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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范畴现代嬗变新探
,,,兼论与"意境#的理论纠葛及其现代建构

姜荣刚

摘!要# "意象#范畴的现代嬗变!以往认为主要受西方意象派范畴的影响!而意象派范畴又先于此受到中国传统意象思
维或范畴的影响!这种看法有悖实际$ 事实上!在此之前!"意象#就以格义的方式开启了与西学的对接!这一过程才是
"意象#范畴现代嬗变的关键!意象派范畴的影响只是这一大河中汇入的一条支流$ 同时!由于"意象#的现代建构又不
可避免地牵涉到与其极相近的"意境#概念!从而造成了二者长期以来的理论纠葛$ 厘清这一点!不仅可以清晰地见出传
统"意象#"意境#概念如何在西学渗入下裂变的整个过程!而且对于认识二者理论现代建构的得失以及当下的理论重构
来说!均不无可资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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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由于中国现代诗人的推崇效仿%西方
的意象派*K0;I:?9?+在其时得以大行其道%加之其

时学人又屡屡以":0;I7#指称"意象#%以致让人
觉得它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与中国传统无涉&

!&#]!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如敏泽所说)"/五四0以后直至八十年代初期的
当时%一些最重要的学者如) 梅光迪-闻一多-梁
实秋-朱光潜等等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 中国传
统文学中没有/意象0的语汇%/意象0一语产生于
西方%是英文:0;I7的译名&#*敏泽%'钱锺书先生
谈"意象#( &+称诸人完全否认中国传统文学有
"意象#的语汇%似有过甚其辞之处& 如朱光潜尽
管主要在西学语境下阐发"意象#%但亦间或引据
中国传统的文论资源%其'西方美学史(就指出
A.67:>类似古汉语的"相#或"象# *朱光潜%第 `
卷 _(+%此"相#或"象#即其所谓之"意象#%他还
曾将梅圣俞'续金针诗格( "外意欲尽其象#中的
"象#明确视作"意象# *朱光潜%第 % 卷 "_+& 这
显然是对传统言-意-象观念的直接继承*曹谦
&'`,&&(+& 宗白华在运用传统文化与文论资源
方面%比朱氏更为自觉%他采用'周易(易象观来
建构其意象理论的做法已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

注%更重要的是他还直接引用了恽南田'题洁庵
图( 中的一句话,,,"意象在六合之表# *宗白
华%第 % 卷 `%+& 当然%敏泽的话针对的仅是一种
倾向%他的目的是通过严格的考辨证明至少从明
代开始%与西方":0;I7#相同的真正意义上的"意
象#概念就已出现%因此把"意象#纯粹视作外来
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敏泽%'中国古典意象论(
"%+& 嗣后%随着西方意象派受中国意象思维或
范畴影响的史实得到学界全面揭示与阐发之后%
上述观点又发生了新的反转%那就是中国传统
"意象#先是影响了西方的"意象#%反过来西方的
"意象#又影响了中国"意象#的现代建构%这一过
程通俗点说就是出口转内销& 这种"共识#值得
斟酌%西方意象派的出现是 %' 世纪 %' 年代以后
的事%而实际的情况则是中国传统"意象#因西学
的强势入侵%在此之前就已开启了与西学的对接%
只不过此段历史不为学界所知罢了%朱光潜-宗白
华等人对"意象#的现代建构正是对这一过程的
直接承继%而非单纯受西方意象派范畴影响的结
果& 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早期的这种格义或
者说中西对接%促使中国传统"意象#被迫适应西
方文论的系统化与精确化思维方式%因此近代学
人也不得不对其进行较为明确的概念界定与理论

阐释& 同时%由于此一过程又不可避免地牵涉到
与其内涵极相近的另一重要概念"意境#%所以全
面梳理这一过程%无论对厘清"意象#范畴的现代

嬗变%还是其与"意境#的理论纠葛及其现代建构
来说%都显得十分必要&

一$ !意象"格义西学源流考述

较早以"意象#格义西学的是王国维%其 &]'%
年所译'伦理学(中有云)"柏拉图论感觉之迷人
及其不可恃%而主唱意象& *即'心理学(第八章
之所谓观念&+#并以几为例%称其"通有性即几之
模范%存在客观上%而名之曰机*几+之意象%而一
切几皆似此模范者也# *王国维%第 &" 卷 _$"-
"&_+& 在该译著后附'伦理学学语中西对照表(
中%"意象#对应的是"KB7;#%王氏这里又特意指
出它等同于"观念#& "观念#是新造学语%王氏对
其解释称) "KB7;之语源出于希腊语之 KB7;及
KB7:>%亦观之意也%以其源来自五官%故谓之观.
以其所观之物既去%而象尚存%故谓之念&#*王国
维%第 & 卷 &%]+这物去尚存之"象#实即意中之
象%与中国传统的"意象#概念颇为接近& 当然作
为一般认识论概念%"KB7;#译作"观念#的确无可
厚非%而一旦其上升为哲学与美学的核心概念%这
一译法就显得不那么合适了%因此王氏将其译作
"模范#"实念#%格义的译法则是"意象#& 这样%
"意象#既可指称个别的"观念#%亦可对译普遍的
"模范#%这一格义译法对此后"意象#范畴的现代
嬗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另须注意的是%后来与
"意象#常相对译的":0;I7#%在该译著中则被译
为"心象#%":0;I:>;9:/>#被译为"想像#&

晚清最著名的翻译家是严复%其译著中"意
象#虽用例不多%但也值得注意& 其'穆勒名学(
中有云)"与其逐于外观%不若收视返听%即其物
之意象以求之为愈&# *严复%第 _ 卷 `"+ "意象#
即":B7;% /8./>.7N9:/>?/)96:>I?#*C:<<&&'+之译
词%与王国维完全一致& 嗣后翻译的'美术通诠(
中%"意象#又出现了两次*倭斯弗 _-`+%第一例
对应的英文为"96787;<:> :9?07>9;<;?N7.9#%意为
现实在精神层面的呈现%与":B7;#之义同%可见取
意亦为中国传统"意中之象#的含义.第二例"意
象#对应的是"967./I>:?;>.7/)967?7>?7/)?:I69#
*视觉的认知+ *3/8?)/<B _-`+& 这与 '穆勒名
学(的用法基本相同%属于哲学认识论的范畴&

此时接触到西学的刘师培%也在不知不觉中
作了类似的概念拟配%如其说)"考之名学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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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之所具者为物之德%吾心之所以感物而物之
所以与吾心相接者为觉%盖物者形也%德者象也%
近人不知此理%往往误象为形%不知象也者%只物
之所以感吾心者也%物自有形%吾所知者唯象
耳&#*刘师培%'汪绂传( _+这种认识直接启发了
刘氏对易象的重新阐释%并顺势过渡到了对汉字
的解读)"古人析字%既立意象以为标%复观察事
物之意象%凡某事某物之意象相类者%即寄以同一
之音%以表其意象%故闻字音之同异%即可以定其
意象之异同矣&#*刘师培%'小学发微补( _+刘氏
的格义表面看与文学艺术不直接相关%但熟悉西
方意象派兴起的学者都知道%它的起点恰恰就是
从汉字象形结构中获得的灵感& &] 世纪末%美国
学者芬诺罗萨在日本教学%对汉字象形特点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遂撰文称)"恒人或不知大多数意
标字根*:B7/I8;N6:.8//9?+%实带有动作之意象%以
为凡属图画%自当为实物之图画%故中国文字之根
蒂%必皆为文法家所称为名辞者%然试详加考察%
则大多数原始中国字%甚至所谓古文者%每为动作
或动作历程之速记图画&#*张荫麟 "+#

芬氏对中

国文字的认识与刘氏可谓如出一辙%而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张荫麟这里也用了"意象#的译词%就文
意推断它对译的应为":B7;#%此处的"影像#指称
的应是":0;I7#& 芬氏观点尽管未必完全符合实
际%但由于它深深地契合了意象派重要人物庞德
推动新诗运动的现实需要%因而受到了后者的重
视与阐扬%芬氏观点由此在西方文学领域产生了
巨大影响%"意象#自然也就成了西方一个十分流
行的批评概念与重要文论范畴& 正是有鉴于此%
有学者推断芬氏在写作该文之前%"很可能已经
接触到了中国诗学的/意象说0和/意境说0# *古
风 &('+& 这当然是一个无法证实的假说%但通
过刘师培格义西学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肯定芬
氏见解的根本来源还是其潜在的西学背景%因为他
和刘氏的逻辑理路是完全一致的%而后者正是因为
接触到了西学%才作出了前述中西概念的拟配与互
释& 另须提及的是%此时还有以 "意象#格义
"K0;I:>;9:/>#*周作人 &'_+的情况%该词一般译作
"想像#%此种译法颇为罕见& 不过%"K0;I:>;9:/>#
是由":0;I7#衍生出的词语%这或可说明"意象#与
":0;I7#已开始建立了某种潜在联系&

在朱光潜之前%以"意象#格义西学最突出的
学人是胡适%但他似乎并未受到学界太多的注意&

早在 &]&_ 年他就在日记中写道)"词中之/汝0%
乃意象中悬设之/汝0%不必即实有所指&#*'胡适
留学日记( &_%+此"意象#亦为意中之象之义&
在次年与梅光迪的论争中%梅氏提到了其时的新文
学与新美术潮流":0;I:?0# "K0N87??:/>:?0#%胡适
分别译为"意象主义#"印象派#*'胡适留学日记(
$`_,$`"+& 不过对于此种格义%胡适后来并未坚
持下去%是年底他列举'印象派诗人的六条原理(
时%又将":0;I7#译成了"印象#*'胡适留学日记(
(((,((_+%&]&]年撰写的'实验主义(又再次将其
调整为"影像#*'胡适全集(第&卷 $&_+%趋同于其
时的通行译法& 这种变化当与他写作英文博士论
文有关%因其需要对中西概念作更为精准的区分与
对译&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周易(的"象#%胡适
采取的是音译与西译连用的方式%西译对应的概念
即为":B7;#%并称其意味着"/;> :0;I70 ;>B /9/
:0:9;970#*'胡适全集(第 $_ 卷 _#_+& 在稍晚于此
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便以此阐释儒家的
"象#)"这种象可译为/意象0& *西方哲学史所谓
/意象0/KB7;0即此&+3664我们看见一物%心中
*脑中+便有了那物的/意象0&#*'胡适全集(第 _
卷 "'&+因此%此后胡适的中文著述中凡涉及此种
西学概念均直接以"意象#指称之%如柏拉图的"理
念#-亚里士多德的"法*)/80+#等*'胡适全集(第 `
卷 $&'+%并称"KB7;<:?9?#为"意象论者#*'胡适全
集(第 %卷 $#"+& 通过胡适的格义可知他应已注
意到了":B7;#":0;I7#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过他没
有对二者加以辨析%但在此后指称它们时%翻译方
面却作了区分%即一为"意象#%一为"影像#& 应该
说%胡适的格义与前述诸人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很
难看出他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痕迹%这说明中西
概念之间仍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否则诸人不会如
此出奇地一致&

胡适之后%"意象#与西学的格义愈加普遍%
稍晚于他的宗白华便在'形上学(中将'周易(的
卦象视作"意象#%并与柏拉图的"范型论#相比附
*宗白华%第 & 卷 "%%+& 当然%这种格义最重要
的人物还是学界公认的朱光潜%一般认为他的格
义是受意象派影响的结果%这种看法现在看来值
得商榷& 在朱光潜的著述中%"意象#大多格义的
是":0;I7#%但也同时指称":B7;#& 如其名著'诗
论(与'文艺心理学(就以"意象#指称叔本华的
"KB7;# *朱光潜%第 $ 卷 "%.第 & 卷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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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翻译的克罗齐'艺术是什么(中亦以"意象性#
来格义":B7;<:9E#*朱光潜%第 %' 卷 %#+& 朱氏最
为人们所熟知也最值得注意的是其翻译的康德

"审美意象#*4?9679:?.67KB77+概念%他认为这"近
似我国诗话家所说的/意境0%亦即典型形象或理
想#%在引证"审美趣味的最高范本或原型只是一
种观念或意象#时%又注解称其"原义是一种带有
概括性和标准性的具体形象%所以依 KB77在希腊
文的本义译为/意象0较妥66但在涉及理性概
念时仍译观念# *朱光潜%第 ` 卷 _'-(`+& 这颇
能反映出朱氏在用"意象#格义西学时的整体心
理考量%也说明只有当":B7;#与美学或文学艺术
关涉时%朱氏才会将其译为"意象#& 不过这种格
义在朱氏那里并不多见%多数情况下是以"意象#
来格义或指称":0;I7#%此已为学界所熟知& 由此
至少可以说明%朱氏以"意象#格义西学的做法一
定是受到了晚清以来此种风气的影响%而最终选
择将其与":0;I7#形成常态对应%不能仅视作受其
时意象派诗歌影响的结果%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
是出于对概念精准把握的考量%因为在他的认识
里%"意象#就是"一个具体的图画#*朱光潜%第 &
卷 %&(+%作为美学或文论概念%":0;I7#无疑比
":B7;#更接近这一理论阐释& 从王国维到胡适%
"意象#主要指"意中之象#%这自然使他们更容易
倾向于以":B7;#来格义它%而将":0;I7#译为"印
象#或"影像#& 而"印象#或"影像#在朱氏那里%
只是生糙被动的感觉材料%经理性组织才能形成
意象%他在阐述克罗齐的哲学时%便说 "印象
*:0N87??:/>?+#没有形式%"要知解它%必本其固有
的理性对它加以组织综合%使它具有形式%由混沌
的感触外射为心灵可观照的对象%即由印象化为
意象#*朱光潜%第 ( 卷 $$$+%克罗齐的哲学美学
观点是朱氏文艺学最主要的理论来源%此点更是
其理论建构的重要支撑& 由此可见%朱氏没有完
全因袭前人的格义做法%而是作了选择性的保留%
这主要得益于他对西方美学精深的理解与辨别能

力%当然他的格义也并非首创%正如前文所述%胡
适早已开启了这项工作%只不过因其主动放弃而
未能流传开来罢了& 胡适的放弃是为了避免与意
象派范畴相混淆%朱氏重启此种做法%以其高深的
西学与文艺学造诣%也绝没有轻率袭用时流概念
的可能& 事实上%他的著述中也找不到类似的例
证%所以不能单纯因为名称相同就以为是对意象

派范畴的袭用%二者内涵的实际差别甚大&
综上可知%以往对"意象#范畴出口转内销的

所谓学界"共识#%现在看来并不可靠& "意象#与
西学的对接早在意象派形成之前就已开始%由于担
心与意象派范畴相混淆%这种格义在一定程度上还
进行了有意的回避& 西方的意象范畴尽管受到中
国文化的影响%但这只是表面性的%它的根源是西
方的印象派与象征派*杨金才 "&+%这与中国传统
基于象-景等观念而形成的"意象#范畴仍然存在
着本质性差别& 因此在受西方意象派影响甚深的
现代文坛%胡适-朱光潜等人不约而同地拈出此一
传统概念来对接西学%并非直接袭用前者的结果%更
多地恐怕还是出于精准把握西方外来概念的考量&

二$ 西学格义与!意象"范畴的现代嬗变

格义表面上看与翻译极为相似%但二者绝非一
回事%因为这种经过格义后的本土概念%虽保持着
其原有的躯壳%涵却已发生了新的变化%或者说它
本身即是中西合体的诗学概念%当然更重要的是%它
还要重新回到本土的文论环境%参与时下的理论批
评与建构%这又必然会与此一概念的传统延续使用
发生交流碰撞%从而开启其内涵意义的现代嬗变&

在谈此一问题前%有必要对传统"意象#的用
法作一简单回顾%为避免臆断%这里主要借用学界
已有的研究成果& 早期研究传统"意象#用法卓有
成绩的学者是敏泽%他认为意象论有两个源头)
'周易(和'庄子(&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首次提
出了"意象#,,,"窥意象而运斤#%但与明代以后
乃至现代的使用含义不尽相同%它比后者广泛%"内
含实即一个/意0字*包括艺术想象+#%从明代开始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意象%或西方所说的 :0;I7#%
它"包含着客观的/象0和主观的/意0两方面的内
容#%"意象#和"意境#虽"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内
涵是很接近-很相似的#*敏泽%'中国古典意象论(
_(,"%+& 虽然敏泽看法的细节被后来的学者不断
修正%但大体上还是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

另外%鉴于近现代 "意象# 格义的主要是
":B7;#与":0;I7#这两个西学概念%有必要对二者
的联系与区别作一简单辨析& 对于二者关系%朱
光潜也提到了%他在谈":B7;#及其相关语汇时说)
":B7;源于希腊文%本义为/见0%引申为/所见0%
泛指心眼所见的形相*)/80+& 一件事物印入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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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心知其有如何形相%对于那事物就有一个
:B7;%所以这个字与/意缘0*:0;I7+意义极相近&#
*朱光潜%第 ] 卷 %%_+至于如何相近%朱氏没有明
晰阐释& 但通过他的论述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
在于%前者是带有普遍性的概念%比如"马#%当其
为普遍的马的概念时为":B7;#%但作为个体或具
体的马时就成了":0;I7#& 在哲学家那里%":B7;#
意为"某事物所以为某事物的道理与形式#,,,即
理式%艺术家的创作就是使世界"理想化#%"使它
合乎/理想0或/标准0#%因此由":B7;#引申出的
":B7;<:+7#":B7;<#均属有形式的具象%故应译为"意
象化#"意象的#*朱光潜%第 ] 卷 %%_,%%"+& 也
就是说%当":B7;#作为具体的审美感觉或形象用
时%它就与":0;I7#的内涵基本趋同了& 关键词批
评的重要人物雷蒙!威廉斯对于此二词也有较深
入的梳理%其谈 ":B7;#与朱氏大体相同%至于
":0;I7#%则称其指"人像或肖像#%词源为拉丁文
:0;I/%"演变到后来便带有幻影-概念或观念等
义#%与":B7;#一样%该词"蕴含了一种极为明显的
张力,,,在/模仿0 *./NE:>I+的概念与/想象-虚
构0*:0;I:>;9:/> ;>B 967:0;I:>;9:H7+的概念二者之
间#%扩张到心智领域%泛指心像-意念,,,"一种
独特的或代表的类型3664之/表象0#*威廉斯
%`',%`&+& 由此可见%":B7;#与 ":0;I7#的确是很
相近也很相似的%不过细微的差别还是有的%粗略
点讲就是":B7;#类似中国传统的"意#概念%而
":0;I7#则近似于"象#& 这种区分实际也可从前
述诸人的不同格义中看出%从王国维到胡适%尽管
用":B7;#格义中国传统的"象#%如易象与象形的汉
字%但这个"象#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不是具体
形象%尽管芬诺罗萨说中国的汉字是一种"有形的
影像#%但正如赵毅衡所说)"任何对汉语知识稍多
一些的人都知道汉字早就失去了直接表现物象的

能力%早就成为索绪尔所说的/武断符号0&#*赵毅
衡 %(#+由此可见%他们所说的"象#实际上是
"意#%与":B7;#相互格义正得其宜%当然":B7;#也
有作文艺或美学观念用的时候%不过这时的"意
象#便成了"意中之象#的意思,,,尽管仍属中国
传统"意#概念的范围%也能形成与":B7;#的此种意
涵对应& 而在朱光潜那里%"意象#是一种具体的
心灵图景%以":0;I7#来格义它也完全合适&

有了上述认识%则近现代"意象#意义嬗变的
基本情况就容易厘清了& 在近代%"意象#尽管被

用来格义西学%但在文论与美学中的使用并不广%
王国维-严复均不见有使用%至于梁启超%亦仅从其
'饮冰室诗话(中获见一例)"吾重公度诗%谓其意
象无一袭昔贤&#*梁启超 #]+这一"意象#显然不是
指某一具体形象或物象%而是就整个诗的意境而言
的%其意即为"意中之象*境+#%与梁氏常用的"意
境#基本一致%由此可以肯定它应既来源于传统的
习惯用法%也受到了其时西学格义的影响%此时"意
象#与"意境#尚可替换使用%区别不是很严密& 另
须提及的是%&]&(年成之'小说丛话(使用了"美的
意象#概念*陈平原 夏晓虹 ((]+%这与此后朱氏提
出的"审美的意象#有明显的内在相通之处&

除此之外%最须注意的是胡适的用法%他曾说
"凡文学最忌用抽象的字*虚的字+%最宜用具体
的字*实的字+#%具体的字初用时"最能引起一种
浓厚实在的意象#%但是后来用得烂熟成为套语%
"便不能发生引起具体意象的作用了# *'胡适全
集(第 & 卷 &_"+& 这是学界将胡适自由体诗与
意象派联系起来的重要依据%实属似是而非的看
法& 对照前文所述"意象#的传统用法%基本可以
肯定胡适此处的"意象#绝非完全沿袭传统%不过
它也不是直接受意象派影响的结果& 通过"意
象#格义的历史可知%从字的表意角度谈其符号
所蕴含之意象%此意象对应的只能是":B7;#%胡适
说得很清楚%这种能反映具体景象的字是"具体
的字#%他所谓的具体是与套语的抽象相对而言
的%而非与普遍相对的个别之具体%当然即便我们
承认胡适这里所用的"意象#取义为后者%正如前
文分析的那样%":B7;#在表示具体形象或景象时
与":0;I7#极为接近%因此也就易使人误以为胡适
的"意象#直接袭用的是意象派的范畴& 假如是
这样的话%那就很难解释胡适此后谈现代文学尤
其是新诗时%常用"影像#而不用"意象#了%如其
'什么是文学(中说)"美在何处呢$ 也只是两个
分子) 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明白清楚之至%故
有逼人而来的影像&# *'胡适全集(第 & 卷 %'#+
'谈新诗(中又说)"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
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 这
便是诗的具体性&# *'胡适全集(第 & 卷 &`(+这
种诗的具体或影像与非套语的字的具体显然不是

一回事%它才真正与意象派的意象范畴相同%正如
赖干坚所说%"/影像0是/五四0时期中国学者对
英语K0;I7一词的译法#*赖干坚 "+& 所以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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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的"意象#应该脱化自他的西学格义%对应的
词只能是":B7;#& 这里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朱
自清 &]%( 年写的'文艺之力(%其中说)"文艺之
力就没有特殊的彩色么$ 我说有的%在于丰富而
明了的意象*:B7;+3664文艺所恃以引起浓厚的
情绪的%却全在那些文字里所含的意象与联想
*;??/.:;9:/>+&#*朱自清 `]+这里既称"文字里所
含的意象#%则可肯定与胡适的用法基本相同%朱
自清 &]&",&]%' 年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此种用法
是否受到胡适的影响%无法确证%但非直接袭用意
象派范畴则是无可置疑的%因为这里他明确将意
象标注为":B7;#%由此亦可推知胡适"意象#使用
的来源一定是他的西学格义经历&

胡适对"意象#的使用尽管与传统仍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但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他
将每个字所蕴含的意象单独加以列举分析的做

法%就完全打破了传统"意象#的整体性效果%而
纯粹属于西方"意象#解释系统中的惯用思维$%
这一点无疑直接启导了此后的朱光潜& 与前述诸
人相比%朱氏对"意象#的使用不仅十分固定频繁%
而且对其阐释也颇为周详系统& 在朱氏那里%除偶
尔将"意象#标注为":B7;#外%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
用":0;I7#来指称或形成与它的对应关系%与他的
格义经历完全吻合%这一点与胡适基本相同& 与以
往模糊言"意象#的产生不同%朱氏认为"意象#的
生成源于直观%他以梅花为例%称在凝神注视它时
"你仍有所觉%就是梅花本身形象*)/80+在你心中
所现的/意象0*:0;I7+& 这种/觉0就是克罗齐所
说的/直觉0# *朱光潜%第 $ 卷 _&+& 朱氏的"意
象#既是艺术构成的基本单元%又是艺术表现的整
一境界%如其说"讨论诗时%似乎忘记同样的想象可
以使读者把诗所给的一串前后承续的意象回原到

平面上的配合#*朱光潜%第 $卷 &(]+%但同时又说
"一首诗如果不能令人当作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
看%那还有芜杂凑塞或空虚的毛病%不能算是好诗&
古典派学者向来主张艺术须有/整一0*@>:9E+%实
在有一个深理在里面#*朱光潜%第$卷 _%+& 应该
说%朱氏对"意象#阐释的深广程度及其系统化是
以往所不曾见的%其堪称"意象#理论现代化当之
无愧的奠基人& 不过正如有学者所说%他的这一理
论建构也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突出表现在他存在
两种意象的概念*王怀义 &]]+& 这种批评是完全
符合实际的%不过这与其说是朱氏理论建构的缺

陷%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论概念在进入西方精密的
理论框架时所必然要出现的适应困境%事实上%朱
氏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意象#的当代建构中仍有
所反映%继之而起的叶朗-朱志荣的理论便是如此%
他们遭到学界多方面的质疑%其渊源正在于此& 由
于这一问题并非"意象#单纯所引发%还牵涉到与
其意义极相近的"意境*境界+#概念%需要进行更
为全面的梳理考察&

三$ !意象"与!意境"的理论纠葛及其
现代建构

!!由于中国传统文论缺乏西方那样的精密系统
思维方式%概念的内涵多比较模糊%使用也很随意&
"意象#与"意境#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它们的内
涵很难作出明确的区分%使用上也容易混淆不分&
这在早期与西学格义的过程中有很显明的体现%如
王国维以 "意象#格义西方美学中的 "KB7;*理
念+#%但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与'叔本华
与尼采(中又以"意境#与"实念#称述之%如此%则
"意象#与"意境#显然是一对可以相互替换使用的
概念& 严复格义的情况与王国维大体类似%因此受
其影响的梁启超%其"意境#与"意象#的使用便显
著地体现出了这种特点& *姜荣刚 &'`,&&_+

上述情况说明一个事实%即传统文论中"意
象#与"意境#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使用没有实质
性差别%它们一表"意中之象#%一表"意中之境#%
象-境没有大小之分%故二者尚不存在包含与被包
含的关系& 从胡适开始%这种格局才被打破%他所
谓的"意象#%诚如上文所言%乃是指文学作品文
字符号所包蕴的具体景象%而"意境#在他看来
"只是作者对于某种题材的看法#%它决定着作品
的风格%故"风格都是从意境出来# *'胡适全集(
第 &% 卷 $(&+%可见他所谓的"意境#是作品超越
性的品格%与具体内容*如情感等+无涉%这既有
异于梁启超%也与王国维的使用不尽相同%它更多
地还是来源于传统%胡适以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
来说明他的这种观点可为明证& 由此可见%在胡
适那里%"意象#与"意境#已存在根本性差别%这
主要是他对"意象#使用的西化引起的%不过这种
变化%也使得胡适对它们的使用显得颇为泾渭分
明%从而淡化了二者的理论纠葛&

相对于胡适%朱光潜的理论建构就全面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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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意象#与"意境#之间的理论纠葛& 在'诗论(
中%他称"诗的境界#是"情趣#*)77<:>I+与"意象#
*:0;I7+的结合%"/情趣0简称/情0%/意象0即是
/景0#%又说"精神的方面就是情景契合的意境#
*朱光潜%第 $ 卷 _(,_"+%这样%"境界#与"意
境#应该就是一回事%所不同的是"意境#更倾向
于精神方面%而"境界#则偏于客观或者说"意境#
的对象化%这一点应该是直接从王国维那里借鉴
而来%这在其'诗论(中有很清晰的显示& 同时%
朱氏的"意象#本身也不是纯粹的客观物象%而是
情-景的契合体%这样%"意象# "意境# "境界#又
几乎成了三个可以互换使用的概念%事实上%朱氏
的著述中也就是这么混合使用的& 同时%因为朱
氏倾向于将"意境#视为精神方面的东西%所以他
认为"意境#与"情感#是很接近或关联度很高的
一对概念%有时甚至将二者等同看待%如他在托名
三人对话的'诗的实质与形式(中既说"意境#是
"指情感-思想的混合体#%又说它是"情感意象相
融化的有机体# *朱光潜%第 $ 卷 %](,%]_+& 另
外%朱氏还在'文艺心理学(中说)"意象有两重功
能%一是象征一种情感%一是以本身的美妙打动心
灵&#*朱光潜%第 & 卷 %]'+将"意境#视为情感%
则它自然就成了诗的意象或境界中具有超越性的

东西了& 不过%尽管在朱氏的著述中这些概念缠绕
不清%这也是传统遗留下来的不易解决的问题%他
总体上还是有大致的界定%并不像传统那样模糊随
意& 为避免牵涉过多%这里仅讨论"意象#"意境#
这一对概念& 大体而言%朱氏"意象#概念的内涵
大于"意境#的内涵%如他在'与梁实秋先生论"文
学的美#(中说"视觉意象#可以指四种情况%其四
便是 " 心 中 一 切 观 照 的 对 象 * /L*7.9/)
./>970N<;9:/>+%即一般人所说的/意境0#*朱光潜%
第 #卷 _']+%很显然%"意境#只是"意象#内涵中的
一种& 但是朱氏的"意象#在更多情况下又是"意
境#的构成单元%所以其外延自然就小于"意境#&

毫无疑问%朱光潜的"意境#"意象#理论建构
尽管还存在诸多不足%但较之以往则明显要完备
得多%因此也得到了此后文艺界的普遍认同& 不
过因为其理论渗入了太多的西化思维%一定程度
上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文化环境%所以后来者也
不是完全照搬其理论%而是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发
展与完善& 朱氏之所以特别强调"意象#这一概
念%关键在于他接受了克罗齐的美学观念%认为艺

术品是可以直观的艺术形象%这样它的具体性就
显得特别重要了%所以他所说的"意象#就是情趣
的对象化或具象化%"意境#也是如此%故其'谈
美(中称"创造和欣赏都是要见出一种意境%造出
一种形象#*朱光潜%第 % 卷 _(+& 这种理论固然
有其清晰化-系统化的好处%但由于它根源于西方
模仿理念的再现式理论思维%与中国传统倾向于
表现式的文艺表达方式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后
者突出的表现是重写意的山水画与书法%西方与
此类似的艺术则是音乐%对此朱氏曾引叔本华的
话称音乐是"意志的客观化#*967/L*7.9:):.;9:/> /)
J:<<+%"其他艺术表现心灵都须借助于意象%只有
音乐才能不假意象的帮助而直接表现意志# *朱
光潜%第 & 卷 _&(+%然而对于此一问题朱氏似乎
并未倾注太多的理论热情%也没有加以深入探讨%
这就使其"意境*境界+#理论存在着明显的超越
性品格不足的缺陷& 当然这一点从他所继承的王
国维那里就已出现了%但王氏尚在'人间词话(中
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王国维%第 &
卷 ("&+%试图弥补这一缺陷%而朱氏并未沿此走
下去彻底解决此一问题& 不过%与朱氏大约同时
期%还有一些学者开启了这项工作%如邓以蛰便在
&]%_ 年提出了"意境固非自然之属性而属之心
3664意境之描摹将离于形而系诸 /生动0与
/神0之上#*邓以蛰 %'%+的观点%突出强调了"意
境#离于形与系于"生动# "神#之上的超越性品
格& 对此用力最深%因而成就也最大的是宗白华%
他在 &]($ 年所写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
说)"意境是造化与心源的合一& 就粗浅方面说%
就是客观的自然景象和主观的生命情调的交融渗

化&#*宗白华%第 % 卷 $%`+这有对朱氏观点的继
承%因为在此后的修订稿中他又称"意境是/情0
与/景0 *意象+ 的结晶品# *宗白华%第 % 卷
$_#+& 宗氏特重"意境#%对"意象#却使用得不
多%因此他将"景#标注为"意象#应该直接来自朱
氏& 不过宗氏又在前一句话后接着说%"但在音
乐和建筑里%人类都创造非自然的景象%以表心中
最深的意境#%这显然是在有意解决朱氏观点超
越性品格不足的问题& 他认为"意境是客观景象
作我主观情思的注脚#%一切形象形成的都是象
征的境界%因此意境的表现在他看来%"可有三层
次) 从直观感相的渲染%生命活跃的传达%到最高
灵境的启示# *宗白华%第 % 卷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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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意境#粗浅的方面就成了一种象征的符号了%
而心灵中最深的意境反为艺术表达的核心与关

键%这样就使"意境#重新恢复了其表现式的文化
内蕴& 因此他虽借鉴了朱氏"意境# "意象#的相
关理论%但正如他特别欣赏的恽南田"意象在六
合之表#一样%"意象#在他这里仅是象征的符号
世界& 职是之故%他的"意境#不再特别强调鲜活
的象征世界,,,也即意象世界%而追求类似于
"鸟鸣珠箔%群花自落#的禅境世界或内蕴世界%
所以他的"意境#乃至"意象#都是虚灵的%这在其
'论1世说新语2和晋人的美(中有生动的描述&

应该说%在现代%朱光潜与宗白华的"意境#
"意象#理论建构最重要%影响也最大%不过他们
对这两个概念的重视程度却是不一样的%相对而
言%朱氏更倾向于"意象#%宗氏则更重"意境#%经
他们阐释发挥%这两个概念均成了中国现代文论
乃至美学的核心范畴& 当然%尽管他们的理论有
诸多相似之处%区别也是显明的%他们的理论虽均
从王国维那里启发而来%但一趋向于再现的意象
世界%一重表现的虚灵世界& 相对而言%朱氏的理
论带有更明显的西学烙印%如他说诗的境界就是
理想境界%"是从时间与空间中执着一微点而加
以永恒化与普遍化#%"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
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 *朱光潜%第 $ 卷
_'+%这种理想境界实际是从西方美学重再现的
理念世界演化而来的%正如朱氏自己所阐释的那
样%"理想#是":B7;#的派生词":B7;<#%"所谓/理
想0*:B7;<+就是/类型0%类型就是最富于代表性
的事物%/代表性0就是全类事物的共同性#*朱光
潜%第 & 卷 $$&+%他所谓的"微点# "刹那# "微
尘#"有限#无疑就是具有代表性事物的"类型#&
相对于朱氏%宗白华的理论具有明显去西方化的
色彩%他不再强调"直观感相#的代表性%而注重
它的象征性%因此对于西方的再现型艺术%他并不
是特别欣赏%认为美之象征在"知其背后另有境
界%另有事物表现#%"若物能将境界完全托上%吾
人亦无所用其联想%转觉兴趣索然矣# *宗白华%
第 & 卷 ((',(("+& 由此可见%朱-宗二人的理论
建构各有其偏胜之处与独到特色%均能产生深远
影响自有其必然性在&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环境与文艺风气的转
变%尤其是反映论与"典型论#的兴起%导致了"意
境#理论的重新阐释与建构%其中影响较大的是

李泽厚%其'"意境#杂谈(即将"意境#与"典型#
视为美学中两个平行相等且可相互交换的基本范

畴*李泽厚 $%_,$%"+& 嗣后袁行霈发表的'论
意境(%大体沿袭了这一观点*&$(,&(%+& 这一
思路表面看来有时代影响的偶然性%实则为朱光
潜理论演化下去的必然结果& 此种理论使"意
境#超越性的一面显得更加不足%因此尽管当时
影响很大%却也激起了更多的批评& 随后袁行霈
又对此种观点作了修正%结论认为)"境与象的关
系全面而确切的表述应该是) 境生于象而超乎
象& 意象是形成意境的材料%意境是意象组合之
后的升华&#*'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这无疑是
对朱光潜-宗白华观点的综合与略加损益& 不过
正如前文所述%将"意象#视为"意境#的组成材料
乃朱氏的理论发展%非传统文论固有之特点%这自
然又引起了学界的诸多质疑& 正是有鉴于此%叶
朗认为将"意境#视为"情# "景#交融始于清代%
尤其是王国维%但"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情景交融
所规定的是另一个概念%就是/意象0%而不是/意
境0#%因此"意象#才是艺术的本体%"/意境0的
内涵大于/意象0%/意境0的外延小于/意象0#%
"/意境0是/意象0中最富有形而上意味的一种类
型#*'说意境( &`,&]+& 其观点最大的特点便
是突出强调了"意象#的艺术本体性地位%后来他
将此提炼为"美在意象# *'美在意象,,,美学基
本原理提要( &&+一语& 叶朗的观点对"意象#与
"意境#理论的当代建构影响甚大%继其而起且用
力最多的是朱志荣%他将二者关系界定与阐释为)
"意象是关于美的本体形态的指称%意境是意象
的境界& 主体通过意象建构的独立自足的世界%
由单个意象及其背景或意象群及其背景在主体的

心灵中所呈现的整体效果%就是意境& 意象通过
具体可感的/象0得以呈现%经由主体的超感性体
悟在心中成就意境#%"主体通过情景交融创构了
意象%是意境的前提和条件#%"意境超然于意象
之表%具有超越性-层次性特征# *朱志荣 &%#+&
这一理论体系可以说全面融会了此前的研究成

果%较之以往理论明显更为圆融%不过目前仍遭到
多方面的批评与质疑& 另外%蒋寅从通用性角度
重构"意象#与"意境#关系的论断也是颇值得注
意的观点%但因没能处理好历史经验的问题%也遭
到了未能清晰区分"通用#与"专用#之不同的批
评*韩经太 !陶文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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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学界关于"意象#与"意境#现代建构的
理论尽管纷繁复杂%究其根源%乃在于二者在中国
传统中本属平行对等的一对概念%而一旦比照西
学进行清晰化与系统化的理论建构%就必然会出
现理论上的纠葛%就大的方面言是中西间的冲突%
就小的方面而言则类似于西学中":B7;# ":0;I7#
两概念的缠绕不清& 事实上在格义西学方面%二
者始初对译的均是前者%后来才出现了"意象#与
":0;I7#常态对应的分化%二者的理论纠葛正是从
这种分化衍生出来的& 明晰了这一点%也就清楚
了二者理论现代建构的问题所在&

应该说%本文梳理"意象#与"意境#一段过往
的格义历史%虽仅止于一两个概念的演进史%但反
映的却是中西文论乃至文化融合的深层肌理%或
毋宁说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范式意义& 中西
本属两种异质的文化形态%格义的过程实际就是
以西学阐释与规范中国传统概念%这就必然导致
其与传统的断裂与脱节%而一旦再将其与传统的
使用统一起来%便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龃龉或矛盾
之处& 当然%由于这些概念均属文学艺术创作中
的根本问题%中西虽各有差异%但相通之处还是存
在的%所以这一过程绝不能认为就是向西学的单
方面认同%更不应看作鸠占鹊巢式的西学变体&
通过"意象#与"意境#现代建构的历史梳理也可
清晰地看出%它们一直是在震荡的钟摆下进行不
断的中西调适%以寻找二者融合的最佳契合点&
对此我们不能因为某一历史阶段所出现的极端倾

向%而倡导完全的中国化立场%也不能片面追求所
谓的西学认同%而是因应它们历史演进的轨迹%寻
求中西融合的理想境地& 因此讨论目前的理论建
构固然重要%但若不能厘清它们历史演进中的问
题%通用性的理论建构恐怕也要受到很大的限制&
历史经验与通用建构之间的理论纠缠%仍成为当
下学界争论的焦点%也充分显示出了这一点& 就
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意象#"意境#的传统使用
与现代建构研究都相当充分%争议也不是很大%而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恰是以往研究的盲点%同时
也是二者现代建构及其理论纠缠的根源所在& 因
此如果不重新打捞这一段因新造学语对格义的整

体取代而业已被学界遗忘的历史%不仅中国传统
文论的现代转换无法厘清%同时也势必会影响到
当下与未来的文艺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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