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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论意象创构中的象外之象

朱志荣

摘 要: 象外之象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体悟物象或事象时，借助于想象力，调动起审美经验，从而使物象或事象与主观

情意进一步有机交融而形成的。象外之象是主体依托于实象凝神遐想的结果，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是对现实时空的

一种拓展。象外之象不能脱离实象而独立存在，并对实象有所突破和改造，具有虚实相生的特点，乃至超越于虚实结合

的象本身，达到无限。象外之象影响着主体对物象、事象的观取方式，基于主体的审美经验，有助于呈现物象和事象的神

似，并以其自由的形态获得了丰富的表现力。艺象包括实象和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想象的象外之象，而欣赏者在此基础

上又有自己想象的象外之象。艺术家的创作常常通过象外之象增强象对意的传达能力，给欣赏者留下足够的再创造的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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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美活动中，主体通过情意，对外在物象、
事象和艺象进行感悟和判断时，借助于想象力，运

用象外之象，使感官感受到象与意的亲密融合，创

构出意象。在意象创构中，主体总是期待物象、事

象或艺象神合于主体的情意和审美理想，但象与

意的契合有程度上的差别，神合只是一种理想状

态。审美活动本身带有不同程度的虚构和创造，

这种虚构和创造充分体现在象外之象中。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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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美实践中，物象、事象或艺象需要主体通过想

象力，调动起审美经验，创造性地以象外之象对物

我加以弥合。这种象外之象不仅成为意象的有机

部分，而且有力地拓展了意象所呈现的时空，提升

了意象的表现力。因此，审美意象不仅包括物象、
事象及其背景的客观元素，而且也包括主体通过

想象力所呈现的“象外之象”。

一、象外之象的内涵

在审美活动中，主体在体悟物象、事象或艺象

时，常常受到情意的感发，情不自禁地浮想联翩，

借助于想象力，或追忆往昔的情景，或期冀未来的

境遇，使思绪自由地驰骋，从而使物象或事象与主

观情意有机交融。这些由物象或事象等已有实象

引发出来的不在眼前的象，就是象外之象。这种

象外之象，既受到已有实象的制约，也受到主体已

有审美经验和审美理想的影响，更受到审美活动

当下瞬间主观情意的感召，并使得整个意象空灵

剔透。在每一个意象的创构中，象外之象都在不

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使物我之间完美契合。
在审美活动中，象外之象使象与主体得以水

乳交融，创构意象。本来在外在物象和主观情意

之间、现实和理想之间，是有不同程度的距离的。
为了更好地实现物我的契合，需要通过象外之象，

以眼前的景色或事象作为触媒，触发联想和想象，

乘物以游心，在游心中生成象外之象，使不同时空

中的虚实景色成为一个与主体情意统一的整体。
象外之象既超越于实象所依托的对象，又服从于

主体的趣味，它改良、优化和拓展了物象或事象等

作为实象的表现力，使物我交融更加契合无间，从

中体现了主体的审美理想和创造力，并带有强烈

的个性色彩，包含着个体的体验和经验，使有形的

物象更为精彩和生动。同时，微妙的情趣通过象

外之象得到贴切的表现，并通过感发使情趣溢出

象外，余味无穷。
在审美活动中，物象、事象等凭借象外之象得

以与主观情意交融。物象是浑然自在的，当它与

主体情意融合时，外在物象就变成自为的。这就

需要通过想象力呈现出象外之象。象外之象与实

象共同与情意融合，使情意得以充分呈现，并具体

表现为空灵剔透的形态。因此，象外之象受到主

体情意、趣味的支配与影响。在意象创构中，主体

所面对的有形的实象是相对固定的，而主体的情

意是瞬息万变、因人而异的，具有独特性，象外之

象正是配合着物我交融而产生的。象外之象与主

体情趣同时与有形的实象交融在一起，并超然于

情趣与实象之外，这是通过妙悟在瞬间实现的。
象外之象是主体依托于实象凝神遐想的结

果，从而在心中使实象与象外之象融合为一。象

外之象依附于实象，又是主体创造的产物，是主体

运用想象力在瞬间对实象的拓展和延伸。“情人

眼里出西施”就包含了象外之象生成的想象和对

实象的改造。想象力在独创性之中显示了个体的

天赋和社会背景。主体通过想象力由有形之象生

成象外之象，从而创构意象。主体凭借联想、想象

等心理功能在心中加以呈现，使意象呈现出无穷

的意味。所谓象外见意，乃指意溢象外，通过唤起

主体的想象力，拓展象外之象的表现力及其所运

用的譬喻和象征的手法，使象的呈现趋于无限。
通过想象力，主体游心太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象外之象又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象外之

象虽然依托于眼前作为实象的物象或事象，但是

它自身又是从心灵中创造性地生发出来的。象外

是指它处于有形迹的象之外，它突破有限的实象

的限制，并使实象超越原来的环境，在新的情境中

得以精彩呈现，“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 王维

1) ，最终达到“妙造自然”( 《二十四诗品》; 司空

图 166 ) 的效果。象外之象使意象更为空灵剔

透，从中体现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其中意余于

象外，使意通过象外之象获得张力，从有限导向

无限。
象外之象不仅是一种无中生有，而且还是对

现实时空的一种拓展。这在视觉上主要是统合了

时间，拓展了空间; 在听觉上主要统合了空间，拓

展了时间，助力意象升腾到更高远的境界。乃至

刘禹锡提出“境生于象外”( 517) 的论断。通过对

往日情景的追忆，象外之象涵摄着对时空的超越。
主体在体悟外在物象时，常常触景生情，追思往

事，回首前尘，感发起昔日的审美体验，且以此跳

脱出当下的时间与空间，追忆起曾经的情和景，以

此在时空交错中，创构出更为丰富和精彩的意象。
这种对时空的涵摄和审美感发的结果，便是一种

象外之象。这种追忆的审美体验如梦如幻，让人

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陈子昂《登幽州台

歌》由登台远眺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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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由赤壁故地而“遥

想公瑾当年”等，昔日的场景伴随着情感带入对

现实场景的体验中，从而超越现实的时空，体现了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织，也体现了眼前和渺远的

他乡的合一，从而立体地创构出崭新的意象来。
在这里，当下的景和情起着主导作用。

总之，象外之象协同有形实象，使之与主体情

意交融，力图表现出无限性，从而达到有限性和无

限性的统一。在对无限的追求中，呈现出对生命

的超越。象外之象常常在含蓄中寓意丰富，寄托

着主体的理想，是主体在澄怀观道的过程中所创

构的。司空图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二十

四诗品》; 司空图 163) ，乃指超越于有无、是非的

至高无上的体道境界。可见象外之象更是参与了

超越有无的意象境界的创造。在时间的长河中，

那些能够抚今追昔的画面，常常是触动心灵，留下

了深刻印象的画面。它们对个体的精神领域产生

过深远的影响，是个体审美体验历程中值得回味

的篇章。由此所创构的意象超越了时空的局限，

形成了生生不息的特征，因而具有永恒的价值和

意义。

二、象外之象与实象的关系

在意象创构中，物象、事象等实象是基础，是

意象创构的本，象外之象是在实象的基础上衍生、
发挥出来的。象外之象与实象浑然为一，与主体

的情意有机交融，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首先，象外之象以实象为基础，不能脱离实象

而独立存在。实象是象外之象的基础和依托的对

象。意象的创构由实象而生出象外之象。一般说

来，象外之象作为虚象，依托于实象，实象制约、规
范着象外之象。实象对想象所产生的象外之象起

着限定作用。孔颖达《周易注疏》卷一把象分为

“实象”和“假象”，其中的“假象”，乃是指虚构

的、现实中不曾存在的象;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

教下》把象分为“天地自然之象”和“人心营构之

象”，而“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 章学诚 19 ) 。象外之象就是一种“人心营构之

象”，它依托于实象。“人心营构之象”不完全是

凭空的，而是以视听感受过的实象为经验，包括以

记忆中的物象为元素，象外之象的创造性和独特

性是奠定在实象的基础上的。

其次，象外之象助实象重构新的情境。实象

以小喻大，通过象外之象得以呈现。象外之象不

胶着于实象，而对实象有所突破和改造。象外之

象入乎实象之中，出乎实象之外，突破实象的局

限。象外之象透过实象，传达内在意蕴，辅助实象

表意。象外之象一方面要依托于实象，另一方面

要合情合理。即在形式上受制于已有实象，在内

容上受制于主体的情意。这种情意包括主体特定

瞬间的思绪，又受到长期审美实践中所形成的审

美理想的影响。由于情思对实象的取舍依然不够

理想，因此需要象外之象加以补充和完善。这种

不拘于实象而超然物外，就是一种超脱和洒脱。
因此，象外之象不拘泥于实象，使情意获得更充分

的呈现，实象由象外之象而益增其妙，产生妙趣。
再次，象外之象与实象结合，成为具体可感的

象，共同表现情意，与无形的情意结合，具有虚实

相生的特点。在意象创构中，象外之象作为虚象，

依托作为具象的实象，与物象、事象及其背景虚实

结合，形成与主体情意结合的象的整体。主体丰

富的情意常常是外在有形实象所不能完全承载

的，必须有象外之象与实象虚实的结合，并有力地

拓展象的表现力，才能充分实现物我交融，充分体

现审美个体的独特特征。《庄子·天地》篇寓言

中的“象罔”，正体现了有形之象与无形之象的统

一，虚与实的统一。实象只有与象外之象相统一

时，才能虚实相生，以丰富的感性形态与情意水乳

交融。因此，实象与虚象，即有形之象和象外之象

虚实相生，有无相彰。同时，象与意之间也同样呈

现出虚实相生的特点。这种内在的情意主导外在

的象，化实为虚，范晞文《对床夜语》: “不以虚为

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 范晞文 421 ) 。
因此，这种象外之象与实象的虚实结合，使整个意

象空灵化。
最后，在审美体验中，主体的意象创构还不拘

于物象本身，而是既基于又超越于虚实结合的象

本身，趋于无限。象外之象使象内与象外得以统

一。物象或事象等实象是具体的、有限的，而象外

之象是朦胧的、丰富的，更为空灵，具有“近而不

浮、远而不尽”( “与李生论诗书”; 司空图 193—
94) 的特点。尤其是情意不拘于实象，突破实象

的限制，借助于象外之象，使象虚实结合，从而达

到以少状多，以有限寓无限的效果。实象与象外

之象的统一增强了象征性。已有的实象常常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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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化传统，被赋予象征性意味，引发方向大体是

固定的，但却具有独特创造的联想，从而呈现出精

彩的象外之象。中国古代所谓一叶知秋、嗅梅悟

春的审美体验，都是不拘泥于物象本身，凭借主体

的联想与想象，以象外之象呈现出富于诗意的人

生体验。其幽深、玄远的意象含而不露、藏而不

显，在显与隐之间，勾起审美主体想象出象外之

象，婉曲、绵延地推进审美感知，在层层内蕴中呈

现出象外之象。王廷相论诗贵意象“透莹”，强调

诗具有“不喜事实黏著”“可以目睹，难以实求”
( 《王廷相集》502) 的特质，这正是由诗歌所具有

的朦胧多义、含蓄蕴藉的象外之象所呈现的。因

此，象外之象乃是主体居实趋虚、居实构虚的结

果，使意象更为空灵，又受心的制约，最终“得其

环中”，进入体道境界。
总之，在审美活动中，象外之象和实象在虚实

结合中相互依存，和谐共生，从而达到空灵剔透的

效果。在意象创构中，象外之象在外在形态上受

物象、事象等既有的有形实象的影响，在内在意蕴

上受主体趣味的支配。象外之象有助于突破实象

的局限，以便更充分地抒发意的丰富性，使主体情

意与虚实相生的象融合为一。在意象创构中，主

体情意不拘泥于实象，通过象外之象与实象虚实

结合，从而丰富象的表现力，并且不拘于虚实结合

的象，即不拘于实象和象外之象的统一，从中充分

体现溢出于象外的意趣。因此，象外之象协助有

形实象和情意交融为一，从而突破有限、有形的实

象，趋于无限。

三、象外之象的基本功能

主体审美活动的过程，就是想象力对物象或

事象进行创构的过程。在意象的创构中，主体的

想象力得到充分的调动。在此基础上，象外之象

的形成，贯穿在主体从观物取象开始的整个审美

活动过程中。主体从中既创构了意象，又满足了

自己的创造欲。在意象创构的刹那间，象外之象

影响了主体对物象、事象的选择和创造的构思，并

以自由的形式在主体情意的引导下体现出主体无

限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首先，象外之象在主体感物动情、超以象外的

能动创构过程中，影响着主体对物象、事象的观取

方式。主体在对物象、事象和艺象的体悟及取舍

呈现的过程中，就包含了对有形之象的修正和补

充。实象本身经过主体的感官体验和观、取，经过

了一定程度的虚化，已经空灵化了，使得实象空灵

剔透。创造性的观和取本身，就在修正和补充实

象，就已经有了象外之象的成分，使实象充满活

力，使意象更灵动，更富于表现力。无论是对物象

的取舍，还是创构象外之象，主体都高度重视宇宙

大化的生命精神。
其次，象外之象受制于主体以往的审美经验。

在审美活动中，主体对意象的创构基于审美经验

的价值判断。象外之象源于审美经验中感觉经验

的元素，受主体情感的推动而得以整合。通过审

美经验，主体增强了以象外之象创构意象的技巧。
意象创构的主体在回忆、回味之中，就使得意象包

含着象外之象。社会的文化背景、个体的审美经

验，都是想象创构象外之象的基础。其中由灵感

出发带来的万千思绪，也包含对昔日审美经验的

联想。审美经验对审美能力有积极的影响，但是

两者不完全成正比，审美经验对象外之象的作用

由主体的审美能力所决定。
第三，象外之象有助于呈现物象和事象的神

似。在审美活动中，象外之象要配合实象共同传

神达意。比起已有的物象和事象等实象，象外之

象更体现出特殊性，更有助于对特定意味的表达。
王夫之《明诗评选》所谓:“象外象中，随意皆得。”
( 卷五 1430) 正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谢赫

《古画品录》云: “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 若取

之( 象) 外，方厌高( 通“膏”) 腴，可谓微妙也。”
( 谢赫 8) 在审美活动中，主体应当不拘泥于实象

内，而在实象之外，由象外之象协助实象传神。苏

轼《王维、吴道子画》:“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
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 苏轼 22 )

实象与象外的统一，由象外传神，意味无穷。象外

之象突破有形实象的局限，以象外之象和有形实

象虚实结合，与情意融合，共同传神。因此，象外

之象虽然超越了已有实象的局限，但更接近于生

活的本质，更能传神，也更有利于体现理想。陆时

雍《诗镜总论》所谓“离象得神”，翁方纲《石洲诗

话》所谓“神超象外”，王士祯所谓“妙在象外”，文

徵明《论画花卉》所谓“象外摹神”，①都是指神超

越于实象之外，其中无疑需要依托于象外之象。
中国传统上追求象与意的神合境界，正是通过超

越于实象形态的虚实统一之象，使主体之神与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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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神冥然契合。
第四，象外之象以其自由的形态获得了丰富

的表现力。象外之象是主体心师造化的创造，无

论是以物象和事象为基础，还是受主体情意的制

约，象外之象都是在自由、如意的形式中充分体现

了主体的创造性。同时，象外之象具有朦胧、飘忽

的模糊性特征，又通过象征拓展了表现力，并以其

无形的、触之不得的、不可名状的形式和其对情意

的表现力显现出丰富性和深刻性，从而使得意象

以少总多，无迹可求。象外之象超越于现实，使主

体在创构意象时更积极地向外拓展。无穷的意，

正需要依托于象外之象，生成更深层次和更高境

界的意象。刘禹锡说:“境生于象外。”( 517) 说明

象外有助于提升意象的境界层次，意在强调象外

之象的价值和意义。象外决定着意象的境界层

次，故有境生象外之说。

四、艺象中的象外之象

艺术家在作品中所创构的意象，可以称作艺

象。艺象包括实象和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所想象

的象外之象，而欣赏者在此基础上又有自己想象

的象外之象。对于艺术创造中的象外之象，艺术

家常常借助于传达媒介加以物化，或是以艺象诱

发和启迪欣赏者的想象。因此，欣赏者的象外之

象，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艺术家所创构的艺象的

制约，又有着自己自由想象的空间。这就是所谓

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艺术作品

中的象外之象，乃是通过有限的象，给欣赏者留下

丰富的想象空间。
艺术家的创作常常依意立象，根据主体的情

意，凭心运象，创造出截然不同于寻常之象的艺

象，其中固然包含着自然和生活中的物象、事象元

素，但更多的是想象力的整合与创构。艺术家传

达构思时，要通过对物象的整合、嫁接，再通过想

象力生成新的意象，即艺象。郑板桥有所谓眼中

之竹、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的说法。其中，眼中之

竹有取舍; 胸中之竹有创造，游心于玄冥之境; 手

中之竹则在传达中适当地加以变通。胸中的创造

和构思，与 手 中 的 传 达，都 有 象 外 之 象 的 创 造

作用。
艺象通过“象外之象”以求神似。在艺象的

创造和欣赏中，所谓离形得似，正通过象外之象而

得以实现。艺术家超越于象外，目的在于求得神

似。艺象中的“象外之象”不凝滞于实象，而且突

破有限的实象，由超以象外而传神。艺术家通过

象外而离形得似。艺术创造中的离形得似，乃在

于超越具体感性形态以传神，获得神似。顾恺之

为裴楷画像，在其脸颊上多画了三根毛，目的在于

传神。物象是基础，离形得似，似乃神似。这是从

象外求似，象外传神，其中的似和神，都体现了主

体的理想。中国传统绘画还强调妙在似与不似之

间，目的在于给欣赏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而象外之

象正存乎其间。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否定实象在

传神中的基础作用。
艺象中的象外之象通过暗示和象征而彰显。

艺术家常常在艺术构思中别出心裁，调动起象外

之象以激发欣赏者的联想。北宋有画家画《踏花

归去马蹄香》应试，主考官最欣赏蝴蝶追逐马蹄

翩跹起舞的情形，借蝴蝶而画出香。画“竹锁桥

边卖酒家”，则在竹叶掩映的远处，露出一个迎风

招展的“酒”字帘。又如齐白石《十里蛙声出山

泉》，蛙声不可画，则以山泉里的六个小蝌蚪引发

对象外之象的想象。
象外之象不仅有助于拓展实象的表现力，也

有助于表现味外之旨和韵外之致，而且超越了语

言的具体所指，充分利用了语言的张力，增强象对

意的传达能力。象外之象使艺象中的实象不再滞

实，而是使其在象外之象的辅助下，“可望而不可

置于眉睫之前”，②“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二十

四诗品》; 司空图 163 ) ，有助于更充分地表达意

味。王夫之说: “缘景，缘事，缘已往，缘未来，终

年苦吟而不能自道，以追光蹑景之笔，写通天尽人

之怀，是诗家正法眼藏。”( 《古诗评选》681) 这种

捕风捉影式的表达，通天尽人，正是通过象外之象

实现的。
中国传统的江南园林建筑，就含有象外之象

的审美旨趣。中国园林的造园，强调三分实景七

分想象。扬州个园的一个庭院有春夏秋冬四景，

是根据假山的颜色和造型设计的。它调动游园者

的主观想象，想象出百兽闹春、秋枫丹露等景观。
园林中的借景，其中基础景色与所借之景的组合，

也需要象外之象加以弥合。园艺家们对于园林景

观的构造常常借助园外的山川景致、台阁风物与

园内的亭台楼阁协调搭配，通过透窗、便面窗和空

亭等布局，以小见大地营造出景外有景，园外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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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落景象，创构出曲径通幽的小园风情。这样，

精巧玲珑的园林便将观赏者的目光引向了园林之

外的景色，使有限的空间趋于无限，令人产生无尽

的遐思。
中国画中的虚空，乃在于给欣赏者留下足够

的想象空间，让欣赏者依托实象进行合理想象。
宋代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山欲高，尽出之

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 水欲远，尽出之则不

远，掩映断其派则远矣。”( 郭熙 107) 画家画山水

画，以烟霞锁山腰，让河流断断续续，目的在于调

动欣赏者的想象力，为想象力创构象外之象留下

空间。戴熙《习苦斋画絮》云:“画在有笔墨处，画

之妙在无笔墨处。”( 戴熙 808 ) 如中国画中的留

白等，在留白中给人以丰富的联想、想象，留下想

象的空间，形成张力，使主体超越有形的局限，给

主体留下创造的空间。书法中所谓计白当黑，黑

白相彰，就是象外之象所产生的一种效果。司空

图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也是指诗歌中给人

留下无穷的意味。钱锺书说: “画之写景物，不尚

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皆须留有余地，耐人

玩味，俾由其所写之景物而冥观未写之景物，据其

所道之情事而默识未道之情事。取之象外，得于

言表，‘韵’之谓也。”( 钱锺书 1358—59 ) 余地在

象外。恽南田《南田画跋》:“笔墨之外，别有一种

灵气，氤氲纸上。”( 186) 笔墨之外，其中就包括象

外之象。“笔中之笔，墨外之墨。”( 179) “古人用

心，在无笔墨处。”( 172) “古 人 之 妙，在 笔 不 到

处。”( 210) “有处恰是无，无处恰是有。”( 220 ) 这

些笔墨之外的灵妙，都是艺术中象外之象的具体

表现。笪重光《画筌》:“林间阴影无处营心，山外

清光何从著笔? 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 神无

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

疣; 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笪重光 18) 艺

术家通过这些艺术手法的运用，使作品在笔墨之

外见佳妙，从而传达出意象的味外之旨和韵外之

致。这些正是艺象中象外之象的特点。
艺象的接受是对意象能动的再创造，是在艺

术家创构的象外之象的基础上，欣赏者调动自己

的想象力再造象外之象的结果。因此，在艺术活

动中，除了艺术家创构中的象外之象，还有欣赏者

欣赏中的象外之象。所谓象外见意，是指在鉴赏

艺术的过程中，透过象外更深刻地体悟到意。作

品中的艺象，往往激发起欣赏者某些刻骨铭心的

情怀，引发欣赏者对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境遇相近

的往事的回忆，便是欣赏者在欣赏过程中由联想

而生成的象外之象。
总而言之，象外之象依托于实象，基于过往的

审美经验，在对已有物象有选择性的观、取过程

中，经由感悟创构而成。象外之象一方面受实象

的约束，另一方面受主体意趣的支配。它不拘于

体物本身，而要取于象外。这种象外之象不仅符

合于主体当下的情意，而且符合于主体在长期审

美实践中所形成的审美理想。它在主体审美活动

中经过了主体体验的创构，体现了主体的能动创

造，具有个体的独特性，并使意溢出于有形之象。
同时，象外之象又不滞于实象，具有超越性特征，

超越于虚实结合的象本身。在艺术创造与欣赏

中，象外可以摹神，即超以象外，离形得似，以象外

之象求神似，由象外而见意，乃至象外传神，使不

尽的余意溢出象外，从而产生一种可以意会、难以

言传的效果。在对艺术艺象的欣赏过程中，在虚

实统一的象之外，也常常衍生出象外之象，体现出

主体再创造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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