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論文以中國詩學中之「象」論作為考察對象，從文藝美學之角度，分別從

創作主體、文本主體以及接受主體等三個層面，考察「象」論在廣義詩學系統中

之影響。本文認為，「象」之概念由於涉及了審美時之審美主體如何將其審美經驗

化約為一種具有美感性效能之藝術符號，進而使得這樣的藝術符號在接受主體意

識中產生反應。因此其主要關涉於「文字有機體能否、以及如何產生出美感」這

樣的論題，是以對於「象」論之考察，其實也是在考察著文學藝術之詩性如何可

能？對此，本文分別從創作主體、文本主體與接受主體等三方面進行探析，企圖

透過梳理中國「象」論譜系中，前人對於文學藝術性之構成的相關論述，從審美

經驗流動的角度進行整合。換句話說，本文之宗旨，即在透過以建構詩學之方式，

將「象」論之詩學要素釐析清楚，並且以此建構出具有中國特色之詩學美學系統。

準此，就創作主體來說，「象」之說法主要涉及了文學概念之生成、構象準備、

構象思考與構象原則等四個層面，相應於此四個層面，本文遂也相繼地探討了「詩

言志」與「立象盡意」間之結構關係、「神用象通」之感象形成、「搜求於象」之

呈象經驗與「以意為主」之構象意識等幾個部分。透過將創作主體意識中之呈象

經驗進行區分，以層層推演出創作主體在以「象」為前提的原則下，由審美主體

向創作主體轉移之意識現象，且基於這樣的現象，進一步探討創作主體立「象」

以盡意時之構象型態，也就是針對文本主體而言，討論創作主體之情志意識如何

在「象」的符指原型下進行表現，透過對於「描述式意象」、「比喻式意象」以及

「情態式意象」等展陳型態之探討，以及事物之「發生規律」、「發生過程」與「表

現情狀」等模式進行分析，來加以闡明「象」之呈象形態的形式特性與內容特性，

而這樣的特性，即可視為是文學藝術之表意形式與指意形式之所以不同於普通語

言形態之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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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這樣的表意形式與指意形式作用於接受主體的意識之中，則接受主

體遂會由於這種「象」之能興作用，而產生形式效能與審美感興等兩個層面之反

應。此兩個層面之反應乃是在「以意逆志」的詮釋前提下，對於象之形式結構與

情志內質所產生之接受反饋，而這種接受反饋之效應，則說明了「象」之指意型

態就接受反應來說，是以符號所造成之感知界域為主，而非著重於符號所指之指

意功能。

可以發現，「象」之構成經由美感形成、建構與效能反應之中介與轉化，遂與

詩學美典具有互相證成之結構關係，也就是說，「象」具有詩學美典之規範特色，

而欲表現這種規範特色，又必須以「象」置於文字符號的組織之間才有可能。因此，

「象」之效能的產生，可以說是一種從審美主體、文本主體乃至於接受主體之意識

經驗與美感經驗交會的流動過程。這種流動過程之規律一旦解碼，我們就可以依

據「象」這種範式型態之特色，來判別甚麼是文學？甚麼是非文學？同時，亦可

以運用「象」這種符號組織之特色與效能，來對於文學中之美感生成，進行一種

詩學式之詮釋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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