁃６７） ，因

此，体认哲学观更加全面综合，更接近人类语言交际的现实。

“体认的人本观决定体认的多模态本质。”（黄萍 等，２０２１：１１８）正如顾曰国 （２０１３： ３）所言：“人

类在正常情况下跟外部世界（包括人与人之间） 的互动都是多模态的。”由视觉、听觉、触觉、嗅觉、

味觉组成的多模态感官系统参与到人体察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人与世界的多模态互动体验，经由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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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系统的认知加工，形成理性认识（顾曰国，２０１５）。 这一过程说明体认本身蕴含多模态性，体认是

多模态感官系统和认知系统互动的产物。 有学者指出：“语言的产生和使用是基于‘多模态感官系

统’的‘互动体验’与基于‘认知系统’的‘认知加工’进行互动的结果。” （黄萍 等，２０２１：１１８）事实

上，多模态互动体认不限于语言的产生和使用，而是体现于人类话语交际的全过程。 在实际的话语

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往往是多感官协同参与，并不断互动。 多模态感官的协同联动不但刺激产生

互动感知体验，而且诱发对意义的认知加工升华。
人类交际过程的“多模态”性，不仅体现于面对面交际中的身体姿势、手势、声音、语调、表情，还

体现在书面交际中的字体、排版、颜色、物质性媒介等多模态特征。 也就是说，在实际交际过程中，
多模态既是人类用于交际的符号手段，又是人类多种感官协同参与的体认通道。 正是基于这一认

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探讨多模态交际的体认性特征，丰富体认语言学的理论体系，拓展其应用范畴。
在这一方面，多模态认知诗学先行一步，结合后现代实验文学的多模态特征，进行了开创性研

究。 吉本斯运用认知 －叙事学研究路径（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ｎａｒｒ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不但把模态视为表意资

源，还把不同表意系统所诱发的多感官感知、体验和认知方式纳入研究视野，她所建构的多模态认

知诗学综合性分析框架旨在剖析阐释多模态文学交流的体认过程。 当然，多模态体认过程研究的

前提是认知诗学的基本主张———文学是“人类经验的一种具体形式”（Ｇａｖｉｎｓ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１），“文学

研究可向我们揭示认知实践，借此我们不但可以阅读文学作品，还可以感知和理解世界” （Ｇｉｂｂｏｎｓ，
２０１２：２６）。 多模态认知诗学认为“人们不仅通过语言，而且也通过视觉、听觉和心理等其他方式接

触世界” （Ｇｉｂｂｏｎｓ， ２０１２：３８），因此，多模态认知诗学把研究焦点确定为读者对多模态进行理解和

体验的复杂动态过程，并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该过程进行动态描述。
多模态文学倾向于突出符号的物质性和意义理解的多模态性，往往通过调动读者的身体参与，

诱发和强化心理体验。 因此，多模态文学的认知研究高度关注读者在字体、排版、图像形状、颜色、
布局等视觉因素的刺激或操控下作出的行为反应或注意力变化。 如吉本斯 （Ｇｉｂｂｏｎｓ， ２０１２： ４５） 运

用图形 －背景理论，解释眼睛如何在一个视域内部或跨视域之间移动。 “在阅读视觉语篇时，意义

的理解尤其需要阅读路径的动态调整”（Ｇｉｂｂｏｎｓ， ２０１２：２５），眼睛在阅读文本中的移动路径是在视

觉结构诱发下人所做出的主体性反应，如图 １（见下页）。
读者在阅读到该页时，会主动做出选择，调整阅读路径。 在《书页之屋》这一多模态小说中，有

很多类似的视觉操控手段，调动和激发读者的阅读行为，读者需要根据对故事世界的理解自动调整

阅读顺序，甚至需要手动调整书页的方向，这类设计突出了图书作为阅读对象的物理属性，赋予读

者更多自主性，可以自行选择阅读顺序和路径。 这种在物理行为上的“身体”介入，往往会诱发读者

心理上的自我投射（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自我暗示（ ｓｅｌｆ⁃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情感或认知反应（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Ｇｉｂｂｏｎｓ， ２０１２： ２７），从而直接影响读者对故事世界的体验和认知。 再如，在托马苏拉（Ｔｏｍａｓｕｌａ）
小说《ＶＡＳ： 平地上的歌剧》（ＶＡＳ： Ａｎ Ｏｐｅｒａ ｉｎ Ｆｌａｔｌａｎｄ： Ａ Ｎｏｖｅｌ，文后简称：ＶＡＳ）中，作者通过排版

设计等视觉化手段使符号的物质性被高度前景化，调动读者的身体器官实施相应行为 （赵秀凤，
２０２１： ｘｉｉｉ），如翻页、调整书本方向、调控阅读视角等行为反应。 由此，读者直接参与叙事进程，从而

“高度彰显了读者在文本体验过程中的涉身参与性”“强化阅读、存在、认知和想象等过程的涉身本

质” （赵秀凤，２０２１： ｘｉ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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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书页之屋》（Ｄａｎｉｅｌｅｗｓｋｉ，２０００：１３３）节选

多模态小说 ＶＡＳ 中的主题隐喻是运用多模态符号调动多感官参与，彰显动态性体认的典型实

例。 该部小说以多种方式反复建构和表征一个主题隐喻［人类是书籍］。 一方面，这一隐喻体现为

故事内聚焦人物感知觉的语言表达。 如主人公“四边形”（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把手术视为“对自

己身体的改写”（Ｔｏｍａｓｕｌａ， ２００２： １９３） 和“一次简单的编辑” （Ｔｏｍａｓｕｌａ， ２００２： ３１２），以下段落更

清晰地表征了人物感知和认知域中的［人体—书籍隐喻］：
四边形（小说内主人公的名字）停下了笔，看了看指尖的涡纹，这些由线构成的巧妙图像是祖祖辈

辈，世世代代，甚至是经过 １２５，０００ 代追溯到类人猿时期传承下来的，它可以由 ＡＧＣＴ 四个基本字母来

表示，这四个字母又可以构成单词 ＧＡＴ、 ＡＴＡ、 ＡＧＧ，然后这些单词构成了基因的双螺旋句子，进而填

充细胞内染色体，最后由这些细胞构成躯体这本书。 （Ｔｏｍａｓｕｌａ， ２００２： ３１２；吉本斯， ２０２１：８０）
该段中关于身体的医学术语“双螺旋、基因、染色体、细胞”与关于书籍 ／写作的常用词语“句子、

文章、书籍”整合编织在一起，最后直接用“躯体这本书”更加显性表征［书籍—身体隐喻］。 另一方

面，该书还刻意创建物理相似性，激活读者的视知觉感知，亲身体会“书籍”域与“身体域”的整合：封
面主色调为桃红色，数条蓝灰色横线隐约穿插而过，隐喻皮肤及皮下静脉；书页以肉色为主，其中的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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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和图片渐变为红色、黑色和米黄色，使整本书的视觉构造仿佛人的躯体，随着读者阅读的深入

（即人的年龄的增大），皮肤日渐失去光泽，布满皱纹。
在文字和视觉模态的协同作用下，读者“多模态器官”体验且认识到身体与书籍之间不仅是概

念上的跨域映射关系，也是自己身体和心理互动体验下的“合二为一”。 这一实例完美地揭示了多

模态文学对多模态体认的“前景化”调用，突出了体认的多模态性。
１． ２ 体认的交互性

体认语言学在阐述其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时，格外强调体认的“互动性”：一是人通过

对外部现实世界（包括自然、社会、文化等）直接感性接触所产生的互动体验，二是人在外界感性接

触基础上进行的认知加工。 从“体的互动体验”到“认的认知加工”，再返回到体验，循环升华 （王
寅， ２０２０： ２２）。 从语言的产生、语言的发展到语言的习得都是以人的体认为基础的（林正军 等，
２０２１），“现实”“认知”和“语言”之间的互动推动了语言的产生和使用。 体认语言学在阐释各类语

言现象时所使用的理论工具，如概念隐喻、认知参照点、意象图式、理想认知模型、识解等都是围绕

人与世界的互动展开的理论阐述，都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身体感知觉体验的规律性特

征对于语言符号的产生、表达和理解的作用。 例如，王寅 （２０２０）结合大量实例，阐述了隐藏在歇后

语背后统一的体认型式：歇后语的前项描写人较为直观的感性生活体验，后项揭示由该体验所引发

的认识，“反映了人们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从‘外延到内涵’，从‘参照点到目标’，从
‘明示到推理’，从‘背景到图形’，从‘表层到深层’（由表及里） 的体认过程” （王寅， ２０２０：２）。

体认语言学关于互动性的论述主要阐释语言产生和使用的规律性特征。 其实，体认的互动性

理论能更充分地阐释读者在阅读多模态文学过程中的身心交互特征，如多模态小说 ＶＡＳ 中第 １３９
页末端的文字为 （ “Ｓｔｉｌｌ， ｉｔ ｍｏｖｅｓ”）在排版上颠倒了文字的方向（图 ２）。

图 ２　 ＶＡＳ（Ｔｏｍａｓｕｌａ， ２００２： １３９）节选

要识读这些文字，读者必须把书旋转过来。 这种设计配合该部分表达的主题———宇宙的本质

一直处于运动之中，呼应该句“一直在动”的语义，因为读者必须做出翻转书本的身体行为，才能读

到“一直在动”这句话。 在该情况下，读者的身体机能与语言对行为的触发双向互动，“执行一个动

作有助于理解包含行为动词的修辞短语和文学短语”（Ｇｉｂｂｓ， ２００５： ８８）。 因此，读者翻动图书的身

体动作同时启动了“移动 ／运动”这一概念，使读者得以身心协同体验“移动 ／运动”，加深对“一直在

动”这句话的理解。 此外，该页配有众多箭头和线条组织成的旋转图像，视觉、行为动作、感知和文

字理解多路径协同，创造关于宇宙旋转移动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
关于身心体认及其与世界的互动，认知科学家莱德曼 （Ｌｅｄｅｒｍａｎ） 和克莱茨 （Ｋｌａｔｚｙ）曾指出：

“人们使用触觉系统来感知真实物体和虚拟物体同时存在的世界，并与其进行互动。”（２００１： ７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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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马克斯 （Ｍａｒｋｓ，２００２：２）也指出：“我们正是通过协同触觉、动觉和本体感受，才同时在阅读书籍

的过程中获得身体感知和内心体验。”从这一意义来说，通过调动读者的身体与书本在实体意义上

的直接接触，ＶＡＳ 成功激活并强化了读者的交互性体认。 体认的交互性还体现为读者与人物之间的

“协同共振”。 与常规文字小说不同，多模态小说往往借助多模态符号，频繁调动读者对故事世界的

身体参与，这一点在叙述人物行为动作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例如，在《书页之屋》第 ４４０⁃４４１ 页，作
者通过排版 （见图 ３）设计出如具象诗般的文字，描述人物戴维森（Ｄａｖｉｓｏｎ）攀爬探险的行为过程：

图 ３　 《书页之屋》（Ｄａｎｉｅｌｅｗｓｋｉ，２０００： ４００） 节选

戴维森步伐缓慢，但是十分坚定，双手交互爬行上了梯子……他仍然继续攀爬，最终他的坚持

不懈有了回报，爬行了大概半个小时后，他终于爬完了梯子的最后一根。 几秒钟过后，他站在一个

非常……（Ｄａｎｉｅｌｅｗｓｋｉ， ２０００： ４００；吉本斯，２０２１：５８）
显然，这段文字被排列为一个梯子的形状，从底部一行开始，每个横档错落排开，在空白周边的

映衬下，深黑色字体形成的横档越发突显，如同一架梯子斜依在墙上。 文字的排列顺序和空间摆放

方式，决定了读者的阅读方向和顺序：自下而上，从左到右，这一顺序与人物的攀爬动作一致———从

低到高。 可以说，读者在视觉符号的引导下，眼睛紧随人物攀爬的动作，拾级而上，与人物“亦步亦

趋”，一起“攀爬”。 梯子横档一级级向上，迫使眼睛不时穿过空白处，形成视觉跳跃（Ｇｉｂｂｏｎｓ， ２０２１：
６０）。 眼睛发挥“动能闭合”（ｋｉｎｅｔｉｃ 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作用，戴维森“不断换手”攀爬梯子。 从侧面来看，当
他在前面的那只手抓到高一级横档时，后面的手便跟着向前，这个动作类似于眼睛的动能闭合———
读完一段文字后，空白处便进入眼帘。 该例同时充分体现了两类互动：读者的身心互动及读者与人

物的协同共振。 当然，这种双维互动的前提是多模态符号对读者体认感知的诱发性潜势。 从一般

抽象意义来说，是不同模态之间的符号互动激发了读者的身心互动及读者与人物的互动。
正如吉布斯（Ｇｉｂｂｓ， ２００５： ６６⁃６７）所言：“认知是身体与物理 ／文化世界互动的产物。 思维并不

是存在于人的身体内部，而是存在于大脑、身体、世界……交织形成的网络。 ‘涉身’就是指大脑、身
体和物理 ／文化环境之间的动态交互。”约翰逊（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８７： ５）也指出：“我们所认识的现实由以

下因素所塑造：身体运动型式、时空定位轨迹、我们与物体的互动形式；它绝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和

命题判断。”为此，吉本斯 （Ｇｉｂｂｏｎｓ，２０１２：４２） 强调：“既然涉身是人类理解和体验的奠基之本，那么

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逻辑推演：身体在阅读中的参与度越多，阅读就越有意义，影响就越

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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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实例分析表明，多模态文学语篇充分运用多种模态符号，调动读者的多维交互体验，无论

是人与符号资源在物理意义上的本体互动，还是文本内多种模态符号之间互动所引发的读者在身

体感知和心理认识之间的互动，都反映了多模态符号对读者整体体认过程的影响。
１． ３　 体认的复杂系统性

从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视角来看（Ｃｏｍｐｌｅｘ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简称：ＣＤＳ）， 在多模态文学的交流过

程中，读者的体认也呈现出复杂动态系统性特征。 根据 ＣＤＳ 理论，复杂系统具有以下突出特征：“复
杂性，即构成元素和施动体丰富多样、互动方式多元；动态性，即构成元素与施动体始终变化，互动

方式亦始终在变；开放性，即新元素和施动体随时可进入系统；非线性，即系统的整体变化不可预

测，无法以变量分析法找到规律；此外，系统可具自发组织性和共适性，有时体现为相对稳定的状

态。”（单理扬，２０１９：９４）
就多模态文学交流而言，一方面，读者的体认具有多模态感官联动性，另一方面，多模态文学的构

成要素丰富多样，这些都对多模态文学的理解体认过程产生直接影响，使体认本身成为一种复杂的动

态系统，呈现出复杂系统的一般特征。 首先，多模态文学交流的对象，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由多个子

模态符号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如后现代实验小说系统往往包含图像、图形、页面设计、空间布局、字
体、颜色、词汇、语法、篇章结构、文学常规等等多个子系统。 多模态小说尤其是后现代实验文学达到了

高度的形式自觉，大量运用元小说和互文指涉手段、彰显实体性、创新文本排版形式等。 吉本斯

（Ｇｉｂｂｏｎｓ， ２０１２： ２） 把这种形式自觉在符号上的主要体现概括为以下八类：存在明显的文本布局和页

面设计；排印方式多样，在文字和图像中运用色彩；类似于具象诗，把文本文字具象化；使用包括元小说

写作在内的多种手段；吸引读者关注文本的物质属性；使用脚注和其他形式传递自我质疑；使用翻页书

技巧设计部分章节；混合使用多种文学样类，包括文学创作风格上的混搭，如恐怖，也包括视觉效果的

混搭，如剪报和剧本对白。 每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表征和建构小说世界，创建文学意义。
其次，读者个体也可以看作一个高度复杂的动态系统，对多模态符号的阅读理解过程本身也受个体、社
会、认知、文化和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 如在识读鲁宾 （Ｒｏｂｉｎ） 的花瓶图像 （图 ４）时，某人可能第一

眼倾向于解读为“看到了一个置于白色背景的黑色花瓶”，而另一个人则解读为“黑色背景下的两张白

色面孔”；“图像阅读并没有线性结构的强制要求，即读者具有主体性选择，当然即使有个体差异，在特

定社会文化群体中，也一定有规律性体验阅读路径”（Ｇｉｂｂｏｎｓ， ２０１２：１４）。 因此，他们又都可以在这两

种解读之间任意切换，体现了读者体验的个体性差异。

图 ４　 鲁宾的花瓶图像

（吉本斯，２０２１：３５，源自 Ｒｕｂｉｎ， １９５８ ／ １９１５：２０１）

·８８·



　 赵秀凤　 崔亚霄　 多模态体认诗学———基于体认语言学的研究　

多模态文学交流是一个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系统，文学构成要素和认知主体要素的多样性和动

态变化性，使文学意义的理解和体悟过程本身也呈现出复杂动态系统特征，多模态符号系统内部诸

要素与读者的多模态感官系统及认知系统之间存在“竞争、互补、对立和适应等多种交错叠加的互

动关系”（曾小燕，２０１７： ３５）。
在真实交际活动中，体认的复杂动态性既体现于读者与文学作品及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又存在

于读者个体多种素质和能力的互动，多维互动在多模态文学符号的诱发下呈现出高度的动态性和

自组织性。 例如，当读者翻开多模态小说《书页之屋》，读到的开篇之句是“Ｔｈｉｓ ｉｓ ｎｏｔ ｆｏｒ ｙｏｕ ”（这不

是为你写的）（Ｄａｎｉｅｌｅｗｓｋｉ， ２０００： ｉｘ）。 该句的否定语法结构 “ｎｏｔ”和指向故事外读者的第二人称

代词“ｙｏｕ”，都令读者感到某种“不适”，该句似乎在实施一种禁止性言语行为，阻止读者进入小说世

界。 这显然违背小说常规，与读者固有阅读体验及打开小说的阅读冲动和欲望之间形成直接冲突，
令读者感到“认知失调”（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ｉｓｓｏｎａｎｃｅ）。 事实上，作者是“希望借此激将法诱使读者深入阅

读”（Ｇｉｂｂｏｎｓ， ２０１２： ５１）。 “失调给人带来心理不适感，会促使人们努力减少不适，达到协调。”
（Ｆｅｓｔｉｎｇｅｒ， １９５７： ３）当人们的行为和认知发生冲突时，内心急求缓解这种失调的愿望便会异常强烈

（Ｇｉｂｂｏｎｓ， ２０１２：５３），因此，读到这句阻止性否定句后，读者反而往往会做出“认知对抗”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ｅａｃｔａｎｃｅ）反应，即产生强烈的反抗心理，就会反其道而行之。 可见，常规、语言、读者的阅读欲望、心
理预期及其个体心理调整适应等多要素联动，相互作用与制衡。 该句的阅读理解过程———从体会

到符号意义表层上的被排斥，经认知对抗，做出逆反性继续阅读行为———充分体现了体认的动态

性、复杂性和自组织性，是多种子系统连接互动的结果。 此外，该句单独构成一页，位于按照常规应

该是献词页的位置，这一空间位置本身又形成了激活文学常规的符号要素，与文学作品的语类结构

及其相应的阅读常规图式形成联动关系，直接影响阅读个体的体验和认知，以及随之产生的对抗认

知反应。

２　 走向多模态体认诗学

综上所述，“多模态体认观”拓宽了“语言体认观”的适用视域。 多模态文学实例表明，语言符号

具有认知性、社会性和文化性，多模态符号更是如此；多模态符号的协同、组合、应用更涉及身体体

验和认知加工的循环互动。 多模态文学交流也遵循“现实—认知—符号”这一核心原则，也大量启

用图形 －背景、意象图式、概念隐喻等体认机制。 因此，我们可以说，体认语言学理论为我们阐释多

模态文学的交流过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 我们可以通过拓展体认语言学的应用范畴，从多

模态符号的体认性出发，阐释读者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互动体验，推动“多模态体认诗学”研究。 笔者

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拓宽体认语言学的外延。 体认语言学侧重从语言生产角度论述体认的作用，阐述“现

实—认知—符号”三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揭示语言人本性的体认语言学，理应从语言产生的一般规

律出发探讨本源问题，但事实上人类用于交际的所有符号都具有体认性特征。 ２１ 世纪起的后现代

实验文学，充分利用各类图文符号，激活人的感知体验、情感和认知加工；这类文学的日渐兴盛也充

分说明了多模态符号体认性对文学的影响。 因此，我们有必要拓宽体认语言学的外延，从广义的符

号层面，考察体认的过程；如针对后现代实验文学的多模态组合特征，阐释该类文学得以产生、接
受、形成独特文学样类背后的体认机制；通过透视读者的阅读体验和认知加工过程，揭示多模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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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交流背后的规律性特征。 这一“多模态体认诗学”的研究路径是对语言及其他符号体认性的有力

补充，有助于更加全面立体考察语言及多模态符号交际全过程中的体认性，揭示符号的人本性、唯
物性和互动性本质。

其次，丰富体认语言学的理论蕴含。 体认语言学倾向于在人类群体意义上阐发体认的意义，多
模态体认诗学则可以关注真实、个体读者的体认经验，即关注真实的沉浸于文学作品中的真实读

者，考察他们沉浸于文学自然阅读过程中的真实体认过程。 这可以通过实证检验的手段得以实现。
我们可以从文本表层符号结构和读者实际体认之间的关联性角度，阐述多模态文学交流过程中体

认的多模态性、交互性、复杂系统性。 读者在多模态文学阅读过程中的身体行为、多感官感知体验

及其对认知加工的影响，反映出符号接受方具有 “主动而复杂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潜势”
（Ｇｉｂｂｏｎｓ， ２０１２：１９）。 多模态符号之间的协同互动诱发多模态感官的联动反应，使多模态体认具有

了相当程度的“一体化”特征，正如加桑费尔等（Ｇｈａｚａｎｆ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２７８） 所论：“我们与世界的

交互涉及一系列感官输入，我们的感知是对世界的一体化表征。 新皮质按照使认知加工过程尽可

能快速有效的方式组织起来。”多模态文学中的表征手段丰富多样，互动方式多元，给习惯于传统小

说阅读的读者带来了很大挑战，同时也诱发了新奇的阅读体验。 多模态形成多感官刺激，使读者调

用多个感觉器官及其处理各自信号的神经认知系统。 在阅读过程中，随着多种模态符号形式的铺

展协同，读者的“多模态感官系统”和“神经认知系统”不断动态连接，调整变化，从而推动“体”和
“认”的多维复杂联动。 概言之，多模态体认诗学对体认的阐发考察，可以极大丰富体认的内涵，有
助于我们从人类话语交际的角度更加全面阐释和理解符号“体认”的本质和特征。

最后，推动体认语言学和诗学的交叉融合。 虽然从多模态话语交际的角度来说，语言交际和视

觉交际是两种相互独立的符码系统，模态或模态组构不同，所激活的认知体验有所差异，但是从多

模态体认观出发，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在多种符号交际的背后存在某些更深层、更抽象的符码体

认机制，如图形—背景、概念隐喻、转喻、概念整合等。 对此，克雷丝等（Ｋｒｅｓｓ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６：１８８） 明确

指出：“语言的信息结构与视觉中的横向组织结构极为相近，这一点也印证了存在某种更深层、更抽

象的符码倾向，这些倾向在不同的符号模态中有不同的体现形式而已。”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图像结

构与语言结构进行简单的机械类比，语言和图像都是心理过程的外在符号表现形式，我们应该探寻

其背后共同的心理加工机制 （Ｇｉｂｂｏｎｓ， ２０１２： １５）———体认机制。 从话语交际的实际过程来说，符
号构成的文本是体认的语境，是唯物性基础，具有诱发性，诱发交际接受方的身体反应和心理感知。
基于这一认识，多模态体认诗学应该高度重视人的视觉感知（ｖｉｓｕ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结构，理解和阐释人

的视觉感知机能（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９７； Ｈａｂｅｒ ｅｔ ａｌ． ， １９７３； Ｐｏｓ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Ｓｔｙｌｅｓ，１９９７），如哪些色彩与

尺寸特征吸引感知者的注意力，或事物之间的相似如何使感知者把它们视为一类，视知觉调整如何

影响心理的认知加工等（Ｇｉｂｂｏｎｓ， ２０１２： １６）。 基于此，通过既具体又综合的多模态体认分析，体认

语言学所阐述的“体认”性分析可以被拓展到多模态话语交际层面，拓展其应用范围，而多模态文学

交流体认的独特性也可以反过来丰富体认语言学的理论意蕴，在更高维度上推动体认语言学和诗

学的交叉融合。

３　 结语

作为共同关注后现代哲学和文化思潮的两大研究领域，体认语言学和多模态认知诗学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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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和应用分析方面存在诸多相同、相通之处，如都强调符号的认知性和社会性，都强调身体体验

与认知加工的互动，都遵循“现实—认知—语言 （符号）”原则，阐释体认性。 多模态认知诗学对多

模态文学交流过程中体认的多模态性、交互性、复杂系统性的论述，为体认语言学开辟了一个新视

角，丰富了语言体认观的内涵，拓展了其应用范畴。
本文提出应从拓宽体认语言学的外延、丰富体认语言学的理论蕴含、推动体认语言学和诗学的

交叉融合三个方面，构建和推动“多模态体认诗学”研究。 多模态体认诗学研究不但可以从真实读

者体认角度“打破语言和图像研究之间的藩篱”（Ｋｒｅｓｓ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６： １８３），阐释多模态文学交流的

意义和价值，还可以从更深层的超越具体符码表征机制的角度，推动体认符号学研究。 本研究从文

学和语言学跨学科视野，探讨人类符号交际的体认性，有助于在后现代语境下切实推动多领域的互

动交流对话，践行体认语言学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观，推动学术研究更加多元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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