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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歌意象组合方式新论
!

张 中 成
!盐城工学院 宣传部"江苏 盐城"!!"##$#

摘"要!古典诗歌形成意境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要求对诗歌意象进行艺术的组合#从意象

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古典诗歌意象的并列式$递进式$对比式$衬托式等四种组合方式"这对

于继承和发展诗学理论$把握诗歌审美意境是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古典诗歌%意象%组合%方式%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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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典诗歌运用意象描摹物象$抒发胸臆

的创作方法"是极具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诗歌

实践形式"也是人们在丰富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

的诗歌创作的规律之一%在早期的诗歌实践中"
人们常有&书 不 尽 言"言 不 尽 意’())!./!",#的 困 惑"
所以 诗 人&立 象 以 尽 意"设 卦 以 尽 情 伪 **’
())!./!",#"即通过&禽鱼草木人物名数’(!)!./)!-#这些

大自然中的生活物象来表达心灵的诉求"可见意

象创 造 的 作 用 十 分 突 出%汉 代 王 弼 的+周 易 略

例,"虽然不是论述诗歌艺术问题的"但对意象的

这一作用说得很清楚"而且后来也被人们借鉴到

诗学理论中去%王弼说-&夫象者"出意 者 也%言

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0#-#

王弼认为1言’可以明&象’"&象’可以尽&意’"通过

&言’和&象’这一载体"可以更好地达到明志尽意

的目的%当&窥意象而运斤’(")!./!$$#成为诗人的自

觉"人们又认识到诗歌的创作光有&象’还不够"还
应该追求&象 外 之 象"景 外 之 景’(,)!./!#)#"也 就 是

要形成&言有尽而意无穷’(0)!./0**#的艺术意境"这

样才算 是&自 成 高 格’(’)!./)-)#的 好 作 品%这 样 一

来"诗歌意境终于成了诗人创作孜孜以求的目标"
也成了诗歌批评的重要标准%

那么诗歌的意境是怎么形成的？其中一个很

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求艺术地组合诗歌意象%所

以"研究古典诗歌意象的组合方式"对于更好地把

握古典诗歌的艺术意境"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传统

的诗学理论具有积极意义%在这方面"许多研究

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比如有的研究者从营

造意象的表达方式角度入手"指出意象的组合包

括并列式$对比式$通感式$荒诞式$交替式$辐辏

式叠映式等0个方面(*)%有的从 意 象$意 境 关 系

入手"认为&意境’就是由意象的特殊构建而形成

的&场’"而形成的这个&场’!意境#反过来又规定

了意象的平面组合和立体组合两种情 形(-).运 用

&场’论开展意境$意象理论的研究"视角独特%有

的从意象组合后应该达到的审美效果这一角度入

手"提 出 意 象 组 合 应 遵 循 多 样 统 一 律$情 趣 定 向

律$境与意合拍律$虚实结合律$效果新奇律等五

个规律()#)"探究比较深入%有的在论述比兴在意

象组合和意境创造中的作用时"讨论了意象组合

的错综和 叠 加 两 种 形 式()))%还 有 的 研 究 者 探 索

某一个诗人的作品的意象组合特点"如提出李贺

诗歌独特的蒙太奇式的意象组合的结构方式"并

指出这是一种创新的方式"主要体现在意象组合

和意象叠加两方面"而意象的组合又表现出连锁

式$并 列 式$对 比 式$聚 合 式 等 丰 富 多 样 的 形

式()!).又如指出阮籍+咏怀,诗的意象组合主要有

象征$对比$叠加等方式()$)等等"这些都对面上研

究意象的组合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综上所述"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切入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

也不同"但其成果对继承和发展诗学理论是有益

的%笔者认为"意象组合在一首诗中"营造诗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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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意境!共同服务于诗的主题!它们之间是有一

定的关系的"如果从意象之间关系入手!研究古

典诗歌意象的组合方式!应该也是一个较好的角

度"若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将古典诗歌意象的

组合方式分为并列式#递进式#对比式#衬托式等

四个方面"
第一#并列式组合"所谓意象 的 并 列 式 组 合

是说构成诗歌的意象之间没有主和从#包容与被

包容的关系!意象之间是一种平行#并列的关系!
它们组合营造诗歌意境!共同服务诗的主题"譬

如以孟浩然$宿 建 德 江%这 首 诗 为 例&’移 舟 泊 烟

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诗人

摄入了’舟(#’烟渚(#’日暮(#’客)人*(#’旷野(#
’天(#’树(#’清江(#’月(等 九 个 诗 歌 意 象!形 象

地表达了漂泊浪迹之客在江清月明之夜!移舟停

泊江中沙洲那孤独落寂的愁绪"诗中的九个意象

在全诗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并列组合后!在叙述了

一 个 事 实 的 基 础 上!描 写 了 一 种 ’深 清 闲

淡(+)",)./)--*的意 境"需 要 注 意 的 是!这 些 意 象 貌

似有先后之分#空间移动的顺序之分!仔细分析发

现!它 们 本 质 上 都 是 特 定 时 空 下 的 物 象!没 有 主

从#包容的关系!而是一种平行#并列的 关 系"为

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再以白朴的$天静沙-秋%为

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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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小令 虽 说 不

是一首优秀的诗歌!但其意象并列组合的特征倒

十分鲜明"像这样意象之间的组合是在诗歌全局

层次上的并列组合!古典诗歌中用得很多"
有论者还将意象的并列组合方式分为本句并

列#对句并列#全由名词组合无一动词连缀#全诗

并列四种形式+*,!分析是细致的"但笔者认为!如
从一首诗的宏观层面着手!将意象并列组合分为

全局和局部两种情况!思路或许更清晰!这也许是

意象并列组合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
全局层面的并列组合前面已论述!局 部 情 况

下的并列组合有三种情形&诗歌开篇或叙述事实!
或交代缘由!或议论心声!为了凸出一种情致!描

写某种意境!诗人在叙述#交代#议论之后将营造

的意象并列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意境"如王维

$使至塞上%就是这种情况&’单车欲问边!属国过

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
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唐 开 元 二

十五年)’$’*!河西节度副使崔逸战胜吐蕃!王维

奉使出塞宣慰!并在河西节度使幕兼为判官!本篇

表现的是王维问边时所看到的塞外景色"诗歌开

始就是叙述他以使臣的身份慰问边关的事情!接

下来摄入了’征蓬(#’归雁(#’大漠(#’长河(等意

象并 列 组 合 在 一 起!描 写 了 边 疆 雄 奇#空 旷 的 景

象!尤其是’大漠(#’长河(对句气象阔大!意境肃

穆!历来被人称道"而汉乐府民歌$十五从军征%
先交代了八十岁的老兵回乡道遇乡人的情形!然

后顺着乡 人 的 指 引 描 述 老 家 的 情 况&’松 柏 冢 累

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 谷!井 上

生旅葵(!对家的凄惨#冷落景象的描写是在有所

交代后通过并列的形式来组合意象的"$上邪%的
开篇是一通誓言!即通过议论方式表达主人翁对

爱情的忠贞不渝///’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

无绝衰(!然后假设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情形)意

象*如果出现了!我才与君恩断情绝///’山无陵!
江水为 竭!冬 雷 震 震!夏 雨 雪!天 地 合!乃 敢 与 君

绝"(这 一 系 列 意 象 是 在 议 论 后 并 列 组 合 在 一 起

的"
第二#递进式组合"如果说并 列 式 组 合 意 象

之间是平行#平等的!那么!递进式的组合意象之

间就存在着时间#空间上的先后顺序!或存在意义

上的层进#深入关系"最常见的是以时间先后为

序组合意象"如王维$鸟鸣涧%诗&’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全 诗 意

象的组合显然贯穿着一条时间先后顺序的线索&
夜幕已经降临!山民寂静无声准备休息了.悄然归

根的桂花!连那淡淡的清香飘散在空气中并无人

知晓00天更晚了!当月亮踩着亘古不变的节奏

升起来的时候!那精美绝伦的清辉惊吓了山鸟!使
它紧张 地 在 春 涧 上 空 留 下 偶 鸣)’时(是 偶 尔 之

意*"当我们阅读这首诗时!一般注意的不是这条

线索!而是诗人意象选择的匠心!对生活现象哲理

思考的诗意表达!诗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余韵!
以及留给我们深刻的审美体验"形成这样的效果

应该说要归功于意象递进组合方式的不留痕迹!
归功于诗人艺术构思的不经意之间"

以时间为序是古典诗歌递进式意象组合的常

见形式!也是研究者时常论及的"但递进式意象

组合并不那么简单!它的情形是较为复杂的!论者

之述欠备"如果仔细研究这一组合方式!我们认

为至少还应该包括以下几种特殊的组合形态&

)#以抽象 的 思 维#意 识 的 流 动 统 率#组 合 意

象"由于在不相关的群象中贯穿了诗人的思绪!
所以意象 之 间 便 呈 现 出 一 种 内 在 的 逻 辑 生 发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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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如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 望 明 月&低 头 思 故 乡!’现 实 生 活 中 的%床’(
%月光’(%明月’(%霜’(%故乡’等物象之间没有必

然联系&更谈不上递进的关系&而李白却在诗歌中

使几个意象之间呈现出意蕴的生发(渐进关系&原
因就在于诗人以抽象的思维(流动的意识统率着

意象!这个思维过程就是$它乡的夜晚&%我’辗转

反侧&不能入眠)面对床前洁白如霜的月光&不由

得引起了%我’对家乡的深深思念)意识的流动是$
由不眠到忽然注意月光&由月光自然想到月亮&由
它乡的月亮想到家乡的月亮&由月亮想到团圆(团
聚&由曾经团聚而想到眼下的客居异乡&愁绪油然

而生!寥寥数言&%语穷意远’*),+,./0*-!很显然&在
这首诗中&前一个意象是后一个意象产生的因子&
中间的意象是前后意象的桥梁&诗歌意象之间的

转换伴随思维的流动而流动&意象蕴涵的诗意逐

渐明晰!说这种递进组合的特殊&主要体现在意

象的递进主要地不是时间上的推移&而是意象组

合后所蕴涵的诗意的逐渐递进(深入!

!(意象递进式组合不像上述连缀式 的 递 进&
而是有规律地间隔递进&逐章递进!这样的情况

在"诗经#中运用得很多!如"秦风.蒹葭#$%蒹葭

苍苍&白 露 为 霜!所 谓 伊 人&在 水 一 方!溯 洄 从

之&道阻 且 长!溯 游 从 之&宛 在 水 中 央!蒹 葭 凄

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 之 湄!溯 洄 从 之&
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
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

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蒹葭之%苍苍’(%凄

凄’(%采采’&说的是蒹葭生长得越来越繁茂了)白
露之%为霜’(%未晞’(%未已’&说的是露水凝结为

霜(未 干(未 净!表 面 上 看&%苍 苍’(%凄 凄’(%采

采’和%为霜’(%未晞’(%未已’这些意象好像贯穿

着时间的发展顺序&如果真的这样理解就失之肤

浅了!事实上诗歌回环复沓(隔章反复吟咏的是

主人翁对%伊 人’%溯 洄 从 之’(%溯 游 从 之’的 不

懈追求&并且不以时间的推移和%伊人’的难以捉

摸而放弃!这不仅是歌唱爱情的美好&更是赞美

在那%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深秋季节&主人翁意

志的坚定&追求的执着&和对%伊人’无怨无悔的精

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蒹葭之%苍苍’(%凄凄’(%采
采’&白露之%为霜’(%未晞’(%未已’诸意象按时间

发展的顺序递进组合实在是一般的技巧&成了服

从主题的形式&而意象的逐章间隔递进&形成令人

荡气回肠(击节赞叹的意境才是伟大的文学家艺

术构思的初衷和真谛&这也正是这种组合的特殊

之处!

$(意象的递进式组合有时还以空间有规律的

转换为序&可以是从大到小(从外到内(从高到低

等多种形式&即如车轮的辐辏一样&辐条逐渐向车

毂集中&这样的组合也可形象地称为辐辏式组合!
如王维"渭 川 田 家#$%斜 光 照 墟 落&穷 巷 牛 羊 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

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

歌式微!’王维不光边塞诗写得好&田园山水诗亦

有佳作&是一个成就显著的大家&即从这首诗看&
%诗中有 画’*)0+,./!)#-的 评 论 是 十 分 精 当 的!诗 中

的%斜光’指天色将晚未晚&是意象生发的共同时

间(共 同 规 定&诗 人 眼 中 的 意 象 都 发 生 在 这 一 时

刻!在这个规定里&意象沿着空间转换的顺序&如
电影镜头般一幕幕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晚霞中

的村落&幽深的小巷&老者倚靠柴门焦心地等待着

放牧的孩童)邻人荷着锄头归来了&像往常一样亲

热地与老人打着招呼00在这里&诗人按照从远

到近(从外到内的空间转移顺序组合意象&艺术地

营造了一幅田园牧歌式的诗歌画面!这其实是一

条明线&还有一条暗线&即诗人在想象中安排的穿

插镜头$巷外野鸡鸣叫&麦子吐花&室内春蚕打眠&
想必桑叶也渐渐稀疏00这些意象的营造&起着

丰富诗歌内涵&促进诗歌意境形成&充分表达诗歌

主题的作用!但从全诗看&意象组合按照从大到

小(从外到内(从远到近的空间转移顺序进行&呈

现出如辐条向车毂集中样的递进关系是主要的!

"(递进式的组合有时还以一个意象 为 中 心&
其它意象是这个中心意象的派生(延续(拓展&就

好像车轮以车轴为中心&辐条向四周发散一样&所
以这样的组合又可以称为辐射式组合!宋人韩琦

"长安府舍 竹 径#可 以 说 明 这 种 组 合 特 点&诗 云$
%北榭层基下&森森竹径幽!枝繁低拂盖&根密仅

通流!劲节 轻 环 粉&狂 鞭 怒 走 虬!风 霜 胡 可 动？

松柏乃吾俦!’诗歌的中心意象是%竹’&由%竹’派

生出%繁枝’(%密根’(%劲节’(%狂鞭’&又由%竹’想
象(拓展出%走虬’(%风霜’(%松柏’等一系列意象!
这些意象或围绕着%竹’的物性而拓展(延续&或对

%竹’进行衬托&有力地赞美了竹林枝繁根密&竹子

竹鞭怒生&不怕严寒&愈挫愈奋&始终充满生机和

活力的坚强品性&蕴涵了诗人理想的精神寄托!
第三(对比式组合!所谓对比式组合&是把某

类性质相反或相对的不同意象组合在一起&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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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诗意的组合方式!比如说阮籍的"咏怀#诗历

来比较著名$善于用对比的方式组合意象$借以表

达诗人的爱憎和褒贬!这些性质相反的意象$既

揭示了诗人对社会的独特看法$也显示了诗人内

心不可排解的矛盾$多角度展示了诗人的内心世

界$如"咏怀%十五#&’昔年十四五$志向好诗书!
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

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

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诗歌 首 先 追

忆自己少年时代以安贫养德)好学深思的孔门弟

子颜回)闵损为效法的对象$虽穿粗衣而怀高尚之

德的情形$然后 诉 说 自 己 ’开 轩 临 四 野()目 睹 社

会动荡)荣名无所的现状$思想发生了根本转折的

情况!怎 么 发 生 了 这 样 的 转 变 呢？ 因 为 诗 人 开

轩)登高所见尽是’丘墓蔽山冈(的凄凉景象$原来

鲜活的生命转瞬消失$荣名再也毫无意义$所以

他便悟出了羡门子之辈所以要超脱世事的原因$
因 而 大 哭 笑 自 嗤)觉 今 是 而 昨 非 也 就 成 为 了 必

然*)’+,./,*-!很显然$诗歌就是通过性质相反)相对

,这里指两类人的不同志趣-的意象...儒学之士

,颜回)闵损-与玄学之士,羡门子-的对比组合$来
表达诗人今昔志趣的不同与思想的转变的!

对比式意象组合由于将截然相反)相 对 的 物

象艺术地组合在一起$往往会形成人们特殊的视

觉冲击$进而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如"诗
经%小雅%采薇#卒章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
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依依(之’杨柳(与’霏霏(
之’雨雪(对比$确实收到了 ’以乐景写哀$以哀景

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的效果/杜甫揭露 ’朱门酒

肉臭$路 有 冻 死 骨(,"自 京 赴 奉 先 县 咏 怀 五 百

字#-的社会对立$实录’吏呼一何怒$夫啼一何苦(
,"石壕吏#-的社会动荡$确实使他的歌行’自可为

一时之史(*)*+,./)’*-了!
有论者认为意象组合的形式之一叫 ’并置($

认为并置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象进行罗列$
它们或为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意象并列$或者是

不同时空的意象进行并列$构造审美艺术形象(!
根据此定义$论者还列举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

死骨(这一意象组合诗例$指出’0酒肉臭1和’0冻

死骨1形成对比(*)-+!将对比说成并置$就好像说

’玫瑰花是花(一样欠严密$有些模糊和笼统!意

象的组合就是意象的并置*!#+$诸如对比)并列)递

进)衬托)叠加)聚合等均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意象

并置 于 一 首 诗 中$而 它 们 只 是 并 置 的 不 同 形 式!

从概念上讲$’并置(是种$’对比(等是属$我们还

是要将它们细分清楚$要把玫瑰花说成’是花的一

种(为好$不能将种)属混同!
第四)衬托式组合!衬托式意 象 组 合 是 指 以

一个 或 多 个 意 象 去 映 衬)垫 托 主 要 意 象)中 心 意

象$并通过这种衬托$更加凸现着力刻画的主要意

象)中心意象!例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赠从

弟#,其二-&’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

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

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诗歌说苍劲松柏屹立高山$
任尔 寒 风 肆 虐)冰 霜 摧 残$却 能 始 终 保 持 傲 然 端

正)四季常荫的本性!诗歌的主题是勉励堂弟要

像松柏那样坚贞挺立$永葆高洁的节操!本诗就

是以’风()’霜()’寒(这三个生活中令人生畏的意

象来衬托’松柏(这个中心意象的$目的是赞美松

柏的坚韧)高洁$使’松柏(意象更加引人注目$从

而也深刻地表达了诗人歌颂和赞美’松柏(精神的

艺术旨趣!
需要注意的是$衬托式组合中的主要意象)中

心意象和辐射式组合中的中心意象不同!它们的

区别是&辐射式组合中的群象由中心意象派生$衬
托式组合中的衬托意象不是从主要意象)中心意

象派生)延续)拓展出来的!衬托式组合也不同于

对比式组合!在衬托式组合中$衬托意象的角色

是陪衬)映衬)垫托$不是与主要意象)中心意象对

比$处 于 服 务 服 从 地 位!"赠 从 弟#中 的’风()
’霜()’寒(三个意象显然不是与’松柏(意象进行

对比$而是在’衬(!因为事物之间的对比)比较要

在同类事物之间方可进行!像在"赠从弟#这样的

诗里$倘若以柳)槐这类易凋之树木与松柏这个遇

寒更青的物性组合在一起$那就是同类比较$就是

对比式的组合了!而对比组合的特征是某类性质

相反或相对的意象组合在一起进行对比$意象之

间是平等)平列的$这是需要辨别清楚 的!当 然$
衬托式组合有时与对比式组合杂糅使用$容易引

起误解$如李白"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汪伦送我情(中$深 及 千 尺 的 潭 水 与 老 朋 友 依 依

不舍送我之真情之间有对比)亦有衬托$是两种组

合的混合运用!事实上意象的不同组合方式往往

不是单纯地使用$多种组合方式联合交织反是更

常见的现象!当然在一首诗中$往往又以一种组

合方式为主$如"鸟鸣涧#从大处看主要是按照时

间的延续组合意象$其实$诗中还包含动静对比)
衬托的组合形式/"长安府舍竹径#主要是运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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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式意象组合的形式!而其中的"风霜胡可动# 是用"风霜#意象来衬托"竹#的品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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