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審美意象是時空中的存在。在意象理論深入發展、文學藝術絢爛多元的唐代時空與審美意

象之間產生了深情交融與碰撞，並融匯到詩、書、畫、藝等審美意象深層，形成獨具特色、富

含詩性且彰顯古典美學精神的意象時空觀念。全書選取唐代這一特定歷史時期意象時空觀的發

展，來管窺古典意象論中的時空觀念。一方面，它處於特殊審美意象發展階段，承前啟後，蘊

藉著豐富審美性時空意涵；另一方面，唐代盛世包容，文藝多元深入，唐人對於自身存在的外

部審美世界和內在境界時空都充滿著熱情探索和審美沉思，以此就會呈現出意象時空的詩性探

源和深度建構。在結構上從總體美學特質、本體論時空觀、創構論時空觀、藝術論時空觀等層

面深入唐代意象論中，由形而上的哲學思想遍及形而下的文藝現象。唐代意象論時空呈現出蘊

含時代語境的美學主題，展現了思想文化的多元本體形態，並縱深沉潛於意象創構全過程，最

後又在藝術化的審美具象呈現中將時空觀念推移到廣闊藝術長廊與詩意宇宙之中。唐代意象論

中時空觀是時代風貌和民族心靈所獨有的思維模式，展現了有唐一代文人的內心世界和情感軌

跡，在整個中國古典美學的歷史長河中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對後來時空審美研究也產生了

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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