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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文性理论的起源、发展和基本概念

1. 互文性理论的起源

互文性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

法国学者茱莉亚·克利斯蒂娃在《萨多与马尔库斯》一

书中最先提出了这一概念，她认为：“每一个文本总是

同其他的文本产生或多或少的关联。新的文本或多或少

地带有较早文本的部分印记，这种印记是自觉或者不自

觉的。”她将这种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联称为“互文性”，

并将其作为一种解读文本的方法，强调了阅读者在解读

过程中所扮演的主体角色。克利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受

到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思潮的影响，

她主要关注的是文本与作者之间的心理关系，以及文本

与社会历史之间的政治关系。

2. 互文性理论的发展

克利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理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和讨论，随着文学语境的变化，互文性概念也随之不断

发展、丰富。在法国，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雅

克·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将互文性理论与作者死亡、读

者创造、解构主义等思想相结合，进一步拓展了互文性

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在俄罗斯，米哈伊尔·巴赫金等对

话主义者将互文性理论与对话原则、多声音性、语言游

戏等概念相联系，强调了语言和文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在美国，哈罗德·布鲁姆等西方比较文学家将互文性理论

与创造焦虑、影响关系、修正关系等观点相融合，探讨

了不同时代、地域、流派之间的文学传承和变革。在中

国，王宁等当代比较文学家将互文性理论与中国传统诗

歌中的借用、仿写、对话等现象相对应，分析了中国诗

歌与外来诗歌之间的交流和影响。

3. 互文性理论的基本概念

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互文性理论涉及到许

多基本概念，如引用、模仿、借用、改写、对话、对位、

影响、修正、变异、转化、重构、互文性、互文性关系、

互文性效果等。这些概念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内涵，

但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核心思想，即文本与文本之间存

在着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关系，这种

关系既是文本生成的动力，也是文本解读的线索。互文

性理论认为，文本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固定的，而是

开放的、流动的、多变的，它们在不断地与其他文本进

行对话和交流，从而产生新的意义和价值。

二、互文性理论在高校诗歌教学中的意义和作用

1. 互文性理论可以拓展诗歌教学的视野和范围

诗歌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不同

时代、地域、流派、风格的诗歌作品，从而形成对诗歌

这种艺术形式的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然而，由于时间、

空间、资源等因素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诗歌作

品都纳入教学范围，只能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的诗歌作品进行教学。这就需要我们在选择诗歌作品时，

考虑到它们与其他诗歌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从而使学

生能够通过少量的诗歌作品，感知到更多的诗歌作品。

互文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选择和组织诗歌教材的原

则，即根据诗歌之间的引用、模仿、借用、改写、对话

等互文关系，将不同的诗歌作品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

机的互文网络，从而使学生能够在阅读和分析一个诗歌

作品时，同时了解和探讨与之相关联的其他诗歌作品，

从而拓展了诗歌教学的视野和范围。

2. 互文性理论可以丰富诗歌教学的内容和方法

诗歌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让学生掌握和运用一

些基本的诗歌分析和鉴赏的方法，从而提高对诗歌作品

的理解和评价能力。然而，在传统的诗歌教学中，我们

往往只关注诗歌作品自身的语言特征、修辞手法、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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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等方面，忽略了诗歌作品与其他文本之间的联系和

差异，从而导致了对诗歌作品的片面和肤浅的解读。互

文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丰富和深化诗歌分析和鉴赏

的方法，即根据诗歌之间的影响、修正、变异、转化等

互文关系，比较和评价不同的诗歌作品在主题、形式、

风格等方面的异同和优劣，从而使学生能够在分析和鉴

赏一个诗歌作品时，同时考虑到它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对

话和交流，从而丰富了诗歌教学的内容和方法。

3. 互文性理论可以激发诗歌教学的创造力和批判性

思维能力

诗歌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诗歌创造力和批

判性思维能力，使他们能够不仅欣赏和理解诗歌作品，

而且能够创作出自己的诗歌作品，并能够对诗歌作品进

行独立和有见地的评价。然而，在传统的诗歌教学中，

我们往往只注重传授一些固定的诗歌知识和规则，忽略

了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导致了学生对诗歌

的兴趣和热情的缺乏，以及对诗歌的创作和评价的无能

和无趣。互文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激发和培养诗歌

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方法，即引导学生运用自己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根据诗歌之间的互文关系，创作出

自己的互文诗歌，并能够对自己和他人的互文诗歌进行

分析和评价，从而使学生能够在创作和评价一个诗歌作

品时，同时展现出自己对其他文本的理解和反思，从而

激发了诗歌教学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三、互文性理论在高校诗歌教学中的具体应用方法

1. 引导学生发现诗歌之间的互文关系

引导学生发现诗歌之间的互文关系是一个既复杂又

有趣的教学过程。通过深入理解互文关系的定义、类型、

特征和功能，举例阐释不同类型的互文关系在诗歌中的

表现形式和作用效果，以及设计互动性教学活动和鼓励

学生总结和反思，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文学知识，也培养

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和鉴赏水平，让他们更好地理解、欣

赏和创造诗歌这一艺术形式。

诗歌作为文学的精华，其间的互文关系扮演着重要

角色。互文关系是不同诗歌作品之间相互影响、借鉴的

现象，涵盖引用、模仿、借用、改写、对话等多种形式。

这种关系既延续了文学传统，又为创作注入新的活力。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例如《诗经》与《楚辞》之间的互

文关系，以及《唐诗》与《宋词》之间的交流，均展示

了文学作品之间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互文关系，教学活动起到了关键

作用。寻找互文线索的活动，鼓励学生从作品中挖掘共

通之处，从而更好地捕捉互文关系的线索。而通过分析

不同诗歌作品之间的联系，学生能够深入探讨这些关系

在主题、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影响。评价不同互文关系的

活动，不仅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学传承的价值，还

培养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

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的总结和反思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总结，他们能够将学到的知识系统地整合起来，加

深对互文关系的理解。而反思则帮助他们意识到在探索

互文关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时明晰自己的收获。这

不仅提升了他们的阅读和理解能力，也培养了对文学作

品更加敏锐的鉴赏眼光。

2. 帮助学生比较不同诗歌的互文效果

比较不同诗歌的互文效果是文学教育中一个富有启

发性的主题。互文效果是指在不同诗歌之间产生的相互

呼应、影响与交流，其标准多样，包括主题、形式、风

格、语言、情感、思想等。通过深入比较，学生能够更

全面地认识诗歌之间的关系与差异，拓展了他们的文学

鉴赏能力。

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一系列巧妙设计的教学活

动来引导学生理解互文效果。例如，通过提供一组诗歌

作品，要求学生根据标准对其进行比较，从而锻炼他们

的分析能力和批判思维。同时，让学生根据个人喜好进

行选择，并用理由和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有助于他们

培养独立思考和论述的能力。而分析不同诗歌的互文效

果，也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作者的个性和风格，从而增

强了他们的文学洞察力。

教学的最后阶段，学生的总结和反思尤为重要。通

过总结，学生可以将所学知识系统地整合，形成更深刻

的认识。而反思则让他们思考在比较不同诗歌互文效果

时遇到的难题以及应对的策略，从而提升他们的问题解

决能力。这种反思还有助于学生认识到自己的分析和评

价能力的提升，从而增强他们的学习自信心。

通过比较不同诗歌的互文效果，学生能够更深入地

理解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培养他们的分析、评

价和批判能力。通过多样的教学活动，如标准比较、个

人喜好选择和作者个性分析，学生可以在实践中掌握这

一重要技能。通过总结和反思，学生的学习不仅停留在

知识层面，还在于反思和体验的提升，从而使他们更好

地理解文学的深层内涵，培养更广阔的审美情操。这些

能力将对他们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3. 教育学生创作自己的互文诗歌

教育学生创作自己的互文诗歌是培养创造力、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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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力和批判性思维的重要途径。互文诗歌是一种创作

方式，通过融合不同的诗歌元素，既继承了文学传统，

又赋予作品新的情感和意义。创作互文诗歌需要学生选

择适当的源文本，明确目标读者，灵活运用互文手法，

以创造新颖独特的互文效果。

在教学中，成功与失败的互文诗歌作品为学生提

供了有益的示范。例如，杜牧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

陵》与王之涣的《登鹳雀楼》通过共通的主题和形式，

产生了深刻的情感共鸣，成为成功的互文作品。然而，

有些互文作品未能凸显互文效果，如《相思》与《一剪

梅》的互文关系较为薄弱，因创作者未能赋予作品新的

意义。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教学活动的设计至关重要。

引导学生自选源文本创作，可以根据兴趣选择诗歌，并

通过改变情感、视角等方式，创造出独特的互文效果。

情境创作活动能够让学生将创作与现实情境相结合，培

养实际运用创作技巧的能力。而目的导向的创作，让学

生在创作中明确意图，培养将特定情感或主题转化为诗

歌表达的能力。

在教学活动的末尾，学生的总结和反思能够加深他

们对创作过程的认识。通过反思，学生能够意识到自身

在创作互文诗歌时所遇到的难题和解决的方法，从而培

养问题解决能力。创作互文诗歌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文学

知识，还提升了他们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表达能力。

这些技能不仅适用于文学领域，还将在学生未来的学习

和生活中发挥积极影响。通过教育学生创作自己的互文

诗歌，他们不仅在文学艺术中得到了磨练，更在思维深

度和创新能力上得到了锻炼，为他们的综合素养提升奠

定了坚实基础。

四、结论

本文运用互文性理论的视角，全面探讨了其在高校

诗歌教学中的应用价值。通过阐释互文性理论的源流与

概念，分析它对拓展教学视野、丰富教学内容与激发学

生创造力的启迪作用，以及具体诠释其在发现诗歌间互

文关系、比较互文效果与指导学生创作方面的策略，本

文构建了互文性理论应用于高校诗歌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框架。希望本文能够为拓展诗歌教育研究的学术视野提

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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