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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燮论诗歌创作中的形象思维

江

叶燮是清初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

美学家。他的一些关于诗歌理论和美学的

卓越见解,除了见于探讨诗歌发展本末源

流的专著 《原诗 》外,更多地散见于他的

诗文集中。这些见解,具有朴素的唯物辩

证思想。而在探讨诗歌的创作方法时,对
于诗歌创作中的形象思维作了非常精辟的

论述。

自宋明以来,不少诗人,文艺理论家

已经深深地感到诗歌创作自有其不同于一

般散文创作的规律和特点,对于由韩愈开

创的 “以文为诗”,苏 (轼 )、 黄(庭坚)推

波助澜而至于极的诗歌散文化倾向表示出

不满和忧虑。诗歌创作是否有自身的规律

和法则可寻,这是宋代以来长期争论的一

斌

个大问题。在江西派的黄庭坚、吕本中等

入的诗论中,就开始了关于诗歌创作方法

的讨论。在江西派以后的严羽和明代前后

七子,针对宋诗中出现的 “以文为诗,以

才学为诗”的不 良倾向,提 出应把盛唐诗

歌的 “兴象、风神、格律 、音调”作为诗

歌创作纠偏而必须遵守的法则。李梦阳甚

至提出: “夫文与字一也。今 人 模 临 古

帖,即太似不嫌 ,反 曰能书 9何至独文章而

欲 自立一门户也。”①要求学习前人要如

孩童学写字一样,旦夕临摹,这种樾开艺

术反映现实的原则而锆误地 把 “流” 当
“
源

”
的办法,只能把诗歌创作引入邪路。

叶燮针对复古主义的锆误倾向,探索诗歌

的 自身特点时,极有创见地阐述了诗歌创

出,后世演唱不绝。这其间的原因,艺术

上的奥妙,不能不使入思萦。此外, 《六

十种曲》还保留了一些讽刺喜剧,如孙仁

孺的 《东郭记 》、汪廷讷的 《狮吼记 》。

这对研究中国喜剧的发展也提供了重要的

材料。

《六十种曲 》选编了如此众多各具艺

术风格的 作品, 称得上是一 代文学 的画

廊。它们所积累的艺术经验,是我们发展

戏曲艺术的宝贵财富。

《六十种曲》的编刊印行距今已三百五

十年。在这段历史过程中,传奇已由鼎盛

变而为销声匿迹。但中国的戏曲并未因此

终极,而是出现了众多的地方戏,戏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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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出现了更为壮观的场面。研究中国戏

曲由杂剧而传奇,由传奇而地方戏的演变

过程,是对发展今天的戏曲艺术很有启示

的。我们探索明传奇的发展,自 然也就成

为必需。众多的明传旮,该从何下手研究

呢?大概应该从《六十种曲》开始吧。因为

它展现了一代传奇之风姿。我们是可以通

过它,研究亻探索明代戏曲发展规律的。

参考资料 :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月汇考》

张庚、郭汉城 主编《中口戏曲通史》叫l册

第三编《昆山腔与弋阳诸腔戏》。
《中国大百科 全书 ·戏曲曲艺卷》的《宋

元南戏》条 (第 366页 )、 《明清传奇与杂剧》

条 (第 255页 )、 《戏曲文学》条 (第硅75页 )。



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

叶燮认为,诗歌创作中是不存在任何

必须遵守的法则的。如果有 ,也只是 “先揆

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谬,则理得;次徵诸

事而不悖 9则事得;终絮诸情 9絮之于情而

可通,则情得
”

的自然之法。②离开了艺术

反映现实的这一法则,以主观固定的模式
(即 “死法”)去衡量一切,对诗歌创作是

不可能起什么作用的。他以 “法不能凭虚

而立”的观点,指 出诗歌创作中不存在离

开具体诗歌而固定不变的 “死法”。 “若

夫诗,古人作之,我亦作之。自我作诗而

非述诗,故凡有诗,谓之新诗。若有法,

若教条、政令雨遵之,必如李攀龙之拟古

乐府而后可。诗⋯⋯必言前人所耒言,发
前人所未发,而后为我之诗。”e既然诗

歌所反映的对象足客观事物,而客观事物

却是 “纷纷于形体之万殊”和 “万有之变

态”,这种特性,决定了它们不是任何主

观设计的固定不变的模式所能包含限制得

了的。另外,叶燮虽然认为诗歌要反映出

客观事物白'0理 、事、情,但更重要的是应

该反映出统摄了三者的生气。 “得 是 三

者,而气鼓行其间,纲蕴磅礴 , 随 其 自

然,所至即为法,此天地万象之至文也,

岂先有法以驭是气哉!″ 0诗歌创作,并
不在于描摹事物外形和表象,而在于捕捉

到它的神态和生动的气韵。如果 “舍其自

然流行之气,一切以法绳之,夭矫飞走,

纷纷于形体之万殊,不敢过于法,不敢及

于 法 ,将 不 胜 其 劳 ,乾 坤 亦几乎息

矣。″0

诗歌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纷繁复杂,这
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从创作主体

的人来说,人的主观思想感情变化万端 ,

更非固定的死法可以限定的。 “夫法者 ,

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无定,由情不

一,不一之情,所 向殊途。”③对此,叶
燮以朴素的唯物观点,论述了人的感情的

变化和差异。 “夫境会何常,就其地而言

之,逸者以为可挂瓢植杖,骚人以为可登

高望远,豪者以为是秋冬射猎之场,农人

以为是祭韭献羔之处⋯⋯境一而触境之人

之心不一。”⑦对同一自然景物,由于人

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的差异,就会有

不同的情感体验,写 出的诗文就会呈现出

不 同 的 内容和风格。因而,任何文学创

作,都要求诗人主观心灵的自由驰骋,摆
脱任何法则的约束。文艺创作真正的法则

却
“
在神明之中,巧力之外9是谓变化生

心”
。0优秀的文学作品,元一不是心灵的

自由活动的结晶。 “故文章家止有以才御

法而驱使之,决无就法而为法之所役¨¨

无才贝刂心思不 出,亦 可 曰,无心思 则才

不出。″0而人们的心思 “本无涯滨可穷

尽,可方体,每患于局而不能虑,扁而不

能发 ,乃故囿之而不使之摅 ,键之而不使之

发,则萎然疲茶,安能见其长乎?” @值

得注意的,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创作问

题:即诗歌创作应该从作者对客观生活的

认识、感受去自由地进行创造呢?还是相

反,即从先验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出发,

削脚适履地让丰富的生活实际和多变的作

家感情去服从这个所谓法式,这个问题上

的分歧,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艺术观

和写真实的艺术观的分歧。既然诗歌创作

中的主客观因素都不是任何死法所能限制

的,那么,象明代七子所说的法,只能把

诗歌创作引入邪路。 “⋯⋯然以此有数之

则而欲限天地景物无尽之藏,并 限人耳目

心思无穷之取,即优于篇章,使之连咏三

日,其言未有不穷而不至于重见迭出者寡

矣。”⑧根据诗歌创作的这一特点—— 既

要遵循诗歌反映现实这个基本原则或称为
“定位

”,又要抛 弃 任 何 人 为 的 “死

法”。因而叶燮指出诗歌在反映客观事物

的前提下,另有一 种 “作 者 之 匠 心 变

化”,不可言的 “活法”(即 “虚名”
),



这种 “活法
″

与
“虚名”,其实就是指诗

歌创作中的形象思维。

叶燮在肯定诗歌创作必须以客观事物

的理、事、情为反映对象的同时,叉指出

它和一般的认识的区别。诗歌创作决不能

如钉钉木,如 印刷泥那样机械 地 照 抄 现

实。他认为那种 “实写理、事、情,可以

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⑦因

为 “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

之言之,可徵之事,人入能述之,叉安在

诗人之述之。”0“诗歌创作不拘泥于写

实的特点,在 叶 燮之前的一些文艺 理 论

家,如皎然、司空图、严羽等 就 认 识 到

了。谢榛曾说: “写景述事,宜实而不泥

于实,有实用而害于诗者,有虚用而无害

于诗者。”⑦吴乔则说: “实做则有尽 ,

虚做则无穷。”⑧但在具体的创作中,怎

样实和怎样虚,则未作进一步解释。叶燮

根据诗歌创作的特点,在前人的基础上 ,

捉出诗歌反映客观事物的理、事、情时应

该 “想象以为事,幽渺以为理,惴恍以为

情。”⊙

诗歌创作中 “想象″的提出,无疑是

一种真知灼见。诗歌创作既要遵循源于现

实、反映现实这一 “定位”和 “死法”
,

又要避免成为实写理事情 的俗儒 之 作 ,

“想象
”正能圆满地解决这一矛盾问题。

因此,在诗歌反映现实的大前提下,可以

说诗歌创作的根本特点就是想象活动的飞

跃。因而,叶燮认为缺乏想象力的诗敬,

决不是真正的诗熬艺术。
“
《宿左省作》“

月

傍九霄多
′句,从来言月者,只言圆缺 ,

言明暗,言升沉,言高下, 未 有 言 多少

者。若俗儒,不 曰 ‘
月傍九霄明’,则 曰

‘
月傍九霄高

’,以为景 象 真 而 使字切

矣。”⊙

那么,诗歌创作中的想象有什么特征

和规律呢?叶燮在对杜诗的分析中阐明,

诗歌的想象,首先应建立在客观事物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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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

叶燮所说的想象,顾名思义,想而成

象也。它必然是由诗人主观心灵的铸造而

重新构成的艺术形象。但是,这种曲心灵

孕育而成的艺术形象,必须建筑在客观事

物的基础上,是以客观事物的具体表象为

基础的想象。 “天地万物无 不 可 供 其陶

铸,极其念虑之所之。”⑩因而,这种基

于现实的想象,决不同于脱离现实生活的

幻想。 “
诗是把现实作为可能性,加以创

造性的再现。因此,凡是在现实生活中不

能有的,那也就不能成其为诗的。”⑩叶

燮在论及杜甫诗时,明确地指出想象的这

一原则: “《夔州雨湿不得上岸作 》 ‘
晨

锺云外湿’句⋯⋯俗儒于此,必曰: ‘
晨

锺云外度
9,叉必曰 ‘

晨拄云外发
’。决

无下
‘
湿’

字者。不知其隔云见锺,声中

闻湿,妙悟天开,从至理实事中领悟,得
此境界也。”⑧这种从 “至理实事”中的

妙悟,正是揩明想象必须植根于现实的土

壤中。由于想象这种特点,诗入的生活阅

历愈广泛,他的想象力也就愈丰富。因而

叶燮强调诗歌创作
“
非能明天下之理,达

古今之 事 ,穷 万 物 之 情 者 ,未 易 语

此。”⑧

另外,叶燮认为心灵孕育而成的艺术

形象,它不是客观事物的复制品,与客观

事物
“
离形”,它又必须体现出特定的自

然事物的风貌特征 , 与 现 实 事 物
“
得

似”。 “
盖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随我之所

触而发宣之,必有克肖其自然者,为至文

以立极。”⑧这种克肖自然,具有高度美

学效果的
“
至文”

,正 是要求凭想象所构成

的艺术形象,必须不违背生活真实,不违

反具体事物和它的特征。艺术形象如果不

与现实中的客观事物
“
离形得似”,就不

能为人们所理解,这样的想象就会成为醉

汊或疯子的呓语,也就失去任何存在的价

值了。想象的这一特征,叶燮作了非常精



辟的论述。

如 《玄元皇帝庙作 》 “
碧瓦

初寒外” 句,逐字论 之 , 言 乎
“
外”,与 内为界也。 “初寒”

何物,可 以内外界乎?⋯⋯·“
寒

者”,天地之气也。是 气也,尽
宇宙之内,无 处不充塞;而 “

碧

瓦”独居其
“
外”, “

寒” 气独

盘踞于 “
碧瓦” 之 内 乎 ?¨⋯·

“初寒”无形无象, “碧瓦”布

物有质B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

知其写
“
碧瓦”乎?写 “初寒”

乎?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

虽稷下谈天之辩,恐至此亦穷矣 !

然设身而处当叶之境会,觉此五

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

象,感 于 目,会于心 ,意 中之言 ,

而口不能言;口 能言之,而 意又

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想象之

表,竟若有内有外,有 寒,有初

寒,特借 “碧瓦”
一 实 相 发 之

⋯¨虚实相成,有无互立,取之

当前而 自得,其理昭然,其 事的

然也。⑧

这段议论表明,诗歌在反映现实的过

程中,由于诗人想象的作用,使得诗中所

描绘的客观事物的理、事、情和现实生活

的理、事 、情发生了很大的差异。经过诗

人想象后,诗中的客观事物 (即想象以为

事 )是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它是 “凡

是之所出的无是事
”。其中所含之理,必

然是 “
名言所绝之理

”,是 “无理之理
”

;

也即是叶燮所说的 “幽渺以为理。”诗中

这种特殊的 “理 、事”,是不能以抽象的

概念的语言来解释的。正如叶 燮 所 指 出

的, “若以俗儒之眼观 之, 以 言乎理 ,

理于何通?以言乎事,事于何有?所谓言

语道断,思维路绝。”⑦然而,这种特殊

的理、事、并非真不可解,只是不能 “实

诸事以解之”。只要读者顺着诗中形象的

指引和暗:示 , 体验到诗人当 时的思 想感

情,诗 中所描绘的 “至虚、至渺”
的情景

和包孕的理、事,就会变得 “至实、至近的
⋯⋯灼然于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

著也。”④因而,凭借想象力所创造的诗

歌 ,是不能以逻辑和理智去理解的。
“
诗歌

不能凭仗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

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

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0
诗歌反映现实,除了想象 这 一 特 征

外,另一个特征是诗歌创作自始至终都必

须以具体事物的情状 (即事物的特征 )为

反映对象。叶燮指出: “文章者,所以表

天地万物之情状也。”⊙ “而语于诗,情
之一言,义固不易。”0这就是说,诗歌

作为艺术反映客观事物的特殊之处,正是

在于诗歌必须捕捉、发掘和反映事物的主

要情状,并且在提炼、概括和想象中始终

不离开事物特征,这一特点正是诗歌不同

于其它非艺术性的对事物一般的认识和反

映,也正是形象思维的一个最 根 本 的 特

点。他说: “
六经者,理事情之权舆也。

合而言之,则凡经之一句一义皆各各此三

者而互相发明,分而言之,则 《易》似专

言乎理, 《书》《春秋 》《礼 》似专言乎

事; 《诗》似专言乎情。”⑩但是,充满

生机的客观事物是
“
情状万千”,即使了

无生气的枯木,也有着
“
向背、高低、上

下”等多方面情状。事物情状的多样性,

导致了不同诗人在选择同一事物情状特征

时,可能选取不同的情状: “
盖事物一而

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 于 一 功 一

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同而

旨则 异,故一 事物之 想,可 以 孑 立 应

多,守常处变。”O但是,诗人在选择事

物的情状时,必须基于对事物的本质——

“理”的认识。所选择事物的情状总是和



事物的理是相联系的。 “
情必依乎理,情

真然后理得”,③ “
事与物之情状不能外

乎理也”,② “理者与道为体,事与情总

贯乎其 中 ,惟 明其 理 乃 能 出 之 而 成

文。”⑧叶燮更以绘画艺术为例,证明艺

术创作在选择事物情状时,必然体现着对

于理的认识: “天地无心而赋万事万物之

形,朱君以有心赴之而天地万事万物之情

状皆随其手腕以出,无有不得者⋯⋯知其

于事物 之 理 洞 照 于 中而 运 以 己之 神

明。”④诗中的艺术形象,正是事物情状

在诗中的反映,它既体现出事物本身的情

状,又包含着事物杓本质。诗歌以事物情

状为反映对象的特性9并不是诗歌在反映

客观事物时可以抛.开 事 物 的
“理 ” 和

“
事

″,因为客观事物所含的
“理、事、

情”, “三者缺一,则不成物”,只不过

诗歌在反映客观事物的理、事、情时,是
“
因物赋意,因情传事

”,⑤ 事物的表象

(即 f事”)9和 诗 人 对客观事物的理的

认识 (即 “
意”),都通过这一独特的艺术

形象 (即诗中所反映的情状)充分地表现出

来了。囚而,诗中的艺术形象乃是客观事

物和诗人思想的高度融和。当然,摄入诗

中的客观事物情状,由于想象的作用,它

已不同于现实生活中客观事物的情状,这

种变化的结果'使得诗中所描绘的情状 ,

是
“
惝恍以为情”。诗歌反映现实这一特

征,使得诗中的艺术形象,既具有鲜明的

个性 (情状),但在这种个性中又包含着普

遍性(理 ),这样的艺术形象,正是本质与

个性的统一,是本质的个性化。这正是艺

术认识、反映现实与哲学认识反映现实的

最大区别之一。

在阐述诗歌反映客观事物 的 特 殊 性

时,叶燮指出了感情在形象思维中的重要

作用。

叶燮和许多文艺理论家一样 , 认 为
“
诗者,情也”,诗歌是长于抒发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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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被外物所动的感情的。不能遏止的感

情,乃是诗歌创作的起因和动力。 “
原夫

创始作者之人,其兴会所至,每无意而出

之,即为可法可则。如三百篇中,里巷歌

谣、思妇劳人之吟咏居其半。彼其人非素

所诵读讲肆推求而为此也,又非有所研精

极思、腐毫掇翰而始得也;情偶至而感,

有所感而鸣,斯为风入之旨⋯⋯。”⊙同

时9如 前所述 ,叶 燮又指出诗歌乃是反映容

观事物情状的。初看起来,这同一 “
情”

字所代表两种不同的概念,是歧义和矛盾

的。但其中正是包含了作者对艺术反映现

实的特点的深刻认识和见解。诗中的艺术

形象,正是客观事物的情状 在 诗 中 的反

映9而这一艺术形象的创造,总是伴随着

诗人的感情因素,并由诗人的感情孕育而

成的。 “
最强烈地影晌形象形 成 的 是 感

情o” ④叶燮说: “
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

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

当其有所触雨兴起也 ,其意、其辞、其句劈

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

而为情、为景、为事⋯¨”④从诗歌创作

的
“
有所触

”
开始,到诗歌创作的完成——

即艺术形象的构成 (“ 出而为情、 为 景、

为事
”)这个过程始终都

“取之 于 心”
,

都渗透着诗人内心的感情,而艺术形象的

铸造,也必然受到诗人感情的 支 配 和 驾

驭。 “
信手诗文一道,根乎性而发为言,

本诸内而表诸外。”①正是指明了诗歌创

作过程 9就是把诗人内在的感情,艺术地外

现的过程。诗入的感情 ,只有通过艺术形象

(即摄入诗中 的 事物 之情状 )而显现。

艺术形象既是感情孕育的结果,又是感情

的凝聚和体现,因而诗歌创作中形象和感

情必须成为一个有机的结合体。
“画者 ,形

也,形依情则深;诗者,情也,情附形则

显。是理也,宁独画与诗哉,推而极之,

天地间无一物一事之不然者也。”⑩诗歌

创作的这一特性,使得抒情的诗歌,必须



在感情逻辑的支配下,在客观事物的基础
上,孕育形象,最后以形象表现出来。这

样,作为长于言情的诗歌,必须赋予感情

以可见的形象,才能把抽象的感情显现出

来。这种
“
形”虽然取材于现实,但却是

感情孕育而戍的,也是为了表现感情而创
造的。因而,想象的过程,就是以带有特

征的客观事物为蓝本,通过作者思想感情

的铸造而构成形象,以形象表达作者思想

感情的过程。 “想象力的形象并非感觉的

印象的简单仿造,而是记忆的 片 段 的重

拟、解释和象征'他们取代客体、感情和

思想。”①叶燮所说的诗主乎言情和诗歌

歌反映事物的情状,其实是一个二而一的

东西。这正是一般理论家所说的
“
请、景

名为二,而实不可离。”因而,缺乏丰富

的生活经历和缺乏深厚的感情,想象就无

法起飞,艺术形象就难于创造出来。诗歌

反映现实时,也 只能 创 造出一 些平庸的
“
可以言之、解之″的俗儒之作。

叶燮在论述形象思维时9把诗歌反映

现实的特点和方法概括为三句话:他讲的
“
言在此而意在彼”,就是诗歌的表现手

法, “
不质言之,而比兴言之”, “

泯端

倪而离形象”,就是不要执着拘泥于客观

事物的表象,而要充分发挥诗入想象力
'

孕育出新闸艺术形象。 “绝议 论 而 穷思

维″,就足诗言情而不言理,但其中叉包

含着深刻的思想。

从以上可以看出,叶燮在论述诗歌创

作中形象思维的特征时'首先肯定了诗歌

必须以客观事物的理、事、请 为 反 映对

象,纠正了严羽离开艺术反映 现 实 而 谈
“
妙悟”的缺陷,这样就把形象思维牢田

地建立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了。但

同时又指出诗歌反映现实是 “想 象 以为

事”,这样就正确地解决了艺术和现实之

河的辩证关系。

另外,叶燮闩明了形象思维不同于抽

象思维而又富于理性认识的特点,纠正了

从严羽到明代七子和清初王士祯等强调诗

歌美学效果的同时轻视诗歌的思想内容的

错误倾向。这一精到的见解,不但和俄国

的伟大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提出形象思维

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一观点的提出比

别林斯基 (1811.— 1̄848年 )早 一个世纪。

最后,叶燮在论述形象思维时,指出

诗歌创作从对事物的认识开始,到艺术形

象的完成,诗人主观心灵始终都不脱离具

体的客观事物。诗歌中的艺术形象和思想

感情,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对于艺术

创作中那种否定形象思维,把艺术创作过

程归结为
“
表象—— 思想—— 表象

”公式

的错误,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叶燮对形

象思维的认识,虽然不可避免地有着时代

的局限性,如 当时未明确提出形象思维的

问题,对这一个问题的论述也缺乏鲜明的

系统性,但是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许多论述

及其中一些精辟见解,在今天仍具有借鉴

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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