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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诗学篇章的语音学研究

第一节　　　　诗学篇章与音响表现法

传统观点认为，作为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通常被认为是

随意的和无理据的。我们认为，任何现象都是内容和形式的

统一体。从这个角度来讲，语言即是语音和意义的统一体，语

音是意义的外壳和表达形式，而意义则是语音的内容，起着主

导作用。

有关语音与意义的关系，雅库宾斯基（

写道：“由语音引起的情感，不应该在与内容引起的情感的相

反方向白白流逝，反之亦然。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诗歌的

内容与它的语音组成就会在感情上处于相互制约的地位。”

）在关于实用语言和诗歌语言中相同的

流音辅音聚集问题的著作中雅库宾斯基指出，在诗歌语言中

这种聚集是允许的，可以接受的。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引起某

种激情，或者为了烘托、突出某种感情、意味，有些诗人反而有

意识地运用聚集流音辅音的手法。而在实用语言中则是不行

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言语的速度就会放慢，它的机械性就会

被破坏，过多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到语音上（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语言大师，在从事文学创作

时，都很重视语音的配合。契诃夫在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时



。音响表现法的核心是选

说：“我通常是在校样上最后完成我的小说，而且不妨说，是

从音乐性一面来修改它。”（刘焕辉， 日尔蒙斯基

在《诗学的任务》一文中认为：“语音对于

诗人并非无关痛痒。它在艺术作品中也并非毫无作用。它不

是伴随诗歌形象同时流动的杂乱无章的音响，而是深蕴艺术

表现力的极重要工具。诗语之音是调整有序和组织有方的。

（文论选，

音的独特选词和独特配置把诗歌言语与散文言语相区别。”

）可见，大家都很重视语音组合的修辞效

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语音可以说是一首诗的灵魂。诗学语

言中，使用某些音来造成某些印象，从而加强表现力的方法，

叫做“音响表现法”

音，就是指挑选音响相近的词，使诗歌达到音韵和谐的目的。

俄苏诗人较常用的音响表现法是语音重叠

。

对我们来说，随着语调表现力的增加而自然增强的语音

和语调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把语音重叠与诗歌

强调发音的目的性相联系，我们是无法理解言语和诗歌中所

谓的语音重叠作用的。语音重复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因为这是极普通的语言现象。事实上，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音

位的实际数量都不超过

俄语中只有

个，并且常常要少得多。比如，在

个。在一个句子中有大量单词的情况下相同

语音很频繁的重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这里的问题并非在于语音重叠的存在与否，而在于它

们在某种语言体系中明显与否。比如说，在逻辑语言中，语音

重叠的作用并不明显，因为术语的重复既不能使它的意义有

所增加，也不能有所减少。而感情类语言则相反，它的特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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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歌

所当然地决定着它要依赖于语音重叠。正是这些重叠才为语

调的变化奠定了基础。因此，语音重叠的作用与其说是狭义

的语音方面的，不如说是广义的语调方面的。

在普通言语中语音具有一定的频率。在篇章中，如果部

分音处于标准之内，那么这些音就不具备特殊的意义色彩和

感情色彩，它们的象征意义只是潜在的。语音的数量明显地

偏离规范会极大地提高它们的信息量，它们的象征意义在读

者的潜意识中好像突然爆发一样，从而使整个篇章的语音意

义具有某种色彩。这种情况是诗人对音有意选择造成的。比

如，叶塞宁（

”主题和》中有两条主线交织在一起：

，很和

和

”主题。在频率方面明显占优势的是字母

明显，诗歌的音响表现法是以 频率的交织为基础的。

”主题：在第一诗节中突出的是“

，，

这个主题是用 的频率下降到的突出来强调的，然后

正常标准，而在最伤感的、表现

的频率急剧上升，大大超出了

主题的第三诗节中，

的频率：

：，

，

，

第四诗节又使它们的频率均衡了。而在第五诗节两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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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色彩非常强烈的

题紧密的交织使两者的频率都得到了提高，但是， 的频率还

是占第一位的，这也符合最后几行诗的意义和感情色彩：

，

，

，

在普希金（ ）的《

）和叶夫盖尼（

》中也有两

。第个语调主题：彼得一世（

一个主题的特点是庄严华丽的语言结构，热烈而充满激情的

发音。这一特点特别有助于强调语音重叠的作用，因此，它的

语音成分就特别明显。同样的重复在不同的语调环境中会具

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有时极富表现力，有时则相反，几乎是不

明显的。彼得一世主题完全是靠语音重叠支撑的，而在失去

华丽性和庄严性的叶夫盖尼主题中就不需要这种语音色彩，

即使出现语音重叠，它们也不太明显：

，

，

⋯

这里同样具有语音重叠：

等，但是，由于这些

诗句是基于日常的、无表情的语调之上，整个诗段描述的是叶

夫盖尼日常生活中琐碎的思想，而且感情色彩也不强，因此语

音重叠在这里就不作为表现力的手段。

相反，在《

《 》中，我们对单词的语音结构将会有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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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语音重叠作用的加强是建立在该诗段语调改变的基础

之上的：

在这一诗段中，语调方面的提高是很明显的。它被分割

，

， ，

成许多圆周句，这些圆周句在语调上的统一是用 的重

，

，都是用复来达到的。这里的每一个词都被“加重”

“特写镜头”

语调的“培养基”

）表达的。因此，语音重叠在这个

）里就获得了特殊的意

和

义。对单词相近语音结构的突出、强调能够赋予它们更强的

表现力，从而使这种感受产生更重要的意义。这样就使我们

直接感受到了彼得事业的伟大。因此，

就被视为语音重叠。

基（

正是语调才使诗篇中的这些词具有深刻的涵义。别林斯

）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在抒情诗中有许

。他引用

多诗句“不包含特别的意义，尽管不乏普通意义，它们能够表

达无限的、意味深长的涵义”

下列诗行作为例子：

，

看起来这里三次重复指出脸是裸露的，单词的意义并没

有改变，也没有增加什么，但在重复这个词时，我们的激动之

情越来越强烈。这种激动之情使感受更加深刻，并且使它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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