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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一词已经成为当下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及日常生活等
诸多领域使用频率非常之高的关键语词。
意象一词是祖国语言凝练的结晶，而不是舶来品，这个判断

绝非是鹦鹉学舌式的模仿。在长期的学习中，我已经有了充分认
识。国人早在周朝时就已经开始使用意象这一武器去了断万有。
随着国人智慧的长进，不同学科出现，话语表述范围日渐扩大，
意象一词越出学术内圈，进入日常生活当中，带上了鲜明的雅俗
合一色彩。学术话语能够渗入日常生活，并成为主流话语，是其
富有生命活力的表现。话语的增多是智慧升华的结果，反之，有
生命力的话语必然会进一步促动智慧的升华。语言的发达与智
慧的发达永远是同义语。人类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即是以语言的
丰富与否作为衡量标志。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智慧差距也与语言
词汇的丰富性极有关系。语言当中有，说明人心当中有。某一词
汇的高频率出现，是人心或人脑高度关注词汇之名与实相联系
事物的必然反映。人类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面对客观必然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认识客观，掌握规律，提升自身的智慧档次。
同理，意象一词无疑是认识自然与社会规律的结果。古人对意象
一词的高频率使用，说明对意象问题的高度关注，也表明意象问
题广泛、客观地存在于各个领域。

刘勰将意象一词用到文学领域，并非意味着时值彼时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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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文学事业当中也存在着意象问题，而恰恰相反，此翁所云表
明意象问题在文学领域的存在已经到了非说出不可的地步。无
需在国人的语料库中迫不及待地寻找过多的意象语例罗列于
此。稍懂古代文论的人都知道，视意象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等
领域的关键词，绝非某人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长期认识文学本
质的结果。理论的进一步阐发不是炒作，意象一词在学术界的高
频率使用，不是浮躁的表现，研究文学中的意象问题，当然是抓
住文学本质的重要探讨。文学意象问题的存在由来已久，而问题
的存在，往往不是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少数人不是仅指数量
上的少数，而是泛指一些固守传统研究老路的人。学术研究追求
的目标是发现问题，最终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手段选择，要依
据问题的存在形式而定。问题的多样与复杂，决定了解决问题的
手段不可能是单一的。“条条大道通罗马”正是说明问题的得力
佐证。学术研究需要沉积功夫，也需要突发灵感。特别是发现问
题需要站在更高的领地，看出事关大局的核心问题。在解决问题
时，方法应该适应问题，而不是相反。千篇一律的方法无疑要延
误研究进程，有时还有可能事与愿违。方法与问题的关系永远是
学术研究无法事先设定的。任何问题的存在都是不规则的，发现
问题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突破既成的思维定势，找到新的质点，
使用全新话语加以阐释，破解难题，解决重大问题。旧账新翻、死
蛇弄活或修修补补等不应该成为新时期学术追求的最高目标。
学术表达的主流话语应该随问题的不断发现而变化，不能以“守
望”为借口党同伐异，显示自我封闭态势。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
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跳出既有约束，能入能出，达
到掌握“活法”、“破执”、“大自在”程度，方为真境界。文学具有社
会百科大全书性质，但不是“此在”的。往往因个体的有异，导致
具体作品永远都带有“这一个”的特征。这告诉我们，文学的动态
特性十分明显，文学研究不能等同于历史、哲学等人文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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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对于学者来说，文史哲打通是必需的，视其为同一则是不明
智的。同样是宋词，每一个词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同一个词
人随着心境的变化，所作也有相异之处。学问家从生到熟，艺术
家从熟到生，二者所操之术完全相反。

宋词写尽了人生世相，以不断变化的笔墨构设词篇，要想寻
求其中的完全相同之处无异于缘木求鱼。然而，变化又在规律之
内进行，并非漫无边际。文学创作使用意象，其变化是无穷的，但
百川归海的自然法则又向我们昭示，宇宙中的物料再多，也是有
限的，人类用于创作作品的语料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宋词广
阔天地中的意象也是有规律可以寻找的。寻找如上规律绝非易
事，也是目前没有任何人做出满意交代的重大事件。找出宋词意
象组合的规律，等于发现了构成全部宋词的主要材料以及在万
有材料的有序编织中，生成了什么样品质的成果，这些成果可以
篇目计算，可以段落计算，更可以构成意象的具体字及词汇计
算，我在本研究中将此当做关键词看待———主体意象。在全部宋
词中，主体意象问题的存在，并非每一个人都已完全意识到位。
主体意象问题与诸多学术问题相比，具有自身存在的特殊之处。
它的生成时间是模糊的，与历史事实不同，不具有可以考证的研
究质点，使惯于从事考证研究的学人不屑于，或根本就没有意识
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古代诸多文献当中没有人提及宋词主体意
象问题，使掌握学术公器的“不苟言笑”权威人士，对没有“根据”
的如此问题，不发表评价，更谈不上去研究。精于考证，未必善于
突发学术研究灵感。存在于浩瀚的全宋词海洋中的主体意象问
题，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全程解读本文，最终以权威性的数字说
话，这使很多人望而却步。想不到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宋词主体
意象问题，不应该成为拒绝承认如此成果的理由。在多重证据面
前依然保持“沉默”，那就有些保守了，或者是变态了。需要用多
重证据养护主体意象的成长，是宋词主体意象存在的又一特征。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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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本文中的统计数据只是第一步，需要在大文化的流程
中找到广泛的相关表述话语，还要在宋人的生活实际中找到钟
爱线索，在宋词生成的地域中发现涵养成分，在宋代词人的心灵
中，找出感物成情的原始动力。同样是学术问题，宋词主体意象
问题似乎带有虚幻色彩，有不实之感。是不是有人将此看做野狐
外道？求证问题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门户之见应该彻底放弃。
走向综合研究可以破解更多的学术难题，应用多种方法当然是
时代赋予的使命。宋词主体意象问题研究的复杂性，丝毫不在文
学流派、文学思潮、文学史、诗学思想、各体文学特征等之下，相
反，研究的学术意义不仅具有等同性，甚至更具本质性。

宋词主体意象问题，其实是宋词语料学中的主体。宋词创作
尽管是海阔天空，从广阔的宇宙中觅取诗材，从极尽变化的人类
语料库中搜寻最能表达心迹的词汇刻画意念中的图景。宇宙万
有与人的内心世界不是杂乱无章的散体，用以反映如上的语言
也不是没有大致类型可以寻找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宋词语料
学中的主体———宋词主体意象也有大致类型可以把握。就目前
宋词的研究成果看，对此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者，确实还没
有。面对全宋词这样一份宝贵文化遗产，学人的任务理所当然地
要以开阔的视野加以广泛观照。除了当下学界经常讨论的问题
之外，应该对构成全宋词的主体意象———主体语料加以仔细研
究。经过本人对全宋词的详细手工统计，可知主体意象为五种类
型。数理统计的对象不是单一的全宋词本文，还要以宋词名作选
本作为旁证。宋词名作选本所选篇目随时代变化发生数值增减，
但都能把握住“名作”的实质。“名作”或称代表作无疑是作者成
为此而不能成为彼的重要标识，一种文体的名作选本当然也具
有如上性质。从宋词诸多名作选本中，不仅可以看出词人的灵魂
跃动几率，也能够发现宋词文体能够成立的语言特征。意象是以
语言作为外壳的，数理统计只能先从可数的外壳入手。以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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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以量变论质变、量变必然导致质变等是学人遵循的科学研究
常规。没有量的存在是无法想象的，更谈不上如何进行研究。这
个道理使宋词主体意象研究以数理统计为起始点成为可能。宋
词成篇于可数的具体意象组合，被描写成的篇目、片段又多是以
某“物”作为核心成为其象。这是研究宋词主体意象找到的最令
人放心的靶点，发现了这个靶点，等于发现了可以从事研究的质
点。数理统计又是一件十分艰辛的事情，除了需要内统———统计
全宋词本文与外统———统计诸多宋词名作选本以外，统计过程
本身还需要逐字、逐句、逐篇的详细斟酌。电脑软件只能是辅助
工具，电脑的统计只能得出机械数据，而机械数据对于人文社会
科学来说，只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更多定性的问题需要全面
的手工统计结果。“全面统计”中包含着不见具体字眼却是确实
的某种意象的作品数据，如周邦彦的《蝶恋花·早行》全程写
“夜”，但没有“夜”字出现。类似之作在全宋词中多有，具有数据
的鲜活特征，电脑于此无所适从。把数据统计看得过分简单化，
只能说明发表如此看法的人头脑过分简单，是学术研究霸道或
者无知的不开明表现，于发现新问题无益，应该休止。

宋词的特有文体题材是其主体意象可以数理统计的根本。
宋词题材虽有人经过艰辛爬梳，总结出三十六种类型之多，但宋
词始终没有跳出描写生活世相、借景抒情的总体格局，抽象言理
没有形成主潮。宋词更谈不上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
教化”，只是“吟咏情性”而已。宋词文体题材的有限性，导致主体
意象的必然有限。宋词文体题材有类型可以寻找，促成主体意象
的类型化色彩特别明显。以特定的主体意象表达宋代词人心中
之情，并非一时一世造就，其中隐含着深厚的文化集体无意识。
春天、水边、花前、月下、夜晚的类型生活在古人心中有着深刻记
忆。春天意味着时序，水边是在具体位置生活的类型概括，花前
追求的是生活的档次，月下寄予着人类的多重情思，夜晚点明的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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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活动的时辰。而在宋人的生活场景中，四时生活又何尝不是春
天生活的延伸？人在水边眺望又为何不可以转换成在梅雨遍湿
的屋檐底下苦等情人？花前畅饮完全可以移位到春草丛生的软
地之上。赏月的目光可以转向对繁星的凝视。夜的描写可以是全
程的，也可以是阶段性的。夜具有被切割的质性，黄昏、子时、清
晓、五更等就成了词人不能不涉及的生活节点。人类生活的类型
无非是在什么季节的什么时辰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这与上
述分割出来的五个生活要素完全合拍。以下几首词可以供分析。
先看苏轼的两首代表词作：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

欲乘风归去，又（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
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
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
怀子由。）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

周郎赤壁。乱石穿空（崩云），惊涛拍（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
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
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
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水调歌头》写作者于中秋的晚上，举杯对月，泛起了诸多心

事。《念奴娇》作于“元丰四年七月既望”之时，写作者站立于大江
边上，观流水，仰明月，发思古悼己幽情。以上两首词是苏轼的代
表作，写出了两个典型的生活场景，有起有结，构成完整的生活
画面。

再看李清照的代表词作：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

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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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
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
愁字了得。”（《声声慢》）

上词所写时序为“乍暖还寒时候”，时辰为黄昏，细雨点点滴
滴与满地堆积的黄花共同构成生活环境，此种环境生出“这次
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凄情实是情景对应与情景交融的良好实
践。李清照此词写出了自己特定生活环境生出的特定思想情感，
是对人类生活常规的如实反映。

三看辛弃疾的代表词作：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

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
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玉
案·元夕》）

不论如上词作暗示了什么含义，其中写到夜、花（比喻的花）、
人的生活场景是确切的，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出词的核心内容：我
在众多美女游玩过后的元夕夜晚，发现了心中的“那人”，确实为
一个简单生活事件的完整描述。

全宋词如上写法之作处处可见，虽然不是每一首都写出了生
活中的各个环节，但以整体的眼光观察之，则会发现一个大的生
活场景画面。这个画面恰似唐人张若虚所写《春江花月夜》的翻
版。得到这个启示后，以“春江花月夜”五个字作为领头，各自后
面缀成联想系列，对全宋词加以逐篇、逐字统计，最终得出如下
数据：以春为首的四时意象约一万八千次，以江为首的江水意象
约一万九千次，以花为主体的花草意象约二万次，以月为核心的
日月意象约七千四百次，夜意象约八千次。在全宋词的浩瀚海洋
里，能够于事先没有任何导航的暗示中得出如此结果，实属不
易。其结果的报告排序也是受《春江花月夜》的影响而已，不是宋
代词人创作的时候按照我给出的既定的原则进行，如果有既定，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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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将是一件极为荒唐之事，此处的学术研究也将变成痴人说梦，
而提出类似问题的人也是一个不可理喻的起哄家。拿乐府旧题
《春江花月夜》作宋词主体意象的代称，有事实作为根据，又为本
研究课题名目增加了典雅气息。“春江花月夜”展示了生活场景
的立体构象，是时空合一的统一体，与中国古人尊天地四方、重
古今时序的观念完全一致。在集体无意识的促动下，将描写自然
宇宙与描写内心宇宙结合在一起，又完好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
体道精神。宋词是艺术的，同时又是哲学的。哲学理念渗透到自
然、生活刻画当中，可以理解，但不可以具体指称。宋词达到了如
此浑融境界，实是宋人灵魂高度进化的表现。读宋词能够懂得这
一点，可算是在常态上的又一次升华。
“春江花月夜”正是前述春天、水边、花前、月下、夜晚生活类

型的提炼。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更是一个绝好范本，难怪后人
要称其为孤篇压倒全唐。宋词谋篇布局中将人物与生活时空合
一而写，不能说完全与张若虚所作《春江花月夜》没有任何关系。
人类存在的共有情感是前者影响后者，后者有效传承前者。张若
虚《春江花月夜》的诗境美与渗透的哲理意蕴，为后人展示了人
之所以为人的内心图景，是心声与心画完美结合的审美实践。宋
代文人多思善感好愁，是典型的文人气质，创作上不论在哪个文
体领域，都是学唐变唐的能手。宋人学唐，当然不可能是盯住个
别。但词体学唐，也不是学尽了唐的一切。词体的特殊质性，导致
学唐只能是偏重于书写内在心绪的、描写生活场景的那些部分。
杜甫、白居易高度关注现实的作品不可能在词体中产生重大影
响，成为新时代的创作主流。《春江花月夜》及晚唐的李商隐等人
成为词体模范，实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宋人的高文化素质，
决定了学唐不可能是克隆，一定是在变的基础上继承。宋诗与宋
词等文学艺术形式，正是在这种心态的促动下形成自家风貌的。
心绪物化后才更具美感，体物才可以成情，识四时与感情抒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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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精美画面的构设与抒情氛围的营造，在宋词都是传统与新
时代的聚合，具有明显的人性解放、自觉创新因子。

宋代词人继唐代文学合南北两长之后，更多的是得到了南
国江山之助，使宋词带上了明显的南方文学特色。取南方之景点
化生活场景，或者诸多词作就是南方生活的实际描写，使词境远
远走出了花间、尊前的局限，是南方整体的，而非南方的某一个
小景。宋词具有地域文学特征，但不等于说宋词就是宫廷文学。
严格意义上讲，宋代没有宫廷文学。宋词是纯粹的文人士大夫化
的写心之作。宫廷演唱词体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词的质性。部分御
用词人的创作，自始至终没有占领词坛主流地位。宋词带有南方
广阔的大自然烙印，有词人大量南方生活实践的痕迹，既是合自
然的，也是合传统文化心理的。三百二十余年的发展历史，一千
四百九十三余位词人参与，两万余首作品，汇聚成宋人内心世界
的图景，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能够在浩瀚的宋词空间中找出有
利于更进一步解读本文的一些规律，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好
事。宋词主体意象的规律不是悬在空中的太阳与月亮，而是藏在
作品深山中的良玉，需要精心阅读全部宋词才可以发现。面对这
样一个复杂问题，研究者切勿简单化，评判者更不能如此。
学术研究没有禁区，是由问题存在的特殊形态决定的。发现

问题并能解决，就是研究的高品位。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服从问
题存在的形态，因此也就出现了学术话语的特殊形态。特殊形态
的学术话语与生造不是同义语，具有自身的特殊使命，承担着解
决问题的重任。主体意象、大意象、小意象、构设、吸纳等在本书
中是主体话语词汇，于宋词研究领域不多见。每一个新式话语都
有特定含义，读者一定会在阅读中领会其实质，也一定会在习惯
了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后给予认可。如果宋词主体意象研究课题
能够在学术界得到肯定，那将是一件幸事，毕竟她为我们提供了
较多新的宋词研究学术话语。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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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拓新的研究空间，鼓励发现新的问题，倡导各抒己见
的百家争鸣学术风气，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希望借助时代发
展的春风，促使宋词主体意象研究更加完善，将宋词中深藏着的
问题一一破解开来，以不负我辈学人承担的历史使命。

需要说明的是，敏泽认为，刘勰所说的意象与西方人所说的
意象不同，西方人的意象基本等同于物象，所以有人对唐诗中的
“意象”进行统计是不妥当的。文见《文学研究所学术文选》
（1953—2003），（此书没有版权页，但却是正规出版物，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出版），其文名为《中国古典意象论》，最早出自《文艺
研究》1983年第 4期。此论有些过分武断，我还是要坚持以意象
统计法作为研究宋词主体意象的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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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意象与意境

①钱钟书著：《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 12~14页。
②敏泽著：《中国古典意象论》，《文艺研究》，1983年第 4期。

意象与意境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与学术研究中的常用话语，
在此重谈此问题，似乎使本研究显得有些老旧，而老旧话题的
重现是研究的忌讳。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当下，学界
对有关意象与意境的一系列判断并不一致，而且在庞大的研究
队伍面前，大家、名家对意象、意境理论研究投入的精力大，产
出的成果也多，可以这样说，他们各自名下都有相应成果存世。
而用意象、意境理论作为指导，对艺术本文进行研究者，大家、
名家的所见则不是很多，不知原因何在。难道是不屑欤？是谨
慎的学术态度？钱钟书不是也承认“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
成言”，“诗之喻，文情归宿之菟裘”①吗？敏泽也承认诗中存在意
象②，等等，不一一赘列。而一些在学术道路上“牙牙学语”的人，
却努力寻求这个研究质点，所出版的论著及论文数量亦是相当
可观。难道是这个问题简单？是低层次的研究范域？是容易出
成果？为何在普天下都承认的问题面前，不是积极地给予指导，
推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只是一味地冷漠甚至是耻笑？这种
现象但愿不要归结于霸王学风问题上。学术问题面前无小事，
对存在的问题加以如实探讨，每一个学人都应该以平等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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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即使有些成果显得稚拙，也要以匡扶的姿态加以扶持，而
不是嗤之以鼻，给以恶意否定。
任何研究课题都需要有研究规则，“乱弹”当然不行。特别

是本课题在有争议的主题词面前发表见解，没有适合于问题本
身的设定规则当然是盲目的。为自身设定规则又要与问题的存
在相适应，否则就是典型的“乱弹”。所以对意象、意境的相关问
题在此必须加以认真论述。常言道：拔起萝卜带起泥，可想而
知，此处所论不可避免的有一些与常人观点相同的地方，但愿
不被指责为“雷同”。然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新变才可代雄，
“新变”里本来就包含着对传统的继承。推理是学术研究的必需
方法，有些“新变”往往出现在推理的结果中，而结果有时是“自
作语”，对于习惯了用“无一字无来处”的老方法加以判断，显然
是不合适的。因此在提倡“坐禅守律”的同时，也要提倡“活参”，
不能都往“死参”的路上走。
“主体意象研究”顾名思义，其核心靶点是明确的。之所以

还要把意境问题拉扯进来，目的在于将两者加以对照，在长期
模糊认识的理路中，确认意象的独特之处，从而更加突出意象
研究的位置。

第一节 意 象

一、意象的渊源
不论从语词的角度，还是符号的角度，意象的渊源是《周

易》。《周易》作为哲学色彩鲜明的典籍，当是彼时人类智慧的百
科全书式总结①，被人们始终视为群经之首，确实影响到中华民

①杨维增、何洁冰在《周易基础》中认为，《周易》是一本“讲哲理的充满中
国古代人智慧的重要经典”，花城出版社，1994年，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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