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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知角度看弗洛斯特诗歌中的隐喻

祁亚平

(西安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部，映西 西安710128)

摘 要:探究弗洛斯特的隐喻观和认知隐喻观之间的关系及其诗歌中的隐喻在读者解读过程中的认知

功能，为弗洛斯特的诗歌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诊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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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二、弗洛斯特的隐喻观

    隐喻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有着源远流长的研究

历史。在《修辞学》中，亚里斯多德指明“隐喻最能使

风格显得明晰。”[l]1。这种传统的修辞隐喻观在古罗

马修辞学家昆提利安的《演说的原理》中也得到认

可:隐喻是“点缀在风格上的高级饰物。’，即‘深受这

种隐喻观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隐喻可以在不丢失

认知内容(即所传达的信息)的情况下被转换成表示
对比的陈述，并且认为隐喻的主要功能是提升话语

中的修辞力度和达到生动愉悦之效果。Inl”然而，亚
氏等传统隐喻观因囿于文体和修辞的原因而受到

了后来其他观点的质疑和挑战。对此进行最强有力

抨击的是莱考夫和约翰逊等提出的认知隐喻观。他

们认为隐喻实质上是一种认知现象，“隐喻的实质就

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I’po

在此基础之上，莱考夫等进一步指出两个概念之间

的“映射”“Mapping。”或对应。借用莱考夫等提出的
认知隐喻观和映射对读者产生的建构功能来分析

弗罗斯特诗歌中的两个根隐喻:人生是一种旅途(+

11亚 ISJoURNEY+)呀口死t就如睡眠(+DEATHIs
SLEEP+)，②可以为弗洛斯特的诗歌研究提供一个新
的诊释视角。

    美国伟大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以其自然生动

而内涵深邃的抒情诗获得了非正式桂冠诗人的殊

荣。在其抒情诗中，最为人们熟知和津津乐道的是

“未选择的路”和“雪夜林边小憩”。简朴而流畅的诗

行深层隐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而这些深邃的哲理

和人生价值观主要是通过其诗歌中的丰富隐喻来

表达的。事实上，那些发人深思的隐喻为读者提供

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最大范围的阐释可能性。”INI印

在《诗歌，散文和戏剧选集》一书中，弗洛斯特旗帜

鲜明地陈述了自己的隐喻观:“诗歌仅仅是由隐喻

构成的⋯⋯，每首诗歌内部都蕴含着一个新的隐

喻，否则什么都不是。’，lq155他进一步指出，“世世代

代最宝贵的财富积累莫过于人类所创造的所有杰

出隐喻之总和。，，IMI，
    正如奥斯特(oster)在其论文“弗洛斯特的隐喻

诗歌”(“Frost，spoetryofMetaphor”)中所指出的那
样，弗洛斯特认为“隐喻是思维的全部，以及⋯⋯诗

歌的教化作用旨在教化读者如何思考。”lfll”这一论
述表明读者在吟诵诗歌时通过隐喻进行思维。其原

因是“我们赖以进行思考和行动的日常概念系统在

本质上也基本上是隐喻性的。”附事实上，隐喻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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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一对应或者对比。相反，隐喻

以其丰富的内涵扩展了读者的联想和思维空间。这

样，诗歌中无所不在的隐喻表达就可以赋予读者极

大的可能性来重组或建构自己那些既定或机械化

了的思维认知方式。与此遥相呼应的是弗洛斯特的

一首阐释隐喻的短诗:“我不愿抒写没有多扇门的

诗歌。我也不会让它们敞开着。’，IMI，一首有多扇门

的诗歌拟为富有想象力和深刻内涵的读者提供多

种可能性阐释。这些没有敞开的门迫使读者通过改

变并重构自己已定势的观察和认知模式捕捉每首

诗歌中所隐含的信息。显而易见，弗洛斯特在其诗

歌中明显对隐喻认知和建构功能予以了极高的重

视:“思维依赖于修饰性语言，而修饰性语言又不仅

仅是一种装饰，而是认知过程的基础。”Inl4

在该诗中，弗洛斯特通过隐喻的方式选择一个由

            三、从认知角度解读根隐喻:

+LIFE侣 JOURNEY+和+DEATH IS SLEEP+

(一)根隐喻+llFE ISJOURNEY+

      未选择的路③

两条路岔开在黄叶林子里，

可惜我不能同时选择④两条;

身在旅途的我⑤久久站立，尽力地

沿其中的一条向前面望去，

只见它拐进矮树丛消失T。

我选了同样不错的另一条，

看来它似乎更有点吸引力，

因为有着招人去蹈路的草。

尽管在实际上，来往者的脚

给他们留的是同等的痕过。

那天早上，两条路摆在那里，

盖着路的落叶都没给珠脏。

头一条啊留待以后的日子犷

可我知道，路一条条接下去;

我怀疑，我怎能走回这地方。

在某个所在，过很久很久以后，

我呀会叹着气讲述这事情:

在林中岔成两条路的路口，

我选了条足迹比较少的走，

而一切的差别都由此而生。lql仑心

于要做出人生选择而在岔路口徘徊的旅行者来向读

者揭示人生的深刻哲理。厄格莱田ngerer)指出，“隐喻

所转移的是一种结构，是认知模式的内在关系或逻辑

之转移。’，网伪换言之，隐喻从认知角度来看是“将一源

模式的结构映射到另一目标模式。’，哪习诗中表示根隐

喻+llFEISJOURNEY+的标志性词语道路[rOad(5)，

way(s)]，旅行(者冲ravel(er)]和岔路口(diverge)均为源
模式匹坦里里严向目标模式翅堕旦⑦的映射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这一映射也就使得读者易于通过熟知的

范畴“旅途”来认知和理解“人生”这一比较抽象的

范畴。参照厄格莱提供的担卫旦哑工和L夏卫旦两个范

畴之间的结构映射，可以做出如下的类比:1.生活中

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旅行者;2.生活的目标就是目的

地;3.实现目标的途径就是道路;4.生活中要做的选

择正如十字路口。哪21在这首诗中，要做出人生选择

的叙事者‘，I”就如一个期望达到自己预设目的地的

旅行者。然而，那两条林间小道(其实是一个十字路

口)使得他身处窘境，同时也使其难以做出选择或难

以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通过这一结构映射，读者

显然会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生以及面临选择而身处

的窘境。与此同时，该诗也隐喻性地指出，人们一旦

做出了人生的选择就不能改变其生活的命运，即使

仍有很多令人向往的选择(即没有选择的路)吸引

着他们。也正如叙事者所说，“可我知道，路一条条

接下去;/我怀疑，我怎能走回这地方。”(“Yet

knowingh衅 wayleadson towa”Ildoubted ifl

shouldevercomeback”.)

    “雪夜林边小憩”一诗也隐含了该根隐喻:

          雪夜林边小憩⑧

    我愿我知道这是谁的林子，

    尽管他的屋子是在村子里;

    他不会看见我在这儿停下—

    停止望那雪在他的林中积起。

我的小马一定会感到纳罕:

冰封雪盖的湖和树林之间

没一座农舍，可我们却停止—

在这一年中最最暗的夜晚。

它把颈间的铃档见了一下，

这是在问是否出了什么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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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个声音外，只听得见

清风吹送着绒毛般的雪花。

    树林又黑又深又叫人欢喜，

    一但我得信守我答应的约期，

    得在睡觉前走上好多里地，

    得在睡觉前走上好多里地。哪“
    该诗是评论界和文献中引用频率最高的一首。

在冬季的一个黄昏，叙事者牵马停留在一树林旁欣

赏银装素裹般的美丽雪景。突然，马儿摇响挽具上

的铃挡使他如从睡梦中惊醒而又继续自己的旅途。

对这首美妙的田园诗歌的不同解读为读者提供了

广阔的想象空间，即需要读者调动自己的丰富想象

力来积极参与其解读过程。这实际上也就是此诗中

的隐喻所要达到的效果:两个“思维空间”之间的

互动。“走上好多里地”(“milestogo”)不仅标志着

旅行者正在进行的旅途，而且也预示着等待他的

生活或还未走完的人生历程。“信守我答应的约

期”(“promisestokeeP”表明他要为自己未完成的
义务或未达到的目标付出艰辛的努力。为达到这一

目的，弗洛斯特用“林边小憩”(“sto即ingbywoods”)
来标明旅行者在生活中所碰到的种种诱惑。此外，

诱惑和义务之间的张力使得叙事者痛苦不堪。多亏

马儿摇响了项间的铃挡，他才恍然大悟并决定在自

己休息之前完成许多承诺和义务。“停留”(为美丽

的雪景和寂静的树林而陶醉)和“继续”(“pmmise。

tokeep，’)这相互排斥的两极一并使得人生变得更
为复杂。因此，读者应该处处堤防并抵挡住生活中

的种种诱惑以便在短暂的一生取得辉煌的成就。显 、

然，这首诗歌再次隐喻性地通过旅途来映射人生中

的困惑。抽象范畴丝旦旦因与熟知范畴Jg卫旦业卫工之

间的映射而更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二)根隐喻+DEATHISSLEEP+
    将死亡隐喻性地看成睡眠也是极为普遍的现

象。在莎翁的悲剧《哈姆雷特》第三幕中，“去死，去

睡觉”(“Todie，tosleeP，’)这一行可作为一个很好
的例证。根隐喻+DEATHIsS比EP+也反复出现在

弗洛斯特的诗歌中。

    “雪夜林边小憩”中，最后两句诗行“And miles

togobefo娜IsleeP”的重复，隐含了根隐喻死亡就
如睡眠，虽然叙事者不愿直接说死亡而用睡眠
(slee句一词将其取代。就范畴SLE卫卫⑨向范畴
p旦业旦。的结构映射而言，1.死者可被看成是因劳累

过度而长期睡觉的人，2.对二者来说一切都是漆黑

一片。诗行“在这一年中最最暗的夜晚”(“Thedark-

esteVeningoftheyear”)同样表明叙事者在小憩时
思考着更为严肃的问题，即死亡。因为那漆黑的冬

夜因没有光明或灯火而显得漫长而没有止境。

    在“摘苹果之后”一诗中，该隐喻也反复出现了

数次:

夜晚充满了冬天睡眠的气息，

苹果的芳香使我昏昏欲睡。

然而在它跌落之前，

我早已进入睡眠。

而且我知道我的梦境将是什么形状。

由于我已摘了太多的苹果，

我对自己所渴望的累累硕果深感疲惫。

    无论这是什么样的睡眠，

    你能看出将会有什么打扰我的睡眠。

    在我叙述它即将来临时，

    美洲旱獭会说它是否

    象他的永久睡眠— 如果他没有走—

    或者只不过是某种人类的睡眠。0

    从表面上来看，该诗讲述了叙事者在农场上摘

苹果的经巧。反复出现的“睡眠”(“sleep”，“win‘er
sleeP”，“longsleeP”和‘，human泌eep，’)使读者联
想到了死亡。摘苹果这一行为隐喻性地指代叙事者

在生活中所取得的累累硕果。然而，他又对此感到

疲惫不堪而希望停下来歇息歇息。诗行“我对自己

所渴望的累累硕果深感疲惫。”(“lamovertired/

0fthe脚atharvestl卿seifdesired”)正好说明了
这一点。因此，叙事者带着成就感对世俗生活产生

厌倦，并希望在进人“人类睡眠”(“humansleeP”之
后梦想着自己企望的累累硕果 (“harvest，’)。诗行

“Whatform 衅 dreamingwasabouttotake，’同样
隐含了该根隐喻。叙事者实际上是在疲劳之后由于

苹果的甜美芳香而酣然人梦，并且在其短暂的梦乡

中想到自己一旦进入“永久睡眠”(即死亡)会回忆起
自己所摘的丰硕果实。诗歌中的根隐喻+DEATH

155比EP+表明了叙事者在人生旅途中取得累累硕

果后对死亡所进行的沉思。

    两个根隐喻被作为认矢呼具使读者在诵读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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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时重新认识和理解抽象范畴Ll兀和DEATH。同

时在读者思维中所产生的结构映射也使其对日常

生活和不可避免的死亡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一

方面，读者可以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慎重选择而

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人生的意义，并且考验其在人生

旅途中抵抗多种诱惑的毅力。另一方面，读者会以

平和的心态面对令人谏然的死亡并对此表现出英

勇无畏的精神。这也印证了隐喻的认知价值，即隐

喻的喻体(如旅途和睡眠)通常是为读者所熟知的，

并且在与本体(如人生和死亡)发生互动反应时，其
特点和结构会被映射到相对陌生的事物上以便帮

助读者认识本体的特点和结构。14117

程。”18]，0，

注释:

①委本文中两个根隐喻的表示方法均参服ungerer在Anln·

  troductiontoCo，itiveUn即istics中采用的方法。
⑧象孙珍笔者在黄译文的墓础上为从认知角度解读其中的
  隐喻有所修改。

⑥(办功⑩本文中的两组模式或范畴的表示方法均参照Un-

  罗rer在Anlntrr刁uctiontoC卿itiveUn别istics中采用的
  方法。

⑩笔者自译。

四、结 语

    对弗罗斯特隐喻观和莱考夫等认知隐喻观之

间的关系的挖掘无疑可以让读者在解读和赏析其

诗歌时提防具有欺骗性的表层意义，并且可以通过

隐喻思维和积极参与来窥探诗歌中所折射的深邃

的人生哲理。“认知活动是通过语言与思维来进行

的，而语言与思维归根结底具有隐喻本质”。卿“诗

性隐喻所刻意的类推(即人类思维借此探索宇宙的

性质和描绘不可测定的世界。)不是浅显的，它具
有发现的深度，是为了探索宇宙万物的奥秘，探索

人类了解自己所生活的但又不可捉摸的世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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