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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生态视角看《冋归》的语言特色

□ 张先亮席俊杰

内容提要作品《回归》聚焦髙校，以一位曾经称雄杏坛、久历宦海的知名教授为中心，生 

动地表现了人物的回归之路。从回归家庭、回归课堂、回归学术直至回归本真，人物塑造真实而 

鲜活，语言表达准确形象。本文从语言生态学视角出发，探索作品《回归》的语言生态特点，主要 

体现在作品内外生态语言的和谐。其中外生态语言的和谐主要表现在作品与作家主观语言系 

统的和谐以及作品与现实世界语言系统的和谐。作品内生态语言的和谐主要表现在作品《回 

归》人物语言与其所处的社群生态相适应，其语言生态表现为职业性变体、生理性变体和思维 

性变体。内外生态和谐依赖于作品《回归》的生态调适，这种生态调适主要表现在生态情景调 

适、生态对象调适和生态描述调适，它使作品人物及语肓叙述与其存在和形成的生态条件相融 

相和，在协调语言生态条件反差的同时，增加了作品语言的艺术审美价值。

关键词《回归》语言 生态和谐 生态调适

作者张先亮，浙江师范大学国家语言政策与语言生态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席俊杰，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金华 321004)

—、弓I言

“语言生态” 一词最早产生于20世纪70年 

代豪根发表的一篇名为《语言生态》的报告，文中 

借对“自然生态”的隐喻定义了 “语言生态”，指出 

“语言生态是指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系”，生态语言学在此基础上诞生。『语言生态作 

为一种整体的开放型生态系统，超越了语言符号 

的本体.而将语言现象的生成环境纳入语言研究 

之中。正如Haeckel (1995)提出生态学视角中的语 

言研究要考虑的生态的处境性：“一个生物体必须 

有其存在的处所，而且这个处所不仅仅是指物理 

意义上的，就语言而言，语言的意义是由其所在的 

语境(语言语境和情景语境)所决定的，没有语境 

的语言就像一个人只有灵魂而没有躯体一样，可 

见语境是语言生存的重要环境。对于文学作品 

而言，作品人物的塑造和语言风格的呈现与作品 

语言存在的生态语境密不可分。作品《回归》③聚焦 

高校，以一位曾经称雄杏坛、久历宦海的知名教授 

为中心，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回归之路。从回归家 

庭、回归课堂、回归学术直至回归本真。本文从语 

言生态学视角出发，探索作品《回归》的语言生态 

特点，其主要体现在作品内外生态语言的和谐，这 

种语言生态和谐依赖于作品《回归》的生态调适， 

主要表现在生态情景调适、生态对象调适和生态 

描述调适，它使作品人物及语言叙述与其存在和 

形成的生态条件相融相和，在协调语言生态条件 

反差的同时，增加了作品语言的艺术审美价值。

二、作品语言生态的和谐

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的基本功能单位，任意特 

定元素都存在内外两个生态系统。一般说来，同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语言生态建设研究"(16AYY00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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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元素彼此相互联系构成其内生态系统，处与 

其它层级的元素及其关系形成外生态系统。文学 

作品语言生态也由内外两个系统构成，外生态语 

言系统反映作家主观世界语言与作品的关系，以 

及现实客观世界语言与作品的关系；内生态语言 

系统反映文本内的人物语言与人物处境的关系。 

作品《回归》语言上的生态性体现在作品内外生态 

语言的和谐，其中外生态语言的和谐主要表现在 

作品与作家主观语言系统的和谐以及作品与现实 

世界语言系统的和谐，作品内生态语言的和谐主 

要表现在作品《回归》人物语言与其所处的社群生 

态相适应，其语言生态呈现为职业性变体、生理性 

变体和思维性变体。

（一）作品外生态语言和谐

1.作品与作家主观世界语言系统

以作家主观世界的语言为中心的作家语言系 

统，独立于作品而内显于作品，存在于作家主观世 

界中。作品《回归》语言生态与作家语言世界的和 

谐主要表现为，作品语言反映了作者文、史、哲三 

方面的文学素养与才情。

首先，作品语言生态与作家语言的文学性和 

谐…致。小说语言的文学性不仅体现在人物和环 

境的描写手法上，还体现在古文学词句的使用上。 

如作品在描写人物眼睛时写道“黑如点漆的眸子 

镶嵌在一片比羊脂玉还要纯净的乳白中，相互映 

衬.彼此生发，弥漾出夺人眼球的晶莹。岂止如此， 

晶莹中似乎还蕴藉并缓缓释放出某种慧光，流盼 

之间，迅即生成一种令人心旌摇曳的电波”;描写 

人物语言时用“宛如雨润桃花、风佛杨柳般的温言 

软语”;描写景物时用“碧波荡漾.绿树婆娑”等。古 

文学的语言素养主要表现在作品对古代诗词文句 

的引用和古文言句式的使用上，如“谓之’非人生 

活’，何夸张之有”、“急于求成且不知’中庸’为何 

物”、“案牍劳形、有美如斯”等，作品多处使用“谓 

之”“何有”等表达方式。作品用“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表达自己的回归之路；用“绕树 

三匝”描写李薇对薛鹏举的倚靠；用“闻官军收河 

南河北”后的“漫卷诗书喜欲狂”形容薛鹏举学术 

文章通过专家匿名评审后的心情等。除了中国古 

代文学，作品还多处表现了作家的外国文学修养， 

如作品在描写情感期待时用“就像欧洲童话中被 

女巫施以魔法而昏睡多年的爱罗拉公主在苏醒前 

亟盼那能够赋予其精气神的’真爱之吻’”表述等。 

其次，作品表现了作家语言生态的史学性。这 

主要表现在作品多处引用历史人物、事件等。作品 

不仅提到了宋真宗赵恒、唐玄宗与李玉环等，在表 

现作品人物时还以历史人物作比，如“怎么能像高 

卧隆中的诸葛亮那样每天日高方起，然后还无比 

惬意地朗诵吟道’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 

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我还能重操旧业、回归 

学术吗？就像一个原先以舞刀弄棍为业的拳师，习 

惯了看家护院，忽然蒙朝廷垂青，赏他个轻松活 

儿，要她改行去当幕府里的请客，成日装模作样地 

陪着达官贵人品茗论道，说些不痛不痒的废话、套 

话，但拳脚功夫却彻底荒废了，只能偶尔摆个pose 
糊弄糊弄外行，等他厌倦了幕府里的森严等级、繁 

琐规矩以及稍有不慎便遭致呵斥时，不禁又怀念 

当拳师的自由自在了”等。

最后，作品表现了作家语言生态的哲学性。这 

不仅体现在作品多处提及哲学经典，如“存天理， 

灭人欲”、王阳明心学等，还体现在哲学研究术语 

的使用上，如课题申报挑选撰写申报书人物时，作 

品描述为“采用’叙齿的推荐办法；薛鹏举认真 

研究巡视的文件资料，作品用梳理哲学文献的“爬 

罗剔块”的手段来表达等。

作品语言生态与作家主观世界语言的协调一 

致，促进了作品内外言语生态系统的和谐，在看似 

随意的描写中暗藏了许多非饱读诗书者难以辨识 

的文史哲典故，反映了作家学贯中西的文化修养。

2.作品与客观世界语言系统

除了作家主观世界语言生态系统，现实客观 

世界的语言生态也是作品外生态语言系统的重要 

构成部分,它是作品的现实来源。作品语言生态与 

客观世界语言系统的和谐主要表现在作品出现大 

量的时代性语词。语词的时代性首先体现在流行 

词汇的使用上。如作品在描写薛鹏举无法及时回 

复短信的特殊身份时，表达为“他毕竟是一校之 

长，成日陷身于文山会海之中，收到她的短信时， 

常常端坐在主席台上，无法像’低头族’那样及时 

收发短信”，除了 “低头一族”，文中还出现“Out” 
（落伍）、“剩女”（嫁不岀去）、“心灵鸡汤”（传经布 

道）、“跳槽”（辞职）、“塑身”（减肥）、“饭局”（用 

餐）、“广场舞”（甩手跺脚）、“爽歪歪”（痛快）、“非 

理性亢奋”（发疯）、资源共享（同吃同住）等。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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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的时代性还体现在表达时代的新事物上，如 

“网上订购，她把自己提升为’淘宝’’京东’’携程’ 

'艺龙’等商业网站的钻石客户”、“非诚勿扰”等。 

此外，语词的时代性还体现在时下的政治时事用 

语，如在描述黄墨玉为丈夫准备变换多样的早餐 

时，称其“呼应了政府主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热潮”；作品谈论的“三公经费”、“八项规 

定”、纪律审核等也反映了近年的政治热点。此外， 

作品中还谈及时下的各类段子。尤其是学生的段 

子，大都是“自身所见所历，从丰富多彩活的现实 

生活中采撷而来，映现出社会思潮、时代观念及不 

同阶层、不同人物的生存方式，可借以观察世情、 

校情、生情”。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语言，体现了作 

品语言生态与现实客观世界语言的和谐，使作品 

更加真实和具有现代意义。

（二）作品内生态语言和谐

特定对象群体的人物塑造依赖于人物言语的 

生态，李国正将这种言语生态变体表达为“特定生 

态环境内一定言语结构单位与一定社会群体条件 

的整合受各种复杂的言语生态条件影响，文学 

语言呈现多种生态变体，它与人物所处的具体情 

境密切相关，突显了人物个性化的特点。作品《回 

归》人物语言与其所处的社群生态相适应，其语言 

生态呈现为职业性变体、生理性变体和思维性语 

言变体。

1.职业性变体

小说《回归》的社群生态首先表现为职业变 

体。作品聚焦大学，以大学校长薛鹏举为中心，其 

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为人物奠定了特定的职业变 

体环境。同一环境下的人物具有类化的生态变体 

特征，主要人物的职业集中为学者群体，其职业变 

体表现为学者群体的文化性素养，如身为高校知 

识分子，薛鹏举的“谓之’非人生活’，何夸张之 

有”、王畅就职演说时的“届时莫谓言之不预也”、 

李薇的“醒来竟好生怅惘”“闻弦歌而知雅意”等， 

通过雅文的“谓之”、“何”、“好生怅惘”等表达方 

式，表现出了学者群体的言语生态特点，浸透着学 

者的文化底蕴。此外，职业变体还体现在学者的政 

治素养上。学者在高校通常并非单纯的学者身份, 

而是常与政治相结合，其育语生态中渗透着政治 

因子，如身为校长的薛鹏举以“双主体”责任、“一 

岗双责”表述T.作，以“希望以后为活跃校园文艺 

生活多作贡献”作为寄语，以“近期杂事猬集.俗务 

冗甚”表示婉拒。还有王畅的“还得请示”，以及对 

于上任和卸任时，对当事人能力肯定的程度副词 

“较好”和“很好”的选择等都体现了一种官场言语 

生态特点，作品人物语言生态的职业性变体使人 

物与其身份相适应。

2. 生理性变体

职业条件与言语整合为职业变体，不同个体 

的生理特点不同，对语言的认知和习得也会有所 

不同，《回归》中人物社群言语生态还表现为年龄 

变体和性别变体。作品言语生态的年龄变体首先 

表现为，薛鹏举不同年龄时段的语言生态特点明 

显不同。退休后在妻子生病期间，他与妻子一同泛 

舟湖上时，献诗一首：“相约荡舟戏碧池，缱绻未觉 

鬓有丝。约来已是千百次，犹似当年初约时。”而年 

轻时的薛鹏举，其创作的《你好，三月》，则洋溢着 

浪漫主义诗人的热情。薛鹏举自己回顾往昔，再看 

自己的“少作”，觉得它“稚嫩与造作”，同时“浸透 

着青春的激情”，这样的描写是切合生活实际的。 

妻子生病住院，薛鹏举为感谢妻子老同学的关照， 

言语上表达为“有道是’大恩不言谢’，但如果不说 

一声谢谢，我内心怎么过意得去？这样吧，请受在 

下一拜”。在拒绝对方时，则表示“明后天均已有安 

排，不克聆听高论，还望见谅”。年龄差异的背后反 

映的是岁月的洗礼，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物语言 

运用也就有所差别。此外.作品言语生态的生理性 

变体还表现为言语生态的性别变体。如薛鹏举和 

李薇初次在新年文艺晚会上相遇时，两人都为彼 

此的才华和风貌所动容，薛鹏举在言语上表达为 

“希望你以后为活跃校园文化多作贡献”、“以后有 

机会的话可以多多交流”。李薇则在言语上表达为 

“以后就斗胆来打扰校长了，到时候可别把小女子 

拒之门外呦”。两人话语生态的语气词使用差异， 

呈现了明显的性别差异。生活中，黄墨玉在薛鹏举 

多看自己几眼时，感慨到“我当年没欺你’少年 

穷’，你现在也别嫌我’老来丑’。可要记住哦”。不 

同性别的人物在言语生态中呈现不同的生态变 

体，适应了人物自身的性别、年龄特点，使人物塑 

造更加鲜活和真实。

3. 思维性变体

在作品语言生态中，思维因子作为一种精神 

世界的文化积累，影响着言语生态的呈现，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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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与言语生态结合，便表现为言语生态的思维 

性变体。作品《回归》呈现出的思维性变体主要表 

现为人物专业素养和性格的不同所带来的语言生 

态差异。如身为哲学专业的薛鹏举和黄墨玉，两人 

在言语思维上擅长名实之辨，对概念的释义不仅 

敏感，而且有浓厚的兴趣，这种专业素养使两人以 

名实之辨为乐，对概念释义尤其敏感。丈夫薛鹏举 

卸任后表示自己结束了非人生活，妻子黄墨玉则 

立即给予纠正.“非人”应换成“非正常人”。在妻子 

看来，丈夫薛鹏举卸任前的生活是超乎“正常人” 

紧张忙碌的“非正常人”生活，并未完全脱离“人” 

的生活形态，丈夫则辩解为重负如牛，忐忑似兔， 

即为“非人”，凸显了哲学教授的思维特点。此外， 

人物语言思维变体还受个体的气质和性格影响， 

即使同一职业身份的人，在语言表达上各具特色。 

如身为校长的王畅在开会时直言：“我的修养不及 

薛校长好，也没有薛校长那样宽宏大量，我的眼里 

是容不得半点沙子的，对有可能阻碍学校发展的 

人和事，我绝不会心慈手软，放任自流！这里先打 

个招呼，届时莫谓言之不预也。”相比前任校长薛 

鹏举，王畅的话语中多了一股“霸气”和“杀气”，在 

提高工作效率的威慑力的同时，潜台词中还影射 

了前任宽容有余而威慑力不足，显示了两位校长 

的差异。其言语生态的思维性变体利于反映人物 

的个性特色。

三、生态和谐的调适机制

生态言语系统是一个多维联系的整体，作品 

《回归》语言的内外生态和谐依赖于作品《回归》的 

生态调适。当言语的原存在生态和现适用生态出 

现差异时，调适机制促使作品语言在与其存在的 

原生态条件的互动选择中相互融合。作品《回归》 

的生态调适主要表现在生态情景适应调适、生态 

对象指代调适和生态描述类比调适，这种言语生 

态条件的反差，增加了作品语言的艺术审美价值：

（一）生态情境调适

“情境因子是人们进行言语交际时，由诸多条 

件构成的制约或影响言语过程的因子”（李国正， 

1991）,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言语主体本身因处在 

不同的场景情节而会出现不同的言语情境选择。 

当言语内容的原生态情景和当前生态情景出现明 

显的分化时，言语生态便出现情景适应性调适，言 

语实体与言语主客体在适应彼此的生态存在条件 

的过程中，形成言语生态的整合体。比如当餐桌上 

摆放好色香味俱全的四菜一汤后，黄墨玉欠身做 

丫鬟道“万福”状：“奴婢略备薄馔，请薛大老爷品 

尝，还望吃遍人间美味的薛大老爷莫嫌弃奴婢手 

艺粗陋。奴婢也备下红酒了，想请薛大老爷小酌， 

不知可肯赏脸？ ”面对妻子，薛鹏举十分配合：“好！ 

快快斟来！赐你平身，与本大老爷同饮。”丫鬟和老 

爷的言语生态原出现在旧社会，但在作品的言语 

生态情景的调适中，丰富了人物形象，增添了生活 

化的乐趣。

（二） 生态对象调适

除了生态情景调适，作品《回归》的言语生态 

调适还包括生态对象调适，表现为言语原生态所 

指对象和现指代对象的差异化，这种不同在作品 

中主要表现为自然物的生态指代调适、武学的生 

态指代调适、历史文化的生态指代调适等。如人物 

双鬓变白表达为“两鬓盛开的霜花”；找不到校园 

卡时，用“黄鹤不知何处去”来描述；对于人物行事 

风格则用“狮子型”、“兔儿爷”来形容。薛鹏举的回 

归学术，作品则以学武论之，表示“只要锲而不舍， 

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复原武功，甚至功力更加深 

湛，最终不是凭借江湖地位，而是依仗武学修为， 

赢得’华山论剑’的资格”。当王畅出乖露丑时，形 

容薛鹏举“就像一个已经金盆洗手的武林盟主，目 

睹新的掌门人刚坐上自己让出的虎皮交椅子”；对 

于王畅竞选，用“能力压众多峨眉，由’侧室’扶正 

为’正房进行描述；对于黄墨玉变换多样的早 

餐，则称其“率先体现《易经》中倡导的，苟日新，日 

日新’的创新宗旨，以呼应时下政府主导的’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等。言语生态的对象由原 

来存在生态中的自然、历史指代其它事物，在对象 

的差异性调适中呈现一种幽默而又形象的譬喻性 

效果。

（三） 生态描述调适

当作品叙述出现言语描述的原生态和现生态 

的差异时，言语生态出现描述调适，这种生态调适 

主要体现为对人物动作行为和心理行为的描述。 

作品《回归》的这种语言生态调适常常成系列出 

现，在调适形式上有类比调适和对比调适。类比调 

适在作品《回归》中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生态的 

非同质性类比，二是同质性生态表递进的类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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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新老校长交接大会上的任免决定宣布过程 

中，作品用“卸任”、“谢世”来描述薛鹏举内心深处 

对于官宦起伏的系列感触。“卸任”和“谢世”的首 

字同音，虽然两字描述的语言生态存在非同质性 

差异，但却准确地表现了人物思绪的过度性和关 

联性，将不无溢美的话语类比为悼词，凸显了退休 

时内心的失落和些许的不甘。后者如在王畅的竞 

选过程中，用“上位”、“到位”来描述其身份的转 

变；薛鹏举的退位对他和李薇情感的影响，称为对 

两人的感情的“降温”，甚至“冷冻”处理。这里的 

“上位”和“到位”、“降温”和"'冷冻”即是一种同质 

性生态表递进的类比。对比调适因描述生态是否 

互补表现为绝对对比性说明和程度补充性说明两 

种形式。如对于退休所带来的生活转变，薛鹏举和 

黄墨玉分别用“人”和“非人”、“正常人”和“非正常 

人”加以描述。“风雨来临”对薛鹏举身心双方的压 

力和苦痛，则用“皮肉之苦”和“心灵之窃”来描述。 

这里的“人”和“非人”、“正常人”和“非正常人”、 

“皮肉之苦”和“心灵之疡”表现了语言生态的对比 

调适。不同的是，前两组的“人”秋'非人”、“正常人” 

和“非正常人”因描述生态的对立性而呈现明显的 

只取其一的绝对对比性说明，后一组的“皮肉之苦” 

和“心灵之疡”因描述生态的互补性而表现为深化 

痛苦程度的补充性说明。这种语言生态的描述调适 

显示了作品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幽默性。

四、结语

作品《回归》围绕主人公不忘初心、回归本真, 

展示了杏坛宦海的人情世态。从回归家庭、回归课 

堂、回归学术直至回归本真，人物塑造真实而鲜 

活，语言表达准确而形象。从语言生态学视角出 

发，我们发现，作品《回归》的语言生态特点主要体 

现在作品内外生态语言的和谐.其内外生态和谐 

依赖于作品《回归》的生态调适，这种生态调适使 

作品人物及语言叙述与其存在和形成的生态条件 

相融相和。

首先，作品《回归》语言上的生态性体现在作 

品内外生态语言的和谐，其中外生态语言的和谐 

主要表现在作品与作家主观语言系统的和谐以及 

作品与现实世界语言系统的和谐；内生态语言的 

和谐主要表现在作品《回归》人物语言与其所处的 

社群生态相适应，其语言生态呈现为职业变体、性 

别变体和年龄变体。

其次，生态言语系统是一个多维联系的整体， 

作品《回归》语言的内外生态和谐依赖于作品《回 

归》的生态调适。当言语的原存在生态和现适用生 

态出现差异时，调适机制促使作品语言在与其存在 

的原生态条件的互动选择中相互融合。作品《回归》 

的生态调适主要表现在生态情景适应调适、生态对 

象指代调适和生态描述类比调适，这种言语生态条 

件的反差，增加了作品语言的艺术审美价值。

注释：① 张先亮、杨依希：《试论“语言生态”的属性特征》， 

《语言文字应用）2017年第4期"

② 杨朝军：《生态语言学理论概述——兼论〈语言：生态 

学视域〉》，《外语教育＞2008年第8期

③ 晓风：《回归》，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④ 李国正：《生态汉语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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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cause of its mission of mobilizing the people to unite and fight the war, its effect to communicate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and its function to organize and mobilize the people. Yan'an Jiefang Daily adopted the five
in-one mobilization content, the flexible and versatile mobilization methods, and the three-in-one mobiliza
tion strategy,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its. It had a major impact on the wartime society, deepened the 
public *s recognition of Chinese Marxism, promoted the social changes in Sh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
gion ,and improved the people's confidence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It also provided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the mobilization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Yan'an period； Jiefang Daily; populace mobilization

The Language Features of "Hui Gu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Ecology (136)
Zhang Xianliang1, Xi Junjie2

(\ . Ins tit ute of' National Langimge Policy and Language Ecology ； 2. School ^Humanities .Zhejiang formal 
University, Jinghua 321004)

Abstract: The work "Hui Gui” vividly expresses the return of the character, which is centered on a 
professor in colleges who was famous in education and politics. From returning to the family, the classroom, 
the academics, and the true nature, the characters are shaped to be real and lively, and the expression of 
language is accur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ec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anguag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k "Hui Gui",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harmony of the ecological languag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works.The external harmony is mainly reflected between the works and the subjective 
language system of the writer, the works and the real world language system.The internal harmon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anguage of the works "Hui Gui” and the social ecology of the works. The language ecology is 
characterized by occupational variants, physiological variants and thinking variants.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cological harmony depends on the ecological adaptation of the work "Hui Gui" . This ecological adapt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Ecological scenario adaptation, ecological object adaptation and ecological description 
adaptation. It makes the characters and language narratives of the works blend with the ec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ir existence and formation. While coordinating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ec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lan
guage, it increases the artistic aesthetic value of the language of the works.

Key words: language of “Hui Gui"； ecological harmony ； ecological adaptation

The Research of Tokugawa Shogunate5 s Government Finance Collapse (141)
Duanmu Xunvuan

{Institute of Japan,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Japan had peace for more than 200 years under Tokugawa shogunate. During that time, pro

ductivity and commodity economy got great progress, but the shogunate * s finances were fraught with difficul
ties. Through the Tokugawa shogunate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it has congeni
tal defects. The local government's limited revenue could not susta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Js financial ex
penditure.There was vast disconnect between the backward tax syste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se two 
contradictions have always troubled the shogunate7 s finance. By the end of the period ,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modernization, the shogunate * s finance had finally collapsed.

Key words: Tokugawa shogunate；congenitally defect；financial difficulties； modem impact；Government 
finance col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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