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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类文本阅读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当今的学科划分中，汉字研究属于语言学，抒情叙事属于文学，它们处于不同的一级学科

下面。但在古时候文字学和文学并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都是从文字说

的：“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也是以文字相区分。

到了20世纪，由于模仿西方的学科体系划分，我们将语文分成语言学与文学两大学科，且
越分越远、越分越细。事实上，汉人的思维凝聚于汉字的结构里，汉文学特有的魅力来自于神

秘的汉字。若不将文字学和文学撮合在一起，很多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从《诗经》的“比兴”到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几乎历朝历代都以含蓄、耐人品味为好诗、为
上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学界有多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受老庄思想影响。老庄认为道

生万物，万物生于无。《逍遥游》讲逍遥，怎样才能道遥呢？要“无所待”，要“无我”“无
功”和“无名”。所以，要以“有”表现“无”，要将“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作为艺术追求。另一种观
点认为受佛教影响。佛教讲“假有真空”“万色皆空”，“空”乃天地万物的本性。受其影响，诗词
的创作也应追求空灵之美。

这些说法都有一些道理，但并不一定说到根子上。究其本源，还得寻到汉字身上。汉字不

同于许多拼音文字的地方，就在于它是表意的，而且是借象表意。借象和表意是汉字的两大基

本属性。现在见到的早期汉字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就是用图像和图像化符号
组合而成的。更早的文字当数陶文和岩文，精确点说是陶画文和岩画文。可见，汉字最早起源

于图画。诗歌中用“有”表现“无”以及委婉、迂回、空灵、含蓄的特征，根子上是由汉字。

还有个疑问：为何中国叙事不善走线性之逻辑，而常乐于块状跳跃或随意穿插？

中国传统神话，就存在这个明显的特征。记载神话较多的《山海经》，说东山一个神，西

山一个神，南山、北山各有一个神，他们或六只眼、两个头，或人首虎身、狮首人身、鸟首人

身，却没有系列故事，都是片断式的。小说同样如此，或以人物为单位组合在一起，或以空间

场景为单位组合而成。前者如《水浒传》《儒林外史》，后者如《西游记》《镜花缘》等。有

学者据此曾讽刺中国小说无结构，前后无主干，组合起来就是长篇，拆开来就是短制。诗歌也

有这种特点，常表现为由若干名词堆砌的句子。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惨惨凄凄戚
戚之类，曲词意象浓密，却结构松散，调换其顺序也不大影响情景的表达。

这种块状跳跃、随意穿插的叙事方式，与汉字有啥关系？关系大了。汉字意与象的一体性

句，有较强的独立性这是其一其二，汉字某一字的词性可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其三，汉字无

前缀、后缀、单复数等，受前后词的牵挂少，在句子中的位置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由度，甚

至词与词的位置自由调换也不会影响意义的表达。举个例子，“他淋了一身水——他一身淋了
水一水淋了他一身”，传递的信息是不是没啥不同？所以说，中国小说叙事的块状跳跃和穿插
源于汉字语词表意和组词的独立、灵活与自由。

最后，大家回头再想一想，我们几乎将西方的理论流派从头到尾学了遍。所谓的理论认知

能力确实提高了不少，但也不免时常有隔靴搔痒的感觉。诸如中国文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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