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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塔整体性原则
在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刘 永 康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O068)

柄要 :格 式塔整体性原则运用于阋读教学 ,给 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始 终把课文看作一个整体 网络 ,从 解词释义

到课文分析 ,都 要考虑整体性质对部分的制约关系 ;从 整体 出发 ,注 意抓点睛之笔 ;注 意作 品结构的协调 完整性 ;不

要肢解有机整体 ,断 章取义地说教 ;分 段只是认识整体性质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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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塔

”
是德文

“
Gestalt” 一词的音译 ,意 为

“
组织结构

”
、
“
整体

”
。这是一个心理学术语 ,最早

由奥地利哲学家埃伦费尔斯于 1890年提出,因 此埃

伦费尔斯被称为格式塔心理学的先驱。但格式塔演

绎成为一门心理学 ,应归功于考夫卡和苛勤 ,他们于

1912年在德国创立了这门学问,使之成为欧美现代

心理学学说和流派之一。格式塔心理学关于学习的

理论包括 :整体性、直觉性、心物同形、完形压强。整

体性是最基本的理论 ,它对语文教学的启迪是多方

面的,这里仅以阅读教学而论 ,看一看它在阅读教学

中的具体运用。

- 整体性的思想内涵

格式塔的整体性 ,其思想内涵主要含以下两个

方面。

(一 )“ 感觉并不是各种感觉要素的复合 ,知 觉

并不是先感知各种成分再注意到整体 ,而是先感知

到整体的现象 ,而后才注意到构成整体的诸成分。
”

[1](“ 页)也就是说 ,人们认识事物并非对个别刺

激作出反应 ,而 是对整体的形 (即 格式塔)作 出反

应 ,正常人看外物往往一眼就看到了它的整个形状 ,

一眼就抓住了眼前物体的粗略的结构本质 ,然 后才

注意到它的各个细部。格式塔的整体性告诉我们 :

从事艺术创作或鉴赏 ,一定要注意形象的整体性 ,可

以说 ,艺术的整体 ,就是美的第一要素。龙是国画的

重要题材 ,历史上形成了画龙的不同风格流派。洪

升主张画龙要画完整的龙 ,龙 的首尾鳞爪都不能忽

略。王士祯的反对这样求完整 ,而要求精粹 ,认 为
“
神龙见首不见尾

”
,有时在云中露出一鳞半爪就行

了。其实 ,关键在画家心目中要有龙的整体形象 ,要

着眼于表达龙的整体精神。我们欣赏交响乐 ,总 是

从整体旋律中去领略它的美 ,绝 不会只因为其中的

某一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而感动。我们欣赏某一幅

画、某一座雕塑 ,首 先也会把目光投向整体形象 ,而

不是一开始就去注意它的细部。如果一开始就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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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力集中到某一部分 ,只 能说明那一部分已不属于

这个艺术品了。罗丹断臂就是实例。我们现在见到

妁巴尔扎克塑像 ,两手藏在长长的睡衣中 ,目 光凝视

远方,表现出深思遐想的神态 ,仿佛沉浸在他笔下光

怪陆离的世界里 ,塑像注意中心在面部。罗丹之所

以要砍去其精美的双手 ,为 的是不让这次要部分牵

引人们的注意力 ,以便更好地突出塑像的整体感和

主题 c

(二 )格式塔整体性强调的是
“
部分相加不等于

整体 ,一个事物的性质不决定于任何一个部分 ,而依

读于整体 ,这个从该事物整体中产生的性质 ,即 所谓

格式塔质
”
[丬 (46页 )。

无数水滴汇成大海这个整体之后 ,便产生出永

不干涸、浩翰无边、繁殖动植物、微生物、埋藏矿物、

影响气候等性质 ,即 格式塔质 ,它依赖于大海这个整

体 ,不决定于构成大海的每一滴水。无数颗树构成

森林这个整体之后 ,便产生出遮天蔽 日、保持水土、

抵御风沙、调剂气候等性质 ,也就是格式塔质 ,它依

赖于森林这个整体 ,不决定于构成森林的每一颗树。

有趣的是 ,这种格式塔质产生于事物的整体联

系之中的心理思想 ,在我们古人的诗文中早有反映 ,

苏轼《为沈君(十二琴论〉作诗》云 :“ 若言琴上有琴
吉 ,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 ,何不请君指

上听。
”
这是一首理趣诗 ,所 说的道理似乎那么浅

显 ,殊不知这中间隐含了佛教深玄的
“
因缘

”
之理。

昕谓
“
因缘

”
,通俗点说 ,就是

“
条件

”
。佛教认为 :世

界万事万物都是由因缘(条件的组合)而成的 ,如人

体便由
“
地

”
、
“
水

”
、
“
风

”
、
“
火

”
四大因素组合而成 ,

四者缺一 ,人将不人。四大因素相互依连 ,没有一个

主宰,四 大因素之中的任何一个也是由各种因素缘

合而成 ,自 身之中也没有一个主宰。所以四大皆空。

佛典中常以
“
火

”
为喻来说明缘合的道理 ;拿石头敲

击石头 ,闪烁出火星 ,火星射到莓绒上 ,便生成了火。

哪火星从哪里来?石头?莓绒?人力?都是 ,都不

全是,三者缘合 ,方能成火。佛书说 :“ 因缘所生法 ,

我说即是空。
”
甚至

“
空即为假名

”
,“ 空

”
也是缘合而

戎的,本身也没有主宰 ,因 而说
“
空空

”
。这就是因

缘之理。苏轼精通佛理 ,以 弹琴这种生活中常见的

事为喻 ,用反问的形式 ,将抽象的佛教哲理寄寓于形

象之中,通 俗易懂。沈德潜说 :“ 诗贵有禅理禅趣 ,

不贵有禅语
”
,就是这个意思。佛学中这种

“
因缘

”

{条件的组合 ),实际上就是格式塔心理学的知觉经

验的整体性 ,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 ,一个事物的性质

不决定于任何一个部分 ,而依赖于整体。琴声是从

琴、手指的有机结合所形成的整体中产生的值 ,火 ,

是从石头、火星、草莓通过敲击、溅等动作形成的整

体中产生的值。韦应物《听嘉陵江水声》云 :“ 水性

自云静 ,石 中本无声 ,云何两相激 ,石转空山惊。
”
欧

阳修的《钟莛说》,还讲了一个以莛叩钟 ,声在莛呢

还是在钟的故事 ,这些诗文都饶有趣味 ,说明我们的

古人很早就在思考探索从事物整体上产生的那种神

秘的新质——格式塔质。

二 阅读教学中实践整体性原则的具体思路

语文教育中实践整体性原则就是要树立大语文

教育观 ,即语文的整体素质教育。它要把师生从语

文知识的微观教学中解放出来 ,升华为语文能力、语

文智慧、人类文化以及科学文明的审美教育。语文

新课程标准的
“

J总 目标
”
就是把九年的语文教学看

作是一个
“
整体

”
,课标还把语文素养看着一个

“
整

体
”
,把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加上综合性学习

这五个方面看作一个
“
整体

”
。这里 ,我们仅从阅读

教学的角度 ,看实践整体性原则的具体思路。

(一 )始终把课文看作一个整体网络

引导学生阅读课文必须重视整体性原则 ,从解

词释义到课文分析 ,都 要考虑整体性质 (即 格式塔

质)对部分的制约关系。就以解词释义为例 ,任何

一个词的准确性、形象性、生动性都是从结构关系中

表现的。孤立的
“_” 字无所谓准确不准确 ,若 把

“
一

”
放在

“
前村深雪里 ,昨夜一枝开

”
这个句子里 ,

“
一

”
就准确 ,因 为它显示出

“
早梅

”
的

“
早

”
来。孤

立的
“
闹

”
字无所谓形象生动 ,但 当它进人宋祁的

《玉楼春》
“
绿杨烟外晓寒轻 ,红杏枝头春意闹

”
诗句

中就不同了。一个
“
闹

”
字 ,传 神人化 ,引 人联想。

用表动态的词
“
闹

”
去烘托

“
红杏枝头

”
的静景 ,渲染

出浓郁的春意。这一
“
闹

”
字 ,静 中显动 ,鸟语花香、

盎然春意 ,跃然纸上 ,化静为动。以上这些词 ,如果

作孤立解释 ,是没法弄清它们的意义的,一旦把它们

放进整体结构中,其意义就豁然开朗。在阅读教学

中,强调感受的整体性 ,指 的就是把语言文字放在具

体的语境中完整的感受其表达的意蕴 ,而不是条分

缕析作具体的理解和切分 ,如读到
“
狼烟

”
一词 ,不

必训诂式的具体理解为古代边境上将狼粪燃烧后垂

直升起的烟雾 ,整体把握为
“
战事

”
即可。黄河浪写

的《故乡的榕树》,围 绕故乡的榕树 ,在 回忆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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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有关的人事 :儿时划船的趣事、神话传说、烧

纸钱、用液计治癣、折枝祭祀、榕树下的休息、谈笑、

夏夜纳凉。若孤立地看这些琐事 ,什么也看不出,若

把它们连起来从整体把握 ,就会发现从整体形象中

贯注着一种情思意脉 ,一种意境 ,一 种格式塔质 ,那

就是浸润着长期蓄积在心头的浓浓的思乡之情。

叉如《蜀道难》这首诗 ,写 了蜀道的来历、蜀道

的高峻、蜀道的难行、蜀道最危险的地方 ,创作了许

多景物形象 ,这些景物片断分散孤立地看 ,不过是蜀

道景物的各个细部 ,一旦把它们连缀成一个整体 ,就

形成一个豪放的气势 ,激 昂的感情 ,使人读后心情为

之振奋 ,想去迎接和征服大自然的艰险。这就是诗

的意境 ,是蜀道整体景物形象中产生的新质 (即 格

式塔质),这 个新质在诗中的任何一个句子中是找

不到的,他依存于这首诗的整体情景。

正由于如此 ,所 以新课程标准在阅读 目标中才

强调
“
整体感知课文的大概内容

”
,“ 感受课文语言

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
,这充分说明

“
整体感知

”
和

“
感

受
”
的重要 ,也就是始终把课文看作一个整体网络 ,

从解词释义到课文分析 ,都要考虑整体对部分的制

约关系 ,体现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的原则。

可是 ,在应试教育的冲击下 ,许多文质兼美的文章在

相当程度上形同虚设 ,只 是寻章摘段 ,用解剖刀肢解

作为训练语言的例子 ,学生在知、情、意方面有多少

收获要打问号。学校不闻读书声琅琅 ,但见习题如

海洋 ,恐怕是极形象的概括。好端端的文质兼美的

文章肢解成若干习题 ,抠这个字眼,抠那个层次 ,文

章的灵魂不见了。老师用冷漠的理性分析取代辩证

的语言感受 ,用枯燥繁琐的题海抽筋剥骨 ,扼杀文章

的气韵和灵动。

(二 )从整体出发 ,注意抓点晴之笔
“
某一个整体式样中各个不同要素的表象看上

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主要取决于这个要素在整体

中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
”
[2](3z9页 )。 部分的

重要性取决于它在结构关系中的位置。如果一个部

分在整体结构关系中是无足轻重的 ,那 么它的改变

对整体影响不大。构成因素在整体中并不都具有同

等重要的意义 ,整 体结构的性质常常由几个重要部

分体现 ,这些重要部分的改变引起整体结构性质的

变化c在艺术品的整体结构中常常有一个和作品整

体质(格 式塔质)密切相关的重要部分 ,它 被表现的

状况直接关系着整体质的表现是否充分。这个重要

22

部分 ,往往被形象地表述为
“
点睛之笔

”
。在人物画

和文学作品肖像描写艺术 中 ,关键处集 中在人的眼

睛上。《西厢记》中 ,崔 莺莺
“
临去秋波那一转

”
,竟

然使得初见面的张生
“
意惹情牵

”
。《聊斋志异》中 ,

“
散花仙女拈花微笑 ,眼波将流 ,竟 然使得朱生注目

良久 ,不觉神摇意夺 ,恍然凝想 ,身忽飘飘如驾云雾

矣
”
。她们的情态和魅力全从眼珠儿上表现出来。

《世说新语 ·巧艺》记载 :顾长康画人 ,或数年不点

目睛。人问其故 ,顾 曰 :“ 四体妍蚩 ,本无关于妙处 ,

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
[3](1“ 页)一篇文章 ,一首

诗中也有点睛之笔。陆机在《文赋》中说 :“ 立片言

而居要 ,乃 一篇之警策。
”
[4](21页 )刘 熙载说 :“ 炼

篇、炼章、炼句、炼字 ,总之所贵乎炼者 ,是往活处炼 ,

非往死处炼也。夫活 ,亦 在乎认取诗眼而已。
”“

诗

眼有全集之眼 ,有数句之眼 ,有 一句之眼 ,有 以数句

为眼者 ,有 以一句为眼者 ,有 以一、二字为眼者。
”

[5](1zs页 )这居于要害处的
“
片言

”
是

“
文眼

”
,诗歌

中的点睛之笔是
“
诗眼

”
。《杜臆》评论杜甫的《偶

题》诗说 :“ 此乃一部杜诗总序 ,而起二句乃其所托

胎者。
”“‘

文章千古事
’
,便须有千古识力 ,‘ 得失寸

心知
’
,则 寸心具有千古。此文章家秘藏 ,为 古今立

言之标准也。
”
王嗣 认为

“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

知
”
两句就是这首诗的诗眼[6](176页 ),为 全诗的

画龙点睛之笔。

从上可知 ,在 阅读教学中,大 可不必搞字字推

敲 ,句 句分析 ,不 必搞枝枝节节的随文爬行。只消引

导学生在反复吟诵中捕捉住文眼和诗眼 ,从整体出

发挖掘出其中的微言大义。比如《论雷峰塔的倒

掉》,其文眼就是结尾的
“
活该

”
二字。从全文来看 ,

文章从头到尾所论的就是一个
“
该

”
字。雷峰塔该

倒 ,压在塔下的白娘娘该获解放 ,玉皇大帝该拿办法

海 ,法海禅师该变成蟹和尚,非 到螃蟹断种那天为

止 ,该 出不来 ,这 当然是
“
活该

”
了 ,“ 活该

”
二字不仅

表现了作者对法海的嘲讽与鞭挞 ,也与普天之下的

人民其欣喜为何如此相呼应 ,这正是田间野老蚕妇

村氓发自心底的欢呼 ,这样来理解 ,才显出
“
活该

”

二字的千钧之力。以这两字结束全文 ,是画龙点睛

之笔 ,最精当不过了。《琵琶行》是以情系事 ,“ 事物

牵于外 ,情况动于内
”
,情词真切感人 ,诗人和琵琶

女所处的地位虽不相同 ,但同有沦落天涯之感 ,由 此

产生同病相怜的感情。这种感情 ,诗人激荡于心 ,不

能 自己,因 而凝成最集中的一句 :“ 同是天涯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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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
这一句 ,是诗人发乎至情的

内心呼唤 ,一肚皮苦水 ,要在此一吐为快。这一句才

是全诗的中心 ,勾 联全篇 ,这便是
“
以一句为眼

”
的

诗眼,捕捉直接表达主题的句子就应捕捉这一句。

(三 )注意作品结构的协调完整性

格式塔心理学派认为 ,整 体的格式塔质是通过

接受主体的视知觉的组合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效

应。格式塔 (“ 完形
”
)是 由视知觉活动 (目艮睛感官 )

组织成的经验中的整体 ,而不是客体本身。他们指

出,通过知觉活动组合成
“
完形

”
,必须遵循一定的

原则。第一 ,最短距离或邻近因素原则 ,指距离较短

或相互邻接的部分容易组合成整体。第二 ,类 似原

则 ,指相互类似部分容易组合成整体。第三 ,完形趋

向或良好完形原则 ,指 彼此相连属的部分容易组合

成整体 ,彼此不相连属的部分容易隔离开。第四,闭

合原则 ,指一个倾向于完形而尚未闭合的图形 ,容易

被看作一个完整的整体[7](321页 )。

从格式塔整体性理论看 ,作 品结构的协调完整

是由以上四条组合成完形的原则决定的。符合完形

原则的组合显示出和谐协调的特征 ,反 之则否。马

致远的《天净沙 (秋 思 )》 中的
“
枯藤

”
、
“
昏鸦

”
、
“
古

道
”
、
“
西风

”
、
“
瘦马

”
都有衰残的意味 ,低沉的情调 ,

暗淡的色彩 ,根据类似原则 ,它 们很容易组合成整

体 ,表现出游子思乡的愁绪这一统一的情调 ,所 以使

这首小令成为成功的作品,受到很高评价。元代另

一位作曲家白朴也有一首《天净沙》:“ 孤村落 日残

霞 ,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 ,青 山绿水 ,白 草

红叶黄花。
”
其中几个主要意象

“
落 日

”
、
“
残霞

”
、

“
老树

”
、
“
寒鸦

”
与

“
青山

”
、
“
绿水

”
、
“
红叶

”
、
“
黄

花
”
的情调意味并不一致。前者萧条、衰败 ,后 者充

满生机和朝气 ,二者又不存在从整体表达出发的对

比反衬关系。它们的并列组合不符合
“
类似原则

”
,

不能构成一个和谐协调的整体。所以,李 渔在《闲

情偶寄》中批评它松散零乱 ,看不出内在联系 ,好似
“
散金碎玉

”
、
“
断线之珠

”
。我们引导学生鉴赏艺术

品,也要看它的结构是否协调完整。

(四 )不能肢解有机整体 ,断章取义地说教

朱熹讲了一个读书的原则 ,他说 :“ 《孟子》成大

段 ,首尾通贯 ,熟读文义 自见 ,不可逐一字一句上理

会也。
”
[8](72页 )强 调语文基础知识落实是正确

的,必要的,但有的教师对基础知识的落实的方法和

途径不能正确地理解和把握 ,在课文讲读中把一些

词语提取出来 ,孤立地讲这个词用得准确 ,那个词很

形象 ,很生动 ,甚至有的教参资料也把这种所谓
“
抠

字眼
”
作为讲读课的重要 内容。其实这纯粹是对落

实基础知识的一种误解。肢解感知经验的整体性 ,

在教学实践中往往造成理解上的片面性 ,甚 至把意

思完全弄偏 了。有老师解
“
孔雀东南飞 ,五 里一徘

徊
”
说 ,写夫妇离散 ,往 往借鸟飞起兴。但其它诗言

“
白(黄 )鹄西北来

”
,何 以这首独言孔雀东南飞?这

是因为孔雀既能表现兰芝 的相貌美丽 ,又能见其忠

于爱情 ,品 德高尚。至于
“
东南

”
,故事结局亦有

“
徘

徊庭树下 ,自 挂东南枝
”
语。

“
东南

”
二字前后呼应 ,

可见绝非泛指。据有关考证 ,兰 芝家位于仲卿家东

南方。这样 ,两个
“
东南

”
就突出地表现了焦刘二人

生死相望 ,坚贞不渝的爱情。如此解释 ,显然违背了

格式塔整体性原则。事实上 ,这一句是 以托物起兴

的手法创设了一种缠绵凄楚的气氛 ,为 全诗定下了

感情基调 ,感染读者情绪 ,启 发读者想象。至于是孔

雀 ,还是白鹄 ,是
“
东南飞

”
还是

“
西北飞

”
,则是无关

紧要的。

格式塔心理学家考夫卡说 :“ 知觉本身显示 出

一种整体性 ,一种形式 ,一种格式塔 ,在 力图加以分

析时 ,这种整体性就会被破坏。
”
[9](89页 )这 好比

欣赏一朵花 ,本来它艳丽无比,你却要用显微镜让学

生看其细胞分子 ,再用透镜析出红橙黄绿青蓝紫的

七色组合 ,再从化学生物学角度分析花的构成成份 ,

用两只老鼠的耳朵合在一起的形状来比喻它。最后

阐释生长历程、土壤气候、人工培育、科属纲目、作用

贡献、伟大精神 ,甚至要砍成段段 ,切成条条 ,剁成丝

丝 ,磨成面面 ,化成水水。这时 ,你问学生 :这花美不

美 ,恐怕学生会说 :你不说我倒觉得美 ,你 越说我越

觉得它丑恶乏味。可以说 ,我 们一些语文教师就在

干这种蠢事。一些名篇佳作 ,学生一读要流泪 ,老师

一讲就想睡。我们用格式塔整体性原则来指导阅

读 ,就要避免肢解整体、搞断章取义的说教。

(五 )分段只是认识整体性质即格式塔质的一

种手段

分段、概括段意曾是阅读训练的重点。而新课

程标准中基本不涉及这个概念 ,这是因为过去
“
段

落
”
的训练曾经把我们的教学引向繁琐分析的桎梏

中。它追求的是标准、结论、答案的统一 ,忽视阅读

中的情感体验的整体性 ,压抑学生的自主学习的积

极性 ,违背了阅读的规律 ,把分段、概括段意这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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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变成训练的终极 目的。在阅读教学中,对于段落

及其概念 ,我们是不可能完全回避的 ,关键在于我们

要把分段、概括段意作为把握内容、体会思想感情的

一种手段来看待。实际上 ,我们语文教师在备课时

也必须经过一个整体把握课夂的思维阶段 ,而在讲

析时一开始就要学生分段 ,毫无理由地抽空了学生

对课文的整体性理解 ,掐 灭了学生初读课文时颖悟

的火花。格式塔心理学告诉我们 ,整体是先于部分

而存在的。因此 ,我们理解一篇课文就应采取 自上

而下的方式 ,即 由整体到局部。先让学生把一篇课

文看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凭着初感让他们 自个儿

去玩味、揣摩涵咏于整篇课文中的情感基调、主题思

想以及独有的写作方法等。要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

去猜测、琢磨。说不定一束顿悟的光线照亮思维的

一角 ,刹 那间抓住课文的主旨和特征。再接着分析

整体的各个构成部分 ,即 课文的段落。分析段落不

能孤立地进行 ,必须注意到段落的内在联系 ,尤其要

注意每一段落在整体中的作用和意义。有教师根据

这一理念来设计《谈骨气》的段落教学 ,出 现了这样

一个片段 :

师 :文 中写了几个故事?其顺序是怎样安排的?

生 :写 了三个故事 ,其顺序为 :文天祥不为高官

厚禄所收买 ,贫乏者不食嗟来之食 ,闻 一多面对敌人

的子弹拍案而起。

师 :这三个故事的顺序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是否

可以任意调整其顺序呢?

(生一时难于回答 ,下面由老师提问点拨。)

师 :请注意 ,三个故事前面有哪三句话 ,这 三个

故事与这三句话是什么关系?由 此说明什么问题?

生 :三个故事前面 ,引 用了孟子关于对骨气的看

法 ,即
“
富贵不能淫 ,贫 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
三

个故事和这三句话一一对应 ,是用来说明三句话的

事例。

可见 ,观点要统帅材料 ,材料要说明观点 ,观点

与材料要丝丝人扣 ,如果颠倒顺序 ,观点和材料就会

发生错位现象 ,结构紊乱 ,就不能很好的表达观点。

以上就是把分段作为认识整体性质的一种方式的成

功教例。

语文新课程标准在教学设计部分 ,共有四项 ,前

三项都强调语文教学设计的整体把握。研究格式塔

心理学的整体性原则 ,为我们整体把握教学设计确

实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只有从整篇课文人手 ,

贯彻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阅 读教学才能克服少慢差

费的弊端 ,打破烦硕哲学 ,使师生的主要精力花在有

价值的问题上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缠。

(注 :本文以及下面三篇论文是全国教育科学
“
十五

”
规划课题《西方方法论与现代中国语文教育

改革》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在全国 zO多所中小

学校展开实验。课题研究中得到了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办、四川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四川师范大学科研处

及文学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 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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