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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思想当代聚焦

陌生化 ／新奇

———中西诗论关键词的一种对读＊

杨向荣

【提　要】俄国形式主义 “陌生化”的理论品质在于使熟悉的事物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呈

现出来。与西方 “陌生化”的理论建构相呼应，中国古典诗学中也存在 “新奇”诗论。从

思维模式角度出发，形式上的追 “奇”崇 “变”，内容上的 “推陈出新”与 “标新立异”在

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 “陌生化”诗 学 策 略。 “陌 生 化”和 “新 奇”在 理 论 建 构 上 有 着 趋 同

性，它们是解释文学创作的一个普遍性原则和诗学思维模式。

【关键词】陌生化　新奇　俄国形式主义　中国古典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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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陌生化”由 什 克 洛 夫 斯 基 所 提 出，是２０
世纪上半叶俄 国 形 式 主 义 流 派 的 核 心 范 畴。① 中

国古典文 论 中，也 有 着 相 似 的 “新 奇”诗 论 及

大量的相 关 文 献。在 《谈 艺 录》中，钱 钟 书 曾

论及和 比 较 “陌 生 化”与 “新 奇”这 两 个 中 西

诗论范畴。②本 文 对 “陌 生 化”和 “新 奇”的 诗

学观的内 涵 建 构 展 开 分 析，笔 者 认 为， “陌 生

化”和 “新 奇”是 有 着 共 同 审 美 内 涵 的 诗 学 思

维模式。

一　 　 　

“陌生 化”是 俄 国 形 式 主 义 的 经 典 诗 学 范

畴。笔者以为，若 将 其 视 为 一 种 诗 学 原 则 和 诗

学思维模 式，那 么 “陌 生 化”理 论 在 俄 国 形 式

主义之前 体 现 为 “新 奇”诗 论 的 零 星 阐 述，它

最早源于 亚 里 士 多 德，经 由 诸 多 学 者 的 丰 富 和

发展，最后形成和成熟于俄国形式主义流派。

＊　本文系国家社科 基 金 后 期 资 助 项 目 “图 文 关 系 及 其 张 力 的

学理研究”（１６ＦＺＷ０５３）的阶段性成果。

①　需要指出的是，１９８２年，什克洛 夫 斯 基 撰 写 了 与 早 期 同 名

的 《散文理论》，并对自己早期思想中的纯形式主义观展开

了反思。学界最早接受 俄 国 形 式 主 义 思 想 主 要 源 于 三 个 文

本：厄利奇的 《俄国形 式 主 义：历 史 与 学 说》 （１９５５年），

雷斯等编 的 《俄 国 形 式 主 义 批 评：四 篇 论 文》 （１９６５年）

和麦杰卡与波莫斯卡编的 《俄国诗 学 文 选》（１９７１年）。在

国内，什克洛夫斯 基１９８２年 撰 写 的 《散 文 理 论》于１９９４

年才由百花洲文艺 出 版 社 出 版。事 实 上，俄 国 形 式 主 义 前

期和后期的 诗 学 主 张 有 着 很 大 的 不 同，但 由 于 种 种 原 因，

俄国形式主义后期的 诗 学 主 张 往 往 被 学 者 们 所 忽 略。本 文

中笔者对俄国形式 主 义 “陌 生 化”理 论 的 讨 论 主 要 以 前 期

思想为主。

②　参见钱钟书 《谈艺 录》中 相 关 论 述。钱 钟 书： 《谈 艺 录》，

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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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 诗 学 史 上，亚 里 士 多 德 首 次 从 个 体

接受心理的维度论及了 “新奇”。 “变化 也 是 使

人愉快的，因 为 变 化 意 味 着 恢 复 自 然 状 态；老

是做同一 件 事，意 味 着 境 况 过 于 固 定……凡 是

隔了一段 时 间 才 出 现 的 事 物，不 论 是 人 是 事，

都是使人愉 快 的，因 为 就 眼 前 的 境 况 而 言，这

是一个变 化，并 且 因 为 这 种 隔 了 一 段 时 间 才 出

现的事物是稀罕的。”①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变

化意味着恢复自然状态”，而习惯了的事意味着

境况 相 对 稳 定。笔 者 以 为，亚 里 士 多 德 关 于

“新奇”的论述也就是后来俄国形式主义者所倡

导的陌生 化 心 理 机 制：个 体 心 理 存 在 着 求 新 趋

异和趋奇猎 怪 的 接 受 定 式。此 外，亚 里 士 多 德

对悲剧中 的 “新 奇”手 法 相 当 重 视，认 为 通 过

戏剧情节的 “发现”和 “突围”，可以使观众超

越日 常 的 惯 常 经 验，产 生 惊 奇 效 果。此 外，亚

里士多德主张用 “奇字”来创造一种新奇效果，

认为使用 奇 字，可 以 使 文 章 的 风 格 显 得 高 雅 而

不至流于平凡。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歌采用

这种手法可以引起人们的新奇、惊异之感。

亚里 士 多 德 所 提 出 的 “新 奇”诗 论 观，经

过后来诸 多 学 者 的 丰 富 和 发 展，逐 渐 在 西 方 形

成一条隐 性 的 “新 奇”诗 论 线 索。古 罗 马 人 郎

吉弩斯从审美心理的层面对崇高的 “惊心动魄”

效果进行了论述。“诗人和演说家都用形象，但

有不同的 目 的。诗 的 形 象 以 使 人 惊 心 动 魄 为 目

的。”③ １６世纪意大利人马佐尼在 《〈神 曲〉的

辩护》里说：“诗人和诗的目的都在于把话说得

能使人 充 满 着 惊 奇 感。”④ 马 佐 尼 认 为，诗 的 题

材应具有 惊 奇 感，并 通 过 不 平 凡 的 手 法 将 其 表

现出 来。１７世 纪 意 大 利 人 缪 越 陀 里 首 次 提 出

“新奇”概 念，强 调 诗 人 “制 造 新 奇”与 读 者

“发见新奇”的统一性。 “诗人所描绘的 事 物 或

真实之所 以 能 引 起 愉 快，或 是 由 于 它 们 本 身 新

奇，或是 由 于 经 过 诗 人 的 点 染 而 显 得 新 奇。”⑤

与缪越陀 里 同 时 代 的 英 国 人 艾 迪 生 则 从 审 美 趣

味的层面论及了 “新奇”，认为 “凡是新的不平

常的东西都能在想象中引起一种乐趣”， “使 心

灵感到一种愉快的惊奇”。⑥

德国古 典 主 义 时 期，黑 格 尔 对 主 体 活 动 中

的无意识化过程进行了描述：“熟知的东西所以

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⑦

此外，黑格 尔 还 深 入 分 析 了 艺 术 欣 赏 中 的 “惊

奇感”，认为 “艺术观照，宗教观照 （无宁说二

者的 统 一）乃 至 于 科 学 研 究 一 般 都 起 于 惊 奇

感”。⑧ 在黑格尔看来，维持 “惊奇感”，这是艺

术发展和保持魅力的根本，“诗的表现方式可以

被看成走 弯 路 或 是 说 无 用 的 多 余 的 废 话”。⑨ 这

里的 “走 弯 路”是 指 要 避 免 日 常 的 无 意 识 化 和

自动化心 理。事 实 上，黑 格 尔 对 “惊 奇 感”的

论述直接影响了什克洛夫斯基。

“新奇”观念也体现在浪漫主义诗人的表述

中，韦勒克和沃伦认为，“陌生化”概念中所内

蕴的 “新 奇”内 涵 可 以 追 溯 到 浪 漫 主 义 运 动。瑏瑠

华兹华斯 认 为，诗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给 日 常 生 活 事

件和情 节 “加 上 一 种 想 象 的 光 彩，使 日 常 的 东

西在不平 常 的 状 态 下 呈 现 在 心 灵 面 前”。瑏瑡 柯 勒

律治认为，诗 人 赋 予 日 常 事 物 新 奇 的 魅 力，可

以打 破 习 惯 的 麻 木 性，激 起 类 似 超 自 然 的 感

觉。瑏瑢 诺瓦利斯认为，让一个事物对人们既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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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又 有 熟 悉 感，这 样 陌 生 化 艺 术 就 是 浪 漫

主义的诗学。如 曹 霞 所 言，在 这 种 陌 生 化 的 手

法中，“神秘主义诗人诺瓦利斯更给世界和心灵

披上了一层朦 胧 虚 幻 的 面 纱”。① 可 以 说，浪 漫

主义 诗 人 们 不 同 程 度 地 强 调 了 文 学 创 作 中 的

“新奇”手 法，只 是 表 述 不 同 罢 了。笔 者 以 为，

从亚里 士 多 德 到 浪 漫 主 义 诗 人 关 于 “新 奇”的

阐释，在西 方 文 论 史 上 形 成 一 条 隐 性 的 诗 论 线

索，并对俄 国 形 式 主 义 理 论 倡 导 者 什 克 洛 夫 斯

基 “陌生化”理论的提出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２０世纪 初，以 雅 各 布 森 为 首 的 “莫 斯 科 语

言研究 会”成 立；１９１６年，以 什 克 洛 夫 斯 基 为

首的 “诗歌 语 言 研 究 会”成 立。围 绕 在 这 两 个

语言学小 组 周 围 的 一 批 青 年 学 生，形 成 了 诗 学

批评史上 声 名 远 扬 的 俄 国 形 式 主 义 流 派。受 到

语言学转 向 的 影 响，俄 国 形 式 主 义 实 现 了 文 学

研究的内 转，构 建 了 一 个 自 主 性 的 诗 学 理 论 体

系。俄国形 式 主 义 者 从 胡 塞 尔 手 中 接 过 了 现 象

学的研究 方 法，在 诗 学 研 究 中 对 研 究 对 象 持 一

种客观科 学 的 态 度。语 言 学 转 向 和 现 象 学 方 法

论为俄国 形 式 主 义 打 下 了 坚 实 基 础，而 与 文 坛

各种 传 统 文 艺 观，如 实 证 主 义、心 理 主 义、历

史主义和 象 征 主 义 等 的 争 论，使 俄 国 形 式 主 义

最终成为影响广泛的文学批评运动和流派。

俄国形式 主 义 把 文 学 研 究 建 立 在 作 品 的 内

在结构上，强 调 研 究 中 文 本 形 式 等 因 素 的 自 我

指涉性。雅各 布 森 提 出 “文 学 性”概 念，将 文

学研究的 重 点 放 在 语 言、结 构 和 功 能 等 形 式 要

素上，强调文 学 研 究 与 文 本 的 外 部 因 素，如 作

者、世界和读 者 等 无 关。这 种 理 论 诉 求 在 什 克

洛夫斯基笔下有着形象的描述：“在文学理论中

我从事的 是 其 内 部 规 律 的 研 究。如 以 工 厂 生 产

来类比的 话，则 我 关 心 的 不 是 世 界 棉 布 市 场 的

形势，不是各 托 拉 斯 的 政 策，而 是 棉 纱 的 标 号

及其纺 织 方 法。”② 可 以 说，在 俄 国 形 式 主 义 那

里，文本的 意 义 来 自 于 整 体 本 身 的 各 个 成 分 的

形式关系 中，如 霍 克 斯 在 评 述 俄 国 形 式 主 义 时

所言：“艺术是自主的：一项永恒的、自我决定

的、持续不断 的 人 类 活 动，它 确 保 的 只 是 在 自

身范围内、根据自身标准检验自身。”③

为了 实 现 “文 学 性”诉 求，什 克 洛 夫 斯 基

提出 “陌 生 化”概 念，认 为 “文 学 性”是 通 过

“陌生 化”手 法 而 实 现 的。何 谓 “陌 生 化”？ 在

《作为手法的艺术》中，什克洛夫斯基有一个经

典的论述：“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

种可观可见 之 物，而 不 是 可 认 可 知 之 物。艺 术

的手法是将 事 物 ‘奇 异 化＇的 手 法，是 把 形 式 艰

深化，从 而 增 加 感 受 的 难 度 和 时 间 的 手 法。”④

什克洛夫斯基的论述表明，“陌生化”是与日常

生活的 “自 动 化”经 验、体 验 相 对 立 的，它 是

艺术家 有 意 识 地 对 文 本 施 加 日 常 偏 离 的 过 程。

如荣格对 《尤利西斯》的分析：“那种隐约晦涩

真是十分 奇 怪，且 又 明 显 地 不 同 于 我 们 在 创 作

的心理模式 中 发 现 的 那 些 东 西，因 此，我 们 甚

至怀疑这种隐约晦涩是否有意造成的。”⑤

需要指出的是，“陌生化”概念的提出也针

对俄国文 坛 的 学 院 派 代 表 波 捷 勃 尼 亚。波 捷 勃

尼亚 受 德 国 语 言 学 家 洪 堡 的 影 响，提 出 词 的

“内部形式”理论，认为诗是一种思维和认识的

方式，强调文 本 的 形 象 性。艺 术 要 通 过 形 象 展

现出文本 背 后 的 隐 喻，让 文 本 的 隐 喻 能 被 欣 赏

者所共知，从 而 使 诗 歌 欣 赏 节 省 精 力。什 克 洛

夫斯基对 波 捷 勃 尼 亚 赋 予 词 语 神 秘 内 涵 的 “精

力节省”说 持 反 对 态 度，认 为 这 缘 于 波 捷 勃 尼

亚没有区分诗歌语言与实用语言。“省力是创作

的规律和目 的……但 由 于 不 了 解 日 常 语 言 规 律

与诗歌语 言 规 律 的 区 别，这 一 思 想 也 被 推 而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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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于后 者。”① 什 克 洛 夫 斯 基 认 为，诗 歌 语 言 的

特性不在 于 节 省 精 力，诗 歌 语 言 的 目 的 在 于 强

化审美感受，而不是为了实现认知。

从文本的维度来看，“陌生化”的前提是文

本形式与经验的可感性。“陌生化”强调让主体

冲破惯性 思 维 的 锁 闭，复 归 感 性 的 体 验 本 源。

什克洛夫斯基强调，通过对文本的陌生化处理，

“事物抛 弃 自 己 的 旧 名 字，以 新 名 字 展 现 新 颜，

便在诗人 那 里 暴 动 起 来”。② 托 马 舍 夫 斯 基 也 认

为，“要把旧的和习惯的东西当作新的和尚未习

惯的东西 来 谈；要 把 司 空 见 惯 的 东 西 当 作 反 常

的东西来谈”。③ 可 以 说，可 感 性 是 陌 生 化 效 果

得以产生的潜在前提，如詹姆逊所言：“什克洛

夫斯基把艺术定为陌生化，即使事物变得陌生，

使感知重 新 变 得 敏 锐。”④ 而 从 接 受 主 体 的 心 理

维度来看，“陌生化”所针对的是主体感知的自

动化。日常 生 活 过 程 总 是 伴 随 着 自 动 化 的 接 受

模式，作者 在 创 作 中 应 当 破 除 这 种 自 动 化 接 受

模式，“最终设计出 ‘新＇的现实以代替我们已经

继承 的 而 且 习 惯 了 的 （并 非 不 是 虚 构 的）现

实”。⑤

从 “陌 生 化”的 实 现 过 程 来 看，为 了 打 破

自动化感受 的 定 式，冲 破 审 美 感 觉 的 惯 性，艺

术家不仅 要 打 破 原 有 形 式 的 规 范 和 格 局，而 且

要对平常 熟 悉 的 语 言 及 文 本 经 验 进 行 创 造 性 的

变形，独辟蹊 径 地 营 造 陌 生 性 的 艺 术 迷 宫。笔

者以为，“陌生化”通过对日常话语以及前在文

本经验的 违 背，创 造 出 了 一 种 与 前 在 文 本 符 号

经验 不 同 的 特 殊 的 符 号 经 验，同 时 也 体 现 了

“陌生化”的质的规定性：取消语言及文本经验

的 “前在性”。⑥ “前在性”是相对于 “当 下 性”

而言的，取消 “前在性”，意味着在平常的创作

中要将普通 的、习 以 为 常 的、陈 旧 的 语 言 和 生

活经验进行 处 理，使 之 成 为 独 特 的、陌 生 的 文

本经验和符号体验。“在艺术中，引人注意是创

作者的目的，因 而 它 ‘人 为 地＇创 作 成 这 样，使

得接受过 程 受 到 阻 碍，达 到 尽 可 能 紧 张 的 程 度

和持续很 长 时 间。”⑦ 在 俄 国 形 式 主 义 者 的 表 述

中，文本在于 尽 可 能 地 突 出 能 指。通 过 疏 离 文

本符号的 常 规 秩 序 与 用 法，文 本 得 以 摆 脱 日 常

的自动化 模 式，进 而 使 主 体 在 感 受 过 程 中 受 到

阻碍，并最 终 建 立 起 一 种 异 乎 寻 常 的 陌 生 化 能

指体验。

与什克洛夫斯基的 “陌生化”理论相类似，

中国古 典 诗 学 中 也 有 着 相 似 的 “新 奇”诗 论，

并存在着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求新”的最早

论述可追溯到 《礼记》所引汤之 《盘铭》： “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⑧ 其后，陆机云：“谢

朝华于已披，启 夕 秀 于 未 振”。⑨ 萧 子 显 批 评 当

时过 于 庸 旧 的 文 学 弊 病，提 倡 创 作 要 有 “新

变”， “习 玩 为 理，事 久 则 渎，在 乎 文 章，弥 患

凡旧。若 无 新 变，不 能 代 雄”。瑏瑠 刘 勰 提 到 辞 人

“逐奇好诡”的创作倾向。 “自 近 代 辞 人，率 好

诡巧。原其 为 体，讹 势 所 变，厌 黩 旧 式，故 穿

凿取新。”瑏瑡 笔者以为，“逐奇好诡”就是一种 “陌

生化”思维模式，即强调在创作中采用 “奇”和

“诡”的文学手法，给接受者带来 “新”的感受效

果。此外，刘勰还提出 “通”与 “变”的关系，强

调在 “通”的基础上求 “变”。“文辞气力，通变则

久，此无 方 之 数 也……通 变 无 方，数 必 酌 于 新

声。”瑏瑢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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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① 刘勰 指 出，文 体 演 变 是 在 “通”与 “变”

的张力中展开的，用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话来说，即

文学发展是 “自动化”与 “陌生化”相互消解中的

演变史。

唐代 殷 璠 以 “奇”论 诗，他 以 此 为 标 准 评

价唐代诗人 创 作。 “（李 白 《蜀 道 难》）奇 之 又

奇。”② “（王）维诗……一句一字，皆出常境。”③

“季 友 诗，爱 奇 务 险，远 出 常 情 之 外。”④ “奇”、

“出常境”、“爱奇务险”等语表明：诗贵奇，诗

句要逸出常规之外，要将诗语的 “新”与 “奇”

置入前景。与 殷 璠 一 样，王 昌 龄 论 诗 强 调 立 意

创新。“用意于古人之上，则天地之境，洞焉可

观。”⑤ “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攒天

海于方 寸。”⑥ 在 王 昌 龄 看 来，诗 人 要 有 革 新 古

人的气魄，只有 “用意于古人之上”，创造超越

“万人之境”的意境，才能超越前人，否则只会

成为 “终不 长 进”之 人。皎 然 论 诗 讲 求 境 或 境

象，在他眼 中，取 境 之 时，须 打 破 常 语，须 到

至难至险之处，这样的境才是佳境。在 《取境》

中，皎然认为，“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

奇句”。⑦ 而在 《诗议》中又认为，“固须绎虑于

险中，采 奇 于 象 外，状 飞 动 之 句，写 冥 奥 之

思”。⑧ 在皎然的论述中，“奇”与 “险”对于意

境的创造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韩孟 诗 派 标 新 立 异，强 调 以 “奇 险”突 破

“陈言”。韩 愈 重 视 语 言 创 新，强 调 “师 其 意 不

师 其 辞”⑨，提 出 “词 必 己 出”瑏瑠 和 “陈 言 务

去”瑏瑡 等 主 张。对 韩 愈 而 言，以 “异”破

“陈”，将习闻熟见 之 物 换 上 新 貌，才能激发欣

赏者的兴 趣。皇 甫 湜 在 《答 李 生 第 二 书》中 反

复强调 “尚 奇”的 主 张，认 为 只 有 “奇”文 才

能有持久的艺术价值。“秦汉已来至今，文学之

盛，莫 如 屈 原、宋 玉、李 斯、司 马 迁、相 如、

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 远。”瑏瑢 “谓 之 奇，

即非 常 矣，非 常 者，谓 不 如 常 者。谓 不 如 常，

乃出 常 也。无 伤 于 正，而 出 于 常，虽 尚 之 亦 可

也。”瑏瑣 孟郊声称自 己 作 诗 “孤 韵 耻 春 俗”，瑏瑤 李

贺则在创 作 中 大 量 使 用 生 僻 字 语，倾 心 于 幽 奇

冷艳诗境的创造。

宋代黄庭 坚 论 诗 提 出 “点 铁 成 金”和 “夺

胎换骨”，提倡 “以故为新”的文学观。黄庭坚

《答洪驹父 书》云： “自 作 语 最 难，老 杜 作 诗，

退之 作 文，无 一 字 无 来 处。盖 后 人 读 书 少，故

谓韩、杜 自 作 此 语 耳。古 之 能 为 文 章 者，真 能

陶冶万物，虽 取 古 人 之 陈 言 入 于 翰 墨，如 灵 丹

一粒，点铁成金也。”瑏瑥 所谓 “点铁成金”，就是

要在诗歌 创 作 中 善 于 化 用 前 人 的 语 句，将 陈 言

入于 “翰 墨”，使 陈 言 彰 显 新 意，化 古 意 为 新

意。至于 “夺 胎 换 骨”，释 惠 洪 在 《冷 斋 夜 话》

中引述黄庭坚的话认为， “不 易 其 意 而 造 其 语，

谓之 换 骨 法；窥 入 其 意 而 形 容 之，谓 之 夺 胎

法”。瑏瑦 可见，“换骨”是指在不改变前人诗意的

基础上变 换 形 式，从 而 使 诗 歌 在 语 言 及 结 构 的

外在形式层面产生新意。简言之，“换骨”是指

换一种新 的 说 法，而 “夺 胎”是 指 在 原 诗 句 基

础上诞生 出 新 的 意 义 内 涵，是 对 前 人 诗 句 意 义

的 “陌生化”。

唐宋之 后，不 少 诗 论 家 也 强 调 在 创 作 中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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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追求 “新 奇”美 感。宋 人 欧 阳 修 在 《六 一 诗

话》中引梅尧臣言：“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

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

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① 元人陆辅之 《词旨》

云： “然须跳出窠臼外，时出新意，自成 一 家。

若屋 下 架 屋，则 为 人 之 贱 仆 矣。”② 明 人 谢 榛

《四溟诗话》云： “人 不 敢 道，我 则 道 之；人 不

肯为，我则为之。”③ 清人叶燮 《与友人论文书》

云：“前人未曾言之，而我始言之，后人不知言

之，而我 能 开 发 言 之，故 贵 乎 其 有 是 言 也。”④

上述引言 均 反 映 了 文 学 创 作 的 普 遍 性 追 求：追

求推陈出新，强调文学创作的新奇原则。

三　 　 　

俄国形式 主 义 视 “陌 生 化”为 文 学 研 究 的

本体性概 念，认 为 所 有 文 学 问 题 归 根 到 底 都 能

凭借 “陌生化”来展开论述和说明。笔者以为，

“陌生化”不仅体现为一种诗学理论，更体现为

一种诗学 思 维 模 式 和 诗 学 技 巧。詹 姆 逊 认 为，

“存在陌生化技法与事件、事物在时间上的运动

与变化之 间 的 关 系 这 个 问 题”。⑤ 詹 姆 逊 眼 中 的

“陌生化”技法就是什克洛夫斯基眼中的 “陌生

化”程序，即 艺 术 创 作 中 的 陌 生 化 手 法，这 主

要体现 在 诗 歌 程 序 的 “陌 生 化”与 小 说 程 序 的

“陌生化”两个方面。

就诗 歌 程 序 的 “陌 生 化”而 言，它 主 要 体

现在语音、语 义 和 语 用 三 个 层 面。语 音 的 “陌

生化”主 要 体 现 为 破 坏 诗 语 的 规 则。诗 歌 语 音

“陌生化”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打破日常语言的正

常节奏，借以 形 成 “陌 生 化”的 发 音 节 奏。语

义的 “陌 生 化”主 要 体 现 为 词 语 解 读 的 艰 深 化

和意义的流动化。如迪尼亚诺夫所言：“词没有

一个确定的 意 义。它 是 变 色 龙，其 中 每 一 次 所

产生的不 仅 是 不 同 的 意 味，而 且 有 时 是 不 同 的

色泽。”⑥ 语用的 “陌生化”主要是采用外来语、

古代语、方 言 和 土 语 等 语 言 入 诗 来 营 造 其 与 日

常语言的背离，进而实现语感的转移。

为了强 调 诗 语 的 陌 生 化 效 应，俄 国 形 式 主

义者强化 了 语 言 的 诗 学 功 能 建 构。什 克 洛 夫 斯

基认为，诗歌 语 言 区 别 于 散 文 语 言、日 常 语 言

或科学语言是由其结构的感觉特点决定的，“诗

歌言语是 一 种 作 为 构 造 的 言 语。散 文 则 是 通 常

的言语，它用 词 经 济、易 懂、正 确”。⑦ 在 什 克

洛夫斯基看来，日 常 语 言 关 注 交 流、指 称 信 息

传达，语言 的 所 指 与 能 指 有 着 相 对 的 固 定 性；

而文学语言是对 日 常 语 言 的 变 形，它 关 注 语 言

本身的结构及其 审 美 感 受，语 言 的 所 指 与 能 指

违背了其惯常 的 组 合 关 系。对 此，雅 各 布 森 也

认为， “在 情 感 与 诗 的 语 言 中，语 言 表 现 （既

是语音上的也 是 语 义 上 的）使 自 己 受 到 了 很 大

的注意，音义 关 系 变 得 也 就 尤 为 紧 密、亲 近；

因此，语言也就 变 得 更 具 革 命 性，惯 常 的 相 近

结合 退 居 到 了 次 要 地 位”。⑧ 俄 国 形 式 主 义 者

对 诗 歌 语 言 “陌 生 化”的 强 调，所 针 对 的 是

象 征 主 义 的 “精 力 节 省”原 则。诗 歌 语 言 与

日 常 语 言 的 简 洁 以 及 节 省 精 力 原 则 相 反，它

要 求 延 宕 接 受 时 间 和 增 加 接 受 难 度，让 词 语

复 活。

就小 说 程 序 的 “陌 生 化”而 言，它 主 要 体

现在叙事 角 度 和 叙 事 结 构 两 个 方 面。什 克 洛 夫

斯基描述 了 两 种 陌 生 化 叙 事 视 角。首 先 是 以 陌

生人的眼 光 来 描 写 事 物。什 克 洛 夫 斯 基 援 引 了

托尔斯泰 的 大 量 作 品，如 《战 争 与 和 平》中 从

小姑娘的 视 角 来 描 绘 事 件。其 次 是 用 动 物 的 眼

光描写事物，如 以 马 的 眼 光 来 描 写 事 物。就 叙

事结构的 “陌 生 化”而 言，首 先 是 对 故 事 情 节

进行重新编 写，使 读 者 在 阅 读 的 过 程 中，对 熟

悉的故事产生新奇感受。“我们选择片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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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它们，我 们 利 用 旧 时 的 经 验，就 象 用 已 经

研制出 的 机 械 部 体 组 合 成 完 整 的 机 器 一 样。”①

其次，对情节 进 行 “梯 级 性 式”处 理，如 重 复

其具体 表 现。什 克 洛 夫 斯 基 认 为 “姗 姗 来 迟 的

救援”是 梯 级 性 构 造 中 的 一 个 经 典 主 题，在 童

话和冒险 小 说 中 被 广 泛 利 用，主 要 是 通 过 某 种

行动的反 复 进 行 来 拖 延 时 间，使 主 人 公 获 得 拯

救。此外，重复和 穿 插 也 是 小 说 结 构 的 陌 生 化

处理手法之 一。这 种 情 节 处 理，可 以 使 读 者 与

小说之间 始 终 保 持 着 一 定 的 距 离，并 且 产 生 新

奇的陌生化审美体验。

中国古典 诗 学 中 的 “新 奇”诗 论 也 体 现 为

一种诗学 技 巧 和 诗 学 的 思 维 模 式，主 要 表 现 为

对外在形 式 的 追 奇 崇 变，强 调 文 本 的 可 感 性。

笔者以为，这 与 陌 生 化 诗 学 理 论 强 调 复 杂 化 的

可感形式有着一致性。

中国古人关注诗语的 “奇”、 “异”、 “变”。

皎然评述 陈 子 昂 时 写 道： “作 者 须 知 复、变 之

道，反古曰 复，不 滞 曰 变。若 惟 复 不 变，则 陷

于相似之格。”② 在皎然看来，应当处理好 “复”

与 “变”的 关 系，如 只 袭 古 而 不 求 变 化，便 会

陷入与古 人 雷 同 的 境 地。皎 然 极 为 推 崇 谢 灵 运

的诗作： “庆云从风，舒卷万 状，诗 之 变 也。”③

除了皎 然，不 少 诗 论 家 均 强 调 了 创 作 中 的 “求

变”思想。元人杨载 《诗法家数》云：“人所多

言，我寡言 之，人 所 难 言，我 易 言 之。则 自 不

俗。”④ 认 为 诗 人 要 获 “不 俗”之 诗 语，关 键 在

于言他 人 之 “未 言”，语 前 人 之 “难 语”。笔 者

以为，对形式的追 “奇”崇 “变”，在 某 种 意 义

上表明诗 歌 创 作 应 创 造 新 奇 的 接 受 模 式，并 以

此打破惯常的接受定式。

在中国 古 典 的 戏 曲 理 论 中，元 人 胡 祇 遹 在

《黄 氏 诗 卷 序》中 提 出 戏 曲 艺 术 的 “九 美”原

则，要求在戏曲创作中要出 “新 奇”。 “温 故 知

新，关键 词 藻，时 出 新 奇，使 人 不 能 测 度 为 之

限量。”⑤ 在 《优伶赵文益诗序》中又说：“醯盐

姜桂，巧 者 和 之，味 出 于 酸 咸 辛 甘 之 外，日 新

而不袭故常，故 食 之 间 不 厌，滑 稽 诙 谐 亦 犹 是

也。拙者 踵 陈 习 旧，不 能 变 新，使 观 者 恶 闻 而

厌见。”⑥ 清人李渔探讨了戏曲理论中的 “逐奇”

和 “贵变”观念。“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

……戛戛乎 陈 言 务 去，求 新 之 谓 也。”⑦ “白 有

‘尖新＇之 文，文 有 ‘尖 新＇之 句，句 有 ‘尖 新＇之

字，则 列 之 案 头，不 观 则 已，观 则 欲 罢 不 能

……尤物足以移人。‘尖新＇二字，即文中之尤物

也。”⑧ “变 则 新，不 变 则 腐。变 则 活，不 变 则

板。”⑨ 笔 者 以 为，李 渔 所 说 的 “新”有 两 重 含

义：一是指 “前 人 未 见 之 事”，这 是 题 材 的 创

新，能令 人 耳 目 一 新；二 是 指 “描 写 未 尽 之

情”，即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挖掘相同题材的新

意义。李渔认为，“这番情节虽是相连的事，也

要略 断 一 断，说 来 分 外 好 听，就 如 讲 谜 一 般，

若还 信 口 说 出，不 等 人 猜，反 觉 得 索 然 无 味

也”。瑏瑠 因此，作者应 该 从 书 籍 所 记 载 的 现 有 之

事中深 入 挖 掘 新 意，在 “观 旧 剧”中 获 得 “阅

新篇”瑏瑡 的效果。

中国古 典 小 说 美 学 也 同 样 以 推 崇 “新 奇”

为审美旨趣。金 圣 叹 认 为，设 置 惊 险 的 情 节 可

以让小 说 获 得 特 殊 的 感 受 魅 力。如 《水 浒 传》

写宋江在浔江遇险，金圣叹批曰：“此篇节节生

奇，层层追 险。节 节 生 奇，奇 不 尽 不 止；层 层

追 险，险 不 绝 必 追。”瑏瑢 金 圣 叹 认 为，“奇”、

“险”在 小 说 中 的 巧 妙 运 用，可 以 实 现 小 说

“趣”的审 美 感 受。毛 宗 岗 在 评 点 《三 国 演 义》

时也同 样 强 调 了 这 一 点，认 为 “文 不 险 不 奇，

事不急不快。急 绝 险 绝 之 际，忽 翻 出 奇 绝 快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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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可惊可喜！”① “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

喜，不大 疑 则 不 大 快，不 大 急 则 不 大 慰。”② 蒲

松龄在 《与诸弟侄书》中所言的 “笔翻空则奇，

局逆振则险”③ 也是强调通过对小说情节的 “奇

化”和 “异化”处理，实现审美陌生化效果。

中国 古 典 诗 学 不 仅 强 调 形 式 的 “奇”和

“变”，同 时 也 强 调 诗 意 “推 陈 出 新”和 “标 新

立异”。唐人皇甫湜 《答李 生 第 一 书》云： “夫

意新 则 异 于 常，异 于 常 则 怪 矣；词 高 则 出 众，

出众 则 奇 矣。”④ 明 人 陆 时 雍 《诗 镜 总 论》云：

“绝去故常，划除 涂 辙，得 意 一 往，乃 佳。依 傍

前人，改成 新 法，非 其 善 也。”⑤ 清 人 庞 垲 《诗

义固说》云：“若在字句上求新，一人出之以为

创，众人用之则 成 套，何 新 之 有 哉？ 《三 百 篇》

能言 当 下 之 心，写 当 前 之 景，于 无 字 中 生 字，

无句中生句，所以千古长新也。”⑥ 在庞垲看来，

诗人不能 一 味 强 调 言 辞 上 的 求 新，同 时 也 要 在

内容上求新。清人薛雪 《一瓢诗话》云：“若蹈

前人 之 意，虽 字 句 稍 异，仍 是 前 人 之 作；嚼 饭

喂人，有 何 趣 味？”⑦ 可 见，对 “新 奇”的 强 调

不仅体现 在 文 本 的 形 式 可 感 性 上，同 时 也 体 现

在文本的内涵和意义的诉求中。

四　 　 　

从思维 模 式 的 角 度 出 发，中 国 古 典 诗 学 的

“新奇”观念强调形式的追 “奇”崇 “变”和内

容的 “推陈出新”与 “标新立异”，其实也就是

“陌生化”的艺术处理策略，其最终的目的是打

破前在的 既 成 符 号 的 习 惯 用 法，诉 求 新 颖 奇 特

的审美经验。笔 者 以 为，对 中 西 理 论 的 比 较 对

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⑧

首先，在 中 西 诗 学 观 念 实 践 路 径 上，双 方

都强 调 通 过 艺 术 变 形 的 方 式 来 实 现 “陌 生 化”

和 “新奇”的审美效果。在俄国形式主义那里，

对 “文学 性”的 诉 求 以 “陌 生 化”为 手 段，但

因为过于诉求 “陌生化”，最终使其演变成为目

的；而中国古 典 诗 学 则 以 “新 奇”为 手 段，强

调通过 “新 奇”来 构 建 文 本 的 艺 术 魅 力。雅 各

布森把 “文 学 性”视 为 文 学 作 品 的 本 体，强 调

文本形式因素的自我宣传和 “前景化”；“新奇”

在我国古 典 诗 学 中 则 表 现 为 违 背 语 言 的 惯 常 用

法，强调破常 示 新。钱 钟 书 曾 提 到 清 人 李 重 华

的 《贞一斋诗说》，将其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

批评理 论 联 系 起 来 展 开 比 较：形 式 主 义 “不 惜

乖违习用 ‘标 准 语 言＇之 文 法 词 律，刻 意 破 常 示

异……意谓在常语 为 ‘文 理＇欠 ‘通＇或 ‘不 妥 不

适＇者，在诗文则为 ‘奇妙＇而 ‘通＇或 ‘妥适＇之至；

‘径路＇与 ‘风云＇，犹夫 ‘背衬＇与 ‘突出处＇也”。⑨

笔者以为，虽 然 中 西 诗 论 家 们 都 将 艺 术 变 形 视

为 “陌生 化”和 “新 奇”的 主 要 表 现 手 法，但

俄国形式主义者强调文本形式与结构的可感性，

他们将原 本 是 艺 术 创 造 的 变 形 手 法 转 化 为 艺 术

的 “陌生化”终 极 目 标；而 在 中 国，古 人 们 往

往注重 文 本 的 社 会 意 义 和 隐 喻 所 指，注 重 “诗

中有真意”，诉求文本的微言大义，文学创造虽

然强调艺 术 变 形 手 法，但 仅 仅 只 是 以 此 作 为 实

现 “新奇”效果的一种手段。

其次，在中西诗学观念的接受维度上，“陌

生化”强调 感 受，而 “新 奇”强 调 认 知。在 什

克洛夫斯基看来，“陌生化”是作为自足体的文

学文本诉 求 “文 学 性”的 主 要 方 式。陌 生 化 手

法及其产 生 的 接 受 阻 力 是 文 学 的 根 本，而 艺 术

所表现的内 容 是 无 关 紧 要、无 足 轻 重 的。什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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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斯基 认 为，陌 生 化 手 法 所 针 对 的 主 要 是 日

常生活的 自 动 化 认 知 和 体 验， “自 动 化 吞 没 事

物、衣服、家 具、妻 子 和 对 战 争 的 恐 惧”。① 因

为习惯化的 体 验，我 们 对 生 活 缺 乏 新 奇 感，而

“陌生化”恰恰可以使词语复活，恢复我们的审

美感受。在 反 抗 “自 动 化”的 审 美 感 受 方 面，

中国古 典 诗 论 中 的 “新 奇”也 有 着 同 样 的 审 美

诉求。葛洪 《抱朴子·辞义》云：“义以罕觌为

异，辞以不常为美。”② 韩愈 《答刘正天书》云：

“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

者，则共 观 而 言 之。”③ 在 中 国 古 人 眼 中，自 动

化的日 常 经 验 使 人 们 往 往 忽 视 而 “皆 不 注 视”，

只有去 除 陈 词 滥 调，才 会 使 接 受 者 “共 观 而 言

之”，产生 “出格”的日常审美超越体验。

“陌生化”与 “新奇”都强调反抗自动化的

日常生活经验，但 “陌生化”立足于形式本身，

将内容视 为 形 式 的 一 个 因 素；而 “新 奇”则 强

调内容与 形 式 统 一。对 什 克 洛 夫 斯 基 和 其 他 形

式主义者来说，“陌生化”手法所营造的感受时

常是 “文学 性”体 现 的 主 要 因 素，也 是 艺 术 创

作的最终 目 的。而 “新 奇”固 然 强 调 形 式 的 可

感性，但并没 有 放 弃 和 遮 蔽 内 容。形 式 的 “新

奇”最终 是 为 了 强 化 读 者 的 审 美 感 知，进 而 更

好地理解和 认 知 文 本。笔 者 以 为，中 西 方 强 调

感受与强 调 认 知，其 原 因 在 于 双 方 对 形 式 与 内

容关系的 不 同 理 解。俄 国 形 式 主 义 的 理 论 重 心

在于文本的形式可感性，内容遭到放逐或遮蔽，

甚至内容 只 是 作 为 形 式 的 一 个 元 素 而 存 在。而

在中国古 典 诗 学 经 验 中，内 容 与 形 式 是 融 为 一

体的，如 “味”、“韵”、 “境”、 “神”等美学范

畴，都是强调 内 容 与 形 式 的 并 生 与 交 融。对 内

容与形 式 关 注 重 点 的 不 同，也 导 致 “陌 生 化”

和 “新奇”理 论 范 畴 对 感 性 接 受 和 理 性 认 知 的

不同侧重。

再次，中 国 古 典 诗 论 对 “新 奇”的 强 调 相

对适度；俄国 形 式 主 义 对 “陌 生 化”的 强 调 则

相对偏 激。钱 钟 书 曾 研 究 陆 游 对 诗 语 “新 奇”

手法的运 用，认 为 陆 游 的 诗 之 所 以 传 诵 久 远，

是因为 “人 所 曾 言，我 善 言 之，放 翁 之 与 古 为

新也”。④ 事 实 上，在 中 国 古 典 诗 论 中，不 少 诗

论家对 “新 奇”的 强 调 也 是 相 对 适 度 的，而 非

过于逐 “新”求 “变”。明 人 谢 榛 《四 溟 诗 话》

云：“贵乎同与不同之间，同则太熟，不同则太

生。”⑤ 就是要 求 在 “同”与 “不 同”之 间 保 持

张 力 关 系，强 调 出 “奇”而 不 伤 “正”，追

“怪”而又示 “常”。清人叶燮 《原诗》云：“陈

熟、生新，不 可 一 偏，必 二 者 相 济，于 陈 中 见

新，生中 得 熟，方 全 其 美。”⑥ 以 上 诸 例 表 明，

对 “新 奇”的 追 求 要 做 到 “常”中 出 “奇”，

“奇”中 见 “常”，保 持 一 种 适 度 状 态。相 对 于

“新奇”诗论，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学

者在 对 文 本 形 式 的 强 调 上 追 求 “唯 陌 生 而 陌

生”，过 于 看 重 读 者 因 “陌 生 化”而 获 得 的 感

受，显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在中国 古 典 诗 论 中，作 为 与 俄 国 形 式 主 义

“陌 生 化”和 “自 动 化”相 对 应 的 “奇”与

“常”，较 为 明 显 地 表 现 了 中 国 古 人 对 “新 奇”

的强调程度。清人贺贻孙 《诗筏》云：“古今必

传之 诗，虽 极 平 常，必 有 一 段 精 光 闪 铄，使 人

不敢以平常目之……乃知 ‘奇＇、‘平＇二字，分拆

不得。”⑦ 即认为 在 平 常 的 诗 境 中 要 有 惊 人 的 奇

句。李渔论曲强调 “奇”即 在 日 常 之 “常”中。

他在 《窥词管见》中写道： “在 饮 食 居 处 之 内，

布帛 菽 粟 之 间，尽 有 事 之 极 奇，情 之 极 艳，询

诸耳 目，则 为 习 见 习 闻，考 诸 诗 词，实 为 罕 见

罕睹；以 此 为 新，方 是 词 内 之 新，非 《齐 谐》

志怪、 《南华》志诞之所谓新也。”⑧ 李渔认为，

“新奇”并不在于离奇杜撰，而在普通生活的所

闻所见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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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 们 将 引 用 钱 钟 书 的 研 究 成 果 对 全

文稍加小 结。在 对 中 西 这 两 种 诗 学 观 念 展 开 比

较时，钱钟 书 曾 在 《管 锥 篇》和 《谈 艺 录》中

大量引用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批评的文献，

如瑞恰兹的 《意义的意义》、维姆塞特和布鲁克

斯的 《文 论 简 史》，韦 勒 克 和 沃 伦 的 《文 学 理

论》等。在论 及 梅 圣 俞 的 诗 学 观 时，钱 钟 书 将

其与什 克 洛 夫 斯 基 的 “陌 生 化”理 论 进 行 了 比

较阐释：

按 《后 山 集》卷 二 十 三 《诗 话》云：

“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梅圣

俞。答书曰： ‘子 诗 诚 工、但 未 能 以 故 为

新，以俗为 雅 尔。＇”……近 世 俄 国 形 式 主

义文评家 希 克 洛 夫 斯 基 等 以 为 文 词 最 易 袭

故蹈常，落 套 刻 板，故 作 者 手 眼 须 使 熟 者

生，或 亦 曰 使 文 者 野。窃 谓 圣 俞 二 语，夙

悟先 觉。夫 以 故 为 新，即 使 熟 者 生 也；而

使文者野，亦可谓 之 使 野 者 文，驱 使 野 言，

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①

钱钟书认为，梅圣俞诗论中的 “以故为新，

以俗为雅”就是一种 “陌生化”原则，“不独修

词为然，选材取境，亦复如是”。② 根据钱钟书的

比较，笔者以为，“陌生化”依俄国形式主义者

的原意，就在 于 突 破 既 定 的 文 本 经 验，将 主 体

的感受性前 置，从 而 获 得 全 新 的 审 美 经 验。中

国古典诗 学 话 语 中 对 “新 奇”的 诉 求，无 疑 也

正是体现 了 “陌 生 化”的 这 一 本 质 特 征 的。在

这个意义上，“陌生化”与 “新奇”有着共同的

理论品质，它 们 在 理 论 建 构 上 有 着 趋 同 性，都

解释文学创作的普遍性原则和诗学思维模式。

本文作 者：浙 江 传 媒 学 院 文 学 院 教 授、博

士生导 师，艺 术 学 与 影 视 批 评 研 究 中 心

主任

责任编辑：左杨

①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２０～３２１页。

引文中的 “希克洛夫斯基”即 “什克洛夫斯基”。

②　《谈艺录》，第３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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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国中文和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全国高校三十佳社科期刊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

◆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 实行双向匿名审稿期刊

金民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生逻辑

钟　瑛　陈云财政金融思想与实践及其现实启示

杨向荣　陌生化 / 新奇 —— 中西诗论关键词的一种对读

杨向荣教授简介

杨向荣，1978 年出生，2006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文艺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11 年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2 年 11 月～ 12 月赴德国不来梅大学和不来梅应用科技大学进修与培训。

2008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1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同年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现为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浙江传媒学院艺术学与影视批评研究中心主任，汉语言文学专业负责人，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生导师；湘

潭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文艺学、艺术理论与实践、新闻与传播学兼职硕士生导师。同时兼任中

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传媒观察》杂志顾问，湖南省人民广播电台特邀新闻评论员。

2008 年入选为湖南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2013 年入选为湖南省青年社会科学研究“百人工程”学者，2013 年入

选为湖南省优秀文艺人才“三百工程”学者，2015 年入选为浙江省“151 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2016 年入选为

浙江省“151 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2016 年入选为浙江省“之江社科青年学者”，2016 年被评选为浙江省优秀

教师暨浙江省高教优秀教师。

先后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 2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其中 1 项免予鉴定结项）、全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2 项、教育部项目 1 项、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 5 项、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 1 项，其他地厅级

和校级项目共 4项。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学术月刊》《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

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00 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

载和摘载 20 多篇。出版学术专著《文化、现代性与审美救赎：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和距离：文化社会学

视域中的齐美尔美学》《艺术现代性与当代审美话语转型》《西方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西方美学与艺术哲学基本问题》

等 7部，合著 3部，译著 2部，编著教材 1部，参编教材 3部。

系列论文“艺术现代性与当代审美艺术”获得湖南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专著《现代性和距离：

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齐美尔美学》获湖南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专著《西方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

获浙江省第十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专著《西方美学与艺术哲学基本问题》获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鉴定“省内先进”水平。专著《西方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获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专著二等奖。

（左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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