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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意象和意境的关系 

朱志荣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241) 

摘要：意象与意境是两个相关的范畴，两者的含义有一定的重叠。意象是关于美的本体形态的指称，意 

境是意象的境界。主体通过意象建构的独立 自足的世界，由单个意象及其背景或意象群及其背景在主体的心 

灵中所呈现的整体效果．就是意境 意象通过具体可感的 “象”得以呈现，经由主体的超感性体悟在心中成 

就意境 意境范畴的使用是对意象范畴的拓展。主体在感悟意象时，由象生境，意在境中。意象和意境都以 

“心”为本．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 意象源自心象，意境源自心境。意象和意境都体现出创造性，都追求 

虚实相生 主体通过情景交融创构了意象，是意境的前提和条件。意境超然于意象之表，具有超越性、层次 

性特征，并且更鲜明地彰显了风格特征。意境讲究格调层次，同时也折射了审美主体的精神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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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和 “意境”这两个范畴在中国古代出现的时间有先后，内涵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但中国 

古代学者在使用 “意象”和 “意境”范畴的时候，常常会有混用的情形，尤其在指称情景交融等特 

征方面，两者的含义是相通的，并且有重叠之处。当然，作为两个范畴，它们必然是有差异的。古人 

受时代的局限没有做严格的界定，使得这两个范畴表现出一定的模糊性和灵活性，这种模糊性和灵活 

性增加了我们理解上的困难。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学者在使用意象和意境这两个词的时候，也有 

混用的情形．虽然已有不少学者试图对两者加以区分，但对于意象和意境关系的阐释依然存在着种种 

的混乱和矛盾．迄今还没有形成明确而一致的意见。现在我们有必要从学理上阐明两者的异同及其关 

系，这也是现代学科形态的要求。这里，我兼顾两者自古以来在长期的运用实践中的主流情形和现代 

学理上的严谨要求这两个方面，来对意象与意境的关系加以辨析。 

历代学者对于意境范畴的内涵及用法的理解并不一致，不少学者把它等同于意象，或者在具体的 

使用中只体现意境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学者们虽然在对意象和意境的理解上有很多分歧，但有一点是 

肯定的，那就是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意象与意境的含义是相关的，两者之间有一定的重叠。正是这种重 

叠导致了人们对这两个概念混用的情形。 

意象是关于美的本体形态的指称。审美主体对 自然物象、社会事象和艺术品等的鉴赏，以意象的 

创构为旨归。陆时雍说：“树之可观者在花，人之可观者在面，诗之可观者，意象之问而已。”①把意 

象看成诗歌可观的风采。罗庸则将其推及一切艺术，认为：“意象是一切艺术的根源，没有意象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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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艺术。”① 在审美活动中，主体的感发在意象创构中起着主导作用。主体通过能动体验及传达能力， 

使意与象交融契合。意象中的象，既包括主体感官所感受到的物象和事象，也包括主体的拟象。《周 

易 ·系辞上》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② 正是指其拟 

象的特征。意与象交融为一，正是主体的情意与主体所体悟的物象、事象和拟象的浑然一体。在审美 

活动中，意象的创构体现出主体的创造精神，同时也常常包含着久远的文化积淀。在中国古代的美学 

思想中，以意象为本体的观点是贯穿始终的。意象范畴从先秦 《周易》和老庄思想中开始萌芽，到 

晚清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一直沿用至今，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 

主体通过意象建构的一个独立 自足的世界，就是意境。境在审美对象中通过 “象”得以呈现， 

经由主体基于感性又不滞于感性的超感性体悟在心中成就意境。境既有疆域、界限的意思，也有层次 

的意思。意象或意象群及其背景的整合可以营造出独特的意境，并在意象所依托的时空中得以体现。 

如齐白石运用黑和白两种视觉元素就能绘制出鱼虾在水中自由游走的境界。意境之中包含着真情实 

感 ，主体情真意切，方能创构真境界。意境是审美主体在心中所成就的，尤其体现在艺术创造和欣赏 

中。意境思想的提出和发展．明显受到了佛教心境说尤其是禅境思想的影响，丰富和拓展了意象 

理论。 

我们对 “意境”二字的理解既不能望文生义，也不能简单拆解。意境是奠定在意象浑融的基础 

上的。意境之中固然可以分析出意的成分和境的特点，但是说到底，意境不是意加境，也不是抽象的 

意的境界，而是意象的境界。也只有把意境看成是意象的境界，方才符合文学艺术的实际。如果说意 

象尚可分为意与象进行研究的话，意境却断然不可简单分为意与境。将意境简单地分成意与境，或将 

意境简单理解成意与境的关系，显然都是不恰当的。 

中国古代有不少将 “意”与 “境”相对举的情形。如托名自居易作的 《文苑诗格》说：“或先 

境而人意，或人意而后境。”③ 唐代权德舆 《左武卫胄曹许君集序》：“凡所赋诗，皆意与境会。”④ 叶 

梦得 《石林诗话》也说：“意与境会。”⑤ 北宋苏东坡 《题渊明饮酒诗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因采菊而见南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⑥ 这些论述中的境乃偏指物境，而非意境之境。 

王国维 《人间词 ·乙稿序》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 

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 

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⑦ 只有视意境为意象之境，把意境放在意象本体中去理解，王国维的这 

段话才是有道理的。 

意境是指单个意象及其背景或意象群及其背景在主体的心灵中所呈现的整体效果。意境乃由意象 

或意象群及其背景所构成的总体氛围，通过主体的体悟得以生成，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可见，意境 

表述着整个意象、意象群及其背景，是在意象的基础上通过营造的氛围呈现的。但意境不是意象及其 

背景或意象群及其背景本身，而是由意象及其背景或意象群及其背景所呈现的效果。意境是意象的结 

晶，是与意象相关的，既然关乎象，就应该是意象之境，而非抽象的意之境。意象为体，意象的象内 

与象外的统一，构成整体的境象，即意境。同时，意象以其简约、空灵的形态构成整体的意境。因 

此。意境是在意象之体上，把意象诉诸感官后 ．所获得的超然物表的整体性效果。意境通常更具有场 

景的有机整体感，强调的是整体的融会贯通。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意象所追求整体效果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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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 

意境通过具体的意象来呈现，意境附丽于意象，是由意象产生的效果。从审美的角度看，意境中 

是有象的。意境以构成意象的可听、可视、可感的具体形态为基础，仍然属于广义的意象范畴。意象 

是基本形态，意境是通过意象的感性形态而得以呈现的。自然山水和文艺作品等，都是通过意象呈现 

出意境的。主体在感悟意象时，由象生境，意在境中。陈子昂 《登幽州台歌》也是以象构境的。诗 

人登幽州古台，极目四望，眼前一片空茫，触发了他目空千古的孤独感，遂念天地悠悠，怆然涕下， 

其中显然是有象的。由广阔苍茫的意象而呈现出一个寂寥悠远的意境世界。再如王维 《辛夷坞》云：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全诗通过蓝田辋川的辛夷坞景色，表达作 

者孤寂的情怀，以幽静的景致与落寞的心境相映照，通过读者的欣赏成就意境。陆时雍曾说：“境成 

有象。”① 意境中因象而充满意趣。意境可以指独体意象及其背景所构成的境象，也可以指意象群所 

构成的整体境象，其中无疑都是包含着象的。 

意境基于意象而不滞于意象，由独立意象及其背景或由主导意象和诸多意象元素构成的意象群， 

呈现出一个作为整体的意境。这就是意境的整体性特征。无论是单个意象，还是意象群，都可以与背 

景构成整体，在效果上呈现出意境。20世纪以来，有些学者认为意象群构成了意境，有一定的合理 

性。罗庸曾说：“境界就是意象构成的～组联系。”② 陈良运说：“任何一首诗，不管它有多少意象迭 

加，或是一种意象独出，诗人所欲表达的意境只有一个。多种意象成境，更体现出意象是构成诗的意 

境的元件，任何一个意象都与意境的呈现有关。但任何一个意象都不能等同于意境，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③ 古风更简洁地概括为：“单体为象，合体为境。”④ 强调意境的整体性有一 

定的道理。不过，虽然意象群作为整体呈现出意境的效果，但意象构成意境的关键，不在于意象的数 

量，而在于意象及其背景在主体特定心境中所呈现的效果。意象构成意境的效果，并不都是由意象群 

构成的，独体意象及其背景依然可以呈现出意境。 

总之，源远流长的意象理论是意境说的基础，而意境说是对意象说的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 

意境范畴的出现，积极引导人们从境的角度体验和认识意象，从而深化了主体对意象的特质，特别是 

层次的认识，有力地拓展了人们对意象所指涉的对象与范围．并且对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起到了积 

极的深化作用。从此，在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中，有了自觉的境界追求。 

在中国古代人的观念中，意象与意境是有重合和相关的，说明两者有着诸多的共通之处。具体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意象和意境都以 “心”为本，体现了主体对对象的感悟与创构，因而具有鲜明的主体性 

特征。意象源自心象，意境源白心境。意象在主体的心中孕育、创构而成，是一种心象，是物象、事 

象和拟象在心中与意交融为一铸就的。作为一种心象，意象是动态生成的胸中之竹 在审美活动中， 

主体受到物象、事象的感发，常常通过能动体验，实现意与象的交融。郑板桥画竹时，先以眼观竹， 

再以心体悟，使竹作为物象由眼及心，在 tL,中与情意交融，成为胸中之竹。在审美活动中，灵感往往 

不期然而然，处于被激活的状态，即目、即心，瞬间生成意象。意象的创构是主体瞬间直觉的创造行 

为，受到主体灵感激发状态的影响。这通常是审美主体感物动情、神与物游的结果。在意象创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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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与景，物与我，在生命的层面，在体道的层次上是相互贯通的。 

意境是心灵的产物，是一种心境，主观的心性境地，更强调意象所赖以存在的心理时空，是意象 

在心中呈现的效果。王昌龄说 ：“目睹其物，即人于心，心通其物，物通即言。”“夫置意作诗，即须 

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① 强调 目击心应而成就意境的特点。皎然在 《唐苏州开 

元寺律和尚坟铭并序》中说：“境非心外 ，心非境中，两不相存，两不相废。”② 说明孤立的心外物 

象非境，孤立的心中之情也非境，心物交融，浑然为一，生成意象，方能在心中呈现出意境。梁启超 

《惟心》云：“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③ 可见，意境的创造离不开 

心灵的悟，即主体由悟而达到一种澄明、豁然贯通的境地。意境的感受也是主体在体验中创构的结 

果，是在心中成就其境的，体现了感悟、判断和创造的统一。主体在体悟 、造就意境时，心中也在呈 

现着自我的生命境界。在艺术作品的欣赏中，意境不是艺术家预成的，而是通过已创构的意象形态， 

激发欣赏者的联想，最终在欣赏者心中成就的。王昌龄 《诗格》云：“搜求于象，心人于境，神会于 

物，因心而得。”④ 这就是说，主体以心求象，以心入境 ，心由象而与物神会 ，故因心而构象 ，因心 

而构境。意境依托于体验的氛围和心境，体现了时空氛围与情调的统一。当有意境的作品契合于欣赏 

者的某种心境时，更能引起共鸣．更能激发欣赏者对某个特定生活场景的创造性体悟。当然，不同时 

期、不同情境下所引发的共鸣常常是截然不同的。 

其次，意象和意境之中都体现出创造性。审美对象永远处于主体的创构之中，不断地被体验、被 

创造，从而永远保持新鲜的活力。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和审美经验，每个人的悟性，乃至感悟时即兴的 

灵感，都制约着主体审美的体验与创造。意象和意境是主体能动体验的结果，都需要欣赏者的积极参 

与，都离不开想象力的创造和再创造。朱光潜说：“意境，时时刻刻都在创化中。创造永不会是复 

演 ，欣赏也永不会是复演。真正的诗的境界是无限的，永远新鲜的。”⑤ 同时，艺术创造不仅要创构 

意象，而且要因心造境 ，“思与境谐”⑥．在意象中体现出境界。这种意象的境界，便是意境。 

再次，意境和意象都追求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意境是虚与实的统一，显与隐的统一，在虚实相 

生中体现了境界，成就了境界。意象本身包含着虚实相生，意象创构之中就有虚与实的统一，而在意 

象形态的基础上，意境超越已有的意象形态，意境在审美体验中又进一步虚实相生，成就整体境象， 

体现了虚境与实境的统一。而在主体的审美体验中，意象的整体境象进一步体现了虚实相生。实象与 

虚象的统一构成境象．一连串的意象构成整体的境界。意象的创构借助于象外之象成就意境虚实相生 

的效果。刘禹锡 《董氏武陵集记》所谓 “境生于象外”⑦，实际上是虚与实、象内和象外的统一，从 

而使意境的追求从有限拓展到无限。如明清时期的私家园林，园艺家们通过借假山、亭、台、楼、阁 

等可视物象．突破有限的空间，把观赏者导向无限的遐想与体验，从而在心中成就虚实相生的意境。 

黄宾虹的 《画谈》有所谓 ：“全局有法 ，境分虚实。”⑧ 笪重光 《画筌》有所谓：“虚实相生，无画处 

皆成妙境。”⑨ 可见，虚实相生，动静相成都是意象的特征，同时也被用来说明意境的特征，正说明 

了意境与意象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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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象和意境的相关性中，两者最重要的重合点在于情景交融。人们阐释意象和意境时，都用 

“情景交融”，也就是说，情景交融既被看成是意象的特征，又被看成是意境的特征。王昌龄 《诗格》 

提出所谓物境、情境、意境三境，其中的 “意境”虽与后来的意境范畴有一些差异，但其中体现了 

物境和情境的统一。王昌龄之意境以情景交融的意象为基础，实际上体现了物色与情意的统一。王昌 

龄还说：“凡诗，物色兼意下为好。若有物色，无意兴，虽巧亦无处用之。”① 姜夔 《点绛唇 ·丁未 

冬过吴松作》：“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以燕雁之 “无心”衬托数峰 

之 “清苦”，复以山峰的清寂凄苦，烘托出人的愁苦之情。这种情景交融的特点正是通过意象呈现为 

意境的。 

20世纪以来，有说意象是情景交融的，也有说意境是情景交融的。叶朗就以情景交融界定意象。 

他认为：“中国传统美学给予 ‘意象’的最一般的规定，是 ‘情景交融’。中国传统美学认为， 隋’ 

‘景’的统一乃是审美意象的基本结构，但是这里说的 隋’与 ‘景’不能理解为互相外在的两个 

实体化的东西，而是 ‘情’与 ‘景’的欣合和畅、一气流通。”② 把情景交融看成是审美意象的结 

构，并且一气相贯，生意盎然。宗白华则说意境是情景交融的：“意境是 ‘ 隋’与 ‘景’(意象)的 

结晶品 ”③ “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和景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 

时也渗入了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更晶莹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涌现了一个独特的 

宇宙，崭新的意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的想象，替世界开辟了新境，正如恽南田所说：‘皆灵想之所 

独辟．总非人间所有!’这是我的所谓 ‘意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唐代画家张躁这两句训示， 

是这意境创现的基本条件。”④ 袁行霈在 《论意境》 中说意境是情景交融的：“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 

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⑤ 后来在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 中，他又说意象是 

情景交融的：“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⑥ 这 

些论述本身就说明意象和意境两者是相关的、相通的，其所指称的对象有重叠之处。 

意象作为客观景物与主观情趣的交融，而意境又是意象之境，说意境也是情景交融的，笼统地说 

当然也没错。我认为意象表现为情景交融，而意境是情景交融所呈现的整体效果。王国维 《人间词 

话》所谓：“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否则渭之无境界。”⑦ 这里所说的境界指景物和七情，真景物、真感情乃是境界所在，其实也是意象 

的元素。 

意象是物我交融的有机体。意象的创构或触景生情，或借景抒情，意象中的情景交融有偏象和偏 

意两种形态，汉魏诗、唐诗多偏象，东晋玄言诗、宋诗多偏意。但偏象中有意，偏意中有象，情景交 

融必有象、有意。情景交融乃是景物与情意相通，王夫之在谈诗的时候说：“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 

情矣：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⑧ “情景一合，自得妙语。”⑨ 情思与物象交融，情思借助物象而 

① 《诗格 ．论文意》，载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 293页 

② 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⑧ 宗白华：《美学散步》一l二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l页。 

④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l页。 

⑤ 袁行霈：《论意境》，《文学评论》l980年第4期。 

⑥ 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 

⑦ 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 8页。 

⑧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323页。 

⑨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 l4册，长沙：岳麓书社 ，1996年，第 1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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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呈现。 

意境作为情景交融创构的意象所呈现的效果 ，当然也具有情景交融的特点。清初布颜图 《画学 

心法问答》云： 隋景者，境界也。”① 说的乃是意境，它是情景交融的境界，也是意象的境界。陆 

时雍 《古诗镜》卷二十七云：“诗以得境为难，得境则得情矣。”② 又陆时雍 《唐诗镜》卷二十一云： 

“老杜长于造境，能造境，即情色种种毕著；李青莲长于造情，情到即境不烦而足。”⑧ 这里的境偏于 

物境．侧重于景。但总体上强调的仍然是情与境的统一，乃是情景交融的一种体现。这也说明艺术作 

品可能没有 “意境”，但不能没有 “意象”。当然也有的艺术作品意境特征很显著，而意象相对薄弱。 

罗庸曾说：“情景交融，便是最高之境，再加以寄托深远，便是诗境的极则了。”④ 这就是说，当情景 

交融的意象处于特定时空背景氛围中时，就构成了意境。 

情景交融创构了意象，是意境的前提和条件。意象与意境都处在心物关系中，情景交融是构成意 

象的基础，也是意境呈现的基本元素，在物我交融之中有升华。马致远 《天净沙 ·秋思》的 “枯藤 

老树昏鸦”．由几个苍老萧瑟的意象传达羁旅之人的落寞惆怅，构成整体的意境。意象在情景交融中 

包含着虚实相生，意境则由意象及其整体背景进一步从虚实相生中呈现出来。情景交融是意象的本体 

特征，同时也可以从中体现出意象的境界，即意境。因此，意象和意境在情景交融上的区别在于，意 

象由情景交融创构而成，是感性具体的，而意境乃是意象感染审美活动主体的效果，是无形的，如春 

风化雨般地滋润心田。 

在艺术作品中，情景交融通过构思而由意象呈现出整体效果。即意境。意境是在主体情景交融基 

础上所呈现的整幅生命图景。境更偏向于主观体验的效果，是心象整体效果的显现。叶朗说：“中国 

美学要求艺术作品的境界是一全幅的天地，要表现全宇宙的气韵 、生命 、生机，要蕴含深沉的宇宙 

感、历史感、人生感，而不只是刻画单个的人体或物体。”⑤ 这里主要强调艺术境界的整体性和包孕 

其中的生命意识 

四 

相比之下，意境是对意象的升华，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和更为突出的特征。前代学者对意境的界 

定常常语焉不详，甚至有把意境等同于艺术效果的情形。如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云：“何 

以谓之有意境?日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 目。述事则如其 口出是也。”⑥ 这三句所描写的特 

征只是说戏曲表达的效果好，强调艺术作品的真情实感和感染力，不是一个严密的意境的定义．也不 

能说明意境的特征。我们可以在对意象和意境的比较中揭示意境的特征。 

首先，意境超然于意象之表，具有超越性特征，是对意象的更高要求和追求。意象时空氛围的超 

越性特点，正构成了意境的特点，使意境超越有限的时空呈现效果。意境的生成，既要基于意象，又 

要超以象外，进一步凸显虚与实的统一。南齐画论家谢赫 《古画品录 ·张墨苟晶》日：“若拘于体 

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⑦ 意境的整体性特征，正超越了具体意象的有限性，从 

而以有形导向无形，以有限导向无限。韩林德说：“‘意象’的外延比意境大，而 ‘意境’的内涵比 

① 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载俞建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57年，第 206页。 

② 陆时雍：《诗镜》，任文京、赵冬岚点校，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291页。 

⑧ 陆时雍：《诗镜》，任文京、赵冬岚点校，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678页。 

④ 罗家伦、罗庸：《新人生观 鸭池十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 47页。 

⑤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 224页。 

⑥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 116页。 

⑦ 谢赫、姚最：《古画品录 ·续画品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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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深，意境产生自意象．又超越于意象。”① 可见，意境从深刻性的角度体现出比意象更高的 

要求。朱光潜 《诗论》说：“诗的境界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干，在有限中寓无限。”② 意 

境是意象中所包孕的那种超越有限、趋于无限的效果。因此，意境的生成是超越具体 “有”的物象 

层面，在有无相生中产生并获得无限性。意境强化了意象以象体道的特征。境超越具体时空的有限性 

和象的有限性，使意象臻于体道境界。而体道则是意象的最高境界，也是意境的完美体现。 

其次，意境还具有层次性特征。境是指作品成高格的整体特征。意境讲究格调层次，同时也折射 

了审美主体的精神层次。意境是审美对象的整体形态中所呈现的一种特质，类乎人的一种气质，有高 

低深浅之分。意境体现了一种格调，有意境是一种高格调。艺术家和欣赏者的格调共同决定了艺术品 

的格调。宗白华说：“艺术的意境有它的深度、高度、阔度。”③ 优秀的艺术作品被称作意境深远，便 

是对其高下深浅所做的评价。与意象相比，意境更重视层次性，更强调其深度和立体感。意境强调的 

正是在精神层次有高下之分的基础上，要在境上有层次的追求。 

意象到达一定的程度就可以认为是成高格，有境界了。比起意象来，意境的范畴更强调层次和境 

界。称其为意象是对其形态的判断，称其为意境是对其特质和层次的判断。意象是对感性形态的描 

述，意境是对其境界和层次的品评。意象是本体的感性形态，意境是其内在层次和格调，意境强调意 

象中内在的韵味。象中体现了具体与普遍的统一。意象的境界有高有低，意境是对意象更高的境界要 

求，强调的是高层次和格调。王国维在 《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自有名句。”④ 王国维多处使用 “境界”一词，其中有的指人的修养造诣的层次，有的相当于意象， 

有的相当于意境。 

第三，在形态差别上，意境更鲜明地彰显了风格特征。皎然 《诗式 ·辩体有一十九字》：“夫诗 

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⑤ 高、逸便是意境的两种 

风格。《二十四诗品》也是在表述风格中描述境界，有意境的作品在体裁和风格上各有特点。在意境 

中，一种风格便是一种境界。如强调超然物外的 “妙”，“妙”就是一种境界；再如 “远”，即远致， 

也是一种境界。 

第四．主体对意境的体验更体现了主体的素质和修养。艺术家心中有境界，故能创作出有意境的 

作品。对审美对象意境体悟的程度，需要主体有一定的境界基础，才能产生共鸣。 “落霞与孤鹜齐 

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欣赏者以境观心，或身临其境，或有身临其境感。与意象相比，意境则更具 

有即兴的主观性。意象可以依托于原型，意境则是常新的。意象更侧重于入乎其内的创构，意境更侧 

重于出乎其外的赏会。 

总而言之，意境是意象的境界，是主体在欣赏中由意象或意象群及其背景所创构的整体效果。主 

体通过情景交融创构了意象，而意境则是意象或意象群作为具体感性形态在特定时空氛围中所呈现的 

整体效果。意境以意象的具体感性形态为基础，乃是主体即心即境，即象即境的产物。意境侧重于意 

象内在的度．是对其抽象特质的指称，从而有力地拓展了意象范畴。但意境的这种效果已不是意象本 

身，其中尤其体现了主体的素质和修养，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当然，意象的使用畛域更为广阔， 

更具有普适性，而意境只是部分审美对象所具有的特质，不能囊括意象的全部外延。从感性形态、思 

想的延续性和普遍性看，选择意象作为中国美学的本体范畴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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