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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语言文学中语言的应用特点

1. 具有艺术美感

汉字本身就有挥发意境与想象空间的特点，加之文

字组合的巨大能量，汉语言文学群创造出的意境空间是

无穷大的。因而，汉语言有着其独特的魅力，是一种充

满艺术美感的沟通交流方式，能够为我们的文学作品增

加更加丰富多彩的内涵以及独特的意境，使汉语言文学

的内涵和意境变得更加灵动，使作品充满艺术美感。例

如，唐朝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江流宛转绕

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

不见”，描写了夜晚月光笼罩在河流和小岛上形成像雾气

一样缥缈好看的仙境一样的景色，月光照在四散的小岛

上使周围的景色都有些看不见，营造出一种朦胧的美感，

使人读来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并且还带有强烈的艺术

美感，使人产生共鸣以及心神向往的感受。这种艺术美

感就是通过语言的独特表现方式来营造独特的意境的，

使人感受到汉语言文学作品中优美、生动、形象的艺术

美感，也正是我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流传至今、传诵千古

的一个重要原因 [1]。

2. 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文学作品中主要的基本骨架以及表达元素是语言，

它的艺术美感主要表现在诗词歌赋以及小说散文等主要

特有的文学作品当中，而且这些文学作品的题材以及灵

感多是作者从生活的感悟体验、经验所得，从生活中升

华出来的文字用语言的形式营造出特有的艺术美感以及

独特的意境，然后供人们阅读和传诵。这种升华后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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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经验是具有艺术美感的，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特有的感

悟以及歌颂，能使人产生强烈的共鸣，例如屈原的作品

《湘夫人》中“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一句将生

活中经常见到的兰草描写成高洁伟岸的形象用以表达作

者当时孤傲高洁的意志以及不愿和他人同流合污的中心

思想。大多文学作品都是作者以独特的视角以及经验所

得来描绘自己的所感、所想，将它转换为文字来表明自

己的思想感情，这种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得到升华的

文字、语言就构成了优美流畅的文学作品 [2]。

3. 能产生强烈共鸣

生活上的体验和经验被升华之后成了文学作品，形

成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诗词歌赋、小说散文等。但是

这种升华过后的文字绝不是作者一人的简单感悟，而是

经过了生活的大悲大喜以及感悟到的人生道理，明朝道

人洪应明在《菜根谭》中写道：“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

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身故欣然，死

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描写了作者通过生活中

花开花落以及云卷云舒等平常淡然的情景表达自己豁达

的心境以及坦然的生活态度，能使读者联想到自己所处

的环境以及所经历的事情产生强烈的共鸣，这种共鸣是

从生活中来的，但是又高于生活，所以充满了独特的魅

力以及艺术美感。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都是经过升华提炼

出来的经验感悟，能够通过文学作品传授给后人和读者，

为人们指引方向，亲切的体会和感悟到作者所表达的人

生体验以及感受，极易与读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汉语

言文学的创作同样以生活为基础，通过深刻的生活体验

结合语言运用技巧体现在文学作品之中，营造出更加浓

郁的意境，增强作品的熏染力，从而使读者产生强烈的

共鸣 [3]。

二、汉语言文学中语言的应用

1. 人际交往

古往今来，人际交往是人们生存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语言作为人际交往中的必要工具，也是人们在发

展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及手段，是必须要掌握的生存技

能。国际化趋势的发展也使得我国国民在与外界交流以

及国际化的经济合作中的机会越来越多，为我国的语言

文化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向世界各国展现汉语言的

魅力。在我国汉语言文化课中教师往往注重培养学生的

汉语言文学水平以及汉语知识，而在语言的应用方面存

在很多的不足，不利于我国优秀的语言文化的传播以及

传承，所以必须要积极的加强对语言应用的探索，这是

我们在进行人际交往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必须加强人们

在语言应用的技巧以及人际交流中语言应用技巧的传授，

使人们能够基本的掌握语言的应用范畴以及应用意境，

让越来越多的人去感受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的独特魅力，

并且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兴趣来主动地去深入挖掘和探

索语言应用技巧的丰富内涵和魅力，促使学生掌握语言

技巧的同时更能增长他们的见识和视野，为我国优秀的

语言文化传播培育肥沃的土壤 [4]。

2. 阅读理解

人际交往的过程中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清晰明白地理

解对方所要表达的观点以及意思，这是我们进行沟通交

流的必要能力，语言是我们掌握这一能力的必要基础，

在汉语言文学中尤其如此。我们必须在学会运用语言、

理解语言的基础上来实现对阅读理解的深入分析和挖掘，

明确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和观点。在汉语言文学中必须

要注重加强学生对语言的应用以及语言意境的分析能力

来提高他们的语言应用以及语言表达能力，对提高学生

的汉语言文学水平有着极大的帮助，对今后的工作以及

学习都是十分关键的，能够使我们掌握人生存基本所必

需的沟通交流能力，进而升华为能够读懂文学作品，理

解文学作品深刻内涵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文学素养。

3. 写作

写作是语言应用的高级形式，我们可以通过静态的

文字语言来表达我们对生活的感悟、念想以及对事物的

看法，通过写作这种语言表达形式不仅展现出我们所掌

握的文字功底，还体现了自身的语言应用技巧，提高对

文章的鉴赏能力和意境分析能力。写作是将语言的应用

以及表达结合在一起的形式，对学生的工作、生活、学

习都有着莫大的帮助，可以在大量的写作过程中潜移默

化、逐步形成较高的语言应用能力以及意境分析能力，

还能够掌握更多更深入的基础知识，更深刻地领悟语言

的魅力。

4. 文化交流与传递

语言先于文字，汉语记录中华文化，无论历史长河

如何变迁，历代的精华文化都会得以保存下来，且文化

传承也是作为当下语文学科教学的终极目的。汉语言文

学的应用功能往往通过教授汉语知识和中国文化得以实

现，采用文化视角去看待历史和文学等形式，完成不同

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 [5]。

三、利用语言创造意境的方式

1. 沟通交流与沉静自己相结合

语言的意境营造可以通过自身所掌握的基本汉语言

文学功底以及文字编辑能力，结合自身对生活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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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经验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更加优美动人、生动形象

的语言意境。沟通交流是及时审阅内心的必要，沉静自

己将思想整合并过滤，二者相融贯通，并且常常通过想

象来实现，更有利于增强创新能力。与此同时，通过和

外界的沟通交流可以获取更多、更复杂、更全面的信息

和知识，然后整合这些信息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于生活

的总结以及感悟，对内心世界的呐喊来转换成贴近生活

实际和读者产生共鸣的汉语言文学作品，有利于营造美

的意境；沉静自己可以使作者对人生、对社会的体验和

感悟更加沉淀、更加动人，沟通交流是作者掌握外部世

界信息的一个基本途径，两者相结合在一起有利于语言

意境的营造。

2. 亲近自然，热爱生活

文学作品离不开对于世界的观察以及感受，要求

我们必须多经历感悟生活，多亲近自然才能够结合生活

的体验以及自然的素材升华为自身的文学作品。细致的

眼光与体验源于观察，自然所赋予我们的不仅是新鲜事

物，还有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理解。放眼世界，古

今中外，多数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在经历了生活的起起

伏伏，感受自然、亲近自然之后的内心所感所想，可以

做到“微妙事物皆可用作素材”，对生活中事物的选择与

判断，寄托情感与理想，无不表现了作者对自然、对大

好河山的赞美以及对生活或颠沛流离或激情澎湃的体验，

将自身的感悟和世界的馈赠结合起来就升华为作者自身

的文学作品。

3. 鉴赏佳作，为我所用

阅读文学作品是一种很美好的活动。当读者读完这

部作品后，会在心中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如作品艺术

风格、巧妙的故事情节、深刻的思想内涵。通过评价作

品的思想内容、表达技巧、结构美、语言文字美，从优

秀作品中把握情感、探究情缘、整理情物，从而找出意

境探讨的线路。例如宗璞的作品《报秋》，宗璞通过对

玉簪花的细致观察和深入的联想，抒发了作者对玉簪花

的赞美之情和对时光的珍视之情。作者开篇说“刚过完

春节”“已是长夏”“让人懒洋洋”，然而猛然见到玉簪

花“先是一惊，随即怅然”，似乎感到了秋的到来冬的临

近。作者连用四个“便”字将一个个节气紧凑地衔接起

来，采用现代派的写法，连标点都省略了，给人以时光

飞逝的真切感受 [6]。

四、结束语

汉语言文学中语言意境的营造能力是作者长久的生

活经验以及扎实的学科知识的积累而来，热爱生活，贴

近自然，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意境营造有着强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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