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陈洪标 http://cuzcuz.ihwrm.com

2023年11月15日 星期三4 文 艺文 艺

总编辑：孙保胜 副总编辑：陈洪标 地址：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学源街998号 电话：0571-86832070 86832073 邮编：310018 电子信箱：292035530@qq.com 印刷：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看片看片

摘要：语言的“陌生化”即在语言运用
和表达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违反一般的语
法规律、违背正常的逻辑原则的非常规语
言现象。即以各种方法和手段，使普通语
言被强化、凝聚、扭曲、缩短、拉长、颠倒，
这便是“陌生化”的语言。沈从文被誉为

“水边的抒情诗人”，他的文字充满散文
化的诗意，《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
以优美的字词描绘了湘西恬静优美的自
然风光、悠闲自如的乡村生活、独特的民
族风俗及简单淳朴的人物形象，《边城》
的语言诗意葱茏,清新典雅中见神奇,自
然朴素不失新意,这种语言风格形成了沈
从文小说独特的语言景观,折射了作家的
心理诉求。

关键词：《边城》；形式主义；“陌生化”
“文学性“和“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

义最具理论学派标识意义亦最富世界性
影响的术语，而“陌生化”作为什克洛夫斯
基最为由知名的理论术语，也是俄国形式
主义的纲领性主张。什克洛夫斯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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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化”就是通过常规常识的偏
离，造成语言理解与感受上的陌生感。他
认为“陌生化”是“自动化”的反面，“陌生
化”就是改变那些已经成为“自动化”的动
作行为、思想意识。通俗来说，就是推陈
出新，变习见为新知，化腐朽为神奇。所
谓语言的陌生化现象，在什克洛夫斯基看
来就是“词语的复活”，他认为文学中的词
语目的不在于内容上的表意或象征，而在
于形式上的美感，这也是形式主义一大特
征，侧重于文学作品的形式而不是内容，
语言的“陌生化”即在语言运用和表达过
程中出现的一种违反一般的语法规律、违
背正常的逻辑原则的非常规语言现象。
即以各种方法和手段，使普通语言被强
化、凝聚、扭曲、缩短、拉长、颠倒，这便是

“陌生化”的语言。沈从文被誉为“水边的
抒情诗人”，他的文字充满散文化的诗意，

《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以优美的字
词描绘了湘西恬静优美的自然风光、悠闲
自如的乡村生活、独特的民族风俗及简单
淳朴的人物形象，《边城》的语言诗意葱
茏,清新典雅中见神奇,自然朴素不失新
意,这种语言风格形成了沈从文小说独特
的语言景观,折射了作家的心理诉求。

诗化的描写

沈从文的小说具有散文的特质，普通
叙事型小说偏重于情节的设置和人物的
塑造，但《边城》是沈从文新体例的成功代
表，情节和环境融为一体，《边城》景即语
境，以景造境，通过散文化的语言将小说
的故事性淡化，在诗意的氛围中引入人物
和情节，实现审美表现力延长的陌生化效
果。《边城》描写了湘西小镇中翠翠和祖父
的生活故事，在古朴纯粹的环境中还原最
本质的人性和自然之美。“由四川过湖南
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
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

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
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
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小溪流下去，绕山
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人若过溪
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
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
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
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
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
皆可以计数。”小说开篇从湘西边界的“茶
峒”开始写起，沿溪流而下，描绘了一幅具
有湘西特色的山水画，翠翠和祖父也在溪
边的渡船描写中缓缓登场。湘西文化是
沈从文作品所特有的色彩，源自于他自身
的生活经历，与文学作品常常出现的江南
水乡、西北大漠、东三省的主流环境背景
不同，湘西边境具有山水古朴的质感，通
过简洁淳朴的文字描绘恬静的湘西人家，
带给读者不一样的中国山水风光，作品的
故事也依托于独特的湘西山水，在潜移默
化中产生了“陌生化”的阅读体验，在独特
和新奇之中带来深刻的美感体验。

诗意的语言还体现在作品辞格的使
用，例如比喻、暗示、象征等手法，从视觉
和听觉上延长了语言带来的审美体验。
运用最多当属比喻，前文提及作品的开篇

“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比喻逼近喻
其形，还要喻其意，溪流哺育一方人,以弓
背比喻溪流的负重感，山路如弓箭将离乡
的人送出大山，通俗贴切且新鲜别致, 诗
意化的表达让读者产生置身其中的体验
感。对于人物的描写，作者也善用比喻：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 把皮肤变得黑黑
的, 触目为青山绿水, 一对眸子清明如水
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 为人天真
活泼, 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
么乖, 如山头黄麂一样, 从不想到残忍事
情, 从不发愁, 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
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 便把光光的
眼睛瞅着那陌生人, 作成随时皆可举步
逃入深山的神气, 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
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翠翠
身上体现出来的生命意义不再是普通的
一种生命意义, 而是一种物化了的生命
象征, 同时体现了翠翠的活泼可爱天真
善良。”在描写人物外在的同时极力刻画
人物内心，使得语言极具诗性的张力。除
比喻以外，象征也是非常重要的手法，“白
塔”是一个贯穿全文的意象，作者用白塔
引出主人公翠翠、祖父和小黄狗，见证着
翠翠从懵懂的女孩经历情感的成长，从祖
父去世后的坍塌到茶峒人民集资重建，陪
伴着一代代湘西人家繁衍生息，“白塔”是
湘西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文化象征。

方言的润饰

“与普通语言相比, 文学语言不仅
‘制造’陌生感, 而且它本身就应该是陌
生的。”正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认为的那
样，语言就像货币，使用频率越高，磨损就
越多，语言的感知功能也会随着使用频率
增加而失去新鲜感，当文学作品中出现了
方言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俗语时，在制造陌
生感的同时，地方方言本身就具有天然的

陌生感。在《边城》中出现了大量湘西方
言，在人物对话以及环境描写的运用让作
品具有独特的湘西特色。同时“方言所具
有的雅俗共赏的独特魅力能够破除读者
既定的习惯与认知，增大审美主体的接受
难度，从而形成陌生化效果。”《边城》中的
方言并不是将对话以音译形式展现，而是
将一些方言融入在常规词汇中使用，既保
留了方言的地方性，也保证读者的阅读的
连贯性而不显突兀。例如“大老说到这个
求亲手续时,好像知道二老要笑他,又理解
要保山去的用意,只是‘因为老的说车有
车路,马有马路,我就走了车路’”，这里的

“保山”即媒人；“时间还早, 到收场时, 至
少还得三个时刻。溪边的那个朋友, 也
应当来看看年青人的热闹, 回去一趟, 换
换地位还赶得及。”其中“赶得及”是很多
地方的口语化方言，意为来得及, 能够赶
上时间，可以拉近读者与作品的距离；在
湘西方言中一些词语的排列顺序与普通
话是相反的, 《边城》将“力气”说为“气
力”，字里行间呈现出独特的湘西文化；描
写中也会出现湘西俗语“边地俗话说:‘火
是各处可烧的,水是各处可流的,日月是各
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方言的
润饰将文学语言中“自动化”的概念和行
为进行了陌生化处理，增大了阅读形式
的困难，又使得作品鲜活灵动、富有生
机。

词语的组合排列

“文学作为文字符号组合的艺术，文
字符号层面的‘陌生化’是最根本的。正
是字与字排列、词语与词语组合的视觉隔
阂才带来最终阅读情感体验的新奇和兴
味。”约定俗成的文字符号的排列组合被
打破，视觉上的不顺畅会产生情绪反应的
延时性和困难。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艺
术陌生化的前提是语言陌生化。

首先，《边城》用单音节词代替双音节
词，例如“翠翠一面走一面问那拿火把的
人，是谁告他就知道她在河边……‘他从
河里捉鸭子回来，在码头上见你，他说好
意请你上家里坐坐，等候你爷爷，你还骂
过他!’”，用“告”代替“告诉”，用“见”代替

“见你”。“‘经济’两个字在作品上的意义，
不能过度挥霍文字，不宜过度铺排故事。”
沈从文对于文学的追求在语言的运用中
即体现为古典文言词汇的换用。小说中
经常使用“便”“若”“则”“只”“多”等单音
节古典文言词汇，“文约而事丰”。其次，
在小说中刻意打破常规词语约定俗成的
搭配，如“天夜了，有一匹大萤火虫尾上闪
着蓝光，很迅速的从翠翠身旁飞过去。”用

“匹”和萤火虫搭配，量词陌生化搭配，夸
张地表现萤火虫的形体之大，同时也暗含
湘西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为萤火虫的生
长提供生命力的保障。再如“因为翠翠的
长成，使祖父记起了些旧事，从掩埋在一
大堆时间里的故事中重新找回了些东
西。”用“一大堆”形容时间，将时间这种虚
无缥缈的概念具象化，“一大堆时间”生动
地表现出久经风雨的祖父混乱的记忆以
及复杂的心虚。错位搭配产生“陌生化”，

为读者提供阅读的“意外”。
此外，小说在句式上追求文字组合

的内在韵律感，采用长短句结合、穿插顶
真句式，整体形成错落有致但内部参差
不齐的视觉美感。“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
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作白河。白河到
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
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
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
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
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皆
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
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 翠颜色，逼人
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
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
家处必可沽酒。”这段环境描写以长短句
结合搭配，整散结合，错落有致，文字的
韵律美让沈从文的散文式的小说成为小
说陌生化的体验。同时顶真句式使上下
句首尾相连，形成循环往复的整齐感：

“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
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
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
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
人，一个女 孩子，一只黄狗。”

“文学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发掘和揭示
语言身上的这种诗性本质，祛除蒙在语言
身上的形而上的概念阴影，使诗性的语言
复活。”《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其具
有湘西特色的语言风格为快节奏的人们
带来“桃花源”般的慢生活文学体验，“作
品恰到好处地打造了陌生化效果，以美衬
悲，以悲现美，让作品的唯美意蕴在人类
平凡日常的悲剧中得以升华，也让读者在
阅读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审美愉悦和审
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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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俄狄浦斯王》作为索福克勒斯的经
典戏剧作品，在所处历史阶段以及整个
古希腊戏剧的创作时期达到了巅峰，亚
里士多德对《俄狄浦斯王》是极为赞赏
的，在《诗学》中也多次论及这部作品，认
为它是全部希腊悲剧中最典型、最成熟
完美的命运悲剧。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悲
剧观，他提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
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俄狄浦斯
王》戏剧取材于希腊神话传说中关于俄
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展示了富有典
型意义的希腊悲剧冲突——人跟命运的
冲突。在原作之中，主角人物俄狄浦斯
具有高贵的出身、却身陷自身的命运诅
咒之中，即使人物不断采取自身行动来
试图摆脱自身“杀父娶母”的命运诅咒，
最终仍然避无可避的落入了命运的悲剧
之中，虽然人物前史十分庞大，但《俄狄
浦斯王》采用了锁闭式结构，即通过人物
对话了解人物前史、舞台上不再具体展
开。《俄狄浦斯王》的文学价值早已在千
百年间被不断证实，不断地加工改写与
个性解读都证明了其在悲剧情节方面的
优越性。2019 年，《俄狄浦斯王》再度被
搬上戏剧舞台，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
剧团所演绎的《俄狄浦斯》重新解构与重
塑了经典原始文本，以更具有当代价值
和现代性的视角的重新编排了这部经典
之作。

阿姆斯特丹剧团所演绎的《俄狄浦
斯》由罗伯特·艾克执导，在 2016 年，罗
伯特·艾克就凭借着《俄瑞斯忒亚》获得
了奥利弗奖的“最佳导演奖”，罗伯特·

艾克一直致力于重新呈现经典。诸多戏
剧舞台上的经典之作如今都在面临一个
现实问题：叙事方法陈旧，或是表演方
式传统，或是受众人群趋向固定化，不
再吸引年轻观众。戏剧面临着自我革
新和重新转换“立足之地”的问题，否则
很难延续生命。而罗伯特·艾克版《俄
狄浦斯》，则很好的平衡了这个问题，赋
予经典文本以现实的语境和全新的改
编设定。

罗伯特·艾克把俄狄浦斯放入一个
现代家庭之中，所有的人物全部化身与
现代生活的常客，构造出全新的人物关
系。主角俄狄浦斯不再是古希腊英雄，
而是一个等待选举结果的政治家，他关
注民众生活、对人民热情。当然，这一身
份的转化与改编与原作相比是有着共通
之处的，由忒拜国王变成国家元首，仍然
处于权力的中心，仍然在悲剧性质范畴
之中符合人物的“高贵的出身”。但在家
庭中，他饰演着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角
色，疼爱子女和妻子。同时，现代社会家
庭的关系结构被纳入了编排之中，母亲
和青春期女儿总容易针锋相对、话不投
机半句多；多孩家庭中兄弟妹之间的嬉
笑打闹、时而看似不合；安提戈涅与舅舅
克瑞翁更加聊得来······ 不过有些缺
憾的地方是，俄狄浦斯的养父始终处在
一种“影子人物”式的状态中，仅以寥寥
数语表明此人身患癌症挣扎在生死线
上，虽然原作《俄狄浦斯王》之中，俄狄浦
斯是为了避免神谕成真而远离了波吕波
斯，但似乎在这版剧中，俄狄浦斯对养父

态度看似比较冷淡的表现并没有一个更
加有力的铺垫。

这版剧中，角色面对的问题在原作
基础之上解构与加工，并非进行生硬的
改编。俄狄浦斯听闻了盲人可怕的预言
之后，回忆起自己年少时飙车引发的车
祸，实则是俄狄浦斯无意应验了预言杀
死了生父的关键事件。欧美地区青少年
飙车肇事逃逸的案例比比皆是，这是符
合现代语境的。对于俄狄浦斯儿子的同
性恋“问题”，俄狄浦斯对此予以包容和
温柔的对待，并且在和儿子的交谈中说
明妻子更早意识到这件事。在合理化

“娶母”这一关键情节的改编上，罗伯特·
艾克版《俄狄浦斯》做的也是不错的。伊
俄卡斯忒在自述中坦白自己在13岁时产
子，受到前任丈夫和国家元首拉伊俄斯
的侵犯，并说到“我应该不是唯一一个遭
到这样对待的女孩。”“我那个时候才 13
岁，我还什么都不知道。”为了掩饰自己
的丑闻，拉伊俄斯命人监视伊俄卡斯忒
的生产并处理掉那个婴儿。而俄狄浦斯
的养母之所以收养被遗弃的俄狄浦斯，
是因为自己“很爱丈夫，却因为年近 30
孕育不出孩子。”这一改编合理化了二人
的年龄差距以及情节的逻辑关系，同时
也揭示现代社会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存在
问题。另外，俄狄浦斯在阿姆斯特丹市
立剧院广场前发表大选前夜的最后讲
话，他对国家的现状担忧、直指“我们的
国家病了！”，痛斥一项又一项的社会问
题，又对人民未来美好生活作出承诺。
这样形象和具有现代意味的刻画也是颇

为生动的。
全剧依旧统一在三一律的节奏之

中，高度浓缩和紧凑起情节的递进发
展，在剧中的一夜之间，让俄狄浦斯的
命运遭受巨变。舞台设计并不繁复，干
练而简洁。值得注意的是舞台的左后
方墙壁下方的巨大数字倒计时牌，指示
着俄狄浦斯距离知晓残酷真相还剩多
少时间。时光一秒一秒减少，紧迫感一
步一步临近，当它归零时，凄惨的嘀嘀
嘀声仿若炸弹马上要爆炸的感觉，这也
是最终的一记重击。得知真相的俄狄
浦斯试图从伊俄卡斯忒处再次寻求安
慰，伊俄卡斯忒完成体位逆转，站起身
来从俄狄浦斯头部穿过去，生产仪式的
过程完成。俄狄浦斯作婴儿蜷缩状，养
母再次登场，最终伊俄卡斯忒持枪自
尽，俄狄浦斯用高跟鞋自戳双目，完成
命运悲剧的闭环。结尾部分的肢体表
现是极具视觉冲击和情感高度迸发的，
大幕缓缓落下，再次拉开时，两人已置
身天堂或回归过去。

白先勇在创作青春版《牡丹亭》的时
候谈到对于古典的原则：“尊重古典而不
因循守旧，利用而不滥用现代。”当代对
经典的改写或重塑，可以源于打破剧本
创作时灵感荒芜的困境，向经典寻找素
材和灵感。创作过程本质上是与经典的
合谋，也是将经典进行延续，用完全不同
于旧时代的话语方式，去讲一个全新的

“旧故事”。
（作者系我校文学院2021级戏剧影

视文学专业一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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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戏

《饮食男女》：
李安做的一道“大菜”

吕露姿

饮食男女，名为饮食在前，实为以男女
为题。

李安导演擅长使用双线隐喻——《少
年派的奇幻漂流》中，以派和老虎的奇幻漂
流隐喻派杀死厨子吃掉母亲的黑暗悲剧。
而在《饮食男女》之中，则以饮食隐喻男女
情欲。

开头的引入，就是朱先生一通行云流水
般娴熟登峰造极而又游刃有余的做菜过
程。此后的所有影片片段，“做饭吃饭”一直
是影片的重要片段场景。这里的“重要”并
不仅仅只是指其所占篇幅的多少，更是指它
作为情节本身对剧情的推动作用和作为物
象对电影暗线主题的隐喻。

壮年丧妻的朱先生独自抚养三个美丽
的女儿长大，面对酷似亡妻的女儿和对伦理
道德的恐惧，他只能压抑自身的情欲，为了
责任勉强维持这个家的平衡。出于对大家
族家长的刻板印象，也因为扮演者郎雄正向
慈祥的形象，一开始我认为朱先生是大家族
的规则制定者和维护者，他不愿意大家族破
裂，所以他威严寡言的表面下应该带着沉默
者丰富的爱。所以这个家族在周日有一场
固定的家宴，所以朱先生不让二女儿成为被
油烟浸透的女厨师而是倾力培养二女儿让
她成为开放外向的独立女青年；故而，作为
年轻的叛逆者，二女儿一定是最希望大家族
解散的反叛先锋军，所以她在一开始就最早
宣布了要独立出去。

然而，温和寡言的大家长是第一个背叛
者，叛逆执拗的二女儿是家族最忠实的守
护者。

这是导演的第二个反转和隐喻。从一
开始，在大女儿还没有和排球老师相互暗恋
之前，在二女儿还没有决定要买房子之前，
在三女儿还没有骗走闺蜜的男朋友之前
……从第一幕周日家宴的准备过程中，锦荣
就给朱先生打来了电话。在三个女儿都还
尚且没有着落的时候，朱先生就一直有着解
散大家族的想法。

之前一直认为，在二女儿提出买好房
子的时候，在三女儿怀孕搬离的时候，在
大女儿饭还没吃完就急着离开的时候，朱
先生是悲凉的，是心痛子女的离去的。再
次回首这些情节之时才体会到，朱先生或
许悲凉、或许难过，但同时，也一定会是窃
喜的。

而二女儿家倩，才是那个无可指摘的守
护者。

二女儿对大姐说：“妈死后，你就成了
我的家长，你把我挡在外面。”大姐编造和
恋人分手而心碎的谎言，大姐对家倩说：

“至少我还有一颗心可以碎。”是大姐为自
己杜撰的自尊心。母亲死后的大女儿代替
了母亲的位置，为了父亲“守贞”，编造出一
段感情，让自己略显荒唐的乱伦变得稍显
合理。而最后，父亲没有选择和年龄合适
的梁伯母缔结婚姻，而是出乎所有人意料
地和女儿的朋友结婚生子，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不亚于是锦荣大姐和朱先生“乱伦”
的一种延续。

大姐在结婚后摆脱了“老处女”的嘲
笑，却在梁伯母嘲笑家倩的时候露出得意
的嘲笑。甚至是单纯善良的小妹，也是用
小手段骗走了朋友的男朋友，在男生低谷
的时候用温和的关怀趁虚而入，最后成功
嫁入豪门，成为逃离家族的第一人。而只
有要强不服输的家倩在得知姐姐编造的
谎言时非但不戳破，还为了姐姐不难堪而
放弃暧昧对象李凯，也为了父亲的身体放
弃阿姆斯特丹的新生活。更在最后，在所
有人都放弃这个老家庭的时候，她选择老
房子。

家倩是最像母亲的孩子。母亲在做饭
时会和一方名厨的父亲争论姜的用量，因
为她也和家倩一样倔强而又厨艺高深。
所以在现代生活的母亲也一定和家倩一
样，独立、美丽、要强，却又最关心这个家
庭。在影片的最后，家倩失望而又悲伤地
望着“背叛”家庭的父亲，或许隐喻着在天
上的母亲对父亲背叛的失望和对家庭解
散的悲伤。

故事的最后，压抑情欲守贞的大姐找
到了年轻单纯的排球老师，压抑情欲的父
亲找到了年轻不懂厨艺的锦荣，开放外向
的家倩却选择了单身远赴阿姆斯特丹。由
父亲母亲一对男女而起的家庭饮食，在最
后又终结于几对压抑情欲而又解放的男女
之中。

孔子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
（本报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