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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象尽意(与中华审美文化

马大康

摘!要! "大象#"象罔#并无神秘+实即"非对象性#之状态, 人与自然之间从"物我分裂#的对象性关
系+经由模仿$想象而建构"物我合一#的非对象性关系+也就进入"大象#之境+由此而体道得意, "立象
尽意#就是指由对象性之"象#转换为非对象性之"大象#而体道得意的过程, 对"象#与"道#之关系的
理解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实践, 在文学艺术活动中则体现为"象#与"大象#互换互动互生互释+
无论"意象#"意境#"境界#都同时包含着"象#与"大象#+是双方共同构成的张力场+或曰"象.大象#,
"象.大象#是中华审美文化的细胞+它生成了中华审美文化的独特品格+也决定着中国古典美学和古
代文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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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谈到言.象.意的关系)人们往往会列举
$周易(系辞%中的一段话*&子曰*2书不尽言)言
不尽意,3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子曰*2圣
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3' !周振甫
"$%", $系辞%是对$易%所作的阐释)要真正理解
其中的意思)就必须结合原初语境,

一$ 言不尽意

&意')$说文解字%解释为&志也, 从心音,
察言而知意也,'段玉裁则说*&志即识)心所识
也, 意之训为测度)为记, 训测者)如论语毋意毋
必)不逆诈)不億不信)億则屡中, 其字俗作億,

(#%(



&立象尽意'与中华审美文化

训记者)如今人云记忆是也, 其字俗作憶'!段玉
裁 &B$#&B)", 在$说文%中)&意'与&志'互训)
也就是&识')可解释为&测度'和&记忆', 无论
作为哪种意义)都是可以&察言而知意')并非&言
不尽意', 显然)&意'在$系辞%中不是指普通之
意)而是特指&圣人之意')并且只有当圣人之意
来自对天意的悟解)那么)这种意才是言不可尽
的)因为天意体现着自然之道)而道恰恰是语言无
法言说和阐释的, 所以)庞朴说*&道无疑是一种
意)一种非常大的意, 有些意是可以用语言表达
出来的)而意之所随的道是不能用语言说明的,
因此)言不尽意指的是)言语可以充分地表达一些
普通简单的意0--1但是)道是无法用语言来说
明的0--1所谓言不尽意)是说不能把所有的意
都表达出来' !$'", 这就是说)&言不尽意'中的
言.意之关系)实质上就是言.道关系,

关于言与道之关系)中国古代圣哲有着极为
深刻的思考, 他们觉悟到语言并非万能)特别是
关于唯恍唯忽之道)语言常常显得无能为力, 老
子.庄子反复强调语言的局限性, 孔子虽然很重
视语言)也仍然对言与道的关系有所保留)很少直
接谈论道, $论语(公冶长%就记载了子贡的看
法*&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
道)不可得而闻也,'郑玄注曰*&章)明也)文彩形
质著见)可以耳目循, 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
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正义% '*", $论语(阳货%也记录了孔
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子曰*2予欲无言,3子贡
曰*2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3子曰*2天何言
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3' !()'",
在子贡看来)语言是传述思想和经验的唯一途径/
而孔子则不然)他强调举本以统末)认为立言垂
教.寄旨传辞都有可能会障蔽道)他更看重事件过
程本身)认为正是在四季运行.百物盛衰)人与自
然的直接关联中)天之道得以体现)因此主张修本
废言,

在$老子指略%中)王弼对老子的言道观做了
深入阐释)他说*&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 有
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不兼则大殊其真)不
尽则不可以名)此可演而明也, 夫2道3也者)取
乎万物之所由也/2玄3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
2深3也者)取乎探赜而不可究也/2大3也者)取乎
弥纶而不可极也/2远3也者)取乎绵邈而不可及

也/2微3 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睹也, 然则)
2道3.2玄3.2深3.2大3.2微3.2远3之言)各有
其义)未尽其极也, 然弥纶无极)不可名细, 微妙
无形)不可名大, 是以篇云*2字之曰道3)2谓之
曰玄3)而不名也'!$王弼集校释% #'$", 王弼深
得$老子%微旨)他认为)语言总是人为地设定概
念来分割自然)并主观地说明各种关系)因此)无
论运用什么方式来言说&道')都不能无所遗漏地
予以确切表达)甚至连&道'字本身也一样, 作为
概念化的语言是无力把握混沌不分.周行不殆之
道的, 所以)老子不得不勉强用&字之' &谓之'
的方式旁敲侧击地暗示它)形容它)试图接近
它)而不做确定的概念命名和言语阐释, 语言
分裂了万物间的融洽关系)简化或误释了相生
相克的复杂因缘)歪曲了自然的原生状态)阻隔
了人与自然的天然交通)也因此遮蔽了道, 只
要予以言说)道就不再是&常道'/一旦使用语言
概念)就会远离真实, 既然语言不能言说道)也
就无法用语言以尽天意)无法用语言充分表达
圣人对天意的领悟,

杜威则对语言与存在之关系提出了类似看

法)他说*&存在的直接性是不可言传的, 但是这
种不可言传的情况丝毫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它
只是表达这样一个事实)即关于直接的存在我们
毋庸对自己说什么)也无法对别人说什么0--1
直接的事物可以用字句指点出来)但不能被描述
或被界说出来0--1自然具有最后性)正如它具
有关系性一样' !&$#&)", 杜威认为)人的经验
是在生存活动中.在自然内部并与自然的亲密关
系中形成的)经验活动与经验对象是统一的.未被
分裂的)这种具有连续性的.不可言传的原初经
验)其实就是我们对道的领悟, 言辞的作用仅仅
是将这种领悟指点出来)暗示人去亲身体会)而不
能将其直接言说出来,

道只能是在人与自然相接相融的过程中)在
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在一种非对象性的亲密关系
中加以体验和领悟的, 可是)语言却不仅区分万
物)还以概念将原本密切关联.浑整一体的自然强
行拆分开来)扭曲了自然及万物的本相)更为严重
的是把自然转变为人的对象)在人与自然之间制
造了裂罅)因此)语言不仅不能言说道)甚至可以
说)正是语言堵塞了体道悟道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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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立象尽意

言固然不能尽意)那么&象'究竟能否尽意+
其实)只要我们把&象'视作&感性对象' &形象')
也就在人与象之间制造了分裂和隔阂)我们同样
无法循此去体道尽意, 道本无形)我们是不能通
过观察有形之象而把握无形之道的, 道是不能借
助于感知.观察.分析.认识等对象性活动来把握
的)任何对象性活动都只会将人隔绝于道之外,
老子说*&道之为物)唯恍唯忽, 忽恍中有象)恍
忽中有物, 窈冥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朱谦之 **#*'", 那么)&忽恍中有象'之&象'
又是什么样的象+ 老子也有解说*&是谓无状之
状)无物之象)是谓忽恍' !&%", 这就是说)虽然
道与象相关)但是)这个能够体道之象却是&无物
之象')它唯恍唯忽.无形无状.混沌不分)却又无
处不在.周流不息, 这不是感官可以感知的感性
对象)而是&大象无形'中的&大象')只能是&非对
象性'之象, 当人与自然相谐相融)并臻于物我合
一.无物无我之境)此际)自然也就不再是人的感官
对象.意识对象)而成为无物无形无像之大象)成为
非对象.非客体, 这种非对象性的大象与人相混
成)相互间消除了所有距离和隔阂)人无法依仗感
知.观察.分析.认识的方式去把握)也不必依仗感
知.观察.分析和认识)而是涵泳其间)沉浸其中)通
过体验.直觉来直接悟解道, 道融贯于自然之中)
唯有人与自然相同一)顺应自然之道)才能悟解自
然之道, 因此)所谓&大象!象罔"'并非什么神秘
的东西)而是指非对象性之状态, 在这种物我合
一.无物无我之状态中)不仅物与我之边界消融了)
任何边界亦不复存在)&象'也就转化为渺无边际
之&大象!象罔"', 所谓道即&无')也并非指一无
所有)而是说)道不是作为人的感官对象.意识对象
而存在)道是非对象性存在)只能借助于非对象性
关系)也即大象来把握, 对于人之感官对象.意识
对象来说)道即无)也即混沌, 一旦人以语言来言
说道)它就只能蜕变为被言说的对象)或者以人之
感官来感知)它也成为感知对象)势必与道相隔膜,
被言说和被感知的只能是对象)只能是&有!包括
实有和虚构"')而不是&无')已经不再是那个无形
无状无限的非对象性之道了,

问题在于* $系辞%中所说的象是指有形有状

之象, &见乃谓之象'!周振甫 "$#", &天垂象)见
吉凶)圣人象之'!"$(",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
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 上述种种)或指感官可以感知的感性对象)
或指对感性对象的模拟)或指模拟而成的形象)但
是)无论哪一种都属于对象性之象或与对象性之象
相关联, 那么)这样一种象又如何能够体道尽意+

象)$说文解字%解释为*&南越大兽)长鼻牙)
三年一乳, 象耳牙四足尾之形' !段玉裁 %$%",
古代乐舞有$三象%或称$象%, $吕氏春秋(古
乐%载*&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 商人
服象)为虐于东夷, 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
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故乐之所由来者尚矣)
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高诱!毕沅 #B)##B*",
$三象%是周公征战于江南获胜后制作的乐舞)以
此来彰扬自己的功绩/并且这种乐舞不可能一无
所本)而应该是在原先流行于江南的乐舞的基础
上改造的)具有巫术仪式的性质)只不过此后演变
为周王朝的礼乐得以传承, $礼记%中对$象%多
有记载)如 $礼记(内则%* &十有三年)学乐诵
$诗%)舞$勺%, 成童)舞$象%)学射御' !陈戍国
"B'", $礼记(祭统%*&夫大尝.禘)升歌$清庙%)
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
夏%)此天子之乐也'!(*%",

郭令原认为*&$三象%舞可能是南人自己使
用的舞蹈)并非周公所自作, 只是周公征服商人
以后引进过来的0--1古代征服者在征服了敌
人之后)往往不仅将对方的财产掠夺过来)同时也
附带着掠夺对方的文化精神财富'!)(", 象作为
一种大兽)因其巨大的形体和力量而令南人崇拜)
并成为原始仪式的模仿对象, 就在$象%舞仪式
中)模拟者不仅装扮.模拟.效法和想象大兽象)而
且在载歌载舞进入高潮时)模拟者在想象中似乎
直接就成为象)与象融合一体)因此获得神奇的力
量, 在$象%舞中)象同时被赋予三层意义* 一是
指大兽象或象之形象)也可泛指其他具体可感的
形象/二是装扮.模拟.效法.想象大兽象的外形和
动作/三是在模仿和想象过程中模拟者仿佛直接
成为象, 这最后一层意义是指进入沉醉的高峰体
验)这种体验令模拟者与想象之象俱化)融合一
体)也就是迷狂和直觉状态)以及列维 布留尔所

说原始思维中的&互渗'现象, 当人与象融合一
体之际)象也就不再是人的观看对象或模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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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为人本身, 从意向性关系角度来说)这个与
人相混成的象已经不再是感官和意识的对象)而
蜕变为与人一体的非对象性之象)成为&大象无
形'之大象)成为无形无状无像之&无')也因此蕴
含着自然之&道', 在这个过程中)模拟者想象自
己成为象是个极其重要的关键, 正是在仪式这一
独特空间和独特氛围中)人的无意识经验得到激
发和释放)由此生成想象)模拟者终于在想象中与
模拟对象相合一)实现了意向性关系的转换)象也
就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对象)象成为人自身)人因此
获得了象的力量,

古人用卦爻来卜测天意)原本就属于巫术仪
式)离不开原始思维)一种物我&互渗'的非对象
性&思维', 无论占卜与同属于原始仪式的$象%
舞是否曾经互相依附)由于心理过程的相似性)象
的这三重意义就很自然地被比附于占卜活动* 用
卦爻模拟天象和自然物象)就如同模拟象舞)可以
引导模拟者与自然融合为一体)而一旦与自然相融
合)人也就领悟了天意)领悟了道, 这就是古代圣
哲体道悟道的必由之路, 因此)爻.卦之所以又称
为爻象.卦象)就因为它是对天象和自然物象的模
拟)并且通过模拟和想象)达到与自然相契合)浑融
一体)由此悟解天意)把握自然之道, 在$周易(系
辞%的具体语境中)&立象以尽意'之&象'就只能是
指同时包含上述多重意义的爻象.卦象)当然)它也
衍生为其他能够引起非对象性活动的象,

庞朴说*&从认识论的角度简单地说)象就是
没有形状的想象, 有形状的是形/没有形状的形
而上的东西是道/在形和道之间)我们可以设定有
象'!)(", 庞朴极其敏锐地指出想象之象处在形
与道的中介位置)以及它的关键作用, 但是)仅仅
&从认识论角度'是无法对&象'做出正确阐释的*
人通过想象而进入无物无我状态)由此而直觉地
把握道)这恰恰超出了认识论的藩篱/并且也不能
简单地把&象'等同于&没有形状的想象')象具有
多重涵义)它有一个从对象之象.有形之象)经过
模拟和想象而转变为非对象之大象.无形之大象
的过程, 正是以想象为中介)人与对象相融合)并
导致对象之象转换为非对象之大象, 其间)存在
着对象性关系!物我分立"转向非对象性关系!物
我合一"的意向转换)而想象则起着不可或缺的
桥梁作用)并且这种转换就是随着想象展开和深
化的过程发生的, 王弼对此有精辟阐释)他说*

&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 故象而形者)非大象
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 然者)四象不形)则大象
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 四象形而物无
所主焉)则大象畅矣/五音声而心无所适焉)则大
音至矣'!$王弼集校释% #'&", 人无法凭空地悟
解道)恰恰是借助于有分有属有限的象!形.声"
的逗引.启发和诱导)激发人的无意识经验)展开
人的想象)消歇蛮横的主体性)进而融入无分无属
无限之大象.大音境界)置身于非对象性关系)直
接存在于道之中去领悟道,

海德格尔深受中国古代老庄思想的影响)他
痛感到自从人类的&主体性'生成之后)人与自然
的关系就被疏离了)自此)自然成为人的&对象')
不再与人亲密无间了, 正因如此)世界被遮蔽)人
与真理失之交臂, 针对这种状况)海德格尔把本
体论的核心问题&存在者'更替为&存在')并意图
借助于&此在在世'的整体关系来改变人与世界
的疏离状态)通过人&亲在'于世界而体验世界)
让大地敞开)让真理显现)让人直接领悟世界,!

其实)&此在在世'之所以能够领悟真理!道")就
因为在此过程发生了意向性关系之转换)人与世
界之间由对象性关系重新复归为非对象性关系)
世界由对象之象转而变为非对象之大象)从而为
人提供了体道悟道的契机,

三$ 得意忘象

王弼$周易(明象%说*&夫象者)出意者也,
言者)明象者也, 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言生
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
意, 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
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注校
释% "*%#*&", 爻象.卦象虽然是对天象.自然
物象的模拟)却是高度抽象化的象)它变化多端.
模糊不定的意涵)需要言辞加以阐释和充实, 言
以其相对明确的意义阐明和丰富了象)而象却是
以其动态的方式接纳这众多错综意涵)同时在仪
式氛围中激发起无尽的想象)并进入大象之境体
道得意, 所谓&忘象'即由象而跃入大象)从有而
跃入无)从物我分裂的对象性关系转而进入物我
合一的非对象性关系, 在王弼看来)象是具体的.
有限的)而言则更受到概念的樊笼)它们虽然为进
入大象之境提供了契机)却会限制人)拘囿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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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必须超越概念化的言和具体的.有限的象)由
&忘言'而潜入具体生动之象)由&忘象'而潜入大
象之境)唯此)才能够体道得意)所以他与庄子一
样)强调&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对于以&得道'为指归.意在把握&道'的哲学
思考来说)作为对象之象总是对道的一重阻隔)是
一道必须逾越的壁障, 专注或留驻于有形有状有
限的对象之象)势必与道相背离)就不可能真正悟
道.得道, 为此)庄子提倡一种与仪式情境相适宜
的&心斋'和&坐忘'状态, $庄子(大宗师%有一
则女偊向南伯子葵谈论如何&闻道'的故事, 女
偊曰*&恶4 恶可4 子非其人也, 夫卜梁倚有圣
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
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4 不然)以
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 吾犹守而告之)叁
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
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
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
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杀
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
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 其名为撄宁, 撄宁也
者)撄而后成也'!王先谦!刘武 $##$"", 所谓
&外天下'&外物'&外生'即中止自己的感官和心
智活动)把社会和自然万物)乃至个体自身的生命
存在都排除于意识之外, 实质上)这就是悬置了
所有对象性活动)因为不仅对外物的感知属于对
象性活动)就连对自我生命的意识)也仍然是把自
我生命作为对象来看待)都必须加以悬搁, 唯有
排除所有对象性关系)才能开启物我合一的非对
象性关系)由忘我而进抵与物俱化.浑融一体的澄
明之境)洞幽见独)无古无今)不死不生)随任自
然)在纷纭变幻之中执持心灵的宁静)这才是体道
悟道的不二法门, 一旦建立无物无我的非对象性
关系)作为对象之象也就不再显现了)它没入了无
形无限的混沌!无"之中而转化为&大象'或曰&象
罔')道则在非对象性关系中自然降临了/与此相
反)凡是拘执于种种对象之象)人势必与道相分
离.相隔绝.相暌违, 象以自身的寂灭完成了体道
悟道的使命,

对道的强调和体认不仅是中华民族哲学思想

的特征)它几乎渗透于整个古代文化传统)特别是
审美文化之中, 但是)与上述&忘象'的得意体道
状态不同)审美活动则始终处于象与大象互换互

动互生互释之中)处于双方往复运动.交相建构的
阶段* 象给予人以起兴)以激发)鼓动人经由想象
而进抵大象之境)而大象却又反身赋予象以无限
意蕴和无穷意味, 审美活动是无法舍弃感性形象
的, 那种以放弃象为代价的体道)只能趋向于
&艺术的终结', 因此)审美活动必须往返于象与
大象之间)只能是一个边缘性空间和过渡性过程)
它处在象与大象共同构成的张力关系中)处在象
与大象不断转化的阈限状态中)相互生成)既授予
人以生机盎然.昭晰互进的生动形象)又不止于直
观形象)而是同时去领受心灵启示)品味形象背后
的无穷韵味)悟解形象蕴含的生生不息之道,

在象与大象的密切关系中)中华审美文化又
秉有自身的独特性* 它不放弃有形之象)却更注
重和强调无形之大象, 在$论画六法%中)张彦远
说*&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0--1若气
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
也,'甚至把&传模移写'视为&画家末事' !俞剑
华 ("#((", &气'虽训作&云气')却与&道'相
通)譬如&道分阴阳')&一阴一阳谓之气')或者可
以说)气就是道的直接显现)相对于道)气固然具
有形而下之性质)却与形而上之道相类似且密切
关联)同样是千变万化.捉摸不定.若无形若有形
的, 从这个角度看)气就是象与大象相互生成的
中介状态)既是趋向于道的象)又是蕴含着道的大
象, 画作之所以能够做到气韵生动)就因为扎根
于周流不殆之道)扎根于象与大象相互生成, 画
论把气韵置于首位)而把形似当作&末事')也因
为以体道为画事之根本, 所以)张彦远认为*&意
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并进而指出*
&守其神)专其一)是真画也, 死画满壁)曷如污
墁+ 真画一划)见其生气, 夫运思挥毫)自以为
画)则愈失于画矣/运思挥毫)意不在于画)故得于
画矣, 不滞于手)不凝于心)不知然而然' !(&#
($", 作画恰如女偊&闻道')必须&守其神)专其
一')不拘执于对象的外在形貌)而重在内在气
韵)重在体道悟道)做到&意存笔先')然后运思挥
毫)这才能画出气韵灌注.画尽意在的&真画',
对道的体悟并非某种认知活动)它是在与自然相
混成的境况中体验于心灵.铭刻于身体的状态)这
种状态无法言说)不知然而然, 或者如郭若虚所
说*&默契神会')&得自天机)出于灵府也' !&'",
而&真画一划')又恰如鸿蒙初辟.&象'之始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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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世界从混沌转向澄明的过渡性阶段)勃发创
造的冲动)充溢着生气和灵性,

对于中国绘画来说)虽然感性形象必不可少)
但它只是潜入大象)进而体道的一个契机.一种暗
示)决不能因象而窒碍进抵大象和体道的途径)所
以应该尽量简省)能够做到笔简意足)才是上品,
甚至可以离形得似.画意不画形)乃至于计白当黑,
同时)这也是中国绘画重视&神会'&冥搜')而不突
出&观察'的缘由)因为观察总是一种对象性活动)
而神会.冥搜则是人与自然间的沟通和默契,

在$大象无形%中)朱利安深入阐释了中国绘
画的&非客体'特征, 他极其敏锐地指出)中国画
的独特性正在于不突出确定性)也不让欣赏者深
入其在场)相反地倾向于让欣赏者脱离&有'而进
入&无')为的是把欣赏者带回到其现实化的上游
去体道悟道, 因为一切现实化.具体化的同时)也
就是个别化)从而剥夺了其他形式)贫乏地作茧自
缚)闭塞了其他视角.其他可能, 中国绘画之象)
往往规定最少)限制最少)窒碍最少)它是通向广
漠.通向无限.通向本源的渠道)因此)在中国绘画
中)岚气氤氲.雾露浑濛.烟云缭绕往往就成为化
解确定性的手法)是虚实交替的过渡性空间)是从
有形之象潜入无形之大象的中介, &它们并不提
供一种再现目标)而是推动构型上的###能量式
灵性上的!h290@h.,E/M->,0,.49F"###部署, 在我看
来)中国文人风景便包括这一点, 中国文人并不
描画具体物!自然 质料02A.409FM7A.h0,9F1中的"
种种具体化过程/他所描绘的是生机载体)而非视
觉客体'!($*#$'", 中国绘画具有&非客体'特
征, 朱利安敏锐地抓住了中国绘画的独特性)但
其论述过程难免存在片面性, 中国绘画固然看重
非客体性.非对象性)却仍然必须立足于客体性.
对象性之象)无法越过象径直去把握大象)因此它
仍然是一个从象而导向大象的过渡性空间)是由
绘画之客体而衍生非客体的过程)是象与大象双
方相互生成)只不过更重视对道的体悟,

不仅绘画)诗歌也一样, $尚书(虞书(舜
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八音
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陈经 (#", 诗歌的
最高境界就是要以感性形象来实现&神人以和')
实现人与自然相通相谐)融合为一)由此进抵体道
得意之境, 苏轼就把诗与画做了比较*&论画以
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俞

剑华 &#", 在$唐诗别裁%中)沈德潜提出读诗解
诗之法门*&读诗者心平气和)涵泳浸渍)则意味
自出/不宜自立意见)勉强求合也,'在评论陶渊
明时则说*&渊明诗胸次浩然)天真绝俗)当于语
言意象外求之'!##"", 中国古代诗歌不仅要创
造情景相融.生动感人的形象)而且要追求言外之
意.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要
引领欣赏者舍弃主体性)转换对象性关系)进入可
涵泳.可浸渍.可体验.渺无际涯的大象之境,

四$ 重释'意象(

在分析了言.象.意之关系后)我们有必要重
新阐释诸如&意象'&意境'&境界'等范畴,

人们通常把&意象'解释为主观情志与客观
物象相融合的&感性形象')从表面上看)这种解
释并没有错)但是实质上)这个主客观融合的意象
却仍然是被作为欣赏和分析的&对象'来看待)仍
然是基于一种主客观二元观念的影响)这就势必
走向谬误, 同样)也不能把意象看作头脑中产生
的观念形态的形象)既非表象.心象)也非语象)因
为这些含义的所谓意象)实质上也仍然是对象性
之象)只不过是存在于头脑中的意识之对象,

从根本上来说)意象之所谓意象)就在于它同
时兼具有形之象与能够尽意体道的无形之大象)
也即兼具对象性之象与非对象性之大象, 正是在
想象展开的过程)象与大象相互转换.交相生发.
交相生成)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种边缘性和过渡性
状态称为&象#大象', 就在这个边缘性.过渡性
空间)人与象相融合)主观情志与客观物象相融
合)象与大象相互转换.协同作用)由此生成既蕴
含着不尽之意和形而上之道)又玲珑剔透.生机葱
茏.余味曲包的&象#大象')也即意象, 意象实
质上就是&象#大象')它同时包孕着多重意义)
并因此成为一个处于不断生成中的具有&生产
性'的象, 在象与大象相互生成的过程)作品也
就孳乳出无穷之意和不尽之韵)道因而自行置入
作品)孕育于作品, 这正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以
及古典美学.古代文论的根基之所在.精华之所
在, 而当我们将意象仅仅视作可欣赏.可分析的
感性对象)哪怕是主客观融合的感性形象)或视为
头脑中观念形态的形象)实质上就已经蜕变为对
象之象)也就偏离了意象的本义)丧失了尽意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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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遮蔽了意象范畴所蕴含的最具特色的民
族文化特征,

在$意象范畴的流变%中)胡雪冈详细梳理了
意象范畴孕育.形成.发展和成熟的历史, 他认
为)王充是第一个提出&意象'概念的人)同时也
赋予&意象'以新涵义)使这个概念具有主观的
&意'与客观的&象'交相作用而合二为一的意义
!&%", 陈良运则在更早时就指出了一个颇为有
趣的现象, 他是在&意象'与&形象'的对比中来
说明&意象'概念的形成及涵义的)并认为)造型
艺术所谈的&形象')是准确意义的形似之象)而
&意象'则常常是一个符号)有&象'无&形', 因
此)&形象'一词反而比&意象'一词先出现)直至
东汉王充$论衡(乱龙%中)&意象'与&形象'在
相互有所比较的情况下出现, 王充$乱龙%篇说*
&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
示服猛也, 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 夫画布
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
对此)陈良运做了解释, 他认为)把不同凶猛程度
的野兽画在箭靶上)由不同地位的人分别练习射
箭)地位愈高)所射之兽愈猛)以权位&示服猛'/
反过来说)用不同的兽类来显示权位享有者不同
程度的威猛)以此显示权力.权位的大小.高低,
&很明显)熊麋之象既非权位者的形象)作为图
志)它们又超越了本身的意义)于是成了具有象征
意义的2象3, 君臣上下的礼仪寓于兽象之中)因
而2象3以2意3贵###象征权位和礼仪而贵, 2示
义取名3)换言之即2称名也小)取类也大3)作者
立象尽意)观者辨象会意' !#)&", 其实)王充说
的话还包含着更丰富的意涵)这段话构成了多重
语义映射, 除了陈良运所阐释的意义)熊.麋.虎
豹.鹿豕既是画在布上的鹄的)又意味着真实的野
兽/而&名布为侯'则将画有兽像的鹄的视为&无
道诸侯')射鹄的就是射无道诸侯)降服无道诸
侯, 因此)君王在习箭时)不仅具有多重象征性意
味)而且实际上就体验着降服猛兽.降服无道诸侯
的过程)体验到自己的权威和力量, 这是真实行
为与象征.想象过程相合一)习箭者全身心融入了
既真实又虚幻的境界)造就在场之象与不在场之
大象翕合无间)由此获得胜利者.权威者的真切的
体验, 意象既承接象原有的多重意涵)又更加突
出了象与大象相融洽的意味, 王充所说的意象)
为后来审美及文学艺术活动中的意象范畴提供了

重要基础,
把&意象'直接运用于文学活动的是刘勰,

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刘勰说*&文之思也)其
神远矣, 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
万里, 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
风云之色* 其思理之致乎4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
游,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
令管其枢机, 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
则神有遁心,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 疏瀹五
脏)澡雪精神, 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
穷照)驯致以绎辞, 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
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此盖驭文之首术)
谋篇之大端'!刘勰 "%&", 刘勰极其生动地描述
了文学活动中想象展开的过程)并进而主张)写作
必须疏瀹其五脏)澡雪其精神)虚静其心胸)进入
一种&玄解'的自然.纯粹之状态, 这就恰恰为直
觉和灵感创造了条件)实现了&神与物游'之境
界, 当此之际)意象!象#大象"就呼之欲出了,
在谈到&神思'时)张晶说*&2虚静3乃是一种审美
的心胸)对于艺术创作的2神思3来说)是一个必
要的前提, 正是因为创作主体通过虚静的工夫)
忘却现实的烦恼与利害)达到没有任何遮蔽的
2玄鉴3.2心斋3)空明沉静)除欲去智)才能与自
然对话)与大道玄同, 而艺术创作中那种恍惚而
来.不思而至)又异常灵妙的思致)却由此而生'
!""'", 刘勰把意象与庄子笔下的典故&运斤成
风'相比拟)正在于强调意象与虚静.与直觉的相
关性* 意象是蕴涵着幽深玄远之意的象)它不仅
是可感之象)而且是直觉中可体道之大象)是对象
性之象与非对象性之大象双方相生相成)同样要
以体道悟道的&虚静'心胸为前提,

随着仪式活动在日常生活中渐渐褪去原有的

神圣色彩)原始仪式也就式微了)取而代之的是文
学艺术的审美空间)&象'在仪式空间所形成的多
重意义也逐渐流失了, 因此)&意象'取代&象'而
成为美学.诗学范畴)就重新凸显出想象之形象和
尽意含道之大象的多重意义)以此强调它与&象'
之间的区别)强化后两层涵义的共存共生, 甚至
在漫长的历史流传过程)意象所包含的非对象性
的体道之大象这层意义也日渐淡薄)以致又常常
被今人误释为主观情志与客观物象相融合的感性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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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意境(新解

&意境'&境界'"
作为诗学范畴的流行跟佛

教思想在中国传播分不开, 佛教经典在被翻译的
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融入中华民族自身的理解)这
就使得佛教经典更容易为中华文化所接纳, 特别
是$华严经%的翻译和传播对中华民族审美意识
的影响更大)&境'&境界'也因此得以流行, 钱志
熙指出*&使得境从一个实指的地理性的空间名
词转化为抽象性虚拟空间)尤其指称心灵.意识.
精神事物性质对象的最重要的词源演变的条件)
还是缘由佛学的境况.境界说的流行, 境.境界是
佛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0--1其基本的内涵有
二* 一是指由心识所产生的一种对象0--1二是
指修法.悟道的种种境地' !#'", 陈望衡则直接
阐述了$华严经%的影响)他认为*&境界)不仅是
虚与实的统一)既实又虚)而且这其中极为丰富的
一切)也是有序的0--1自在与秩序.自由与必
然的冲突在境界中消失了)自在即秩序)自由即必
然, $华严经%讲的这一切)当然是属于佛教的)
却也是通向审美的, 正因为如此)佛教的境界观
成为中国美学境界观的重要来源' !(*", 境.境
界这种既是心识所生之对象)又作为修法悟道之
境地)以及虚与实.自在与秩序.自由与必然相统
一的特点)使得它与中国古代审美观相互契合,
比较而言)意象之&象'固然可以指称&景象' &境
象')却常常拘限于单一的感性形象)并难免为物
象所牵绊/而&境'则指相对阔大幽远.可居可游
的生存空间)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更凸显其心灵
性)乃至于虚幻空间)并因其巨大魅力而吸引人投
身其间)陶醉其中, 甚至可以说)境是在人与象.象
与象交互作用中不断衍生的无限世界)&境生象
外')也就是由实而入虚)虚实结合)情与境谐)意与
境谐)从有限的象而生成了没有边界.意义丰盈弥
漫的境)由此就进入大象之境)进入体道悟道之境,
从这个角度看)较之于&意象'这一范畴)&意境'
&境界'似乎更能楬橥审美活动)特别是诗词的本
根, 所以)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则
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王国维 #'#", 又说*&沧浪
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
人拈出2境界3两字)为探其本也'!#'%",

无论意境或境界)在中国美学和诗学中都不

仅仅是指主观情感与客观境象相结合的&审美对
象')而且是指身心得以安顿的境地, 它召唤人
深入其内)逍遥其间)实现人与境相拥相融)境由
此转而成为生存活动和心灵活动本身)成为&非
对象'之境, 因此)意境.境界本身即虚实相生.
有无相生)对象性关系与非对象性关系之间交互
转换的一个过渡性的动态空间, 王昌龄有&物
境'&情境'&意境'之说* 物境指处身于境)视境
于心)了然境象)得其形似/情境指张于意而取于
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而意境指张之于意而思
之于心)则得其真!王昌龄 (#$##)", &三境说'
分别说明了三种不同层次的诗学境界* 形似.情
深和真, 真即最为玄妙的得道境界)这是一个心
与物游)由物境而进入情境)再进入意境的不断衍
生和深化的过程)并在物我相融的状态中得道悟
道, 在这个过程中)境从外在的物境)转化为内在
的心境.情境)最终物我相融而成为非对象.非客
体的悟道之境, 因此)意境就是对象性之境与非
对象性之境共同生成且充满着张力关系的场域,

严羽对盛唐诗人有很高的评价)他说*&盛唐
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故其妙处莹
徹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
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郭绍虞 #)B",
这种宛若空中音.相中色.水中月的境界并非只是
物境.心境.情境或虚境)它同样包含着非对象性
之境)我们只可以通过直觉和悟解的方式去把握
它)而不可能把它置于眉睫之前, 凡是可置于眉
睫之前的都是对象性之境)即便是心境.情境.虚
境也都仍然是意识之对象)而诗歌的非对象性之
境则需要我们沉浸其中)咀嚼品味)亲身体验)追
寻直截了当的直觉和悟解)所以严羽说*&唯悟乃
为当行)乃为本色' !#)B", 对于绘画来说)宗炳
所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 !俞剑华
&*(")恰恰也揭示了道与象之间的复杂关联,

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叶朗指出)先秦出
现了&象'这个范畴)到了唐代)&意象'作为标示
艺术本体的范畴)已经被文人比较普遍地使用了,
唐代诗歌高度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经验)推
动唐代文人从理论上对诗歌的审美现象作进一步

思考)提出了&境'这个新的美学范畴)并最早出
现于王昌龄的$诗格%, &2境3作为美学范畴的提
出)标志着意境说的诞生'!"$&", 叶朗还针对司
空图$二十四诗品%)精辟阐述了&意境'的核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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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 诗的意境必须体现宇宙的本体和生命,
&2境3就是2象罔3)也就是司空图说的2象外之
象3.2景外之景3, 所以诗的意境不能局限于孤
立的.有限的 2象3)而必须超出 2象3' !")%",
&2意境3不是表现孤立的物象)而是表现虚实结合
的2境3)也就是表现造化自然的气韵生动的图景)
表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气", 这就是
2意境3的美学本质'!")$", &境'是体现宇宙本体
和生命.体现道的&象罔')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大
象')它从有形有限的对象性之象)转换为无形无限
的非对象性之象罔或大象)包孕着自然之道)具有
形而上的性质)但是)同时又不离弃具体生动.生生
不息之象, 在&象#大象!象罔"'构成的张力关系
中)它不断地生产着)孕育出象外之象.意外之韵.
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以至于无穷,

朱光潜对意境也有极好的阐释)他认为* 诗的
&见'必为&直觉')即直接对形象的感性认识)并且
诗的境界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
限中寓无限, &每一首诗都自成一种境界, 无论是
作者或读者* 在心领神会一首好诗时)都必有一幅
画境或一幕戏境)很新鲜生动地突现于眼前)使他
神魂为之勾摄)若惊若喜)霎时无暇旁顾)仿佛这小
天地中有独立自足之乐)此外偌大乾坤宇宙)以及
个人生活中一切憎爱悲喜)都象在霎时间烟消云散
去了, 纯粹的诗的心境是凝神注视)纯粹的诗的心
所观境是孤立绝缘)心与所其观境如鱼戏水)忻合
无间'!#*&#*$", 诗是具体可感.鲜明生动的画
境.戏境)它摄人魂魄)令人忘乎所以)刹那间从直
面画境戏境的状态)转而投身境内)如鱼在水)涵泳
其间)体验永恒, 这就是说)唯有当心与境&忻合无
间')唯有建立物我合一的非对象性关系)我们的直
觉就把握了道)于是)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
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 其实)无论直觉或悟解都
被视为一种非理性的心灵活动)它们犹如大象.象
罔)是因人与象.境相互融合)构建非对象性关系之
状态, 正是在这种非对象性的物我相融关系中)人
体验着自然之境)直觉和顿悟了道,

叶嘉莹曾从现象学.阐释学角度解释中国词
学)并对&境界'做出现象学的解说, 她认为*&所
谓2境界3)实在乃是专以意识活动中之感受经验
为主的, 所以当一切现象中之客体未经过吾人之
感受经验而予以再现时)都并不得称之为 2境
界3'!$B#$#", 西方现象学虽然主张消除主客

体的分裂状态)着眼于主体与客体间的意向性关
系)但是)它仍然瞩目于人的意识活动, 正是受到
现象学的影响)叶嘉莹也把&境界'纳入&意识活
动'中的某种感受经验, 但是)作为一位擅长于
传统文学欣赏实践的学者)她又觉悟到这种解释
所存在的问题)并指出&2境界3一辞虽也含有泛
指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的普遍的含义)然而却
并不能便径直的指认为作者显意识中的自我心志

之情意)而乃是作品本身所呈现的一种富于兴发
感动之作用的作品中之世界' !$%#$&", 作者
&于不自觉中流露了隐意识中的一种心灵之本
质'!$%", 按照现象学的观念)人的意识总是关
于对象的意识)一旦从现象学角度把感受经验视
作意识活动)就无可避免地堕入对象性关系之中)
尽管现象学反对主客观相互对立和分裂的观点)
却始终无法抹去其间的裂隙/而事实上)在诗词欣
赏活动中)那种最撼动心灵的状态却是那些将我
们深深融入其内)触动心灵深处又无法言说的状
态)这是一种与物俱化.无物无我的非对象性关
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所获得的感受经验恰恰是
&隐意识的一种心灵之本质')是对道!无"的解
悟, 这种隐意识的心灵之本质是在物我两忘的非
对象性关系中生成的)是经由大象.象罔而获得
的)它就是生命之本质和自然之本相, 人对自然
的无意识状态)也就是无物无我的相融状态)是人
与自然充分和谐的状态)人自由地逍遥于自然之
中)而道就已经了然于胸了, 从中)叶嘉莹觉悟到
王国维何以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并以此作为
评词之标准的主旨所在,

很显然)叶嘉莹是极其敏锐的, 尽管在理论
上她没有跳出西方现象学的樊笼)而在欣赏实践
中却准确把握到诗词活动最内在)也最富于民族
特征的状况* 由物我分裂的对象性之象进抵物我
合一的非对象性之大象而体道悟道的境界, 王国
维的&境界说'之所以高出于其他论词评词者)之
所以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明)就在于他
抓住了这个根本,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提出
了两种境界*&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他说*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无我
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
国维 #'#", 假如换一种术语来表述)有我之境
似接近于西方现象学中的&主体间性')而无我之
境则等同于中国传统诗学所说的&无物无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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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 尽管这两种境界都是从对象性关系向非对
象性关系之转换)但是现象学)以及叔本华等其他
西方学者仍然拘泥于主体和意识这个角度来思考

问题)并没有彻底弥合主客体之间的裂隙, 只要
目光聚焦于主体和意识)即便把客体或意识对象
视作交互共存的平等主体)那也仍然无法消除其
间的裂隙, 唯有在无物无我的境况下)物我之间
的所有隔阂才被完全拆除, 王国维确实从叔本华
等西方思想中汲取营养)扩大了自己的理论视野)
他对两种境界所做的区分)就得益于西方理论的
启示)然而)却是以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思维方式紧
紧抓住传统文学的关键问题和根本特征)其理论
仍然隐含着对&象'&大象'&道'之关系的深刻理
解)特别是他的三种境界说)其间流溢着中华审美
文化的血脉, 王国维所说文学活动既&出乎其
外'又&入乎其内')则正是我们所指出的对象性
关系与非对象性关系间的交互转换)取决于
&象#大象'所构成的张力场, 无论王国维从西
方获得多少思想启示)只要他抓住中华审美文化
的关键问题和根本特征)其理论就已经汇入了中
华文化传统,

可以说)&象#大象'就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
最核心的&细胞')是尽意体道的必然途径)无论
意象.意境或境界都同时涵容着这两个方面, 它
不仅生成中华审美文化的民族品格)生成艺术和
文学的独特性)同时也深刻揭示了美学.文学最核
心的问题)规定着中国古典美学和古代文论的独
特形态, 正是&象#大象'这个文化细胞决定了
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论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决
定了美学和文论范畴必须具有包容性和弹性)并
注定它必然放弃理性分析和逻辑体系而瞩目于体

验.品味.悟解和诗性言说,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道'是针对道的本

义而言)也即老庄之所谓道, 当道变身为&圣人
之意')就已经潜伏着被僵化的危机, 尽管圣人
有可能体道悟道)但是)一旦将圣人之意等同于道
!真意")也就势必放弃对道本身的不懈求索)转
而不断地去揣摩和阐释圣人之意)述而不作)把无
限的生生不息之道改造为有限的固化之意)由此
窒息思想创造)铸就民族心理惰性, 应该说)文以
载道!真意"本身并无不可)而且可以说)它体现
了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其病只在于
把道曲解为圣人之道理,

注释)A/(%&*

! 出于西方语言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海德格尔把人与
自然的分裂状态归罪于&技术')并寄希望于诗性语言,
其实)语言才是造成人与自然分裂的根本原因)技术是在
世界对象化之后)人类为重新弥合这种分裂状态才设立
的)尽管事实上它反而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分裂, 至于诗
性语言何以可以显现真理)请参阅马大康$文学行为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B#) 年",
" 意境.境界是两个意义有所差别的诗学范畴)张郁乎对
其做出这样的辨析*&2意境3略同于虚存义上的2境界3)
而并不具有2境界3的比喻义,'见张郁乎*&2境界3概念
的历史与纷争'!$哲学动态% #"0"B#$1* '"")并且两者
形成的时间也不同, 但是)这并不妨碍本文将它们放在
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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