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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現代散文之意向性客體美學研究 

陳鈺文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摘要 

關於余光中現代散文的研究，目前多數落在作者及文本的面向，讀者角度的美學

開掘相對來說較少，為了使此方面研究更加完整，本研究以英伽登提出之「意向

性客體」概念剖析文本中讀者的直覺感知，解碼兩種因不對稱關係所帶來的美學

效果，全文共分二個部分，第一為「詩性語言」，透過「語音組合層及意義單位

層」的概念，在字、詞、句子、段等四個單位對文本進行篇幅長短不等的剖判，

最終得出，文本如何建構讀者感知延長的詩性語言之美；第二為「未定美學」，

根據「再現的客體層與圖式化觀相層」中，側重美學的特徵——「未定點」為分

解依據，遵照文本中的骨架式未定點及圖式化未定點，解析含蓄不指涉完整意義

的空白是怎麼被語境建構，以及其如何區別出兩種類型的不同，最終導出讀者以

什麼線索填補空白，使想像的客體具體化所產生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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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余光中（1928—2017）一生創作無數，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更兼擅編輯

與翻譯，被譽為詩壇祭酒的他不僅在詩的方面貢獻心力，在散文中更是有別於「我

筆寫我口，我口述我心」的紀實散文，另闢一條將文字進行質變，並置入不同句

法中使其產生變化的現代散文。1本研究著重在其「現代散文」的部分，意謂涵蓋

「彈性、密度、質料」三者的散文，論及其定義，首先是注重彈性的掌握，以利

兼容中西方句法特點，使其提升高度包容的適應力；其次為密度，即在一定的篇

幅中，對於美感設計的多寡，多則密少則疏；最後論及質料，其釋義是全篇散文

對於字、詞的品質運用。2 

前人研究中陳玉芬《余光中散文研究》3主要透過修辭、意象語、描述、結構

等面向，探討余光中抒情散文的藝術性；劉淑惠《現代散文風貌研究~余光中散

文新探~》4以詩化散文，論評書寫及旅遊文學三類剖析其內涵，在詩化散文這一

類，重整楊昌年《現代散文新風貌》中歸類表現重點的十五項，精簡為十二項，

就作品及其外在因素進行綜合討論；宋姿儀《余光中散文的語言風格研究》5中，

將余光中散文用語言風格學拆分為語音風格、詞彙風格、句法風格等三類，探論

其各自產生的特色；楊至真《余光中散文中的鄉愁書寫研究》6通過對於余光中生

平、所處時代背景影響其鄉愁書寫的關係探究，尋找出其鄉愁之所以引人入勝的

原因。 

有了上述的認知可看出，現有研究大多出發點依然落在作者及文本兩個層面，

                                                      
1 此觀點出自余光中《逍遙遊》後記，其指出：「在〈逍遙遊〉，〈鬼雨〉一類的作品裡，我倒當真

想在中國文字的風火爐中，煉出一顆丹來。在這一類的作品裡，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搥扁，

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摺來且疊去，為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余光中《逍

遙遊》，臺北，九歌出版社，2000 年 6 月，頁 262。） 

2 這概念來自余光中《逍遙遊‧剪掉散文的辮子》，其提出「比較注意中國現代文學運動的讀者，

當會發現，近數年來又出現了第四種散文——講究彈性、密度、和質料的一種新散文。在此我們

且援現代詩之例，稱之為現代散文。所謂『彈性』，是指這種散文對於各種文體各種語氣能夠兼

容並包融和無間的高度適應能力。……所謂『密度』，是指這種散文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的

字數內）滿足讀者對於美感要求的份量；……所謂『質料』，更是一般散文作者從不考慮的因素。

它是指構成全篇散文的個別的字或詞底品質。」（余光中《逍遙遊》，頁 56、57。）。 

3 陳玉芬《余光中散文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4 劉淑惠《現代散文風貌研究~余光中散文新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在職進修碩士學位

班碩士論文，2004 年。 

5 宋姿儀《余光中散文的語言風格研究》，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 年，6 月。 

6 楊至真《余光中散文中的鄉愁書寫研究》，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6 年，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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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讀者7對於文學現象的直覺感知與文本中不對稱關係產生的美學效果等兩方面

的研討仍較少，前者「現象」定義為人如何感知這個世界，並非是表現事實狀態

的意思，「文學現象」乃是讀者怎麼感知文學作品；後者指的是讀者閱讀文本的

過程中，語言與意義的連接因作者設計而變化所造就的感知延長，為了使研究更

加完善及縝密，故參照羅曼‧英伽登（Roman Ingarden，1893—1970）提出的意

向性客體概念進行論析，他將文學作品界定義為意向性客體，並非純然的實在客

體，亦非完整的觀念客體，既有前者的介質，又有後者的意識，意向性客體由語

音組合層、意義單位層、再現的客體層、圖式化觀相層等四個層次建構而成。8 

綜上所述，本研究透過意向性客體中「語音組合層、意義單位層」所帶來的

詩性語言與「再現的客體層、圖式化觀相層」中側重美學特徵的未定點進行兩種

不同的美學解碼，下分為四個部分進行剖別，第一部分為前言，講述研究目的與

動機，並替現代散文、意向性客體、美學效果等進行定義；第二部分，定義何為

語音組合層和意義單位層並藉此觀念釐清余光中現代散文中詩性語言的成因；第

三部分，定義再現的客體層及圖式化觀相層中的未定點，辨析余光中現代散文中

兩種未定點類型產生的未定美學；第四部份總結前三個部分的結論。 

                                                      
7 此篇研究的讀者均為承文讀者，此說來自陳鈺文〈徐國能《第九味》中的詩性研究〉，其提到

「這裡的讀者不是真實存在的讀者，而是承文讀者，意即作者完成作品後，文本設定的讀者，其

一切想像皆須符合語境，不涉及文本外的因素。」（《文學前瞻》第二十期，嘉義，南華大學文學

系，2020 年 11 月，頁 47。） 

8  此論點出自英伽登《論文學作品》，其指出：「哪些層次才是每部文學作品所必不可少的

呢？……1. 字音和建立在字音基礎上的更高級的語音造體層次。2. 不同等級的意義單元或整體

的層次。3. 不同類型的圖式的觀相、觀相的連續或系列觀相的層次。最後還有：4. 文學作品中

再現客體和它們的命運的層次。…… 即再現的意向性語句的對應物……和這些語句意向性對應

物所再現的客體方面。」（羅曼‧英伽登著；張振輝譯《論文學作品》，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8 年 12 月，頁 49。）；對於英伽登提出的概念，王岳川《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其如此道：

「文學作品是一種獨特的存在領域，它既不是實在的客體，亦非觀念的客體。……文藝作品既帶

有實在客體性質（任何藝術作品必須以文字、音符、石膏、油彩等材料為物質基礎），又帶有觀

念客體的性質，是一種「意向性客體」（intentional object）。」（王岳川《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 年 9 月，頁 52。）；「文學作品是由四個異質的層次構成的一個整

體結構。這四個層次是：（1）語音和更高級的語音組合層次，（2）不同等級的意義單位層次；（3）

再現的客體層次；（4）圖式化觀相層次。」（王岳川《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頁 53。）；對於此

龍協濤在《讀者反應理論》中對此解釋道：「文學的藝術作品既不像對真實的物質客體的認識那

樣可以達到普遍的確定，又不能像純粹主觀心理的幻想那樣可以完全自足，它是純粹意向性的對

象。」（龍協濤《讀者反應理論》，臺北，揚智文化，1997 年 3 月，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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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余光中現代散文之詩性語言 

 詩性語言在此的定義為若語音不直接指向原本的意義，而是經過語境9曲折

指向別的意義，詩性就誕生了，因此本部分將會以語音組合層及意義單位層的互

動關係進行探究，先就語音組合層做定義說明，英伽登《論文學作品》中提到： 

每一部文學作品中出現的語言的造體……都有兩個不同的方面或者兩個

不同的組成部分：一方面，在每一部文學作品中，都有各種不同的語音材

料，這些材料也是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安排好了的；另一方面是和它們有關

聯的意義。 

…… 

單個的語詞雖然不是最原始，但是它是最簡單的語言造體。在語詞中，我

們一方面找到它的發音，另一方面也可找到它的意義。某種特定的聲音材

料得以形成，就是因為有一個「具有」某種或多或少的特定的意義的語詞

的發音。語詞發音有負載意義和在精神上跟許多意識主體交流的時候把這

種意義傳達給他們的功能。 

…… 

語言發音的層次是文學作品主要的組成部分，如果沒有這個部分，整部文

學作品也就不能存在了，因為意義整體的存在是語言發音材料必然的要求。
10 

由上可知， 語音組合層由語音素材及字音所構成，前者說的是語調、語音的力

度，簡而言之便是說話時的語氣，在人與人之間的交談中，以「我沒事」這句話

為例，若說此話時有氣無力且無精打采，便能得知其並不是真的沒事，而是有可

能處於心情低落的情況，反之，如果說話者語調上揚、談吐輕快，就能藉此判斷

其為真的沒事，且精神處於較為喜悅的狀態，上述舉例皆不考慮真實情況如何，

                                                      
9 語境即為上下文之情節推敲，理論依據王先霈，王又平主編《文學理論批評術語滙釋》，其提

到：「語境又譯『上下文』、『關聯域』。」（王先霈，王又平主編《文學理論批評術語滙釋》，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5 月，頁 272。） 

10 羅曼‧英伽登著；張振輝譯《論文學作品》，頁 54、55、80。補充關於語音組合層在王岳川《現

象學與解釋學文論》中之解釋：「語音層次是文學作品最基本的層次。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包括

語音成分，都由字詞、句子組成，而其中的語音素材（語調、音的力度等）在每一次語音活動中

都是不同的。英伽登將文學作品中的語音素材與字音區別開來，認為一個字的語音，就是只說出

這個字時藉以確定語音素材的那種『不變的語音形式』，也即典型化的語音（typical word sound）。

字音負載字的意義，並通過語音素材而得以具體化，字詞就是被賦予意義和具體化的字音。」（王

岳川《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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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僅作合理推敲；後者指的是字詞被賦予意義和具體化的字音，舉「玫瑰」當

例子，玫瑰本無意義，他的意涵是後天賦予的，透過給予它具體化的讀音和意義，

使「玫瑰」這一語詞成了普遍認知的花名。 

有了以上認知，能看出單論語音組合層在論析文本11上是有其侷限的，因為

文字並無法展現語調的力度，失去聽覺的輔助，語調便失去其介質，從而無法進

行研究。故僅能自字音的角度切入，語音組合層不僅為文本的基本，且同為意向

性客體四層次中的根本，若沒有其替後續的意義單位層中的「字詞」單位提供了

依附在上的字音與意義，此研究方法便會無法繼續，反之亦然，如單論「字音」

來解析，而沒有佐以更進一層的「句子」單位來看，便會回到語詞封閉的原狀，

無法進一步縷析其藉由語境導出的意旨。 

接著論及意義單位層的定義，在英伽登《論文學作品》中表明： 

真正獨立的語言造體不是某個語詞，而是語句。 

…… 

一個語詞的意義在語句整體中的出現首先會使它在結構上發生變化，我們

可以把下面舉的兩個例子比較一下： 

1. 一群語詞：每個/軀體/都是/重的 

和 

2. 一個語句：每個軀殼都是重的。 

我們馬上就可看到，在第一種情況下，每個語詞的意義都是一個自我封閉

的整體。在第二種情況下，這種封閉便消除了。每個語詞雖然都是語句中

的成分，但它仍然是原來的它，它的結構卻產生了明顯的變化。一種字面

上的意義和別的意義有了聯繫，更進一步是，它們所有的都連在一起，形

成了一個意義的單元，但它們在這個單元中並不會消失，而只會失去其機

械的（強行的）區分。只有這種一體化才能構建像語句這樣的東西。12 

                                                      
11  本研究之所以稱之文本，因已將作者置入括弧且讀者皆視為承文讀者，故文學作品不考量真

實讀者，有此緣由所以作者層面亦無法與真實讀者產生聯繫，故文學作品尚處於文學文本的獨立

性原貌，此觀點出自龍協濤《讀者反應理論》，其說明：「文本是指作家創造的同讀者發生關係之

前的作品本身的自在狀態；作品是指與讀者構成對象性關係的東西，它已經突破了孤立的存在，

融會了讀者即審美主體的經驗、情感和藝術趣味的審美對象。文本是以文字符號的形式儲存著多

種多樣的審美信息的硬載體；作品則是在具有鑑賞力的讀者的閱讀中，由作家和讀者共同創造的

審美信息的軟載體。」（龍協濤《文學閱讀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1 月，頁 20。） 

12 羅曼‧英伽登著；張振輝譯《論文學作品》，頁 66、117。補充關於意義單位層在王岳川《現象

學與解釋學文論》中之的釋義：「英伽登將『意義』定義為『一切受制於字音的東西，它在與字

音的聯繫中構成詞語』。在他看來，意義層次依賴於人的主觀意識活動，也就是說，一個字的意

義指這個字通過意向性所指稱的客體，即與該字字音結合在一起的『意向性對應物』。一個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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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引文提到的獨立性，能發現當單獨的詞語置入不同的句子時意義會產生

變化，說明在了當詞語成句時，變動的意義才能經由語境進行合理的解讀，所以

意義單位層中，依序為「字、詞、句、段」等四個單位，後者會改變前者的意涵，

故在使用此理論時，必須以整體理解個別，按照順序進行理解。 

綜上所述在意義單位層的整體與語音組合層的個體意義變動下，能從中解析

余光中現代散文裡所留下的詩性語言美感，這樣的例子能在《聽聽那冷雨‧聽聽

那冷雨》中發現： 

那裏面是中國嗎？那裏面當然還是中國永遠是中國。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

牧童遙指已不再，劍門細雨渭城輕塵也都已不再。然則他日思夜夢的那片

土地，究竟在哪裡呢？……杏花。春雨。江南。六個方塊字，或許那片土

就在那裏面。而無論赤縣也好神州也好中國也好，變來變去，只要倉頡的

靈感不滅美麗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當必然長在。因

為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太初有字，於是漢族的心靈他祖先的回憶和希

望便有了寄託。13 

依上文所示，「杏花」、「春雨」、「江南」就字面上解釋分別是花名、景色、地名，

但當投入更高一層意義單位層時，便能從「然則他日思夜夢的那片土地，究竟在

哪裡呢？」及「杏花。春雨。江南。六個方塊字，或許那片土就在那裏面」兩句

話判斷，這三個詞的意涵變為乘載某種思念的載體，最終透過整段文章的解讀得

出此思念是對於中國的鄉愁，故「杏花」、「春雨」、「江南」置入段之意義單位層

時的釋義便成寄託對於中國鄉愁的情感投射載體了。 

除了上述的例子，在《聽聽那冷雨‧聽聽那冷雨》又提到： 

譬如憑空寫一個「雨」字，點點滴滴，滂滂沱陀，淅瀝淅瀝淅瀝，一切雲

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視覺上的這種美感，豈是什麼 rain 也好 pluie 

也好所能滿足？翻開一部「辭源」或「辭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

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便悉在望中，美麗的霜雪雲霞，

駭人的雷電霹雹，展露的無非是神的好脾氣與壞脾氣。14 

「金」「木」「水」「火」「土」以單獨一字來看各為一名詞，組合「金木水火土」

則成了五行，若投入「翻開一部『辭源』或『辭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

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便悉在望中，美麗的霜雪雲霞，駭人

的雷電霹雹」的段落便能聯想辭源辭海為字典、雨為部首，根據這線索推斷，金

                                                      

意義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同一 個字，意義相同，在不同的場合會有不同的用法，因此，儘管存

在著詞意的同一性，但其變化卻是難免的』。」（王岳川《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頁 54。） 

13 余光中《聽聽那冷雨》，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4 年四月，頁 32。 

14 余光中《聽聽那冷雨》，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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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水火土即為在字典中分別有著一定篇幅的部首。 

 在《望鄉的牧神‧南太基》裡亦指出： 

黄昏也說它冷了。於是有更多的鷗飛過來加班，穿梭不停，像真的要把暝

色織成更濃更密的甚麼。不再浮光耀金，落日的海葬儀式已近尾聲，西南

方兀自牽著幾束馬尾，愈曳愈長愈淡薄。15 

「海葬儀式」一詞原指的是一種回歸自然，將骨灰撒向大海的葬禮，由語境可看

出，並不是指這份意思，將其納入句子當中解讀「落日的海葬儀式已近尾聲」，

因落日並不可能進行海葬，故依然得不出其對應語境合理推敲的釋義，因此需放

入段的意義單位進行解析，於是在黃昏、暝色、不再浮光耀金、落日、西南方的

晚霞等關鍵詞，將海葬儀式一詞的意涵改變，成為落日消失在海平面的代稱，且

因為海葬儀式的原意，增添了對於日落的不捨意蘊。 

由上可知，經由意義單位層的編排，語音組合層在文本中便會誕生原來並不

存在的新釋義，讀者亦可透過解碼的過程中，更深刻的融入文本，進而延長感知，

體會詩性語言留下的不對稱美感。 

三、 余光中現代散文之未定美學 

本部分將透過再現的客體層與圖式化觀相層中未定點之概念，釐清作者在文

本中留下了什麼樣的未定美學
16
，導致讀者對此進行骨架式抑或圖式化的填補，

最終解碼其恰當的具體化17程序。 

下面依序對再現的客體層、未定點及圖式化觀相層中未定點的兩種樣態進行

定義，首先為再現的客體層，在英伽登《論文學作品》中提到： 

如果一部文學作品中的再現客體的內容是「現實的」，如果他們的實體只

有一種類型，那麼就一定要把它們的時間再現出來，使它們處在一個空間

裡，它們是有空間的。但這裡說的空間部不是世界現實的、唯一的空間，

也不是「已經有所了解的空間」，它一定是我們最先看見的那種東西，是

在對唯一的現實空間的觀察中出現的一種低級的構建層次，依從於觀察的

                                                      
15 余光中《望鄉的牧神》，臺北，純文學月刊社，1968 年 7 月，頁 21。 

16  意謂讀者藉由文本中未定點的發現及填補，進而產生的不對稱空缺，在想像具體化的過程誕

生的美學效果。 

17 意即文本閱讀中，讀者必須照語境引導，非任意填補未定點，僅作合理範圍內的想像，此觀點

龍協濤於《讀者反應理論》中指出：「所謂恰當的具體化，是指在對作品的閱讀中，讀者不能任

意地填補文本中的未定性與空白，而必然依照文本的引導與暗示去將作品中的圖像現實化，否則

這種具體化便是不恰當的。」（龍協濤《讀者反應理論》，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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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另一方面，它也不是一個觀念的、同類的幾和空間，不是純三維的

的一群點。此外它也不是本質上屬於每個明見地表現了想像客體的想像空

間，因為這個想像空間任何時候和現實空間都不一樣，和後者也沒有聯繫。

它是一個獨特的空間——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在本質上屬於那個再

現的「現實」世界。18 

通過此定義，可知「想像的客體」即為純粹的再現客體，而「被想像的客體」意

為意向性內省之再現客體或被再現客體，前者依據現實，並沒意識的導向，即非

文學的直觀產物；後者反之，故因此稱之文學。 

建立於文學為意向性內省之再現客體的基礎上，進而論及共振平衡19與未定

點兩個概念，共振平衡在英伽登《論文學作品》中的說法是：「只要讀者懂得了

文本意義的意向，那們他們在閱讀作品時，首先見到的就是客體，而且他們常常

就停留在客體上」20讀者在語境營造的氛圍中不自覺將自己代入，因此能察覺於

文本中設計之「未定點」，其定義在英伽登《論文學作品》中解釋為：「再現客體

在我們眼前一般只顯露它們被意義單元正面確定了的一面。一直到能對構建再現

客體的條件進行補充的反思和有關再現客體的每一個特性的問題基本上沒有得

到回答，才使我們意識到了未確定的位置的存在」21意即文學中充滿意義未定的

空白22，需要讀者填補。 

關於未定點的概念，不僅在西方文學理論中存在，以下幾個例證，不約而同

地闡釋著中國文學理論的體系當中，也有意義相近的例子，阮元刻《十三經注疏》

本《毛詩正義》卷一〈毛詩序〉記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

                                                      
18 羅曼‧英伽登著；張振輝譯《論文學作品》，頁 223。在此補充再現的客體層在王岳川《現象學

與解釋學文論》中的說法：「再現的客體層，指作者在文學作品中虛構的對象，這些虛構的對象

組成一個想像的世界。文學作品中再現客體具有一種現實的『外在型態』，它們是具有一種現實

特徵的模擬物，但絕不是現實的。『被想像的客體』（imagened objects）不同於『想像的客體』

（imagena¬–tional objects）。前者超越了想像活動，卻又是這種活動通向意向性內省過的目標。

後者不必經過一種意向活動的內省，相反，它們具有自己特殊性質規定的何自己的秩序，即它們

不被意指而自由存在。」（王岳川《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頁 57。） 

19  定義為讀者思緒陷入文本中設定的想像世界後，在不經察覺的情況下感同身受，遊走於短暫

遺忘現實主體的平衡狀態。 

20 羅曼‧英伽登著；張振輝譯《論文學作品》，頁 219。 

21 羅曼‧英伽登著；張振輝譯《論文學作品》，頁 249。 

22 文本中無形的接合點，為了激勵讀者想像而存在，出自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1926—

2007）《怎樣做理論》：「空白表明文本的各個部分和各個模式之間應該被連接起來，即使文本本

身並沒有對此做出明確表述。它們是文本看不見的接合點，因為它們將種種模式和文本視角相互

區分開來，並同時激勵讀者進行想像。」（沃爾夫岡‧伊瑟爾《怎樣做理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

社，2019 年 9 月，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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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23
上位者藉風化民，下位者藉風諷刺，主

於文而托以諫，說的人免於罪責，聽者卻明其義，表述著意在言外的特徵；《易

經繫辭上》言：「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24書中不將話說盡，說的話不

盡表其意，可看出孔子亦有類似之理念；劉勰《文心雕龍‧體性》指出：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

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

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

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

若總其歸途，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

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熔式經誥，方軌儒

門者也；遠奧者，馥采曲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核字省句，剖析毫

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

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

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

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25 

論其「遠奧者，馥采曲文，經理玄宗者也」，遠奧為深隱，馥采曲文是指文辭含

蓄且曲折，經理玄宗者也解作以老莊玄學為思想依據的，指的是老子「大成若缺」

的意義，《道德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26意即不以完整為大成。 

由上可知含蓄的為文內涵、意在言外的文學特質等中國文學理論與西方文學

理論之未定點皆為以空缺代替完整，仰賴讀者延長感知的文本結構。 

對於未定點本身的定義和例證告一段落，接著解析圖式化觀相層裡對於未定

點樣態的定義，英伽登《論文學作品》中裡提到： 

如果我們感知了那特定的一些觀相，那麼事物相關的和特定的屬性或者以

特定的方式被確認的事物就一定會「親自」向我們顯現出他們的形體。……

這些觀念化的東西某種程度上只是一些具體的但已逝去或飄游了過去的

觀相留下的骨架子和圖式。……如果那個有規律的依從性事實上存在的話，

那不會完全具體到觀相的依從，而只是他們的骨架——圖式的依從。雖然

那些觀相的具體的內容和感知他們的方法各種各樣，很不相同，但它們的

圖式卻有可能是一樣的。27 

                                                      
23 郭紹虞《中國歷代文學論著精選》（上），臺北，華正書局，1980 年，頁 44。 

24 南懷瑾《易經繫傳別講》，臺北，老古文化，1994 年 12 月，頁 354。 

25 羅立乾注釋《新譯文心雕龍》，臺北，三民書局，1994 年 4 月，頁 446、447。 

26 張玉春，金國泰譯注《中國名著選譯叢書‧老子》，臺北，錦繡出版，1993 年，頁 157、158。 

27 羅曼‧英伽登著；張振輝譯《論文學作品》，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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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定點在讀者的感知下產生骨架式或圖式化的兩種觀相，前者具體化方式是以骨

架吸附讀者的想像使其長出血肉，近似於吸附性召喚結構28；後者於缺角的圓餅

圖透過合理的想像補足其空缺，與嵌入性召喚結構29相似。 

關於余光中現代散文中圖式化、骨架式未定點的呈現樣態，依序於以下舉例

說明。 

《聽聽那冷雨‧聽聽那冷雨》如此說： 

聽聽，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聞聞，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

他的傘上這城市百萬人的傘上雨衣上屋上天線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

在海峽的船上，清明這季雨。30 

此段引文透過聽覺、視覺、嗅覺、味覺等方式，切斷閱讀上的良好連續31，藉由

冷雨的聲音景致及氣味滋味，使讀者在聯想中自行對圖式化未定點進行填補，接

著在少數與多數、距離近到遠的對比，將已填補好對雨之聯想，投入更進一層的

圖式化空缺，與本篇散文第一段末、第二段首所說「二十五年，一切都斷了，只

有氣候，氣象報告還牽連在一起。大寒流從那塊土地上瀰天捲來，這種酷冷吾與

古大陸分擔。不能撲進她懷裏，被她的裾邊掃一掃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這樣

想時，嚴寒裏竟有一點溫暖的感覺了」32相呼應，以個體體會群體的冷留下空缺，

進而促使讀者感之其不是孤身一人，最終得出與「嚴寒裏竟有一點溫暖的感覺了」

相近的闡釋。 

接近的例子還有《聽聽那冷雨‧山盟》： 

                                                      
28 出自余秋雨《藝術創造工程》，其提到：「吸附性召喚結構也可稱之為儀式性結構，與嵌入性召

喚結構不同，它主要不體現為以空缺裏捲接受者的直接進入，而是發揮藝術本體的聚合力量，把

接受者吸附在作品周圍，構成審美心理儀式。」（余秋雨《藝術創造工程》，臺北，允晨文化，1990

年 3 月，頁 284。） 

29  這一概念同樣出自余秋雨《藝術創造工程》：「嵌入性召喚結構也可以稱之為虛線結構和空框

結構。它的理論依據是：ㄧ切藝術作品既無法離開接受者而獨立完成，那麼它們也不應呈現為完

成狀態，而應該保留讓接受者進入的空間，埋伏一系列故意留下的空缺。」（余秋雨《藝術創造

工程》，頁 275。） 

30 余光中《聽聽那冷雨》，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4 年四月，頁 33。 

31  指空白把原本連貫且並未造成感知延長的語句斷開，引發文本各部分的不連貫，促使讀者進

行反思，出自沃爾夫岡•伊瑟爾《怎樣做理論》，其說明「故事將『良好的連續』懸置起來……文

本各部分之間的不連貫性引發了讀者頭腦中的綜合活動，原因在於空白導致了已經形成的各個

獨立觀念之間的衝突，從而抑制了『良好的連續』，而後者是理解的一個前提條件。」(沃爾夫岡•

伊瑟爾《怎樣做理論》，頁 77。) 

32 余光中《聽聽那冷雨》，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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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朝山，是回家，回到一切的開始。有一天應該站在那上面，下面攤

開整幅青海高原，看黃河，一條初生的臍帶，向星宿海吮取生命。他的魂

魄，就化成一隻雕，向山下撲去。 

……。 

那只是，想想過癮罷了。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七四七才是一隻越洋

大雕，把他載回海島。一九七二年。崐崙山仍在神話和雲裏。黃河仍在詩

經裏流著。島有島神，就先朝島上的名山吧。 

……。 

他們向冷上加冷的高處出發。朱紅色的小火車衝破寒霧，在漸漸上昇的軌

道上奔馳起來，不久，嘉義城就落在背後的平原上了。33 

文中的「海島」自始至終並未直接說明為何方，但讀者卻能讀懂這島即為「臺灣」，

線索來自「那不是朝山，是回家，回到一切的開始」、「那只是，想想過癮罷了。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崐崙山仍在神話和雲裏。黃河仍在詩經裏流著。島

有島神，就先朝島上的名山吧」及「他們向冷上加冷的高處出發……不久，嘉義

城就落在背後的平原上了」，前三句透露無法返鄉回中國的折衷之思，最後一句

留下此替代方案的高山座落於嘉義，這兩點勾勒出未完成的圖式化未定點，但在

聯想中便能得出符合語境的合理解讀。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記憶像鐵軌一樣長》中如此道： 

黑暗迎面撞來，當頭罩下，一點準備也沒有，那是過山洞。驚魂未定，兩

壁的迴聲轟動不絕，你已經愈陷愈深，衝進山嶽的盲腸裡去了。光明在山

的那一頭迎你，先是一片幽昧的微熹，遲疑不決，驀地天光豁然開朗，黑

洞把你吐回給白晝。34 

這段引文中，破壞了良好的連續之語句在於「黑洞把你吐回給白晝」，根據「黑

暗迎面撞來，當頭罩下，一點準備也沒有，那是過山洞」與「光明在山的那一頭

迎你，先是一片幽昧的微熹，遲疑不決，驀地天光豁然開朗」兩處的緣起緣滅，

將黑洞把你吐回白洞的意義未定有了明確的填充，造成使讀者意識駐足，反覆思

量的效果。 

上述的例證講述著圖式化未定點於文本中，填補空缺前與後各自造成了不同

形式的反思，前者破壞良好連續，揭開未定點的位置；後者經由反思使感知綿延，

使具體化更加鮮明，下列將舉出骨架式未定點於余光中現代散文中的例子。 

                                                      
33 余光中《聽聽那冷雨》，頁 10、11。 

34 余光中《記憶像鐵軌一樣長》臺北，洪範書店，2006 年 8 月，頁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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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聽那冷雨‧聽聽那冷雨》中提及： 

驚蟄一過，春寒加劇。先是料料峭峭，繼而雨季開始，時而淋淋漓漓，時

而淅淅瀝瀝，天潮潮地濕濕，即連在夢裏，也似乎把傘撐著。而就憑一把

傘，躲過一陣瀟瀟的冷雨，也躲不過整個雨季。連思想也都是潮潤潤的。

每天回家，曲折穿過金門街到廈門街迷宮式的長巷短巷，雨裏風裏，走入

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這樣子的臺北淒淒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

整個中國整部中國的歷史無非是一張黑白片子，片頭到片尾，一直是這樣

下著雨的。這種感覺不知道是不是安東尼奧尼那裏來的。不過那一塊土地

是久違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紀，即使有雨，也隔著千山萬山，千

傘萬傘。二十五年，一切都斷了，只有氣候，只有氣象報告還牽連在一起。
35 

由上可知，經由各式對於淒冷、雨的疊字形容詞，設計出了骨架式的未定點，讀

者在文意閱讀的過程中因疊字數量眾多，從而根據長短不一的字詞排列，使對於

冷雨的聯想更為宏大及立體。  

除了上述的視覺樣態方法，在《聽聽那冷雨‧山盟》中採用引古典詩詞的方

式塑造骨架： 

站在一叢叢一簇簇的白尖白頂之上，反而悵然若失了。爬啊爬啊爬到這上

面來了又怎麼樣呢？四個小女孩在新大陸玩得很高興。她們只曉得新大陸，

不曉得舊大陸。「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忽然他覺得非常

疲倦。體魄魁梧的崐崙山，在遠方喊他。母親喊孩子那樣喊他回去，那崐

崙山系，所有橫的嶺側的峯，上面所有的神話和傳說。落磯山美是美雄偉

是雄偉，可惜沒有回憶沒有聯想不神秘。36 

這段引文在「她們只曉得新大陸，不曉得舊大陸」和「落磯山美是美雄偉是雄偉，

可惜沒有回憶沒有聯想不神秘」的鄉愁意識之上，套入「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

巉巖不可攀」的骨架式未定點，以〈蜀道難〉的引用作為血肉，使讀者對於這份

鄉愁多了一份對於距離和艱難的聯想。 

綜上所述，余光中現代散文中不乏未定點的使用，且兩種模式各造成不同的

效果，促成讀者不同程度長短的反思，及愈加鮮明的具體化想像，因此造就文本

與讀者產生連結時，空缺與聯想形成的不對等美學感知。 

                                                      
35 余光中《聽聽那冷雨》，頁 31。 

36 余光中《聽聽那冷雨》，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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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語 

綜觀全文能發現，余光中現代散文側重於讀者層面的研究尚有許多能探討的

部分，透過對於兩種不同型態的美學效果的剖析，將目前未被探討的部分進行不

同層面的剖判。 

本文依循英伽登訂立的意向性客體理論將文本拆分為「語音組合層及意義單

位層」、「再現的客體層與圖式化觀相層」兩個部分進行不同方面的美學解碼，發

現了「詩性語言」、「未定美學」這兩種不同的美學建構方式。 

第二部分在對於余光中現代散文裡字、詞、句子、段等四個單位的意義變動

觀察下，發覺其語言有經過設計，在不同層次產生的意義變化會與原先意義不對

稱，從而誕生詩性，藉此進一步釐清其現代散文中詩性語言之構築與讀者感受到

的美學效果。 

第三部分因僅探討「再現的客體層與圖式化觀相層」的美學特徵——未定點，

故將其中骨架式與圖式化兩種類型為這部分的主軸，透過余光中現代散文的分解

下，覺察出其上述兩種類型的未定點均有使用，不論是骨架式的再現血肉抑或圖

式化的空缺填補，兩者都會使讀者無法直觀便理解其語意，必須經過聯想具體化

才能理解，從而誕生了不對稱，雖然與第二部分同為不對稱，不過卻是不同層次

的美學感知。 

本研究以「意向性客體美學」的角度，試圖在余光中散文的研究上，走出一條無

人踏入的道路，以不同的文學理論，填補這方面探討之不足，並在研究過程中佐

以中國文學理論相似的概念進行更為縝密的佐證，使相關研究能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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