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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象 意! 中国文化与美学中的独特话语

张!法

摘!要! 中国文化的言象意理论中+象具有独特性, 从&周易'哲学之象到美学的文学之象+言象意理论
具有相互关联和各自独立的特征, 美学的言象意理论从魏晋的基本形成到唐代在与佛教境的境理论的
互动中+演进为境论+完成了言象意理论的美学转型+形成了言 境内之境)景 象 情 意* 境外之境)景
外之景 象外之象 意外之意*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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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象 意乃中国思想的独特话语)起源于
$易经%的卦象系统)成形于$易传%的理性提升,
魏晋之时)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对言 象 意进

行哲学的集中论述, 两大现象与之相关* 一是哲
学上&言意之辩')二是美学上的人物品藻以及与
此关联的)在南朝大为发展的美学 艺术理论, 前
者主要关切理论言说)从而走向语言符号系统中
的言意问题)后者的理论目的乃美学言说)走向审
美符号系统的言象意问题, 理论言说中的言意之
辩)已经把象作为一种外在关联)虽客观存而用词

可省)但要知道)正因此一辩题的内容里)仍存在
着曾由卦象所呈现而现在由言所表和意所含的天

地万物之&象')言意之辩的中国特色方得以突
出, 美学中的言象意结构)象已由易卦之象转意
为审美之象)但其内容)与$周易%所论的象的内
容)本质相同)且由之所出, 因此)本文关于美学
上的言象意的论说)从$周易%的象论开始)并在
$周易%象论中)呈现出哲学言意之辩的主要概念
内容!这也是美学言象意的基础")然后集中讲言
象意从哲学向美学的转换)及其转换之后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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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美学的内容和特色,

一$ %周易&中的'象(的内容和特点

易的体系)其源甚远)文献上有从连山到归藏
到周易的演进)两书被古人或归于神农与黄帝)或
定在夏代和商代)总之)源远流长)有一个从伏羲
到周文王到春秋时代的漫长演进, 考古上)凌家
滩文化的玉龟之筮)西安半坡人面鱼纹盆边沿的
类似爻型的符号)大汶口文化由卦象构成的 G 型
象牙梳)屈家岭文化的太极图纺轮!如图"--透
漏着易象易理在远古时代的多地发生)丰富展开.
复杂演进, 到周代易经)应与华夏为东西南北各
群族融合而成一样)$易经%的形成)盖已为包括
各类连山.归藏的精华在内的一个卦象体系和解
释体系, 先秦的理性化)不仅体现在各类文献对
存于$易经%中的一些卦象和一些观念)进行具体
解释)更体现为$易传%对$易经%内容的哲学提

凌家滩文化玉龟

升, 言象意是这一思想内容
的重要方面, 象在言 象 意

中是卦象)言象意思想体系
以卦象为核心展开来)因此)
象的思想内容蕴含在卦之

中)又由之伸展开来,

西安半坡彩陶

大汶口文化象牙梳
!!

屈家岭文化纺轮

$易%)以卦的出现成为标志, 正如$系辞下%
所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
俯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
物之情' !$周易集解纂疏% $"##"(", 这段话)
可略去以包牺!伏羲"为符号的远古巫王百年千

年的实践过程和理论总结)只呈其最后的结果)讲
的是* 卦来源于对宇宙万物的模拟)但不是模拟
万物外在之形!8/51M形态")而是模拟万物内在之
神!->,0,.M本质")神本无形)要通过加工的&取')
使之有形)这一体现万物之神!内在本质"在远古
巫王的运作结果)成为卦之象)如!!乾""!坤"
等)如$系辞下%总结的)&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八卦以象告')即卦之象内含了天地之象)天地
之象以卦之象呈现出来, &象'作为核心范畴)在
$易传%的解释体系中)首先可厘出相互关联的三
义, 一)乃万物的内在本质* 万物之&象' !用为
名词", 二)乃人对万物内在本质的认识过程*
&象于万物' !用为动词",!

三)乃作为与万物本
质有内在关联的已成之卦*&象其物宜)是故为之
象'!用为名词","

在三义中)理解了卦之象)就不
但认识了万物的本质)而且知晓如何认识万物本
质的方式, 但卦之象)不是万物之形)而来自于
&取'之后进行&离形得似'的改造)更正确些讲)
是按照简易原则进行转换)把万物之神简化为简
易的卦象, 在象这一观念中)天地中的万物之象)
主体的象于万物)结果的呈为卦象之象)都在本质
层面!而非现象层面"运行, 正是这一点)构成了
汉语之象的独特内容,

在$易%关于象的言说)象的基本词义)从三
个方面呈现出来)第一)从天地万物可区分为虚体
!如风云雷雨--"和实体!山水草木--"来讲)
虚体之物为象)实体之物为形, 如$系辞上%讲的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第二)从实体之物既有
相对静止而可以固定对之认识的一面来讲)又有
绝对运行难以固定起来进行认识的一面)后一面
称为象!不能确定")前一面称为形!可以确定把
握")这就是$系辞上%讲的&见乃谓之象)形乃谓
之器', 物之形)虽然也时间中)但相对固定)桌
的形状)大树的外形)现在看如此)一小时一天一
月后看还是如此)就物相对的固定性.可测量.可
确定而言)在一定的时间中不显变化)在与他物的
关联中也不显变化)因而可从形体上去界定)称为
器, 物之见)包括主体的看见和客体的呈现, 见
和现)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充满变化!主体的
看)因人不同.心境不同而有差别/物之现)因被看
的角度不同)时间点不同而有差异", 见和现包
括了它向谁呈现和谁去看它)强调是此物与他物
的关系, 因此)物在变动的时间和变动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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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呈现)称为象, 第三)正因为象既是指流动的虚
体之物)又指实体之物在时间中运行而生的变化)
还指与他物的关联而生的变化)象从而与天地的整
体内容关联了起来)包括$周易%在内的中国哲学
把宇宙整体归为气.归为无.归为道)象就与气与无
与道相通而有了等同之义)$张子正蒙(乾称%讲
&凡象皆气也' !张载 $(")$老子% !第四十一章"
说*&大象无形'!陈鼓应 ""*", $系辞下%曰*&易
者)象也')$系辞上%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
地之道', 由于以上三点)象)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
话语中的最具特色又难以外译之概念, 任何一物)
只要把&象'加在上面)就成了中国人对之的独特
看法)如围棋中有了眼)就活了* 物象)景象.言象.
画象.心象.意象.气象.乐象--象)既具体可感)
又关联本质)乃现象!形" 本质!神"一体, 说它是
形)但形中含神)讲它是神)神呈为形, 之所以如
此)乃在象是从中国思想的时空不可分.个体整体
紧合一的特色去看而产生出来的, 在$周易%中)
以爻象.卦象.易象这一相互关联的体系鲜明地呈
现了这一特色, 卦象由六爻构成)每卦的空间安
排)都用六爻呈时间之动, 以乾卦为例*

乾的卦象)是静止之形)但乾之六爻)从初九
到上九)乃明显动态, 易中每一卦)皆似静而实为
动)看似形而实乃象, 一卦之象如此, 周易的卦
象体系也如此, 八个基本经卦之象的卦象体系)
如$说卦%说*&天!乾!"地!坤""定位)山!艮
#"泽!兑$"通气)雷!震%"风!巽&"相薄)水
!坎'"火!离("不相射, 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
故易逆数也'!$周易集解纂疏% $'"#'(", 此话
不但内蕴着&对立而不相抗'的中和原则以及其他
重要思想)从数理角度看)#!阳爻"为 B) cc!阴

由经卦而来的

先天八卦图

爻"为 #)其顺序就成了 BBB
!乾")BB# !兑")B#B !离")
B## !震 ") #BB !巽 ") #B#
!坎")##B!艮")###!坤"是
二进位的奇偶规律, 其在时
间中&数往则顺)知来者逆'
的运行方向)由乾一)兑二)
离三)震四)再转到巽五)坎
六.艮七)坤八)运行之线构
成了太极曲线)在空间上就形成了先天八卦图*

先天八卦图行进的8曲线
!
先天八卦图而来的太极图

以八经卦而来的太极图)凝结为静而明显含
动, 看似形而实乃象)八经卦如此)由八经卦为基
础构成的六十四别卦的卦象体系)同样如此, 总
而言之)无论一卦之象)还是八经卦之象和六十四
别卦之象)都体现了易之&象'所具有的三大特
点* 现象本质同呈现)时间空间不可分)个别整体
紧合一, 知晓了经卦体系和别卦体系)再从这两
体系去看每一具体卦象)可体悟到)&象'还有比
这三个基本特征更多的东西)比如还有数理关联
!如$系辞上%讲的&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还
有一卦与他物的多种关联!如$说卦%讲的*&乾)
西北之卦也' &乾)健也' &乾为首' &乾为天.为
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
良马0--1为木果', 荀爽$九家集解%还有* 乾
为龙.为直.为衣.为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周易集解纂疏% )B%#)B&", 总之)在$周易%
里)象)意味着以上面讲的三个基本特征为核心的
多种关联)与本文要讲言象意理论关系不大)不展
开, 明晓了$周易%体系中&象'的特色)可以讲
$周易%的言象意体系了,

二$ %周易&思想中的言象意体系

$周易%中的&象')来自伏羲以来历代巫王法
万物之象而创造卦象)虽蕴万物之象于其中)却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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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之有别的另一形式系统, 这样易的系统)其
产生和性质体现为* 万物之象)圣人对万物之象
进行 &则而象之'形成圣人之内心之 &意' !思
想")圣人将意外化)用卦象形态体现出来)产生
了&象'!卦象体系")为了让人知晓这一新的卦象
体系)圣人用&言'对之进行解释, 从而形成易的
言 象 意体系, 这一理论中)言)析而言之)包括
口语之&言'!易在百年千年的集积总结中用言代
代口传")文字之&书'!用文字将言写下来成书")
精炼之&辞'!在书写的过程中对文字进行精炼修
辞最后成辞", 虽有书不尽言.辞不尽书等区别)
但三词实质相同)混言不别)在言象意理论中)可
统归为###言, 象)前面已讲)析分可为三* 卦象
构成因子的爻之象)具体每卦的卦之象)作为卦象
体系的易之象, 意)本有从伏羲型巫王到文王型
圣王到春秋时代孔子型圣人的作卦之意)但在古
人的观念中)千百世之上与千百世之下)道理皆
同)#

从而法道呈理的圣人之意相同)因此)无论
$易%的产生演进时间多长)一经定型)$易%内之
意为一, 言象意构成了$易%的文本体系, 只有
由言!$易%中对卦的说明之言"入象!包含爻.卦.
易的整体之象")由象入意!卦所表达的内容")
$易%所呈天地之道方呈现出来)方为人认识,

讲到这里)须要特别指出)$周易%的言象意
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独特创造)各个文化面对的宇
宙万物基本相同)但对宇宙万物进行理解而形成
的思想却不同, $周易%的言象意理论)就是宇宙
万物进行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理解之后)创造出
来的以&象'为核心的体系, 以象为核心的言象
意理论体系)本身又较为复杂, $系辞上%以&立
象尽意'和&言不尽意'两条路径进入)作了初步
解说)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讲得比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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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
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
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
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
意者也" 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

乃非其象也" 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
存者乃非其言也" 然则!忘象者!乃得意
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 得意在忘
象!得象在忘言" 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
忘也" 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王
弼集校释& $B''

将之进行归纳)主要有三点* 一)言象意相互
关联)可以形成递进的表达关系* 以象来表意)立
象以尽意/以言来表象)出言以尽象, 认识的终后
目的是&意', 二)言象意又相对独立* 象不等于
意)言不等于象, 知道三者&不等于')认识&意'
的过程)不能停顿或留恋原有层级)倘这样)会妨
碍对更高层级的进入, 三)言象意的相互关联有
利于和导向着认识递进)言象意的相对独立不利
于乃至干扰着认识递进, 作为具有独立性的各层
级的获得)只有完全离开或忘掉原来层级)方能真
正进入另一层级* 由言入象)得象忘言/由象入
意)得意忘象, 在现实中人们特别容易看到相互
关联一面而看不到各自独立一面)因此)中国哲人
特别强调各自独立对思想和思维的意义, 这三点
的实质在于)中国的宇宙整体和具体之物)都是由
虚实两个部分组成的)在虚实两部分中)虚比实更
为重要)这点$老子%!第十一章"用车轮.器皿.房
屋三者举例)讲得很清楚,$

言.象.意三者一样)
也由实虚两部分组成)三者实的部分呈外在关联)
虚的部分为内在关联, 外在关联突出区别)内在
关联乃万物一体的关联)忘掉了相对独立之物外
在之实)可以宰断其影响)突显各自独立一面)同
时完成作为相对独立性的整体彰显, 因此)王弼
理论的实质)讲的正是中国思想中关于万物由实
的部分显出的外在独立和由虚的部分显出的内在

关联而形成的一种辩证关系, 王弼通过解释$周
易%言象意理论)实际上要解决的)正如汤用彤所
说)是在王弼之前已然兴起)在王弼之后更为大观
的以语言为主题的言意之辩!汤用彤 "#%#("",
王弼通过周易的言象意)把$老子% $庄子% $周
易%中都有的中国思想由虚实相生构成的万物一
体和物物有别的宇宙观和事物观)讲得更为清
楚,%

但言象意转入语言场域中)象的一面不重要
了)主要体现为书!文字" 言!口语" 意!心意"
的辩证关系, 同时)在魏晋玄学的氛围中产生的
人物品藻的审美转向)把象的一面突显了出来)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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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象)不再是$周易%体系中的卦象)而乃美学
中的形象,

三$ 美学中的言象意理论及其演进

在$周易%的卦象体系中)言象意理论中的
象)是内蕴哲意神理的卦象)审美的人物品藻中的
言象意之象)是富于人物情性的形象, 如&王戎
云*2太尉神姿高砌)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
物'!$世说新语笺疏% %"*", 这里通过&瑶林琼
树'这一语言比喻)让人感受到东晋重要政治人
物王衍的生动形象)又从这一形象中透出&神姿
高砌'的风韵, 这一段评论王衍的理论话语)体
现了中国美学话语的特色)在言上)不是去呈现具
体之形!身多高.面多美.衣饰如何之类")而是用
比喻&如瑶林琼树'去形容人物之象)对人物之
象)不是一个西方式的定义去定性)而是精炼性词
组&神姿高砌'去彰显, 中国美学理论话语的特
色)在这里透了出来)如何用活性之言)去呈现具
有虚实合一之象)点出虚的部分中具有个性特点
的神情气韵, 当魏晋以来的美学话语从人物品藻
扩向艺术作品)言象意的理论在诗.文.书.画.乐.
园林等领域中)有了丰富的展开, 尤为重要的是
在文学作品上)$周易%中言和象在形态上是分别
的)意包含在言和象中)文学作品呈现的只有言)
象和意都内蕴在言中)如何用言呈象)用言和象呈
意)就成为理论家关注的问题, 从逻辑上讲)作家
与易家一样)都要面对万物及自身与万物的互感)
形成自己内心之意)只是易家把内心之意转化为
哲学卦象)作家把内心之意转化为文学形象, 然
后)易家用语言去解释哲学卦象)作家再语言去呈
现文学形象, 前面讲的易学之象的三大特点* 现
象本质同呈现)时间空间不可分)个别整体紧合
一)在本质上)与文学之象是相同的, 强调这一
点)对于理解文学的言象意理论甚为重要, 作家
面对世界)对万物之象进行观察体会)形成自己内
心之象)再用文字之言把自己的内心之象写出来,
这一过程)六朝作家称为&感物')所谓&气之动
物)动之感人'!钟嵘$诗品序%")&&精骛八极)心
游万仞' !陆机$文赋%")'

其要点在于体对象之

&虚')所谓&神与物游'&神用象通' !刘勰 ()"#
)(", 作家在主客互动中)产生内心的意象, 中
国之文)包括各种文体)有形象性的)也有非形象

性的)这两种文体的共同点)就是在作文之意的主
导下)客体之物!物象" 主体之感!心象"与文字
之象!言象")在作文之思运行中合为一体)形成
意象, 意象已成)作家精准地&窥意象而运斤'
!刘勰 ()"")将之变成文字)最后形成作品形态*
言象, 按中国哲学)宇宙之中气化流行产生万物)
由之而来的中国美学)世界的外物之象与作家的
内心之象与气化流行一样相感相激相荡)化合成
内心意象)再转化为作品的言象, 这是一个非常
艰难的过程)陆机讲作家们&常患意不称物)文不
逮意'!陆机$文赋序%"这里)用精准之言表内心
之象)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六朝作家们&情必极
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千方百计&争价一
字之奇'!刘勰 $$", 这里&追新'&争奇'而来的
言象)关键在于把文学言象中象的虚的一面内蕴
进去和彰显出来, 刘勰清楚地知道)文章之言与
易学之卦象不同)在文章中审美形象是内蕴在言
象中的)但在理论上)却与独立存在的易学卦象)
具有相同相通)他说)内蕴着审美形象的文学作
品)从言象中读进去)可以体会到&义主文外)秘
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
玉也'!刘勰 &BB", 六朝美学家论及文学的言象
意)从物象.意象.形象.言象的多种关系)基本上
将独有的特点讲出来了)其关键点就在* 物象.意
象.言象中有着虚实相生之&虚'和气化流行之
&动', 然而)六朝美学上的言象意理论)虽然对
言 象 意的相通一面)即王弼理论的第一点)已经
讲透)但对于王弼理论的第二.三点)即言 象 意

相对独立的一面)却谈得不多, 唐代以后)美学家
把佛教的境的理论吸收进来)经王昌龄.皎然.司
空图等的不断探究)言象意理论在与境的理论的
会通中)达到了真正的成熟)升级为&境'的理论,

从$周易%的象论到美学的象论)其实都包含
两个方面)一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即观物取象的问
题)二是人与作品!$周易%卦象与文学言象"的关
系)即&象蕴何意'的问题, 六朝的言象意理论)
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世界是用&物'来代表的)
观物.感物.体物成为关键之词, 唐代美学)用
&景'和&象'代替了&物'*

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
意" $皎然%诗式(用事&'(

心合造化!言含万象" $虚中%流类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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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鉴&')

意象欲生!造化已奇" $司空图%诗
品(缜密&'*

言其状!须拟其景" $%文镜秘府
论(论文意&'+,-

先生之作!遇景入咏" $皮日休%郢
州孟亭记&'+,.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
$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

景和象与物的差别是什么呢+ 先讲象, 无论
在$周易%哲学还是在六朝文学中)当物与象出现
之时)物强调实之形和独立物体)象彰显物之虚与
诸物关联)更重要的一点)是象强调物从客观之物
到哲学之卦中之物!卦象"和文学之审美之物!言
象"的转换)转换是由虚的关联而来)因此)不讲
物而讲象)正是强调客观之物在符号的转换中的
变化, 虽然如此)象突出了物之虚和诸关联)还是
重在物, 而景在美学上的出现)则对象的进一步
转意)起了决定性作用, 文学家的感物)虽然也与
伏羲的仰观俯察远近游目一样)既把握物之实)也
体悟物之虚)但以物为关注点)得出的是本质同一
之物, 景)本义如$说文%所讲)&光也')与风一
样)为虚体, 运用到文学上)在六朝主要为&光'
!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窥情风景之上)钻貌
草木之中'!刘勰 &)%")&风景'两虚对&草木'两
实%, 到隋唐)景仍有用为光的!如皎然$诗议%
&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而
妙用无体)心也'")+,0

但总体上走向了转虚为实,
景与物不同)物主要指一物)或虽然知道一物是在
与他物关系和时空中存在)但重点在一物)或有多
物同时呈现)却也在诸物本身的固定性, 景)却是
物之间在视觉上的不同组合)诸物组合成景)总与
主体的视点!包括看的角度)看的方式)看的选
择"相关)诸物虽同)而由不同的人或同一人在不
同的时间点和空间点去看)景却不同, 景之一词)
由虚之光而来)转为实)仍由因诸物之间因虚的关
系而来的变化性呈现)但加上了主体之看而来的
变化!如西方思想到现象学才发现的)客体只能
是在主体中的客体", 景的出现)使象也进行了
转意)物之虚的一面实际上也是因主体之感的不
同会有所不同, 景和象)在美学上的同时转意)使
中国美学得到了一次质的提升, 而这与佛教思想

的境进入美学紧密相关, 境)在汉语中如$说文%
所讲)&疆也')是边界之意, 佛教之 \,-A1A汉译
为&境')给汉字之&境'加上了新意, 在佛教思想
中)主体的眼耳鼻舌身意与客体的色声嗅味触法
相结合)就呈现为 \,-A1!境", 境既不是纯主观
的)没有客体的色声嗅味触法)不会出现境)境也
不是纯客观的)没有主体的眼耳鼻舌身意去感)境
也不会出现, 境只能是主客互动合一的结果!正
如西方后来的现象学讲的)客体总是知觉中的客
体)知觉总是包含着客体的知觉", 如果说)在景
上对主体之感)是暗含的)那么)在境上)主体之感
的作用得到了高调突出, 景与境作为对文出现)
景强调客观诸物组合而来之景)境彰显主客合一
而来之境, 在佛教之\,-A1!境"的影响下)景 象

境共同形成了中国美学的新论)且名之曰*
境论,+,1

四$ 境论! 文学上言象意的理论提升和内容

景.象.境)三词对言!古汉语规则是&混言不
别'而&对言区分'"* 景重在诸物组合之景)象强
调这一组合形成的虚实一体之虚)境彰显主客互
动而来之境, 景 象 境的一体)形成了文学形象
与哲学卦象的不同特色, 物色之动而成景)景之
虚实而成象)主客互感而成境, 境强调主体之感
在主客互动中的呈现)从而给&境'划了一条界
线)这围线是由主体划的)带着作家个人独创性和
独特性)这就是境界)由界而来的独创之境, 于有
境的界线)诸物在界内组合而成之&景'可以得到
鲜明地突显, 景突出了诸物体在个人的视界内具
有独特性的组合, 界内诸物的组合重在虚而灵动
的&象')象不仅是对组合中虚的一面和关系一面
的强调)更在于对界内之景与界外之境的虚的关
联的突出, 正是象的这一性质)把境内之诸物组
合之景和虚实合一之象与境外的天地之景关联起

来!正如哲学之象中)由六爻组合而成一卦象)此
卦象又与整个卦象体系相连")呈现出景外之景)
象外之象)韵外之致, 在景 象 境三词中)最能突
出文学之象的特点的是&境', 当文学特色由象
到境)文学之象与哲学之象的区别也得到突出,
文学之境有主体之感在其中)因此)情随之而至)
汉语之情)是心的现象呈出, 境中之情)即主体的
眼耳鼻舌身意在与客体色声嗅味触法的互动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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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呈现)由之而来的景 象 境已经内蕴了情和

意在其中)中国美学后来关于景中情.情中景的讨
论)关于意中意.意外意的言说)都是在景 象 境

的前提下进行的, 文学之象达到包含景 象 境一

体之境)其言 象 意的理论已经与哲学的言象意

有了很大的不同)$周易%的言象意以圣人之意为
核心)文学的言象意以主客合一具有文学独创性
之境为核心)但从本质上讲)圣人之意决定了哲学
之象的超越性)而文学之境也以象外之象.景外之
景.意外之意突出了美学的超越性, 由主客互动
而来的文学之境也要由言体现出来)构成了文学
的言象意理论, 由于象升级为内容更丰富的境)
境中有景 象 情 意)哲学卦象的最高级之意)在
文学中转成了景 象 意一体)成了* 景外之景 象

外之象 意外之意!在古汉语中)情为心的外在呈
现)意即可为心的内意也可为外在体现)但更在心
的集中性, 因此)在境外之境层面中)情外之情转
成情外之意)可以包括在意外之意之内", 文学
象论在提升到境论的同时)也关注到了王弼哲学
象论中言 象 意相对独立的一面, 在文学上)就
是言.境内之境!景 象 情 意".境外之境!景外
之景)象外之象.意外之意"三个层面, 在这三个
层面中)文学之境甚为丰富)有的突出景)有的突
出象)有的突出情)有的突出意)因此)四词为互
文)因强调不同而可只用一词, 文学境论的三个
层面)与王弼的象论一样)一方面层层递进)另一
方面相互独立)图示如下*

文学作品以言为载体)言是第一层)内蕴着第
二层* 境, 境是景 象 情 意的合一)因具体作品
的不同四者中某一或几因素突出)仍是虚实合一
关系, 境包含着入境即可感的境内之境)更重要
的是内蕴着非立即可感但细味可知的境外之境)
这是第三层, 与境内之境包含情 象 情 意一样)
境外之境包含景外之景.象外之象.意外之意, 这
三个层面相互关联)可层层递进, 由言入境)再由

境内之境到境外之境, 三层又有相互独立的一
面, 因此)由言入境之后)要得境忘言)方为得之,
境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标志)好的文学就在于造境
!如王国维$人间词话%讲的&其言情也)必沁人心
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2

境不是言)因此)
文学的努力不再于拼命地&争价一字之奇'&语不
惊人死不休')而在于让人直接入境而感觉不到
文字)好的文学作品应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司空图$诗品(含蓄%")&但见性情)不睹文字'
!皎然$诗式(重意诗例%", 好的境不但呈出眼
前景象)而且内蕴天地关联)这就要由从境内之境
达到境外之境)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
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3

境

内之境突出时代性的鲜活)境外之境)彰显永恒性
的深韵, 境外之境)如茶在水中)味在食中)感茶
而忘水)得味而忘食, 好的文学)不在于写境内之
境)而在于含境外之境)韵外之致, 境外之境是文
学永恒性的获得)是天地永恒性的获得)是境界提
高的明证, 当言象意理论演进到境论时)言象意
与境论可以互换)这时)象即境)意乃意外之意即
境外之境, 可以说)文学的言象意演进到境论)一
方面)从$周易%象论的基本特点)现象本质同呈
现)时间空间不可分)个别整体紧合一)得到了更
为丰富的展开)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言象意理论
完成了从哲学到美学的转变, 宋代文人画理论的
&以神写形'&以貌取神')是在言象意即境论完成
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 境论理论的基本点)即
言.象.意三者的相互关联性和相互独立的二而一
和一而二的特征)具有丰富展开的可能,

放眼世界)西方文化自与非西方文化互动和按
自身逻辑演进到更高层级)即现代哲学层级时)力
图突破西方古典思维中局限一面的种种努力)如欧
陆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和英语分析哲学的语言游戏)
盖应可在与中国文化言象意理论的互鉴中)从全球
互动和文化互补角度)得到启发和提升, 同样)西方
美学的现代升级)即从古典美学到现代美学)扩展到
对美学进行文化.政治.社会.生活的跨界研究)同样
应可以在中国的言象意理论中得到某些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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