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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象"观念与中国诗歌审美意象论

黄意明

摘!要# 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维具有重视象征性联想的特点#可称之为!尚象"思想或象征思维% 这个特点#与.周易/
!经"!传"所创立的!观物取象"!设卦观象"$老子的!大象无形"$庄子的!象罔"等观念有直接联系% 通过对.易传/等
先秦典籍中!象"观念的疏理$分析#将其与后世的诗论$文论中的相关理论作比较#揭示出先秦!象"观念对诗歌!直寻之
象"的直接影响#并由此讨论!意象论"在诗学批评中的重要地位#对理解中国古代诗歌审美意象论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在此基础上#可以合理地阐释诗人孜孜追求!象外之象"的诗学审美之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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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其表述手段都具有重视
象征联想的特点%这在早期儒家经典*易传+中%
有着明显的反映%在道家经典*老子+和*庄子+
中%也有所体现, 这一特点与西方逻各斯哲学思
维传统是不一样的%近代学者或称此特点为"尚
象精神#!%或象征思想%也有人直接称之为"象思
维#", 总之%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有重视象征联想
的特点,

受这种思维特点的影响%中国文化也具有重
视象征联想的特征%而且这种特征在文艺学思想
特别是诗歌创作.诗学理论以及诗学美学等方面
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 探本察源# 先秦经典中!象"观念的内涵

在先秦经典中%对"象#的认知和阐释是极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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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 由于百家争鸣%学术新观点.新论断不断
涌现%各派学说在"象#观念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的过程中%结合各自学派核心的理论主张%对
"象#观念的外延范围.内涵特征作了较多的论
述%正因如此%才促使"象#观念逐步摆脱了神学
的光环%在推动哲学思潮发展的同时%把对"象#
观念的体悟和认识逐渐引入文艺理论之中%其中
影响较大的便是*易传+*老子+*庄子+以及韩非
子的"象#观念,

!一" #易传$%观物取象&与%设卦观象&
在*易传+中%"象#是一种基本的象征符号%

是作为认识世界的基本手段和思维方式大量出现

的%内涵与功能极为复杂%其中%"观物取象#与
"设卦观象#是*易传+中"象#观念最核心的内
容%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象征联想思维之特色%表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d"观物取象#的基础认知
*易传+中%"象#最基本的意思%是由 "阴#

"阳#两种基本元素'气(衍生出的阴.阳.少.老四
种符号'"四象#(#%"四象#构成八卦的基础%而
八卦形成周易最基本的八种"卦象#$"乾# "兑#
"离#"震# "巽# "坎# "艮# "坤#%分别象征"天#
"泽#"火#"雷#"风#"水#"山#"地#八物%代表古
人对世界的基本分类, 在分类的基础上%通过
"观物取象#来实现对世界的基本认知$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系辞,上.黄寿
祺!张善文 9$1(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
爻在其中矣" &+系辞,下.黄寿祺!张
善文 6$^(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
居!而吉凶可见矣" &666(

由于八卦只有八种"象#%所以古人又通过"重卦#
的方式将八卦推扩为六十四卦%即由八象演为六
十四象%每一卦则由三爻变为六爻,

"象#又可指代日月星辰的形象%甚至天地本
身也是"象#$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系辞,上.黄寿祺!张善文 #%6(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65-(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9"5(

"象#也指"物象#和"表象#$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
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
者!昼夜之象也" &#%-(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 通其变!遂成
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65$(

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
谓之法" &656(

从以上对名词之"象#的表述看%不管是对万
物进行分类的"天# "地# "山# "泽#等八种卦象%
还是天象.物象%都属于"实象#范围%这些实象%
即是古人认知世界最直接.最外在的目测感受,
此外%在*易传+中%"象#也可以作为动词使用%为
"模拟#"象征#之义, "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
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
'#1-("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
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 '*系辞+下&
黄寿祺!张善文 6$%( "象#作动词用时%含有强
烈的"象征#义%带有某种抽象性%具有用符号反
映世界.认识世界的性质, 进一步讲%*易传+也
通过象征来表述对道的体认, 正是基于古人认知
世界的直观感受和形象直觉之叠加%对后世诗学
理论中的"直寻之象#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

"d"设卦观象#的联想认知
*易传+认识世界的第一步是"观物取象#%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
宜%是故谓之象# '*系辞+上&黄寿祺!张善文
#1"(,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设卦观象#%最后达
到"立象以尽意#的目的$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
柔相推而生变化" &65^(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
居!而吉凶可见矣" &+系辞,下.黄寿祺
!张善文 666(

子曰*1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
伪"2&+系辞,上.黄寿祺!张善文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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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 "设卦观象#而"立象尽意#%其所尽
之意%既可以是一般的事理%又可以是直观感受%
但其最高目的%乃是对宇宙社会之道的认识,
*说卦传+曰$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观变于
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
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说卦传,.黄寿祺!张善文 9-1(

"作易观象#之目的%乃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尽意#(%达到对自然人生的彻底认识, 因此%
*易传+的卦爻象%既有实物之象%亦可以是对万
物之形和道本身进行抽象和模拟的虚象, 八卦和
六十四卦皆包含这两种特点,

当"尽意#之后%则是 "系辞焉以尽其言#
'*系辞+上&黄寿祺!张善文 65^(%"圣人之情见
乎辞#'*系辞+下&黄寿祺!张善文 6$%(%用语言
将认识表达出来,

可见%*易传+哲学具有"观物取象%设卦观
象.假象尽意%系辞尽言#的典型的"象征#思维的
特点, *易传+认为即器存道%道体现于万事万物
之中%而事物皆有其形象和所属之类型'"象#(%
人们认识本质必须通过"象#进入%人无法离开现
象直接把握本质%而且表述真理与意义也必须通
过"象#的中间环节,

概括言之%*易传+之"象#观念与思维方式具
有具象联想和抽象类比的性质%具有整体性.形象
性.感通性.变动性.模糊性.虚拟性等特点,
"象#范畴与真实的世界既具关联性%又有超
越性,

!二" 老子的%大象&与庄子的%象罔&
在*老子+文本中%曾几次提到"象#的观念%

例如$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
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二十
一章,.陈鼓应 $6%(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四十一
章,.陈鼓应 ""%(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无害!安平泰"
&+三十五章,.陈鼓应 "5#(

是为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惚
恍.$&+十四章,.朱谦之 #6(

第一例指出%在万物的创生者"道#中%即已隐含
朦胧的"象#%但此象似有若无%是"象#的隐微状
态%可以称之为"原象#, 第二例和第三例的"大
象#指"道#本身%成玄英疏云$"大象%犹大道之法
象也,#'陈鼓应 "5#(因为道没有具体形象%故称
之为"大象#%是一种虚象, 第四例"无象之象#指
"大象#%但第一个"象#字却是指一般形象%是一
种实象, 在这些论述中%*老子+强调"道#无形
象%故只能称之为"大象#%但"道#中隐含朦胧的
"象#%同时%"道#虽然不是象%但又必须借"象#
来理解道, 在老子的这些表述中%"象#含有原
象.实象.虚象几层意谓%这对后世重"象#的审美
追求产生了重要影响,

*庄子+文本中也有少量关于"象#的论述$

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 &+庚
桑楚,.郭庆藩 ^1#(

且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
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 &+盗跖,.
郭庆藩 $556(

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
象焉" &+天道,.郭庆藩 6^6(

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
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 &+刻
意,.郭庆藩 966(

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
可为象!其名为同帝" &^1#(

其中第一例和第二例的"象#意为模仿.效法%作
动词, 后面三例的"象#都指普通形象%可看作一
种实象, *至乐+篇又云$"芒乎芴乎%而无从出
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 '郭庆藩 -$$(这里
的象也是一种实象%即迹象, 而"芴乎芒乎#则相
当于老子的"恍兮惚兮#,

庄子对后世文艺学和美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

其"象罔说#$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
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 使知索之而不
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碶诟索之而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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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黄帝曰*
1异哉0 象罔乃可以得之乎)2&+天地,.
郭庆藩 6$1(

此段文字中%"玄珠#是"道#的象征%"知#是
知识的象征%"离朱#是感官的象征%"碶诟#代表
语言, "象罔#则是一种朦朦胧胧的形象, 吕惠
卿注曰$"象则非无%罔则非有%不皦不昧%玄珠之
所以得也,#'吕惠卿 "#6(郭庆藩说$"象罔者%若
有形%若无形, 故曰眸而得之, 即形求之而不得%
去形求之亦不得也,#'郭庆藩 6"5(因此%"象罔#
可看作一种有形与无形.虚与实相生变幻的形象,
今人宗白华说$"非无非有%不皦不昧%这正是艺
术形象的象征作用, 0象1是境相%0罔1是虚幻%
艺术家创造虚幻的境相以象征宇宙人生的真际,
真理闪耀于艺术形象里%玄珠的烁于象罔里,#
'宗白华 -%(庄子的"象罔#能否像宗白华一样直
接解释为艺术形象%似可再议%然而宗白华这段话
揭示了庄子之"象#对后来文艺创作和审美意象
论的巨大启示意义,

!三" 韩非子的%意想之象&
*韩非子+文本中推测了"象#的起源%他说$

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
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
谓之1象2也" 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
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故曰* 1无状之
状!无物之象"2&+解老,.梁启雄 $9%(

韩非子认为"象#这个词从动物大象而来%但在当
时%中国北方地区已见不到大象%于是人们根据死
象之骨%来模拟猜测大象的形状, *说文解字+段
注引用了韩非子这段话并云$"按古书多假象为
像, 4556像者%似也, 4556故诸人之意想者
皆谓之象,#'段玉裁 691(因此"象#有根据一定
已知形状模拟想象未知形象的意思,

总结以上三家之"象#%其名词义主要有虚.
实.虚实相间三种象%实象为具体的形象&而虚象
为相当于道的"大象#&虚实相间的象则为恍惚之
象或"象罔#, 动词义则有模拟.象征.联想等,

*易传+的"象#观念%与*老+ *庄+等的"象#
观念%共同影响了后代文艺意象审美思想的形成,

二$ 内涵延伸# 诗歌!直寻之象"的探索

在前举先秦"象#观念例子中%*老+ *庄+之
"象#观念%本就包含自然界真实之象, *易传+
"天垂象#之象%也为自然之象%而八卦之象是由
自然山.水等演变而来的象征实象, 这也自然会
对后来的诗论产生影响, 所以%作为一种感性形
象%这一类象具有"直寻#的特点%或称之为意象
的直觉感受性, 这种感受%需要以"象#作为媒介

而得%*易传+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如'谦 (%

此卦为*易传+中第十五卦"谦卦#%*谦)象+用
了"山在地中#的卦象加以解释%山本应在地上%
所谓高山仰止%而谦卦之象却是大山深埋于地中%
藏身守拙%不自炫光芒%以此显示谦谦君子的品
德, 其卦辞曰$

谦* 亨" 君子有终"

*象+辞曰$

地中有山!谦" 君子以裒多益寡!称
物平施" &黄寿祺!张善文 $"%(

卦辞与*象+辞反复用象征说明谦虚对于君
子的重要性%而其取象则是高山蕴藏于大地之内%
不自显其高, "谦#的含义本是不易形容或直观
描述的%但是通过形象化的卦"象#却被淋漓尽致
地表现了出来%这在诗学批评和诗歌美学中得到
了应用和展现,

在诗歌批评中%较早体现"直寻之象#的便是
南朝文学理论集大成者刘勰的*文心雕龙+%其
*物色+篇曰$"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
声%亦与心而徘徊,#'周振甫 6$9("随物宛转#强
调外物的直观性%"与心徘徊#注重内心的情感
性, 心物结合%具有直观"意象#的特征%其所举
如"0灼灼1状桃花之鲜%0依依1尽杨柳之貌%0杲
杲1为日出之容%0依依1尽杨柳之貌#等%都是直
观的意象, 梁代钟嵘*诗品+云$"吟咏情性%亦何
贵于用事- 0思君如流水1%即是即目&0高台多悲
风1%亦惟所见4556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
由直寻,#'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5(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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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举亦多为直观之意象, 司空图虽然强调"象外
之象#的重要性%但他同时又说$"然题记之作%目
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郭绍虞%*中国历
代文论选+" "5$(肯定了题记之作的意象直观
性, 唐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于良史的诗云$
"御史诗清雅%工于形似%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
冰流, 吟之未终%皎然在目,# '*中兴间气集+
$ ^!%("皎然在目#突出了意向的直观性, 而这
一思想%在宋代又被梅尧臣.欧阳修进一步发挥$
"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
言外%然后为至矣,#'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 "66("不尽之意#%重视象外之意%而"如在目
前#%强调意象的直观性, 梅.欧希望好诗能达到
两者的统一,

对意象直观性作出深刻阐释的还有清初的王

夫之, 王夫之论诗注重情对景的统摄作用%但也
特别重视景语的直观鲜明.贴切生动%他说$

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邪) 古
人绝唱句多景语!如1高台多悲风2 1蝴
蝶飞南园21池塘生春草21亭皋木叶下2
1芙蓉露下落2!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
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
轻安拈出" &王夫之 " $96(

正如蒋寅先生指出的$"王夫之的景语绝不
等于风景%它是包含人.物活动在内的意象概
念,#'蒋寅 $^$(其理论可概括为情景交融中的
"现量说#, 他说$

1僧敲月下门2!只是妄想揣摩!如
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
心) 知然者!以其沉吟1推敲2二字!就
他作想也" 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
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
哉) 1长河落日圆2!初无定景" 1隔水
问樵夫2!初非想得" 则禅家所谓现量
也" &王夫之 " $6^(

"现量#借用佛教语言%指的是感觉器官对于事物
个别属性的直接反映%尚未引起思维的分别活动
'未形成概念(, 如看见山上有烟%然尚未形成烟
和火的概念, 王夫之用"现量#概念来强调"一触

即觉%不假思量计较#的直观取象%这与庄子"目
击道存#%

思想是相通的, 这些地方%王夫之突出
了意象的直观性%而排斥了意象的多义和曲折性,

王国维的"境界论#%也很注重直观的"象#,
他的"境界#以"不隔#为上%*人间词话+云$

白石写景之作! #$$%虽格韵高
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 &王国维
"$5(

对于如何是"不隔#%他说$

1池塘生春草2 1空梁落燕泥2等二
句!妙处唯在不隔" #$$%欧阳公+少
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1阑干十二独凭
春!晴碧连远云" 千里万里!二月三月!
行色苦愁人2!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
隔" &王国维 "$5(

就写景而言%王国维的 "不隔#即与 "直寻#相
一致,

"意象#的直观感受%除见于诗学批评之诸多
引用外%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
表现手法%将很多直观之"象#加以叠合%数象互
相融摄%连成一片境%叠合后的群"象#大大拓展
了诗歌的审美张力和表现力%增强了诗歌美感,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和白朴的*天净沙)
秋+都具有异曲同工的"叠象#之妙$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
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天净沙-秋思,(&隋树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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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净沙-秋,(&$1^(

以*天净沙)秋思+为例疏解$ 第一句和第三句意
象构成之凄惨苦寒的情感色调%与第二句意象所
构成的温馨和暖之情感色调%正好相反%但几个直
观之象的叠合却在意境上连成一片境%相反相成
地突出游子的羁旅苦况%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
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从每一句看%每个意象都明
白如画%并不具有过多的含蓄和曲折%正符合"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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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的特点,

三$ 源头活水# 诗学!意象具足"的拓展

"中国古代意象一语%历来是物象.兴象'含
喻象.象征.典故等(.乃至于指道的0大象1 '0罔
象1(的总称,#'汪裕雄 "#-(这也可以说明%就源
头而言%"意象#并非舶来之品, 特别是*易传+卦
象%这种意与象的复杂.互动.交融就比较鲜明%主
要表现在其"错#"综#的现象上%即"杂糅众卦%错
综其义#'韩康伯语(%六十四卦中对举的两卦之
间%形成非综即错的关系, 所谓综%亦称覆或反%
卦体相互倒置&所谓错%亦称旁通%六爻相互交变,
"错综#后的卦义与原卦多成相对.相反或相承
义%"其哲学意义在于表明事物的发展往往在正
反相对的因素中体现其变化规律# '黄寿祺!张
善文 %(, 由此可见%*易传+卦象不仅是观察到
的外物之"象#%而且要通过外物的"象#%最终达
到内心的视象,

以"同人#卦为例%同人的卦象是下离上乾%
同

人( )离为火%火性炎上&乾为天%天也高高在

上%所以二者有相似性%故能同, 九五居正位%六二
也居正位%阴阳上下相应, 同人的意思为团结人民%

天下大同, 其错卦为下坎上坤之"师#卦 师( ),
"同人#卦辞云$"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

君子贞,#'$$#(这里用"利涉大川#为喻%说明团
结人民以共渡艰难的重要性, 但"大川#的象本
身也隐含在其错卦中%同人的错卦为"师#%"师#
即军队.战争等义&师的下卦为"坎#%正象征水
'大川(, 同人卦九三.九四和九五以军队.战争
作比喻%有"伏戎于莽# "大师克相遇#等语%也很
显然映显出"师#卦的意义, 王弼云$"凡处0同
人1而不泰焉%则必用师矣, 不能大通%则各私其
党而求利焉,# '李学勤 ^-(象征国与国之间.集
团与集团之间常常因利益不同无法达到一致%导
致战争, 可见%本卦和错卦之间%既互相映显%又
代表着一种发展趋势,

黄寿祺先生说$"*易+以象为本%*说卦传+专
研象以揭其纲, 汉儒说易%莫不重象%九家易象%
虞氏逸象又一再引其绪, 4556包括六十四卦
的内外卦象.互象.对象.正反象.半象.大象等百

二十余例的应用规律,# '黄寿祺!张善文 91%(
这段话揭示出周易重象的思维特征以及"象#的
复杂性和规律性,

这一思维方式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巨大%特别
是对文艺思想的影响巨大, 王弼云$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
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言出于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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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略例-明象,.楼宇烈
-51(

虽然得意可以忘象%但必须首先有象%因为"意以
象尽#, 在这里%"象#构成了言和意的中间环节,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而语言文字又通过
让读者产生形象联想来达意, 艺术呈现的媒介虽
有不同%然同样需要借助"象# '艺术形象(%故而
"象#在文艺中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 汪裕雄
先生说$"诗.乐领域的意象论%其因子早伏于春
秋,#'汪裕雄 "#-(

随后%"意象#逐渐被引入诗.乐的批评话语
之中, 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第一篇*原道+中即
强调*周易+"象#观念的重要性$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
象惟先" &周振甫 $$(

*物色+篇则云$

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
际!沉吟视听之区" &6$9(

在*神思+篇中%进一步提出了"意象#的概念$

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
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61(

此处之"意象#%乃是"意#与"象#的结合, 刘勰
"意象#概念的提出%在中国文艺史上%具有开创
性的价值,

唐代%"象#观念在诗论中尤受重视%逐渐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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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意象论#, 从王昌龄.皎然.刘禹锡到司空
图%"意象#观念成熟了, 与此同时%"意象#这一
概念作为审美基本范畴%在唐代也已被美学家和
艺术理论家广泛运用了'叶朗 "59(, 王昌龄*诗
格+将诗的感兴分为三种$ 第一种"生思#是"久
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
境%率然而生#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
" %1(, 认为"意象#之产生不是纯粹思考的结
果%而是审美心胸和自然外境契合的结果, 皎然
*诗式+评江淹 *团扇+诗云 "江则假象见意#%
'%-(认为江淹诗具有寓意于象的特点, 司空图
*诗品)缜密+$"是有真迹%如不可知, 意象欲
出%造化已奇,#'郭绍虞%*诗品集解+ "-(意为艺
术构思一旦形成"意象#%作品中的世界就会奇妙
无比,

唐代以降%"意象论#就逐渐成为中国诗论的
基本范畴%意象审美也随之被诸多诗论家所接受
并阐释%逐渐成了诗学理论.诗学审美的主流批评
话语体系和价值评判标准%特别是在诗学理论逐
渐走向自觉的明代%诗派林立%诗论纷呈, 不论是
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核心的台阁体.
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以"前后七子# "末五
子#为代表的复古派以及性灵派.公安派.竟陵
派.闽中诗派等%还是明末时期的陆时雍.许学夷
等人%均试图构建新的诗学批评话语, 在这些诗
派各执一端的诗学辩论中%对"意象#的阐释和论
述却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 现兹引录一二%
以便疏解$

1鸡 声 茅 店 月! 人 迹 板 桥 霜 2!
#$$%而音韵铿锵!意象具足!始为难
得" &李东阳 9#(

夫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是故乾
坤之卦!体天地之撰!意象尽矣" &郭绍
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

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
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难以实求是也"
#$$%嗟乎0 言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
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
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
&吴文治 "56^/"56%(

+大风,千秋气概之祖!+秋风,百代
情至之宗!虽词语寂寥!而意象靡尽"

&96^^(
杜甫+晨雨,批捂* 前喜雨诗!妙在

是春时雨" 此诗妙在字字是晨雨" 俗传
晨雨易晴!妙境不曾说出!而意象浮动其
内" &15#%(

古人善于言情!转意象于虚圆之中!
故觉其味之长而言之美也" &丁福保
$65#(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明代诸多诗论家在论
及诗学问题时%在所处不同派别和诗学立场的基
础上%均不回避意象审美这个诗学命题, 李东阳
从诗学角度出发%试图以"象#来突出意境的传
神%实际上%就是在肯定"意#的诗歌范式%追求
"意象具足#的诗歌风格, 何景明则巧妙地探寻
*易传+与诗歌的契合点%强调以乾.坤之卦象来
说明意与象之契合, 胡应麟.谭元春.陆时雍突出
意象批评话语%在诗学中极力展现意象审美的功
能与价值, 各诗家意象论别有所指%但在诗学审
美上却殊途同归, 由此%明代诸家所论之意象%其
实都是一种创作者和审美者内在情志和外在物象

结合的艺术形象%也是一种情景交融的艺术心象,
"意象论#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意象论#强调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的契合.情与
景的交融%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艺的基本特征和创
作方法论%成为中国艺术意境论的基础, 而总体
考察诗歌意象论%其所具有的直观感悟.比类联
想.虚实变化.以象出意.含蓄蕴藉等特点%都和
*易+.老.庄之象观念有着直接联系,

四$ 审美至境# 诗人对!象外之象"的执着
追求

!!中国古代"诗歌意象论#的核心意蕴%是"象
外之象#说%或引申为"象外之意#"韵外之致#等%
这一思想直接源于*易传+的象论%此外也间接受
到*庄子+ "象罔#论的影响, 这一点%刘勰在*文
心雕龙)隐秀+里说得很明白$

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
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
玉也" 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
水!而澜表方圆" 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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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 &周
振甫 #9^(

辞生互体!有似变爻" &#-$(

这里用"互体变爻#化成"四象#%来说明文艺中意
象的表现作用, 互体即互卦%"变爻#又称爻变%
指的是卦中爻的变化%凡卦中属老阳.老阴的爻都
要变化%变化后形成新的卦, 这里的"四象#则指
代实像.假象.义象.用象几种含义, 如乾卦的实
象为天&引申为父是假象&乾为健%是义象&乾有元
亨利贞四德%是用象, 所以一个象可以从四方面
理解, "互体# "变爻# "四象#等文字%指涉的是
卦象具有变与不变.实与虚的多重含义%在不同的
情境中应予以灵活的解释, *易传+中的互卦%指
的是六爻卦中%除组合的上下两卦之外%中间的四
爻因为三与四的互用%又可打破上下卦的界限%形

成内藏的两卦, 如睽卦'睽 (下卦是兑%上卦

是离%其中二.三.四.五爻可组成互离和互坎%内
互离与外互坎又可组成新的一卦 "既济 #

'
既

济
(%即睽卦六三和九四在互离与互坎中互

用, 刘勰用*易经+的思想来说明文学中"隐#的
表现手法%即*隐秀+所谓"文外之重旨# "义主文
外#%也即是"象外之象#或"象外之意#,

由此不难看出%刘勰提出的"隐秀#诗歌风格
直接来源于*易传+之象的思想%而*隐秀+篇"深
文隐蔚%余味曲包#的含蓄审美观%又深刻影响了
后代文艺家对"象外之象# "言外之意# "意余于
象#的审美追求, 随后%刘禹锡.司空图.严羽等%
结合诗歌创作的体会%对这一诗学审美追求作了
深刻的阐述,

唐代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云$

诗者其文章之蕴邪) 义得而言丧!
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合"
&刘禹锡 $^#(

道出了诗歌的特点是"境生象外#和"意在言外#,
其"境生象外#%也即"象外之象#或"象外之境#,

唐代司空图的论诗%直接提出"象外之象#
说%其*与极浦书+曾谓$

戴容州云* 1诗家之景!如蓝田日
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
也"2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
哉)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 ,
"$1^(

强调诗文不能即景言景%就事论事%而要追求意境
的创造%追求景外之景.象外之象, 其*与李生论
诗书+再次强调"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

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
愚以为辨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近
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
耳#$$%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 此外
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 岂容
易哉) #$$%倘复以全美为上!即知味
外之旨矣" &$1^(

"韵外之致# "味外之旨#%即是"象外之象#的引
申和推扩, 其*诗品+还提到"超以象外%得其环
中#的诗歌创作理想,

如果结合先秦"象#观念%我们不难发现%所
谓"境生象外#"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皆和*易
传+之"错#"综# "互# "正# "反# "旁通#以及老.
庄的"大象#"象罔#等为代表的象思维存在着或
隐或显的关联,

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则谓$

盛唐诗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
可求" 故其妙处透彻玲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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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羽 "-(

"言有尽而意无穷#等%想要说明的即是"象外之
象#和"言外之意#%显然和*周易+之旁通错综的
多重象征一脉相承, 而"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的
比喻则来自佛教,

就创作而言%创造"象外之象#乃是诗人执着
的追求%其表现有二,

其一%在整个诗歌语境中%"意象#乃一朦胧
多义之象,

此类象的特点%在于读者通过"象#所看到的
景象远远大于文本所直接给予的画面%有时不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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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强调"象#外另有一"象#%而是强调情感思想的
表现已经远远超出"象#本身%这也称之为象外
之意,

如杜甫*春望+诗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
深#一联%主要之象为"山河#与"草木#%然表现的
意远远超过了象的范围, 司马光评曰$"山河在%
明无余物矣&草木深, 明无人矣,# '欧阳修!司
马光 $#^(李商隐*锦瑟+之"象外之象#更具代表
性%中间二联"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
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构成了
一系列意象%或以为是描写瑟有适.怨.清.和四种
声调%也有人理解为作者自伤美人迟暮$"0庄生1
句言付之梦寐%0望帝1句言待之来世&0沧海1蓝
田1言埋而不得自见&0月明1 0日暖1则清时而独
为不遇之人,#'陈伯海 "6$$(

此外还有悼亡忧国等不同解读, 诚如陆次云
所评%"意致迷离%在可解不可解之间#'"6$5(%很
接近庄子"象罔说#之"若有形%若无形, 即形求
之而不得%去形求之也不得也# 的朦胧状态,
"象#的多义性引发了更复杂的"意#和"象#%因
此给诗歌增添了一种特别的美感%苏轼*蝶恋花+
词'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来时%绿水人家绕(%也
有同样的妙处, 其意象婉约玲珑%最显著者一为
"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芳草之象%一为"多情却被
无情恼#的旅人之象, 此两象都属于象外有象,
"芳草#意象具有多元性%可包含两层联想%一为
悲伤%一为豁达, 楚辞中有"何所无芳草兮%又何
独怀乎故都#%如果以此联想%则作者的暗示是芳
草所在皆是%不必为此地的芳草流连%即俗语所谓
"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 而如据
"芳草#联想到"王孙游兮不归%芳草生兮萋萋#之
类%则暗含游子难归.春光易逝等悲凉情感, 东坡
用芳草为象%形成联想之多元性%此即象外之象的
一种表现, "多情#之旅人也可从伤感与旷达两
面看$ 旅途之人%无端被激起一段愁绪%伤感也&
多情缘自无情%本来空寂%何足挂怀%旷达也, 此
词"芳草#意象的双重性和"多情无情#关系的复
杂性%让*蝶恋花+词的含蕴丰富.意境隽永悠长,
这些作品中"象#的多义性%其关系类似于*周易+
之本卦与变卦及互卦%增强了理解欣赏的多元性,

其二%象外象.象外意与本象的错位,
此类意象的特点%乃在意象所营造之形象与

整个艺术境界并不相同, "象#所展示的图画可

能是令人愉悦的%也可能是令人伤感的%但背后暗
含的画面或最后形成的意境的整体情调%却正好
相反, 如元稹*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
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彭定求等
$5$5(此诗表面虽寂寥%但引起的联想却可能是
繁华的%暗含当年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画面, 元
稹此诗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两种画面之"象#是对
立的%犹如*易经+中本卦与其错卦或综卦%前者
寂寞是明象%后者繁华是暗象%暗象并没有直接出
现, 两种互相包容与对立之象形成旁通之关系%
构成了诗歌的内在张力%产生强烈的历史兴亡感%
启发读者自然而然地思考玄宗后期由治转乱的原

因, 进一步说%明暗之象的对立转化还暗含着某
种哲学思辨$ 兴盛与衰落的循环是否是历史的宿
命%犹如阴阳之互为其根- 还是取决于人事政令.
勤俭奢靡- 抑或盛极必衰- 实可让人沉吟再三,
再如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诗%也可
看作这种类型%在整个鲜丽美艳的景色妆容背后%
突出的却是少妇油然而生的怅惘之意,

除此之外%此类诗歌还有一种表现%即在表面
繁华的场景和表象下%体现一切皆空的思想%此种
表现并非受*易传+象思维的影响%而是肇因于佛
教的"色空不二#思想%但可以与*周易+象思维暗
通款曲, 如唐代无名僧的诗$"诸法从本来%常自
寂灭相, 春至百花开%黄莺啼柳上,#此诗在鸟雀
喧闹.鲜花盛开的形象之外%反映的是万法寂灭的
思想, 又如王维的*辛夷坞+$"木末芙蓉花, 山
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彭定求
等 "11(在芙蓉花的开落之象外%体现的是万法
本闲.性空缘起的思想,

绾结而言%先秦经典中"象#观念及其象征联
想思维模式.虚实相生的"尚象#精神对诗歌"审
美意象论#的构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将
世界.作者.作品.欣赏者联系起来%构成文艺作品
得以实现的中间环节%成为中国文艺最重要的表
现手法之一, 由此%意象审美便进入了诗人的美
学视野%成为诗学创作.诗学批评的核心理论支
柱%确立了较为统一的诗学审美范式和标准, 历
代诗人围绕这一审美范式和审美标准式开展了积

极的探索%在促进诗学理论走向高度繁荣的同时%
为诗学美学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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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8/#%(&

! 关于中国美学的"尚象精神#%见朱志荣$ *论中华美学
的尚象精神+%*文学评论+ - '"5$-($ $%!"#&汪裕雄$
*意象探源+%北京$ 人民出版社%"5$# 年%第 $ 页,
" "象思维#概念由学者王树人提出%有人概括为$"产生
于阴阳五行理论和象数易学%以元气.阴阳.五行和卦象
等象概念或象符号为基本思维要素%具有一定推演规则%
并通过对诸思维要素的推演来建构多种象模型%进一步
用这些象模型来解释并把握宇宙.社会和人生的一种思
维方式,#见赵中国$ *象思维局限性特征研究+%*周易研
究+#'"5$6($ "-,
# "四象#即指老阳 ' (.少阳 ' (.老阴 ' (.少阴
' (,
$ "无象之象#原作"无物之象#%但苏辙.李道纯.林希
逸.吴澄.董思靖各本*老子+皆作"无象之象#%于义为长,
'*老子校释+ #6(,
% *庄子)田子方+篇假借孔子之口说$"若夫人者%目击
而道存焉%亦不可以容声矣,# '郭庆藩% *庄子集释+
^5#(,

引用作品%9/):(;"#%0&

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 北京$ 中华书局%$1%6 年,
4 WK/+% X'M=+J% /(.A);Y==881+"+), "8, ?."83*"+),.

2/=*=+J$ 3K;+JK')2;;V W;@Q)+M% $1%6.6
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 北京$ 中华书局%$1%# 年,
47=+J% \'T);% /(.=()C$)*+1G;/0BMW;@@/+0)B=/E)?B;EE

7M+)E0=/E.2/=*=+J$ 3K;+JK')2;;V W;@Q)+M% $1%#.6
郭庆藩$ *庄子集释+, 北京$ 中华书局%"5$" 年,
4X';% a=+JC)+% /(.?6);".&1.$5 H,&+&18 143K')+JY=.

2/=*=+J$ 3K;+JK')2;;V W;@Q)+M% "5$".6
郭绍虞$ *中国古代文论选+%第一.二.三册, 上海$ 上海

古籍出版社%$1^1 年,
4X';% SK);M'% /(.()*)%+), K)",&8934.15>6&8)3)>*"33&%"*

-&+)."./?6)1.&)3._;PE.$ #.SK)+JK)=$ SK)+JK)=
WK=+/E/WP)EE=?EG'TP=EK=+J:;'E/% $1^1.6

!!!$ *诗品集解)续诗品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 年,

4 ./(.?6);".&1.$5H,&+&18 14"8, ()C$)*+1WB=0=O'/;C
G;/0BM.2/=*=+J$ G/;QP/UEA=0/B)0'B/G'TP=EK=+J:;'E/%
$1%$.6!

黄寿祺!张善文$ *周易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556 年,

4:')+J% SK;'O=%)+( 3K)+JSK)+</+% /(E.=8 =881+"+),
?."83*"+&18 14FK/ 2;;V ;CWK)+J/E. SK)+JK)=$
SK)+JK)=WK=+/E/WP)EE=?EG'TP=EK=+J:;'E/%"556.6

蒋寅$ *王夫之对情景关系的意象化诠释+%*社会科学战

线+$'"5$$($ $-^!$^",
4 =̀)+J% >=+."4)+J\'YK=UED@)J=E0=?D+0/BQB/0)0=;+ ;C0K/

L@;0=;+RS?/+/BMH/P)0=;+E.# (1%&"*(%&)8%)<.18+$
'"5$$($ $-^ $^".6

李东阳$ *怀麓堂诗话校释+%李庆立校注, 北京$ 人民文
学出版社%"551 年,

4A=% 7;+JM)+J.=881+"+&183+1G;/0BMH/@)BVECB;@ 0K/
:')=P' :)PP.L(.A=a=+JP=.2/=*=+J$ G/;QP/UEA=0/B)0'B/
G'TP=EK=+J:;'E/% "551.6

李学勤主编$ *十三经注疏+'标点本(, 北京$ 北京大学
出版社%$111 年,

4A=% b'/O=+% /(.?6&.+))8 >184$%&"8 >*"33&%3N&+6 =881+"G
+&183"8, >155)8+".&)3@2/=*=+J$ G/V=+J[+=I/BE=0M
GB/EE% $111.6

梁启雄$ *韩子浅解+, 北京$ 中华书局%$1-5 年,
4A=)+J% a=&=;+J% /(.=8 I8+).D.)+"+&18 14:)+Y=.2/=*=+J$

3K;+JK')2;;V W;@Q)+M% $1-5.6

刘禹锡$ *刘禹锡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 年,
4 A='% >'&=. >1**)%+), 01.2314-&$ J$T&. SK)+JK)=$

SK)+JK)=G/;QP/UEG'TP=EK=+J:;'E/% $1^9.6
楼宇烈$ *王弼集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1%5 年,
4A;'% >'P=/% /(.=881+"+), W;PP/?0=;+ ;C4)+J2=.2/=*=+J$

3K;+JK')2;;V W;@Q)+M% $1%5.6
陆次云$ *五朝诗善鸣集+%见陈伯海*唐诗汇评+ '下(,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19 年, "##$!#65$,
4A'% W=M'+.>1**)%+), E1)+./14+6)<&O):/8"3+&)3@=

;".&1.$5 H,&+&18 14?"89 E1)53.L(.WK/+ 2;K)=.
_;P.#. :)+JYK;'$ 3K/*=)+J L('?)0=;+ G'TP=EK=+J
:;'E/% $119."##$ #65$.6

吕惠卿$ *庄子义集校+, 北京$ 中华书局%"551 年,
4Ae% :'=O=+J% /(. >1**)%+), =881+"+&183+13K')+JY=.

2/=*=+J$ 3K;+JK')2;;V W;@Q)+M% "551.6

欧阳修!司马光$ *六一诗话!温公续诗话+, 北京$ 中
华书局%"5$6 年,

4N'M)+J% b='% )+( S=@)X')+J.E1)+./>155)8+".&)3P/
\$/"89 B&$ "8, =()C$)*+1G;/0BMW;@@/+0)B=/ETM
N'M)+J b='. 2/=*=+J$ 3K;+JK') 2;;V W;@Q)+M%
"5$6.6!

彭定求等$ *全唐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 年,
4G/+J% 7=+JO='.?6)>15D*)+)E1)+./14+6)?"89 :/8"3+/.

SK)+JK)=$ SK)+JK)=WK=+/E/WP)EE=?EG'TP=EK=+J:;'E/%
$1%-.6

上海商务印书馆$ *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中兴间气集+
秀水沈氏藏明翻宋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1"1 年,
$!#%,

4SK)+JK)=W;@@/B?=)PGB/EE.W;PP/?0=;+ ;C3K;+J&=+J̀=)+O=.
_;P.DD.=+ S/B=/E;C\;'BW)0/J;B=/E.'M&89 K)D.&8+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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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9 ;).3&18(.SK)+JK)=$ FK/W;@@/B?=)PGB/EE%
$1"1.$ #%.6

隋树森$ *全元散曲+,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1-6 年,
4S'=% SK'E/+% /(.?6)>15D*)+)7$ 01.2314+6)J$"8

:/8"3+/.2/=*=+J$ 3K;+JK')2;;V W;@Q)+M%$1-6.6
王夫之$ *姜斋诗话+卷二%夷之校点, 北京$ 人民文学出

版社%$1-$ 年, $#1!"5",
44)+J% \'YK=.E1)+./>155)8+".&)34.15+6)[&89).(+$,&1.

L(.>=3K=._;P.".2/=*=+J$ G/;QP/UEA=0/B)0'B/G'TR
P=EK=+J:;'E/% $1-$.$#1 "5".6

王国维$ *人间词话+%徐调孚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
社%$1%" 年,

44)+J% X';</=.E1)+./K)5".2318 +6)A$5"8 01.*,.L(.
b' 7=);C'. 2/=*=+J$ G/;QP/UEA=0/B)0'B/ G'TP=EK=+J
:;'E/% $1%".6

汪裕雄$ *意象探源+, 北京$ 人民出版社%"5$# 年,
44)+J% >'&=;+J.HTD*1."+&183&8+1+6)(1$.%)14I5"9)3.

2/=*=+J$ G/;QP/UEG'TP=EK=+J:;'E/% "5$#.6
吴文治主编$ *明诗话全编+,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1^ 年,
44'% 4/+YK=% /(.>15D*)+)E1)+./>155)8+".&)3&8 +6)

M&89 :/8"3+/@Z)+*=+J$ =̀)+JE' 8+?=/+02;;VEG'TP=EKR
=+J:;'E/% $11^.6

许慎$ *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
社%"55- 年,

4b'% SK/+.L1+)3+1L&QP)+)0=;+E;CWK)B)?0/BE.8++;0)0/(.
7')+>'?)=. 3K/+JYK;'$ 3K;+JYK;' 8+?=/+02;;VE
G'TP=EK=+J:;'E/% "55-.6

严羽$ *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 北京$ 人民文学出
版社%$1%# 年,

4>)+% >'.=881+"+), W)+JP)+JUEH/@)BVE;+ G;/0BM.L(.
X';SK);M'.2/=*=+J$ G/;QP/UEA=0/B)0'B/G'TP=EK=+J
:;'E/% $1%#.6!

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
年, !

4>/% A)+J.\$+*&8)14+6)A&3+1./14>6&8)3)=)3+6)+&%3.
SK)+JK)=$ SK)+JK)=G/;QP/UEG'TP=EK=+J:;'E/% $1%9.6

赵中国$ *象思维局限性特征研究!!!兼从思维方法的角
度答李约瑟难题+%*周易研究+#'"5$6($ "-,

43K);% 3K;+JJ';."N+ 0K/WK)B)?0/B=E0=?E;C0K/A=@=0)0=;+E
;CD@)J/RNB=/+0/( FK=+V=+J$ 8+ 8+E</B0;0Z//(K)@UE
G'YYP/UCB;@0K/G/BEQ/?0=I/;C0K/4)M;CFK=+V=+J.#
(+$,&)314!61$/&#'"5$6($ "9 #"%-9.6

周振甫$ *7文心雕龙8今译+, 北京$ 中华书局%"5$#
年, !

43K;'%3K/+C'.=?."83*"+&18 14FK/A=0/B)BM]=+( )+( 0K/
W)BI=+J;C7B)J;+E.2/=*=+J$ 3K;+JK')2;;V W;@Q)+M%
"5$#.6!

朱笔$ *李义山诗集辑评+%陈伯海*唐诗汇评+ '下(, 杭
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19 年, "##$!#65$,

43K'% 2=.>1**)%+), >155)8+".&)318 -&(6"89/&8F3E1)+./@=
;".&1.$5 H,&+&18 14?"89 E1)53.L(.WK/+ 2;K)=.
_;P.#. :)+JYK;'$ 3K/*=)+J L('?)0=;+ G'TP=EK=+J
:;'E/% $119."##$ #65$.6

朱谦之$ *老子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1-# 年,
43K'% a=)+YK=% /(.A);FY' N&+6 =881+"+&183.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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