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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概念#气$%语义链#转喻w隐喻$

双重修辞与中国古代哲学思维

***以自然%人%文之"气#为例

郑敏惠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2$

摘4要%"气#孳乳新义或新词的方式)内部引申产生新义&联合同义语素孳生新词旧义&前加修饰语素衍生新词新

义$ 除"上位3下位#"整体3部分#"个体3集群#三组常规转喻外!"气#词语语义之间还存在"微观3宏观#"物质3精神#

"静态3动态#三组对立转喻!这是矛盾一体观思维方式的反映$ 自然之气孕育人之气!故以自然之"气#转喻人之"气#&

人之气孕育文之气!故以人之"气#转喻文之"气#$ 同时!以认知自然的图式认知人!故以自然之"气#隐喻人之"气#&以

认知人的图式认知文!故以人之"气#隐喻文之"气#$ 如此人之"气#语义链和文之"气#语义链都是"转喻w隐喻#双重认

知叠加的结果!其转喻和隐喻认知都是"自然+人+文#一体观思维方式的反映!是原始一元本原论,尤其气本原论-在

语义层面的留存$

关键词%"气#&语义&转喻&隐喻&气本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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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范畴'气(的研究历来为学界重视#研究成果

可谓丰硕#然而#'语义-修辞-认知(三个维度

相结合的研究暂付缺如& 拙文*自然-人-文!

古代文学修辞符号'气(的多维语义链+考释了魏

晋文论中自然%人%文之三条'气(语义链#作为续

篇#本文尝试探索语素'气(孳乳新词和新义的方

式#解析语义链内部及语义链之间的修辞认知#再

从修辞认知推导其间隐藏的思维模式#进而阐明

驱动其思维模式形成的最底层的哲学理念&

一4#气$的构词形式与语义孳乳方式

!一"#气$的构词形式及义值

为了观察'气(的构词形式#下面将文%人%自

然之三条'气(语义链中的词语及其义值!分别列

表如下!

#(文之(气*的构词形式及义值

对应不同的义值#文之'气(有三种构词形式

"见表 #$!

A(语素'气(仅以单纯词的形式存在#如4语

音54语势54时代,地域,群体特性5) 个义值对应

的'气(&

X(语素'气(不仅以单纯词的形式存在#还以

复合词参构语素的形式存在#与同义语素并列#构

成联合式复合词& 如义值4特性5对应'气( '气

调('气候( ) 个同义词,义值 4本质特性5对应

'气('志气('体气( '气质( '骨气(* 个同义词#

义值4阳刚本质特性5对应'气( '意气( '气力()

个同义词& 上述'气(参构的复合词均为联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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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分别与语素'调( '候( '志( '体( '质( '骨(

'意('力(同义并列&

.(语素'气(仅以复合词参构语素的形式存

在#为另一语素所修饰#构成偏正式复合词& 如义

值4生命本质特性5对应的'生气(%义值4自由本

质特性5对应的'逸气(& '生气( '逸气(均为偏

正式复合词#'气(分别为语素'生('逸(所修饰&

表 #4文之#气$的构词形式及义值

词 义值

气 "#$语音

气 "!$语势

气%气调%气候 ")$特性

气%志气%体气%气质%骨气 ""$本质特性

生气 "*$生命本质特性

气%意气%气力 "1$阳刚本质特性

逸气 "2$自由本质特性

气 "+$时代,地域,群体特性

!(人之(气*的构词形式及义值

对应不同的义值#人之'气(有三种构词形式

"见表 !$!

A(语素'气(仅以单纯词的形式存在#如4天

性54阳刚天性5!个义值对应的'气(&

X(语素'气(不仅以单纯词的形式存在#还以

复合词参构语素的形式存在#与同义语素并列#构

成联合式复合词& 如义值4生理本原5对应'气(

'血气( ! 个同义词,义值4精神本原5对应'气(

'精气('志气() 个同义词& 上述'气(参构的复

合词均为联合式# '气(分别与语素 '血( '精(

'志(同义并列&

.(语素'气(仅以复合词参构语素的形式存

在#为另一语素所修饰#构成偏正式复合词& 如义

值4生命本原5对应的'生气(%义值4自由天性5

对应的'逸气(& '生气('逸气(均为偏正式复合

词#'气(分别为语素'生('逸(所修饰&

表 !4人之#气$的构词形式及义值

词 义值

气%血气 "#$生理本原

气%精气%志气 "!$精神本原

生气 ")$生命本原

气 ""$天性

气 "*$阳刚天性

逸气 "1$自由天性

)(自然之(气*的构词形式及义值

对应不同的义值#自然之'气(有三种构词形

式"见表 )$!

A(语素'气(仅以单纯词的形式存在#如义值

'气候,景象(对应的'气(&

X(语素'气(不仅以单纯词的形式存在#还以

复合词参构语素的形式存在#与同义语素并列#构

成联合式复合词& 如义值4本原5对应'气( '精

气(!个同义词#'精气(为联合式复合词#'气(与

语素'精(同义并列&

.(语素'气(仅以复合词参构语素的形式存

在#为另一语素所修饰#构成偏正式复合词& 如义

值4阳性本原5对应的'阳气(#'阳气(为偏正式

复合词#'气(为语素'阳(所修饰&

表 )4自然之#气$的构词形式及义值

词 义值

气%精气 "#$本原

阳气 "!$阳性本原

气 ")$气候,景象

44综上#无论是文之'气(#还是人之'气(%自然

之'气(#语素'气(的构词形式都是三种!独立构

成单纯词,与同义语素构成联合式复合词,前加修

饰语素构成偏正式复合词&

!二"#气$的语义孳乳方式

在考察语素'气(构词形式的基础上#我们再

来考察'气(的语义孳乳方式!

"#$'气(独立构成单纯词#内部义值逐步引

申#产生新义值"见表 "$&

表 "4(气*孳生新义

单纯词 语域 引申新义值

气

文 4语音5

"

4语势5

"

4特性5

.

4时代,地域,群体特性5

/

4本质特性5

"

4阳刚本质特性5

人 4生理本原5

"

4精神本原5

"

4天性5

"

4阳刚天性5

自然 4本原5

"

4气候,景象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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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气(与同义语素构成联合式复合词#这

些复合词与单纯词'气(的某一项义值同义#也就

是仅孳生新词#不产生新义值"见表 *$&

表 *4#气$孳生新词

参构联合式复合词)))孳生新词 语域 不产生新义值

气
"

气调%气候

气
"

志气%体气%气质%骨气

气
"

意气%气力

文

4特性5

4本质特性5

4阳刚本质特性5

气
"

血气

气
"

精气%志气
人

4生理本原5

4精神本原5

气
"

精气 自然 4本原5

")$'气(前加修饰语素构成偏正式复合词#

这些复合词与单纯词'气(不同义#产生新词新义

值"见表 1$&

表 14#气$孳生新词新义

参 构 偏 正 式 复 合

词)))孳生新词
语域 产生新义值

气
"

生气%逸气 文
4生命本质特性54自由本质

特性5

气
"

生气%逸气 人 4生命本原54自由天性5

气
"

阳气 自然 4阳性本原5

可见#无论是文之'气(#还是人之'气(%自然

之'气(#语素'气(都是通过三种方式孳乳出各自

的词群语义系统!作为成词语素#'气(通过内部

引申产生新义,作为构词语素#'气(通过联合同

义语素孳生新词旧义,作为构词语素#通过前加修

饰语素衍生新词新义&

二4#气$语义链与修辞认知

'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

!词语

的运用常常伴随着修辞#而修辞用法又往往以修

辞义位的形式留存于多义词的语义系统中#'气(

的修辞用法也沉积于她的词群语义系统& 因修辞

本身又是一种认知方式"

#故而词语的修辞义位是

主体认知模式的投影& 下文尝试从转喻%隐喻两个

向度对'气(的语义链予以修辞观照#探寻'语义-

修辞(背后所隐藏的传统独特的思维方式&

!一"同一语义链内部的转喻认知

#(常规转喻认知

常见的转喻发生于语义链内部上位与下位之

间%部分与整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这些常规

转喻在'气(及其衍生词语的语义关系网中也有

表现&

"#$'上位3下位(之转喻认知

A(文之'气(的'上位3下位(转喻认知

文之'气(中义值4本质特性5处于义值4特

性5的下位#处于4阳刚本质特性5 4自由本质特

性54生命本质特性5三个义值的上位"见表 2$#

其义值关系反映'上位3下位(转喻认知&

表 24文之#气$的#上位3下位$义值

文之气 义值 词

上位 特性 气%气调%气候

下,上位 本质特性 气%体气%气质%骨气%志气

下位

生命本质特性 生气

阳刚本质特性 气%意气%气力

自由本质特性 逸气

X(人之'气(的'上位3下位(转喻认知

人之'气(中义值4阳刚天性5 4自由天性5处

于义值4天性5的下位"见表 +$#其义值关系反映

'上位3下位(转喻认知&

表 +4人之#气$的#上位3下位$义值

人之气 义值 词

上位 天性 气

下位
阳刚天性 气

自由天性 逸气

.(自然之'气(的'上位3下位(转喻认知

自然之'气(中义值4阳性本原5处于义值4本

原5的下位"见表 >$#其义值关系反映'上位3下

位(转喻认知&

表 >4自然之#气$的#上位3下位$义值

自然之气 义值 词

上位 本原 气%精气

下位 阳性本原 阳气

"!$'整体3部分(之转喻认知

人之'气(中义值4生命本原5与义值4生理本

原54精神本原5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见表

#$$#其义值关系反映'整体3部分(转喻认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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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人之#气$的#整体3部分$义值

人之气 义值 词

整体 生命本原 生气

部分
生理本原 气%血气

精神本原 气%精气%志气

")$'个体3集群(之转喻认知

文之'气(中义值4特性5与义值4时代,地域,

群体特性5是个体与集群之间的关系"见表 ##$#

其义值关系反映'个体3集群(转喻认知&

表 ##4文之#气$的#个体3集群$义值

文之气 义值 词

个体 特性 气%气调%气候

集群 时代,地域,群体特性 气

上下位之间%整体部分之间%个体集群之间的

转喻是常规的语义引申#为各民族所共有#反映的

是人类认知的共性&

!(超常规转喻认知

特殊的是#'气(及其衍生词语的语义关系网

中还存在另类的三种转喻认知&

"#$'微观3宏观(之转喻认知

自然之'气(中义值4本原5与义值4气候,景

象5分别指称微观与宏观之两极#且均可由同一

符号'气(承载"见表 #!$#反映'微观3宏观(之转

喻认知&

表 #!4自然之#气$的#微观3宏观$义值

自然之气 义值 词

微观 本原 气%精气

宏观 气候,景象 气

"!$'物质3精神(之转喻认知

人之'气(中义值4生理本原5与义值4精神本

原5分别指称物质与精神之两极#且均可由同一

符号'气(承载"见表 #)$# 反映'物质3精神(之

转喻认知&

表 #)4人之#气$的#物质3精神$义值

人之气 义值 词

物质 生理本原 气%血气

精神 精神本原 气%精气%志气

")$'静态3动态(之转喻认知

文之'气(中义值4语音5与义值4语势5分别

指称静态与动态之两极#且均由同一符号'气(承

载"见表 #"$# 反映'静态3动态(之转喻认知&

表 #"4文之#气$的#静态3动态$义值

文之气 义值 词

静态 语音 气

动态 语势 气

语言符号基本上是一种二元认知#一个符号

指称54

w

55就意味着不是指称非 54

3

55#即4

w

55

h

4

3

4

3

555& 微观与宏观%物质与精神%静态

与动态分别处于二元认知的两极#对立的两极是

矛盾的#是互相排斥的#按一般理路#应该分别用

不同的语言符号加以区别#而'气(的语义系统却

把矛盾对立的两极通过转喻联系起来#这种对立

转喻认知沉积了传统中国独特的一种思维方

式)))矛盾一体观&

!二"不同语义链之间的#转喻w隐喻$认知

自然之'气(%人之'气(%文之'气(三条语义

链之间的对应关系#如表 #*所示&

#(转喻认知

从'气(的指称对象看#自然之'气(最早出

现#由自然之'气(延伸至人之'气(#再由人之

'气(延伸至文之'气(& 其间'气(的语义延伸反

映了两重转喻认知&

第一重!自然之气造就人之气
"

用自然之

'气(转指人之'气(,

第二重!人之气造就文之气
"

用人之'气(

转指文之'气(,

递归出!自然之气造就文之气
"

用某地域

自然之'气(转指某地域文之'气(&

表 #*4自然之#气$)人之#气$)文之#气$的语义对应

关系

自然之气 人之气 文之气

本原

生理本原 语音

精神本原 语势

生命本原,天性

特性

本质特性

生命本质特性

阳性本原
阳刚天性 阳刚本质特性

自由天性 自由本质特性

气候,景象 时代,地域,群体特性

自然之'气(%人之'气(%文之'气(之间的转

喻关系显示的是三者之间线性生产关系!用生产

者转指产品)))生产转喻& 有学者认为转喻只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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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个概念系统!

#然而#生产转喻却跨越了不同

语域#自然%人%文就分属三个语域& 从根源上说#

自然之气是人之气%文之气的本原#是原始气本原

论在语义层面的体现&

!(隐喻认知

从人的认知发展过程看#先人首先认识自然#

然后认识人#最后认识人的产品)))文& 对自然

的认知启发了对人的认知#因而#以认知自然的图

式来认知人,对人的认知又启发了对文的认知#因

而#又以认知人的图式来认知文& 自然之'气(%

人之'气(%文之'气(三条语义链内部结构上的一

定的对应性正透露了两重隐喻认知!

第一重!以认知自然的图式认知人
"

人如

自然,

第二重!以认知人的图式认知文
"

文如人,

递归出!以认知自然的图式认知文
"

文如

自然&

自然之'气(%人之'气(%文之'气(之间的隐

喻关系不是机械的复制#而是伴随认知图式的调

整与扩充!"#$自然之气的认知图式形成,"!$移

植自然之气的认知图式于人之气#根据人之气的

特点予以调整扩充#形成人之气的认知图式,")$

移植人之气的认知图式于文之气#根据文之气的

特点予以调整扩充#形成文之气的认知图式& 随

着#认知图式的发展与调整#自然之'气(语义链

的语义结构就演变为人之'气(语义链的语义结

构#人之'气(语义链的语义结构又演变为文之

'气(语义链的语义结构&

)((转喻w隐喻*双重认知

综合'气(语义链之间转喻与隐喻认知分析

可知#自然
"

人
"

文#不同'气(语义链之间对应

的语义关系不仅是古人转喻认知的结果#而且也

是古人隐喻认知的结果#因此'气(语义链之间是

'转喻w隐喻(双重认知的叠加#转喻认知是隐喻

认知的前提#隐喻认知是转喻认知的结果!自然之

气孕育了人之气#故而人之气与自然之气相似,人

之气孕育了文之气#故而文之气与人之气相似&

犹如'母生子
"

子似母(#人,文之'气(语义链就

这样形成了&

在'气(的三条语义链中#无论是转喻认知#

还是隐喻认知#都可以推导出'自然-人-文(一

体观的思维方式#可以说都是原始一元本原论

"尤其是气本原论$在语义层面的留存& '自然
"

人
"

文(生产转喻认知催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观念的生成#促使华夏民族考虑自然地理环境与

作家气质品格%文学创作风格之间的关联,'文如

人(之隐喻认知为后代'文如其人(文学观念的提

出埋下认知伏笔,而'文如自然(之隐喻认知则是

推崇自然审美观产生的深层认知机制& 最终#上

述认知模式都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通

过'气(的使用与演绎得以不断延续&

不仅如此#对自然之气的认知作为一种原初

图式#通过'转喻w隐喻(双重认知不断扩大其适

用范围#应用于不同领域#适用于不同对象#自然

"

人
"

文%书%画%乐%棋%武66气无所不在#几乎

渗透进古人认知的各个领域#成为一个公共概念
0000

&

而最初形成的原始气论认知图式逐渐变成一种集

体无意识#'气(词群语义的蔓延是这种气论认知

图式不断应用的结果,然而#这种气论认知图式不

是一成不变%机械的#而是随着适用对象的不同而

有所变化%调整& 这体现了中华民族认知模式的

一贯性与灵活性#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基本

认知图式是不变的#但会因应认知对象的差异而

有所变动& 这种认知模式就造就了民族独特的文

化形态!模式%特征是超稳定的#具体形态是多样

多彩%变动不居的&

三4#气$语义链认知模式与古代哲学

思维

'气(语义链认知模式反映了矛盾一体观%

'自然-人-文(一体观#这两种思维方式是如何

产生与形成的呢0 下文从古代哲学本原论%矛盾

论%语言论作一番简要阐释&

!一"从本原论看#气$语义链之认知模式

古代本原论%宇宙论%本体论基本是相互缠

绕%混沌一体的"

#本文以本原论涵盖宇宙论与本

体论& 从本原论看#古代哲学家对天地万物本原

++

!

"

束定芳!*隐喻和换喻的差别与联系+#*外国语+!$$"年第 )期#文中换喻即转喻,*认知语义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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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阐释各不相同#但多持一元论观点&

老子以道为宇宙万物的本原!'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作为万物本原的道生成

气#是为一,气再分化出阴气%阳气#是为二,阴气

和阳气和合生成冲气#是为三,不同阴阳比例合成

千变万化的冲气#由此生成万千物类& 老子的宇

宙生成模式可图示为'道
"

气
"

阴气%阳气
"

冲

气
"

万物(#气虽不是第一本原#却是道生成万物

的第一个环节#有了气#才有阴阳#阴阳调配生成

万物& 总之#作为虚无的道是通过混沌之气的生

成%气的分化"阴气%阳气$%气的调和"冲气$这三

个环节最终生成万物的&

老子关于道%气关系的论说为道家各派所承

继或推衍#产生了气论%元气论%精气论& 文子提

出气论#直接以气为万物的本原!'阴阳陶冶#万

物皆乘一气而生&(

"冠子亦认为万物'莫不发

于气(#并提出元气论#'故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

于天地(

#

& 庄子也支持气论#提出'通天下一气

耳(

$

#即是说#气弥漫于天地#万物均不离开气#

皆由气构成#气是万物的构成元素& 管子学派提

出精气论#'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凡物之精#此

则为生& 下生五谷#上为列星& 流于天地之间#谓

之鬼神& 藏于胸中#谓之圣人(

%

#就是说#从地上

的五谷到天上的星辰#从飘渺的鬼神到实在的圣

人#都是由精气生成的#这是直接以精气为天地万

物之本原&

汉代*淮南子+一则沿袭了气论#'天地之合

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一气者也(

&

#二则细化

了精气论#'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

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 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

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 日

月之淫气#精者为星辰(

'

#精气生成阴阳#阴阳生

成四时#四时生成万物#'精气
"

阴阳
"

四时
"

万

物(是*淮南子+的宇宙生成模式& 王充也提出

'天地合气#万物自生(# '万物之生#皆禀元

气(

(

#是为先秦道家元气论的继承&

从上述先秦至两汉各家的论述看#气或指阴

阳未分之气#或指阴阳和合之气#元气凸显阴阳未

分之气的原初状态#精气强调元气之精微性质#术

语虽不同#实不宜强作分别#故气论%元气论%精气

论三者可归结为广义的气本原论#而气本原论又

可推源于道本原论& 无论道本原#还是气本原#均

为一元本原论& 对万物而言#道本原起着导源和

间接作用#气本原起着直接和生成作用& 对人而

言#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禀自然之气而生#故自

然之气是人之气的元始之源,对文而言#文是人的

产物#是作者情感与智识的产物#故人之气是文之

气的直接源头& 而追本溯源#自然%人%文三者均

为气或道之产物#则'自然-人-文(一体观随之

形成#即一元本原论"尤其气本原论$是'自然-

人-文(一体观的思维基础&

同理# 从一元本原论也可推知#矛盾的两极

同源于道或气"元气%精气$#那么#矛盾一体观思

维模式的产生就有了根本依据& 从表层看是超常

规的矛盾转喻#其深层机制是一元本原论& 也即

是说#一元本原论"尤其气本原论$是矛盾一体观

的思维前提&

!二"从矛盾论看#气$语义链之认知模式

一元本原论在认识论层面表现为矛盾齐一

论#由矛盾相依论%物极必反论%齐物论等分论

构成&

矛盾相依论起源于*周易-系辞+'一阴一阳

之谓道(

)

& *道德经+演绎为'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可知#阴阳既相对立#又相依存&

老庄甚而认为对立的双方是相生相成的#'有无

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

前后相随(

*+,

#'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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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说也(

!

#即是说#矛盾双方均以对方的生成

为生成条件#并且是同时生成的& 董仲舒从矛盾

之'合(着眼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凡物必有合,

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

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

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

66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

"他认为凡物都

是由矛盾双方相合而构成的&

物极必反论见于*文子+#'天道极即反#盈即

损#日月是也(#'阳气盛#变为阴& 阴气盛#变为

阳(

#

& *冠子-环流+也认为!'美恶相饰#命

曰复周,物极则反#命曰环流&(

$

*吕氏春秋-博

志+亦有'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

%之论&

按上述思维方式#盈损循环#阴阳对转#矛盾对立

的两极是互相转化的&

齐物论源于道本原论& '故为是举莛与楹#

厉与西施#恢
!

費怪#道通为一66凡物无成与

毁#复通为一(#从形而下的器层面看#对立的两

极是矛盾的,从形而上的道层面看#对立的两极则

是相同的&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无谓有谓#有

谓无谓('是不是#然不然(

&

#这是决绝地取消了

万物之间的对立与差别#无彼无此#无有无无#无是

无非66在本体层面#万物齐一%平等#没有差别&

矛盾两极从相依相成%相互转化到泯然无别

"矛盾齐一论$#上述理论层层递进#共同促成了

矛盾一体观思维方式#为'微观3宏观( '物质3

精神('静态3动态(三对矛盾范畴使用同一个符

号'气(提供了认识论依据& 也可以说#同一个

符号'气(表示互相矛盾的三对范畴正是上述认

识论在语义层面的反映&

!三"从语言论看#气$语义链之认知模式

一元本原论支撑起相应的矛盾认识论#此矛

盾认识论又支撑起相应的语言论& *道德经+提

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66此两者#

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

#这是说矛盾对立的两

极'有( '无(同源"'同出($#可以用不同的名称

"'异名($#也可以用同一个称谓"'同谓之玄($#

即可以用同一个符号'玄(称谓'有(与'无(这两

个对立范畴& *庄子-齐物论+发展了这种观点#

提出'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

#就是说#性质

迥异的天地可以用一个符号'指(来指称#纷繁复

杂的万物可以用一个符号'马(来编码& 如此#

'微观3宏观( '物质3精神( '静态3动态(等互相

矛盾的范畴用同一个符号'气(来表示%'自然-

人-文(等不同领域的范畴用同一个符号'气(来

指称#从上述语言论视角看#也是可以成立的了&

综上#古代一元本原论奠定了'自然-人-

文(一体观%矛盾一体观的思维根基,矛盾齐一论

为矛盾一体观提供了认识论依据,'天地一指(

'万物一马(语言论则为同一个符号'气(指称互

为矛盾的范畴%指称不同领域的范畴提出了直接

的语言论依据&

结语%描写与解释,考证与诠释

'气(语义链的探析说明#语义孳乳中隐藏着

修辞认知#修辞认知又隐藏着具有原型意义的传

统思维方式& 因而#可以从表层的语义孳乳中探

究中层的修辞认知#进而发掘底层的思维方式&

新世纪语言学界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范式#本文

将修辞之'现象描写(与'成因解释(

)相结合#尝

试'语义3修辞3哲学(逐层推进的研究模式#是对

广义修辞论'技巧3诗学3哲学(

*+,三个层面的借

鉴与应用&

目前学界把学术研究粗略地分为两种类型#

一为史料考证型#一为史料诠释型*+-

& 实则#考证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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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诠释并非互不关涉%毫无联系的两种研究#而是

学术研究完整链条中互相衔接的两大领域!考证

是诠释的依据与基础,诠释是考证的阐发与应用&

缺乏宏观诠释视野的考证#其史料得不到理论的

智性升维,缺乏坚实考证基础的诠释#其理论得不

到史料的刚性支撑!只有考证与诠释互相衔接#才

能形成完善的学术生产链& 两类研究紧密衔接%

无缝对接#是推动学术发展%构建学术生态平衡的

关键环节& 笔者以修辞学为学术桥梁#连接起语

义学与哲学#期冀弥补现有文学'气(范畴研究格

局之薄弱一环&

F%1-J&%/+2 O5&+%?-/"%0J0

w

?-/&>5"$+2&'<5-/"$+2 &%8

D%2+-%/O5+%-.-B5+'".">5+2&'45+%H+%6!

!.&#)/$0-* ,1$2)34,15&$0%)# $2)34,1607&8# &8-$2)34,19):$

Z[jPQR'/G7?'

"W&FF8E8&@W7'/8H8JA/E?AE8A/% J'98:A9?:8# c?-'A/ P&:TAFL/'U8:H'9V# c? 7̂&?)*$$$2# W7'/A$

!"#$%&'$! D7:88E8/8:A9'U89VC8H&@H8TA/9'.HA/% C7:AH8HA:8@&?/% XAH8% &/ 978.&TT&/ .&/.8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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