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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诗的模糊美初探

王华琴,张青华,张摇 红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模糊语言的运用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模糊美是唐诗的重要特征之一。 基于模糊学理论

和模糊美学,唐诗模糊美存在的原因如下:人类思维的模糊性,以及诗人创作、读者欣赏和诗歌

自身的模糊性。 诗人的思维是模糊的且喜欢用模糊的方式来表达思想,诗歌本身具有模糊因

素,而读者在认知方面也有其局限性和模糊性。 唐诗模糊美的实现主要体现在模糊词、模糊修

辞手法和特殊数字的使用方面。 通过对唐诗模糊美的分析,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欣赏唐诗的

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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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一、引言

自 1965 年美国著名控制论专家扎德教授(L.
A. Zadeh)提出“模糊集合论冶以来,“模糊冶已成为

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课题。 对“模糊冶的研究涉及语

言、计算机、数学、逻辑等学科。 模糊性是语言的自

然属性,是语言普遍存在的现象。 语言的模糊性,为
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
国语言学家伍铁平教授首先尝试模糊语言学的研

究。 在此之后,模糊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引起学者的

广泛关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王明居先生的著作

《模糊美学》问世,为文学的模糊美研究奠定了理论

基础。
诗歌是最复杂的语言形式之一。 中国古典诗

歌,尤其是唐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

珠,从古至今唐诗的美都是学者研究的焦点。 一般

说来,大多数学者都是研究唐诗的词美、义美和韵

美,而很少有人研究唐诗的模糊美。 笔者不揣浅陋,
尝试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分析,以期引起学界对此

问题的关注。
二、语言的模糊性与模糊美学

语言的模糊性是指“符号使用者所用某个符号

的指代同它所指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对象之间的关

系的不确定性冶 [1]。 语言的模糊性是语言的重要属

性之一。 就像语言的社会性、系统性、符号性、生成

性、冗余性等特性一样,各种自然语言均具有模糊

性。 诗歌这一文学形式能给人带来感官上的享受和

艺术的美感,而其中的模糊性不可或缺,诗歌的模糊

性蕴含的意义使诗歌更具形意张力,犹如中国画的

“留白冶,能给读者留下更多想象的空间。
关于“语言的模糊性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作过

诸多论述。 美国数学家 Yager R. 认为:“模糊性就

是一个命题与另一个命题之间缺乏明确的区别。 具

体地说,一个概念离它的否定面越远,它就越不模

糊,相反,一个概念离它的否定面越近,这个概念就

越模糊。冶 [2] 美国哲学家 Black M. 也指出:“词语的

模糊性就表现在它有一个应用的有限区域,但这个

区域的界限是不明确的。冶 [3]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Israel Scheffler 在其名著《溢于字面意义之外:对语

言中的歧义、模糊和隐喻的研究》序言里也指出:
“模糊性表明人的大脑有着某种根本性的局限或来

自自然界根深蒂固的界限不清的特点。冶 [4]伍铁平

教授在其著作《模糊语言学》中谈到:“人类语言中,
许多词语所表达的概念都是没有精确边缘的,即都

是所谓的‘模糊概念爷。冶 [5]35以上各位学者对语言模

糊性的论述都强调了词语指称范围的不确定性,也
就是词语所指称的范围缺乏明确边界、语义不确定



或具多重意义。
这也正说明语言的模糊性所具有的三个特征:

连续性、相对性和不精确性。
连续性是它的第一大特征。 通常联系着的两个

事物很难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分割点,也就是说客

观事物性质的外延是连续且不确定的,就像一年有

四季,四季之间的切分是非常困难的。
相对性是指词语从一方面看是清晰的,从另一

方面看又是模糊的,这是因为人们在看待现实世界

时总是掺杂着个人的主观评价。 同一事物在不同人

眼里会呈现不同的面向,甚至同一人对同一事物因

时空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认知。 如人的审美观念上

的“美冶“丑冶“胖冶“瘦冶等问题,唐朝以胖为美,现代

人以瘦为美,这反映了语言模糊性的相对性。
不精确性主要指边界的“亦此亦彼冶性,或者说

同一词语从不同角度可以看出不同的意义,即语言

表达的概念既可属于甲也可属于乙,就好比两个集

合的交集,如,黄瓜既可以归于蔬菜类,同时又可归

于水果类。
这三个特征是从语言的内外两个层面分析得出

的,三者有机地统一于语言的模糊性中。 其中,不精

确性和连续性的联系最紧密。 不精确性主要是从事

物的性状方面来讲的,而连续性更侧重于事物外部

联系。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各民族的人从

音位系统中选择自己的音位来层层组合,从而形成

自己民族的语言。 人们日常就用这种语言描述事

物,进行各种交际活动。 事物与符号之间有一定的

约定俗成性,通常会带有人的主观感受或评价;语言

是思维的工具,各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因
此,语言必然带有相对性。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边界

与性状也只能是“大约冶,约定俗成原则必要也必

须。 相对性由于直接体现了约定俗成性原则,可以

说是语言的模糊性三大特征的基础。
在文学作品中语言属于符号学范畴。 符号具有

目的和实物两大特征。 然而,符号不等于目的或实

物,它与目的或实物之间是有距离的。 正是由于这

样的距离,模糊性不仅存在于视觉意象中,也存在于

感性心理中。 因此,美也可以是“模糊的冶 [6]199。
模糊美学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第一部

系统阐述模糊美学的论著是 1992 年出版的王明居

教授的《模糊美学》,这本著作把不确定性引进美学

领域,从而使美学成为了一门既确定又不确定、既有

序又无序的有活力的学科。 建构模糊美学的前提是

确认美具有模糊性,即要辨析什么是美的模糊性。
扎德教授一再强调“模糊性不同于近似性、随机性、

含混性,而是亦此亦彼性冶 [7]。 在美学世界,有些美

具有亦此亦彼性,有些美貌似亦此亦彼而实际上却

是近似性、含混性。 对此,王明居教授提出亦美亦

丑、亦美亦高、亦悲亦喜、有无相生、知白守黑、明暗

掩映、不似之似为模糊美的范畴,建构了完整的模糊

美学理论体系。[6]240

模糊美具有整体性、不确定性、混沌性和互渗性

的特征。 模糊美的一个特征是整体性。 事物的各个

部分在相互交融、渗透的过程中,将自己的局部轮

廓、细节逐渐消解,重新组合为一个整体的印象,显
现出一种混沌的、笼统的、崇高的模糊美。 模糊美的

另一个特征是互渗性、混沌性。 不同事物通过中介,
互相交织、彼此沟通,形成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模

糊性,并从中突现出美。[8]

不确定性是模糊美的内在特性。 作为一对对立

面,不确定性和确定性是在审美过程中产生的。 确

定性是短暂的,而不确定性是永久的。 模糊美的不

确定性是由它的流动和变化属性产生的。 没有流动

性,就不会有美。 在音乐方面,完美音符会给我们一

种宁静的美感,而一些不确定的音符及其他一些不

确定的涵义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美感。 伟大的艺术家

在绘画中能够充分利用不确定性,以表达自己的复

杂感情。 名画《蒙娜丽莎》给我们留下无比深刻的

印象,因为它可以引导我们进入一种开放、不确定的

心理状态。 正是各种不确定性使蒙娜丽莎的微笑如

此有吸引力,令人回味。 在欣赏这幅画时,不同的人

对蒙娜丽莎的微笑都有自己的见解。 这就是不确定

性赋予蒙娜丽莎微笑的魅力以及这幅画的价值。
学者们认为,诗歌的美在很大程度上和模糊美

密不可分,它常常以其意境的含蕴美、情感的蕴藉美

和韵味的隽永美,来构建一种耐人寻味的整体混

沌美。
三、唐诗模糊美存在的原因分析

(一)人类思维的模糊性

模糊性存在的客观性决定了模糊性思维的必然

性。 模糊性思维是反映模糊现象的思维形式。 在一

系列的生存活动中,人类经常接触某些模糊事物、接
受某些模糊信息,对模糊事物进行识别,甚至要做出

决策。 伴随历史发展的进程,人类思维能力不断提

高,不仅形成和发展了精确思维的能力,而且也发展

了模糊思维的能力和处理模糊性问题的模糊方法,
这体现在模糊集合论、模糊数学、模糊语言学等学科

的发展上。 人们接受和处理模糊信息的例子在日常

生活中也比比皆是。 比如,婴儿辨认母亲并不是完

全按照母亲的外形和衣着,儿童可以辨认某些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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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迹、听懂不完整的话语,作家营造意境和塑造人

物也不用严格的量化语言和完整的三段式,科学家

也利用模糊思维构建和利用直观模型。 人类运用模

糊概念和接受模糊信息的能力为处理纷繁复杂的语

言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尤其是在诗词学习中,利用

模糊性思维的意义重大。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人
们只有经过这种模糊性思维才能过渡到所谓的“精
确性冶思维。

(二)诗人、读者与诗歌的模糊性

诗歌最不寻常的特征是充满了诗人丰富的想象

和情感。 它要求诗人把各种各样的事物融合在一

起,把所有的感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创造出既有

情感又有场景的意象。 在诗歌创作中,诗人扮演着

主观的角色。 诗人的作品蕴涵着他们的知识、自我

修养、品质、风格、兴趣等。 诗人在现实中选择对象

来表达他们的情感,他们会组织这些事物,以达到他

们的表达效果。 在创作的过程中,诗人不仅要承担

主观的角色,还要承担客观的角色。 诗人是其写作

和欣赏的对象。 在创作和欣赏过程中,诗人以自身

对生活、美的理解和思维结构为基础,创造了艺术形

象。 他是在创作过程中被表现出来的对象,也是在

欣赏过程中被欣赏的对象。
有时诗人会把他们的诗赋予一些特殊的意义,这

与物体的一般意义是截然不同的。 杜甫的《春望》有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冶的诗句,一般来说,花和鸟

象征着美丽和快乐,但在这首诗中,诗人因为感时伤

怀,看到花开也会落泪,听到鸟鸣也会心惊。 通过这

种方式,可以加强表达效果。 在王之涣的《凉州词》
中有“羌笛何须怨杨柳冶的诗句,诗人没有用语言直

接表达思乡之情,只是选择“羌笛冶和“杨柳冶两个对

象,勾画想象中的景象,来创造一种模糊美。
有时因为社会和政治的原因,诗人选择以一种

模糊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情感。 正如我们所知,在古

代封建社会中,有明确而严格的社会阶级划分,皇帝

就像主宰一切的神。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们没有

自由的意志和权力去表达他们的真实感受。 通常,
诗人会将他们的真实情感隐藏在普通和简单的事物

背后,这就产生了诗歌意象的模糊性。
作为作品接受者,读者不是被动地接受诗歌,而

是积极主动地参与诗歌创作。 如果读者不参与创

作,诗歌的意象就不存在了。 中国古代诗人都认识

到这一原则,所谓的“篇中有余意冶 “言有尽而意无

穷冶,这意味着读者在阅读之后会想象并挖掘诗人

并没有说出的意义,在大脑中重建图像。 这样,读者

就能获得创作和欣赏的乐趣。 不同的读者看待作品

的观点是不同的。 不确定性和意义上的留白是一个

桥梁,把作家的意识和读者的意识联系在一起,其作

用是给作品赋予和增加确定性的意义。 作家的意识

和创作目的只能通过读者的阅读活动表现出来。
同一首唐诗可以被不同的读者翻译成不同的版

本。 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其原因

在于,不同的读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
视野、审美体验等。 在这种意义上,模糊是不可避免

的。 例如,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

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

逢君。冶这首诗描述了几年后老熟人相逢的一幕。
一些读者会感受到重聚的快乐,而另一些读者则会

感受到国家动荡的痛苦。
诗歌是读者与作家之间的一种沟通媒介。 在现

代社会,读者对唐朝诗人生活和情感的了解都是通

过读他们的诗来获得的。 诗是一种艺术,它能给读

者带来美妙的感觉。 模糊是诗歌的基本特征,但另

一方面,诗歌本身也有一些模糊性的因素,如诗歌在

历时性接受过程中被人赋予的多重意义和社会发展

赋予的新意义。 以李商隐《无题》为例,“春蚕到死

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冶这两句表达了男女之间

忠贞不渝、海誓山盟的爱情。 然而,在现代社会,这
一意义已经被引申为对他人、事业或国家的无私奉

献精神的赞扬。
综上,笔者以为,正是诗人创作的模糊性、读者

接受的模糊性和诗歌自身的模糊性,共同成就了唐

诗的模糊美。 首先,诗人的思维是模糊的。 一方面

他们对自己所处的世界的思考和认知有一定的局限

性;另一方面,为了达到完美的表达效果,诗人喜欢

用模糊的方式来描述场景。 其次,读者在认知方面

也有其局限性和模糊性。 他们有不同的阅读期望和

不同的背景信息,他们很难获得诗人对他们诗歌的

明确的理解。 再次,诗歌是连接诗人和读者的桥梁。
然而,由于信息有限,诗歌的表达往往不那么明确。
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唐诗的新意义可能会使诗歌

变得更加模糊。
以上这些都是影响唐诗模糊性的因素。 在唐诗

中,模糊美是普遍存在的,然而,大多数的模糊美并

不是偶然的,而是诗人有意的选择,诗人如何创造模

糊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四、唐诗模糊美的体现

(一)模糊词的使用

词是诗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诗歌与歌曲是不

同的,没有歌词,一首曲子也可以是一段旋律美妙的

音乐,而没有文字就没有诗歌。 词语是诗人表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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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情感和感受的桥梁。 诗中的词语必须要新颖、
简单、直观和充满感情。 选择适当的词语,并将其与

诗人要表达的情感融合在一起,其过程是复杂和困

难的。 唐代诗人的伟大在于他们能够利用简单、少
量的词语来表达感情。

唐诗的模糊美是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的。 第

一,诗人选用多义词。 一个汉字有多种含义,当它被

用在不同的语境时,它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含义,因
此有“诗无达诂冶一说。 例如,丘为的《寻西山隐者

不遇》:“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冶 “之冶在古代有

“的冶“到冶“这冶等多种含义。 但在这里“之冶是“这冶
的意思,“之子冶的意思是“他要去拜访的这个人冶。
要正确地理解本句诗,读者应该把重点放在全诗的

主题上。 词的正确含义要从诗歌的上下文中推断出

来。 在张泌《寄人》中有“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

合曲阑斜冶的诗句。 如何理解“谢家冶? 它是谢性的

一户人家? 当然不是。 是借用东晋才女谢道韫称其

女子,“谢家冶代指诗人所爱女子的家。 有了这样的

背景知识,读者可以很容易理解诗句的意思。 为什

么诗人不直截了当地用“心爱女子冶呢? 如果那样

的话,诗的模糊美将荡然无存。
第二,在不断应用和实践的过程中,字符的意义

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例如,“旅冶在甲骨文中首先

意味着“军队冶。 随着社会的发展,“旅冶有了更多的

意义,如“旅居他乡冶(寄居)。 因为词的意义的衍变

使得诗歌意义的模糊不可避免。 以“无赖冶为例,杜
甫《绝句漫兴九首(其一)》中有“眼见客愁愁不醒,
无赖春色到江亭冶的诗句。 在现代词典中“无赖冶指
的是“游手好闲和行为不端的人冶。 然而,在这首诗

中,诗人采用以乐景写哀情的手法,主题在“愁冶上,
“无赖冶形容春色不晓人情,莽莽撞撞闯入。

第三,当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体放在一起的

时候,就具有模糊意义。 在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

渐》中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冶的诗

句。 “冰、心、玉壶冶都是常见的和意义明确的词。 然

而,将这些意义明确的词放在一起,句子的整个含义

却变得模糊。 从表面上看,读者可能会感到困惑,为
什么诗人用这些话来回答朋友们的问题。 实际上,
“玉壶冶“冰心冶是比喻高洁清白的品格,这里诗人向

洛阳亲友传达了自己依然冰清玉洁、坚守操守的

信念。
有一些词本身就有模糊的感觉,如梦、月光、影,

等等。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

别》:“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 湖月照

我影,送我至剡溪。冶这是一首描写诗人在梦中访问

仙境的诗,诗中所描述的物体是模糊的,全诗充满想

象和神秘的美。 李白的另一首著名诗歌《月下独

酌》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

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

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

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
期邈云汉。冶诗中的“明月冶和“影冶用在这里非常生

动。 诗人自己深夜在花园独斟,感到十分孤独,于是

他邀请月亮和自己的影子与他一起喝酒,然后因

“三人冶变得开朗。 诗人以他丰富的想象力使这个

意境变得生动和富有模糊美。 读者仿佛可以看到诗

人欢快地斟酒的场景。
(二)模糊修辞的使用

美的语言包含着词汇、语法和修辞的元素,这
些元素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 但要将它们变成美

丽的诗句,还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律。 写诗时用词

应该简洁,而修辞手法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只有这

样,语言才是新颖的、原创的和充满美感的。 伍铁

平先生曾经说过,修辞对模糊来说相当重要,一些

情况下,模糊的作用是无法用准确来替代的。 因

此,伍铁平先生声称,如果没有模糊词,就没有文

学作品。 他同时还说,在多数情况下,模糊性依赖

于修辞,如明喻、隐喻、夸张等。[5]362许多修辞手法

在唐诗中被频繁使用,如明喻、隐喻、拟人、夸张、
对偶、排比、双关等。 笔者将选择一些常见的修辞

手法进行分析。
1. 隐喻

隐喻是模糊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内容。 隐喻被广泛运用于诗歌

创作中,通常由三部分组成:此对象、彼对象以及它

们之间的关系。 将它们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新的

意义。
众所周知,人类的情感是很难描述的,因此诗人

往往用隐喻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愁冶是一种很常

见的感觉,但很难用生动的语言来表达。 请看唐诗

中是如何表达“愁冶的。 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

丈,缘愁似个长。冶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冶在这些著名

的诗中,诗人用隐喻表达“愁冶的感觉。 他们把抽象

的感觉比喻成具体的物体,如 “白发冶 “乌云冶,这
样,读者就更容易体会到诗人的感受。

2. 比拟

比拟是根据想象把物当成人来写,或把人当成

物来写,或把甲事物当成乙事物来写的修辞方

式。[9]205唐诗的另一个特点是诗人不直接表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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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情,而是引申到无生命的物体上,拟人是普遍使

用的创作手段。 以贺知章的《咏柳》为例:“碧玉妆

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

春风似剪刀。冶作者将柳树比拟成一位亭亭玉立的

少女,柳树的优雅和魅力变得生动可感。
3. 夸张

夸张是通过表面上把描写对象作言过其实的扩

大或缩小,来鲜明地突出事物的某一特点,使人留下

深刻印象的修辞方式。[9]207一首诗中词的数量是很

有限的,最短的唐诗只有十八个字。 因此,为达到表

达的效果,夸张被广泛运用于唐诗中。 例如柳宗元

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

翁,独钓寒江雪。冶诗人用“千山冶“万径冶勾勒出一个

宏大的背景,再加上一个“绝冶字和一个“灭冶字,呈
现出极端的寂静、绝对的沉默,把常见的景象,变成

不平常的景象。 他用夸张的手段反衬出钓翁的孤

独,是模糊美的再现。
(三)特殊数字的使用

数字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特殊关系,如“一心

一意冶“双喜临门冶“三阳开泰冶 “四世同堂冶等。 数

字也被巧妙地运用在唐诗中。 一般来说,数字是

一个精确的概念。 然而,诗人善于运用数字创造

模糊美。 例如,在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中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冶的诗句。
诗人使用数字“一冶 “千冶 “万冶,想强调的是,大雪

来得急骤、“胡天冶变化无常,也写出诗人惊喜好奇

的心情。 李白的《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

个长。冶诗人使用数字,夸张强调诗人的忧愁。 在

大多数情况下,诗人用数字代替精确的事物,以满

足情感表达的需要。

五、结语

模糊是语言的一种基本属性,语言高度模糊是

唐诗的特质之一, 其语言模糊性主要体现在词语和

修辞手法两方面。 唐诗中的模糊语言为欣赏者提供

了更多的艺术留白,能满足各层次和各种阅读视野

读者的需求,能够使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来填补这

些艺术的空白。 唐诗讲究的是意境,而模糊美则是

意境追求的极致,唐诗的模糊性必然会给读者带来

丰富的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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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Fuzzy Beauty in Tang Poetry

WANG Huaqin,ZHANG Qinghua, ZHANG Hong

(College of Art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fuzzy language and the resulting fuzzy beauty are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Tang Poetr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uzzy theory and fuzzy aesthe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for the existence of fuzzy beauty in Tang Poetry: the fuzziness
of human thinking, the fuzziness of poets in writing, the readers謖 appreciation and the poetry themselves. The poets謖 thinking is vague
and they like to express their thoughts in a fuzzy way. The poem itself has fuzzy elements, and the readers have limitations and
ambiguity in cogni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uzzy beauty of Tang Poetr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uzzy words, the fuzzy rhetoric and
the use of special numbers.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 readers with a new appreciation of Tang Poetry.
Key words: fuzzy aesthetics;Tang Poetry; fuzzy beauty; fuzzy rheto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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