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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整合视角下《牡丹亭》委婉语的认知解读

◎左慧芳
摘要：《牡丹亭》 的文风婉约蕴藉，委婉语应用丰富，体现了作者个人特色及汉民族的文化思维方式。本文以概念整

合理论为框架，把《牡丹亭》中委婉语分成两类，认知机制有所不同，具有不同语用功能，委婉程度则因个人认知语境知

识的影响呈现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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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6 世纪 80 年代英国作家乔治·布

朗特创造 euphemism（委婉语）一词以来，

不少学者从修辞结构、传统语义学、语用学、

社会语言学等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但相较之下，认知研究更关注语言运用背

后的认知机制和过程，能对委婉语做出深

入解释和说明。认知视角下的委婉语研究

认为，委婉语的构成和感知受到主体经验、

知识背景和认知图示的影响，其过程受认

知规律的制约，抛开认知视角就无法真正

透视委婉语的本质。

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中，人们都有通

过委婉语满足特定意图，同时趋利避害的

心理需求。17 世纪明朝末年的戏曲家汤显

祖在他的名作《牡丹亭》中就巧妙运用了

大量委婉语，文风细腻婉约、典雅蕴籍。

《牡丹亭》讲述的是大家闺秀杜丽娘和儒

雅书生柳梦梅的爱情故事，赞扬了杜丽娘

为情而死，死而复生，生死不渝的至情至

性。	近几十年来一大批学者对《牡丹亭》

从曲辞风格、文化对比、至情论等方面做

了多视角探讨，但鲜有文章从认知层面对

其中委婉语的使用特征做过研究。

一、关于概念整合理论的思考

概念整合理论是人类理解和生成语言

的重要认知机制，它源于福克尼提出的心

理空间的概念。概念整合网络通常包括两

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一个整合空

间。首先，输入空间通过某些概念要素之

间的映射产生概念关联，有选择地投射至

整合空间，形成一个区别于原输入空间的

概念结构；类属空间提取两个输入空间的

共有的、抽象的信息，代表了输入空间所

共享的概念结构。整合空间对输入信息进

行组合、完善和拓展等复杂的认知推理，

“整合产生了输入中所没有的层创结构；

整合所特有的层创结构有奇特的性质，是

创造的。”	

本文对概念整合理论的运用中，突出

了类属空间、认知语境和层创结构的意义。

（一）类属空间在概念整合过程中不

可或缺，它将抽象概括的输入空间的共享

概念结构投射至整合空间，并引导和制约

输入空间构素间映射以及继而发生的向整

合空间的有选择投射。

（二）概念整合的实现以心理空间之

间的关联为前提，而认知语境是促成各空

间之间关联的重要因素。认知语境空间是

动态结构，它在认知主体的逻辑推理过程

中成了变量	，既包括即时的物理语境，

也包括认知主体的主观动机、文化背景、

经历、心态等，是语言主体通过经验把相

关的具体语境认知化的过程。

（三）概念整合最终会生成层创结构，

而层创结构本质上也是心理空间，是输入

信息有选择压缩进入整合空间后经过复杂

心理运算后自动建构的空间，层创意义是

其中应有之意，“层创意义不同于参与整

合的各部分意义的简单相加，也无法从后

者直接推导出来”。

二、《牡丹亭》中委婉语的认知解读

根据输入空间的不同组合形式，本文

把《牡丹亭》中常见的委婉语分为以下两

种形式：双话语表征输入空间 + 所指输入

空间；单话语表征输入空间 + 所指输入空

间。前者主要表征为以景抒情和以诗托志

两种方式，而后者则隐去了所指对象。

（一）“双话语表征输入空间 + 所指

输入空间”模式

中国古人崇尚“天人合一”，喜好以

自然界草木禽鱼为出发点，由物及人的叙

述方式，远在西周时期的《诗经》中大量

运用比兴手法，借景抒情，咏物抒怀。至

魏晋六朝，自然审美及山水文学兴起，讲

究“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

汤显祖深受此影响，对杜丽娘情寄生色的

生动描写——如“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

漾春如线”“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

都付于断壁残垣”——	无不适极貌写物，

辞采追新。

但是这类“物 / 景 + 人 / 情”模式

本质上并非单纯结构性表征，而是概念整

合性的，其生成和解读方式都依赖认知者

的认知模式，所产生的层创意义远远大于

输入空间的概念之和。而且，双表征空间

模式下的委婉语解读是双层概念整合的过

程。如：

1. 闲花傍砌如依主，娇鸟嫌笼会骂

人——引自《寻梦》，例子中字面意义触

发两个话语表征空间：“花”“鸟”激活“自

然界”空间，“闲”“娇”“嫌”“骂人”

激活“人类”空间。在认知语境参与下，

类属空间从输入空间提取抽象概念“A 依

赖 B，A 因而导致某情绪”，即“花傍砌石，

因而产生寄居于砌石的情绪”“鸟依笼，

而产生生气（骂人）情绪”。在类属空间

和认知语境的引导下，两话语表征空间的

相似概念映射关联并有选择投射到第一层

整合空间。在该整合空间，“闲花傍砌”

映射“人依赖父母”，“娇鸟嫌笼”映射

“人被禁锢家中”，而“闲”“娇”“嫌”

体现的是审美“移情”，把主观之情转移

到对象之上，映射“女子依赖于父母，只

能深居闺房，缺少自由而产生负面情绪”。

在第二层整合中，首先，在认知语境的调

控下类属空间抽取第一层整合空间与所指

空间（杜丽娘正花园寻梦，此时春香前来

劝归）的共核信息，后者进行第二轮信息

匹配和映射。在认知语境调控下，类属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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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第一层整合空间与所指空间有选择投

射至第二层整合空间。经过各空间的层层

整合，产生层创空间，层创意义随之生成。

该句是被埋怨了的春香借“花鸟”婉指自

家小姐因禁锢在深寂闺阁像砌上花、笼中

鸟，正在生气埋怨，背后折射出的是封建

礼教的压制与主人公追求自由、“天然之

情”的人性的对立。

除了借景抒情外，汤显祖也喜好以诗

托志，“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	

。在《牡丹亭》中，汤显祖像作诗一样追

求语言的华丽典雅，在曲文念白中根据情

节发展大量引用、化用唐诗宋词中的成句，

在下场诗中也大量运用集唐诗，体现了渊

博的知识积淀与高超的文字驾驭力。但是

这类委婉语的解读成败很大程度依赖于认

知主体的认知语境知识。

2. 君侯此一去呵，看洗兵河汉，掞天

高手——引自《闹宴》，“掞天高手”涉

及另一隐喻委婉用法，在此暂不论述。第

一层概念整合中，输入空间的建构、共享

概念提取、信息相配及映射都首先依赖于

认知者对化用的诗词典故的解码，即杜甫

诗《洗兵马》所激活的空间意象与“杜宝

高升即将回朝”空间要素的跨域映射是关

键。“洗兵河汉”出自杜甫《洗兵马》诗，

在洛阳城里，听着前线不断传来的战争消

息，叹道：“安得壮士挽天河，洗净甲兵

长不用。”意思是以银河（河汉）之水把

兵器洗净，藏而不用，使天下太平。于是

在第一层整合空间可生成“洗兵河汉”与

“杜宝回朝后，天下太平的景象”产生匹

配关联。而第二层概念整合则有赖于激活

大脑中储存的、根据前文构建的“杜宝因

妙计解除淮安围困而立功”语境框架，结

合“杜宝与文武众官大庆太平宴”的所指

空间的互动映射，经推理，产生先前的话

语表征输入空间所没有的层创意义，即文

武百官恭贺杜宝高升，因其机智化解了边

境冲突。结合《牡丹亭》故事的历史背景，

该句也隐含了身处在宁、理宗年代南宋人

们对求得良将、平定叛乱和保障边境的迫

切渴望。

典雅的诗赋辞藻虽然能增强戏剧语言

的文学性与经典性，但过多运用也影响了

曲文念白的通俗性，不易被一般观众所理

解，所以《牡丹亭》在当时被认为是长于

案头而短于场上，缺少通俗性。

（二）	“单话语表征输入空间 + 所

指输入空间”模式

除了以自然界和诗文词赋来进行表

征的双话语表征空间模式，《牡丹亭》

中也大量运用单话语表征空间模式。认

知语境知识贯穿于概念整合的跨空间映

射和认知推理的各阶段。首先，表征输

入空间与所指输入空间在认知语境的作

用下，类属空间提炼出输入信息的抽象

共核概念。输入空间、类属空间部分概

念要素和结构有选择地投射至整合空间，

层创空间是伴随着概念整合推进自动产

生隐性概念聚合体，由此衍生的层创意

义超越符号本身的意义。

虽然单表征空间结构在整合模式中比

双表征空间少一层整合过程，似乎更直截

了当，但在委婉的表达效果上，未必比双

表征空间更直白。由于单话语表征空间结

构隐去了所指对象，言已尽而意无穷，能

起到隐晦表达言外之意的功能。此外，由

于缺少一层整合过程，所指空间的激活以

及概念整合推理都更加依赖认知语境。而

不同的认知主体有不同的经验、知识文化

背景，思维方式也会因人而异，不同的认

知者可能读出不同的层次，这就会造成读

者未必能体会作者的言外之意。

如《惊梦》中杜丽娘游园所唱的“恰

三春好处无人见，不堤防沉鱼落雁鸟惊喧，

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字面上纯粹描述

“三春”的明艳，但“沉鱼落雁”“闭月

羞花”的常规语义联想能自然激活人脑的

“美貌”图示，认知主体不难整合推断“丽

娘自知拥有初春般明艳容貌，但为避免留

下不矜持的印象，不直抒心意，言此以及

彼”。但是，《牡丹亭》中很多曲文宾白

都婉蓄蕴藉、藏而不露，例如“三分话点

破帝王忧，万言策检尽乾坤漏”字面意义

为殿试主考官对柳梦梅的作答——“生员

无可偏，可战可守后能和”——赞赏有加，

给与高度评价。而结合当时南宋不断遭受

外族骚扰侵略却束手无策的背景知识，考

官对柳梦梅提交的看似模棱两可、含糊不

清的对策的大加褒奖是否暗示当时朝廷应

对入侵中的软弱、恐惧与摇摆不定？鉴于

宋末、明末应对外族入侵的对策和剧中几

乎相同，或许汤显祖欲以暗讽的方式通过

殿试问与答来隐射现实，有以史为鉴的良

苦用心。

三、结语

委婉语不便言说的所指潜隐于言语深

层，读者目之所及的是能够言说的言语表

层，表层至深层的距离避免了话语意图被

直接察觉，委婉语的使用反映了语言主体

个人特征及其所处的时代特征，是主体思

维的轨迹。

两模式下的委婉语承担不同的语用功

能：双话语表征输入空间模式是汉民族常

用的表达方式，诗意婉约，能够增加语言

表达的文采，符合古代文人求雅避俗的说

话写作习惯；单话语空间结构由于隐去所

指，常用于隐射难言之隐，但是由于对作

者言外之意的推导更依赖认知语境知识，

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委婉语解码的难度。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构筑了杜柳的

爱情主线和朝廷平乱的副线，赋予青春觉

醒以深刻的时代背景；对作品中人物刻画，

或正面或侧面，或直接或间接，有血有肉，

栩栩如生。如果不具备充分的认知语境知

识，很难体会这部作品艺术之外的深刻思

想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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