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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认知诗学是滥觞于本世纪初的一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研究，在学科定位、学理基础和研究范畴等

方面存在含混，研究实践与研究名称依然名不副实。本文把认知诗学置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用后现代哲学思想反观其

学科定位与发展前景。参照其基本诗学观———体验人本观和多元识解观，我们深信认知诗学将会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

姿态，进一步拓展疆域，突破发轫之初的基于认知科学的诗歌研究范式和之后的认知语言学应用范式，真正发展成为一

种立足于普世体验认知和社会文化认知、面向一切文学样态、探究文学基本命题的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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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Cognitive
Poetics in the View of Post-Modern Context and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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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cross-disciplinary study of literature，emerging at the start of this century，cognitive poetics has suffered from somewhat
blurry delineation concerning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and research scope as well，and from dissonance
between subject title and practice． Scrutinizing it from its social context and philosophy of post-modernism，we present our princi-
pled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in regard to the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and prospectiv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poetics． It is our
firm belief that cognitive poetics，by virtue of its two basic tenets — embodied humanism and multi-construal，bound to be more
open and broad in terms of research scope and paradigm，broadening from its narrowly defined approach，i． e． ，cognitive-science-
based study of poetry and subsequent cognitive-linguistics-based application to literature，will develop into a fully fledged literary
theory which provides adequate account for the basic literary propositions for diverse types of literature by taking an integrated ap-
proach of both universal embodied cognition and social-cultural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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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从“认知诗学”这一术语在 1983 年由以色

列特拉维夫大学 Tsur 提出之后，其研究内涵和范

式不断扩展。起初，Tsur 本人把它界定为“一种

文学批评方法”，其主旨在于运用认知科学提供

的工具，探究人类信息加工的过程如何影响和制

约诗歌的语言与形式，为文学文本结构与感知效

果之间的关系作出系统的解释。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以

Lakoff、Johnson 和 Turner 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家

运用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理论中的日常认知

机制，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这一时期认知诗学从

狭义的基于认知科学的诗歌研究扩展到基于认知

语言学针对整个文学语类的研究。
21 世纪初，以 Stockwell 的专著《认知诗学导

论》( 2002) 及 Gavins 和 Steen ( 2003) 主编的论文

集《认知诗学实践》为标志，认知诗学的研究对

象、范畴和方法等日渐明晰。Stockwell ( 2002 )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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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指出，认知诗学的研究要义为阐释文学阅读的

认知过程，意在解剖文学意义，特别是概念意义的

解读过程。之后，在其新著《文本肌理: 认知美

学》( 2009 ) 中，Stockwell 把对文学阅读中概念意

义的关注拓展到审美和情感维度。
从国外上述研究进程可以看出，认知诗学的

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尚存含混，研究实践与研究

名称之 间 尚 名 不 副 实。正 如 我 国 学 者 熊 沐 清

( 2009，2011) 、蒋勇军( 2009) 、赵秀凤( 2012) 等人

提出的质疑: 既然名称上为“认知诗学”，那么其

核心应该为“诗学”，“认知”只不过表明其不同于

其它诗学的角度或路径，隐含其跨学科的属性。
然而，从研究实践看，目前的认知诗学研究还是基

于认知语言学理论应用的具体文学文本分析有

余，诗学理论建构不足。

2 后现代和认知诗学的学科基点
在讨论后现代视野下的认知诗学的学科定位

和发展前景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后现代”这

一术语的所指以及认知诗学学科定位的基点加以

概述。
2． 1 后现代语境和后现代哲学

“后现代”通常全称为“后现代主义”，它往往

首先指继“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哲学思

潮之后在西方兴起的一个哲学转向( 王寅 2009;

2012a，b，c，d) 。该哲学思潮以“反传统、超基础、
去中心、非理性、后人道、多元化、不确定等”为特

征，于 20 世纪 50 － 60 年代在欧洲崛起，迅速风靡

世界，并把“触角伸向各领域”( 王寅 2012b: 10) ，

从哲学渗透到文学艺术、社会文化等领域 ( 王治

河 2006) ，其内涵所指也不尽相同。
在这里，我们首先用“后现代语境”这一宽泛

术语来笼统描绘当代社会文化语境，藉此以理解

我们所处的时代和认知诗学的研究对象———文

学，旨在从文化方位和文化样态的角度，思考认知

诗学的学科定位和研究范式。后来，我们用“后

现代哲学”这一狭义术语从哲学基础入手，厘清

认知诗学兴起的理据，勾勒出其发展前景。
2． 2 认知诗学的学科基点

对于认知诗学学理基础和理论框架的思考离

不开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即学科归属。我们坚持

一贯的主张:“认知诗学”研究对象和方法可以各

有侧重，但是，作为一个研究整体其最终的落脚点

应该是“诗学”，而不仅限于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或

认知文体分析( 赵秀凤 2012) 。其研究范畴应该

涵盖文学交流的整个过程: 作者 － 阅读 － 读者，而

不只片面聚焦文学阅读这一中间环节。在学科谱

系上，虽然可以有多个学科，如认知科学、认知美

学、文艺学等，之间的交叉融合，但其终极发展趋

势理应是“诗学”，在这一上位学科框架下构建不

同于其它诗学的文学理论体系。

3 基于后现代语境的设问与思考
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交流图景发生了巨

变，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文学性、审美性、文学交流

过程等传统概念，也影响着我们对认知诗学学科

内涵的理解和对其研究疆域的框定。
3． 1 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交流图景

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论大师詹姆逊( 2004)

曾把后现代文化特征精辟地概括为: 文化大众化、
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业化。电子媒体的普及和文

化商品化的迅猛推进，消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高雅文 学 与 通 俗 文 学 之 间 的 界 限 ( 蓝 水 熊 筝

2005: 68) 。立足于视觉的大规模复制生产和快

餐消费模式使传统的高雅文学或文化与大众之间

的距离荡然无存。这势必引发当代文学疆域的扩

张和文学阅读及审美模式的转变。
面对“语言霸权”正逐渐让位于“图像霸权”

的后现代文化实践，米歇尔在《图像理论》中断

言: 20 世纪学界关注“语言转向”的哲学图景已经

转化为 后 现 代 社 会 的“图 像 转 向”命 题 ( 凌 逾

2009: 1) 。在该语境中生产的文学，由于叙事追

求能指化和感官刺激倾向导致文学日记化、传记

化和生物化。
面对文学实践的新变化，我们不仅要问: 文学

图景的变化是否冲刷着认知诗学所考察对象的固

有疆界及关于文学性的考量? 视像文学、数字叙

事是否应名正言顺地纳入文学考量的视野? 认知

诗学该如何阐释数字文学( digital fiction) 或多模

态文学( multimodal fiction) 所引发的叙事模式和

审美机制的改变? 如何阐释文学的想象和幻想空

间及读者所产生的迷幻式的情感和认同? 认知诗

学对当代文学交流过程的考察是否应关注认知审

美体验方式的改变? 在考察共鸣之类的认知审美

机制时，是否应考量世俗的赏心悦目和深层审美

性 /文学性表征之间的区别?

3． 2 后现代语境中的认知审美趋向

我们必须在后现代文学交流图景中寻求上述

问题的解答。一方面，传媒技术的发展和视觉文

化的盛行催生了人们感知经验模式和审美取向的

变异，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人们更倾向于将想象

的世界空间化，将文字的世界图像化。这一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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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取向向建立在距离之上的一系列传统文学理

念如“模仿、想象、陌生化、修辞”发出了挑战，并

在强大的数码技术的协助下愈演愈烈。如在计算

机环境下存在和体验的数字小说 ( 包括互动小

说、超文本小说、虚拟现实叙事等) ，依赖数字媒

介及人机交互技术，以多维空间、动态的、声情并

茂的姿态消解了传统印刷文本的物理时空间距

( 凌逾 2009: 2) ，以极其逼真的姿态构筑虚拟故事

世界，使读者沉浸于其中时经历不同于阅读传统

印刷叙事时的虚构化，突破传统小说阅读过程中

的心理认知体验图式。后现代文化所塑造的审美

体验取向，重塑着文学创作和阅读实践，重塑着当

下的文学交流图景。数字传媒技术摆脱了语言文

字线性的桎梏，为立体多线性叙事结构的实现创

造了条件。利用人际交互的动态定位功能，读者

可以自由地选择、拆分、组构叙事顺序和路径，产

生独特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情趣。Alison Gibbons
( 2012) 在对多种多模态叙事进行系列研究后发

现，多模态叙事把读者与文本的交互方式本身前

景化了: 充分发挥色彩、线条、声响、剪辑、镜头等

非语言媒介与语言文字的协同作用，调用多模态、
多媒体表征手段，文本诱使读者在语言文字、视

觉、动感等不同层面上进行认知加工处理，形成全

身感官体验。
另一方面，后现代文化催生出的后现代派小

说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挑战着

传统的叙事交流策略和审美体验模式。传统叙事

观认为，故事有一个中心意义，有合乎逻辑的、连
贯的开始、中间和结尾; 故事是由作者创作的，情

节在作者的控制之下，因而能以情节为中心，形成

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模式( 张屹 2009:

163) 。与此相对应，读者默认作者的叙事控制者

身份和自己的被动故事接受者的地位，并在阅读

传统小说的过程中，总有一种追求中心化情节、构
建语篇连贯、寻找中心意义的心理驱动。而后现

代派文学创作者则反对传统叙事观，并力图用实

践消解这一理想化的叙事交流模式，主张“迷宫

式叙述、情节的非中心化、结构的开放性和动态

性、文本之间的互文、戏仿、复制”( 袁诠 2007:

75) 。关于传统叙事性，Hayden White( 1980) 也提

出过质疑: 这个世界真的以创造好的故事的形式

呈现给我们吗? 这样的故事真会有一个中心主

题，合适的开头、中间和结尾，并允许我们在开头

就明自结尾的连贯性? 他把传统叙事交流模式归

结于人们的渴望，即渴望现实具有连贯性、完整

性、充实性和封闭性。但是，实际情况是现实世界

充满各种偶然性，叙事也一样，故事的线性发展是

作者的精心设计( 张屹 2009: 166 ) 。基于对于真

实世界的非线性、交叉性和人们真实生活体验的

立体性、复杂性的理解，后现代文学采用星座化、
碎片化看待事物的方式，挖掘多种媒介符号的功

能，表征无序、多元和跳跃等文化心理特征。
后现代现实观和文学实践冲击并更新着长期

基于现实主义文学所形成的文学交流图式，改变

着故事生产和阅读机制，塑造着新的审美趋向。
在新型的文学交流图景中，交际双方突破传统文

学交流观的约束，携手创造传统经典现实主义小

说交流中所不曾享有的巨大自由。在作者的设计

和应允下，读者得以能动参与叙事，选择叙事路

径，建构自己的文本。
3． 3 后现代文学图景中的认知诗学

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在多媒体网络技术环

境下，大众文化泛滥异常，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的

界限、高雅与通俗艺术的界限、文学创作与接受的

界限等都在逐渐消泯或模糊。如何在后现代文化

语境中框定研究范畴、审视文学性、探讨认知审美

的种种特性与规律，是认知诗学研究应该深思定

夺的问题。
既然文学创作和叙事策略发生了变革，对于

文学本质及其交流的认识也随着电子媒体时代的

到来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交际双方的审美认知取

向和体验模式也产生了移位，那么，认知诗学所研

究的疆域、侧重点和路径就不能仅定格在传统上，

应该本着开放的姿态，拓宽研究疆域，把文学交流

媒介从印刷文本扩展到多媒体、多模态文本上，把

文学交流路径从一维扩展到二维、三维，把文学交

流模式从控制 － 被动型扩展到合作 － 自由型，把

读者的认知审美图式从线性 － 连贯 － 完整型扩展

到非线性 － 跳跃 － 碎片型，把读者的情感体验模

式从认知心理层的沉浸投射式扩展到生理物理层

的互动虚拟式。
概言之，新型的文学艺术存在模式和特征正

在不断冲击与改造着传统的文学审美模式。如何

把这些当代新鲜的审美经验和文学创作实践转化

为认知诗学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动力，是认知诗学

作为一种具有现实适应性学科指向的重要任务。
认知诗学应该能够面对当代的文学样态，能够具

有一种现实性的指向，即应该能够吸纳或涵盖现

实的文学实践经验与审美体验，能够从认知审美

的角度对之做出理论上的解释。
面对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实

践，作为一种新兴的现代形态的诗学学科，认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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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应该具有一种学科上的开放性，在理论上不应

该仅限于认知语言学、认知科学，更要诉诸于当代

的大众文化理论、人类美学、文艺学等学科理论。
开放立体视野下的认知诗学研究势必将以更大的

包容性、以恢宏的研究姿态，摆脱狭义认知的局

限，将在更加符合人类思维和认知体验真实的基

础上挖掘文学的功能与本质。

4 基于后现代哲学的思考与展望
后现代哲学思潮纷繁复杂，对其进行清晰梳

理已超出本文论述的主旨。我们只是尝试从后现

代哲学理念的宏观勾勒中反观当代认知诗学的学

理基础和发展愿景。
4． 1 后现代哲学观照下的认知诗学主张

后现代哲学思想中的基本理念，如极端解构

精神、批判意识、人的主体性的消解、意义和符号

的不确定性等，都可归结为人本主义主体精神对

科学主义理性精神的反驳。无论是德里达提倡的

解构主义，还是德勒兹和瓜塔里主张的欲望生产

和块根思维，拟或是罗蒂倡导的新实用主义，或是

萨特提出的存在主义，其目标共同指向统治西方

哲学上千年之久的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 江腊生

2009: 8 － 22) ，是对形而上学中心论、二元对立思

维的批判。后现代哲学思潮的一个共同点是反对

笛卡尔基于“我思故我在”的二元分割: 自我主体

与外界客体、自然物理世界与意识的心理世界、技
术理性与个体自由。后现代反对逻辑地把握世

界，反对对事物的秩序和规则的一味追求，他们强

调人的生命意识，主张主体自由。正是基于对理

性主体的疯狂消解，才将个体的欲望和存在凸显

出来，实现人的主体自由。
抛开后现代碎片和解构观，其哲学理念可提

炼概括为以下两点: ( 1 ) 去中心和多元: 他们反对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形而上学地抽象出普遍

性、简单化的虚假本质，主张消解中心主义，提倡

多元形式下的差异表现; ( 2 ) 突显个体经验、主体

意识: 赋予人极大地自由和能动性，强调人的主体

意识; 关注人的自我选择、超越和反抗。
与上述理念相对应，认知诗学自诞生之日起，

就高举“认知体验”的大旗，以崭新的姿态解构着

文学交流与解读的传统范式，在认知语言学的

“认知体认观”和“多元识解观”的指导下 ( 王寅

2012a) ，探究文学语篇的意义和审美价值。可以

说，认知诗学的基本主张和研究范式与上述后现

代哲学思潮高度契合，诗学的这一认知转向可谓

是时代的必然，既符合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创作

实践和文学理论主张，又凭借着其对于认知语言

学的倚重，把当代的文学、语言学和哲学研究纳入

进一个并行不悖、相互借鉴的研究体系。
4． 2 后现代哲学观照下认知诗学的研究前景

后现代哲学推崇去中心主义和多元，主张解

构和建设性颠覆 ( 王寅 2012b) 。我们有理由相

信，与后现代哲学思潮相互促进的认知诗学在研

究范畴、研究范式、话语主体、话语模式等方面将

会更加开放、宽容和多元。如后现代哲学对体验

人本观的推崇打破了理性主义的牢笼，维柯( Vi-
co) 多年前提出的“诗性思维”思想重放异彩，使

得缘起于西方的认知诗学对文学思维的跳跃性、
意象性和隐喻性有了跟东方经典诗学相近的认

识。在后现代语境中，建立在体验哲学基础上的

认知诗学与建立在“天人合一”哲学观基础上的

中国古典诗学得以穿越历史、地域和文化，产生某

种交集，为认知诗学的多元跨文化研究创造拓展

空间。认知诗学与中国诗学思想在“生命体验

观”、“语言唤起”、“空白填充”、“情感体认”、“整

合意境”等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 赵秀凤 2012 ) ，

藉此，中西诗学可以互相借鉴，推动认知诗学的多

元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融入后现代哲学思潮的

认知诗学有望在消解学术话语霸权方面有突破性

进展，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不同地域和文化的话语

主体，认可非西方的话语模式和基调，这也为认知

诗学的本土化发展预留了空间和舞台。同时，基

于后现代文化思潮下的文学创作实践，认知诗学

将会把以各种样态呈现的文学艺术语篇纳入其考

量视野，把狭义的“认知”拓宽到文化社团审美机

制和社会认知上，进一步打破理性主义产生的学

科界限和壁垒，多角度、多路径地探究关涉文学

性、审美性和自律性等文学基本命题的认知阐释。

5 结束语
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交流图景和文学理

论研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冲击和更新着我们关于

文学的传统认识，也向各类文学研究范式提出了

新的挑战。作为滥觞于本世纪初的新兴文学理论

和跨学科研究范式，认知诗学凭藉其对人本体验

和多元识解的超常关怀，在诸多方面与后现代文

化思潮和后现代哲学思想不谋而合。
本文基于后现代文化语境和后现代哲学思

想，对摸索中的认知诗学的学科定位、研究范畴、
基本主张和发展前景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在为当下不断拓展的认知诗学研究提供理据和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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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同时，我们也深信认知诗学将会以更加包容

和开放的姿态，在内涵和外延上进一步拓展，突破

创立之初的基于认知科学的诗歌研究范式和之后

的认知语言学应用范式，真正发展成为一种立足

于普世体验认知和社会文化认知、面向一切文学

样态、探究文学基本命题的文学理论。
在后现代文化和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关于文

学的审美机制、交流图式、情感体验模式及文学性

等基本命题，认知诗学有望提出不同于传统文学

理论的独到见解，从而加深我们对文学本质和规

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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