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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媜《女兒紅》中譬喻異化效應 

 

吳子呈 

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班一年級 

 

 

摘要 

簡媜為現當代散文名家，其筆鋒素兼具壯士的悲壯和地母的情懷，而前者可

說為其文學表現特色後者則為其思想特色。《女兒紅》一書為簡媜創作的分水嶺，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說，《女兒紅》與《紅嬰仔：一個女人與她的育嬰史》，

是簡媜創作技巧的轉變點，也正是她步入婚姻的代表作，《女兒紅》一書整體可

歸類於專寫女性的創作集，而整本書圍繞一個主題也正是簡媜散文集的風格。 
筆者將針對簡媜在譬喻修辭中的異化效應分為事象與物象討論，藉此探悉簡

媜如何在譬喻上達成異化，且兩種方式所造成的效果有何區別。 

 

關鍵詞：簡媜、意象符號、譬喻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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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將針對《女兒紅》的異化現象做為研究，在此「異化」所定義的即為「詩

性」，透過怎樣的手法達到異化現象也就是詩性是透過哪種方法而在文章當中構

成。 

簡媜作品的形式華麗，擅長將物體以意象化的方式呈現，作品的文學性就發

生於意象化的過程，譬喻則為產生意象的手法。 

那意象究竟為何？ 

意象派詩人龐德在《意象主義的幾不》1中對意象定義為於一瞬間理智與情

感交錯作用而產生的東西。 

因而可知意象並非是純粹感性或純粹理智的東西，而是理智和感性兩者相互

交纏的情感複合物。 

而意象是否是一瞬間的存在亦或是長時間培養，  

吳曉認為意象的產生需視不同詩人和不同的情形而定，有些意象的出現的確

是一瞬間，而有些則是長久的思考和累積。
2 

由此可知，意象的形成需考慮不同詩人和不同情境下才能判定其形成的時間，

而非全盤認定意象只在一瞬間存在亦或是長久培養。 

至於意象和詩歌作品的關聯，吳曉認為當我們走近詩歌作品時，亦可以說詩

是由文學或語言符號組成的東西，然而我們再進一步的深入其中，第一個接觸的

就是意象。3 

因而可知意象在詩歌作品當中尤其重要，甚至可以說詩歌作品就是由意象所

主導著的文學作品，而在散文當中意象同樣被視作為散文的主體架構，或者說散

文必須是得擁有意象的存在，所有的字句都必然有一主導於它的意象，若失去這

意象，散文也則失去其文學性質。 

吳曉認為意象為構成詩的基本成分，一首詩與意象是不可分離，且意象是具

有主導地位，意象的成分越充分，而詩的成分也就更加完美，亦可說沒有了意象，

就沒有詩性。4 

因而可知意象本身在詩歌作品佔有多大的地位。 

先前所提到，意象產生於譬喻的過程當中，而在譬喻的過程當中，多以具體

事物去輔述原本被描述事物的型態，而本體和喻體之間則有一定程度關係，或許

                                                      
1 《意象主義的幾不》中龐德：在那一瞬間呈現理智與情感的複合物的東西 
2
吳曉：筆者認為意象的產生是否在一瞬間，須由不同詩人不同情形而定。有時，意象的出現可

以是一瞬間的事，有時則須要長久的靜思默想、苦心經營。
2
 

3
 吳曉：如果我們走近一些的話，我們可以發現，詩是由那麼一些文學或者說語言符號組成的東

西。 
4
吳曉：詩的基本構成成分是意象。一首詩中，意象成分是不可以或缺的，而且應當佔主導地位。

意象成分越充分，詩的成分也就越完滿；意象成分也就是詩的成分。意象是詩的基本特徵，有沒

有意象，是詩與非詩的根本區別，沒有意象，詩就成了直白與說明，換言之也就不能稱之為詩。

詩的創作，就是詩人捕捉意象、創造意象，然後加以有序化組合的過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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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體上的相似，或是意義上的相同。 

當兩者之間有所關聯系之時，這時原本被描述的本體將被加入喻體的其他形

象，讓讀者想像的空間更加具體，這時就可稱為有效的譬喻，便將產生意象。 

在這筆者將意象分為兩部分表述，一為物象，二為事象，物象的定義為在整

個譬喻過程中，喻體的選擇為一物體，而非一段敘述，在物象的使用上而言，物

象所取的便只有本體與喻體之間的相似關聯。 

事象意指喻體為一段敘述句，敘述句所包含的內容必須是完整的事物動態，

及某事物完成一項活動。 

當選取的喻體為事象，本體和喻體間聯想的空間更加大於物象所帶來之想像

空間，因整段敘述的過程都可看成一意象代表，詳述的分析過程將在內文中進行

闡述。 

為了討論方便，本文將把物象和事象分開討論，以兩個部份來討論簡媜《女

兒紅》的異化效應，首先針對物象進行討論，針對簡媜在《女兒紅》中物象運用

裡，本體和喻體之間關聯是如何產生出異化，之後再對《女兒紅》中事象的運用

進行分析，當意象為敘述句時，和物象帶來的異化差別有哪些。 

最後將兩者做一總結討論，將物象和事象在最後結語作合一討論，並對於兩

者之間作一總結的整理。 

 

二、《女兒紅》物象譬喻分析 

物象即為喻體為一事物，和本體之間的關係為某層面上的相似關聯，或許是

取其形狀，或是取其外表，因此本體和喻體之間相似關聯會進而產生出聯想的效

果，將喻體投入本體之間，此時意象即產生。亦可說意象的產生即為喻體和本體

間相似聯想的作用，投射於本體當中，進而產生閱讀者的聯想現象。 

此一聯想效應是基於本體和喻體之間的相似點，因此喻體在某一程度上是必

須追尋著本體的性質而選擇，而非沒有規則的選取喻體。 

在此筆者提出一閱讀和理解的過程，在閱讀一文句時的順序為： 

 

   本體—→喻體 

 

而理解文句的順序則為： 

 

   本體—→喻體—→本體 

 

在閱讀的過程中，首先閱讀完本體，之後為喻體，當閱讀完喻體時，喻體的

意義將被帶回本體當中再作解釋，而解釋的過程將影響想象空間。換句話說，異

化即為產生於文句解釋的過程，也即為後來讀者閱讀時理解的過程，亦可說解釋

的過程越是曲折，則帶給讀者閱讀的想象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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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首先討論為簡媜在《女兒紅》當中使用物象的物徵 

如簡媜在《女兒紅》中「在密室看海」一文中敘述 

 

   時間如空中爬行的蝸牛，沉寂、遲緩，兀自流淌透明涎液。5 

 

此處簡媜將時間比擬為蝸牛為一物象使用，這邊「時間」為本體，而「空中

爬行的蝸牛，沉寂、遲緩，兀自流淌透明涎液」則為喻體，閱讀順序雖為本體到

喻體就結束，然而實際上的理解順序卻是本體到喻體之後又回到本體，才能理解

本體與喻體間的關聯。此段敘述則為取蝸牛緩慢的特性來強調時間流動的速率，

藉蝸牛給人的印象來使得時間令人感覺更加沉重。 

而觀察被用來描述本體的喻體，亦可發現描述對象的心情是沉重的，如心情

是歡愉則就不會如同空中爬行的蝸牛般沉重，或許則像輕盈的鋼琴聲宣洩。 

在《詩歌與人生：意象符號與情感空間》中吳曉說過    

 

   意象是情感的物化型態，意象的創造，基於詩人對事物外部和內在特徵的

深刻認識，基於詩人對事物的強烈感受，是「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最愉快的邂逅」。

好的意象不僅應有明麗優美的外在形態，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須滲透詩人強烈的主

觀感受，應融化詩人深沉的思想意念和飽和的內心情緒。因此，意象的內在含量，

既表明意象本身的質量，也表明詩人感受生活的深淺程度。
6 

 

意象為情感的物化型態即為意象是將感情具體化的轉化產物，因此意象為詩

人對於事物內外特稱的深刻體悟，而一個好的意象除了需擁有美好的外在表現，

而最重要的為需有詩人強烈的主觀意識在其中，意象中須融入詩人豐沛的情緒和

思念，因而意象也可表明詩人在創作時的情緒狀態。 

從此可得出本體與喻體之間的關聯除了取自於相似之外，也會因描述對象的

心理活動而有所不同。 

在喻體的選擇上，若要成為一有效的譬喻則考慮的因素有兩點，「與本體間

的相似點」、「欲營造出的目的」。 

如上面時間因加入了描述者的心理活動，因而在喻體的選擇上則選擇蝸牛取

其緩慢、沉寂的形象，而心理的狀態則不透過文字表達，因蝸牛所代表的緩慢以

及沉寂便代表了沉重的心情以及難熬的時間意涵。 

又如「在密室看海」中內文敘述： 

   

   她聽到夜間的海彷彿千萬頭獅吼，恫嚇、藐視，露出尖齒嘲弄渺小的獵物。
7 

                                                      
5
 簡媜：《女兒紅》，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9 年出版，18 頁 

6
吳曉：＜詩歌與人生：意象符號與情感空間＞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出版，第 81 頁 

7
簡媜：《女兒紅》，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9 年出版，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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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對於海的形容選擇了千萬頭獅吼也為一物象使用，本體與喻體之間的關

聯在於聲響，海的聲響和千萬頭獅吼的聲響同樣令人恐懼，這邊也暗指出描述中

的「她」心情是屬於畏懼的，面對夜晚的海如同面對千萬頭獅子的渺小獵物般，

受到驚嚇以及恫嚇。 

在喻體選擇上千萬頭獅吼含有威脅的旨意在此，因此可推測描述中的「她」

在這段情境中情緒是感受到威脅的。 

此段的本體為「夜間的海」喻體則為「千萬頭獅吼，恫嚇、藐視，露出尖齒

嘲弄渺小的獵物」，閱讀順序為本體至喻體，理解順序則為本體至喻體至本體，

因此可得知，理解順序是不斷的向前推移，喻體用來補述本體的過程在理解順序

上，最後勢必投射回本體。 

在譬喻的過程當中，主體和喻體之間受到了相似了連結，兩者之間的關聯會

透過相似得以作用本體得到了更加具體的描述，如蝸牛具體的呈現出時間緩慢的

流逝感，透明的涎液則可代表時間不著痕跡的流逝而過。 

大海也因獅子的描述讓其海嘯聲得到具體的呈現，讓閱讀者能有具體的對照

物去建構描述海的情景。 

產生意象的過程在於本體與喻體之間的距離，當本體和喻體間閱讀的距離越

長，產生的意象也更加的異化，因其中間留有一段閱讀理解的空白存在，也可說

異化的過程在於本體以及喻體間的互動，當本體和喻體間距離被拉長，讀者在其

閱讀的過程中所需思考的空間也更大，因而所能引發的閱讀想象空間更為寬闊。 

在孫紹振的《文學創作論》中有一段敘述  

 

   詩的形象魅力主要在意象與意象之間的空白中間，……空白，從整體結構

來看，恰恰是各個局部之間的一種聯繫方式。這是一種不相聯屬的聯繫，在空白

中包含著著實寫中更活躍的想像的浮動性。
8 

 

詩之所以會有詩性存在，是由於意象與意象之間的空白所產生，而整體而看，

恰好是意象之間的一種聯繫方式，這是一種不互相聯屬的關係，在意象間的空白

中，因其留有空白，才會使想像更加活躍，更具有浮動性。 

要造成意象的空間更為寬廣，比起更加密集的著實描述，適當的在意象間留

有空白更能使想像空間活躍。 

物象在營造意象上，喻體是追尋著本體補述，是取兩者的關聯性、相似性而

進行比喻，但兩者對應關係為喻體追尋本體，而非本體配合喻體而進行。 

物象在產生意象的過程當中，因其閱讀距離較小，因而所能產生的距離並不

大，根據上述所提及的閱讀理解順序 

 

本體—→喻體—→本體 

                                                      
8
孫紹振的《文學創作論》春風文藝出版社 ，1987，年版第 5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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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象的喻體和本體之間的距離只有單純表述，因此在帶給讀者的想像空間上

是簡短的，如「時間」和「蝸牛」之間，為了表達出時間流逝的緩慢，取喻體「蝸

牛」活動遲緩的性質進行比擬，而整體喻體「空中爬行的蝸牛，沉寂、遲緩，兀

自流淌透明涎液。」獨立而看並非一完整的敘述，這只說明了「空中爬行的蝸牛」 

的性質為何，並沒有其餘的故事情節在其中，也正因如此，物象在產生意象

的空間上，是更為單純也更為狹小，因其喻體的性質並無帶給讀者在閱讀上更多

的想像空間，喻體本身即為單純的補述本體而言，無法單獨成為一個情節。 

 

三、《女兒紅》事象譬喻分析 

事象亦即喻體為一段敘述，作為一段敘述句即代表在喻體的成分上，它是一

完整的句子，完整的敘述了喻體的動態，因此在與物象的比較當中，事象不僅是

取其和本體間的相似關聯，進而補述了更多的事件空間。單看事象，因敘述句是

作為補述喻體的存在，因此可將兩者看成一體，而為了區別出物象和事象在閱讀

過程上的不同，因此將其一分為二，視為喻體和敘述句來討論。  

本體和喻體之間除了取其相似以外，也有相反的例子，本體和喻體之間採用

的是相似的連結，則是增強或強調本體的特性，但與本體性質矛盾的喻體則使詞

性產生出一種拉扯感，這一拉扯感反映出描述對象的心理活動，且相反的詞句會

有一互相作用的效果存在，本體和喻體之間雖性質相反，但卻又可以互相說明。 

 

   我又天真起來了，彷彿一名間諜，在你短兵相接的戰場之前，先給你解藥，

你此後可以大膽地無懼地去迎餵毒的箭流。
9 

 

這段敘述的本體為「天真」喻體則為「一名間諜，在你短兵相接的戰場之前，

先給你解藥，你此後可以大膽地無懼地去迎餵毒的箭流」，從這可看出喻體是一

完整的敘述句，完整的描述「間諜」的動態，並且單看事象本身它即為一個完整

事件。 

閱讀順序上為本體到喻體，而理解的順序上則為本體到喻體最後回到本體，

然而因喻體是一完整的敘述句，因此在閱讀上而言，事象的閱讀是大於物象，因

事象的喻體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敘述句，可單看成另一個獨立的句子。 

進而分析本體天真和喻體間諜處於一性質矛盾的詞語，這邊的喻體可看為一

事象的使用，因譬喻的內容為一完整敘述句，敘述了喻體的活動，相較於先前兩

例，此段內文所帶來的想像空間更加寬廣，因其敘述句的部分可看為一整體意象

表述，再者天真和間諜從性質上而言，前者是正向形容而間諜本身則屬於負面詞

語，兩者矛盾的性質在這邊製造出拉扯感，即為「我天真的像間諜」和「間諜般

                                                      
9
簡媜：《女兒紅》，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9 年出版，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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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天真的想……」，這樣的效果更深入的探究即可以說成天真當中帶有間諜的

性質，間諜則也有天真的性質，兩個相反詞彙互相起了影響，兩者亦可說是「天

真的間諜」和「間諜的天真」。 

從此處亦可得知描述對象內心是處於掙扎的，一面覺得自身天真，一面又如

同間諜。 

事象描述所帶來的想像空間大於物象描述，原由在於其用來產生意象的部分

是完整的敘述，而非物象的片面引述，如前述所提到的 

 

   時間如空中爬行的蝸牛，沉寂、遲緩，兀自流淌透明涎液。 

 

喻體蝸牛只表出時間緩慢，單純只形容了描述對象對於時間感知的特性，想

像的空間較小，而此段： 

 

   我又天真起來了，彷彿一名間諜，在你短兵相接的戰場之前，先給你解藥，

你此後可以大膽地無懼地去迎餵毒的箭流。
10 

 

作為喻體的部分即為一完整的敘述句，因其完整的敘述，整段雖在描述喻體

「間諜」的活動，但另一方面也補述著主體「天真」而進行描述，敘述過程雖屬

於間諜，但實際上是追尋著本體「天真」而進行，因此在整體感知的過程是被延

長的。 

我們亦可再從簡媜《女兒紅》中「玻璃夕陽」中看到事象的使用 

 

   她靜靜欣賞疊印在玻璃夕陽上自己的那張披散長髮的臉，暗影中輪廓柔和，

表情平安，好像終於認清自己是跟隨夕陽到世間做客孤鬼，不再佔據故事，亦不

抱怨所有故事終歸是他人記憶中的贗品。11 

 

此段內容的本體為「表情平安」，作為接續她的譬喻內容為： 

 

   好像終於認清自己是跟隨夕陽到世間做客孤鬼，不再佔據故事，亦不抱怨

所有故事終歸是他人記憶中的贗品。 

 

此一整段為完整的敘述句，喻體為「跟隨夕陽到世間做客孤鬼」而後補述的

「不再佔據故事，亦不抱怨所有故事終歸是他人記憶中的贗品。」雖為表面為形

容喻體，而實際也做為補述本體「表情平安」的敘述句， 

因事象的譬喻過程，在相較於物象而言，其喻體和本體之間的距離是更遠的，

因而在閱讀上所留的聯想距離也更加地長，聯想距離的拉長，意味著想象空間的

                                                      
10
簡媜：《女兒紅》，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9 年出版，18 頁 

11
簡媜：《女兒紅》，台北，2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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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 

物象在本體和喻體之間距離是更為直接的影響，閱讀理解順序可看成 

 

  本體—→喻體—→本體 

 

從本體到喻體閱讀完後，喻體的相似關聯將會投射回本體當中，而事象在閱讀的

過程當中由於多了敘述的過程，因而閱讀理解過程應如下 

 

  本體—→喻體—→敘述句—→喻體—→本體 

 

從本體閱讀至喻體後因其後接續敘述句，再回到本體的過程更遠於物象，因

此閱讀上敘述句內容會先理解投射回喻體上，最後在回到本體完成閱讀。 

在事象的譬喻當中，閱讀理解過程是被延長的，因此在作閱讀的過程當中，

會不斷經歷想象的過程，最終再理解。 

因而上述所提「玻璃夕陽」 

   

   她靜靜欣賞疊印在玻璃夕陽上自己的那張披散長髮的臉，暗影中輪廓柔和，       

表情平安，好像終於認清自己是跟隨夕陽到世間做客孤鬼，不再佔據故事，亦不

抱怨所有故事終歸是他人記憶中的贗品。
12 

 

其閱讀順序為本體「表情平安」到喻體「跟隨夕陽到世間做客孤鬼」再到敘

述句「不再佔據故事，亦不抱怨所有故事終歸是他人記憶中的贗品。」在理解的

順序上為先透過敘述句理解喻體在從喻體理解回本體，因此為一本體至喻體至敘

述句至喻體最後理解回歸本體的順序。 

依照以上分析，可以整理出事象在閱讀理解的順序上是多於物象的，因其喻

體擁有一補述喻體的敘述句，雖在整體而言，敘述句本身是含括在喻體當中，然

而在分析的層面來說，敘述句是可獨立來看做一個閱讀的過程。 

因其閱讀理解的順序為 

 

   本體—→喻體—→敘述句—→喻體—→本體 

 

 

喻體回到本體之間多了一個作為喻體補述效用的敘述句，因此在投射回本體

理解時是喻體加上敘述句，相較於物象僅有喻體投射回本體而言，其敘述句延展

了閱讀過程的想像空間，因此在事象的描述過程當中，投射回本體的內容較多，

因此讀者閱讀的距離被拉長，想像空間也擴展。 

亦可以說想像空間關聯到閱讀的長度，如閱讀理解的過程是被延長的，因此

                                                      
12
簡媜：《女兒紅》，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9 年出版，2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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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空間也會在閱讀理解的過程當中一同被擴展，在想像空間被擴展時，所能容

納的意象也更多。 

 

四、結語 

本文所討論的為簡媜在《女兒紅》譬喻修辭當中的異化效應，總結上兩節所

討論的物象與事象兩者之間的差別，進而歸納出兩者差異主要在於產生出的閱讀

距離，亦即為本體和語體間的相似距離，也可說是本體和喻體間空白的程度。 

當本體和喻體間所存在的距離是遠的，這樣所帶來的想像空間也就相對的更

為完整，亦可說在藝術手法上，詩性的產生是建立於空白。 

在物象上而談，因本體以及喻體的想像空間較少，其所帶來的詩性也較小。 

歸納物象與本體間的閱讀順序為 

 

   本體—→喻體 

 

而閱讀的理解順序則為 

 

   本體—→喻體—→本體 

 

在從本體閱讀到喻體後，為了要理解本體和喻體的關聯，因而在閱讀過程中

喻體的性質成分會被帶回本體做解釋，在喻體回到本體的過程當中兩者間的聯繫

才能建立，因喻體是追隨著本體而選擇，既然其關係為喻體追隨本體，因此在理

解上而言喻體勢必要帶回本體做理解。 

因在物象上因本體和喻體的關聯較為單純，僅僅單純取兩者間的相似處，可

能是聲音或者形態上的相似進行連結，因而在造成所謂的詩性上而言，是小於事

的。 

分析事象在閱讀的過程上順序為 

 

   本體—→喻體—→敘述句 

 

因事象相較於物象多了敘述句來補述喻體的動態，因而在閱讀的過程上是長

於物象，而因敘述句本身是補述喻體的存在，因而可將喻體和敘述句兩者看為同

一體，但為了區分出其與物象閱讀過程的不同，因而將其分出敘述句一體而談。 

因事象多了敘述句來補述喻體，因此在閱讀的理解過程上為 

 

   本體—→喻體—→敘述句—→喻體—→本體 

 

喻體本身是追隨著本體而選擇，而敘述句則做為補述喻體的動態，因而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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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在整體而言是需搭配喻體而補述本體。 

因此喻體和敘述句營造出的情節當中，是需一定程度上追隨本體進行描述，

而非獨自描述成一個情節，如果當本體和喻體以及敘述句關聯是不緊密的，這時

會造成出閱讀的不連續，成為不必要或者不合適的描述。 

 

對照物象以及事象來看，從其閱讀理解順序而言，因事象在喻體上多了敘述

句來補述喻體，從而讓喻體本身成為一個意象情節，因此在想像空間上所造成的

空間是大於物象，而物象因缺少一段敘述句所呈現的想像空間，所以讀者在閱讀

的時候所造成的想像空間是小於事象。 

從而可得出，要使想像空間更充足，所需具備的是更加龐大的意象空間，而

此意象的產生是本體與喻體之間的關聯產生，當在描述兩者之間關聯時所留下的

空白越多，意象也就越加充足，為了達到兩者之間的關聯空白，則需補述喻體本

身的形象亦或是將其至於另一段情節當中，而當將喻體本身置入一個情節時，情

節當中所描述的動態，會使讀者在理解的過程當中將喻體的情節投射於本體，因

此讀者將進而去尋找兩者之間的關聯，在思考的過程當中，想像空間亦即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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