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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教学中学生审美想象力的培养

吴 学 敏

内容提要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由 于古诗形式短小 ,语 言高度精炼,学 生不易理

解 ,因 而在教学中应该着力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想象力 ,对 其意象特征作出准确判断,并

依此展开想象 ,以体会其
“
象外之象

”
与
“
味外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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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国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 ,是 中华民族的一

大骄傲。教好这些内容 ,是我们语文教师的神圣责任。古诗形式短小 ,语言高度精炼 ,学生不易理

解 ,因而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究竟如何教学 ,才能使学生学好这部分内容呢?我认为最关

键的是培养学生的审美想象力。这是因为 :第一 ,古诗具有特殊的句法规律 ,省略多 ,跳跃性大 ,欣

赏时需要借助一定的想象予以组接、补充 ,才能形成完整而具体的画面。第二 ,诗贵含蓄 ,在艺术

表现上讲究以少总多 ,以小寓大 ,虚实相生 ,具有象外之象、味外之旨。这些只有通过想象才能体

会到。第三 ,古诗多用比兴、象征手法。此类诗大都有一定的寓意 ,若要真实准确地把握之 ,也需

要有丰富的联想力和想象力。在古诗欣赏中如何展开想象要依据诗的意象特征而定。也就是说 ,

诗的意象特征不同,想象的方式也应有别。一般说来 ,诗歌意象的特征表现主要有下面几种 :

(一 )诗中意象反映完整而具体事物的多属一时一地的山水诗。教学这类古诗 ,教师可通过形

象、生动的语言描绘 ,来唤起学生类似的记忆表象 ,使学生在有关表象的回忆中形成想象的情景。

如李白《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

教师用生动的语言把诗的画面描绘出来 :远远看去 ,只见阳光四射 ,香炉峰紫色的云雾缭绕。瀑布

从峡谷上迅疾下泻 ,犹如九天之外的银河决堤一般。学生尽管没有到过庐山,但一经教师描绘 ,知

可以想象到他自己曾经观赏过的瀑布 ,如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张家界的鸳鸯瀑、吉首德夯的流沙

瀑等。虽然不同地方的瀑布在特点上是不同的 ,但水流飞泻的壮观气势基本相同 ,因而学生可以

根据教师的描述 ,对记忆中有关瀑布的表象进行加工组合 ;形成想象中的新形象。这种想象方式

的心理根据是巴甫洛夫的暂时神经联系理论 ,即 想象是过去经验中已经形成的那些暂时联系进

行新的组合过程。这说明学生已有的经验是产生想象的基础 ,学生只要具备对象的表象储存 ,就

不难形成审美想象。

(二 )诗的意象不是具体的个别事物 ,而是抽象的、概括性的。我们不知道诗中写的究竟是什

么时空下的情景 ,但又总觉得是在哪里见过 ,体验过。教学这类古诗 ,仅用语言的描述 ,显然是不

能调动起学生的想象力的,正确的做法是启发学生先将诗中抽象的、概括性的意象个别化、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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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然后再将它们组合成新的完整的画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想象过程。且看王维的《鸟鸣

涧》:“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
诗中

“
人

’’JF夜’’g月 ’’JJ鸟”
诸意象未加任

何限定词语 ,是抽象的、概括性的,是一种类化了的意象。此类意象在诗中仅作为一种符号供读者

认识 ,并进而分化为具体的形象。例如这
“
人

”
,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 ,是老人还是年轻人 ,是诗人

自己抑或其他什么人?读者可以任意想象分化。可以看成是自己,也可以看成是别人 ,抑或一切

与之发生共鸣的人。总之 ,读者的想象越丰富 ,对意象的分化则愈加丰富具体。虽然不同的读者

在想象上可能千差万别 ,但只要将分化的各意象联系起来 ,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画面 ,不同的读

者就能感受到大体一致的内在意蕴。这种境异而意同的想象效果 ,从审美对象看 ,在于格式塔心

理学派所说的那种
“
格式塔的变调性

”
,即不管知觉到的力的图式差别多大 ,只要它们的基本结构

有一致性 ,就可以唤起大体相同的情感体验。从审美主体看 ,虽然不同的读者的经验有异 ,并有着

广阔的想象自由,但这种自由想象不是脱离诗本体的无意想象 ,而是基于诗的意象的再造想象 ,

所能引起的情感体验在大体上是相同的。

(三 )诗的意象反映的不是事物的全体 ,而是其中的局部。这类诗多见于叙事诗。教学时应启

发学生进行补充或扩展性想象。如欣赏杜甫《石壕吏》诗 ,就需要如此想象。诗里写县吏抓兵 ,老

妪被迫服役的情景。从老妪开门周旋 ,与县吏据理相争到最后被迫服役这个过程中 ,作者所见所

闻是很多的,但作者只挑选老妪的陈词来写 ,其余则作为空白处理了。有意思的是 ,那些未写的东

西我们不仅不觉得少 ,反而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得到它们。我们仿佛看到了县吏如狼似虎的横蛮形

象 ,看到了儿媳孙子的惊吓之状 ,等等。显然 ,这是由于我们根据诗中局部情景补充、扩展想象的

结果。老妪的哭诉只是
“
有吏夜捉人

”
的整个过程中的局部倩节 ,但由于它是整个场景中具有代表

性的局部 ,有-种“
张力

”
,这种张力指向着它们原来联系着却未被写入诗中的情节。它象一只无

形的手牵着我们的想象去拥抱那些省略了但却存在着的情节。如老妇
“
致词

”
共十三句 ,多次换

韵 ,明显地表现出多次转折 ,可以使我们想象到县吏的多次怒呼、逼问。又如诗中只写
“
老翁逾墙

走
”
而未写他是否回家 ;只写

“
如闻泣幽咽

”
,未写泣者是谁 ;只写老妇

“
请从吏夜归

”
,未写她是否

被带走。但我们从
“
独与老翁别

”
一句想象开去 ,就会完全明白:老翁已经归家 ,老妇已被带走 ,那

位吞声饮泣、不敢放声痛哭的自然是那个
“
出入无完裙

”
的年轻媳妇了。这种从局部想象到整体 ,

从基本情节想象到其中细节的欣赏过程是符合人的心理特点的。完形心理学派认为 ,当 不完全的

形呈现于眼前时 ,会引起视觉中一种强烈追求完整的倾向,即会激起一股将它补充或恢复到它应

有的完整状态的冲动力。

(四 )诗的意象具有寓意 ,其本意不在描写的事物 ,而在与之相似或相近的人物、思想、感情等

等。对于这类诗 ,要启发学生把诗中强调的形象的特征和人生、社会联系起来想象。例如陈子昂

《感遇》(其二),共八句 ,前半赞美兰若秀丽芬芳 ,后半转而感叹其芳华零落。诗人本意是什么呢?

教师可启发学生由物及人去想象 :这样写与作者有何关系 ,寄予了作者怎样的感受?这样学生就

会由兰若芳华零落 ,想到人的年华流逝 ,从而深切体会到诗中的深远寄意。古诗中的那些题为《咏

怀》、《感遇》的作品,多数是有寓意的。在这些诗里 ,取作象征的意象 ,相当广泛 ,而寄寓的内容多

半是人生政治的感慨 ,如阮籍《咏怀》中
“
西方有佳人

”
一首 ,以 不能与佳人交接表现理想不能实现

的忧伤 ;张九龄《感遇》中
“
江南有丹桔

”
一首 ,以 丹桔经冬不凋 ,表现自己坚贞的品格 ;李商隐《无

题》诗中,以 失意的爱情表现自己失意沉沦的身世遭遇等等。诸如此类 ,都只有根据诗中形象的特

征由此及彼、由物及人去联想和想象 ,才能真实地把握诗的形象所蕴含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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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论述表明,只要对古诗的意象特征作出准确判断 ,并依此展开想象 ,就能真切体会到诗

的
“
象外之象

’’H味
外之旨

”
。但是 ,由 于想象不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它是人的一定知识、经验基

础上的产物 ,因而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除了要掌握上述想象的方式方法外 ,还要重视如下几点 :

(一)知识经验的准备。文学欣赏中的想象 ,作为一种审美心理过程 ,它是欣赏者新旧知识、经

验按照一定的目的重新组合的过程。人的知识领域的大小 ,生活经验的多少 ,直接影响着想象水

平的高低。例如 ,我们欣赏柳宗元的《江雪》诗 ,如果不了解写作背景、诗人生平的有关知识 ,就很

难想象到诗中垂钓孤舟的渔翁形象所寄寓的情思 ;如果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关于杨柳的经验 ,欣

赏贺知章的《咏柳》,又怎能想象到它那婀娜多姿的情韵?可见 ,一定的知识和经验是进行想象的

基础。教师应通过种种途径 ,如文字介绍、图片、影视、参观、游览、调查等 ,丰富学生的有关知识和

经验。这样 ,学生进行想象时就有所本 ,而不至于为无米之炊了。

(二)解释学生不懂的词语。学生只有在认识了诗的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发挥想象 ,才能形成合

于诗情的审美意象。因此 ,教师为学生解释不懂的词语很有必要。一般说来 ,这样一些词语需要

解释 :1.古今含义不同的词语。如李白《夜宿山寺》中
“
危搂高百尺

”
的

“
危

”
,王 昌龄《出塞》中

“
但使

龙城飞将在
”
的

“
但

”
,白 居易《暮江吟》中

“
可怜九月初三夜

”
的

“
可怜

”
等。这些词古今意义不同 ,如

果学生从今义去理解 ,由此而生出的想象就会不可思议。2。 用法特殊的词语。如孟浩然《宿建德

江》中
“
野旷天低树 ,江清月近人

”
两句 ,诗中

“
低

”
是比树低的意思 ,“ 近

”
是更接近人的意思 ;王安

石《夜泊瓜州y春风又绿江南岸
”
中的

“
绿

”
,是

“
使⋯⋯绿

”
的意思。如果学生不了解这些词语在诗

中的特殊用法 ,那么对诗句的理解就会有困难 ,自 然也就无法引起有关想象了。3。 意念上模糊的

词语。如陈陶《陇西行》诗 :“誓扫匈奴不顾身 ,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

人。
”
诗中

“
是

”
就是一个意念模糊的词语。

“
是

”
从字面上看是表示肯定 ,从诗意看是表示否定 ,丧

身胡尘的
“
无定河边骨

”
在他们亲人妻子的眼里仍然是人 ,在普通人的眼中却不是人而是-堆白

骨。可见 ,“是
”
不完全肯定 ,而是在肯定中暗含着否定。字面上的肯定 ,是为了引出更强烈的否定。

当然 ,这种意念模糊不是含混不清 ,而是一种模糊美 ,是全诗的悲剧特征之所在。如果学生对此不

认识 ,单从肯定方面去理解 ,其想象显然是有悖诗的旨意的。

(三)引导学生深入体验诗的内在意蕴。诗歌欣赏 ,仅仅根据诗的描述再现出事物的形象 ,而

不由表及里深入挖掘审美对象的内在意蕴 ,想象是不可能深刻的 ,自 然也就不可能有审美创造。

文学作品的意蕴有情思和性格两个方面。在诗歌艺术中,主要指情思。欣赏者在想象过程中对诗

的意蕴深入体验的结果 ,便是审美意象的形成。如李白的《朝发白帝城》,即使从来没有到过长江

三峡的人 ,也可以根据诗中的描述和自己头脑中旧有古城、丛山、峡谷、激流、轻舟、猿声等表象经

验 ,经过重新组合 ,构成长江三峡的新形象。这一长江三峡的新形象就是审美意象。这时 ,作为欣

赏者审美意象的三峡形象 ,已 不完全是原诗所描绘的样子 ,其中已渗入了欣赏者独特的理解和创

造。因此 ,审美意象实际就是欣赏者的主观想象所创造的意识化的新形象。

我们应怎样由表及里、深入体验诗的内在意蕴呢?欣赏经验告诉我们 ,任何文学作品的内在

意蕴 ,不可能离开一定的语言载体而存在 ,诗歌亦然。这种蕴于诗内而形于诗外的语言载体 ,就是

所谓
“
诗眼

”
,它是欣赏者审美体验进程中的路标。在一首诗中可以是一个词语 ,也可以是一个句

子。我们欣赏这些古诗时,只要抓住这些词语或句子琢磨深究 ,就能在欣赏过程中准确深入地体

验到诗的意蕴 ,从而使审美想象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