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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比喻的“陌生化”

江　南
（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摘　　　要：新时期小说比喻的结构形式较之传统比喻没有很大变化，但是在相似点及喻体的选择及功能
上与传统比喻大异其趣；他们脱离了简单的类比和替代，颠覆了传统比喻的“阐释”功能，更多的是为了创造一

种“陌生化”的效果。文学语言不仅制造陌生感，而且它本身也是陌生的。“陌生化”原则驱使新潮作家在比喻

上不断求新、求异，莫言小说语言的“陌生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比喻来完成的。其比喻的“陌生化”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比喻的“异质远距”与审美的“陌生化”；喻体的独立与意象的“陌生化”。比喻更多地被用来作为

莫言自己主观感觉抒发并使特定现实成为自己情感体现的象征和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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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其理论
认为，文学语言不仅制造陌生感，而且它本身也是陌

生的。“陌生化”原则驱使新时期作家在比喻上不断

求新、求异，许多小说语言的“陌生化”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比喻来完成的。人的联想本无拘禁，新时期以前

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的感觉和想象应当也是活跃的、跳

荡的，在天地之间自由地驰骋来往；但是传统创作方

法和美学观一方面多少抑制了这种想象，另一方面更

重要的是它使作家不敢违背常理，在相似点较弱或有

着较大背离的事物之间大胆地勾连。莫言认为“想象

力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最宝贵的素质”［１］。莫言艺

术视野开阔，在小说中，他很少简单地把比喻当作深

入浅出地说明问题的一个工具，更多的是把它作为自

己主观感觉抒发并使特定现实成为自己情感体现的象

征和替代物，凭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把内心深处的感

觉，不露痕迹地用比喻外化成语言。笔者拟从比喻的

“异质远距”与审美的“陌生化”、喻体的独立与意象的

“陌生化”这两个方面分析论述莫言小说的比喻。

一、莫言小说比喻的“异质远距”与审美的“陌生化”

相似点是比喻赖以成立的基础，传统比喻的相似

点比较直观明了，通常是实指的并可以落实到某一具

体的点上，读者凭借基本常识可以立刻判断本喻体的

共同之处，甚至都不会在意这个比喻的存在。但是一

切惯常思维都是新颖奇特的死敌，“比喻的矛盾在于，

在物理世界和文化世界中，相似点越是普遍时，平常

解码的困难就越小，新奇感也就越差；反之，越是不平

常的，很少见的，就越是新奇，理解也就越是困难。新

奇感的满足是以解码的困难作为代价的”［２］。因此，

设喻的成功关键在于相似点“似”与“不似”之间距离

的把握。

“异质远距”是英美新批评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比

喻原则，指的是为了扩大比喻的容涵，使想象的空间

更广阔，文学比喻常使喻体和喻旨分属完全不同的经

验领域［３］。瑞恰兹把比喻分为两个部分，喻体与喻

旨，前者是一种具体的形象，后者则是从形象中引申

的抽象意义。一般来讲比喻中的明喻是喻体对喻旨

的直接说明，而隐喻则要求喻体与喻旨“远距离”“异

质”。综此理解，“异质”是指本喻体的性质不同，“远

距”是指比喻的相似性比较模糊隐晦，莫言在小说创作

中对“陌生化”比喻作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他常将分

属于两个无关认知域的本体和喻体进行并置，使读者

无法从常规的理解中去把握二者之间的相似性，“陌生

化”比喻便由此产生 。下面分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本喻体的“异质”与审美的“陌生化”

“异质”是指本喻体的性质不同，二者之间的联

系是不合逻辑的。在小说创作中，莫言天马行空般地

驰骋自己的想象，比喻始终处于一种充满张力的状

态，他不关注本喻体的相关性系数有多大，将比喻作

用于两个不相干、关联性不强的事物之间，由于本喻

第３０卷第６期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平顶山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０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５



 
 
 
 
 
 
 
 
 
 
 
 
 
 
 
 
 
 
 
 
 
 
 
 
 
 
 
 
 
 
 
 
 
 
 
 
 
 
 
 
 

 

体的“异质”与相似点的隐晦，从而使表达内容含蓄、

模糊和多义，“陌生化”效果很强烈，带来的审美刺激

也就更大。例如：

（１）街上尘土很厚，一辆绿色的汽车驶
过去，搅起一股冲天的灰土，好久才消散。

灰尘散后，他看到有一条被汽车轮子碾出了

肠子的黄色小狗蹒跚在街上，狗肠子在尘土

中拖着，像一条长长的绳索，小狗一声也不

叫，心平气和地走着，狗毛上泛起的温暖渐

渐远去，黄狗走成黄兔，走成黄鼠，终于走得

不见踪影。（《枯河》）

（２）一群老百姓面如荒凉的沙漠，看着
他的比身体其他部位的颜色略微浅一些的

屁股，这个屁股上布满伤痕，也布满阳光。

百姓们看着它，好像看着一张明媚的面孔，

好像看着我自己。

他的父母全都目光呆滞，犹如鱼类的眼

睛。（《枯河》）

例（１）本喻体“狗肠子”与“绳索”在外形上有很
多相似，但在深层上这违背了常人的感知经验，二者

是 “异质”的，并且是“陌生化”比喻。这个比喻描写

的场景在小说里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农家少年小虎

爬上白杨树树梢看到了小狗被碾后在路上行走；第二

次，小虎从树上掉下来砸昏了村书记女儿小珍，于是

两只磨得发了光的翻毛皮鞋直对着他的胸口来了，在

惶恐与痛苦间小虎再次想到小狗被碾的场景。该场

景是超现实的，被汽车碾出了肠子的小狗很难继续行

走，更不会心平气和，实中有虚的描写是一种“陌生

化”的隐喻表达，小虎承受了太多的凌辱和谩骂后走

向了死亡，绝望、麻木，如同那条小狗一样。身体的痛

楚被剥离后更显示残酷，给人的情感冲击更强烈。

例（２）农家少年“他”因偶然过失被乡干部迫害
致死，例中 “荒凉的沙漠”“鱼类的眼睛”与“百姓的

面孔”“父母的目光”相比，乍读难以接受，但这些不

相干的元素通过艺术的想象与联想建立了一种微妙

的联系，给阅读体验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冲击力，比喻

的“陌生化”所激发出的读者想象和联想欲望也就更

强烈，每个读者都可以凭借个人的人生体验，在“孩子

布满伤痕与阳光的屁股”和“明媚的面孔”等蒙太奇

画面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完成对这个文学比喻最个

人化的解读。少年用自己的死报复了父母，留下那个

伤痕累累的屁股，在灿烂的阳光下，好像明媚的面孔，

好似少年解脱的微笑 。

（二）本喻体“互喻、交叉”与审美的“陌生化”

在言语形式上比喻通常是突出相似点的，即把喻

体的特点主观上加给本体，说成本体也有，如果反其

道而行之，把本体所具有的特点主观加给喻体，即把

“Ａ（本体）像 Ｂ（喻体）”转成 “Ｂ像 Ａ”，这就是本喻
体间的回环互喻、转换往复。另外“Ａ像 Ｂ”结构中还
有一种“陌生化”形式，本喻体间跳跃式的非线性逻

辑的交叉表述 。总之，设喻者是希望从一个崭新的

角度去理解熟知或是不熟知的事物，从而达到“陌生

化”的认知、审美效果。例如：

（３）晚霞像一抹鲜红的眉毛，她的眉毛
像鲜红的晚霞。（《十三步》）

（４）我像思念板石道上的马蹄声一样
思念粗大滑畅的肛门，像思念无臭的大便一

样思念我可爱的故乡。（《红蝗》）

例（３）中本喻体“晚霞”“眉毛”不相干、不相似，
却回环往复、相互转换，比喻形式奇特，相似点模糊，

而且前后明喻在相似点的表述上有很大差别，我们用

一个简单的图式来说明：在明喻的基本结构“Ａ像 Ｂ”
中，Ｂ通常被认为是用来说明Ａ的，使表达更明白、更
形象生动。第二个明喻借助喻体“晚霞”的特点“鲜

红”去说明、解释描述本体“眉毛”是符合一般修辞比

喻表述的，但是第一个明喻把本体“晚霞”的特点“鲜

红”主观地强加给了喻体“眉毛”，显然是文学比喻的

“陌生化”表述，需要读者的想象和揣摩。除了本喻

体关系的创新外，在语义逻辑上，本喻体还可以发生

交叉联系。

例（４）前后两个明喻本喻体语义上有交叉联系，
本体Ａ１“思念粗大滑畅的肛门”与喻体Ｂ２“思念无臭
的大便”有语义联系；本体 Ａ２“思念我可爱的故乡”
与喻体Ｂ１“思念板石道上的马蹄声”语义有联系；二
者相互对照、说明，共同完成意义的传达。与逻辑明

晰、语言精确的比喻相比，这种从甲事物突然跳到乙

事物，不受正常逻辑思维的制约的非线性逻辑交叉表

述，“相似点”一定是“陌生化”的，也更容易表达心中

那种微茫倏忽的复杂感受。

（三）本喻体情感背离与审美的“陌生化”

传统比喻认为，比喻的本体与喻体要遵守情感和

氛围上的一致性，也就是说，相关的两个事物所带的

情感色彩应当大体上是一致的，体现出鲜明的立场和

态度。但是新时期作家超越了这个规范，在有着情感

背离的事物之间大胆地勾连，从本喻体矛盾表达与不

同范畴中，读者努力寻找和谐共通点的过程即获得

“陌生化”审美的过程。莫言对丑有一种迷恋，他经

常以优美的文字、欣赏的口吻展现丑的意象，“如华丽

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红高粱》），丑的美化

或美的丑化即二元形态内质的相互转化，使莫言比喻

的意象具有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例如：

（５）每到一地儿，我都用数码相机拍
照，就像公狗每到一地就会翘起后腿撒尿一

样。（《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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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王仁美说，姑姑是共产党的忠实走
狗，党指向哪里，她就咬向哪里……（《蛙》）

例（５）中，用相机拍照可以说是很高雅的事情，
可是偏偏与“狗撒尿”这样低俗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这是个看似相距甚远，实则是有相似之处的比喻，每

到一地用相机拍照的行为与公狗每到一地就会翘起

后腿撒尿一样，都是一种习惯行为，从而表现出“我”

对拍照的喜爱已经成为一种生理习惯。该比喻将分

属于完全陌生经验领域的对象并置，在情感背离中二

元形态的内质发生转化———丑的美化使莫言的比喻意

象具有了“陌生化”效果，给读者的阅读体验造成了一

种新鲜强烈的冲击力。

例（６）中这种情感背离更加明显，“走狗”比喻受
人豢养的帮凶，是一个带有鲜明贬义色彩的词，喻体

“走狗”与本体“共产党”两个语词在感情色彩上存在

明显差异，“陌生化”效果也很明显。只有通过整篇

文章的小语境及社会大语境才能把握作者真实情感

意图所在。“姑姑”为了贯彻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背

负了无数骂名，只得忍辱负重，作者对之有嘲讽也有

敬重，借小说人物王仁美之口，用农村妇女最粗俗的

语言表达了对“姑姑”又怕又恨的复杂情感。写作小

说《蛙》时，计划生育政策备受质疑、诟病，也给了作

者莫言指责“姑姑”的不人道行为以胆量。

比喻的深层结构具有或潜在具有本体、喻体、相

似点三个要素，王希杰借鉴转换生成语言学的理论，

提出比喻深层结构的第四个构成要素“相异点”，这

也暗合了“异质远距”的原则。本喻体“异质”是比喻

的前提，“相异点”是没有选择的；“相似点”的隐晦、

清晰却是相对的，因为从理论上讲，任何事物都有大

小不一的相似性，即都有“远距”与“近距”之分。在

新时期小说中，还有一类比喻是更“出格”的，这类比

喻中本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虚化，它们在某种意义上

成了徒有其表的形式，使用比喻只是做做样子，而其

基本要求则被悄悄地搁置在一旁。这种比喻的相似

点几乎是在有和没有之间，如果相信其有，或许多少

能品出一些味来，否则，就只能将其看作那种诗意的

咏叹了。例如：

（７）有关那头牛的回忆纷至沓来，犹如
浪潮追逐着往沙滩上奔涌；犹如飞蛾，一群

群扑向火焰；犹如铁屑，飞快地粘向磁铁；犹

如气味，丝丝缕缕地钻进鼻孔：犹如颜色，在

上等的宣纸上洇开；犹如我对那个生着一张

世界上最美丽的脸的女人的思念，不可断绝

啊，永难断绝……（《生死疲劳》）

例（７）用博喻形式对抽象概念“对牛的记忆”进
行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的描绘，从视觉、嗅觉或感

觉等方面多角度设喻，“浪潮奔涌”“飞蛾扑火”“铁屑

粘向磁铁”“气味钻进鼻孔”“颜色在纸上洇开”“我对

女人的思念”，６个比喻体现出了解放被压抑在内心
深处的痛苦记忆一直如影随形，想忘怀无法消失，终

究 “奔涌”不息。在博喻形式中，与其说要用喻体去

说明什么，不如说这就是作者状物、抒情的一种手段。

在莫言小说中，也有“异质远距”的比喻，因为本

喻体联系过于生硬、勉强，属于不成功的比喻。如“黄

胡子新剃过头，头皮绿油油的，像狗眼一样。”（《玫瑰

玫瑰香气扑鼻》）该例似乎已经越过了比喻的一些最

基本的规定，人们很难想象“头皮”如何像“狗眼”，其

联系过于牵强。如果一个比喻 “异质远距”了，但由

于其相似点缺少含蓄内隐，内容上也就缺少了耐人寻

味和驰骋想象的空间。

二、莫言小说喻体的独立与意象的“陌生化”

“意象”是我国古典美学术语，“意”指的是创作

主体的思想感情，“象”指的是创作客体的客观物象，

所谓“意象”就是作者主观感情与客观物象的融合。

在比喻的基本结构“Ａ像Ｂ”中，喻体Ｂ通常被认为是
用来说明Ａ的，自己不具有独立性。新时期小说中许
多比喻打破了传统的本喻体关系，喻体不再受制于本

体的统辖，而是逐渐获得了独立性，不仅指向本体，更

指向自身。莫言是一个一向以“陌生化”表现著称的

作家，他的创作如天马行空，“常行于所当行，而止于

不可不止”。他总是乐于抓住任何机会将他心中那沸

腾如大锅的情感世界表达出来，其设喻的目的不是或

不完全是为了说明 Ａ，恰恰相反，莫言是为引出 Ｂ才
以Ａ为本体。这里Ａ成了陪衬，Ｂ反而成为信息的焦
点，凸显了自身特征，具有了叠加、并列等复杂多变的

意象，这些意象由于其“陌生化”特质强化了读者对喻

体Ｂ的感知与想象。意象叠加和意象并列都是中国古
典诗歌中常用的技巧，下面从这两个角度分别阐述。

（一）喻体的独立和拓展、绵延及其意象的并列

在比喻的两个要素本体和喻体之间，作者总是要

有所侧重的，在传统文学中作者侧重的一般是本体，

因为本体是那个被描写、被表现的事物，是叙述的中

心项，而喻体只是用来阐释主体的手段，它是附加的、

从属的，它的存在依赖于本体的存在。但是在新时

期，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因为作品理性阐释的要求有

所削弱，而感性和情感表达的要求大大提高了，日神

精神趋衰而酒神精神趋盛，艺术表现成了许多作家最

高的追求，而喻体较之本体来说，一般总是较具体和

具有较强的形象性，因此受到一部分作者的青睐。在

莫言小说的相当一部分比喻中，喻体的说明性、附加

性有所削弱，它们拥有了更大的独立性，作者不再用

一两句话将本体说明了就了事，而是精心刻画、描绘，

使喻体绵延、拓展、意象繁复并呈并列关系，以发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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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表现功能。另外，这里说的意象并列，只是相

对而言，其意象之间仍然有一定的联系。例如：

（８）爷爷觉得这个人的脸像一条漫长
的道路，路上铺满了土黄色的傲慢灰尘，灰

尘中弥散着狡诈的狐狸的气味。（《红高粱

家族》）

（９）摇摇晃晃的牛车，像一团黄色的暖
云，像一个暖的梦、像一碗黏稠的、半透明的

发酵黄豆酱，渐渐离你而去，远你而去，……

（《欢乐》）

例（８）中“一条漫长的道路”同一般比喻中喻体
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它是形式意义上的喻体，另

一方面它又是完整喻体的一部分。其后作者运用顶

真格，对“道路”进行了限制与补充，由“道路”谈到上

面土黄色的灰尘，由“灰尘”联想到狡诈的狐狸气味，

作者将视觉与嗅觉统合起来构成一个立体的多层次

的意象，以此作为这个比喻的喻体。“道路”之后的

两个补充分句同本体八路军的脸在语义上相关，读者

不难将这个印象同本体联系起来，风尘仆仆，疲惫不

堪，奸邪狡黯。事实上这个以“道路”为核心构置起

来的并列意象真实地再现了叙述者对当时八路军的

印象，并左右读者的阅读与价值判断。叙述者和比喻

共同塑造的意象，由于其“陌生化”特质强化了读者

对脸及相应主体人物的感知与想象。

例（９）中本体为“摇晃的牛车”，而喻体则由“暖
云”“梦”“黄豆酱”来承担。联系文章背景看，农村

孩子齐文栋，５次高考，５次败北，希望化为泡影，努力
化为乌有。在走上不归之路时，齐文栋看见一辆很大

很破的牛车载着几十捆金黄的早熟的谷子，谷穗耷拉

到车辕外，像黄鼠狼的尾巴……车上坐着一男一女，从

年龄上看像母子，从表情上看像夫妻……蹒蹒跚跚地

拐进村去，建仓和他的“老婆娘”用鞭杆和谷穗子撩起

齐文栋的一串杂色的回忆，梦游…… “黄色的暖云”

“暖的梦”与“黄豆酱”是可供多义阐释的符号，不同生

活体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黄色”：高考的希望，

“梦”：捡到金刚石，“暖”：对人世的留恋），喻底即相似

性并没有缺席，但不够不明确，意象呈并列关系，比喻

的“陌生化”特质都增加了读者感知的难度。

（二）分喻的依傍、制约及其喻体独立后意象的

叠加

莫言小说喻体的独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多个形

式上独立的分喻贯穿在一起，我们姑且称之为“联

喻”。在这个“联喻”中，每—个分喻都互为对方的语

境，它们彼此参照、补充、制约、依傍，共同构成了作品

中的一个叙事层面。意象叠加就是多个意象渗透交

融成一体，是一种颇具“陌生化”审美效应的意象表

达方式。传统喻体的意象通常很单一，由一个词语、

一件事物充当足矣，莫言小说的“联喻”中分喻的贯

穿将喻体连续使用，意象不再单一而是几幅画面叠加

在一起，重复呈现，如同所谓蒙太奇（用一连串画面并

置形成不见于任一画面的一种抽象观念）手法，它是

一种非线性的逻辑关系。请看下例：

（１０）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
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

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

条船舷。（《红高粱家族》）

（１１）奶奶三十年的历史，正由她自己
写着最后的一笔。过去的一切，像一颗香气

馥郁的果子，箭矢般坠落在地，而未来的一

切，奶奶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些稍纵即逝

的光圈，只有短暂的又粘又滑的现在，奶奶

还拼命抓住不放。（《红高粱家族》）

例（１０）实际上由三个形式上独立的比喻构成，
在这个联喻中，每—个分喻都互为对方的语境，它们

彼此参照、补充、制约、依傍。奶奶像岸一样———安全

的象征；雾像海水一样———凶险、莫测的命运；余司令

像船舷———险恶环境中的一点依托。这三个分喻呈

现出三个单一意象的前后叠加，乍看起来彼此孤立，

但由于它们被人物的感情逻辑所维系，合成一个统一

的意象，联系起来一个谐美完整的有机体。其表层义

似乎是说空间的分离，深层意蕴则是对险恶感的暗

喻。并置叠加的三个意象，其组合具有很大的跳跃

性，意象与意象之间留有大片的艺术空白。

例（１１）用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奶奶垂死的
状态就像树上成熟的果子即将坠地，二者的相似在于

那种留不住和不可把握的感觉，或许还有一种无可奈

何；第二个比喻中，果子即将坠地中“奶奶”希望抓住

稍纵即逝（英译者翻译为“ｆｌｅｅｔｉｎｇｐｒｅｓｅｎｔ”———疾驰
的，飞逝的；短暂的）的生命却什么也抓不住，“未来”

是“虚幻的光圈”。第三个比喻中 “又粘又滑的现

在”是一个以通感为基础建立的比喻，其一层意思：奶

奶死前现在正大量的流血；其二它又暗示了“现在”

的不可把握。该例通过叠加的意象 “香气馥郁的果

子箭矢般坠落在地”“稍纵即逝的光圈”“又粘又滑的

现在”在“悲剧美”这一范畴中共同构成了奶奶生命

逝去的隐喻。诸多貌似零碎的意象群叠加后便犹如

草蛇灰线一般，虽若断若续，然形断实连。

传统比喻通常是用熟悉的比罕见的，浅显的比深

奥的，具体的比抽象的，“如果喻体不是读者常见熟知

的，就达不到比喻的目的”［４］。喻体是对本体特征的

有效并极形象的修饰，但是这样一种单一化的修饰，

不能脱离简单的类比和替代，无法形成距离和冲突，

也自然谈不上文学张力了。在一种新观念的支配下，

新时期先锋作家如莫言等在 （下转第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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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喻时“异质远距”，大大拉开了本体与喻体的距离，

并由传统比喻的重本体转向重喻体，强化了喻体的地

位，淡化了原来的说明性，从而使喻体超越了原来被

指定的角色，在修辞活动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比喻

的“异质远距”把两个关联性不强的事物组合在一

起，这种 “陌生化”感觉营造出充满空白的语言空间，

使阅读者通过想象，跨越多个心理空间从中获取信

息，然后在复合空间中将它们进行重新整合，最后从

一个崭新的角度去理解熟知的事物或是未经历过的

事情，从而达到认知、审美的“陌生化”效果。有研究

者把比喻的喻体设为 Ａ，喻旨设为 Ｂ，然后用图式来

表明两种比喻的差别：“对一般修辞比喻的表述就是

Ａ→Ｂ，即借助Ａ去说明、解释 Ｂ。而对于文学比喻的

表述是Ａ＋Ｂ＝Ｃ，即喻体 Ａ和喻旨 Ｂ各自作为独立

的意象，是并列的，Ａ和Ｂ相互作用产生 Ａ和 Ｂ身上

都不具有的复合义Ｃ，这个意义需要读者的想象和揣

摩。”［５］莫言比喻用含蓄蕴藉的语言去传达现代人复

杂的思想感情，“异质远距”、意象叠加并列的特性和

“陌生化”审美效果是莫言比喻和传统比喻的主要区

别，并使之成为他小说中的一道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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