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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意象性与情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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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意象性是汉字的最大特点。意象性指的是文字符号唤起人的意象的性质和功能。意象则是人的

表象和情感反复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既有高度概括性，又有鲜明个性的内心形象。意象一般在叙事文学中叫作

典型，在抒情文学中则叫作意境。汉字的意象性使情感表达始终离不开物象或者表象，从而使汉字的情感表达

极具形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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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性是汉字的最大特点。意象性指的是文

字符号唤起人的意象的性质和功能。意象则是人

的表象和情感反复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既有高度

概括性，又有鲜明个性的内心形象(意中之象)。

汉字的意象性使汉字的情感表达始终离不开物象

或者表象，从而使得情感表达具有极强的形象性。

一、汉字的意象性

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它不同于一般的表音

文字，能够始终保持着字形与字音和字义的密切

关系。一般而言，表音文字突出字的声音来表达

意义，而割裂了一个字(词)的形、音、义三者。汉

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却能够始终保持一个形、

音、义相统一的整体。无论单个的汉字，还是几

个汉字组合而成的词，都是一个形音义相统一的

整体，它们都可以通过字形直接在人们头脑(意

识)中唤起相应的表象，并通过表象及其引发的

情感之间反复相互作用而形成意象。因此，尽管

意象性是所有语言的字(词)的一般性质，但是，

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的意象性，比其他所有表音

文字都要更加强烈。汉字的意象性必然比一切表

音文字强烈得多，这从汉字的造字过程和构成艺

术就可以看出来。从总体上来看，汉字的造字过

程就是一个比类象形的过程。可以说，象形就是

构成汉字的基础，并且就是在象形的根基上建立

起了所谓“六书”的一整套构成艺术法则。“六书”

就必然使得汉字具有了比较强烈的意象性。汉字

的六种主要构成艺术和构成法则被后人和《说文

解字》归纳为所谓“六书”。许慎在《说文解字·

序》中这样写道：“周礼八岁人小学，保氏教国子，

先以六书：一日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

意，上下是也。二日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

体诘屈，日月是也。三日形声。形声者，以事为

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日会意。会意者，比

类合谊，以见指掇，武信是也。五日转注。转注者，

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日假借。假借

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I】中国当代

著名文字学家杨树达引述明代学者杨慎和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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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戴震的观点，认为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

声四书为经，是字之体，转注、假借二书为纬，是

字之用。他还认为，“象形、指事二书谓之文”，

“会意、形声二书谓之字”。并且认为，六书就发

生之次序而言，应该以象形为第一。【2】杨树达先生

的论断，并非不易之论，但是，他所说的六书造字

的次序应该是不刊之论。所以，与世界上所有的

文字创造一样，中国汉字的最早和最基础的造字

法和表意文字也是象形造字法或者象形字。而

且，汉字最主要的造字法或者构成艺术就是在象

形的基础上滋生发展出来的，尤其是指事、会意、

形声，加上象形四书。这四书都可以直接在汉字

使用者的意念中唤起丰富、鲜明、生动的意象

(饱含情感的表象)，从而表现出极直接、极强烈

的意象性。

意象性指的是，文字符号唤起人的意象的性

质和功能。这种性质和功能是任何一种文字都必

然具备的，因为作为符号的任何文字，不仅可以

代替事物本身的概念，而且可以在人的意识中唤

起知性概括性与感性具象性相统一的表象。人的

表象及其引起的情感之间反复相互作用就能够

形成意象，这种意象(意中之象)既有高度概括

性，又有鲜明个性。表象的概括性和具象性的二

重性决定了意象的概括性和具象性。不过，由于

意象是融合了情感的表象，所以，意象比起一般

的表象在概括性和具象性上都要更高一些。一

般说来，从意象所附着的文体来看，意象有两种：

一种是叙事性文艺中的典型，一种是抒情性文艺

中的意境；从意象的存在方式来看，意象可以分

为：时间性意象、空间性意象、时空综合意象；从

意象的感受方式上来看，意象可以分为：视觉意

象、听觉意象、嗅觉意象、味觉意象、触觉意象、

联觉意象；从意象的审美形态来看，意象可以分

为：优美意象、崇高意象、幽默意象、滑稽意象、

喜剧意象、悲剧意象。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汉字所唤起的意象就应

该是审美意象。审美意象指的是：在审美活动中

表象及其引起的情感之间反复相互作用形成的

内心形象(意中之象)，它是高度的概括性与鲜明

的个体性相统一，并且充盈着自由的情志(情感

和意志)的结晶。审美意象是审美活动的核心，它

是由审美主体的感知、表象、联想、想象、思维、

理解、情感、意志等审美心理因素共同作用而形

成的。敏锐的感知力是审美意象形成的基础，丰

富的审美表象积累是创造审美意象的材料，联想

力是审美意象生成获得活跃性和丰富性的心理

能力，想象力是审美意象获得独创性的心理能力，

情感参与使审美意象获得巨大的内在情感动力，

移情活动使审美意象充满生命情趣，审美思维、

理解、意志和心理距离为审美意象的形成注入理

性色彩，是审美意象走向完善的心理保障。【3】127审

美意象在作家的创造过程中最终将以一定的文

字符号表现出来，从而生成出艺术形象；审美意

象在读者的欣赏活动中则是通过艺术作品(文本)

媒介和符号(文字)形式所组成的形象世界生成

于读者的审美意识之中，并且引导他们回到相应

的现实世界之中。一般来说，在叙事性艺术作品

之中，审美意象显现为“典型”；在抒情性艺术作

品之中，审美意象显现为“意境”；前者主要是个

性与共性高度统一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它以人物为中心组成“以一当十”的审美世界；后

者主要是情与景高度统一的“象外之象”，它以

情感体验为中心组成“境生象外”的审美世界。但

是，不论是“典型”还是“意境”，都是审美的创造，

那么，审美意象就必定是一种美的意象，按照我

们的理解，审美意象也就是显现实践自由的意象

的肯定价值。文学作为汉字话语实践的审美创

造，它的审美意象就应该是显现汉字话语实践的

自由的肯定价值。嗍

要使古老汉字活起来，主要就是要想方设法

激活汉字的意象性，充分发挥汉字的生命力，使其

最有效地发挥情感表达功能。在大数据时代，汉

字的数字化也就是以计算机的数码技术充分调

动起汉字的意象性，以便充分发挥汉字的情感表

达效果。

二、汉字的意象性与情感表达的形象性

由于汉字以象形造字法和象形字为基础的

“六书”构成艺术都离不开汉字字形对客观事物的

摹仿以及单体象形字的组合，汉字的意象性就显

得非常突出。不仅单体的象形字给人以直接的意

象提示或暗示，而且在象形字的基础上指示事物

某种性质特征的指事字，两个以上的单体象形字

所组合而成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甚至以声音为主

要方式的转注字和假借字，都可能具有比表音文

字更加强烈得多的意象性。因此，汉字的意象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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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汉字的情感表达最具形象性。汉字情感表达的

形象性指的就是汉字的情感表达离不开汉字所唤

起的事物的形象或者表象，使得情感表达与事物

的形象或表象融汇在一起，以象传情、情景交融。

(一)从情感的产生来看，汉字的意象性使得

汉字的情感表达主要由物象或者表象引发，从而

最具形象性。

语言和文字是人类交流思想和情感的工具，

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甚至认为语言起源于

情感。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

的模仿》中说：“语言起源于何处?精神的需要，

亦即激情。激情促使人们联合，生存之必然性迫

使人们彼此逃避。逼迫着人类说出第一个词的不

是饥渴，而是爱、憎、怜悯、愤怒。为了感动一颗

年轻的心，为了击退非法的入侵者，自然指示我

们发出声音、呐喊、哀叹——这些最古老的话语。

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简约化和系统化之前，最古

老的语言像诗歌一样，饱含激情。”151¨语言文字

的起源究竟是否情感?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不同看

法，但是无可置疑的是：语言文字确实是表达思

想情感的手段。而且，卢梭已经看到了象形文字

的这种意象性特征。在“论文字”这一章中卢梭

说：“文字越粗略，语言越古老。文字的最初形式

并不描绘音调，而是要么像墨西哥人那样直接描

绘对象本身，要么像以前的埃及人那样以寓意性

的图形来描述对象本身。这个阶段与情感性的语

言相对应，并且以某个社会以及情感所产生的各

种需要为前提。”15125-26由此可见，卢梭对象形文

字的意象性及其作为激发情感的功能的特点是

充分了解的。卢梭作为欧洲中心主义者、语音中

心主义者、逻各斯中心主义者，是以欧洲的表音

文字为基准来论述语言文字的起源的，因此，他

认为言语是文字的根据，文字是言语的替补。解

构主义者德里达，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语音中心

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却认为文字并非言语的

替补，而且文字独立起源在言语之先，所以，他要

建立以表意文字或者象形文字的汉字为标准的

文字学，以彻底颠覆西方形而上学哲学及其语音

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因此，德里达认为：

“象形语言是一种热情的语言，野蛮状态最接近语

言的这种情感起源。矛盾在于，它更接近文字而不

是言语。因为在其它情况下表示需要的手势在这

里能描述情感。它之所以是文字，不仅是因为像指

挥棒的动作那样描画空间图案，而且是因为能指

首先指称能指，而不指称物本身或直接呈现的所

指。象形文字已经具有寓意性。在语词出现之前

进行言说并‘与眼睛争辩’的手势乃是原始文字

的要素。”[61究竟是情感引发语言文字，还是语言

文字引发情感，真有点像“蛋和鸡的先后关系问

题”，我们姑且不论。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表

意文字或者象形文字的意象性却最容易引发情

感。人们面对着象形文字所指称的物像或者表象，

即可见的符号，或者由这些可见的符号文字组成

的一幅幅可见的形象画面，很自然就会引发出相

应的情感。广义文字学家底特里希·哈特(Dietrich

Harth)在《文字和仪式行为中的画像和图像》中

指出：“与欧洲艺术的幻想说相反，中国绘画具有

一种明显的符号特性(维诺格勒．1991：181)，与

书写的文字非常相似：通过一套书写完好的毛笔

笔画，它们表现出超越线透视的一个没有影子的、

常常是朦胧的世界。而中国的书写和绘画符号不

仅是为学术性的语言或视觉习惯服务的简单工

具。各文字系统更多地唤起了文字图案、意象激

荡和象征主义之间的鲜活的相互影响。这就是为

什么它一定不能被降低为纯粹的语义或词典编纂

功能的原因。汉语专家李幼蒸说：‘汉字⋯⋯在结

构上仍然保留着象形文字的因素。汉字的组成部

件可以通过直接的视觉刺激，引起人们情感的、意

志的、智力的联想，从而产生丰富的外延和内涵。

此外，汉字具有多层次的语音结构，包括音位、读

音和声调，这在文学交流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音

乐空间。而且，由于不同的汉字大小相同，在诗歌

文本中，汉字的形状、笔顺形式与诗歌规则的韵

律美相得益彰，适应对仗和重叠的结构安排。

(Li．1988：1870／1871)有趣的是，法国汉学家马赛

尔·格拉内(Marcel Grsnet)把这个复杂结构叫作

‘象征’(格拉内．1985：43f．)。⋯⋯格拉内认为汉

字的‘象征性’超越了语言符号的功能，而且还

被看作是带有致命的‘程式化姿态’的载体，这

种含义通过类似仪式的操作显示其内容并变得

非常引人注目。”t71因此，当我们面对着一个个象

形字的时候，就比一般的表音文字更能引起强烈

的情感，比如我们看见：日月星云、山水亭台、人

手口耳、牛羊马象等象形字，我们就会涌起某种

情感；当我们吟诵：“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欲

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床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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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当

我们欣赏一幅元代人诗、画、印浑然一体的山水

画，我们都会因为汉字的意象性所唤起的物象或

者表象而使得汉字的情感表达最具形象性。

(二)从意象的构成要素来看，汉字的意象性

使得汉字的情感表达离不开物象或者表象，从而

最具形象性。

表象和情感是意象的主要构成要素。不过，

表象是人类感知在人脑中留下的印象和痕迹，所

以意象与感知密切相关。而表象本身可能是静态

的，也可能是动态的。当表象根据某种原因或者

规则由一个移动到另一个时，就形成了联想；当表

象按照联想规律(相似律、接近律、对比律、关系

律)移动到一起并且重新组合成新的形象时，就是

想象。所以，以表象为主，联接了感知、联想、想

象等心理活动。情感是对象能否满足人的需要的

态度的体验，因此它必然与人的实用需要、认知

需要、审美需要、伦理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紧密

相联，与不同的需要相关就可能形成不同的意象，

审美意象则是汉字意象性的一种审美需要的对

应物；在生成审美意象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必须

克服一些实用需要、认知需要、伦理需要等方面

的功利目的，于是必须运用意志来超越这些功利

目的。这样，审美意象的构成，虽然主要是表象

和情感相互作用，但实际上还是一个知、情、意的

完整心理过程的结果。因此，汉字的情感表达，由

于汉字的意象性所唤起的物象或者表象，也就不

像单纯的感叹词那样直接表达情感，而是必须依

附着汉字所唤起的物象和表象来间接表达，从而

汉字的情感表达就一般不离开汉字所唤起的物

象和表象，从而比起一般的表音文字更具形象性。

比如，那些意象叠加的唐诗绝句、宋词短调、元曲

小令，就把诗人的情感表达通过汉字所唤起的物

象和表象间接表达出来，给西方庞德等意象派诗

人极大的启发，形成了20世纪西方文学的意象诗

派。比如，骆宾王的《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

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十八个汉字，唤

起了鹅、蓝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

拨、清波等一系列物象和表象，在欣赏者的脑海中

显现出一幅鹅在湖面上悠游的完整意象世界，从

而表达了诗人的笑傲江湖、遗世独立、悠闲淡泊

的情感。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

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

肠人在天涯。小令中的每一个字都能唤起一个相

应的物象或者表象，在人们面前仿佛勾画出了一

幅游子浪迹天涯观落日图，表达了诗人的思乡思

亲、落寞孤寂、漂泊羁旅、衷肠寸断、向往小康的

古道热肠和无限纠结的复杂感情。

(三)从意象的构成过程来看，汉字的意象性

使得汉字的情感表达与物象或者表象相互交融，

从而最具形象性。

意象的生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形象思维

的过程。形象思维就是运用形象来进行的思维活

动。形象思维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思维过程始终

伴随着形象；二是思维过程浸润着情感；三是思

维过程伴随着表象联想与想象；四是思维过程伴

随着美感体验。这四个特征正是审美创作与欣赏

不可或缺的条件。艺术创作离不开形象思维，这

早已为理论界普遍认可。刘勰《文心雕龙》将创

作的“神思”概括为“神与物游”，精神与物交游

的创作思维即是形象思维。郑板桥《题画竹》云：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

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正是眼

前的以竹为中心的一系列物象、景象触发了画家

的诗情画意，画家胸中勃勃欲发，才能生出“胸中

之竹”。一切艺术创造都是形象的思考，金开诚

将文艺创作中的形象思维概括为“以创造特定艺

术形象为目的的、由抽象思维指导和配合的、渗

透着情感活动的自觉表象运动过程”，这种自觉的

表象运动就是以形象性的表象作为思考的材料，

经联想、想象的充分展开而进入形象的本质把握，

从形象中直观地显示真理。艺术创作就是以形象

显示真理的活动，而不是用概念、判断去证明真

理。审美鉴赏的理性认识也是以形象思维为主导

的，欣赏者的理性思考浸润着情感，并始终围绕

对象的形象特征展开联想与想象，最终把握对象

的本质性审美特征，这些本质都是审美意象的特

征。刚¨b形象思维始终不离形象、饱含隋感的特

征也就必然使得审美意象达到情感与表象的交

融。这样，汉字的意象性在唤起相应的物象和表

象的同时，也就必然会引发相关的情感反应，因而

情融于象、象蕴含情，在描写山水风景的诗中，一

切景语皆情语，一切情语皆景语；在抒写人生感

悟的诗中，情生象外，如水中之月，象中涵情，似

镜中之花，这就是所谓的抒情文学的意境。同样，

在叙事文学作品中，汉字的意象性所唤起的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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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表象，也是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性格各异，

活动于特定的环境之中的，多愁善感、喜怒哀乐

的各色人物，这就是所谓的典型。每一个典型人

物都被汉字的意象性所激活，他们不仅是一个个

个性鲜明的活的形象，而且是一个个共性确切的

情感代表；他们充满着七情六欲，又是活生生的

人物。比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刘备、关

公、张飞、赵云、周瑜、孙权等等，《水浒传》中的

林冲、武松、鲁智深、宋江、李逵等等，《西游记》

中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唐僧等等，《红楼

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晴雯、

刘姥姥等等。总而言之，无论是抒情文学的意境，

还是叙事文学的典型，都是情与象的融合，水乳

交融，无法分离。汉字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形象思维

的意象性，使得文字的情感表达，比一般的表音

文字更加具有形象性。最完美地体现了形象思

维的形象性和情感性的融合特征的恰恰就是汉

字。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

指出了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他们说：“语言是思

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把思想变成一种独立

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

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

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的内容。从

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

到生活中的问题。”语言和思想都是来源于人类

的社会生活，“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

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固然而，汉

字的意象性使得汉字成为了形象思维或者意象

思维的直接现实，把文学艺术更直接地连接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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