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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即意象》从美学、心理学、符号学、传播学、文化人类学的多维视角来审视和参悟中西艺术中
“意象”范畴的丰富内涵，确立“艺术即意象”的本体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艺术意象的生
成、构造的特质及其传播、流变的规律；进而就中西意象艺术的发展及其相互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
对于大众传播时代的意象消费展开了具体深入的讨论。
正是基于对艺术意象的广泛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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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旭升，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版专著：《艺术之维》（2001年）、《艺术创造动力论》（2002年）、《中国戏曲审美文化论》
（2003年）、《中国现代戏剧重大现象研究》（2003年）、《戏剧艺术原理》（2006年）、主编：《
中外艺术关键词》（上下卷，2009年）、《广播电视艺术学通论》（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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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从历史本体到心理本体 以一种意象艺术美学的视野来观照中西艺术审美的历程，能够更
为明晰的显示出艺术意象的精神特质，显示出从历史本体到心理本体的积淀过程。
 就中国古代艺术意象而言，汪裕雄曾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象归为“诗乐意象”和“楚骚意象”两大流
脉，以“兴观群怨”的诗乐意象与“发愤抒情”的楚骚意象相对举。
汪裕雄指出：在中国，诗乐皆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产物，将一切情绪都归入礼治的正轨，使人
情政治化、伦理化，这便是诗乐意象的情感净化功能；而楚骚与此不同，其意象“盖自怨生”，一腔
忧愤，突破礼义规范的铁闸奔涌而出，化为狂放不羁的想象而入于幻渺的神游之境，抒发的是一己的
人生感慨，获得的个体的精神自由。
诗乐意象虽强调“兴观群怨”，却追求个体与社会群体和谐，而楚骚意象在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则是
一种遗世独立的人格所焕发的感人力量。
从意象的内在构成来看，诗乐意象强调外物兴发感动，它所带来的主体内在情感冲动，需纳入外在的
道德规范而趋于完善，情感的起始与归宿，两皆由外而及内；楚骚意象却强调主体内在美质的外扬，
而不求假借于外物。
“发愤抒情”本身就意味着跟现存社会秩序与理性规范的冲突，本身就反中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发愤抒情”正是对儒家“致中和”的审美理想的一种反拨与消解。
并且，诗乐意象与楚骚意象的哲学归属也判然有别。
诗乐理论借重于儒家，楚骚精神则借重于道家，表现出一种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对儒家仁义道德愤激
的批判态度。
从而，可以说，《乐记》与《诗大序》将易象引入诗乐，构成“感物动情”，创造以物象为基础的喻
象和兴象，以此意指政治伦理情感；即使是较为自由的“兴象”，最终也不脱伦理教化的总的轨道。
楚骚意象以“抒中情”为归趋，在想象中随机驱遣种种幻觉意象，特别是通过传统民间民俗意象的取
用，实现抒发主体情意的相对自由。
楚骚意象业已突破现存社会理性规范的拘囿，对这种社会理性规范本身，仍不无怀疑、动摇和消解作
用。
因此，每当社会历史转折关头，敏感的士人总不忘返顾楚骚传统，并借以否定旧的理性结构而呼唤新
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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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即意象》是一本从意象本体的角度来探究和理解中西艺术及审美文化的基础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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