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陌生化”作为语言表达与鉴赏的别开生面

的理论，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语文教学中学习陌

生化的语言，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鉴赏能力，并进而

提高学生写作的创新能力。

一 语言陌生化及其价值

“陌生化” 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概

念，最早由什克洛夫斯基提出。 他认为，人的认知具

有自动化的特征， 动作一旦形成习惯便会带有机械

性，事物经过多次感受，人们便开始用“识别”而非“感

受”来接受它：事物摆在面前，我们知道它，却对它视而

不见。 语言也是如此，在长期使用和发展过程中日渐

流失了诗性的色彩， 词语就像被岁月磨光了的硬币，
失去了原有的灵异光彩而成为干瘪的概念空壳［1］。 要

打破这种自动化， 就应该运用陌生化的手法，“使形

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

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2］。从某种程

度上说，语言陌生化是一种修辞，但又不同于比喻、
拟人、夸张、排比等普通的手法，常常通过对词语变

形、拉伸、压缩、扭曲、颠倒的处理，制造出不合通常

逻辑的搭配及不合常规语法的句子，使人耳目一新。
虽然陌生化作为一种系统完整的理论是在 20

世纪初的俄国提出的， 但是陌生化的语言实践古今

中外早已有之，它是文学创作和演变的动力。 “与普

通语言相比，文学语言不仅‘制造’陌生感，而且它本

身就应该是陌生的。”［3］中国文坛中不乏“语不惊人死

不休”的句子：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

写道“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

日多烦忧”。 “昨日之日”和“今日之日”并不符合语法

规范， 却拼出了无数个不可挽留的昨日和接踵而至

的今日，道出了作者纷乱的思绪和郁闷的心情。 杜甫

在《望岳》中写泰山“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阴

阳”与“割”的前无古人的奇妙搭配突出了五岳之尊

的巍峨挺拔、雄奇壮丽……可以说，汉语形态变化的

缺乏使得汉语语法具有极大的弹性， 没有任何语言

能比汉语更适合进行陌生化的处理。 进入白话文时

代，汉语的形式更加丰富，作家对语言陌生化的追求

更为强烈。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曾经这

样谈论文学创作：“作为一个作家， 如果要使自己的

创作保持着一种生命力的话， 要在语言方面尽量少

地重复自己。 ”［4］所以，在他的作品中，读者可以惊喜

地发现，“他瘸着两只手走路”（《透明的红萝卜》）、
“子弹鱼贯着穿过树冠”（《红高粱》） 这种新鲜的、非

同一般的语句。
近年来，陌生化理论已被语文教学界运用，但研

究者大多从激发学生兴趣的角度出发， 指出教师应

“通过对那些看起来‘一读就懂’的课文进行深入细

致的研读，在新的视角、新的层面上发现超越于学生

浅层理解的新问题、新思考，并将这些问题与思考引

入课堂教学之中，通过科学合理的问题情境的创设，
促使学生对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5］。 这种教学

情境的陌生化固然能够活跃课堂气氛、 发展学生思

维，但它的着眼点不在语言文字，无法全面培养学生

的读写能力。 语文课程应关注教材中作品语言的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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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其价值主要有两点：（一）透过陌生化的语言，
学生能够换一个角度理解作品， 深入了解作者的写

作意图和思想感情，阅读能力得到增强。 （二）通过对

陌生化语言的积累、运用和模仿，学生能够创作出个

性化的句子，写作水平得到提高。

二 语文教材中语言陌生化的分类呈现

我国的语文教材是“文选型”教材，是众多优秀

作品的集锦。 既然语言陌生化是文学创作的追求，那

么它应该成为语文教材选编的一个视角。 语文教材

中确实也呈现出一定数量的陌生化语句， 笔者以人

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现代文为研究对象， 将语言

陌生化的句子分为两大类———词法的陌生化和句法

的陌生化，并举例说明。
（一）词法的陌生化

词法的陌生化手段主要表现为词语的超常搭

配，词与词的组合突破了固定模式，如：
（1）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

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鲁迅
《纪念刘和珍君》）

（2）这种省略，只能进一步强化似乎满世界都注
满了的孤独。 （曹文轩《孤独之旅》）

（3）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 （史
铁生《我与地坛》）

（4）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
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 （郁达夫《故都的秋》）

（5）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
饱满。 （蒙田《热爱生命》）

（6）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
神通， 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 跨步格外高远。
（鲁迅《药》）

词法的陌生化还表现在词语的创建上，如：
（7）见到了祖父正把船拉在溪中心，船上人喃喃

说着话，小小心子还依然跳跃不已。 （沈从文《边城》）
（8）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

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 （鲁迅《祝福》）
（9）“哈哈哈！ ”阿 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 ”

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鲁迅《阿 Q正传》）
另外，有些词语在使用过程中词性发生了转换，如：
（10）一匹红、一块小银牌，不拘缠挂到船上某一

个人头上去，都显出这一船合作努力的光荣。 （沈从
文《边城》）

（11）而磨难他的，正是这些由他和父亲精细照
料而长得如此肥硕的鸭子。 （曹文轩《孤独之旅》）

（二）句法的陌生化

首先， 句法的陌生化表现在句法成分的顺序发

生了改变，如：
（12）古园在四百多年里，它剥蚀了古殿檐头浮

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
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 （史铁生《我与地坛》）

（13）好一个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的安塞
腰鼓！ （刘成章《安塞腰鼓》）

（14）快回家去! 快回家去! 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
毕业文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催着自己，我
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情似的，为什么呀? （林海音
《爸爸的花儿落了》）

（15）十分清新，十分自然，我的小屋玲珑地立于
山脊一个柔和的角度上。 （李乐薇《我的空中楼阁》）

（16）对着荷花淀吆喝：“出来吧，你们！ ”（孙犁
《荷花淀》）

（17）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
静，来得悲凉。 （郁达夫《故都的秋》）

其次，表现在句法成分的参与发生了改变，不再

是主谓宾的固定组合，而是省略了某些成分，如：
（18）凄风。 苦雨。 天昏。 地暗。 （聂华苓《亲爱的

爸爸妈妈》）
（19）愈捶愈烈！ 形体成了沉重而又纷飞的思绪！

愈捶愈烈！思绪中不存任何隐秘！愈捶愈烈！痛苦和
欢乐，生活和梦幻，摆脱和追求，都在舞姿和鼓点中，
交织！ 旋转！ 凝聚！ 升华！ （刘成章《安塞腰鼓》）

（20）再大些，我就喜欢站在那条青石门槛上往
台阶上跳。先是跳一级台阶，蹦、蹦、蹦！后来，我就跳
二级台阶，蹦、蹦！再后来，我跳三级台阶，蹦！又觉得
从上往下跳没意思，便调了个头，从下往上跳，啪、
啪、啪！ 后来，又跳二级，啪、啪！ 再后来，又跳三级，
啪！ （李森祥《台阶》）

或者表现为重叠了某些成分，如：
（21）连那最末次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

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昧
书屋》）

（22）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 （鲁迅
《祝福》）

可以看出，虽然许多选文中含有陌生化的语言，
但是相对于语文教材的容量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而且作品年代多已久远。 实际上，当代有许多作家长

于运用陌生化语言，如先锋派的马原、洪峰、余华等，
但是他们的作品却很少出现在各个版本的语文教材

中。 语文课程标准中对教材的要求是“选文要文质兼

美，具有典范性，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题材、体

裁、风格丰富多样，多种类别配置适当，难易适中，适

合学生学习。 ”关于“文质”的论述最早来源于《论语·
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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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君子”。 “文”指的是外在表现，“质”指的是道德

品质。 关于“质美”，大纲中多处都有论述，如能够“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继承

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传统， 有助于增强

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感情” 等。 关于 “文

美”，大纲强调的只是“规范”，并无其他论述。 一般来

说，人们接受的往往是朱自清、冰心等人所创作的语

言规范化的散文，而对“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类

陌生化的语句并不认同，甚至感到莫名其妙。 殊不知

规范是一种美，陌生也是一种美，陌生化是文学语言

有别于普通语言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在选文中多加

入一些新鲜的、非同一般的语句，不仅完全符合“文

质兼美”的要求，而且也丰富了选文的风格。

三 语言陌生化与语文教学

语文教学分为语言、言语和作品三个层次。 语言

层次指学生在实践基础上普遍积累的语言经验；言

语层次指学生对文本思想信息的体验； 作品层次的

语文教学内容，则是指“在语言认知和言语体验的基

础上，反思文本‘为什么这么写’”［6］。 语文教学应以语

言的积累和鉴赏为出发点，以语言的运用和创新为出

发点，实现“由阅读到写作”的转变。 在语言陌生化的

教学上，教师首先应引领学生发现这些不合常理的语

句，用替换、还原、增加、减少等多种方法将陌生化的语

句还原成普通的句子，变陌生为熟悉。 其次，通过句子

之间的对比引领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内涵，探究作者

是如何把熟悉变为陌生，从而提高读写能力。
句子之间的对比可使用替换的方法， 用新的词

语代替原文中陌生化的词语。 以《纪念刘和珍君》为

例。 本文选自《华盖集续篇》，是鲁迅为了悼念 1926
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的学生领袖之一———刘

和珍所写的。 本文抒发了作者对爱国青年的敬爱、对

反动势力的痛恨和激励人们 “更奋然而前行” 的决

心。 通常， 教师对语言讲解的重点放在经典的语句

上，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

漓的鲜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经

典的语句可供学生揣摩学习， 陌生化的语言同样可

以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文意。 如例（1）：“中国军

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
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的解释中，“伟绩”指“伟大的功绩”，“武功”指

“军事方面”的功绩。 “屠戮妇婴”和“惩创学生”本是

不可饶恕的罪行，却用歌功颂德的词语“伟绩”和“武

功”来搭配，这无疑是一种陌生化的手段。 我们可以

用替换法， 将句子改成 “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罪

恶，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暴行”，则文章只剩下愤

怒的声讨而少了辛辣的讽刺。
沈从文在中篇小说《边城》中，通过翠翠的爱情

悲剧， 展示了湘西清新幽雅的自然风景和淳厚朴实

的人情世态。 该文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被誉为“一

颗千年不磨的珍珠”［7］，于 2002 年被节选入人教版高

中语文课本，是一篇自读课文。 文中有这样一段：翠

翠坐在家中屋后的白塔下想象自己离家出走后的情

景，竟然被自己吓怕了，仿佛事情真正发生了一样，
即使“见到了祖父正把船拉在溪中心，船上人喃喃说

着话，小小心子还依然跳跃不已”。 “小小”通常用来

描述很小的事物，“心子”在词典中的解释是“某些物

体中心的部分”，例（7）中的“小小心子”一词在其他

文章中并未出现，属于陌生化的词语。 若用替换法，
把“小小心子”换成“小小的心”或者“心”，或许在字

面上更容易理解， 但却无法表达出翠翠的天真烂漫

和作者对她的亲昵之情。
句子间的对比也可以使用还原法， 还原陌生化

的词性。 课文《孤独之旅》节选自曹文轩的小说《草房

子》，讲述的是少年杜小康因家道中落而失学，不得

不随父放鸭。 离开学校，离开村庄，远离人群，这种生

活的艰辛和精神的孤独压迫着他，促使他成长，并终

于变得坚强。 例（11）中写道，杜小康在芦荡中接受磨

难，“而磨难他的， 正是这些由他和父亲精细照料而

长得如此肥硕的鸭子”。 “磨难”本是名词，指“在困苦

的境遇中遭受的折磨”，此处被用作动词。 试将“磨

难”的词性还原，将句子改为“使他经受磨难的，正是

这些由他和父亲精细照料而长得如此肥硕的鸭子”，
可知原句突出了磨难的生动性。 磨难正如一只有力的

大手，操控着主人公的生活，给他带来困难和委屈。
句子的顺序也可以被还原。以《爸爸的花儿落了》

为例， 该文是台湾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短篇小说集

《城南旧事》的最后一章，以儿童英子的视角叙述了

父亲的离去，并插叙了几段或长或短的回忆，使读者

动容。 例（14）写英子参加完毕业典礼后对自己说：
“快回家去! 快回家去! 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

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催着自己，我好像怕

赶不上什么事情似的，为什么呀?”句法成分的排序

打破了正常的规则。 试将其还原为“拿着刚发下来的

小学毕业文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 催着自

己，快回家去！ 快回家去！ ”相比之下，陌生化的顺序

更能体现出英子想要“快回家去”的急切心情。
对于句法成分省略或重叠的情况， 可以在原本

的基础上增加或减少句法成分。 句法成分的增加以

聂华苓的《亲爱的爸爸妈妈》为例，本文记述了作者

在克拉库耶伐次参加悼念活动时的所闻所见， 是历

史与现实的交织、感性与理性的融合。 例（18）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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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头，用四个名词性词组描绘了悼念当日的天气：
“凄风。 苦雨。 天昏。 地暗。 ”这种意象化的表达方式

似出自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句法上却更别

出心裁，四个词组分别成句。 通常老师都会解释这四

个词的作用在于渲染悲凉的气氛， 学生们只知其然

却不知其所以然。 可引导学生们扩展句子，使四个词

变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如：“这一天刮着寒冷的风，雨

下个不停，天色非常暗淡，大地异常昏黑”，再与原句

进行对比，则这四个词的重要作用不言自明。
鲁迅的作品中常出现句法成分的重叠。 如《孔乙

己》中说道“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大约”和“的确”
的意义相冲突，本不应该同时出现。 再如《秋夜》：“在

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

有一株也是枣树”，“还有” 通常表示另外的事物，两

棵枣树分开来写看似多余。 例（21）中，鲁迅回忆起儿

时的乐园百草园，“连那最末次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

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 “似乎”表示不太

肯定，“确凿”表示非常肯定，这也是一种重叠，使句

子变得模糊不清。 可以减少句法成分， 将原句改成

“其中确凿只有一些野草”或“其中似乎只有一些野

草”，句子的文理变得清晰，意思却发生了极大的变

化。 前一句说明不了作者离开百草园多年，后一句显

示不出作者对百草园的深刻印象。
语文课程标准规定本学科是一门培养学生语言

文字应用能力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关注语言陌生

化的教学实际上是回归了语文教学的本质。 需要注

意的是，学段不同，学生的认知水平不同，语言陌生

化的教学方法和目的亦有不同。 在教学方法方面，小

学、初中学段正是积累语言、培养语感、发展思维的

时期，面对教材中出现的陌生化语言，学生很可能将

其误解为逻辑或语法的错误， 需要教师细致讲解和

对比分析。 高中学段的学生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语言

材料，具备了一定的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对文中出

现的陌生化的语言有自己的感受， 教师只需稍作提

示，学生便能自己进行对比分析。 在教学目的方面，
小学、初中学生以阅读为主，高中生则可以在理解、
欣赏的基础上，尝试创作陌生化的语句，形成自己的

写作风格。 另外，语言造诣深厚的作家都是在扎实、
规范的语言功底基础之上进行陌生化尝试的， 在写

作中规范是正格， 陌生是高格， 而不规范则是不合

格。 教师在教学中应正确发挥引领作用，以免学生一

味猎奇，行之无度，把“陌生”变成了“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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