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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意境的概念及意境的创造过程。意境的创造需要有真景物、真情感, 从而到达

/象外之象0/言有尽意无穷0的效果,最后在读者的阅读、接受和想象中完成整个意境的创造。关于意象, 比较赞成 /意象是融

入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0的定义。通过比较认为, 意境的外延大于意象。意象是一

个小单位, 一首诗歌里的意象都是为了塑造同一个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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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意境的起源。一般认为, 意境的起源和道家有关, 有 /言

不尽意0、/得意忘言0之说。童庆炳先生也认为意境的始基

在于先秦道家的 /体道0境界。要境界, 要进入 /虚静0、/无

己0、/心斋0、/坐忘0等心理状态。可见,最早的意境基本是

属于哲学范畴的。在文学范畴里,在诗经时代的诗歌实际上

已经产生意境了, 如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

霏霏。0 ( 5小雅# 采薇6 )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0 ( 5秦风 # 蒹

葭6 )。刘勰是最早把这哲学命题转化为文学理论命题的,

5文心雕龙# 隐秀6中 /隐也者,问外之重旨者也, ,隐以复

意为工0,已经注意了诗歌的言外之意, 这算是文学意境说的

雏形。钟嵘5诗品6也提到 /气之动物, 物之感人, ,若乃春

风春鸟, 秋月秋蝉,夏云暑雨, 冬月祁寒, 斯四候之感诸诗者

也。0 也注意到了外物对诗歌情感的作用。

唐代王昌龄5诗格6提出 /三境说0, 即物境、情境、意境。

这是意境第一次被明确地提出来。接下来的意境理论更是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皎然的5诗式6, 司空图的 /象外之象0,

谢臻论 /情景之合0, 王夫之的 /情景交融 0, 直到王国维集大

家所成, 提出了 /境界说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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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 . 二字为探其

本也0。

从意境的起源至今,每个阶段的意境理论都不尽相同。

但是意境说从刘勰起 ,其实就注意到了情与物的关系 /情以

物迁, 辞以情发0。王昌龄、谢臻等的论述,虽然各有侧重, 但

其实都离不开 /情景交融0这个基础。例如司空图的 5二十

四诗品6中多次提到了 /情0, 谢臻 /作诗本乎情景0, 王夫之

/以写景之心理言情0, 王国维的 /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

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0更是注重真情景。

/气蒸云梦泽, 波撼岳阳城 0、/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

圆0、/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0这些诗句, 从单个

的词组上看,我们看不出它带有任何的感情, 但当这些意象

或并列或对仗地组合起来时, 却是贯穿着诗人的感情的, 当

我们读诗时,我们感受到诗人的感受,感受到了诗歌的意境,

我们也是带着我们的感情入诗的,这就是所谓的情景交融。

这大概就是司空图所说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0, 王国维所说

的 /一切景语皆情语0。因此, 关于意境的概念, 最基础的就

是要情景交融,真景物, 真情感。

而意境的产生,光情景交融是远远不够。意境的另一个

特征,正如司空图所说要有 /象外之象0。 /千山鸟飞绝, 万

径人踪灭0 (柳宗元5江雪6 )。我们看完诗歌,我们眼前除了

展现出一片无山无人迹的荒野,我们更能体会到这幅画外寂

寞悲凉的感受。意境就是这样,我们体会到的不只是这首诗

歌的字面,而是有更加广阔的画面或感受。 /鸡声茅店月, 人

迹板桥霜0 (温庭筠5商山军行6 )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

间0 ( 5浪淘沙6 )诸如此类的诗句, 它们的共同特点就在于,

它们能使读者凭借他们的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的经验, 唤起

读者的想象与联想, 而创造出带有读者个人经验色彩的

/象0来,达到 /言有尽而意无穷0的效果,所谓 /蓝田日暖,良

玉生烟,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0 (司空图5与极浦书6 ) 。

同时,由于这个创造出来的 /象0是带有读者个人经验

的,那么这个意境就会因人而异,每个人对意境的感受不同,

对意境优劣的判断也不同。例如天涯的游子对 /四顾何茫

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 焉得不速老 0能产生共鸣, 而

独自在家的怨妇则喜欢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 悔教夫婿觅封侯。0而这也表明, 诗歌要达



到 /象外之象0这个所谓的意境, 是离不开读者的阅读和接

受的。意境的最后是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产生,在读者的接

受过程中, 意境是变化的。

从这三方面考虑 ,意境的创造需要有真景物真情感, 从

而到达 /象外之象0/言有尽意无穷0的效果, 最后在读者的

阅读, 接受和想象中完成整个意境的创造。

但这样仍然存在许多关于意境的遗留问题需要解决。

1、意境是变化的还是固定的。如前所说, 意境要经过读

者的阅读与接受, 是因人而异的, 那么意境就成为一个不固

定的画面。但是, 事实上, 我们却不会把一首欢快的诗误解

为一首忧伤的诗。这么说来, 诗歌似乎有某些因素是固定

的。袁行霈先生提出 /有诗人之意境,有诗歌之意境 ,有读者

之意境0也许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当诗人想写一首诗时, 首

先他的头脑中已有一个意境,这就是所谓的诗人意境。诗人

将他所要表达的写成了诗歌,这就是诗歌意境。这个诗歌意

境就是诗歌这个文本本身所带的意境,这个意境应该是诗歌

本身所固有的。而经过我们再试图还原诗人意境而产生的

带有我们个人情绪的意境即是 /读者意境0所起, 事实上, 只

有这个读者意境才是变量, 但它的变仍是基于诗歌意境, 是

试图还原诗人意境的。因此, 虽然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0,但是他总归还是 /哈姆雷特0而不是别的。

2、不同艺术作品中的意境。毫无疑问,不同的艺术作品

中都应该是有意境的。书法音乐图画都是有意境的,书法可

以看笔势, 图画看景物, 音乐有旋律, 不同的艺术门类,有不

同的审美对象, 而它们意境的定义或许也因为不同的艺术门

类而有所区别, 而现在我之前所定义的意境是单指文学作品

的意境。

3、意境的范畴。意境在最初的时候也许总针对自然景

物而言, 是专指抒情写景诗歌而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意境的范畴在不断地扩大, 它不仅可以指抒情诗歌中的意境

还可以包括叙事诗和议论诗歌。

二

关于意象的争论似乎会少些。最早的起源大约是 5周

易6的 /立象以尽意 0。在关于意象的争论中无论是指意中

之象, 还是象中带意, 还有的认为用法近于意境, 但总体来

说, 它都归结为是 /意0和 /象0的不同形式的组合 ,并最终落

脚于 /象0上。最常见的解释 /意象 0的说法是 /意象是融入

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 或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

意。0 (袁行霈5中国诗歌艺术研究6 )

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当我们直接说 /橡树0时, 橡树只

是个物象, 而当它被写入诗, 成了 5致橡树 6时, 那么这首诗

里的橡树就融入了诗人融合的感情 ,或许带有某种象征, 这

时的橡树就不仅仅是一个物象了,而是一种意象。因此在论

述意象理论时, 要注意到, 意象并不是单个的词语或名词词

组, 它是融汇于整篇诗歌的;它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贯穿于

同一个艺术主题之下的。比如最常见的 /枯藤老树昏鸦0,

这里的每个词并不是简单地排列, 而是靠 /意0来串连的, 这

三个事物都能让人感到 /孤单、悲哀、逝去0等类似于悲凉的

感觉。

还有几个与意象相关的问题。

1、关于意象的选择。意象的选择应该是经历了几个阶

段的,而意象如何选择,或许和文体以及文学本身的发展规

律有关。先秦的诗歌,意象基本是等同于自然景物的,如5诗

经6里的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0、/月初皎兮, 佼人僚兮0; 汉

代的赋讲究铺张扬厉,赋中许多意象的选择,都是怪癖的,可

能我们根本没有听说过, 例如司马相如的 5子虚赋6、5上林

赋6。而到了唐代, 所选用的意象基本是清风明月,总之意境

已趋于日常化,而到了宋代甚至更加通俗。同时, 在一些诗

中,意象已经逐渐变成不是某个具体事物了, 而是一些抽象

出来的,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意象。例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

来者0中的 /古人0或 /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0中的 /花 0,

它并没有指是哪个古人, 哪朵花,但它是代表了一个整体,是

抽象出来的,给读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此时的意

象早已不单单是自然景物, 它或许还包括了我们所说的 /社

会意象0、/历史意象0等等。而现在的诗歌里, 诗歌甚至有

工业意象,例如火车, 钢桥等等, 不管这样是否削弱了意境

美,但总之, 意象已经具有更加宽泛的选择范围。

2、关于意象的作用。意象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诗歌,可

以说,它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当诗人有感而发时, 它

首先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意象来表达他的情感。这个意象,或

许是眼前触动它的景物, 也或许是其他,总之, 这个意象融入

了他的感情。而读者要想体会诗人的感情, 首先就要通过这

个带有感情的意象。也许读者并不能完全还原诗人当初的

意思,但是, 只有通过 /意象0的桥梁, 我们才可能尽可能地

感受到诗意。就像我们做诗歌鉴赏, 首先要做的就是分析意

象一般。

3、关于固定意象。通过世代的积累,有些意象由于被反

复使用,已经具有固定的意义。 /士人悲秋, 女子伤春; 仁者

乐山,智者乐水; 折柳相别,望月思归, 红豆寄情, 绿水愁心。

杜鹃啼血,鸳鸯为婚, 梅兰竹菊是君子, 鸟兽虫鱼亦入诗。0这

些常见的物象,都已经成为我们某些特定情感的寄托, 这样

就形成、积淀成了固定的意象。

4、关于诗歌是否一定要有意象。我认为是必须的。诗

人要表达他的情感, 必须有意象, 当然这并不指这个意象一

定是具体的物象。有的人说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0是没

有意象,但是, 它真的没有意象吗? 如前所述, 这种意象, 已

经不是具体的一个物象, 而是泛指, 但它仍是意象, 仍是 /带

有主观感情的客观意象0。而有的人还举例说 /春风又绿江

南岸0, 认为 /绿0字用得好 ,而这个绿字只是个动词, 不算物

象,不能称之为意象, 因此,应该引入类似于 /语象 0的概念。

我认为大可不必, /绿0这个词用得好, /绿0不是意象, 但并

不代表这句诗就没有其他的意象, 比如春风和江南岸即是意

象,它们也是融入了 /主观情感的客观意象0。否则, 诗人怎

么用的不是别的风, 而偏偏是春风, 岸也一定要是江南的岸

呢? 只能说,这首诗的亮点在于在这个 /绿 0字上,这个绿带

活了意象。因此,意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意象做支撑的。

三

从以上看来,意境与意象有许多共同点, 而最重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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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正体现在它们都有个 /意0字。可见无论意境还是意象

的创造都离不开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的 /意0。这也正说明

了他们都是需要 /情景交融0的。但同时, 他们又是相互区

别的。

首先, 意象是 /象0,而意境是 /境0, 象为实, 境为虚。意

象是实在能感受到的物, 境是我们自己虚幻的一种境象和意

味。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0 ( 5渡荆门送别6 )里的山、

平野等都是实景, 读者所感受到山和平野的景象, 但进一步

想象到它的伟丽以及再想到诗人不羁的胸怀则是我们自己

构想出来的虚镜了, 正如 /戴容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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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象外之象, 景外

之景, 岂容易可谭哉?0 (司空图 5与极浦书6 )。

第二, 意象是构成诗歌的材料, 但却不是随意堆砌, 意象

也要经过诗人的精心构思。他们或并列排列让读者的想象

在意象中跳跃, 如 /枯藤老树昏鸦 , 小桥流水人家0, 或精选

动词, 让意象活起来从而构成意境, 如 /红杏枝头春意闹 0、

/云破月来花弄影0等, 从而,让读者通过意象来了解意境。

第三, 意境的外延大于意象。意象是一个小单位, 一首

诗歌里的意象都是为了塑造同一个意境。意象着眼于诗歌

本身,而意境是产生于诗歌之外的更加广阔的空间。意象是

诗歌里的 /象0而意境则是 /象0外的 /象0,意境需要一定的

意象来支撑。

到此为止,意境和意象的一些问题已经有些明朗, 但是,

随着这门学科的不断深入研究和发展, 意境与意象将有更加

深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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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e thesis takes questionna ire investigation fo r 600 un iv ers ity students o f 6 un ive rsities in Guang zhou. It synthesizes

three ang les, w hich are leisure tim e, le isure activ ities and leisure state o f m ind. So far, the character o f the leisure 1 ife o f un ive rs ity

students a re as fo llow s: plen ty of leisure tim e, abundant activ ity fo r spend ing 1e isure tim e, the m ain ac tiv ity carrier by them edia and

so on. But it a lso has m any anx ious problem s, such as ma jor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lack se lf- consc iousness and independence to

p lan and use le isure tim e; The le isure activ ity structure is no t balanced and the leve l is low; M ost un iv ers ity students have dev iate leis-

ure values and so on. So it is necessa ry to streng then educa tion for le isure in un ive rs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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